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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21 世纪以来，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而青

少年心理危机是目前影响青少年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

青少年时期正是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心理上的

变化也会发生的很快，如果此时发生重大事件，很有可

能导致青少年的极端行为，从近年来的青少年自杀事件

中就可以看出 [1]。而最常见的青少年心理危机是 - 抑郁

症，抑郁症如果不加以干预最终会导致青少年心理的崩

溃，走向极端 [2]。所以，关注青少年心理危机成为目前

的研究重点。

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心理危机，结合青少年的心理

建设，家庭建设，学习环境建设等，用来解决青少年心

理问题，这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中的重点。

一、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心理危机的个案实践及理

论支持

个案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以家庭

或个人为服务对象，运用有关社会工作的科学知识和专

业技巧，建立和发展专业关系的，了解个人内心的特性

和问题，以激发个人潜力，协助其态度发生改变，调整

其与外部社会关系，并利用现用资源来改善或恢复其正

常的生活功能，最终以解决问题，增强和发展个人或家

庭的社会适应能力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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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背景

案主乐乐，今年 18 岁，目前是高三的一名学生。高

一高二的时候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有次不愿意去上学，

案主姑姑对乐乐指责一番，乐乐从这时候便有了抑郁的

倾向，只是没有发现。乐乐偷偷买了刀片，经常在学习

中割伤自己。老师发现乐乐越来越不对劲，让乐乐妈妈

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检查报告出来后是重度抑郁。之

后便开始更加逃避考试，不愿意面对结果。

（二）问题分析

通过与案主、父母以及老师等相关人进行谈话搜集

到一些信息。从多方面的因素分析案主的现状，判断案

主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太在乎他人眼光导致成绩下降，自

尊心强造成的，目的是使案主能够接受真实的自己，恢

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自身因素：乐乐一切都想做到最优，在上高三之

前成绩一直都在班级前十，是妈妈口中的骄傲（好胜心

强）。经过姑姑语言的打击，内心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受

到一定的影响（太在意他人的想法）。为了让自己保持优

异的成绩，高三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凌晨 04：00

起床，晚上 12：30 睡觉，每天仅睡 3.5 个小时，中午的

时候也不午睡（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周末没有休息时

间，依旧各种补习班，成绩反而每况愈下。

家庭因素：家中只有这一个孩子，且一直以女儿的

成绩优异而骄傲，认为女儿成绩这么好是应该的，并且

必须持续这么好，对女儿无形之间造成了压力。女儿打

电话告诉她妈妈这一节的补习班不想上时，妈妈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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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看到女儿没有去上补习班，不问清楚情况，就直接

