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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梳理国外社会工作介入狱中服刑父亲维系亲子关系研究的基础上，介绍了国外狱中男性服刑人员

的基本特点、维系亲子关系的困境、社会工作介入服刑父亲维系亲子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以及相关

尝试。此外，本文探讨了国外监狱社会工作实务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监狱系统在服刑人员亲

子关系维系方面提供研究视角和实务参考，推动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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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foreig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prison fathers to maintain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ale prisoners in foreign pris-
ons, the dilemma of maintain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8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80
http://www.hanspub.org


刘晨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4180 1329 社会科学前沿 
 

social workers’ intervention in prison fathers to mainta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the re-
lated attempts. In addi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t reference of foreign prison social 
work practices to China, so as to provid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f prisoners in China’s pris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pris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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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父亲作为亲子关系中的“重要他人”，在促进子女的社会认知、人格发展和社交能力等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1]。但对于在高墙内服刑的父亲群体而言，他们同子女的接触与沟通受到限制，难以在子女的日

常生活中履行父亲的职责，造成“父教缺位”。这容易引发家庭关系紧张和子女人际交往困难等社会问

题[2]。虽然我国多部门已关注到这一社会问题，出台了《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帮教刑满释放人员工作意见》，

鼓励社会组织帮教刑释人员[3]，但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起步较晚，现有项目尚不能很好地满足

服务对象的需求。笔者对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爱尔兰、挪威、瑞典、德国和智利等国监狱社会工作

介入亲子关系做了文献研究，希望为我国社会工作促进狱中服刑父亲维系亲子关系提供参考，推动监狱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国外男性服刑人员特点及亲子关系困境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儿童经历过父母在监狱服刑、同父母关系难以维系的困境。仅 2001 年，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地区有 14,500 名 16 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有一方在监狱里服刑[4]；2012 年，英国的英格

兰和威尔士约有 20 万名儿童的父亲或母亲在监狱中；2015 年，美国约有 400 多万儿童(约 5%)的父母在

监狱中。已有研究表明，监狱服刑人员的男女性别比例差距较大，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以英国英格兰和

威尔士两地监狱为例，监狱中 95%的服刑人员是男性。他们大多是文化水平较低、职业技能少，失业或

收入较低的中青年人，年龄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5]。而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地区，在所有男性服刑

人员中，具有父亲身份的服刑人员占 11% [4]。 
监狱矫正系统如果能够协助父亲在狱中服刑期间维持父亲角色，这对子女、配偶、自身及监狱矫正

系统来说都是有益的。但现实情况是，父亲在狱中同亲人的联系和接触受到限制，发挥父亲角色的机会

和能力有限[6]。例如，被关押在较远地区的人员，耗时和昂贵的探视成本大大降低了他们同家人见面的

频率[7]。在现有的探访制度下，服刑父亲的身份阻碍了父子间互动的效果，探访互动是紧张的，且受空

间和时间限制。父位缺失对儿童情绪、行为、认知和社会化产生负面影响，是导致儿童成人后出现风险

行为、犯罪和入狱可能性增加的因素之一[8]。高墙内的父亲同子女维系亲子关系面临的困境引起了社会

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对监狱亲子项目进行调查研究，尝试运用社会工作研究方法介入狱中服刑

父亲同子女建立和维系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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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外社会工作介入狱中服刑父亲维系亲子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3.1. 介入的理论基础 

“情境父亲”(Situated Fathering)概念指出，在不同环境下，人的社会身份属性的发挥程度有较大的

差异。在监狱环境下，父亲角色的发挥受到限制，进而会影响其与子女的关系。这对社会工作通过介入

监狱环境的改善来帮助服刑父亲维系亲子关系具有启发[5]。在促进狱中服刑父亲承担父亲责任的项目中，

汉森提到了儿童发展理论(Child Development Theory)及角色模型理论(Roles and Role Models Theory) [9]，
这些理论帮助服刑人员对父亲角色和儿童人格发展阶段有了更好的认知。鲍林·博斯的模糊失去理论

