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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老人出于各种原因跟随子女随迁至城市，

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社会融入问题。以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与活动理论为

指导，运用小组工作的方法，对F社区的10名随迁老人展开了小组服务。社工充分发挥组织者、引导者、

教育者的角色作用，运用专业技能帮助随迁老人构建朋辈支持平台，满足其人际交往需求，促进组员在

环境、文化、制度方面的融入。小组结束后经评估发现，小组成员的社会融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小组

活动有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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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more and more 
elderly people are moving to cities with their children for various reasons, and this group has wide-
spread social integration problems. Taking the problem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is guided by the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activity theory and uses group work metho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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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group services to 10 migrant elderly who live in F community. Social worker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s of organizers, directors, and educators and use professional skills to help migrant elderly 
build peer support platforms, meet thei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eds, and promote the inte-
gration of group members in terms of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system. After the end of the group, the 
evaluation found tha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of the group members had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group activities had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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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下，大量青壮年赴大城市寻找机遇，随之产生的随迁老人群体

日益庞大。他们背井离乡与子女在城市团聚，承担照顾孙辈与家务之责。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的流动人口为 37,582 万人，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长 69.73% [1]。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深圳市流动人口近 1244 万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 51.29% [2]。在 F 社区实

习期间，笔者在老年活动协助中察觉随迁老人普遍面临社会融入困境，需求亟待满足，因此，笔者通过

小组工作的方式使其更好地适应随迁生活，并融入社会，避免他们沦为社会边缘群体。 

1.2. 研究意义 

鉴于随迁老人兼具流动人口与老年群体双重特性，极易被边缘化。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运用

小组工作的方法，旨在促进深圳市 F 社区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理论层面上，本研究补充了随迁老人社

会融入的相关研究，推动了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并提炼与总结了社区老年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现实

层面上，通过小组工作介入，不仅提高了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度和生活满意度，而且有助于社会稳定和

谐。同时，以 F 社区为实践场域，笔者借助问卷调查、访谈及小组工作等方法，深入参与老年社会工作

服务，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专业素养，并期望将成果推广至其他社区，为更广泛的随迁老人群体谋

福祉，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研究现状 

2.1.1. 有关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相关研究 
1) 有关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研究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是多样化的。覃元林(2019)通过对安徽省淮南市社区的老漂族进行参

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老漂族存在精神健康、心理适应、思想落后、社交障碍、非平等性的社会福

利等方面的共性问题[3]。牛可可等(2020)认为随迁老人在远离家乡和熟人圈子来到新城市照顾孙辈的情

况下，代际隔阂问题和社会隔离问题显得尤为严重[4]。刘素素等(2018)研究发现，随迁老人在社会融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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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存在着文化接纳能力较弱、社会支持网络匮乏、自我效能感较低等问题[5]。 
2) 有关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对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学者主要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

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孙丽(2020)针对 204 位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状况及问题，从以下若干方面进行

了原因分析：子女与老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及相互需要、城市文明的先进性、随迁老人自身的弱势地位、

家庭养老功能的下降及居住模式的限制、城市人际交往的固有特性、政府的制度性障碍[6]。张岳然(2021)
认为，随迁父母作为“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产物，其城市融入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的影

响，而代际扶持和迁移跨度作为这两方面的核心要素对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影响也最为显著[7]。杨克等

(2023)对中等城市 S 市 L 社区的 25 位随迁老人开展调研，发现随迁老人在城市融入中面临系统性的困

境，且影响因素复杂，在微观系统层面，表现为个体的生理状况、心理状况、社会交往等方面；在中观系

统层面，表现为朋辈群体支持、家庭代际支持、家庭关系等方面；在宏观系统层面，表现为社区活动、城

市文化、社会政策等方面[8]。 
3) 有关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对策研究 
在促进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对策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从多方面促进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王

康康等(2023)认为，应当发挥地方政府经济支持的作用和社区能动作用，还应当注重家庭的情感和经济配

合[9]。彭大松(2020)基于深圳、贵阳两市流动老人城市融入专项调查数据，研究得出良好的家庭环境、和

谐的代际关系、崇尚尊老文化、高质量社区服务和完善的福利体系等，都将成为流动老人城市融入的重

要动力[10]。李雨潼(2021)认为，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解决，政府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家人配合、老年流动人口发挥主观能动性，缺一不可[11]。 

2.1.2. 有关社会工作介入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社会工作介入随迁老人社会融入有一定的服务成效，且能够形成一定的服务模式。吴庆

