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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网络犯罪是当代青少年犯罪的一种新形式、高科技的犯罪方法，具有隐蔽性以及对社会的高危害

性等特点，因此对于这类型的犯罪青少年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文章主要从认知行为理论视角，对网络

犯罪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情绪未能及时缓解以及对网络认知存在偏差方面进行针对性的社区矫正，介

绍社会工作介入网络犯罪青少年的三大可行性因素。从认知行为理论中认知、行为、结果三因素出发，

提出在认知重构、行为矫正、环境干预三个阶段中社会工作介入网络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策略分析，

从而帮助犯罪青少年改变不良认知，构建合理的认知。 
 
关键词 

青少年网络犯罪，社区矫正，认知行为理论 
 

 

Strategic Analysis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of Juvenile Cybercrime 

Shichang Sh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Feb. 13th, 2025; accepted: Apr. 9th, 2025; published: Apr. 18th, 2025 

 
 

 
Abstract 
Juvenile cybercrime is a new form and high-tech criminal method of contemporary juvenile delin-
quency, characterized by concealment and high harm to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is 
type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behavioral the-
ory to provide targeted community correction for the weak legal awareness, delayed emotional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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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gnitive biases of juvenile cybercrime. It introduces the three feasibility factors for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juvenile cybercrime.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factors of cognition, behavior, and out-
come in cognitive behavior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a strategic analysis of social work interven-
tion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of juvenile cybercrime in the three stages of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behavior corr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tervention, in order to help juvenile offenders change their 
negative cognition and build a reasonable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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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其对社会秩序和青少年个人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随着

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大量涌现，根据《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

互联网运用报告(2023)》发布显示，截止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其中青少年网民数

量近 2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几乎饱和。伴随着义务教育阶段互联网课程的重要性上升以及手机的

普及，越来越多青少年在面临网络安全威胁的同时也在遭受着网络犯罪的诱惑，青少年网络犯罪的规模

和程度都在不断增加。据统计青少年网络犯罪率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上升趋势，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2)》统计，自 2020 年至 2022 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涉嫌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人数分别为 235 人、3001 人、5474 人，2022 年较 2021 年同比上升 82.41%。而刑满释放

的未成年犯在重返社会后，极易出现再次犯罪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监禁忽略了后续对未成年犯心理、

思想和行为进行深入矫正的重要性，在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上存在缺失问题[1]。 
 

 
Figure 1. Process framework diagram 
图 1. 流程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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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从青少年社区矫正现状的相关文献研究着手分析当前社会工作在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方面的

优势，接着从认知行为理论出发探讨了目前网络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如青少年法律意识淡

薄、对网络的不良认知等，最后通过完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以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为切入口指出提高网

络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成效的方法，并以此为网络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工作与提高社会工作服务

水平提供借鉴意义。框架如图所示(见图 1)。 

2.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社区矫正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主要从关于青少年网络犯罪方面、青少

年社区矫正现状方面、认知行为理论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研究以及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研究四方面进

行文献梳理，具体如下。 

2.1. 有关青少年网络犯罪方面 

在有关青少年网络犯罪方面，莫然(2023)认为情绪驱动型网络犯罪是区别于成年人犯罪的一大特点，

对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来说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青

少年在现实世界中遭受挫折和打击，不良情绪长期积压无法自我调整和排解，他们便会向网络寻求情绪

宣泄继而在一时冲动之下实施网络犯罪行为[2]。叶敏(2022)认为青少年由于自身法治意识淡薄，容易受

到社会上不良人士的诱惑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而青少年思维活跃容易掌握相关网络技术，他们在没有

正确的思想意识指导下，出于争强好胜等心理，便利用网络侵犯公共信息安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3]。 

2.2. 青少年社区矫正现状研究方面 

在青少年社区矫正现状方面，杨佩霖(2017)认为社区矫正相对于传统的监禁相对于青少年犯罪者来

说具有更大的价值，社区矫正更适应青少年的发展特点，青少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对青少年在社

