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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模式介入城市退休干部社会适应的个案
治疗

郝鑫宇

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MSW 教育中心  内蒙古  014010

【摘要】城市老年人退休后赋闲在家引发的社会适应问题成为老年健康生活的问题之一，关注老年人退休后社

会适应问题也成为当前促进老年健康生活的重要切入点。本文运用问题解决模式的治疗技巧，解释出现退休后不良

适应的问题原因，对退休老年干部的生活现状以及社会适应能力进行探索，并针对案主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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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案陈述与问题诊断
1.1 个案陈述

孟教授，62 岁，退休两年。曾是 B 市国企钢铁集

团的总工程师，工作严谨取得较多研究成果，家庭地位

说一不二，年轻时喜欢武术、书法和绘画。突然的退休

让孟教授感到茫然无措，把自己封闭在家过起了“安逸”

的晚年生活。模式化的生活使得孟教授，生活无聊提不

起任何兴趣，时常怀疑自己患有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症，

性格也没有以前那么温柔，对家人、邻居说话尖酸刻薄，

一点事不顺心就大发雷霆，女儿一家人定期回家也是高

兴而来生气离去。过后孟教授也感到有些愧疚，但当脾

气上来时，就控制不住自己。为此，家人找到社区请社

会工作者帮助，希望找回孟教授的温柔，帮助他寻回生

活的自信。

1.2 问题诊断

社会工作者接案后，定期拜访孟教授，收集资料并

使案主对社会工作者产生熟悉感，建立真诚信任的专业

关系。随着不断地深入接触，发现案主的生活并非社会

工作者所想的那样幸福美满，案主退休后出现各种生活

不适应问题和不良的心理情绪等。因生活内容的巨大转

变，使案主不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各种孤单寂寞情

绪的折磨导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案主时常怀疑自己患

有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症，做出了很多偏离行为。

1.3 身体功能衰退

孟教授自退休后时常感到自己身体出现问题：牙疼、

失眠、头晕、食欲不振、且对声音极其敏感。孟教授退

休前喜欢运动和同事打乒乓球，自退休以后每日赋闲在

家运动减少，再加上生理机能老化衰退，身体多病，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高血压，肠胃消化不良，心

脑血管疾病等显性症状。

1.4 心理不良情绪出现

退休两年内，由于子女工作较为繁忙，与老伴生活

在一起。妻子早已退休在家，喜欢唱歌跳舞，每次邀请

孟教授都会被苛责一番。两人唯一的女儿也成家立业离

开家庭，生活距离较远，不能经常见面。外甥年岁较小

还不能让他感受到承欢膝下的感觉，家庭关系较为紧张，

不能与家人良好互动，使他感觉到孤独无助。生活中每

件小事孟教授都会放大看，认为自己出现情绪不稳定、

失眠、行为迟缓等现象，都是因为自己患有抑郁症和老

年痴呆症，害怕自己今后会成为家庭的“累赘”。

1.5 人际交往得不到满足

案主因离开了原本的工作岗位，人际交往圈子变小，

与以前的一些同事失去联系。孟教授自退休后，对生活

缺乏热情不喜欢外出，与邻里亲朋沟通较少，社会交往

较少，导致他易怒或应对突发情境的忍耐性较差，对人

的攻击性较强。案主的社会交往能力降低，缺少交流话

题很难与其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对娱乐休闲活动

也持消极态度，孤独远离人群。感受不到以往社会对其

能力的承认和尊重以及社会再需要的感觉，甚至认为社

会已经不再需要他的存在，因此不愿主动参加社会活动。

2 理论基础与介入过程
2.1 问题解决模式

人的行为是具有一定目的和意义的，通过系统的、

一步一步的思考和行动过程，达到保持周围环境动态平

衡的状态。社会工作者要做的就是在人们追求平衡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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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时，通过观察案主的行为表现，发现案主的问题并

了解其背后的意义、动机以及人格机制中的适应和保护

方式，帮助案主逐渐消除问题的影响，从不满意的状态

达到满意状态的过程。

2.2 介入过程

社会工作者应尊重案主看法和态度，建立良好的专

业关系，且有耐心、积极地倾听案主的需求和谈话等，

使他信任社会工作者，达到“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

理想效果。

2.3 接触阶段

孟教授，男性，62 岁，刚退休两年，刚从社会岗

位中撤离出来，退休后因原有权利的丧失和社会地位的

降低，不愿出门、更不愿参加社会活动，使得性情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从个人、家庭、社会三方面了解了

