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亮心灯•守护阳光之路” 

——龙岗区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案例 

 

一、服务项目实施背景及服务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残疾人事业发展，不断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努力“让

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

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根据《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工作要求，龙岗区残

联积极引进专业服务力量，从场地建设、队伍建设、服务建

设等方面全面推进残疾人及其家属心理健康服务，逐步提升

残疾人心理服务质量，不断增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残疾人群体，因为身体原因、家庭经济原因导致心理问

题频发，在社会心理服务方面更需要着重提供专业服务。在

通过专题访谈，查阅资料以及过往服务经验中，我们更深入

的了解残疾人及其家属生活现状及心理反应。 

（一）残疾人因自身缺陷或障碍，易造成错误自我认知 

由于自身的缺陷，无法正常参与社会生活，造成社交损

伤引发残疾人士自我认同障碍，对自身的社交能力产生怀疑,

常感觉不如别人,有强烈的自卑感,严重者甚至对自身存在



的价值感产生怀疑,从而带来严重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残疾人社会弱势地位的形成，多半也伴随着自我认知中的心

理弱势，而心理落差的形成直接导致自我认同低的问题。 

（二）残疾人生产生活受阻，社会适应与交往受到影响 

据相关调查，出行不便是残疾人士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残疾人最大的不便就是行动受到限制，包括日常生活自理、

日常出行、社会交往等方面。出行不便造成残疾人士缺乏正

常的社会交往，社交网络缺失，久而久之就会不愿言谈，产

生孤独感。同时社会对残疾人的评价和态度，也对残疾人身

心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例如同情、否定、蔑视等态度，这

不仅不能给予残疾人支持，反而强化不平衡心理状态。 

（三）残疾人家属长期照顾，多数存在不良心理状态 

调查发现接近 90%的残疾人士家属或监护人对于家中残

疾人士的照料等感到身心倦怠，并且认为自己为此失去了很

多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同时 70%的家长或监护人是主要照料

人，在照顾残疾人方面缺乏其他支持者，长期不间断的养育

照顾导致的负面情绪得不到缓解，且被照顾者的康复转变慢

或者没有转变让这些照顾者失去生活的控制感，导致照顾者

身心疲惫、情绪失落，多处于烦躁与焦虑之中。而长期的照

料，影响到家庭经济收入和心态转变，多数呈现自身的经济

能力和照顾能力不足，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残障人

士的康复失去信心。因此家属的心理失调、家庭的支持不足

直接给残障人士造成各种消极的影响。 

二、项目服务模式 



（一）服务理念 

本项目服务的推行从“以人为本，服务为民”出发，坚

决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关注残疾人及其家属心理健康，

为残疾人及其家属“点亮心灯•照耀阳光之路”，推动残联系

统心理健康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理念。 

总体服务定位：以区残联为核心指导，联动 11 个街道

为服务实践单位，以“社区+社康+康复机构”为服务载体，

共同推进龙岗区残联系统心理健康服务建设。最终实现建设

一个心理健康服务示范基地，打造“点亮心灯”残疾儿童家

属心理支援特色服务。 

（二）服务理论支持 

本项目以萨提亚家庭治疗理论为主要服务理论指导，从

个体、家庭、社会等多方面提供服务，注重个体的觉察，内

在系统改变，注重体现系统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着重以发

展视角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提高人的自我价值感、自我负责

任的能力、一致性的表达，不断推动自我的整合，帮助人活

得更“人性化”，而非只求消除“症状”。最终目标是个人达

到“身心整合，内外一致”，实现个人潜能的最大发挥。 

（三）服务整体思路 

切合区残联“1+11+N”三级服务网络，探索全区残疾人

心理健康服务模式，打造品牌服务亮点。一是建设示范基地，

依托龙岗区特殊儿童康复服务和教研基地的服务平台，建设

“四个示范点”，即一个心理咨询示范点、一个家庭成长服

务示范点、一个专项人才培育示范点、一个残疾人社会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指导示范点，并结合教研基地的定位创建特殊