区中进行矫正有助于避免青少年受到监狱中成年人错误价值观的影响，帮助他们加强对社会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4]。张瑞(2019)在文章中认为前，我国还没出台完整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且各地开展的青少年社

区矫正项目形式单一并没有与成年人社区矫正有区分，因此应该根据青少年的个人自身发展特点，对其

进行个性化的介入对矫正队伍进行专门化管理，并联动社区志愿者经专业能力培训后开展矫正工作[5]。
史凯，张学东(2021)认为社区矫正服务的实施离不开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但是，目前国内高校社会工

作专业中开设社区矫正专门课程的并不多，社区矫正服务还需要更广泛的专业人才支撑[6]。 

2.3. 认知行为理论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研究方面 

在认知行为理论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研究方面，李琳琳(2022)认为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下认知、情

绪和行为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因此结合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介入涉罪未成年人，社工通过帮

助服务对象识别在自我认知、家庭情感、朋辈社交等方面存在的错误思维，纠正核心认知偏差为其重

建正确认知，强化巩固并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实现行为矫正[7]。崔天昊(2023)认为将认知行为治疗模式

运用于青少年社区矫正中是有年龄优势的，因为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形成的关键

时期，容易接受外界的新鲜知识，认知行为疗法是对青少年的认知进行重构的过程，帮助他们摒弃错

误认知对偏差行为进行修正，因此青少年在认知行为理论的介入下更容易改变[8]。余锦(2018)认为认知

行为治疗疗法运用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矫正偏差行为具有一定的效果，既要关注服务对象的认知也要

关注服务对象的周围环境来改变其认知偏差，其认知偏差是由与其相关的系统综合造成的，介入社区

矫正对象的认知偏差，不仅要介入矫正对象个人，还要介入其相关系统，通过相关系统的介入，帮助社

区矫正对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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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研究 

关于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介入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介入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两

方面。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必要性方面，社会工作独特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可以提升社区矫正的效果。有

数据表明，矫正人员通过社会工作人员的介入帮助后，其进入社会的犯罪率远低于社工未参与的矫正人

员。我国学者刘彩灵(2014)认为，社区矫正的开放性和特殊性，决定了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社会工作所

具有的方法是其他学科所不曾具备的，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区矫正的需要[10]。我国学者郭星

(2021)提出，一方面，社会工作能为社区矫正活动的开展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源，有利于提升矫正效果；另

一方面，社工能对社区矫正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为社区矫正的发展找到更为适宜的矫正方法[11]。我国

学者王卉(2017)提出，社会工作为社区矫正地开展提供了有力地保障，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符合了社区

矫正的内在要求，同时，由于社会工作弥补了社区矫正过程中存在的不专业现象，大大提升了社区矫正

的效果[12]。我国学者王伟(2013)提出，为了确保社区矫正实施效果，应该建立专业的社区矫正团队，而

社会工作较为成熟的工作方法刚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既可以弥补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执行力度的不够

的问题，又可以帮助矫正对象实现再社会化更好地融入社会[13]。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存在问题方面，康娇(2019)认为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之间是经过多个阶段的

探索最后达到当前的契合关系的。但这种契合关系只存在于表面，既不利于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参与，也

不利于社区矫正的进一步发展[14]。刘念(2014)提出，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之间虽然存在着紧密联系，但

是，社区矫正在服务开展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因矫正社工专业知识不足而降低社区矫正效果的问题[15]。
邹儒飞(2019)提出，社会工作在介入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存在服务过程较为单一、矫正效果一般、社会工作

者专业性不强等方面的问题[16]。席小华(2019)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从介入的

方法进行，还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完善设计等方面提升后期服务效果[17]。 

2.5. 文献述评 

现阶段国内外关于网络犯罪、社区矫正方面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关于网络犯罪

的研究，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层面，主要涉及网络犯罪的概念、类型、特点、以及防范措施等方面，

但针对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网络犯罪方面的研究较少。二是关于社区矫正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一般人

犯罪社区矫正和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以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为切入口的角度较少，本文以认

知行为治疗模式为理论为基础，指导社会工作介入网络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做法，并以此为

