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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关注也不断加大。孤残儿童作为社会中的弱

势群体，需要社会的关注与关爱。目前，随着社会关爱服务体系的不断建立，孤残儿童的各类福利也不

断得到保障，但是仍存在着不足。本论文以江苏省省内集中养育模式下的孤残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江

苏省内对孤残儿童给予的社会关爱服务体系的现状及产生的问题，并给予相对应的建议，确保孤残儿童

身心的健康成长和人格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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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y, China’s concern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is also growing. As a vulnerable group in society, orphans and disabled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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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need social attention and care.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 care 
service system, all kinds of the welfare for orphans and disabled children are also constantly guar-
anteed, but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orphans and disabled children under 
the centralized rearing model in Jiang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
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social care service system for orphans and disabled children in Jiangsu Prov-
ince, and giv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ensur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orphans and 
disabled children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ir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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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孤残儿童是指没有亲人和自立能力，并在智力、身体、心理、情感等方面存在缺陷或者缺乏对外沟

通能力的弱势群体。为确保论文的学术严谨性，本论文所涉及研究的孤残儿童在智力上与正常情况的儿

童不存在明显差异。孤残儿童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目前对他们实施的救助途径主要有社会福利机构

养护、社会家庭收寄养和其他方式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对儿童福利工作的不断重视，绝大

部分孤残儿童的基本需求已得到保障。但是由于孤残儿童的社会关爱服务体系仍存在着诸多不足，导致

孤残儿童心理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并且很可能会影响着其身心健康成长以及未来的人格健全、社会

融入。因此，本论文以江苏省省内集中养育模式下的孤残儿童在社会关爱服务体系中的现状及社会关爱服

务体系目前存在的不足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出相应的解决建议，以促进孤残儿童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2. 取得的成果 

2.1. 出台政策措施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在 2021 年印发的《江苏省儿童发展规划(2021~2025 年)》[1]中“儿童发展”方面

的优先领域“儿童与健康”中指出，要完善“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并推动“儿童健康服务与管理信

息化”，提高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重点关爱包括孤残儿童在内的特殊群体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并且，

在“儿童与福利”方面，该规划具体地提出了 8 项主要目标和 11 项策略措施，要求建设“普惠型儿童福

利体系”并提升“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水平。此外，为进一步保障省内各类儿童的福利，

江苏省民政厅印发了《江苏省民政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其中包括建设“高质量儿童福利服务

体系”以构建具有江苏特色的儿童福利制度体系，完善“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等[2]。同时，江苏省

人社厅、省民政厅等六部门在全省实施“康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3]，该计划主要通过对各类康养服务

人员进行专业性技能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水平与工作质量，使其成为更具备专业性素养的职业

人才，并鼓励省内各地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评优与表彰，这一举措完善了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

等照料弱势群体的服务人员的相关福利。 

2.2. 投入资金保障 

在 2021 年，江苏省民政厅从政府层面率先确立了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规划，并在政策层面上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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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的鼓励了省内对儿童福利体系的建立。省内各地方也为保障孤残儿童的相关福利做出了众多举措

支持，在财政投入上占较大的比重保障孤残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心理关爱。2018 年，省级福彩公益金“明

天计划”项目合计救治孤残儿童 5964 人次，总支出 1122.3 万元。其中，301.7 万元主要用于对 5461 名

孤儿的身体检测、支出 570 万元为 288 人次住院的孤残儿童施行专业性的医疗救治与康复服务，以及 176.6
万元的支出向 215 名福利机构内的孤残儿童提供康复辅具等[4]。2019 年，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花费 1120
万元购买社会服务，其中 200 多万元资金用于购买 20 多个儿童关爱项目，在更大程度上完善了包括孤残

儿童在内的特殊群体的社会关爱服务体系。2021 年，“明天计划”项目合计为 241 例儿童福利机构孤残

儿童提供资金资助，其中为 198 例孤残儿童提供住院手术治疗、急诊救治、康复治疗服务，为 43 例孤残

儿童配置康复辅具[5]，并为包括孤残儿童在内的各类特殊困难群体开展精神关爱、关系调适、情绪疏导、

能力建设、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 

2.3. 实施举措推进 

随着江苏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实施，社会关爱服务体系也随之得到建设。孤残

儿童在江苏省省内各地逐渐受到重视与关注，并开始实施更具有地方特色的心理关爱举措。2020 年，江

苏省无锡市儿童福利院开设“康娱疗”项目对孤残儿童提供专业化课程和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培育孤残