(Ambiguous Loss)认为，当一个人长期在外，虽然他的身体不在家中，但家人从情感上认为他仍是家中的

一员，重返家庭的希望仍然存在。换言之，即使服刑限制了狱中父亲的人身自由，但他们在心理上和情

感上依然能够与家人和孩子维系关系[10]。这对社会工作介入狱中父亲承担父亲责任、维系亲子关系具有

现实意义。积极犯罪学理论(Positive Criminology)认为，在通过与他人互动获得新角色并改变为有爱的社

会身份的过程中，为维持新的角色和关系，犯罪人员会努力改变自己，重新塑造自我[11]。社会工作者可

以利用这一改变规律，协助狱中服刑父亲获得对父亲职责和角色的新认知，帮助他们表现出积极的行为，

以维系亲子关系。 

3.2. 介入的现实基础 

首先，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明确了儿童有权探望父母的权利。儿童探访时，任何机构都必须尊重

儿童的尊严和隐私，且探访应在对儿童友好的环境中进行[8]。探访权是儿童与狱中父亲接触的法律保障，

为亲子关系的介入提供了可行性。当下，大多数国家批准了儿童探访权。其次，相关调查表明，狱中父

亲亲子关系的维系是父亲及其子女共同渴望的。入狱前，一些父亲在孩子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照顾者和

养育者角色。即使入狱服刑，父亲及其子女都希望父亲角色会继续维持下去[12]。此外，有的父亲意识到，

获释后，亲子关系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重建。因此，他们渴望在狱中有机会学习育儿知识，维系亲

子关系，并有较强的动力参与到监狱育儿项目中去[13]。第三，研究表明，社会工作者拥有丰富经验和专

业知识，能为狱中服刑父亲提供合适的服务[7]。监狱社会工作不仅在介入亲子关系维系或重建方面取得

了成效，也有利于服刑人员和家人进行良好的联系和沟通，从而巩固包括亲子关系在内的家庭关系。综

上所述，政策支持、服务对象的积极参与及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为社会工作介入亲子关系提供了现实基础。 

4. 国外社会工作介入服刑父亲维系亲子关系的尝试 

为促进狱中服刑父亲与子女维系良好的亲子关系，西方监狱矫正系统协同社会工作学者从提高父亲

角色和责任意识、改善探视氛围、提升通话的频率和质量，以及宣传倡导等方面进行了干预尝试。 

4.1. 对提高父亲角色和责任意识的干预 

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多数服刑人员经历过被寄养[14]、父母吸毒、家庭暴力和家庭关系紧张[4]。
这些经历对他们经营新家庭、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到狱中服刑无疑恶化了原本脆弱的

亲子关系。鉴于此，国外监狱矫正系统和社会工作者认为，应向服刑父亲提供育儿和亲子关系方面的主

题培训，增强他们对父亲角色的认知和技能。 
2013 年，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杰弗里·格雷夫教授在监狱内成立了“父亲小组”。小组

活动以讨论分享的形式进行，其中一项讨论内容关于养育孩子的技能。小组讨论触动了父亲们的育儿情

结，不少父亲吐露心声：“从小到大，我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也没有在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十几

岁就混迹街头，对家庭、父亲角色缺乏基本认知。”“孩子母亲吸毒，我在服刑，我们对孩子缺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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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经济养育。”“我是家庭中主要的儿童看护者，狱中服刑使我失去这一角色，我感到很痛苦。”

格雷夫指出，不管入狱前参与抑或不参与孩子的生活，几轮分享下来，父亲们对父亲角色和职责发生了

改观，并有了深刻的体悟，他们甚至在讨论中自主探索如何在服刑期间扮演好父亲角色。对此，格雷夫

提出的干预措施是，鼓励父亲根据孩子的年龄性格与孩子保持持续的联系；与孩子分享在狱中的经历和

进步，打开孩子的心结，让孩子了解父亲的不易、进步以及对他们的爱[10]。 
2004~2005 年，挪威东部三家监狱实施了“狱中父亲”培训项目，试图帮助服刑人员认识到犯罪行