网络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工作与提高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提供借鉴意义。 

3. 网络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需求评估 

通过对网络犯罪青少年矫正对象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青少年网络犯罪社区矫正对象的需求状

况存在如下几个方面。 

3.1. 提升法律意识的需求 

大多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对于自身的违法犯罪行为并没有相应的认识，不清楚自己的某些行为可能

涉及的法律责任以及惩罚，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其他人往往很难得知网络对面的人的真实身份，

一些青少年容易产生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在网络上的活动不会被发现或者受到法律追究。这主要是由于学

校和家庭在青少年的法律教育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失，学校缺少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相关课程的覆盖，其家

庭也往往会忽视对青少年的网络行为进行引导和教育。同时在社会环境中存在一些亚文化对网络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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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鼓励、宣传或美化，青少年由于处于特殊的发展阶段很容易便会误以为这是一种“潮流”或“酷”

的行为。 

3.2. 发泄负面情绪的需求 

多数社区矫正对象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干扰，如果这些负面情绪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泄或者及时

干预，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消极影响。青少年的抗压能力与成年人存在一定的差距，易受到情绪的影响，

通常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能理智地处理和对待，他们往往长时间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缺乏真实的社交经

验容易感觉到孤独和孤立，这种情绪可能导致他们寻求在网络中寻找满足感和认同感，更愿意用上网来

逃避现实。在对网络犯罪青少年进行社区矫正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负面情绪导致青少年自我封闭，不愿

意与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同时负面情绪可能使得网络犯罪青少年更容易重新回到犯罪

行为中，他们可能采取逃避、报复或者通过网络再次犯罪来应对自己的负面情绪，从而失去了脱离犯罪

行为的机会。 

3.3. 改变对网络认知偏差的需求 

多数矫正对象对于网络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危害性。绝大多数的矫正对象对网

络的认识是不到位的，不知道网络具有两面性，看不到网络的负面影响，错误的认为在网络上的行为可

以完全匿名，不会被追踪和追踪，这种对网络的错误认知使他们更容易参与犯罪行为，同时网络犯罪青

少年低估网络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和严重性，而网络犯罪青少年往往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对于绕过

监控和探测等技术手段有一定的了解这使得他们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可能会继续进行网络犯罪活动，而且

很难被监测到或追踪到，在这一方面网络犯罪青少年很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技术知识来规避社区矫正的监

管和制裁，从而使社区矫正效果受到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矫正对象对网络的认知是有偏差的，

所以，改变他们对网络认知的偏差是其中的需求之一。 

4. 社会工作介入网络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可行性分析 

犯罪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认知、情感以及行为都在不断

地变化发展中，这使得犯罪青少年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传统的监禁刑罚在一方面使犯罪

青少年接触成年犯罪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等，这会使他们的身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利

于行为的改变。而社会工作依靠其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通过平等、尊重的氛围帮助青少年改变错

误认知，为青少年提供全面的支持和服务。 

4.1. 为社区矫正注入专业力量 

青少年社区矫正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需要从业人员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才能有效

开展工作，但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目前这一领域相对较新，很多从业人员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

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有效缓解这一困境，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工作方式，可以为社区矫正注入专

业力量。社会工作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技能擅长通过人际关系、社交技巧等方式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

建立专业的信任关系，在与服务对象的接触中通过非评判保密原则等的技巧使其感受到被尊重，并且通

过个案、小组等专业的工作方法为服务对象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方案，帮助服务对象解决身心问题提高自

我认知水平从而逐渐回归社会。同时，社区矫正工作通常需要专业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资源的支持，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社区矫正机构往往面临着资源匮乏的问题，限制了其专业工作

的发展。社会工作强调社会参与以及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社会工作者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帮助犯罪青

少年协调社区资源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帮助矫正对象融入社区，社会工作者通过与社区居民、社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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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志愿者合作，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咨询等社会支持，这些社会支持可以增强青少年的自信心和社会

适应能力，帮助他们减少再犯的风险。 

4.2. 为矫正对象提供综合性服务 

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社区矫正中提供综合性服务是为青少年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支持的重要

