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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儿童救助工作的困境与救助模式的转变
于　璐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当前的流浪儿童救助工作还存在诸多困境：第一是重复流浪率高；第二是回归家庭易，回归社会难。要想走出这些困境，需

要对现存的某些救助模式做出转变，具体表现在：其一，在救助态度上接纳与关爱以助其找回自尊；其二，在救助原则上理解和了解，

以掌握其真正的需求；其三，在救助方法上疏导与重塑以重建其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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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浪儿童的社会救助，人们逐渐认识到仅仅将他们“送

回家庭”是远远不够的，而想要真正地帮助他们，则应该采取各

种方法，帮助他们“回归社会”。我国当前对于流浪儿童的救助，

还存在诸多困境，例如重复流浪和多次流浪、回归家庭易和回归

社会难。所以，要想实现对于流浪儿童真正的帮助，则必须深入

探讨流浪儿童救助工作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其原因为何，为了走

出这些困境，应该对当前的救助模式做出哪些改变。

一、流浪儿童的救助困境

（一）重复流浪与多次流浪

 在调研中发现，对于流浪儿童的救助，最大的困境之一就

是重复流浪和多次流浪，甚至有的孩子早已习惯了到处流浪的生

活。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有的孩子家庭

结构不完整，或者家庭氛围消极，以至于他们在家庭得不到应有

的关爱和温暖，反而是在救助机构或者福利机构能给他们带来更

多的关爱，因此，他们选择重复流浪和多次流浪；第二，在传统

的救助过程中，更多地偏向于对其进行物质方面的救助和关爱，

而对其心理方面的关爱则尚有不足。如果对他们的应对方式不作

出一些转变，他们的人格特征不能完善成长，他们面对生活中的

困境，依然会选择离家流浪这样的消极应对策略。因此，要想解

决重复流浪的问题，不仅需要解决物质的问题，还要解决心理的

问题。

（二）回归家庭易，回归社会难

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回归家庭

易，回归社会难。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第一，心理

需要未曾满足。而对于那些流浪儿童来说，“回家”往往只能满

足他们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以及安全的需要。但是他们也想要

有家的归属感，想要有人关爱；也想获得别人的尊重，而这些需

要对于他们来说往往很难满足。第二，心理问题未曾解决。流浪

儿童和处境正常的儿童相比，具有更多的心理问题，例如自卑、

自我否定、退缩、人际交往技能缺失等。如果这些心理问题没有

获得解决，即使那些孩子回到家，回到校园，他们也很难像正常

处境的儿童那样融入社会。

总之，对很多流浪的救助工作，都会面临着回归家庭易，回

归社会难的问题。要想让他们真正地回归社会，那么就需要帮助

他们满足心理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心理问题。

二、救助模式的转变

（一）救助态度的转变：从歧视与呵斥到接纳与关爱

1. 接纳与鼓励

要想帮助流浪儿童真正地回归社会，必须让他们有回归社会

的心理准备，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自己接纳自己。

如果一个流浪儿童自己充满了绝望，自暴自弃，那么他是不可能

真正回归社会的。而要让他们自我接纳，救助工作者则必须无条

件地接纳与鼓励。对于流浪儿童的救助，应该以接纳鼓励为主，

而非呵斥歧视。

2. 平等与关爱

另一方面，对待流浪儿童的态度 以平等与关爱为主。在以往

的救助工作中，有许多救助工作人员习惯性地将流浪儿童看成是

弱势群体，而表现出过多的同情与怜悯。而实际上，当周围的人

都对一个人表现出同情与怜悯的时候，这个人本身也就会变得越

来越自卑，不自信。正确地对待方式是充分地尊重，将他看成是

和其他普通儿童一样的正常人。但是，对于其心理方面和物质方

面的需求，则以关爱为主，给他提供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和氛围，

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是有人在真正地关心他。久而久之，在这个

平等与关爱的氛围中，便会逐渐养成一种积极的心态，从而真正

回归社会。

（二）救助原则的转变：从盲目与忽视到理解与了解

1. 理解流浪原因

总体来说，流浪儿童的流浪原因可分为三类：家庭原因、社

会原因、个体原因。首先是家庭原因。调研发现，家庭原因是儿

童流浪的最主要原因。他们之所以想要离家流浪，是因为家庭存

在诸多问题：没有完整的家庭结构，没有和谐的家庭氛围，缺少

科学的教养方式。其次是社会原因。例如经济贫困，很多孩子之

所以选择离家出走，就是因为在家里得不到应有的物质需要，或

者在出门在外的过程中丢失钱财而出现暂时性的经济困难。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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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如果一个人衣食无忧财务丰厚，那么他是很难选择流浪