为对孩子及家人的负面影响，通过参加知识和技能培训，扮演好让妻子和孩子满意的角色。项目的实施

以对话为基础，核心对话围绕以下方面开展：家庭成员间的结构关系、家庭内部沟通方式、家庭角色的

扮演、家庭问题与解决方式、儿童对父亲和家庭关系的认知、儿童的权利和父母的责任、儿童健康发展。

关于项目的实施效果，挪威奥斯福德大学公共卫生与福利管理学院研究人员对参与人员进行了效果评估。

首先，父亲们获得了更多有关亲子关系和父亲职责的知识，这有效转变了他们对父亲角色的认知。一位

参与者说，“我以前很少考虑妻子和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和社会闲杂人员混在一起，从不懂得珍惜最亲

近的家人。我现在学到了很多有关家庭和亲子关系的知识，有了“把家庭放在最重要位置”的意识，希

望未来可以参与到更多的家庭生活中。”其次，父亲们现学现用，将学到的沟通技能运用到当下的亲子

沟通中。“参加项目前，我已经三年没有同女儿见面了，只是在周末给她电话。现在我可以申请小长假，

离开监狱去见我的妻女。面对面交流使我们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此外，我也学会去倾听孩子的

心声。以前给孩子打电话，80%的时间都是我在讲。现在我把 80%的通话时间留给女儿，请她把有趣的

事情分享给我。她现在已经慢慢向我敞开心扉，连说话的方式都跟以前不一样了。”[9]。 

4.2. 对监狱探视氛围的介入 

探视通常是在严格的监控下进行的，由专门人员监督，服刑人员人身受到限制，探视氛围较为紧张。

一位服刑父亲说，“我的小宝贝还不到 2 岁，她不能在椅子上坐两个小时。当她在地上摇摇晃晃走路时，

我担心她摔倒，会下意识站起来，这时看守人员会命令我坐下。当我去给她整理衣服时，看守人员会紧

紧跟在我身后，认为我试图从孩子衣服里获得什么东西。”监狱看守人员经常在孩子面前采用较为粗暴

的工作方式，几乎不考虑孩子的心理创伤。监狱吵闹的环境也使孩子前来探视父亲的经历变得异常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孩子探视这一问题上处于进退为难的境地。他们渴望见到孩子，但又担心探视氛

围对孩子造成伤害。针对这些问题，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梅加贝里监狱实施了“家庭关爱项目”。该项

目鼓励监狱工作人员提供友好和更具人文关怀的探视氛围：探视时间延伸至四个小时，服刑父亲可以跟

孩子互动玩耍。参与项目的家属评论道，“父亲可以起身同孩子们互动，这是以往探视所不允许的。虽

然探视过程仍然被监视，但感觉不一样。整个探视过程孩子们都比较放松。”“孩子们很喜欢这次探视。

他们和父亲共享午餐时光，跟父亲一起玩耍。每个孩子都想获得父亲的关注和关爱，父亲能够一一给予

他们。”[5]。 

4.3. 提高亲子通话的频率和质量 

与面对面探视相比，电话通话是服刑人员与家人保持联系较为经济的一种途径，但通常会受到监狱

规章制度的制约。2013 年，欧洲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在英国、瑞典、罗马尼亚和德国的监狱进行了调

研，以了解阻碍服刑人员同家人联系的因素。在电话通话方面，几乎所有参与项目的家庭认为，单向通

话不利于亲子关系的维系。服刑父亲可以给家人打电话，但家人不能往监狱拨打电话。当孩子遇到兴奋

的事情，迫切地要跟父亲分享时，或孩子心情郁闷想得到父亲的安慰时，却没有办法同父亲取得联系。

此外，在获得通话机会上，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服刑人员需要经过繁文缛节的程序。瑞典监狱系统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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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间的免费通话机会，额外的通话需要花钱购买。英国监狱的话费较为昂贵，由服刑人员自行承担。