妍(2022)针对社区随迁老人开展“耆乐融融——新城社区‘老漂族’社区融合计划”形成的服务模式和成

效：“定时定点定向”发掘服务对象、以“3 + 1”多元服务促进互相交流、志愿服务促进个人成长[12]。
孙丽等(2019)认为，可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增强城市适应主动性、改善家庭关系、重建社区集体意识与集体

生活、消除政府制度性障碍等，来应对“城市性”缺陷，促进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与融合[13]。孙金明(2015)
认为，基于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工作介入既可以为农村随迁老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提供更加专业和个性化的

照顾，还能激发农村随迁老人潜能，鼓励其继续参与社区建设，提高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感[14]。 

2.2. 研究述评 

通过阅读现有文献，学者对于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相关研究，主要从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

影响因素、对策及社会工作介入促进融入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是，较少有学者能够借助社会工作相关理

论，并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和专业技巧展开实务研究。所以，本文拟借助社会支持理论和活动理论，通过

小组工作介入，来推动随迁老人多方面地融入社会。 
近年来，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学者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

成果可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方法参考。 

3.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3.1. 概念界定 

3.1.1. 随迁老人 
随迁老人也被称作“老漂族”、“流动老人”、“外来老年人”等，学界对随迁老人没有统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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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李红飞等(2017)认为，随迁老人是离开家乡，随子女到异地生活、帮子女带小孩做家务的老年人群

体[15]。孔凡磊等(2020)认为，随迁老人即为了照顾隔代亲人或养老等原因，而离开原来熟悉的农村或城

市环境，跟随子女来到大城市居住生活的老年人[16]。综上，本文将随迁老人定义为：55 岁以上为跟随

子女而离开原居住地，在迁入地居住两个月以上的老人。 

3.1.2. 社会融入 
国内学界对“社会融入”没有明确的定义，一些学者从社会学理论视角定义了“社会融入”的概念，

认为社会融入是指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

会行动过程[17]。本文引用学者程首一对社会融入的界定，即来到新环境后被赋予新角色的个体为了不断

适应新角色而能动地与社区中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的互动，从行为到心理上适应社会生

活的过程[18]。本文针对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从心理融入、社区融入、区域融入、制度融入这四个维度

进行分析，以此判断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情况。 

3.2. 理论基础 

社会支持理论是现代社会系统理论的一个理论分支，它指的是“通过整合社会中可利用的社会资源，

运用专业化或者非专业化的支持照顾网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或者亟需帮助的群体提供全方位、动态

的照顾保护网络，帮助其恢复自身的社会化特定的角色”[19]。 
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确保个人的日常生活能够平稳运转，随迁老人跟随子女来到城市生活，

社会交往场所随之产生变化，原来的社会支持网络也因此割裂，他们的子女因为工作原因而无法给予更

多的陪伴，使他们面临社会融入困难的困境。因此，帮助随迁老人构建新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促进其社

会融入的重要途径。 

4. 深圳市 F 社区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小组工作介入过程 

4.1. 深圳市 F 社区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 F 社区的实习过程中，通过参加社区活动和入户走访的方式，对 F 社区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

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10 份，有效问卷 10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36%。 

4.1.1. 较低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虽然随迁老人在社区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依然无法融入到社区的组织群体中。由于较低的自

我身份认同，他们往往将自身排除在社区之外，以至于在人际交往中常常会选择和自己情况相一致的外

地老人进行交往。 
 

Table 1. Sense of belonging of migrant elderly to the community 
表 1. 随迁老人对社区的归属感情况 

对现在生活的社区有家的感觉 人数 百分比 

没有 10 9.43% 

不太有 76 71.70% 

比较有 19 17.92% 

非常有 1 0.94% 

总计 106 100.00%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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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表 1 显示，在题目“您对现在生活的社区有家的感觉？”中，9.43%的随迁老人选择“没

有”，高达 71.70%的随迁老人选择“不太有”，17.92%的随迁老人选择“比较有”，仅有 0.94%的随迁

老人选择了“非常有”。 
通过访谈了解到即使在该社区生活了一段时间，大部分老人仍认为自己是外地人，从侧面反映出随

迁老人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较低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现象。 

4.1.2. 人际交往范围小，社区参与度低 
随迁老人跟随子女随迁到新环境居住，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断裂，且大部分随迁老人需要照顾孙辈

和操持家务，没有空闲时间进行人际交往，加上不会当地方言，导致他们的人际交往范围狭小且缺乏必

要的社会交际。 
 

Table 2.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migrant elderly 
表 2. 随迁老人的人际交往情况 

与社区其他居民的交往情况 人数 百分比 

交往很多 7 6.60% 

交往一般 27 25.47% 

交往很少 53 50.00% 

几乎没有交往 19 17.92% 

总计 106 100.00%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调查数据表 2 显示，在题目“目前您与其他社区居民的交往情况如何”中，17.92%的随迁老人选择