儿童家属心理支援品牌服务，引领全区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

二是机制建设，组建服务督导团队，建设全区残疾人社会心

理健康标准化机制，监督指导、督导管理残疾人社会心理健

康服务，推动全区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化建设。三是人才

建设，培育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专项人才队伍，夯实和壮大

服务力量，深耕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四是服务建设，以品

牌服务+专项服务两条服务主线，深入开展全区残疾人心理

健康服务，促进残疾人服务精细化、专业化、系统化发展。 

三、项目服务目标 

（一）总目标 

本项目立足于龙岗区残疾人士及其家庭的实际需求，引

入心理专业服务力量，开展残疾人服务人才培养，为残疾人

士及其家属搭建系统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有针对性的解决

残疾人及其家属心理健康问题，切实做好残疾人士心理健康

服务，打造“点亮心灯”残疾儿童家属心理支援特色服务。 

（二）具体目标 

一是做好残疾人士心理支援服务，提升残疾人士心理健

康水平。通过线上+线上的形式，为全区残疾人士提供心理

支援服务，引导残疾人士正确认识自我，以积极向上的心态

面对生活。 

二是提升残障人士家庭照料能力，舒缓家庭照顾者的压

力。面向残疾人士家属开展系列心理健康服务，舒缓家属情

绪压力，并引导其学习正确的养育方式，提升自身的照顾能



力，为残疾人士建构良好的家庭环境。 

三是建设残联系统心理专业服务队伍，壮大残疾人士服

务力量。采取专业学习+实践发展的模式，面向一线工作人

员、心理健康辅导员群体开展系统专业培训学习，提升其心

理服务能力，以更好为全区残疾人士提供专业服务。 

四是建构残疾人士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士服

务系统化、专业化发展。依托全区各级服务平台，升级打造

“1+11+N”区-街道-社区三级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网络，系

统化做好全区残疾人士社会心理服务，打造残疾人服务样板

化工程。 

四、项目主要做法 

（一）精心打造示范基地，夯实服务阵地建设 

充分运用龙岗区特殊儿童康复服务和教研基地心理服

务指导部为平台资源，开展“四个示范点”建设。 

一是心理咨询平台深耕个体化服务，以“线上+线下”

形式，为残疾人及家属、残疾人工作人员等群体提供便捷及

时的心理咨询支援服务，系统全面解决求助者的心理问题；

二是家庭成长服务平台关注残疾人家庭全体成员的心理健

康，以家为切入点，做好家属心理支援与赋能服务，提升家

属的养育能力，为残疾人建构一个良性的家庭环境；三是专

项人才培育平台致力于为工作人员赋能提质，采取培训学习

+实践发展的模式开展专项技术培训学习，提升心理辅导员

的服务能力；四是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平台把脉

指导项目服务，引进专业督导团队指导全区残疾人社会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高质量、高要求完成残疾人社会心理健康服

务，打造全区社会心理健康服务示范单位。 

（二）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推动服务体系建设 

为提高全区服务指数，提高残联工作人员心理筛查能力、

疏导能力。在区级层面组建专业服务督导团队，制定并贯彻

落实残疾人心理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管理、服务成效管理、

服务档案管理、督导机制建设等 5 个服务标准，形成全区残

疾人社会心理健康标准化机制，指导全区残疾人心理健康服

务，促进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推动全区社会心理健康服

务体系化建设。 

（三）培育建强人才队伍，凝聚壮大服务力量 

组建全区心理辅导员队伍，在区级中心及各街道选拔优

秀工作者，作为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专项人才队伍，深耕残

疾人心理健康服务。采取培训学习+实践发展的模式对专项

人才队伍进行培养。一是重点开展家庭治疗心理服务技术的

学习，为心理辅导员开展专项心理服务 3 天 6场，为残疾人

及其家属提供有效的服务手法和技巧学习。为可持续性发展

奠定基础，为更多的龙岗区残疾人提供优质服务。二是依托

各街道、社区服务平台，搭建心理服务实践服务点，带领心

理辅导员开展实践服务，强化技术运用，以更好的服务于残

疾人及其家属。 

（四）紧扣两条服务主线，精准精细实施服务 

以“专项服务+品牌服务”两条服务主线，深入开展全

区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促进残疾人服务精细化、专业化、



系统化发展。 

针对残疾人及家属，精准施策，探索残疾人社会心理健

康服务体系。全年服务开展残疾人心理健康支援、残疾人心

理健康筛查、残疾人专题情绪管理课堂、家长团体心理减压

课堂、亲职教育等线上线下心理健康服务课程及活动 44场，

服务 4153 人次。针对特别有需要的残疾人及其家属提供咨

询服务 150人次。以丰富有效的服务手法，深入内心的心灵

触碰为残疾人及其家属带去力量，指向发展，探索兼具深度

与广度、形式多元又丰富的龙岗区残疾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针对残疾人工作者服务与业务双提升，探索残疾人工作