有的访谈对象表示，通话费用有时会占据他们在狱中的大部分收入[15]。 
2015 年，英国北爱尔兰监狱服务中心、巴那多儿童慈善机构和梅加贝里监狱联合实施了一项为期 17

周的项目，以正在服刑、具有父亲身份的男性囚犯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通过观察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了解服刑人员与家庭成员间的通话频率和质量对家庭关系尤其亲子关系的影响。调查显示，受话费及监

狱制度的限制，父子间的通话时间被压缩。“大家都想打电话给家人，但电话数量有限，因此每位狱友

同家人通话的时间只能被压缩。我等了一个晚上，只打了五分钟，就草草结束了通话。回到宿舍，我的

心情一点儿也不好，这也会影响到电话那边妻子和孩子的心情，甚至会影响下次通话。”“在通话的过

程中，孩子总是感觉时间流逝得很快，还没有说完想说的事情，通话就匆匆结束了，这令孩子感到失望。”

为增加服刑父亲同子女的联系频率，该项目增加了监狱内的电话普及率，降低了通话费用，为父亲们提

供了更多的通话机会。参与项目的父亲和家庭成员一致认为监狱提供经常性的电话通话有利于维系亲子

关系。一位参与人员说：“你想什么时候打电话都可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常听到的评价是，

“孩子内心比以前更愉悦了，孩子的言行举止也有所改变，出格的事情做得少了。虽然父亲身在狱中，

但高频率高质量的通话使父亲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孩子的需求。”“这确实改善了我与孩子们的关系。他

们比之前更快乐，就像生活中又有了父亲。”[16]。 

4.4. 宣传倡导 

进行积极倡导，督促有效政策出台，是社会工作介入服刑人员维系亲子关系的另一种途径。英国贝

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工作人员发出倡议：监狱矫正系统应关注项目终止后服刑人员的情况。

项目结束后，很多父亲担心监狱不再提供资源，他们会失去将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践中的机会和条件，

亲子关系得不到持久有效的维系。服刑人员家属也担心亲子关系会返回到项目之前的水平。“孩子们很

享受项目提供的特别探视，因为父亲可以同孩子自由玩耍。但是如果下一次突然回归到了普通探视，父

亲不被允许自由活动，只能坐在那里，孩子会认为父亲不关注自己了，这会让孩子感到困惑和难过。”

“临近项目结束，我的孩子担心地问我，这次去看爸爸是特别探视，还是回归到了常规探视？如果不是

特别探视，他不想去。”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女王大学研究人员向监狱矫正部门提出倡议：希望监狱能

延续相关的服务直到参与人员刑期结束；监狱应该对相关政策、实践和程序进行较大的修改，以确保矫

正服务的延续；并呼吁学界对此类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恰当的解决方案[16]。在挪威，公共福利

研究者及社会工作者对服刑人员家属的经济状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通过多种途径发出倡议，建议监狱

工作人员同服刑人员家属保持通话，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并希望监狱系统和公共福利系统能够出台一

些支持服刑人员家属经济的文件[17]。 
综上所述，国外监狱社会工作对亲子关系进行干预后，服刑父亲获得了更多的育儿知识和技能，对

亲子关系认知也有所改变，父亲角色得到了强化；监狱调整了探视氛围，父子通话的质量和频率增加；

此外，社会工作及社会福利领域研究人员通过学术研究发挥了宣传倡导的作用。 

5. 对中国监狱社会工作介入亲子关系的借鉴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矫正系统较为关注刑释人员重返家庭后的亲子关系，针对狱中服刑人员维系亲

子关系的活动较少[3]。国外矫正社会工作对亲子关系的有效介入可为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监狱亲子关系提

