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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重组家庭日益增多，这些家庭中的青少年在经历家庭结构变化的过程中面临诸多

挑战，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探讨重组家庭青少年在

校园环境中所面临的人际交往障碍问题成因，发现自我效能感缺乏、人际交往能力不足、家庭照顾缺失、

学校关注不足、朋辈群体歧视等影响因素导致该群体陷入校园人际交往困境，进而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的

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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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reorganized families. Teenag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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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families face many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structure change,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ir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interpersonal commu-
nication obstacles faced by teenagers with reorganized families in the campus environment from 
four levels: individual,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and finds that factors such as lack of self-efficacy, 
lac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lack of family care, lack of school attention, and peer 
group discrimination lead this group to fall into the dilemma of campu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
t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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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的改变，离婚率快速上升，婚姻形态更为多元(杨菊华，

史冬梅，2024)。而离婚率的上升，意味着原生家庭解体数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使重组家庭的比例不断

上升。而与其他类型的家庭相比，重组家庭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更多且更复杂，无论家庭结构、家庭角色

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相处模式与原生家庭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容易导致家庭成员无

法快速适应，尤其是重组家庭中的青少年群体，因其生理与心理均未发展成熟，处于心理敏感、易发生

叛逆心理的青春期，在经历家庭解散和重组过程中会面临极大的挑战，陌生的家庭组成使生活在其中的

青少年产生无助与彷徨等消极情绪(高玉洁，2007)，对于该群体的关注必不可少。 
家庭与校园都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主体，对于个体的社会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处于义务教育阶

段的青少年日常的大部分时间均在校园中度过，校园自然而然成为青少年的主要社交场所。重组家庭的

家庭情况对于该成长发展阶段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使青少年在校园中的人际交往面临一定的障碍，如自我

心理调适能力不足，人际关系适应能力弱，家庭生活环境适应不良，社区、学校环境陌生无法融入等问

题。此情况势必会阻碍青少年社会化的顺利实现，所以关注重组家庭青少年在校园情境下的人际交往障

碍成因及其对策显得尤为重要。 

2. 重组家庭青少年校园人际交往障碍的成因 

2.1. 个体因素 

2.1.1. 自我效能感缺失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信念和知觉，是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在某一特定情境下顺利完成任

务的一种信念(李品，王畅，王莹，2024)。重组家庭青少年由于在自身家庭组成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过程中，

感知到自身在发生家庭变故中的“无力感”，即自身努力无法阻止家庭变故的产生，而在某种程度上认

为自己是缺乏能力甚至是没有能力的。而这种认知假若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和纠正，会使得将这种“无

力感”投射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其中就包括在学校中进行的人际交往。其在校园中进行人际交往的过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自卑、敏感、自我防御等情绪(赵佳，2015)，主要是缺乏自我效能感所导致的，服务对象

往往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进行良好的人际沟通和互动。由此带来的消极态度是他们存在校园人际交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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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不畅的校园人际交往体验则又进一步加深了重组家庭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缺失。如

此循环往复，会导致重组家庭青少年陷入人际交往恶性循环当中，并最终出现不同程度的校园人际交往

障碍问题。 

2.1.2. 交际能力缺失 
重组家庭青少年由于自身家庭结构改变产生的“负面体验”导致其易产生对家庭和人际关系的错误

理解，而这种错误理解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自己人际交往行为和态度的选择以及相应的交际能力和技能的

习得(段新焕，2011)。青少年时期在校园内的正常人际交往是该阶段青少年实现正常社会化所必需的。其

在校园内的社会交往会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在重组家庭中“身份感”丧失的消极感受。重组家庭青少年有

着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愿望，但是缺乏人际交往能力与技巧的现实状况常常使他们陷入到“心有余而力

不足”的尴尬境地。重组家庭青少年由于自身的敏感心理，会不自觉地将自己边缘化在群体之外，从而

影响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人际交往状况。经常性地不与人交往会使自身交往能力降低，逐渐难以与人

交往。失败的交往体验使其在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美好愿望和尴尬的现实情况之间徘徊，容易加剧重组

家庭青少年的自卑、敏感等消极情绪，不利于其身心的健康发展。所以社会工作者在提升服务对象自我

效能感的同时也要肯定其交往愿望，引导重组家庭青少年学会正确合理的具体人际交往方式，提升其交

往能力，协助服务对象顺利进行交往互动。 

2.2. 家庭因素 

2.2.1. 家庭功能缺失 
对于青少年来说，家庭结构对儿童心理成长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杨蕾，赵爽，2021)，其结构功能主