手段。青少年在犯罪或者违法行为后通常存在多种问题，如心理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以及家庭问

题等，每个青少年的背景问题以及需要等都是独特的，需要个性化的支持和定制化的服务，这些问题相

互关联仅仅依靠传统的社区矫正无法从根本上来解决，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通过深入了解每个青少年的

背景和问题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服务来满足青少年的多样化需求。在矫正过程中，社会工作者

通常与多个相关部门和机构进行合作，网络犯罪青少年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往往心理上往往会出现焦虑紧

张等情绪，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利用专业知识为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为青少年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疏

导以帮助他们缓解在矫正过程中的压力和焦虑情绪。与此同时参与社区矫正的犯罪青少年往往会对自己

的未来出现迷茫等情绪，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可以利用专业手段为其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帮助犯罪青

少年规划职业发展，同时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协调职业培训机构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的职业培训以此来提高

犯罪青少年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通过提供这种综合性的服务，社会工作可以更好地满足青少年的多

样化需求，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发展潜能，最终实现社区矫正的成功和重返社会的顺利过渡。 

4.3. 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事业的发展 

社会工作的介入不仅能够直接帮助犯罪青少年修正其偏差行为，还能通过帮扶过程挖掘问题，归纳

建议，为社区的矫正工作积累反馈和经验，为社会提供案例和借鉴，从而实现矫正对象和环境的共同进

步完善，形成积极良性互动。社工在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过程中秉持“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关注

犯罪青少年的错误认知以及偏差行为，通过认知行为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帮助犯罪青少年改变错误认

知，提高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从根本上减少犯罪青少年的再犯罪行为，使其更好的融入社会，促进社

会的和谐稳定。受传统重罚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会对社区矫正人员存在排斥心理，这往往不利于青少

年社区矫正人员的正常社会融入，社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会公众对青少年社区矫正

事业的认识和支持，消除社会上对矫正对象的歧视并且促进社会对青少年社区矫正事业的关注和支持。

社会工作者在实际介入过程中往往更能发现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以及目前相关法律政策的不完善之处，

为青少年社区矫正事业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法规和管理规范提供有事实依据的相关政策建议，从而推动

青少年社区矫正事业的健康发展。 

5. 社会工作介入网络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策略分析 

本文以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为理论为基础，指导社会工作介入网络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阶

段及做法。 
认知行为理论(CBT)认为，个体的认知(自动化思维、非理性信念)与行为、情绪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网络犯罪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往往源于认知扭曲(如“网络匿名即安全”、“暴力解决问题有效”)和环境

强化(如网络亚文化、同伴模仿)等。基于此，介入需聚焦以下核心问题：改变自动化思维固化情况(长期

接触网络暴力、诈骗信息形成“攻击性行为可被接纳”“法律漏洞可利用”等错误认知模式)；消除非理

性信念(如“黑客行为是技术能力的证明”“虚拟身份犯罪风险低”)；平衡社会学习机制(网络同辈的偏

差行为模仿、网络互动中的正向反馈导致强化犯罪行为)。由于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不同青少年

走上网络犯罪道路的原因各式各样，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性，所以在实际矫正过程中要采用差异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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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矫正对象采取一对一量身定制的矫正方案。 

5.1. 认知重构——改变犯罪青少年的负面情绪和错误认知 

青少年由于人生经历的局限性，不合理的认知容易产生错误的价值观，进而引发错误、危险的行为

(例如吸烟、吸毒、犯罪等行为)。部分学者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特点进行了相关调研，根据相关数据分析，

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认知发生了偏差，表现为法律观念薄弱、是非观念缺乏、情绪波动大

以及自控能力较弱等。产生犯罪行为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所以在对犯罪青少年的教育矫正中应

当充分考虑到犯罪人所处的特殊年龄阶段和此时具有复杂心理状态。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很好地满足其所

渴望被尊重和接纳的需求，并且该疗法重视矫正对象的个人需要，符合犯罪青少年的实际需求。根据 ABC
情绪理论框架，表明通常由 A (事件)发生导致 B (信念)偏差，从而发生 C (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因此，