“几乎没有交往”，50%的随迁老人选择“交往很少”，25.47%的随迁老人选择“交往一般”，仅有 6.6%
的随迁老人选择“交往很多”。 

参加社区活动是促进随迁老人与社区内其他长者建立人际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参加社区活动的频

次能够体现随迁老人的社区参与程度，每年参加社区活动的频次越多，说明他们的社区参与程度越高，

相反，则越低。 
 

Table 3. Frequency of migrant elderly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表 3. 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情况 

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 人数 百分比 

0 次/年 22 20.75% 

1~2 次/年 44 41.51% 

3~4 次/年 20 18.87% 

5~6 次/年 15 14.15% 

6 次以上/年 5 4.72% 

总计 106 100.00%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如表 3 所示，每年参与社区活动频率为 1~2 次的随迁老人占比 41.51%，其次每年参与社区活动频率

为 1~2 次的随迁老人占比 20.75%。因此可以看出，大部分随迁老人的社区参与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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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文化适应有困难，环境熟悉度低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际沟通的必要工具，顺畅的语言交流能够促使随迁老人更好的社会融入。 

 
Table 4.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daptation of migrant elderly 
表 4. 随迁老人语言沟通适应情况 

语言沟通适应程度 人数 百分比 

非常适应 0 0.00% 

比较适应 1 0.94% 

一般适应 38 35.85% 

不太适应 53 50.00% 

很不适应 14 13.21% 

总计 106 100.00% 

数据来源：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调查数据表 4 显示，在题目“您对语言沟通适应情况？”中，13.21%的随迁老人选择“很不适应”，50%
的随迁老人选择“不太适应”，随迁老人与当地老人交流存在障碍，导致随迁老人在融入过程中难度加大。 

随迁老人从熟悉的原住地来到陌生的社区生活，生活场域发生巨大变化，风俗和饮食习惯较难在短

时间内发生改变，对社区路线也需要慢慢摸索。调查数据显示，在题目“您对社会风俗适应情况？”中，

9.43%的随迁老人选择了“很不适应”，50.94%的随迁老人选择了“不太适应”。 
 

Table 5. Familiarity of the migrant elderly with the community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表 5. 随迁老人对社区及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情况 

对社区及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 人数 百分比 

非常熟悉 8 7.55% 

比较熟悉 25 23.58% 

不太熟悉 67 63.21% 

不熟悉 6 5.66% 

总计 106 100.00% 

数据来源：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在题目“您对社区及周边环境熟悉吗？”中，如表 5 所示，5.66%的随迁老人选择了“不熟悉”，63.21%
的随迁老人选择了“不太熟悉”。由于随迁老人在语言交流、风俗和饮食习惯、社区路线熟悉程度等方

面与当地老人存在差异，导致他们随迁后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 

4.2. 小组工作方案与计划 

4.2.1. 小组基本情况 
1) 小组名称：“我在他乡挺好的”随迁老人社会融入支持小组 
2) 小组类型：支持性小组 
3) 活动地点：F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四点半课堂 
4) 计划招募人数：10 人 
5) 活动节次：5 次 
6) 活动开展频率：每周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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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活动时间：2024 年 10 月 7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1 日 
8) 活动工作者：1 名社会工作者，1 名社区志愿者 

4.2.2. 小组目标 
1) 总目标 
基于 F 社区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情况，小组最终目标是帮助随迁老人融入社会。通过小组活动满足

随迁老人增强文化及环境适应、促进人际交往，以及提高制度融入度等方面的需求，促进随迁老人多维

度地融入社会，提高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2) 分目标 
① 通过此次活动，80%的随迁老人组员的朋辈支持平台得到构建，满足人际交往方面的需求。 
② 通过此次活动，80%的随迁老人组员能够掌握简单的粤语日常用语，熟悉社区及周边环境，了解

可利用的 5 种社区资源(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站、2 个奋斗驿站、社区公园)，满足文化及环境适应方

面的需求。 
③ 通过此次活动，80%的随迁老人组员能够了解随迁落户政策的相关信息，知悉如何通过手机进行

异地就医备案，促进制度方面的融入。 

4.2.3. 小组成员招募 
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招募小组成员，笔者采用两种形式招募小组成员，线上通过社区信息共享群、