儿童心理健康的成长和对外沟通的能力，促进其人格的健全，助力孤残儿童更好的融入社会[6]。在 2022
年，无锡市阳光特殊教育学校作为江苏省首家由专业儿童福利机构成立的特殊教育学校正式开放教学，

它将生活、实践、康复与教育结合在一起[7]既能确保孤残儿童的身体健康的同时，又能推动他们心理健

康的成长以及受到良好的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孤残儿童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据民政部发布的《2022
年 1 季度机构情况》的数据统计[8]，截止到 2022 年第一季度，江苏省儿童福利和救助机构数达到 44 个，

同时儿童福利和救助机构床位数达到 4282 个(张)。 

3. 存在的问题 

3.1. 福利院护育人员给予的心理支持有所不足 

福利机构儿童由于自小缺少双亲的陪伴与教育，加之许多孩子自身身体状况特殊，因此在心理支持

的需求方面相较于其他孩子往往更为迫切。对于处于集中养育模式下的孤残儿童而言，福利院护育人员

是他们的主要照顾者，也是他们较易于产生依恋情感的对象。然而，当前福利机构一线的护育人员与院

内儿童数量比例失调，护育工作人员普遍存在着工作强度高、责任繁重的情况。人力资源的匮乏使得护

育人员仅是满足孩子生活方面的日常需求便已精疲力竭，难以及时发现并回应孤残儿童的心理情感需要

[9]。与此同时，福利院内的工作人员大多采用轮班上岗制，孩子们的照料者不断随之变更。短时间的相

处让儿童与护育人员很难建立起亲密关系与稳定的情感联系，护育工作者无法从工具角色转换为情感角

色满足儿童的心理需求，这严重影响了孤残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未来发展。 

3.2. 社会力量参与度较低，专业人士尚有欠缺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一向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孤残儿童心理关爱工作这一同时具备特殊

性与专业性的工作而言，社会组织及社会力量的参与则更为重要。然而，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在推动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出台了各项政策纲要，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往往困难重重[10]。在开展相关工作时，

出于谨慎考量，福利机构往往会选择熟悉的社会组织团体进行合作，购买服务也较为形式化，往往难以

满足儿童的切实需要。心理服务工作与常规社会服务工作不同，存在着专业性、隐私性、公共性并存的

特点，一般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难以胜任此项工作。因此，在孤残儿童的心理关爱工作方面，常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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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组织团体无法提供专业且稳定的服务，福利院无从购买专业服务的现实困境[11]。当前福利机构在开

展有关工作时，常常存在着社会组织的参与度较低，难以为儿童长期提供稳定的服务，专业特色服务开

展频次较低等问题。 

3.3. 院舍封闭化管理难以满足孤残儿童身心发展需要 

出于对院内儿童安全及工作人员管理便利的考量，福利院多实行封闭化、统一化、规范化的管理。

护育人员将儿童统一安排在一定区域范围进行活动，日常活动有着安排好的时间表，生活用品同样按规

定标准一并发放[12]。这样的管理模式虽然为护育人员的管理与儿童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保障，却忽视了孤

残儿童的心理需求、抑制了他们的个性化成长。院舍内虽设有一定的游乐设施，儿童能够自由自在玩乐

的时间与区域却十分有限，大多数时间福利院内儿童的娱乐方式仅是一个人阅读、绘画或是拿着玩具自

娱自乐。与他人交流机会的缺乏对于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有着极大的影响，不仅不利于儿童社会融入能

力的提高，还易使儿童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甚至引致行为异常。此外，对于学龄期孤残儿童而言符合外

出受教育条件的儿童可以到附近学校或特殊学校上学读书，但一些身体条件不符合外出上学标准的孩子

仅能在院舍内接受生活技能训练和简单的文化课，与外界沟通与接触十分匮乏[13]。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福利院的封闭管理进一步加强，福利院孩童几乎不再有与外界接触交流的机会。长期处于封闭的护育环

境削减了部分对外界存在强烈渴望的儿童对福利院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也阻碍了儿童健全人格的形

成，使得孤残儿童发常态教育的难度增大，难以回归社会独立生存。 
由此可见，作为孤残儿童主要照顾者的福利院护育人员难以与其建立良好的情感交流联系，从而使

孤残儿童无法满足自身的心理需求；社会关爱体系缺乏推进的实效性，使集中养育模式下孤残儿童的社

会心理关爱路径无法长期有效的解决孤残儿童心理问题；集中养育模式下的福利院本身具有封闭性，在

目前的新冠疫情时期进一步限制了孤残儿童与外部环境进行沟通与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对孤残儿童的身

