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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儿童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研究

国佳秀

（石河子大学 新疆石河子 833200）

【摘 要】 残障儿童社会工作者的教育既要着眼于社会工作的理论，更要注重核心实务能力的培养。目前对残障儿
童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力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政策研究，这种情况就制约了残障儿童社会工作的专业发
展。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对4名在社区内开展残障社会工作实习的社会工作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残障
社会工作中实践的反身性研究发现残障儿童社会工作的核心能力包括：从宏观层面理解残障儿童面临的问
题的能力，对残障儿童的直接服务的能力、开展残障儿童抚养家庭社会工作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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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20）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其能
力系统中核心的部分，会在就业和职业发展的过程中产

生极大的优势。国内对儿童残障社会工作的核心能力的

关注非常有限，在残障儿童社会工作中由于服务对象情

况个体差异较大，如果社会工作者缺乏有针对性的能力

和社会性视野，将无法有效的回应残障儿童社会工作的

要求。本研究以参与式观察、访谈法对残障儿童社会工

作者在实践中应该具备的能力，并进一步提出残障儿童

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的培养路径。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 2020年 5月至 2020年 7月的

10周期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社区内
开展的残障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中实习的 4名社会工作专
业的大学生。学生对此研究知情同意。该实践项目依托

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残联，以残障儿童

及其家庭为服务对象的社区开展个性化的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以改善残障儿童的处境，学生两人一组开展专业

服务，每个服务对象都由一名学生主要负责另一名辅助，

家访时两人同去。

根据全国残联的统计公报，2019年约有 1043万残疾
儿童及持证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其中有 0～6岁
残疾儿童 18.1万人。（中国残联，2020）残疾儿童作
为儿童群体中的弱势者，福利供给的不足常常使残疾

儿童较一般儿童更容易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乔庆

梅，2018）残疾儿童包括肢体残疾和精神残疾，单一称
谓下儿童残疾的多样性决定了普惠性的福利服务难以满

足在家庭中养育的残疾儿童的社区康复需要。随着我国

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政府购买服务有力地推动了社会

工作机构参与到残障儿童的社区康复之中。但是，在政

府从适度普惠性向精准保障型儿童福利的转向中（薛在

云，2020），社会工作对在家庭中获得养育的儿童开展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回应能力欠缺，并最终影响着在这

一领域内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发展。通过对残障儿童社会

工作的核心能力进行讨论，以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

就业竞争力，并进一步推动残障儿童社会工作的专业化 
发展。

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是美国著名管理
学家 C.K.Prahalad和 Gary Hamel在 2001年首先提出，
指“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协调不同的生产

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王雪飞，陈巍

表 1 服务对象的一般资料

序号 编码 性别 接触的服务对象基本情况 服务对象的家庭内主要照顾者 服务内容

1 CS1 女 智力障碍、自闭症等 3例 母亲（2例）、父亲（1例）
残障儿童社会适应、心愿包、残

障儿童行为矫正、照顾者支持

2 CS2 男 智力障碍、肢体残疾 3例
奶奶爷爷共同照顾（2例）大姨
照顾（1例）

心愿包、数字识别与色彩感知训

练、家庭沟通辅导

3 CS3 女 肢体残疾 2例 母亲（2例） 家庭沟通训练、心愿包

4 CS4 女 肢体残疾 2例
母亲（2例）、父亲母亲共同照
顾（1例）

家庭沟通辅导、心愿包、照顾者

支持

注：母亲为主要照顾者的并不意味着母亲是唯一养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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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在指向脆弱群体的社会工作介入的相关研究中，