长者服务微信群、电话邀请等方式宣传活动，线下通过入户宣传、社区宣传栏张贴活动信息、面对面邀

请的方式宣传活动，本小组共招募了 10 名随迁老人参加小组活动。 
 

Table 6. Group activity program design 
表 6. 小组活动方案设计 

活动节次 活动主题 活动目标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你我初相识 

1) 使组员基本了解社会工作者和本次 
小组内容，澄清小组目标与期望 
2) 促使组员之间相互认识，了解彼此 
3) 制定小组契约 

1) 介绍此小组的内容和目的 
2) 破冰游戏“击鼓传花” 
3) 协助组员订立小组契约 
4) 总结与分享 

第二节 粤语知多些 

1) 了解各地风俗及本地风俗，拉近组员

之间的距离 
2) 学习和掌握简单的粤语日常用语 
3) 增强对文化和语言的适应 

1) 社工介绍本地风俗，组员分享各自家乡

风俗 
2) 视频教学粤语日常用语 
3) 组员互相练习巩固 
4) 总结与分享 

第三节 走进社区， 
拉近你我 

1) 提升组员对社区及周边环境的熟悉度 
2) 使组员了解社区可利用的 5 种社区资

源 
3) 增强组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 分享社区所见所闻 
2) 绘制社区地图 
3) 详细介绍社区相关信息 
4) 总结与分享 

第四节 一切尽在 
我手中 

1) 学习使用微信的基本功能 
2) 拓宽交友平台，构建朋辈支持网络 
3) 了解随迁落户、异地就医备案相关信

息 

1) 社工讲解使用微信基本功能的操作流程 
2) 邀请组员加入长者服务群，互加好友 
3) 学习随迁落户、社会福利相关政策 
4) 通过手机进行跨省异地就医备案 
5) 总结与分享 

第五节 再见，再见 

1) 巩固本次小组成果 
2) 增强组员对社区组织的了解，鼓励组

员参与社区各类活动 
3) 分享收获、处理离别情绪 
4) 正式结束小组 

1) 回顾往期小组活动 
2) 长者和志愿者领域的社工介绍各自领域

的活动情况 
3) 引导组员分享感受 
4) 拍照留念，发放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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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小组活动方案设计 
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此支持性小组将从人际交往、文化及环境适应、制度融入等方面开展

服务，帮助随迁老人能够适应新环境新生活，从而使随迁老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小组活动大纲见表 6。 

4.2.5. 可预见困难及对策 
为了促进小组活动的顺利进行，实现小组活动预期目标，在策划小组活动方案的过程中，要对可能

存在的困难或风险进行预测，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见表 7)。招募的小组成员是随迁老人，因此要考虑到组

员的出勤情况，要激发组员的参与热情，照顾部分老年人反应速度较慢的情况，引导组员遵守小组契约。 
 

Table 7. Foreseeabl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表 7. 可预见困难及对策 

可预见困难 对策 

组员因照顾孙辈或料理家务缺席活动 引导组员签订小组契约；活动时间尽量安排在所有组员都空闲的时

间段，活动开始前电话提醒组员活动开展时间。 

活动过程中的分享环节不顺畅，组员沉默 提前做好访谈调研，熟悉组员的背景，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做出适

当的鼓励与引导。 

个别组员反应速度较慢 在开展活动期间，社工应当放慢语速，引导组员互相帮助，使每一

名组员跟上活动进程。 

4.3. 小组方案实施过程 

基于 F 社区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笔者共设计 5 节小组活动，每节小组活动有各自的主题

和内容，层层推进，多方面地促进随迁老人社会融入。 

4.3.1. 第一节小组活动——你我初相识 
为确保组员按时参加小组活动，社工在活动开始前电话提醒组员第一节小组活动开展的时间和地点。

由于组员之间互不认识，对此次小组活动也并不了解，有较强的戒心和防卫心理，小组气氛相对冷清尴

尬。活动准时开展，首先，社工做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向组员说明本小组的活动目标和社工所扮演

的角色、陈述小组的活动安排、了解组员的期待和顾虑，并对组员提出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回答，使组员

更加了解小组活动的安排。为了缓解组员在小组初期紧张和焦虑的情绪，打破僵硬的小组气氛，社工借

助“击鼓传花”这一游戏进行破冰，使小组气氛逐渐变得温馨、轻松，破冰游戏结束，社工鼓励每一名组

员轮流做自我介绍，每位组员自我介绍完毕，社工都会鼓掌给予肯定，其中不乏兴趣爱好和户籍地一致

的组员，小组成员间的交流互动也有所增加，在此过程中，社工了解了每位组员的基本情况和性格特征。

在组员彼此熟悉后，社工与组员一起讨论，共同制定了小组契约，并邀请组员签字确认，促使组员遵守

小组规范。社工引导组员一起交流参与本节活动的心得体会，并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最后，对每位组