心健康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4. 建议 

4.1. 在福利院内建立整套的孤残儿童心理健康关注体系 

在各地方的福利院设置定向岗位，可以直接让应届相关专业的人员进入到福利院内进行工作，既解

决了福利院专业性人力资源匮乏的问题，同时也为进一步建设整套的孤残儿童心理健康关注体系提供了

保障。福利院需要建立的福利院内心理健康关注体系应以关注孤残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切实满足孤残

儿童的心理需求为总体目标。应对福利机构的护理人员定期进行培训，并开展孤残儿童的护育人员的交

流会，充分地让护育人员们相互交流相关经验，以更好地对孤残儿童进行心理上的照料。与此同时，可

以在整套的孤残儿童心理健康关注体系中设置孤残儿童与护育人员的关系链，形成一位护育人员专门护

育三至四个孤残儿童的一对多关系，这样更有助于护育人员实时发现并满足孤残儿童的心理情感需要，

建立起亲密、稳定的情感联系，促进孤残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未来的发展。 

4.2. 凝聚社会力量，构建关爱平台 

在凝聚社会力量，增加群众参与度方面，可以对福利院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来构建社会支持网，建

立持续稳定的心理关爱组织体系。如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为孤残儿童心理关爱必要性的

社会宣传与心理关爱组织体系的构建都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福利机构及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创建社

交媒体账号、建立微信公众号等形式与外界进行联结，增加社会对于该群体的认识了解，提升人们关爱

孤残儿童心理健康的意识。在加深群众对该特殊群体认识的同时，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和社会爱心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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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并与其相联系沟通，以此获得更多福利院儿童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促进心理关爱组织体系的建立。

除了依托于已有媒体平台之外，也可以凭借“互联网+”的大背景来构建线上线下相联系、社会广泛参与

的心理关爱平台，增加社会与孤残儿童沟通联系的渠道[14]。这样不仅使社会爱心人士有了向孤残儿童传

递爱心、表达关爱的途径，也能增加院内儿童与外界的联系，让其能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与爱护，

加强孩子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一定程度上缓解长时间封闭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在建立关爱平台的同时，

也要不断健全平台管理机制、完善平台功能，确保社会各界的关爱能切实送到儿童手中，逐步构建起对

孤残儿童社会支持网。 

4.3. 在院舍封闭化管理中添加多元化因素 

考虑到目前仍处于新冠疫情时期，为了院内儿童的安全及工作人员的管理便利，对福利院进行封闭

化、统一化、规范化的管理属于情理之中。但是，仍需考虑到封闭化的院舍管理对于儿童个性的抑制并

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因此，可以适当地在院舍封闭化管理中添加多元化的灵活管理方式。 

4.3.1. 在福利院院内增设趣味实践活动 
内容包括手工制作、烘培、园艺等，孤残儿童制作的手工成品可以在网上进行义卖或者与当地学校

的学生进行物品互换，义卖所得可以为这些孤残儿童购买奖励，让孤残儿童感受到实践活动的喜悦。与

当地学校学生进行礼物互换活动中，可以同时开展电子书信交流活动增进福利院院内孤残儿童与外界的

交流，促进其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孤残儿童的园艺成果可以开展“感恩护育人员”活动，增进孤残儿

童与护育人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4.3.2. 定期开设数字化线上课堂 
该课堂主要以日常生活常识、全国各地的人文风俗、对外沟通交流能力的训练为主。孤残儿童通过

线上课堂的方式，了解了更多福利院院外的实时动态与风景现状，减轻了与外界环境的隔阂，并增加了

对社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4.3.3. 增加对福利院内护育人员的激励措施 
鼓励护育人员提出更生动、内容丰富的教学活动并定期进行评优表彰，具备合理性和可实施性的方

案可以给予实施。这样可以让护育人员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孤残儿童的日常生活与教学实践当中，并且更

加自主地关注孤残儿童的身心健康状况，满足孤残儿童的心理需求，促进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 

4.4. 增加对福利院内护育人员的激励措施 

在专业化服务方面，除了与外界相联系寻求相关服务外，专业性的社会心理关爱组织也至关重要。

如今，社会组织提供社会保障、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断增强，但具有专业性、针对性的社会组织却依

旧稀缺[15]。尽管政府已特别强调了专业性社会工作者的重要性，在对此类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方面仍尚

有不足。对此，可以通过建立社会组织资源配置平台、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相互转介服务机制、加

强行政指导与契约化管理等途径实现上下联动、横向联合的一体化发展，加强心理服务培育孵化体系协

同机制的建设[16]。让专业性的社会组织能够为需要帮助的儿童提供更加专业、系统的心理关爱服务，给

予他们持续稳定的心理关爱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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