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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校社会工作者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在梳理国内

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社会角色理论，以C市为例，通过对C市学校社会工作者服务实践的参与观察

以及对10名学校社会工作者的深入访谈，运用NVivo12编码，探究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服务中的角色扮演过程。结果发现，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扮演过程涉及多元主体对学校社会工作

者的角色期待，学校社会工作者解决服务对象问题与促进自我成长的自我角色认知，以及提供直接服务

和间接服务的角色实践活动。本研究通过探究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扮演过程，有助于提升学校社会工

作者的服务水平，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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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ol social workers, as professionally trained personne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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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social role, this paper takes C City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bserva-
tion of the service practice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in C Cit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0 school 
social workers, and uses NVivo12 coding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role play-
ing in providing services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le 
playing process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involves different subject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schools,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service cl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expectations of the role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the self-role cognition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ervice clients and 
promote self-growth, and the role practice activities of providing direct and indirect services. By 
exploring the role playing process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ser-
vice level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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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23 年 4 月，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

状况：事实与数据》指出，留守儿童规模达到 6693 万人(其中城镇留守儿童 2516 万人，农村留守儿童 4177
万人) [1]。留守儿童作为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弱势群体，由于缺少父母的监护和陪伴，相比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极易产生自卑、敏感、社会适应不良等心理问题[2]，无疑给其学习、生活、情感

等带来诸多挑战。加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不仅是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社

会、实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学校社会工作是运用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技巧，为学校

师生，特别是处于不利成长环境中的学生提供服务、解决问题的专业服务活动。在学校这个场域中，学

校社会工作可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论与方法，与家庭、学校、社区共同协作，解决学生面临的

问题，满足学生成长需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个人社会化和学校教育的目标[3]。基于此，本文从

社会角色理论出发，通过探讨学校社会工作者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的角色扮演过程，以明确学校

社会工作者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中的角色定位和服务功能，从而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 

2. 文献回顾 

留守儿童，即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4]。父

母外出会显著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5]，由于长时间的亲子分离、缺少临时监护人的关爱和监护、学

校和社区提供的资源和保护力度有限等因素，留守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更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6]。研

究表明，留守经历对于儿童的影响涉及身体发育、认知发展、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方面[7]。大多数研

究都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精神健康[8] [9]、行为表现[10]等方面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

儿童，且不同年级、性别和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在焦虑、冲动、及行为失调上的发生率较高[11]-[13]。在

学习上，因缺乏父母陪伴和学业指导，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学习成绩下降、逃学、厌学和辍学问题[14]；
在人际交往上，留守儿童存在亲子关系不和[15]、人际交往能力欠缺[16]等情况。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乎

其健康成长，如何干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促进其健康成长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备受学界

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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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运用其专业的科学方法，介入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有一定的必要性，更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17]，是帮助有需要的服务对象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化、职业化活动，能在帮助个体、家庭和

社区面对和解决各种社会和心理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8]。在儿童福利和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系统中，社

会工作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循证实践、跨学科合作和服务改进，为儿童提供了更全面、更有效的支持

[19]。从家庭、学校、社区三个场域[20]，采取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工作方法相结合的整

合工作模式，相应介入留守儿童个人，以及与留守儿童相关的家庭、学校、社区及其他相关社会环境[21]，
开展面向留守儿童的个案咨询和辅导、留守儿童互助支持小组活动、介入留守儿童家庭的亲子沟通[22]，
帮助留守儿童构建健康稳定的亲缘关系、同辈群体关系和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20]，能有效改善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状况。 
社会工作者作为心理健康服务的传递者，在学校社会工作中扮演着直接服务者、间接服务者和合并

服务者三种角色[23]。通过倡导、协调、教育、咨询和研究的角色，学校社会工作者为学生、教师和学校

创造更积极的校园环境[24]。也通过提供专业服务、倡导、管理案例、跨学科合作及整合资源，为学生提

供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倡导积极的校园文化、整合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资源，使学生心理健康成长具

备良好的心理场域[25]。在开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的角

色扮演过程既包括角色期望、执行角色期望、角色压力与回应以及角色反馈等环节[26]，也包括角色期待、

角色认知到发生角色行为的步骤[27]。本文采用吴增基等人的观点，将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扮演过程分

为角色期待、角色认知以及角色实践三个方面[27]，分析学校社会工作者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的角

色扮演过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选取 

从 C 市有学校社会工作者入驻的学校，通过抽样和“滚雪球”的方式，确定 10 名正在执行或者执行

过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项目的社会工作者为访谈对象。社工基本编号信息如下表所示(数字表示被访者

序号，F 和 M 表示受访者性别，最后一位字母表示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S 表示驻校社工，J 表示联

校社工)，具体信息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list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资料一览表 

编号 年龄 工作年限 学历 是否相关资格证书 职位 

01-F-S 40 15 法学本科 助理社工师 一线社工 

02-F-S 25 4 社会工作专科 助理社工师 
教师资格证 项目主管 

03-M-S 30 5 心理学本科 助理社工师 一线社工 

04-F-S 33 8 社区管理专科 助理社工师 
小学教师资格证 项目主管 

05-M-S 25 1 社会工作本科 助理社工师 一线社工 

06-M-S 24 0.5 社会工作在读研究生 助理社工师 实习生 

07-F-J 28 3 社会工作本科 助理社工师 一线社工 

08-F-S 26 3 社会工作专科 助理社工师 一线社工 

09-F-S 35 8 法学本科 助理社工师 项目主管 

10-F-J 24 0.5 社会工作本科 无 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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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半结构式访谈法 

半结构式访谈法是介于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之间的一种访谈方法。本研究通过事先准备好的

