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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辅导在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中的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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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服务项目被投入使用。本文探索了团体心理辅导在社区居民中

老年人、妇女和残疾人三大群体的应用，并简述了其适用性强、参与度高和效率高三大优势。在社区居民中开展的团体心理辅导，诠释

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远大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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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各级

政府积极响应，南昌市委政法委及时印发了《南昌市加强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见》，指出社区要推动老年人、妇女

和残疾人等群体的心理健康服务。

近年来，随着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心理健康服务项目被投入使用。目前，在社区居民中开展的心

理健康服务项目主要分两类：普及性项目如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

单页、橱窗或专栏、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讲座等；专业

性项目如心理信箱或邮箱、心理微信或 QQ、心理热线电话、个案

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普及性的项目可以帮助社区居民觉

察心理问题，树立正确心理健康观念；专业性的项目可以帮助社

区居民解决觉察出来的心理问题，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由于

长久以来社区居民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致使当前社区居民对

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的需求量很大。对此，团体心理辅导有着

突出优势。

一、团体心理辅导的概念

团体心理辅导是与个案咨询相并列的一种心理辅导形式，指

在专业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引导下，基于社会心理及团体动力的原

理，运用适当的辅助技术，以协助个体自我了解、自我发展及自

我实现，促进心理和谐的一种辅导方式。

二、团体心理辅导在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中的应用探索

当前，心理服务建设体系目标要逐步覆盖机关、企业、学校、

社区、农村等五大领域，而在社区工作中更要侧重关注老年人、

妇女和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心理健康服务。

（一）针对社区老年人的团体心理辅导探索

就团体形式而言，因老年人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差，团体管理

以封闭式为主，即从建团到散团保持人员不变；团体活动以结构

式为主，即按照固定程序与活动进行。保障成员之间形成较大的

凝聚力和认同感，团体心理辅导的效能发挥到最大值。

就团队带领者而言，除要掌握专业的团体心理辅导技术技巧

外，还要深入了解并充分考虑社区老年人的文化、价值观、风俗

习惯、禁忌等，这有助于老年人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有较好体验。

就团体对象与主题而言，适合接受团体心理辅导服务的社区

老年人主要分为四类：离退休老人、空巢老人、慢性病患老人、

生命晚期老人。离退休老人的团体心理辅导主要以适应退休生活

为主题，空巢老人的团体心理辅导主要以人际交往为主题，慢性

病老人的团体心理辅导主要以生活管理为主题，生命晚期老人的

团体心理辅导主要以实现自我为主题。

就辅导日程和场所而言，由于老年人白天时间充裕，建议安

排在工作日的白天，每周 1-2 次，每次时间约 90 分钟。场所安静

舒适温馨，光线充足，空间大小适中，可放置轮椅，离洗手间近，

配备空调、温水、纸杯、纸巾、多媒体。

就辅导活动设计而言，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下降，又喜欢关

注自身与回忆过去。因此在设计辅导活动时，少设计纸笔练习和

运动性强、力量性大的活动；多设计讨论性强、体验感好的活动，

如：头脑风暴、信任之旅、角色扮演、分享成就等活动。将社区

老年人喜欢的文体活动如广场舞、唱歌、绘画、下棋等有机融入

到辅导活动中，更能提升团辅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度。

（二）针对社区妇女的团体心理辅导探索

就团体形式而言，因妇女的敏感性高注重隐私，团体管理以

封闭式为主，即从建团到散团保持人员不变；团体活动以结构式

为主，即按照固定程序与活动进行。保障成员之间形成较大的凝

聚力和认同感，团体心理辅导的效能发挥到最大值。

就团队带领者而言，除要具备专业的团体心理辅导技术技巧

外，建议由女性担任带领者，便于更好融入妇女之中开展辅导活动。

就团体对象与主题而言，适合接受团体心理辅导服务的社区

妇女主要分为三类：妊娠期妇女、单亲妈妈、更年期妇女。妊娠

期妇女的团体心理辅导主要以适应妊娠生活为主题，单亲妈妈的

团体心理辅导主要以情感支持为主题，更年期妇女的团体心理辅

导主要以人际交往为主题。

就辅导日程和场所而言，由于现代女性基本都有工作，建议

安排在工作日的晚上或者周末的白天，每 1-2 周 1 次，每次 90 分

