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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在福利院孤残儿童中的应用 

——以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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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物质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儿童福利工作正从过去的“养活”到“养成”往“养好”

方向转型。而体现“养好”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心理健康，但孤残儿童因其特殊的身世背景和成长经历，

更易遭受心理困扰，若他们早年没有得到及时干预，成年后可能在人际交往、求学就业、婚恋生活等方面

遇到障碍，难以融入社会，甚至走向极端。本文基于“在心灵成长的路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理念，通过

对 12 年来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孤残儿童心理干预的实施情况、临床成效等进行分析、总结与反思，形成

经验，希望福利机构早期导入心理干预的经验，能让更多孤残儿童逐步走出了被遗弃的创伤心理、学会接

纳与超越自我，更有能力感受并创造美好，逐渐发展出较高功能的人格水平，并提升爱与被爱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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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orphans and disabled children in welfare institutions 
—— A case study of Changsha No.1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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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terial and economic level, children's welfare work is 
transforming from the "feed up" to the "nurture" to "well-raised".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that reflects 
"well-raised " is the mental health, but the the orphaned and disabled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psychological distress because of their special background and growing experience. If they didn't get ontime 
intervention in their early years, they may have trouble to fit into the society in terms of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employment and marriage life encountered, even go to the extrem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o child should be left behind on the way of mental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summar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linical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orphaned and disabled children in Changsha 
No.1 Social Welfare Home in the past 12 years, in order to form experience for the welfare institutions to learn to 
introduc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experience at an early stage. Therefore, more orphans and disabled children 
can gradually cure the trauma of being abandoned, learn to accept and develop beyond the self, have more ability to 
feel and create the beauty of life, also gradually develop a higher functional level of the personality, as well as 
improve the ability to love and be l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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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孤残儿童心理干预实施背景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快速，人们普遍面临一系

列新的挑战和压力，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热

点。据 2018 年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中国城镇居民心

理健康白皮书》显示，中国 73.6%的人处于心理亚

健康状态，10.3%的人存在心理问题。可见，关注心

理健康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重要大事，为此，国家

出台了系列政策，2019 年 12 月，国家卫健委发布

《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

案》，提出“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搭建心理健康

服务网络，拓展服务内容，完善服务体系”；2021
年 7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

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要“针对学生在学习、

生活、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心理

失衡问题，主动采取举措，避免因压力无法缓解而

造成心理危机”；2021 年 3 月，国家卫健委、中央

政法委、教育部、民政部等九部委印发了《全国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2021 年重点工作任务通

知》，提出“搭建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平台……2021
年底前，以村（社区）为单位，建成率达 80%以上。”

党和国家的大力倡导，充分体现了心理健康对于社

会和谐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在过去物质经济条件匮乏的年代，对孤残儿童

的救助工作偏向于优先解决温饱生存问题，对他们

的精神需求和发展出路难以全面兼顾。近年来，随

着我国物质经济条件的飞速发展，国家在儿童福利

事业方面的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儿童福利工作正

从过去的“养活”到“养成”往“养好”方向转型。

而“养好”不再是吃得好、住得好，更体现在“养、

治、教、康、置”相结合，促进孩子“情、智、能”