案主：个人方面，退休后的孟教授性情大变且喜怒无常，

脾气暴躁；退休后社会活动的减少、人际交往的降低、

孟教授每日闭关家中；同时感觉自己不能获得家人的理

解和关心而与家人关系恶化。家庭方面，长期以来在单

位和家庭中都长期扮演着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而退

休后其不仅在工作中失去了社会角色，在家庭中的主导

地位也直线降低，女儿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对于案

主的要求和管束执行力降低，这严重影响案主的存在感，

使案主的自尊心受损。女儿因生活距离较远，回家机会

相对较少，互动频率的降低使其与女儿的矛盾逐渐增多，

案主性情的暴躁使得在极少的互动中也往往是以不欢而

散结束，使得代际关系的矛盾愈演愈烈。社会支持方面，

社会团体和社区的资源利用率不足，对老年人的服务没

有落实到实处，组织开展活动、政策宣传等力度不够，

这使得案主在退休后不能得到很好的社会支持。通过对

案主的大致情况的了解，并且与案主的沟通，共同商定

并确立目标：尽快适应社会角色的变化，寻找老年生活

的希望与目标，制定可行计划。

2.4 方案制定阶段

由于案主不是直接求助于社会工作者，而是其家人

前来求助，而应先打消案主的防御心理，加深案主对社

会工作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建立信任的专业关系，达到

案主自助的理想效果。在此阶段，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共

同商定行动方案，制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孟教授退休前

是行业的佼佼者，具有很强的组织和科研能力。工作者

了解到孟教授主要是制图设计，绘画制图功底深厚，发

现了案主的自身优势，制定计划帮助他发挥特长，找到

自己的用武之地，从而帮助他自己肯定自己，鼓励他可

以积极的参加社会活动。短期目标：帮助案主调整现有

的不良心态，使其重新获得家庭关系的融洽，改变其单

一的生活方式，促进案主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活动。长

期目标：帮助案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及拥有的优势

和资源以达到角色的良性调适，保持案主在适应周围环

境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增加案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面对问题的勇气。

2.5 行动阶段

首先，通过个案访谈，了解案主的基础信息及家

庭关系，更重要的是探寻案主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建立

真诚信任的专业关系。案主自退休以后，生理机能老

化衰退，身体出现不适应的症状，使案主在忍受生理

折磨的同时心理也备受煎熬。关注到孟教授的医疗需

要，社会工作者陪同案主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根据医

生给出的诊断结果，配合相应治疗提高案主适应周围

环境的能力。检查结果显示孟教授的血压偏高，有失

眠的现象但根据医生处方进行服药已缓解身体不适。 

其次，案主的人际交往需求变得更加强烈，希望能

够 得 到 家 庭 的 帮 助 与 关 心， 有 同 辈 沟 通 对 象， 帮

助他与邻里建立友好的互动关系，恢复社会交往能

力，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通过打电话及当面访谈

的方式，社会工作者与家庭成员进行沟通，深入了

解案主与家人的关系，了解了女儿对其的评价和讲

述，帮助孟教授的老伴和女儿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问

题， 理 解 案 主 的 当 前 情 况， 从 而 建 立 关 系 和 资 源

网络，共同努力帮助案主走出困境，迎接新生活。 

最后，社会工作者进行社区走访，通过邻里了解案主接

人待物的方式，参加社区活动的频率以及案主的业余爱

好等等。帮助案主建立良好的社区支持网络，链接案主

所需的社区资源，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和价值。带动

孟教授在社区内举办活动，扩大案主人际交往圈，更多

的接触同龄人，找到倾述对象和理解他的人；建议案主

不要整日待在家里，多出去走走，多参加社区丰富多彩

的活动，发挥自己的特长，同时也要鼓励案主培养其他

更多的兴趣爱好。

3 治疗策略与经验反思
3.1 治疗策略

3.1.1 正确接受退休的事实

退休制度是国家赋予老年人享受晚年生活的权力，

帮助案主在心理和思想上清楚的认识到衰老事实的不可

逆性。社会工作者帮助案主修正错误思想，将退休生活

看作是生活新开始，消除悲观情绪，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扩大人际交往圈，加深亲朋邻里的亲密关系，树立积极

向上的生活观念，重新开启生命新旅程。

3.1.2 发挥余热，主动参与

退休并不意味着是因能力不足被迫退出社会。孟教

授因书法和绘画技艺精湛，利用优势进入老年大学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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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继续发挥余热。通过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来继续

实现自我价值，不断地丰富老年生活，完善自己。这样

做不但使案主有了一份开辟新生活的精神寄托，感受到

自己生活的价值，更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3.1.3 重续“年轻梦”

案主年轻时喜爱音乐，但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业余

爱好的培养。社会工作者向案主建议趁着退休后的闲暇

时光好好充实自己的新生活。练习书法，画国画，学习

音乐理论，去上老年大学等活动成为了他退休生活的新

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案主在不断地进行改变，

主动要求与家人一起听音乐会，感受音乐的魅力。

3.2 经验反思

本文将问题解决模式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进行验证，

丰富和完善理论基础和技巧，更好地帮助退休老年人遇

到的各类问题。虽然在本案例中运用此模式取得了一定

的成功，但在实践中仍有部分不足，社会工作者的个案

干预也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与满足。为此，提出以

下两点建议：

第一，加强老年社会工作组织和人才服务队伍建设。

全社会应加强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形

成一支具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术都过硬的老年社会工作

团队，结合我国国情将所学知识本土化应用在实践中，

对有困难的群体给予专业的帮助和服务。

第二，加强社会关注力度和公共宣传。社会各界关

注老年生理健康问题较多，对于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关

注度不够，使得产生被社会遗弃的负面心理，因此应当

从社区、机关团体、公益组织等多方面对老人群体进行

关注，帮助老人重建社会角色和获得老年生活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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