钟。场所安静舒适温馨，灯光柔和，空间大小适中，离洗手间近，

配备空调、温水、纸杯、纸巾、多媒体。

就辅导活动设计而言，可就参加团体的妇女身体素质而定，

既可设计纸笔练习和运动性强、力量性大的活动，如：心理测试

和素质拓展项目；又可设计讨论性强、体验感好的活动，如：头

脑风暴、信任之旅、角色扮演、经验分享等活动。

（三）针对社区残疾人的团体心理辅导探索

就团体形式而言，因残疾人的敏感性强、适应能力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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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管理以封闭式为主，即从建团到散团保持人员不变；团体活

动以结构式为主，即按照固定程序与活动进行。保障成员之间形

成较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团体心理辅导的效能发挥到最大值。

就团队带领者而言，除要具备专业的团体心理辅导技术技巧

外，必要时还需要精通手语的人员入团帮助交流沟通。

就团体对象与主题而言，与人交流有障碍的残疾人不适合接

受团体心理辅导服务，将残疾类别同质性较高的残疾人组成一个

团体，辅导活动更易开展。根据入团成员的需求，主题设计有很

多选择，如：个人成长、人际交往、求职就业、恋爱婚姻、家庭

教育等。

就辅导日程安排和场所而言，根据入团残疾人的空闲时间，

建议安排在白天，每周 1-2 次，每次时间约 90 分钟。场所安静舒

适温馨，光线充足，空间大小适中，可放置轮椅，离洗手间近，

配备空调、温水、纸杯、纸巾、多媒体。

就辅导活动设计而言，由于大部分残疾人行动不便、孤独感

与自卑感并存、挫败与悲伤情绪多、敏感性和自尊心强、情绪波

动大。因此在设计辅导活动时，少设计纸笔练习和运动性强、力

量性大的活动，多设计讨论性强、体验感好的活动，如：头脑风暴、

戴高帽、角色扮演、任务完成等活动。

三、团体心理辅导在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中的优势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社区

建设不断扩张，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此，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中设定有目标，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 20% 和 30%。对此，

团体心理辅导要在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中充分发挥其独特

优势。

（一）团体心理辅导的适用性强

团体心理辅导可针对社区居民不同的心理问题开展相应的辅

导活动，可针对问题性的如抑郁、焦虑等，可以早发现早干预；

也可以是发展性的如适应、压力管理等，可以促进心灵成长。在

社区居民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可根据实际参与团体的人数灵活调整，

既适用于几个人的小团体，也适用于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大团体，

在一定程度满足了社区居民各层次的心理服务需求。

（二）团体心理辅导的参与度高

团体心理辅导是围绕主题设计各种活动，在活动中完成的心

理辅导。活动内容与形式的选择面非常广，即可设计传统的团体

心理辅导活动，如：解开千千结、大风吹等，增强其趣味性；又

可将辅导主题融入参与者的日常喜爱的文体活动中，如广场舞、

跑步、绘画等，增强其熟悉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形式多样，贴

近生活，融学习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自然能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

（三）团体心理辅导的效率高

团体心理辅导是同时对一个具有相同心理问题的团体做心理

辅导，这个团体少则几个人，多则十几人乃至几十人。团体中，

在带领者的引导下，团体参与者相互影响，多角度地观察学习、

训练体验、反思总结，获得来自带领者、自己和其余参与者的多

重反馈。每个参与者既可以是“求助者”，又可以是“助人者”，

在团体心理辅导进程中就能得到辅导效果的反馈，效率非常高。

四、团体心理辅导在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中的前景

2021 年初，中央发布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2021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中，已经将试点区的社区心理咨询

室的建成率的指标提到 80% 以上，可见，政府对社区居民心理健

康工作的重视程度。笔者通过高校与社区共建活动，深入了解了

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现状，并开展了相关的团体心理辅导

研究，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总之，团体心理辅导在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中，有着

非常突出的优势，应该被广泛应用。基于此，社区应该积极整合

医院和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力量，引入大批专兼职心理健康服务

人员，加大对社区居民团体心理辅导的投入，提高社区居民心理

健康素养水平。在社区居民中开展的团体心理辅导，诠释了十九

大报告中提到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远大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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