的全面发展，为孩子将来回归家庭、融入社会打下

基础。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是孩子

的心理健康，这是孩子未来发展的基石。 
但孤残儿童因其特殊的身世背景和成长经历，

更容易遭受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常表现出不安全

依恋关系、安全感缺失、脆弱敏感、低自尊、情绪

失控或压抑、人际退缩、不表达或不懂表达情感需

要、用不当方式解决冲突、内攻击、建立信任感困

难、想法执拗偏激等。这些在他们早年若没有得到

及时干预，成年后就可能在人际交往、求学就业、

婚恋生活等方面遇到障碍，甚至走向极端。为了在

心灵成长的路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长沙市第一社

会福利院从 2009 年开始为孤残儿童引入专业心理

辅导，在多年合作的信任基础上，2015 年与钟博士

心理正式立项成立《心灵驿站》孤残儿童心理辅导

项目。项目开展至今，已累计服务近 5000 余人/次，

其中一对一个案辅导近 2000 次，各类主题和形式的

儿童/学生心理团体 400 余次，各类主题的职工讲座

30 多场，各类主题和形式的职工心理团体近 30 多

场，心理测评 10 多次，同辈督导与专家督导 60 多

次，内寄养家庭家访近 10 次，特殊家庭治疗 1 次。 
下面将详细介绍心理干预在长沙市第一社会福

利院的实施情况、工作成效及专业经验总结、工作

反思等。 
2 孤残儿童心理干预实施情况 
2.1 孤残儿童心理辅导 
（1）心理评估 
心理咨询是一项科学严谨的专业工作，需对孩

子的精神、智能、情绪、认知、身心发育等方面通

过评估后，再根据心理老师的受训背景及擅长与孩

子的实际情况进行匹配，通常每年会开展多次常规

评估会。根据孩子的不同特点，测评分别采用社会

计量、绘画、观察、问卷、量表、人工+智能、心理

访谈等方式进行，初步的评估结果为早期工作的开

展提供了专业科学的依据。同时，心理评估又是贯

穿整个工作过程，后期团体中带领老师和个案老师

都会在工作中进行持续的动态评估。对于一些可能

存在精神方面的特殊个案，则联合精神科医生进行

评估及建立治疗联盟。 
（2）一对一心理咨询 
对于评估中需要个案介入的孤残儿童，会匹配

一对一个案心理老师进行深度工作。个案辅导一般

采取一周一次。心理老师的主要专业背景主要包括

表达性艺术治疗（心理剧、绘画、音乐、戏剧等）、

精神分析、人本存在、认知行为、家庭治疗、叙事

和沙盘游戏、意象对话等，实际操作中心理老师通

常会根据孩子的身心特点整合使用。每周的单独会

面对于一直在院舍集体养育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

是难得的体验。在一对一的关系中，他们能够得到

心理老师全然的关注和回应，就像重新回到“母亲”

的襁褓。心理老师所创造的安全、接纳、理解、尊

重、积极关注的咨询氛围，是孩子成长的心灵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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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们的内在精神世界得到养育和照料，这对