要体现在社会化的教育功能、情感交流功能以及休息和娱乐的功能。重组家庭的家庭正常生命周期阶段

出现了断层，导致家庭的部分功能无法正常地实现或者是难以达到良好的状态。其中家庭生活社会化功

能教育的缺失，以及家庭情感交流功能的不畅通，导致青少年在家庭当中无法学习到足够的关于人际交

往的正确相关知识，易出现消极适应、抑郁、狂躁、悲观等心理问题(王晗宁，王晴，2022)。这一时期青

少年的心理状态本就极度敏感，而家庭结构的变化更加使得青少年觉得无所适从。 

2.2.2. 强烈的被剥夺感 
重组家庭青少年需经历父母的离异过程以及父母再婚的重组过程，在这过程中难以做好心理准备，

容易产生被父母“抛弃”的强烈背叛感(戴斌荣，2000)。而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在此时

对于父母的情感输出和情感需求是最为强烈的时期，这一时期家庭结构进行重组，对于重组家庭子女来

说，需要经历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自己原本的家庭成员出现增加、减少或更替的情况，熟悉的家庭亲密

关系解体，同时自己需要同陌生人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关系。这让青少年在情感上感受到了被剥夺的

感觉，从而极易产生不稳定的情绪，不愿与家庭成员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封闭内心进而导致其排斥与他

人交流，拒绝沟通，导致孤独感、不信任感的产生，陷入人际交往困境。 

2.3. 学校因素 

2.3.1. 缺乏关注 
随着现代社会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家庭重组的情况在社会上趋于常见，在成年人心中这是一种十

分常见的婚恋选择。而学校的教师和领导在扮演教育者角色的同时也易站在成年人的角度看待问题，从

而减少对于重组家庭青少年的关注，忽视了家庭结构变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同时由于重组家庭青少年

并未完全接受自己家所发生的改变，甚至认为自己原生家庭结构不完整是一件十分羞耻的事，多容易表

现出自我保护的防御态势，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不愿多谈。因此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当重组家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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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在校园中遇到了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时，学校很难及时发现与并加以及时的干预，导致重组家庭青

少年消极情绪不能顺利得到疏解，使其人际交往障碍程度加深。 

2.3.2. 朋辈群体歧视 
朋辈群体对于青少年群体来说十分重要，和谐的朋辈群体关系对于青少年健康的成长发展具有不可

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王艳，刘明理，2024)。朋辈群体是由年龄、爱好、兴趣相近的人组成，所以他们更能

够了解彼此的心理状况与需求，能够给予青少年个体以群体归属感。因此重组家庭为青少年构建良好的

朋辈群体关系至关重要。但由于青少年们的身心均未发育成熟，认知与行为都极易受到外界影响，普通

家庭中的学生里难免也会有一部分人对重组家庭及其子女存在错误认识，易带着有色眼镜看待重组家庭

的同学，从而致使重组家庭的青少年对周围同学产生同辈的疏离加重，进一步加重人际交往障碍。 

2.4. 社会因素 

2.4.1. 缺少相关的政策法规保障 
目前国家政策法规多集中于单亲家庭青少年，而针对重组家庭青少年的相关社会福利与保障政策比

较缺少，重组家庭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保护与呵护，健全的法律政策将有为重

组家庭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稳定的社会生活大环境。 

2.4.2. 缺少相关宣传引领活动 
重组家庭中新的环境和成员使其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孙琳琼，信国芳，宋娜，2016)，但是当前社

会上缺乏有关重组家庭青少年的公益宣传活动，重组家庭青少年这一社会弱势群体还未被更多的人发现，

也不利于人们对重组家庭青少年形成正确的认识，而形成重视关爱重组家庭青少年的良好社会氛围离不

开宣传的力量。 

3. 重组家庭青少年校园人际交往障碍社会工作介入对策分析 

社会工作者对于重组家庭青少年校园人际障碍的对策将会围绕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进

行干预，主要围绕以下目标导向进行相关服务与介入：第一，对重组家庭青少年个体的认知上进行改善，

包括改变对重组家庭的看法，正确面对家庭的变化。学着接受现在的家庭和家庭成员，减少对家庭成员

的不满以及认识到人际交往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第二，帮助重组家庭青少年重新获得

家庭系统的支持，改善家庭氛围，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第三，引导重组家

庭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校园人际交往观念，学习校园人际交往技巧，提高校园人际交往能力，克服校园人

际交往障碍，在校园场境下逐渐发展出亲密、支持性的人际关系，能够实现其健康成长的目标。具体对

策如下。 

3.1. 个体层面 

3.1.1. 提升个人认知 
社会工作者在介入重组家庭人际交往障碍问题过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帮助重组家庭青少年提升个人

认知，正确认识世界和客观事实，使其校园人际交往行为在理性认知的引领下正确发展。一方面，提升

重组家庭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妥善处理情绪问题。从家庭、学校入手，通过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培训，