供研究视角和实务参考。 

5.1. 维系服刑人员亲子关系需要政策和法律保障 

有学者对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与外界接触联络的相关法律进行了梳理研究。以《监狱法》第 47 条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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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与外界通信的规定、第 48 条关于会见人员的规定和安徽青山监狱内部制定的《罪犯会见管理规

定》为例，分析了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与外界接触的权利现状。除了通过会见、通信、电话、网络视频、

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与亲友联系，一些监狱甚至还推出了“特殊会见”、“亲情电话”等人性化措施。

但总的来说，服刑人员的监外联系被控制得非常严格，在会见的时间、次数上都有限制。有的监狱规定

一个月内只有特定的几个工作日可以安排会见，会见的申请手续繁琐。同时，这些人性化措施并非是所

有服刑人员享有的权利，有时被当作激励服刑人员改造的一种奖惩手段，缺少明确的法律保障，在具体

的执行中也缺乏统一的标准[18]。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儿童监狱探访权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应从法律和

政策层面进行改革，保障服刑人员与孩子之间的探视权利。 
爱尔兰共和国科克大学法学院研究人员对儿童探访权利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踪调研。很多家庭成员

认为，监狱没有对儿童的探访权利给予足够的尊重。“监狱没有将儿童探访权纳入监狱服务项目内。在

监狱服务者眼里这些并不重要，监狱安全和监狱管制才是工作重心。如果一位父亲在狱中表现良好，那

么他就被赋予见孩子的权利。反之，则受到惩罚，不能获得上述权利。这种惩罚机制看起来是惩罚父亲，

实际上惩罚的是孩子。”[8]对此，国外学者提出相关建议。首先，通过政策或法律的形式确保儿童与服

刑父母有定期接触的权利[4]。其次，相关部门应对监狱探访的实践和程序进行审查和跟踪研究，使监狱

在保障监狱安全与满足儿童探访需求之间达到平衡状态，不应为维持监狱秩序而牺牲儿童的探访机会[16]。
第三，当现有政策法律或监狱制度对维系亲子关系无益时，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应发挥宣传倡导作用

[12]。这对我国监狱系统保障服刑人员家属尤其孩子探视服刑父亲的权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2. 发挥社会工作者系统介入、精准服务及后期跟进的专业优势 

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具有介入过程较为系统、服务内容较为精准和后期跟进较为持续的专业优势。

研究表明，国外社会工作对服刑人员亲子关系的介入较为系统，内容包括：改善监狱生活环境和设施，

对监狱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帮助狱中父亲认识父亲角色与责任，提供高质量的通话机会，倡导和保障儿

童探访权等。其次，社会工作的优势还体现在根据需求评估优化服务设计，提供精准服务。例如，长期

服刑导致服刑父亲忍受心理压力，儿童成长过程父爱缺失，配偶承受物质和情感压力，社会工作者针对

服务对象的需求情况发展情绪应对机制，进行心理安慰和压力疏导[7]。第三，社会工作者较为重视项目

结束后的跟进服务，巩固服务效果。项目结束后，若缺乏后续支持与跟进，服刑父亲与子女的接触机会

将减少，习得的育儿技能随之减弱，正向改变也会停止或逆转[19]。对社会工作者来说，结案并不意味着

工作的完结。为巩固服务对象已有的改变，社会工作者会进行跟踪服务，为服刑人员提供有利于持续改

善亲子关系的环境和条件。出狱后，多数刑释人员面临着不被社会接纳的窘境。社会工作者对刑释人员

进行跟进服务，帮助刑释人员成功融入家庭和社区[7]。 
国外社会工作者在监狱社会工作中的优势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和社会应用价值。我国监狱系统可以

结合国情适当借鉴国外监狱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鼓励和吸纳社会工作人才，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系