有过被遗弃经历的孩子尤为重要。在个案辅导中，

除了运用谈话、沙盘等传统的咨询方法外，还加入

了许多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方法，如心理剧元素、游

戏、绘画、音乐、黏土、手工、阅读等，让孩子们

在有规则又自由的空间，呈现出更多自发性和创造

性，在心理老师的陪伴下，无意识的体验变成了有

意识的体验，从而达到整合孩子内聚性自我的目的。 
（3）团体心理辅导 
团体心理辅导是个案工作的有力补充，还能让

暂未纳入日常个案的孩子有机会参与团体。它以其

开放性、互动性和趣味性等特点，深受孩子喜爱。

同时，孩子们能够在团体中习得规则、发展良好适

应行为、进行探索与自我成长。针对孩子的不同年

龄和心智特点，在团体活动的形式上，主要开展了

常规团体、主题团体、小童团体、表达性艺术团体

四类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①常规团体。这是由 11—15 岁进入青春期孩子

组成的同质团体，团体成员固定，每周 1 次，由精

神分析动力学取向为主的老师带领。进入青春期的

孩子身体有了很大变化，但精神系统仍然停留在儿

童的水平上。这时，当青春期的身体变化与童年期

的精神系统相遇时就会遇到一些问题，会引来一些

对自己的失望，因为有些东西不能掌控，所以他们

有时候会谈论死亡的话题，有时候会带来一些攻击

性，破坏一些东西，但这些不能被看作是病理性的。

在团体中，心理老师在这个过程会帮助他们了解并

接受自己在青春期各种急剧的变化，帮助孩子认识

其精神系统的复杂性，以便更好地将能量付诸在发

展自我上，而非冲突与抗争上。 
②主题团体。这是由 7—12 岁的儿童青少年组

成，每月 1-2 次的频率，是由不同心理专业取向的

老师根据孩子们的需要设计主题的结构性团体。主

题团体区别于治疗性团体，更多朝向孩子的心理发

展，会根据孩子具有共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设计如

“生命教育、情商训练、人际沟通、团队合作、抗

挫力、自我探索、青春期性教育”等内容的支持与

成长性团体，例如《“雨中的我”儿童压力应对绘

画主题团体》《“我的情绪图谱”儿童情绪主题团

体》《“理解青春期”青少年性教育主题团体》《“生

命的意义”儿童青少年成长团体》等等。主题团体

又兼具发展与教育，内容更广泛，成员无需固定，

内容丰富多样，孩子参与的兴趣更加浓厚。 
③小童团体。这是针对 3 岁左右幼儿组成的团

体，每月 2 次，该年龄段的孩子如果没有发展出合

作的能力，在上学可能存在人际困难且容易产生自

卑感。因此，带领老师会通过沙盘游戏、绘本阅读、

心理陪伴，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依恋关系与习得规则，

发展出合作与信任，并在自由受保护的环境中练习

表达，目标主要以预防为主，发现需要重点干预的

孩子即会转入一对一个案辅导。 
④表达性艺术治疗团体。这是由 6—10 岁具有

一定差异化的孩子组成，每周一次。艺术治疗综合

了多种领域，包含心理剧元素、戏曲、绘画、雕塑、

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表达形式。艺术活动如同一

项游戏的邀请，容易被儿童接受；艺术治疗不仅提

供治疗的空间，激活儿童看、闻、听、触、动的感

知整合，还能唤醒和连接儿童自己生命能量的“内

在创造者”，使儿童在一种安全、稳定的节奏中，

富有创造性地发展自己。此外，项目还开创性地对

有较严重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儿童进行特殊“家庭”

治疗，邀请跟孩子有较多接触的工作人员一同参与，

形成有效的治疗联盟。 
2.2 儿童工作者心理工作 
根据心理临床工作发现，有效的儿童工作必须

涵盖“家庭”在内，因为儿童离开心理工作室最终

要回到生活的现实环境，生活环境对儿童的影响要

远大于心理工作者对儿童的影响。福利院的儿童工

作者，虽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却是孩子们人格的

塑造者，更是具有“父母功能”的教育者和照料者

角色。对儿童工作者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儿童工作者心理讲座与心理座谈 
心理讲座及心理座谈是实现心理健康教育普

及，惠及更多儿童工作者的最直接的方式，每季度

一次。在过去多年里，《心灵驿站》邀请省内、国

内知名心理专家为儿童工作者奉上了几十场各类主

题讲座，如《职业素养与幸福力提升》《心力提升

与团队共赢》《做孩子生命中的贵人》等等。每场

从不同的侧重进行，起到了向儿童工作者传递有效

养育理念，营造和谐、正向情感体验的高效能职场

环境，提升职业认同与职业素养。在过去的工作中，

心理座谈的方式更让儿童工作者所喜欢，他们能畅



钟亮红，龙环，钟洁                             心理干预在福利院孤残儿童中的应用——以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 