揍了一顿。后来检查得知是患有重度抑郁症。

学校因素：乐乐的同桌也是一个女孩子，之前两个

人的成绩不相上下，都是班里的佼佼者，自从乐乐重度

的自我否定后，不再想和任何人做同桌，自己把自己的

课桌搬到教室最后的角落上。由于是理科班，男孩子人

数比重大，课间比较吵闹，乐乐因为嘈杂心生烦躁，情

绪容易暴躁。

（三）问题界定

1、乐乐不愿接纳过去，自信心不高，不能控制自己

的情绪。

2、认知行为上有偏差，认为成绩好能代表一切，不

知道如何正确解决问题。

3、外部环境影响乐乐的健康生活。

（四）理论支持

1、生态系统理论

个人的生存是离不开环境的，个人与环境之间是有

相互作用 [3]。维特克尔认为将问题会归于环境因素对社

会工作者有极大的帮助，平衡个人与社会需求的改变，

社会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服务模式和介入方法把握个人与

环境之间的转换关系 [4]。任何人的改变都发生在环境中，

属于环境的一部分 [5]。系统视角下认为一对一的合作方

式更能够直接有效的影响到合作者之间的行动 [6-7]。对于

青少年来讲，家庭、学校和社区对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有

着重要的影响 [8]。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需要协助服

务对象把注意力转移在其与环境的交流中的感受以及自

身特别的想法，找出使案主感到有压力有困境的事件，

鼓励服务对象把这些情感表达出来 [9]。

2、认知行为理论

认知行为理论同时整合了行为治疗技术和认知治疗

技术的服务模式，既关注人们错误地思想模式的转变又

关注人们行为方式的学习 [10]。认知是影响服务对象情绪

的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是帮助服务对象克服心理障碍

的重点 [11]。消极的情绪不是事物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服

务对象对事件的看法 [12]。在认知行为理论下，帮助乐乐

把遭遇到的问题通过转变自我观察视角和运用周围他人

强化方式来改变目标 [13]，提升乐乐在目前环境中应对问

题的能力，不仅涉及新的相处方式，更重要的是自身学

习能力的提升。

二、社会工作者介入的个案计划及实践过程

1、第一阶段：建立关系，舒缓紧张氛围

见面之初已与案主的父母，老师，社区工作人员等

进行交流，对案主的基本情况做了一定了解。初次见面

安排在公园里，在这样悠闲状态下更容易拉近双方的距

离。

2、第二阶段：走出过往阴霾，正确接纳自己

通过上一次的初步谈话，了解到案主乐乐内心藏有

许多的事情没有说出口，这与她以前的生活有关。此次

沟通中，深入了解到案主的心结，了解了案主是由于其

姑姑语言重伤与渴望成绩回升的压力导致其作出极端事

情。首先保证案主健康，及时制止案主再次用刀片划伤

自己的行为。

3、第三阶段：制定目标介入计划

笔者根据案主的情况制定了 4 个阶段，最后达到一

个总目标：帮助案主从以前不好的经历中走出来，学会

接纳自己，调节不良情绪，将极端行为用科学的方法发

泄出来，促进其健康成长，热爱学习，回归正常的生活。

4、第四阶段：改变家庭支持网络，树立健康教育观

家庭环境的矛盾对青少年患抑郁症之间有一些必然

的联系 [14]。家庭环境对案主的有一定的影响，通过与案

主妈妈的沟通，纠正教育上的偏差，最后与案主的妈妈

达成一致，不以打骂方式教育孩子，共同为建立一个有

家庭支持的生活氛围，共同促进乐乐的健康成长。

5、第五阶段：连接校园资源，提供优质学习环境

取得老师的帮助，为乐乐提供了安静的学习场所并

且免费给乐乐补习物理，通过外部环境的支持，为乐乐

的学习提供帮助。除此之外，还让班主任不要给予刻意

的关照，呼吁班上的同学多和乐乐交流，之前的同桌也

会像以前一样和乐乐互相帮助。

6、第六阶段：链接社区资源，获得朋辈支持

通过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改善，挖掘自身的潜在

能力，打开心扉，帮助案主走出低沉，回归正常生活，

实现案主与生活环境的良性互动。社区资源的利用有助

于社会工作者的服务 [15]。

三、结果评估及个案反思

评估主要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抑郁

自评量表（SDS）评估案主目前的抑郁状况，根据 SDS

中 20 个条目，抑郁的严重程度指数 = 组题累积分 /80，指

数 <0.50 为无抑郁，0.50< 指数 <0.59 为轻微至轻度抑郁，

0.60< 指数 <0.69 为中至重度抑郁，指数 >0.70 为重度抑郁
[16]。初次评估乐乐的指数为 0.9，属于重度抑郁，目前再

次评估，得出指数为 0.525，转为轻微至轻度抑郁。

1、案主自评

通过这段时间的帮助，乐乐对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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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社会工作者在她迷茫和压抑的这段时光里进行温

暖的陪伴和疏导。乐乐的情绪慢慢的发生改变，在社会

工作服务中社工充分尊重乐乐的选择和想法，乐乐从一

个低沉、自残的状态逐渐达到健康生活的状态。

2、社工自评

整个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一直遵守社会工作的

保密性原则、尊重原则、助人自助原则等各项原则，提

供个性化服务，帮助案主走出困境，逐渐接纳自己，纠

正认知上的偏差，重新树立新的认知和观念，重构家庭

环境和改善校园环境，有助于案主接纳自己。

3、总结与反思

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心理研究，一方面帮助青少年

走出心理困境，另一方面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奠定

基础。从源头解决青少年心理危机更是重中之重，家庭

教育，学校引导是杜绝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键。社会工

作者一方面，要引导案主改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更

需要号召家庭学校对青少年做出正确引导。家庭，学校，

社会三者的有机结合才是解决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最有效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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