社会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后是个体原因。只有那些在某些方面存

在缺陷或者缺失的，才容易轻易离开家庭，才容易轻易相信坏人，

才容易出现各种意外而不得不流浪。因此，儿童的个体原因也是

导致他们流浪的重要因素。

2. 了解心理特征

许多研究者都对流浪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发展特征进

行了研究，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流浪儿童的心

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何俊华、陈新景等人的研究证明，流浪儿

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智力水平都明显低于普通在校生，自愿流浪

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优于被迫流浪的。李晓东、陈怡等人的研究认为，

流浪儿童的依赖、焦虑、退缩、冲动、夸大等行为更多，更具攻

击倾向。第二，流浪儿童的人格特征有成长缺陷。刘志红的调查

结果显示，流浪儿童在认知方面具有自我否定的特点，例如自卑

心理严重、遇到困难退缩、自我防御心理突出、觉得没有人看得

起自己、自己也瞧不起自己等。第三，流浪儿童具有不良的行为

习惯。张雪琴、叶绮华等人的研究显示流浪儿童的自我意识水平

较低，在行为、合群、幸福与满足、焦虑等方面的表现均低于当

前在校学生。

在调研中发现，流浪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自我概念不清晰。对自己的现状与未来没有清晰的概念，

对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没有明确的认识；二是心态消极。无论是对

于自己，还是对于环境的认知都较为悲观，常有无价值感；三是

人际关系敏感。自卑以及以自我为中心，很担心别人对自己有消

极的评价从而过分在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四是有明显的

孤独感。觉得自己很孤单，没有人能理解自己，没有人会同情自己，

没有太多朋友。

（三）救助方法的转变：从控制与教育到疏导与重塑

1. 疏导消极情绪

要想让流浪儿童真正回归社会，对于他们的救助，在必要的

物质救助之外，还必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疏导，一是重塑。疏

导即是疏解其心中的消极情绪与消极认知；重塑即是重塑积极的

人格特征与行为方式。

首先是疏导流浪儿童的消极情绪与消极认知。很多流浪儿童

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具有消极的情绪，例如抑郁、焦虑等。当然，

消极的情绪，往往来自消极的认知，正是因为流浪儿童对于自身

的认识，对于事件的认识较为消极，所以才会产生消极的情绪。

针对这些消极的情绪和消极的认知，可以采用心理疏导的方法帮

助流浪儿童逐渐改变。例如通过放松疗法帮助流浪儿童逐渐调节

其消极情绪；通过认知疗法不断改变流浪儿童的不良认知。从而

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自己的现在，合理规

划自己的未来，从而帮助他们真正回归社会。

2. 重塑人格特征

重塑人格特征，是流浪儿童帮扶与救助的最终目的，这是因

为流浪儿童之所以在面对困境之时选择流浪的这种消极的应对方

式逃避困难，归根结底是其人格尚不完善，还没有足够的资源与

能力采用更为积极的应对方式克服困难。因此，帮助他们完善人

格，才是从根本上帮助他们。然而，这也是最难以达成的目标。

因为人格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很难改变。即使要改变，

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考虑到流浪儿童的特殊性，很难对他

们进行长时间的、系统的心理帮扶以帮助其完善人格。所以重塑

人格特征，是最需要同时也是最难以达成的救助目标。

当然，也有一些重塑人格特征的方法与技巧。例如团体心理

辅导，将一些具有相似经历的流浪儿童召集在一起，进行一些团

队互动或者团体游戏，让他们在这种团体活动中学会表达与展示

自己，学会倾听与理解他人，学会相互协作，学会相互帮助。让

他们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并非孤独，并非异类；让他们

在相互帮助的过程中真正学会如何面对困难，如何解决困难。从

而学会新的积极地与人相处的方式，以及积极的应对困难的方式。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格成长，进而最终回归社会。

综上所述，对流浪儿童救助工作，不仅要注重物质救助，更

应注重心理救助，应以回归社会为最终的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

在救助态度方面，应以接纳与关爱为主，而非呵斥歧视。帮助他

们在平等接纳的氛围中学会自我接纳，在关心爱护的环境中学会

自信；在救助原则方面，应以理解和了解为主，理解他们流浪的

真正原因，探察他们的心理发展特征，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只

有如此，才可能使他们真正地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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