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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能力的小公民

——困境儿童心理援助成效显著

吐鲁番市民政局

一、实践背景

（一）项目背景

吐鲁番市是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要求“为流动

、留守和困境儿童、孤儿等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解、家

庭关系调适等心理健康服务”。

（二）项目服务对象

困境儿童(处境不利儿童)指年龄在0-18岁的儿童，他

们由于受到诸如先天原因，贫困、疾病、自然灾害、战争

、教育不当等一种或多种因素影响造成成长障碍。主要包

括孤儿、自身困境儿童、家庭困境儿童、安全困境儿童和

临时困境儿童五类。

部分困境儿童营养不足，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损害，

学习成绩不理想，甚至出现厌学、逃学、辍学现象；自理

能力差，尊老爱幼意识淡薄，内心封闭、情感冷漠；个别

儿童受到同学、邻居的欺负，内心受到影响，性格古怪，

自卑，行为孤僻，有的儿童还出现重度抑郁、焦虑等心理

障碍。为改善困境儿童心理现状，特将吐鲁番市一区两县

困境儿童作为本次项目实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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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动因

民政局作为困境儿童关爱保护主阵地，精准关爱困境

儿童是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扶弱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健康中

国、平安中国、幸福中国的具体体现。

为了认真做好困境儿童工作，切实解决困境儿童成长

过程中，自我发展、家庭教育和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帮助困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吐鲁番市民政局围绕困境儿

童心理需求，开展“做有能力的小公民”困境儿童心理援

助系列服务。

二、主要做法

（一）实践目标

1.确定目标及对象。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满足困境儿

童心理安全、亲情关怀、自尊自信等实际心理需求，实现

对困境儿童的养育和教育，帮助这些孩子学会有价值的人

生技能和社会技能，帮助他们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进而拥

有更有益和更满意的人生。

2.开展实地调研及心理测评。通过多方协同、多地联

动，多措并举，多管齐下，运用专业力量，聚焦困境儿童

心理健康的有效解决，在帮助困境儿童及其家庭，促进必

要的心理健康品质发展，培养困境儿童坚强乐观的优秀品

质、协助困境儿童家庭缓解精神压力等方面调动资源，给

予专业的心理支持。

3.项目实施过程中，多方协同，多地联动，多措并举

，多管齐下，运用专业力量，聚焦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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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促进。同时，培养一支社会心理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在

基层发挥社会心理服务职能，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

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作为健康细胞工程(健康

社区、健康学校、健康家庭)和基层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

，推动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二）实践内容

1.成立领导小组。“做有能力的小公民”困境儿童心

理援助项目，由吐鲁番市民政局发起，与吐鲁番市卫健委、

吐鲁番市政法委、吐鲁番市教育局、吐鲁番市妇联、吐鲁

番市财政局等单位多方联动，委托乌鲁木齐市诚祥培训学

校组织实施；多方共同成立“做有能力的小公民”困境儿

童心理援助项目领导小组，分工合作，共同对该项目的方

案设计、执行、落地、效果评估、经费预算等工作负责。

2.不同形式主题活动。本项目从个人、家庭、同辈、

社区和学校五个维度，通过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团体心理

辅导、专题讲座、主题活动、一对一心理咨询等专业方法，

开展了12场针对困境儿童个体的活动；开展了针对困境儿

童照料人的团体辅导及现场活动，其他讲座及活动40余场，

开展一对一心理咨询120人次；摸清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水平，

为困境儿童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解、家庭关系调适。

另外为困境儿童印制了5000份心理健康宣传手册，帮

助团境儿童了解情绪管理方法、如何缓解压力、儿童身心

健康标准；拍制作了4个儿童心理健康宣传视频，帮助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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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群了解如何帮助困境儿童维护心理健康，通过多种方

法，多种形式促进困境儿童身心健康。

其中，针对困境儿童个人层面，以团体辅导、游戏、

情景剧表演、个人体验、音乐、绘画等儿童喜闻乐见的形

式，开展了如下主题的系列活动：

表1困境儿童主题系列活动

序

号

活动名称 时长 心理援助内容

1 我是有能力的小公

民

2-4 为儿童心理健康赋能

2 我能打败情绪小怪

兽

2-4 情绪管理的5种好办法

3 好好说话，认真听 2-4 怎样沟通才有效

4 我不是个错误 2-4 正确认识自己

5 我要说声谢谢你 2-4 致谢与感恩

6 爱护我们的身体 2-4 14岁以下困境儿童性教育

7 我是小小演说家 2-4 口语表达与当众讲话

8 我能实现我的目标 2-4 树立远大理想

9 我有专注力 2-4 提升学习效率

10 我有能力成为更好

的人

2-4 青少年领导力

11 课程目标 为困境儿童赋能，培养健

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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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困境儿童照料人层面，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以团体讲座、活动体验、开展了如下内容的家庭教育内容：