笔者认为要有效地回应脆弱群体的需求，解决社会问

题，不仅不能回避价值判断，而且还需要“强价值介

入”，对社会问题中所包含的不合理的价值观进行批判

和诠释，找到更加合理的价值观和解决方案。本研究

采用批判性诠释的研究范式，在经验研究层次选择质

性研究方法中的观察法和访谈法。研究者以实习督导

的身份直接带领学生完成实习任务和对学生的实习的

专业指导过程中，深入残障儿童的家庭环境、社区和

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对残障儿童家庭和生活环境的观察，

同时采用访谈法对实习学生开展访谈。在获得经验材

料后，结合批判理论对经验材料进行进一步的理解和 
诠释。

2  研究发现

基于对残障儿童社会工作实践过程的观察和对实习

学生、服务对象访谈的分析，在面对残障儿童社会工作

的挑战中，在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教育中应该聚焦于以

下几种核心能力：

2.1 从宏观层面理解残障儿童面临的问题的能力
在儿童残障社会工作的实践中，学生容易陷入对不

同残障个体的关注，而忽视社会性因素。由此可能进入

心理学已经进入的原子化的发展误区，从而只关注的个

人特质和情境因素（王俊秀，2020），将服务对象所面临
的问题进行个人层面的归因。

CS1：服务对象的妈妈好像很矛盾，刚刚开始接触
的时候觉得她特别坚强、特别乐观，但是接触多了就发

现不是这样的。她昨天跟我说有时候她都想死。感觉她

家里人，孩子的爸爸工资也不高，孩子这个情况她也只

能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孩子的姑姑经常指责她，说她天

天在家什么都不干怎么孩子还教不好。我也觉得她确实

挺难的，这个服务对象的有一点喜欢动手，越是高兴的

时候越可能忽然打你一下，打一下还真的挺疼的。然后

妈妈也管不住，甚至有时候服务对象妈妈看见了也很生

气，也会大声地吵服务对象，还会打。小孩跟妈妈两个

人就互相打，小孩讲的话也很难听。

CS2：我遇到的情况也是，爷爷奶奶很关心她（肢
体残疾的服务对象），但是很严厉，逼着学习。我们去了

就让我们赶紧讲题，还把服务对象喜欢玩的一个玩具给

扔了。 
在残障儿童社会工作实践中，大多数的残障儿童的

养育者或照顾者，都将绝大多数精力投入到陪伴和保护

残障儿童上，对于如何更好地度过每一天，或者让残障

儿童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学习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身

处具体的情境中，如果带着解决问题的目光去审视问题

中的人的时候，我们容易在具体的人身上去找原因，并

把人等同于问题，轻易得出服务对象的父亲不够负责、

服务对象的母亲缺乏能力等指责，但这无益于改善服务

对象和环境的关系，甚至还会破坏专业服务的关系，导

致个案服务的失败。因此，在儿童残障社会工作所要纳

入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双重聚焦”（何雪松：2015）的
视角，具备从更宏观的层面去解释和分析社会问题的能

力，厘清在帮助服务对象个体恢复社会功能的过程中所

需要的国家和社会的功能和责任。将残障儿童及其家庭，

置身于整个社会结构中去观察和理解，避免个体归因 
倾向。

2.2 对残障儿童的直接服务的能力
通过对服务对象日常生活和社会工作者开展服务过

程的观察，以及对社会工作实习学生的访谈，发现即便

是包括精神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自闭症等差异

很大的残障儿童中，所需要的能力有很大的共性，具体

如表 2。

表 2 残障儿童所需能力

序号 能力内容
提到

频次

访谈或观察中获得的信

息内容

1
协助提高孩子的

生存保障
17

能够学会自己刷牙，能

够学会数字、认钱等。

2
协助提高孩子的

社会融入程度
15

矫正不良行为，能够走

出家门，能够停止请假

重返特殊教育学校等。

3
协助外展经济支

持资源
10

低保的保持（部分家庭

涉及）、残联的资助、

社区的关怀等

4
协助改善亲子关

系
8

家长表示服务对象性格

比较倔强不听话等等。

5
提高孩子的学习

成绩
8

在非特殊学校入学的学

生，家长对学习成绩有

较高期待和要求。

6
能够提供恰当的

喘息服务或钟点

工服务

6

有照顾者表示和孩子一

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己

的视线，孩子也无法跟

别人交流。

通过访谈和观察，根据对收集到的质性材料的分析，

发现在残障儿童社会工作中，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根据

不同儿童的特点和程度，帮助残障儿童提高自身生存保

障和社会融入程度的能力。

2.3 开展残障儿童抚养家庭社会工作服务的能力
残障儿童由于其天然的弱势和社会功能发挥的受阻，

容易被排斥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同辈群体之外，而家庭

就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但是这也导致家庭养育负担大，

家庭内外持续的压力。残障儿童的养育者因为长期照残

障儿童，全年无休而容易感到深刻的无力感。因此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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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儿童的家庭破裂，而坚持照顾和养育残障儿童的家

长就承担了更大的压力。

CS2：服务对象的爸爸妈妈现在去外地工作了，就
只能是他们家已经退休的大姨来照顾服务对象。最近他

刚刚搬去大姨家住了。还有一个服务对象的爸爸出去打

工了，一年也回来不了几次。他爸爸现在再婚以后，又

生了一个弟弟，他爸爸后妈和弟弟一起在乌鲁木齐。

CS3：服务对象的妈妈和奶奶有时候也会因为对服
务对象的事吵架。

CS4：我这边有一个服务对象他爸爸照顾他比较多，
（基本不上学了）还带着他去上班。

因此，可以看出在养育残障儿童过程中，残障儿童

的家庭存在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资源，需要社会工

作者给予进一步的专业支持，以促进其养育功能的良好

发挥。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对象不可仅仅局限于残障儿童

本身，必须从家庭系统着眼，一方面寻找残障家庭原有

的资源和能力，采用萨提亚或结构式家庭治疗等具体技

术，改善家庭关系，为家庭注入力量；另一方面，如有

必要，可采用人生回顾或叙事疗法为主要照顾者进行赋

权，挑战家庭系统中不合理的秩序，并从外界如社区、

单位等中观系统寻找更多的资源，以弥补家庭支持的

不足。

3  反思与总结

社会工作的目标指向社会问题的改善，但干预着眼

于微观个体和家庭。特别在残障儿童社会工作中，作

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残障和作为个体的困扰的残疾，需要

社会工作整合技术性倾向与“社会性”导向。因此，在

残障儿童社会工作的核心能力中，宏观的社会性视角

是导向，微观层面对残障儿童的直接服务是抓手，中

观层面的家庭系统干预是保障服务效果可持续的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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