统介入、精准服务和持续跟进”的专业优势，更好地为服刑人员提供服务，推动监狱治理体系现代化。 

5.3. 维系服刑人员亲子关系需要整合多部门资源 

亲子关系的维系需要整个环境系统的良好运行，应整合社会多部门资源。以服刑人员的家属为例，

这是一个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突出、容易陷入经济贫困、遭受社会排斥和被污名化的群体[19]，但矫正系

统难以顾及到家属面临的问题。当一个孩子想在他人面前掩饰父亲服刑这一事实时，显然从心理上还没

有接受现实，很难主动寻找学校社工和心理老师，分享自己的焦虑与困境。如果社会支持系统能够注意

到孩子面对的挑战与压力，并且有时间和意愿同孩子建立稳固的信任关系，帮助孩子直面问题，这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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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9]。通常情况下，公共卫生健康人员、教师、儿童福利机构、社会福利部门、全科医生也会被

纳入社会支持体系中，建立综合协调的合作机制，根据自身专长提供专业服务[20]。 

6. 结束语 

服刑是对犯罪人员的惩罚，也是重塑自我的过程。但从亲子关系的角度来看，孩子也遭受到了惩罚，

这种惩罚主要体现在同父亲沟通困难、内心产生被遗弃感等。为促进狱中服刑父亲与子女维系良好的亲

子关系，西方监狱矫正系统协同社会工作学者和非政府组织从提高父亲角色和责任意识、改善探视空间

和氛围、提升通话的频率和质量，以及宣传倡导等方面进行了干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实务效果，值得

我国借鉴。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工作内容具有本土特色，不能照搬国外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

应从实际出发，有取舍地借鉴，充分发挥监狱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为推动监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贡献绵薄之力。 

致  谢 

对参考文献中给予转载和引用权的资料、文献、研究思想和设想的所有者，表示感谢。 

基金项目 

本篇论文是井冈山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JRB1706)。 

参考文献 
[1] 陈耀锐. 服刑父亲在未成年子女教育中的缺失及改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5. 

[2] 李莎莎. 社会工作介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父教缺位”服务研究——以“守护天使”项目为例[D]: [硕士学位论

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3] 王梦源. 社会工作介入刑满释放人员亲子关系恢复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保定: 河北大学, 2019. 
[4] Sheehan, R. (2010) Parents as Prisoners: A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the Children’s Court of Victori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1, 358-374. https://doi.org/10.1177/1468017310379929 
[5] Moran, D., Hutton, M.A., Dixon, L. and Disney, T. (2016) “Daddy Is a Difficult Word for Me to Hear”: Carceral Geo-

graphies of Parenting and the Prison Visiting Room as a Contested Space of Situated Fathering. Children’s Geogra-
phies, 15, 107-121. https://doi.org/10.1080/14733285.2016.1193592 

[6] Sanhueza, G., Brander, F. and Fuenzalida, F. (2017) First Survey on Prison Life in Chile: A Social Work Call for Pris-
on Reform.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61, 1-15. https://doi.org/10.1177/0020872817702432 

[7] Cnaan, R.A., Draine, J., Frazier, B. and Sinha, J.W. (2008) Ex-Prisoners’ Re-Entry: An Emerging Frontier and a Social 
Work Challenge. Journal of Policy Practice, 7, 178-198. https://doi.org/10.1080/15588740801938035 

[8] Parkes, A. and Donson, F. (2018) Developing a Child’s Right to Effective Contact with a Father in Prison—An Irish 
Perspective. Child Care in Practice, 24, 148-163. https://doi.org/10.1080/13575279.2017.1420039 

[9] Hansen, G.V. (2018) Does Fatherhood Training in Prison Improve Fathering Skills and Reduce Family Challenges? 
Child Care in Practice, 24, 198-211. https://doi.org/10.1080/13575279.2017.1420036 

[10] Greif, G.L. (2014) The Voices of Fathers in Prison: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Practice. Journal of Family Social Work, 
17, 68-80. https://doi.org/10.1080/10522158.2013.865284 