员的参与表示感谢，同时告知下节活动开展的时间和地点。 
总结与反思：本节活动目标达成情况良好，组员对小组内容有了大致了解，组员之间也建立了关系，

认识了彼此。本节小组活动的优点有：第一，社工提前通过致电的方式，告知组员小组活动开展的时间

和地点，避免了小组成员迟到缺勤的现象；第二，采用老年人能够理解的言语介绍小组背景(为什么开此

小组)和介入策略(怎样做来达到目标)；第三，开展过程中，及时对组员的提问进行回应，消除组员紧张

戒备的心理。本节活动不足之处：第一，破冰游戏“击鼓传花”游戏声音过小，组员表示听不清，后续的

活动应当提前调试好音响设备；第二，个别组员交头接耳影响小组秩序，社工应当及时引导组员认真倾

听他人的发言，维持小组秩序。 

https://doi.org/10.12677/ar.2025.121007


李艺，王文棣 
 

 

DOI: 10.12677/ar.2025.121007 55 老龄化研究 
 

4.3.2. 第二节小组活动——粤语知多些 
首先社工带领组员一起回顾了前一节小组活动的内容，以及回忆了每位组员的名字和籍贯，以此来

强化组员的记忆，并且再一次强调小组契约，促使组员遵守小组规范。社工利用视频介绍自己的家乡，

进而引导组员积极地向其他组员介绍自己的故乡，包括文化、风俗、美食等，小组气氛十分热闹，拉近

了组员之间的距离，紧接着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当地的风俗，使组员对当地风俗文化有了一定了

解，认识到了各地文化的差异性。社工先是播放了一段有趣的粤语视频，激发组员的学习积极性，再借

助相关的粤语教学视频，帮助组员学习和掌握简单的粤语日常用语。考虑到部分组员学习和接收新知识

能力较差的情况，社工在视频播放完毕后，带领组员跟读视频中涉及的粤语日常用语，又设计了相应情

景，鼓励小组成员使用粤语进行日常对话练习，以促进小组成员在相互交流中学习粤语的日常用语。社

工还推荐了经典粤语生活剧《外来媳妇本地郎》，鼓励组员继续收看和学习，以此保持组员学习粤语的

热情。分享环节，组员们分享了这节活动中自身的表现和感受，认同本节小组的活动内容，最后社工总

结了本节的活动内容，并提醒组员下节活动开展的时间和地点。 
总结与反思：本节活动目标达成情况良好，增强了组员对当地文化的适应，组员能够掌握简单的粤

语日常用语。本节小组活动的优点有：第一，社工运用了自我披露的技巧，向组员讲述了自己在北方读

书期间感受到的差异，有利于组员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性；第二，在练习粤语环节，鼓励会说粤语的组员

带领其他组员学习粤语，提升了该组员的个人效能感和自信心，也拉近了组员之间的距离；第三，给组

员布置了家庭作业观看粤语生活剧《外来媳妇本地郎》，鼓励组员巩固学习成果，保持学习热情。本节

小组活动的不足之处：在其他组员分享自身家乡美食和风俗时，其他组员对于分享内容不太了解，社工

应当提前准备相关照片或视频给予辅助。 

4.3.3. 第三节小组活动——走进社区，拉近你我 
首先社工带领组员一起回顾前一节小组活动的内容，并考查组员对简单的粤语日常用语的掌握情况，

巩固组员们的学习成果。为了让组员们更好地适应随迁生活，拉近组员之间的距离，社工先行向组员们

分享了自己初到社区的体验，紧接着引导组员分享社区中的所见所闻，探讨应当如何应对随迁后带来的

差异问题，促使组员之间相互讨论和学习。绘制社区地图环节，社工向组员发放彩笔和卡纸，并鼓励组

员在绘制的过程中标注可利用的社区资源，组员绘制完毕后进行展示，随后社工借助 PPT、三维地图，

图文并茂地向组员介绍社区历史、文化风俗等相关概况，促进组员对社区的可利用资源有更多更详细的

了解，未体验过社区可利用资源的组员表示在本节小组结束后就要去体验榕树下奋斗驿站免费缝补衣物

的服务。最后，社工和组员一起回顾了这一节的活动内容，巩固本节活动所学习的内容(五种可利用的社

区资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站、两个奋斗驿站、社区公园)，并提醒组员下节活动时间。 
总结与反思：这一节小组目标完成情况较好，提升了组员对社区及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小组成员

对 5 种可利用的社区资源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提高了组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本节小组活动的

优点有：鼓励对社区情况较为熟悉的组员带动对社区情况不熟悉的组员，使对社区情况不熟悉的组员对

社区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本节小组活动的不足之处：在绘制社区地图时没有强调小组契约，导致个别

