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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解治疗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的个案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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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寻解治疗倡导聚焦治疗目标，具有服务周期短、效率高等特点，在涉罪未成年个案服务中具有显著优势。本研究以寻解治病视角
介入涉罪未成年人，通过奇迹问句、例外问句、刻度问句等技术的运用，在涉罪未成年人改变非理性信念、构建社交网络、提升家庭关系

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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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eking treatment advocates focusing on treatment goal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hort service cycle and high efficiency, and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he service of juvenile cases involving crimes. This research intervened in juvenile delinqu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eking solutions 
and curing diseases. Through the use of miracle questions, exception questions, scale question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research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juvenile delinquents’ changing irrational beliefs, building social networks, and improving family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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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特别是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未成
年人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司法社会工作者可以在附条件不起诉的法
律框架内开展考察帮教工作，降低其再犯的可能性，促使其健康地
回归社会。鉴于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周期的有限性，如何在有限的时
间内为案主提供简洁有效的帮教成为该类案件的工作难点。据此，
我们尝试在未成年人司法服务中，引入聚焦问题解决办法的短期治
疗方法，即寻解治疗，寻解治疗在涉罪未成年个案服务中具有显著
优势，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发展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

一、案例基本情况
小吴，15 岁，初三学生，成绩较差，性格较为内敛，因涉嫌

轻微犯罪，被检察机关执行附条件不起诉，并将其转至司法社会工
作者接受帮教。由于父母较少参与案主的教育以及生活，对案主采
取放任型教育方式，案主与父母间的亲子关系疏离，不知如何与父
母沟通及相处。案发后，父母的管教方式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母亲
从外地搬回与案主同居并对其严加监管，父亲则勒令案主断绝一切
人际社交关系。案主难以适应与母亲同住的新生活方式，对父母突
如其来的严格管教感到无所适从，开始出现失眠、多梦等情绪问题，
甚至出现自残行为。

二、需求分析
1. 案主急需掌握正确的情绪疏导方法，以摆脱抑郁情绪。案

主持续数周出现意志消沉、自我评价低、疲乏、甚至出现自残行为
等明显抑郁症状，由于监护人暂不同意前往医院进行疹断，通过使
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 CES-D》显示，案主的得分为 22 分，
远超出“情绪处于健康水平”临界值（15 分），达到“抑郁情况严重”
的水平（大于 21 分）。

2. 案主急需构建正向的新社交网络，以利于其正向转变。案
主以往的朋友圈较为复杂，加之其性格较为内敛，唯有的几个朋友
皆为本案涉案人员，在被迫与旧友断绝来往后，产生强烈的孤独感。

3. 案主及其家庭急需改善亲子关系。监护人长期缺席案主的
成长过程，双方情感沟通缺乏，监管方式从案发前的放任到案发后
的严管，令案主无所适从，关系一度陷入僵局。

三、服务目标
1. 协助案主掌握自我情绪疏导的方法并改变非理性信念，摆

脱抑郁心境，帮助其建立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提高生活价值感。

2. 协助案主选择性的交友，掌握正确的交友之道，构建新的
社交网络，回归正常的人际交往。

3. 协助监护人改善对案主极端的管教方式，实现从案发前的
不管、案发后的初期过度管教，转变为科学合理的管教方式，促进
亲子间增进情感沟通。

四、介入理论与方法
寻解治疗是极具社会建构主义色彩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其

聚焦于目标导向的治疗不仅是以人为本的，更是解决方法为本的。
这要求司法社会工作者在较短的干预时间内发挥人本身的力量，和
案主一同关注“此时此刻”，相信问题一定有解决方法，推动案主
自助自决，引导案主最大限度地发掘与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潜力，推
动服务目标的快速实现。这种仅仅需要较短的干预时间的实践理论
能较好地切合本案服务时长只有 7 个月的客观背景，以短期干预的
优势帮助司法社会工作者有效地介入案主的困境。

在本案的服务过程中，司法社会工作者相信案主是自己的专
家，与案主一同经历目标定位的过程，较少地在问题与解决办法之
间建立联系，而有针对性地使用寻解疗法中的转变问句、例外情景
问句、奇迹问句、刻度问句、应对式问句这五大问句，以帮助案主
改善抑郁情绪的首要服务目标作为治疗导向，在有限的考察期时间
有效地强化案主对“改变发生了”的认知，接受不可避免的变化，
发掘并学会运用自身的资源，引导案主建构解决方法。