使家长能够及时发现孩子的问题苗头，并及时采用合适的方法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正

确的行为习惯。另一方面，联合学校、社会等多方力量，多开展一些关于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知识讲

座，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优秀励志青年人为重组家庭青少年作演讲。同时，社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帮助重组家庭青少年寻找导致情绪、性格发生的不良事件，与他们一起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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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问题时学会放平心态，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及时调整情绪、状态，不断提升自身的人

际交往能力，以便培养更加积极向上的性格与生活观念。 

3.1.2. 培养校园人际交往能力 
提升重组家庭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技能，提高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首先，社工可以帮助重组家庭青

少年学习一定的沟通技巧，注意在沟通中适当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与想法，也要注意倾听他人讲话，形成

良好的互动，形成正向的人际发展关系。其次，学会挖掘自身长处，培养自身的兴趣爱好，通过主动展

示自己吸引他人，进而发展友情，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同时还需要家人及社会工作者为他们讲授以及展

示正确的交友方式，为他们做榜样，鼓励参加集体活动，增强他们的归属感与适应性，培养提升他们的

人际交往能力。 

3.2. 家庭层面 

3.2.1. 注重家庭沟通 
良好的家庭沟通对于重组家庭青少年培养良好的校园人际交往能力，减轻或消除校园人际交往障碍

问题尤为重要。而重组家庭由于复杂的家庭结构，使得重组家庭青少年较难实现在家庭中的良好沟通。

家庭成员可通过约定固定沟通时间和沟通频次，分享彼此的生活体验、情绪感受和未来计划等，让沟通

成为家庭习惯。在沟通过程中需要给家庭成员制造充分的表达空间，不随意打断、反驳，学会用心倾听，

实现有价值有意义的沟通形式。同时在表达过程中尽量保持条理清晰，直接真诚表达自身想法和需要，

使沟通更加顺畅。以及建立一个开放和诚实的沟通环境，让家庭成员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

感受，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拉近心理距离。注重家庭沟通需要每个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和持续实践，

因此家庭成员之间需要给予对方足够的陪伴与关怀，加强日常沟通，密切家庭成员关系，培养亲子间的

信任感，增强青少年的安全感，进而使其在校园中能够主动积极地进行人际交往。 

3.2.2. 营造良好家庭氛围 
家庭是青少年实现社会化进程最基本的场所，是一个人个人性格、道德品质和社会理想的最初来源

(韩庆龄，2012)。重组家庭的产生和发展不免要经历家庭角色的变化，而在家庭环境变化过程中，家庭角

色并未实现成功转换，就会影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不利于良好家庭氛围的构建，进而影响子女的心

理感受和行为方式。社会工作者可以为重组家庭父母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亲职教育辅导，引导重组家庭家

长采取合适的教育方式，使青少年能够建立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行为习惯。一方面尊重彼此差异，

尝试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另一方面，分享积极信息，有助于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营造

温馨的家庭氛围。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重组家庭青少年能够对家庭成员产生信任感，进而将这种正面

的情绪带入到校园人际交往的体验中，容易获得更多的人际交往成功经验，破除校园人际交往的“恶性

循环”。 

3.3. 学校层面 

社会工作对于重组家庭青少年校园人际障碍问题在学校层面的介入一方面可以围绕构建良好的朋辈

群体支持网络展开，消除重组家庭青少年与同学之间的误会与成见。通过人际交往主体小组进行社交训

练，帮助学生澄清交往理念、回顾反思交往经验、讨论交往困境、训练交往技能等，并进行社会意向引

导、消除可能存在的社会交往障碍。另一方面，加强对于重组家庭青少年群体的关注，通过“营造和谐

校园”等主题综合活动，创造关怀、有爱的校园环境，帮助重组家庭青少年能够很好地融入班级、学校，

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鼓励教师与重组家庭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通过个别谈话、家访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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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学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邀请专业人士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定期组织心理健康讲座和咨询活动，帮助学生正确识别和处理负面情绪。 

3.4. 社会层面 

注重社会主流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通过对重组家庭成功案例加以讲解，重新树立重组家庭新形象，

进而改变人们以往对重组家庭青少年的刻板印象，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让大众对该群体有正确的

认知与良好的印象。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链接各类社会资源，如心理咨

询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区、公益组织等，为重组家庭青少年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

他们克服人际障碍，提升社交能力。 

4. 结语 

重组家庭青少年校园人际交往障碍的成因复杂多样，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共同

努力和协作。通过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构建多样化支持网络系统和加强社会工作

介入等措施，可以有针对性地帮助这些青少年克服人际交往障碍问题，促进他们的全面健康发展。希望

未来能有更多的研究和实践关注这一领域，为重组家庭青少年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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