[11] Nutbrown, C., Clough, P., Stammers, L., Emblin, N. and Smith, S.N. (2017) Family Literacy in Prisons: Fathers’ En-
gagement with their Young Children. Research Papers in Education, 34, 169-191.  
https://doi.org/10.1080/02671522.2017.1402085 

[12] Boswell, G. (2018) Imprisoned Fa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A Reflection on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Child Care in 
Practice, 24, 212-224. https://doi.org/10.1080/13575279.2017.1420037 

[13] Purvis, M. (2013) Paternal Incarceration and Parenting Programs in Prison: A Review Paper, Psychiatry. Psychology 
and Law, 20, 9-28. https://doi.org/10.1080/13218719.2011.615822 

[14] Meek, R. (2007) Parenting Education for Young Fathers in Prison.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12, 239-247.  
https://doi.org/10.1111/j.1365-2206.2007.00456.x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80
https://doi.org/10.1177/1468017310379929
https://doi.org/10.1080/14733285.2016.1193592
https://doi.org/10.1177/0020872817702432
https://doi.org/10.1080/15588740801938035
https://doi.org/10.1080/13575279.2017.1420039
https://doi.org/10.1080/13575279.2017.1420036
https://doi.org/10.1080/10522158.2013.865284
https://doi.org/10.1080/02671522.2017.1402085
https://doi.org/10.1080/13575279.2017.1420037
https://doi.org/10.1080/13218719.2011.615822
https://doi.org/10.1111/j.1365-2206.2007.00456.x


刘晨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4180 1335 社会科学前沿 
 

[15] Sharratt, K. (2014) Children’s Experiences of Contact with Imprisoned Parents: A Comparison between Four European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1, 760-775. https://doi.org/10.1177/1477370814525936 

[16] Hayes, D., Butler, M., Devaney, J. and Percy, A. (2018) Allowing Imprisoned Fathers to Parent: Maximizing the Po-
tential Benefits of Prison Based Parenting Programs. Child Care in Practice, 24, 181-197.  
https://doi.org/10.1080/13575279.2017.1420038 

[17] Hansen, G.V., Arvesen, P.A. and Tonholm, T. (2013) Evaluering av Programmet “Pappa i Fengsel” [An Evaluation of 
the “Fathers in Prison” Program]. Commissioned Report: Halden. 

[18] 杨帆. 我国监狱服刑人员权利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 2012.  
[19] Farrington, D.P. (2005) Childhood Origins of Antisocial Behavior.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12, 177-190.  

https://doi.org/10.1002/cpp.448 
[20] Hardy, T. and Snowden, M. (2010) Familial Impact of Imprisonment and the Community Specialist Practitioner. Commu-

nity Practitioner, 83, 21-2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80
https://doi.org/10.1177/1477370814525936
https://doi.org/10.1080/13575279.2017.1420038
https://doi.org/10.1002/cpp.448

	国外社会工作介入狱中服刑父亲维系亲子关系研究及借鉴意义
	摘  要
	关键词
	The Study on Foreig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Prison Fathers to Mainta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Its Referenc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国外男性服刑人员特点及亲子关系困境
	3. 国外社会工作介入狱中服刑父亲维系亲子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3.1. 介入的理论基础
	3.2. 介入的现实基础

	4. 国外社会工作介入服刑父亲维系亲子关系的尝试
	4.1. 对提高父亲角色和责任意识的干预
	4.2. 对监狱探视氛围的介入
	4.3. 提高亲子通话的频率和质量
	4.4. 宣传倡导

	5. 对中国监狱社会工作介入亲子关系的借鉴意义
	5.1. 维系服刑人员亲子关系需要政策和法律保障
	5.2. 发挥社会工作者系统介入、精准服务及后期跟进的专业优势
	5.3. 维系服刑人员亲子关系需要整合多部门资源

	6. 结束语
	致  谢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