- 35 - 

所欲言表达情绪，且在带领老师的答疑解惑中，解

决了他们在陪伴孤残儿童成长中的困惑。 
（2）儿童工作者心理团体 
如果说心理讲座是知识层面的启迪心灵过程，

心理座谈是情感层面的心理体验过程，那么每月 1
次的团体心理则是从知道到做到的深度参与体验过

程。针对儿童工作者的工作特性，主要涉及如下内

容：一是针对儿童心理发展、沟通练习、正面管教、

解读孩子行为动机、怎样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和性

别教育等方面的指导；二是通过心理减压、情绪疏

导、认知调整，促进其个人的心理健康，例如：《和

孩子一起与压力共舞》《“沟通听与说”》《“借

孩子一双慧眼”》、《职业认同与生命价值团体》

等等。在团体中，成员能深度觉察和体验自我成长

中受阻的部分，并在团体的协助中修通其已知或未

知的部分。这种形式的优势在于，除了团体带领者

的专业引导，成员间的情感支持与彼此陪伴也能带

给成员相互作用和正向影响，最终，成员将在团体

中练习的新的行为方式迁移到现实工作与生活中，

运用到孤残儿童的养育中。 
（3）电话/网络咨询 
由于在福利院内属于熟人环境，在团体中敞开

心扉大家可能有所顾虑。因此，《心灵驿站》也为

有需求的儿童工作者开展电话/网络咨询服务，让他

们的情绪能得到及时疏导，如此，他们能以良好的

情绪及高能量状态更好地关爱孩子。儿童工作者可

自行选择环境，有利于安全感的建立，同时不受时

间、场合的限制及时提供帮助，尤其在特殊疫情背

景下，电话/网络咨询更具有无接触风险的优势。 
2.3 专业心理督导 
为确保工作的有效性，心理督导是必不可少的

环节，督导师作为第三只眼睛，是对孤残儿童心理

辅导顺利进行的有力依据和保障；同时也能有效避

免心理师产生职业倦怠和职业枯竭感。根据需要，

设置了同辈督导和专家督导两种形式。 
一是同辈督导。同辈督导每月 2 次，由同级别

咨询师间就实务工作中碰到的疑点难点或经验等进

行交流分享，并讨论咨询过程中各种情况的应对方

案；通过彼此的反馈，对生命故事产生不同的视野

和角度，借助反馈，看到自己的盲点，与团队共同

成长，帮助彼此更好地理解孤残儿童。 

二是专家督导。通常为每月 1 次，督导师由具

有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咨询心理学注册系统的心理师

/督导师或国际认证心理剧导演/训练师资质的资深

心理专家组成，主要是提升咨询师的专业胜任力、

监管咨询效果及伦理规范，同时增进咨询师处理自

身的情绪能力及由咨询带来的反移情、对疑难个案

进行更细致深入的分析讨论，给出方向性的评估和

工作建议等。 
3 孤残儿童心理干预工作成效 
以上针对孤残儿童和儿童工作者所开展的系列

心理工作，带来的最直观的效果则是一些孩子正在

发生或者已经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持续稳定的心理干预带给孩子在未来人生路

上更踏实稳健的每一步。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选

取两个案例作为说明。（为保护孩子个人隐私，以

下使用化名，并隐去重要个人信息） 
【案例 A】小乐曾经是一个让福利院老师和阿

姨头疼的“问题”少年，是项目的重点干预对象。

当时正值青春期的他行为叛逆、性格冲动、情绪易

激惹、内在情感压抑、不愿意沟通、自我防御意识

较强、很难与他人建立真实信任的关系。在接受心

理辅导时，他呈现出内心纠结不安，渴望得到关注、

支持、理解的状态。之后，在心理老师的耐心帮助

和疏导下，他的感悟力和觉察力逐渐被唤醒，内在

压抑的情绪开始释放，防御开始减弱，愿意对自己

的过去及原生家庭进行探索，修复自己的心灵创伤。

在接受了 33 次个案辅导和参与若干次团体辅导后，

小乐学会了倾听，人际关系有所改善，遇到事情能

反求诸已，建立了内在平衡感，有了接受现实和面

对现实的心理能量。2019 年，小乐以超出一本分数

线 89 分的优异成绩被省内一所 211 重点大学录取，

他从曾经的“问题”少年一跃成为福利院其他弟弟

妹妹的学习榜样。 
【案例 B】哲哲在 4 岁时进入福利院，在入院

后，项目对他进行了心理评估，发现其有明显的忧

郁和自闭倾向，随即对其展开了个案加团体的系列

心理干预。刚开始，哲哲不说话，表情木然，与之

交流无任何回应，在心理老师的耐心陪伴和引导下，

慢慢地哲哲有了交流的意愿，但仍然不开口说话，

直到一个半月后哲哲在活动中开始发音，参与活动

更加主动，开始期待心理老师的回应；二个半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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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能模仿发出猫、狗、猪的音节；在单独与

心理老师相处时会表现的更加放松，会哈哈大笑。

之后，哲哲开始了越来越多的语言，对不满意的会

说“不要”，懂得了拒绝，自我开始出现，并且常

常会用“不”来确认自我。半年后，哲哲开始发展

向外的探索意识，对外面的世界开始感兴趣，日常

生活与学习中、与老师及小伙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合作意识越来越强，而且也呈现出他在逻辑思维方

面的过人天赋。目前，哲哲已被一个爱他的外国家

庭收养，融入了全新的家庭生活。 
除小乐和哲哲，还有在心理老师陪伴下疗愈失

恋创伤，将内心世界转化成美妙文字写成近十万字

网络小说的励志脑瘫女孩小静；有全身大面积深度

烧伤、双下肢截肢，曾经无比自卑却在心理老师几

年如一日的陪伴鼓励下勇敢走向幸福婚姻的轮椅女

孩梅梅；有曾经对福利院满是怨言，经心理老师不

断开解现已对养育自己长大的环境充满感恩、珍惜

生活的小桐等等。项目开展十余年，一批又一批孩

子从这里走向自己未来的人生，每一个孩子的点滴

成长都让大家欣慰不已。 
4 孤残儿童心理干预经验总结 
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在全国首创先河引进专