组员在这一环节有玩手机的现象，没有积极参与小组活动，观察到组员有违背小组契约的行为时，应当

及时制止并强调小组规范。 

4.3.4. 第四节小组活动——一切尽在我手中 
社工带领组员一起回顾前一节小组活动的内容，向组员提问可利用的社区资源有哪些，巩固上节小

组活动所学的内容。下一环节是学习使用微信的基本功能，社工运用 PPT、图文结合的方式向组员们讲

解，包括电话号码添加好友、扫一扫添加好友、更改好友备注、共享实时位置、更改字体大小、发起语音

https://doi.org/10.12677/ar.2025.121007


李艺，王文棣 
 

 

DOI: 10.12677/ar.2025.121007 56 老龄化研究 
 

视频通话等内容；其次向组员介绍随迁落户的相关信息，为正在办理或者准备办理随迁落户手续的组员

普及相关信息，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组员用手机拍照记录；接着向组员讲解如何运用手机操作异地就医

备案，使组员对异地就医备案流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讲解过程中不少组员做笔记记录操作流程，讲

解完毕后将时间留给组员进行操作练习。组员们纷纷动手操作，相互帮忙，组员活学活用，利用所学内

容互相添加好友；征得组员的同意后，社工将组员邀请进社区的信息共享群和长者服务微信群，从而拓

宽组员的互动平台，增强朋辈支持，在巩固练习的过程中，对手机操作较为熟练的组员会帮助有需要的

组员，组员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关系也更为紧密。社工邀请组员们分享感受，部分有老花的组员表示

将字体调大后看手机方便了许多，希望以后多多开展这类实用性活动，最后社工将组员的分享和活动内

容进行总结，并向组员告知下一节活动是最后一节小组活动，提醒组员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总结与反思：本节活动目标达成情况良好，组员学会了使用微信的基本功能，更好地融入智能社会；

拓宽了交流平台，增强了朋辈支持；对随迁落户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知悉如何运用手机操作异地就医

备案，促进组员制度融入。本节小组活动的优点有：第一：鉴于组员学习和接受能力较差的情况，社工

给每位组员发放了使用微信基本功能的操作流程纸质版材料，让组员带回家进行巩固练习；第二，随迁

落户政策和异地就医政策是组员较为关心的内容，在介绍政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工政策实施者角色

的作用，促使组员通过社工更好地了解社会政策。本节小组活动的不足之处：第一，由于组员的操作能

力较差，大多数组员需要社工进行一对一帮助，导致未能及时回应有需要的组员，导致小组进度有所耽

误，压缩了原计划的巩固练习时间；第二，本节活动没有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

应当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使其协助社工帮助有需要的组员。 

4.3.5. 第五节小组活动——再见，再见 
社工带领组员一起回顾前一节小组的活动内容，向组员提问使用微信基本功能的操作流程，并查看

组员申请异地就医备案的审核结果，巩固学习成果。社工运用前四期的活动照片，来带领组员对整个活

动历程进行回顾，帮助组员回想往期的活动内容以及组员之间互相帮助的场景，使组员意识到自己参加

小组后的正向变化和收获；接着社工邀请负责长者和志愿者领域的社工分别介绍各自领域开展的社区活

动，鼓励组员参加自己心仪的社区活动；随后邀请每位组员分享感受(如自身变化、参与体验与感悟等)，
组员们认为通过参加这个小组活动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学会很多实用的知识，参加此次活动十分开心，

希望社区后续能够多多举办类似的活动，每一位组员分享完毕后，社工给予总结和评价，以此巩固小组

成效。所有组员分享结束后，社工对每位组员的主动分享给予了肯定，并对本小组的活动效果进行了总

结，鼓励组员积极参加由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并与社区中的其他居民进行互动和交流，从而拓宽自身

社交圈，促使社区居民之间互帮互助。小组结束后，社工向中心主任反映组员情况，希望社区对随迁老

人这一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关怀，并在后续能够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以满足这一群体的需求。告知组

员 5 节小组活动圆满结束，小组虽已结束，但是组员与组员之间、组员与社工之间的情谊并没有结束，

大家在今后的日子仍能联系，仍能互帮互助。最后，社工向组员发放参加者意见表及社会融入度评估表，

从而更好地了解活动成效，填写完毕后，为组员分发活动奖品并合影留念。 
总结与反思：这一节是小组活动的最后一节，社工与小组成员一起回顾了在小组初期所设定的活动

目标，现在小组目标基本达成，因此小组也自然结束。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组员与组员之间，组员与

社工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个别组员可能会产生离别情绪，社工应当发挥活动组织者和引导者的