犯罪青少年需要改造和教育同时进行，认知行为治疗模式恰好符合这一要求，社会工作者可以以具体网

络犯罪事件(如非法侵入系统、网络欺凌)为切入点，引导青少年识别触发行为的网络情境(如被挑衅、经

济利益诱惑)，通过“思维记录表”捕捉自动化思维，例如“只要不被抓到就没事”等偏差思维，结合司

法案例(如未成年人触法后果)，分析犯罪行为对自身发展、家庭及社会的实际影响。 

5.2. 行为矫正——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认知行为治疗模式注重人权保障，充分体现人文关怀，通过引导矫正对象认识到自身的非理性认知

和行为问题，并帮助服务对象进行合理认知的重新构建，最终实现行为矫正的目的。 
运用行为实验设计，即让网络犯罪青少年在受控环境中模拟网络高危情境(如钓鱼链接识别、网络骂

战)，观察并修正冲动行为反应，记录替代策略(如举报、暂停响应)的实际效果。同时通过技能强化训练，

例如情绪调节法，即教授正念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技术，降低网络互动中的情绪激惹性；或通过问题

解决“五步法”(界定问题→生成方案→评估后果→执行→反馈)处理网络纠纷，替代暴力或欺诈行为。 

5.3. 环境干预——完善社会政策和重视环境因素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问题和偏差行为问题，通常是受其家庭环境、社会经历等因素影响而

产生的。首先，通过调整家庭系统：开展家长工作坊，纠正“技术至上”的教养误区，建立网络使用规

则(如设备使用时间、内容过滤)，修复亲子沟通断裂；其次，重塑同辈群体，组建正向兴趣小组(如网络

安全竞赛团队)，通过“榜样替代”削弱不良网络社群影响；再次，整合社区资源，联动司法部门开展

“模拟法庭”，让青少年亲历网络犯罪审判流程，或者引入企业资源提供合法技术实践机会(如白帽黑

客培训)，将能力转化为职业资本司法系统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得我国青少年司法保护工作体系已经

基本建成，奠定了降低青少年犯罪率的基础。审判机关对于涉罪青少年适用非监禁刑时，对其进行社

区矫正。 
同时，为了使社区矫正政策能够达到其应有作用，2003 年《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

发布，为社区矫正在国内的推广开辟了道路，到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出台，社区矫

正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开展，并且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使得青少年社区矫正更加制度化、规范化。通过

实践，我们发现不同地区社区矫正项目和矫正方法都有其独特的本土化特色，体现出不同地域的特色，

社区矫正成为司法工作中改正教育犯罪青少年的新途径。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学校设置有关网络犯

罪相关普及课程，使青少年能够意识到网络犯罪近在咫尺，自身需要不断提高预防网络犯罪的意识从而

纠正偏差行为。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相比于国外，我国司法社会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工作

作为一种新兴的服务模式在国内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因此研究社区矫正等相关领域仍具有一定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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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引进社会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独有的作用，不仅是青少年的需要，也是国家和社

会的需要，社区矫正工作对于青少年本身以及家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目前还处于一个不断摸索的时

期，社会工作者也在不断探索与研究更加专业的方法。 
青少年网络犯罪是当代青少年犯罪的一种新形式、高科技的犯罪方法，具有隐蔽性以及对社会的高

危害性等特点，因此对于这类型的犯罪青少年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主要是在认知行为理论的视角

下，面对网络犯罪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情绪未能及时缓解以及对网络认知存在一定偏差方面可以进行

针对性矫正，在宏观层面通过完善社会政策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在学校推荐开展普法课程。中观层

面要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从网络犯罪青少年这一具体情况出发针对性的提出矫正计划。在微观层

面要帮助犯罪青少年改变不良认知，构建合理的认知从而促进服务对象改变。在我国的青少年社区矫正

过程中，结合青少年当下发展的身心特点及规律，同时利用社会工作在处理青少年问题中的独特优势，

让社会工作在介入社区矫正过程中更加合理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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