业心理团队，12 年来，全院上下对孤残儿童心理健

康的重视、对心理项目的大力支持与有力配合，心

理团队踏实的一线工作，为孤残儿童心理干预取得

较好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1 坚持以安全、稳定、专业为核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明确了

“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

个人信息”，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

伦理守则针对隐私权和保密性有明确规定“心理师

有责任保护寻求专业服务者的隐私权,同时，明确认

识到隐私权在内容和范围上受国家法律和专业伦理

规范的保护和约束”。多年来，心理团队始终恪守

法律和职业伦理，将对孩子的隐私保护及心理安全

放在第一位，所有心理老师需签署保密协议方可开

展工作。毕竟，孤残儿童的心理辅导是一项特殊的

长期的工作，它不是简单的做几次义工或上几次心

理课就能有成效，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专业陪伴与

持续关注的过程。由于他们早年的特殊经历，其建

立安全感和信任度需更多时间，因此，心理老师除

了需具备专业资质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外，还需承诺

服务时长至少一年以上（部分心理老师已服务十年

以上），这也让心理老师们赢得了孩子宝贵的信任，

而信任是良好咨询关系的基础，亦是重要疗效因子

之一。 
4.2 坚持和儿童工作者形成治疗联盟 
心理干预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每一个心

理问题乃至行为问题的产生，都不是偶然形成的，

而造成心理问题的原因更是错综复杂，绝非单方面

对孩子工作就能彻底解决。尤其是这样一些有着被

遗弃经历的孤残儿童，他们的内在创伤必定会更深

一层，而他们的生长环境也比普通家庭孩子更特殊

一些，这就需要环境各方面因素的协同合作，形成

有效的治疗联盟。孩子的健康成长与养育者的人格

特质及养育方式息息相关，因此，在做好儿童辅导

的同时，项目将承担“父母功能”的儿童工作者也纳

入了服务范围，通过给儿童工作者提供专业支持，

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心理成长环境。 
4.3 坚持督导机制作为后备“加油站” 
福利院孩子的个案大多难度较大，工作时间长，

为确保心理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以及保证心理

老师拥有良好的稳定状态，项目始终把督导机制放

在重要的位置，定期邀请资深督导师对工作进行整

体的梳理和把关，对疑难个案进行深入分析讨论，

给出方向性的评估和工作建议，同时帮助咨询师处

理在个案中的移情和反移情，搭建有效工作资源，

提升心理老师的专业胜任力，避免产生职业倦怠和

职业枯竭感，持续为孩子提供专业而稳定的心理服

务。 
5 孤残儿童心理辅导工作反思 
心理干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孩子随时都在变

化中成长，对于专业服务工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要随时进行总结和反思。 
5.1 个别个案出现反复情况 
福利院的儿童是特殊工作对象，个别孩子存在

一定程度的退行和反复是正常的。心理咨询的目标

是帮助孩子形成一个健康的人格，这与通常意义上

理解的“听话的孩子”并不是同一回事。相反，当孩

子出现某些所谓的叛逆行为，有时恰恰是不再防御

周围环境、不再掩饰讨好的真实表现，是往好的方

向转变的必经之地。孩子只有做回真正的自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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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找回生命的能量，继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对个

别问题突出孤残儿童的工作方案中，不仅要从专业

的角度思考，也要结合孩子的生活环境综合考量。

心理咨询需要结合孩子每个阶段个体化的情况，在

专业工作框架中给予支持，明白专业工作能与不能

的界线所在。 
5.2 心理工作是桥梁纽带 
福利院的儿童工作是动态的，每年的工作情况

和重心可能不同，切忌工作模式的固化，也切忌心

理辅导工作与福利院儿童管理工作的脱节对立。院

方好比孩子的家长，是治疗联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心理辅导是帮助孩子和“家长”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纽带，帮助双方建立更正向的连接，而非心理老师

直接承担“家长”角色，导致孩子脱离心理项目回

归现实环境后产生巨大落差。 
5.3 并非接受心理干预就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事实上，生活环境对孩子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更

大。孩子处在人格和自我价值形成期，需要养育者

正确认识孩子心理发展的特点，给予正确引导和教

育。心理工作能起到辅助作用，但不能起到决定作

用。而且心理工作并非像物理化学研究那样有具体

可见的数据论证，心理干预的起效是在潜移默化中

慢慢发生的，其作用的时间跨度甚至是终生的，因

此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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