作用，对组员的离别情绪进行及时处理，对组员在活动过程中的正向变化给予积极评价，从而提高组员

的个人效能感和信心，缓解小组成员因离开小组而产生的担忧与沮丧情绪，由于组员均在本社区居住，

而且社工肯定了组员在活动过程中的正向变化，因此，在十名小组成员当中，没有需要社工特殊处理离

别情绪的情况，小组活动圆满且顺利地结束，基本达成了小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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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组工作成效评估 

5.1. 小组过程评估 

5.1.1. 服务对象参与度 
第一，出勤率方面，小组成员招募完毕后，电话询问每位小组成员的空闲时间，待协调完毕后，在

微信群发布公告以及电话告知小组成员开展活动的时间和地点，让组员们合理安排各自时间。在第一节

小组活动开始前一天再次发布微信群公告和电话通知组员第一节小组活动的时间地点，避免组员有临时

变故，第一节小组活动组员出勤率为 100%。在接下来的每一节活动结束后，社工均会提醒组员下一节小

组活动开展的时间地点，并在小组活动前一天以微信群公告和电话的方式提醒组员，后面四节小组活动

组员的出勤率均为 100%。 
第二，成员活动表现方面，在每节小组活动结束后，社工都会在小组集会记录表上记录每位组员的

状态以及活动过程中的参与情况，随着小组活动的开展，组员与组员之间、组员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关

系逐渐亲近，小组凝聚力也逐步形成，活动过程中，对参与积极性较低的组员给予鼓励和关怀，同时引

导组员之间互帮互助。 

5.1.2. 社会工作者自我评估 
实习期间，笔者进入社区调研、招募组员、设计活动方案和实施活动方案，笔者全程主持了五节小

组活动，小组活动圆满结束，基本达到了小组活动的预设目标。通过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了解社区随迁老

人的社会融入情况；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运用鼓励、引导、积极回应以及自我披露等社会工作专业技能，引

导组员积极参与小组活动，提升组员的个人效能感，促使小组目标的达成。但是，由于个人实务经验较少，

控场能力、时间安排和技巧运用等方面仍需提升。在策划小组活动方案方面，基于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设

计小组活动方案，适配度较高；在每节小组活动结束后，及时更新小组集会记录表，针对不足进行自我反思，

依据组员的建议以及活动过程中的突发情况，灵活调整活动方案，使服务对象对小组活动充分满意。 

5.2. 小组结果评估 

5.2.1. 小组成员满意度评估 
组员满意度调查表能够较好反映小组成员对小组活动的满意程度和认可程度，满意度问卷涉及 7 个

内容：小组时间安排、小组形式、小组场地、小组内容、社工工作表现、社工工作态度、自身在本次小组

中的投入程度。5 个维度测量满意度：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值赋值为 1 分~5 分。 
 

Table 8. Group member satisfaction survey form 
表 8. 组员满意度调查表 

评价内容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平均分 

小组时间安排 0 0 0 2 8 4.80 

小组形式 0 0 0 4 6 4.60 

小组场地 0 0 0 3 7 4.70 

小组内容 0 0 0 1 9 4.90 

社工工作表现 0 0 0 0 10 5.00 

社工工作态度 0 0 0 0 10 5.00 

自身在本小组中

的投入程度 0 0 0 1 9 4.90 

数据来源：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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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组员填写的满意度调查表汇总(见表 8)，组员对小组时间安排、小组形式、小组场地、小组内容、

社工工作表现、社工工作态度、自身在本小组的投入程度这 7 方面的评价均为满意或非常满意，充分表

明组员对本小组活动认可程度高。在收集参与者意见表时，组员纷纷对社工的表现以及小组活动给予了

肯定。组员们一致认为小组时间安排合理，并且社工在每节活动开始前都会发布微信群公告和电话告知

组员活动开展的时间和地点；小组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对于组员的需求和问题也十分契合，有利于组员社

会融入；在社工的鼓励引导以及组员之间的帮助下，每名组员都能够积极投入到小组活动中；社工在活

动过程中给予每一位组员关怀，并在每节小组活动结束后对组员们的成长给予肯定。 

5.2.2. 目标达成情况评估 

Table 9. Summary of goal achievement 
表 9. 目标达成情况汇总表 

目标 是 否 

构建朋辈支持平台，满足人际交往需求 9 1 

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掌握简单的粤语日常用语 9 1 

熟悉社区及周边环境，了解 5 种可利用的社区资源 10 0 

了解随迁落户相关政策，知悉如何通过手机进行异地就医备案 10 0 

数据来源：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目标达成情况：通过目前达成情况汇总表(见表 9)得知 90%的组员通过此小组构建了朋辈支持平台，满