五、服务内容与实施过程
司法社会工作者在澄清案主、司法社会工作者、监护人、检

察机关四方的权责之后，通过与案主共同探讨、收集相关资料完成
需求评估，明确案主的需求主要是掌握正确的交友观、明确生活目
标、掌握正确的情绪疏导方法、提高法律意识，监护人优化对案主
的管教。

（一）强化案主生活价值感
案主的学习动机不强，却又精力过剩不知该做些什么，生活

方向模糊，缺乏奋斗目标，常一人独处，兴趣爱好较少，生活价值
感较低。司法社会工作者引导案主列举心仪和适合的专业方向、自
制择校名单并完成未来就学规划，协助其主动发掘健康的兴趣爱好、
参与课余活动，如做木簪、打篮球等，丰富案主个体经历并超越过
往的生活体验，在自我目标定位的过程中强化个人发展动机，强化
生活价值感。

（二）辨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构建新的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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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被迫与旧朋辈群体断交，缺乏人际支持网络，社交网络
有待重建。司法社会工作者通过引导案主思考“如何重构健康的人
际网络”这一问题，让案主理解其背后隐藏的假设为 ：人际网络一
定有重构的办法、人际网络重构的办法不止一种、人际网络重构的
办法掌握在案主自己手上。司法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一同分析过往的
朋友圈，认识朋辈影响的两面性，协助其掌握正确的交友方法，学
习并总结拒绝朋辈不良邀请的技巧，强化案主主动与良性朋辈建立
友谊的动机，促进案主获得正向的人际支持。

（三）运用寻解五大问句改变非理性信念
案主对过往的犯罪经历感到自卑，在帮教前期缺乏家庭情绪

支持、朋辈支持，加上监护人未能及时重视案主心理状态，案主容
易陷入压抑苦闷的心境，出现较明显的抑郁倾向。针对案主对于自
己“无用者”的非理性信念，司法社会工作者根据案主的情况，为
其开展多次情绪疏导谈话，灵活运用寻解疗法的五大问句，以引导
案主自我启发如何对受非理性信念影响的生活创造差异、自己有何
可以应对情绪难关的优势，协助案主挖掘自己的潜能，排解案主心
中的负面情绪，给予其正向情绪支持，增强其生活自信心，消除非
理性信念，具体介入过程如下 ：

1. 协助案主发掘并学会运用自身的资源，相信案主是自己的
专家，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案主的主观感受才是理解问题开始，
司法社会工作者应把案主当做是解决其问题的专家。司法社会工作
者帮助案主挖掘和整理其拥有的资源及能力，让其认识到自身的社
会支持，如 ：家庭、学校、同辈群体、邻居等并未因案主的涉罪行
为而歧视案主，反而会竭尽全力帮助案主度过眼前的困境。激发案
主看到自身、家庭及社会三个层面中有利于其正向转变的优势因素
及可利用的资源，让其消除“孤立无援”的心理压力，恢复其内在
的精神力量。

2. 询问面谈前的转变问句。司法社会工作者始终秉持着真诚、
接纳的态度面对案主，引导案主用积极正向的心态面对问题，肯定
案主为改变而做出的努力，每次会谈之初向对方询问 ：“在上一次
会谈后，你发现自己在哪些方面发生改变了吗？”此类会谈前的转
变问句方法，通过引导案主发现自己所发生的改变，增强其继续行
动的信心。

3. 询问例外情境问句。司法社会工作者通过情境设置，邀请
案主寻找“问题的例外”，如 ：“在什么情况下你会及时制止住这种
行为呢？”“在你想要发生这种行为的时候，你会采用什么方法克
制自己呢？”等例外情境问句，以协助案主厘清自己的行为，引导
案主发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案主回想起其与其母
亲参与亲子平行小组活动、学习木簪制作等经历，意识到自己存在
的社会支持和牵挂，学会如何克制自残冲动。