人员业务能力建设体系。一是项目开展残疾人工作人员心理

筛查服务 130份，更好的了解及关心关爱残疾人工作者的心

理需求，实现底数清、干预早，帮助残疾人工作者建立积极

健康的服务心态。二是开展残疾人工作者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4 期，线上线下参与学习人数达到 712 人次，有效的缓解残

联工作者压力和积压情绪，同时促进工作人员学习心理诊断

及咨询技能的提升，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专业擅长的技能，

做好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服务。 

五、项目实践成效 

（一）营造关注心理健康氛围，提升了全区残疾人的心

理健康水平 

项目基于残疾人的心理健康需要，通过线上+线上的形

式，为全区残疾人士提供心理支援服务，包括心理健康筛查、

心理健康课堂等，评估残疾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并给予合理



建议，引导残疾人正确认识自我，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生

活，对于残疾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较大帮助。 

（二）提供专业心理应用技巧，舒缓了残疾人家属的照

顾压力 

项目以系统化的视角，注重以家庭为单位的心理健康服

务，制定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计划，针对家属开展线上训练

营、团体心理减压课、情绪训练营等，舒缓家属情绪压力，

教授家长照料知识，让家长在陪伴及照顾残疾人的过程中能

够以轻松和稳定的心态面对，建构良好的家庭环境。 

（三）开展专业人才培养，增强了残联系统工作人员的

心理服务能力 

项目采取“专业学习+实践发展”的模式，面向一线工

作人员、心理健康辅导员群体开展系统专业培训学习，提升

了残联系统工作人员的心理服务能力，更好的协助全区残疾

人解决心理困扰。 

六、服务经验及启示 

（一）项目服务创新为残疾人及其家属心理健康服务提

供可参考性样板 

一是打造 4个示范点。在专业化、标准化、本土化发展

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全区开展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提供

了参考样板，为全国开展残疾人及其家属心理健康服务提供

了一个服务思路和服务模式。 

二是开展陪伴式心理健康服务。无论是专业服务人员培

养还是残疾人及其家属服务，都以可持续的陪伴式服务开展



课程推进，跟随服务对象成长步伐，深入开展，徐徐图之，

做精准精细化服务，把服务做扎实，能实践、有作为、呈效

果。 

（二）残疾人家属心理健康服务成为可推广特色服务 

关爱残疾人家属心理健康，三部曲推动残疾儿童有效进

行康复治疗。一是打开家属心结，有效面对孩子现状、家庭

现状，接纳当下发生，进而提高自身动力，积极有效配合残

疾儿童开展康复治疗。二是直面期待，明确对孩子康复的正

确目标，能够为自己为孩子负起责任，而不再盲目的依靠康

复机构来解决问题，不再一味的强调孩子的课堂康复训练，

二是能够从系统上、整体上、在家庭中、社会环境中为孩子

全方位的提供积极的康复治疗，帮助孩子适应社会，有效的

回归社会；三是逐步让家长掌握一些心理健康技巧、康复治

疗技术，让治疗保证可以持续，减轻家庭压力的同时，提高

康复治疗的效果。从心理健康服务角度，推动残疾人家属自

我关爱、自我负责的能力，更能有效的缓解家庭情绪压力，

为残疾儿童有效康复提供新是服务思路，具有可推广性。 

（三）项目设计符合心理健康持续服务的特点，具有可

持续发展性 

一是建设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心理服务人才队伍。本项

目将依托已有的服务队伍，专项培育残疾人服务本土化队伍，

且推动受训人才落地开展服务，深耕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

可持续的为全区残疾人及其家属提供服务。 

二是项目服务模式具有可持续性。本项目通过“体系构



建+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实践落地+服务督导”整体模式建设，

为系统性提供服务和服务可持续性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服务

模式指南，确保心理健康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