足了人际交往需求，拓宽了交际圈，更好地适应了随迁生活；90%的组员通过本小组对当地风俗文化有了一

定了解，能够掌握简单的粤语日常用语，提高了对文化及语言适应程度；100%的组员通过本小组提高了对

社区及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了解到了 5 种可利用的社区资源，能够更好地适应社区生活；100%的组员通

过本小组对随迁落户相关政策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知悉如何通过手机进行异地就医备案，促进了制度融入。 

5.2.3. 前后测小组活动介入效果 

Table 10. Pre- and post-social integration scale 
表 10. 社会融入度前后测表 

小组成员 前测分数 后测分数 改变值 

A 52 70 +18 

B 40 68 +28 

C 46 69 +23 

D 39 67 +28 

E 32 63 +31 

F 36 69 +33 

G 48 72 +24 

H 43 70 +27 

I 45 71 +26 

J 51 70 +19 

数据来源：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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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融入度评估表前后测对比分析发现(见表 10)，10 名组员的社会融入度都有所提高，发生了

正向的积极的变化，由此可见，本小组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效果，对小组成员的社会融入起到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组员 F 的改变程度最大，由于其随迁至深圳市的时间仅有一个月，社会融入问题最为严重；组

员 A 的分值变化最少，其随迁至深圳市的时间两年多，社会融入情况相对其他组员较好，但仍有 18 分值

的改变，说明此小组活动对每一名组员都起到了正向作用。 

6. 总结与反思 

6.1. 总结 

本文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借助社会支持理论和活动理论，在了解深圳市 F 社区随迁老人社会融入

情况的基础上，针对 F 社区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运用小组工作的方法，对 F 社区的十名随迁

老人开展了 5 节小组活动。如今，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现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笔者认为随迁老人的社

会融入需要一系列举措循序渐进地推进。从小组结果评估来看，小组工作介入对随迁老人社会融入起到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小组工作介入随迁老人社会融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

是服务对象仅限于小组成员，且社工个人力量薄弱，通过小组工作影响外部环境效果甚微，所以，想要

彻底解决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不仅需要小组工作的介入，还需要调动个人、家庭、社工、社区、政府

等多方面的力量。 

6.2. 反思 

第一，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能力有待提高。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和活动理论为理论依据，采用小组

工作的方法为该社区随迁老人提供服务，共开展了 5 节小组活动，更多的是在微观层面为服务对象提供

帮助，宏观层面提供的帮助较少，仅用到了社区这一正式支持网络，没有为随迁老人构建其他正式支持

网络。实务过程中更多的是为了达到小组目标，较少地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从而导致为了实务而实务，

实务脱离了理论，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能力有待提高。 
第二，实务经验有待提高。作为一名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缺少实务经验，大部分的社会工作实务经

验停留在所学的课本中，此次从发放问卷、招募组员、撰写小组活动方案到实施小组活动，对于笔者来说

既是挑战又是锻炼。在开展小组活动期间，第一节小组活动面对小组成员紧张到语无伦次，有时也不知道

应当如何有效制止小组成员违反小组契约的行为，有时不知道应当如何根据小组进度转变自身角色，有时

候不知道如何调动小组成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等。笔者在整个论文的实习过程中实务能力有所提升，虽然

实务经验并不丰富，但是在每一节小组活动结束后都会进行反思，不断总结，不断从中吸取经验。 
第三，未能链接各方资源。社会工作者在小组活动过程未能发挥资源连接者的作用，在小组活动开

展前，未能与社区居委会、社区自组织和老年群体的活跃人士进行合作，这样能够更加详细地了解社区

的基本情况、把握社区随迁老人这一群体的情况，快速有效地与社区居民建立友好关系；在开展小组活

动期间，可以链接社区的社康医生这一人力资源，为组员开展健康讲座，满足组员对于健康保健的需要；

F 社区是一个综合性质的社区，未能链接社区的商业资源，可以在筹备活动资金期间联系社区所辖属的

超市，为小组提供相应的物质支持，减轻活动资金压力，从而保证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及趣味性。 
第四，未能较好地发挥组员家庭支持系统的作用。随迁老人为了跟随子女而居住在陌生的城市，他

们的社会支持网络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家庭支持系统尤为重要。但是，子女因为忙于生计，

往往会忽视父母的问题或需求，所以，在后续的活动中，应当增加组员家庭情感支持的内容，并进行与

之内容相适应的社会工作服务，促使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使子女了解到父母因为随迁而产生

的不适感与无助感，从而提高家庭支持系统对随迁老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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