表2困境儿童家庭教育内容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时 内容

1 把爱带回家，了

解你的孩子

2-4 儿童成长一般规律

2 做好情绪管理，成

就幸福家庭

2-4 有效的情绪管理方法与技

能

3 如何说，孩子才会

听

2-4 亲子沟通的有效技巧

4 最好的礼仪教育在

家庭

2-4 第一次就教孩子把事做对的

方法

5 怎样培养孩子的自

信心

2-4 鼓励与表扬对孩子内驱力

的提升

6 悦纳孩子的不完美 2-4 稳定有爱的环境培养孩子

的安全感

7 课程目标 建设和谐家庭，用爱温暖

未来

3.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为困境儿童赋能。与

教育局联动，在校园内，对困境儿童和一般学生共同组织

心理健康团体疏导活动，让困境儿童感受集体温暖，拥有

归属感。同时，在民政系统、教育局系统培养一批致力于

社会心理服务、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人才，根据个人能力

及工作特点，分别开展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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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家庭教育、心理服务讲师团，在学校、社区、农场、

乡镇等不同场所开展社会心理服务。

（三）问题解决

1.覆盖人群达标。通过以上项目实施，为困境儿童提

供心理健康服务8657人次，覆盖率达到吐鲁番市困境儿童

总数的80%以上。

2.心理测评奠定心理服务基础。通过走访调研，为困

境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测评，依托客观、公正的数据，了解

困境儿童抑郁、焦虑水平，对其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摸底。

在把握其心理健康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升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赋能。通过开展不同形式和内

容的心理健康团体辅导，促使困境儿童在活动中通过观察、

学习、体验，以实现认识自我，探讨自我，评价自我，接

纳自我，发展个体独特的身份感，学会信任自己和他人，

学会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和别人，寻求一般发展性问题

和特定矛盾冲突的解决之道，学会更多有效的社会沟通技

巧，对他人的需要和感受更加敏感，学会如何通过关心、

呵护、诚实和坦率来促进他人成长，澄清自己的价值观，

并且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对其加以改善。

三、实践成效

通过“做有能力的小公民”困境儿童心理援助项目，

实现了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有效帮扶，在促进困境儿童

必要的心理健康品质发展，学会自我保护，培养坚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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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秀品质，帮助这些孩子学会有价值的人生技能和社会

技能，以及帮助他们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进而拥有更有益

和更满意的人生，协助困境儿童家庭缓解精神压力等方面，

给予了专业的心理支持和情感陪伴，效果显著。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关注到了创新社会服务；将《弟

子规》《三字经》《礼记》《论语》等中华民族原典智慧

融入困境儿童的礼仪教育，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文明风尚；将怎样与人沟通、当众讲话、竞选礼仪、

班级中的领导力等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与困境儿童日常生活

有效结合，切实解决困境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的现实问题。

吐鲁番市民政局对困境儿童的心理援助项目的实施，

受到困境儿童及照料人的欢迎和认可，受到吐鲁番市相关

领导的好评。在社会层面，引起了人们对困境儿童及心理

健康方面的极大关注。对于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基层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四、经验与启示

（一）项目亮点

1.设计与规划。

通过内容吸引，引进了新疆自治区内外的35名心理专

家、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及其他心理工作者、专兼职

心理健康教师参与了系列活动，提供公益支持；新疆自治

区6名心理督导专家参与指导工作进程，对工作措施落实情

况及效果进行评价指导。

2.组织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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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第三方专业心理服务机构乌鲁木齐诚祥培训学校

参与本项目的设计与实施，全过程提供长期陪伴，全过程

有完整的管理流程，接受检查督导，解决了吐鲁番市民政

局无心理服务专业人员、无心理健康教育常识、日常工作

繁杂、工作人员压力大、精力不足等痛点，提升了工作效

能。

3.多方参与。

吐鲁番市民政局、儿童福利院、救助机构、吐鲁番市

卫健委、吐鲁番市教育局、吐鲁番市政法委、社区、学校、

居民等多方联动。及时与主管单位新疆自治区卫健委密切

沟通，及时汇报项目进展；多机构、多组织、多领域、多

举措齐抓并举，得到各方力量积极支持。

4.公益成效。

通过本项目实施，有诸多公益志愿者参与了活动，并

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激发志愿者的爱

心，许多志愿者根据项目执行经验，打算在自己社区、单

位、家乡开展类似的心理援助项目，扩大了项目的影响力，

覆盖更广泛人群。

（二）先进经验

1.组织相关人员对《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工作方案》进行认真解读，找到工作突破口；

2.成立考察小组，赴内地示范城市调研学习，取长补

短；



9

3.及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每月进行工作督察，阶段

性验收，及时向各相关单位提出整改措施；

4.借助第三方机构专业能力和丰富资源，迅速开展后

续工作；

5.打通经费领取、支付、使用各流程，提升工作效率；

6.要求各相关单位开展宣传工作，每月上报不少于3种

形式、5项内容的宣传资料，在不同媒体进行宣传，扩大影

响力。

（三）工作启示

大部分困境儿童生活变故大，经历坎坷，存在性格缺

陷、自卑无助，孤独、焦虑、抑郁，为困境儿童长期持续

开展心理服务意义重大。下一步，吐鲁番市民政局将联合

吐鲁番市相关部门，培养专业人才，力争在5年内，为新疆

偏远落后及少数民族地区的4000名困境儿童提供心理服务

支持，为吐鲁番市乃至全疆人民心理健康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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