4. 以刻度问句评估案主状态，以奇迹问句给予案主希望。司
法社会工作者要求案主用 1-10 对自己的状况进行评价，如 ：针对
案主的非理性情绪和非理性行为，司法社会工作者运用刻度问句让
案主对自己目前的情绪进行评分，让案主能够明白目前自己的情绪
状况和当前的问题所在。司法社会工作者还运用奇迹问句，询问案
主“假设有奇迹发生，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发现你的问题全都解决
了，你觉得你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给予案主解决问题的希望，
让案主明白未来的生活就是自己能够掌控的。

5. 应对性问句。当案主对自己的前途不抱有任何希望，感觉
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司法社会工作者要及时给予案主支持和肯定，
鼓励案主有能力解决问题，尝试改变这种不利于案主发展的情境，
以此来防止问题的恶性发展。在每一次会谈中，司法社会工作者都
对案主的改变做出积极回馈，给予案主继续发生正向改变的能力，
让案主感受到司法社会工作者与其同在，从而增强正向改变的信心。
与此同时，司法社会工作者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引导案主自我分析
采取不同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充分发挥案主自决的作用。

（四）学习家庭教育技巧提高家庭互动频率
司法社会工作者通过向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协助监护

人学习亲子沟通技巧并强化家庭管教条件，帮助监护人认识家庭教
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础和起点。同时针对案主与父母缺乏亲子
互动，司法社会工作者布置母子双方需一起亲职教育小组活动、父
母从外地回来陪案主参观学校、亲子共同制定学院规划等任务，以

提高家庭互动的频率以及深度。
六、服务评估及成效
1. 抑郁心境变少，价值感明显增强
司法社会工作者采用了基线测量方法，在介入前后对案主的

自残行为及抑郁程度进行测量，介入第 6 周后，案主的自残行为逐
渐减少，第 10 周后，案主的自残行为已消失，并且在结案后的跟
踪中未出现自残行为。在抑郁程度方面，从前测的“抑郁情况严重”
的 22 分，下降到“情绪处于健康水平”的 12 分。案主还在新的学
校担任班级的纪检委员，负责管理班级记录，受到老师的信任，在
同学中也拥有较高的威性，明显感受到案主在新环境中找到生活的
价值感。

2. 远离不良朋辈群体，重建正向健康朋友圈
服务结束后，案主已远离以往的不良朋辈群体，安全意识与

交友能力得到提升，在新班级、新学校中结识了不少的朋友，并且
建立了良好的友谊，经常与朋友们一起讨论学习、打球、做木簪、
商量择校等事宜，互相给予对方鼓励与支持，开展密切且正向的交
流互动。

3. 监护人管教方式优化，亲子情感沟通显著增强
案发后，母亲从外地回来，与案主同住，并严加看管，过度

的监管使得案主无所适从，通过社工的数次辅导，母亲开始转变管
教方式，同意案主外出活动，并且不再时刻监视，给予案主一定的
隐私时间与空间，同时对案主的生活状况与心态更加关心，沟通方
式较之前更理性化，遇事会与案主共同协商讨论，双方的情感沟通
明显增强。此外，案主主动为父母分担家庭事务，家庭责任感与归
属感明显增强。

七、专业反思
事出有因，但是了解“因”在寻解疗法中并非是必要的，“因”

与“果”的关系亦难解释清楚。本案例运用寻解理论框架，利用刻
度问句、例外问句、奇迹问句等技术，与案主共同聚焦问题，运用
寻解疗法的方法帮助案主解决问题。服务对象具有解决自身问题的
能力，但能力的发掘需要司法社会工作者发挥“引出”与“导入”
的作用。

寻解疗法并非简单地帮助案主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
过于强调“实用主义”而丢失了社会工作者的同理心，只谈解决而
对问题闭口不言，案主便失去了宣泄情绪的机会。因此，在帮教的
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并且为案主提供积
极、正向的发展方向。在此期间，需要司法社会工作者用足够耐心
与细心，与案主建立信任的专业关系，深入了解案主真实的想法和
状态，不断地给与案主足够的鼓励与支持，让案主更有信心实现改
变，也让司法社会工作者在有限的帮教周期内，最大程度地降低了
案主再犯的可能性，促使案主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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