访谈提纲，在访谈过程中，根据被访谈者的回答进一步追问，以获取更丰富的资料。获得的资料借助

NVivo12 软件进行三级编码，详见表 2。 
 
Table 2. Text data coding (part) 
表 2. 文本资料编码(部分) 

序号 原始文本(节选) 开放式编码 主轴编码 选择性编码 

1 

“甲方那边已经把思路铺开了，我们
只能按照他的思路走。因为考核评估
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比对甲方那边
制定好的指标。所以他们肯定也是希
望我们能够完全按照他们的计划来，
当然如果我们能做出亮点就更好
了。”(01-F-S) 
“这个是换季的新校服，需要给初一
的学生发。我怕我等会走了，他们就
找不到人了。这个本来是学校的工
作，但是他们也没分得很清楚，看我
经常在这边就丢给我做了。” 
(03-M-S) 

不同主体对学校社

会工作者的角色期

待 

服务购买方对学校社

会工作者的期待 
学校对学校社会工作

者的期待 
社会工作机构对学校

社会工作者的期待 
服务对象及其家庭对

于学校社会工作者的

期待 

角色期待 

2 

“因为当时读这一个专业的时候，可
能也是比较情怀的，然后读完之后就
想着说从事相关类型的一个工作，我
之前也有去小学里面代过课，代课的
那一个阶段就还是想要偏向社工类
的，然后之后就找到这个社工机构，
它们刚好是在做青少年的，又驻点在
学校，其实我也是会觉得说小朋友们
真的是需要社工。”(02-F-S) 
“因为机构给留守儿童开展服务经常
都要在周末，就是他们在家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经常需要周末去工作，经
常有时候调休调不清楚，搞得我都没
什么自己的时间了。那到学校去了，
我想着起码说，这个工作时间能稳定
一些。”(05-M-S) 

学校社会工作者的

自我角色认知 
解决服务对象问题 
促进自我成长 角色认知 

3 

“要筛查学校内的留守儿童，因为有
的小朋友可能对他的家庭情况或者是
他是否属于留守儿童，存在一个误
区，那么我就会针对这些情况，就是
打电话给他们的家长进行日常的一个
探访。”(01-F-S) 

学校社会工作者的

角色实践 
直接服务 
间接服务 角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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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留守儿童很多有人际关系方面的问
题，针对这一点我们会开一些人际方
面的小组或者班会课活动，帮助他们
学会建立关系的技巧等等。”(01-F-S) 
“像结项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甲方那
边去说在做项目中发现的留守儿童的
特殊困难，希望之后可以增加这方面
服务之类的。”(03-M-S) 

   

4. C 市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扮演过程 

以吴增基等人 关于角色扮演过程的理论为基石，深度剖析学校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问题时所经历的角色扮演过程，解析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内涵和行动逻辑。 

4.1. 不同主体对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期待 

角色期待是指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对某一特定的角色者或地位者所应该表现出来的行为期待，包括

角色者的自身期待和角色伙伴(或重要他人)对该角色的期待[28]。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服务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政府、学校、社会工作机构以及服务对象及其家庭的期待。 

4.1.1. 政府对学校社会工作者的期待 
在 C 市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通过市场化竞标等方式获得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服

务购买方往往提前规划好了项目的蓝图，社会工作者只能根据其需求来开展服务。因此，服务购买方通

常希望学校社会工作者按照其规划行事，完成项目书中规定的指标，从而实现政府的目标。此外，服务

购买方也期待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完成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将项目做出效果，

以利于政府进一步打造和推广区域特色服务。 

“甲方那边已经把思路铺开了，我们只能按照他的思路走。因为考核评估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比对甲方那边

制定好的指标。所以他们肯定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完全按照他们的计划来，当然如果我们能做出亮点就更好了。”(01-

F-S) 

4.1.2. 学校对学校社会工作者的期待 
学校是社会工作者开展服务的具体实践场域。一方面，学校管理层期待社会工作者能够担任“专家”

的角色，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家校社”合作的背景下，学校也期望社会工

作者能成为联结家长和学校之间的桥梁，协调家庭和学校的关系。 

“因为这个学校这边其实有很多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学校一直也很头疼。然后他们的心理老师也是语文老师兼

职的，说实在的，在心理这块也只能做最基础的，而且不是坐班的，一周里面很长时间都不在。所以我们来了之后，

学校还是对我们期望挺高的……处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经常要和他们家长接触，学校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协调好

这两边的关系。”(01-F-S) 

此外，学校对于社会工作者还有着超出其本职工作的期待。校方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够承担部分行政

性事务，以弥补学校的人手不足，如收发材料、接待访客等。同时也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够加强宣传力度，

彰显学校在人文关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效，以服务于学校评级或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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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换季的新校服，需要给初一的学生发。我怕我等会走了，他们就找不到人了。这个本来是学校的工作，

但是他们也没分得很清楚，看我经常在这边就丢给我做了。”(03-M-S) 

“学校这边他们可能更想要有一些成效出来，然后多提炼这一些案例，然后多宣传这样子。因为现在很多家长

择校的时候也会看学校的人文关怀、氛围啊，我们做得好然后宣传出去，学校这边也高兴。”(02-F-S) 

4.1.3. 社会工作机构对学校社会工作者的期待 
C 市学校社会工作者主要通过驻校和联校的方式进入学校，在职业身份上仍属于社会工作机构，还

需要履行机构员工的责任，对机构负责。而社会工作机构从机构的长远发展考虑，对学校社会工作者有

一定的角色期待。首先，将负责的项目做好，充分展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以获得服务购买方的认可；

其次，从人事管理的角度来说，社会工作机构同样关注员工的自我成长，希望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工

作的过程中，能得到锻炼和发展，能在工作过程中增加获得感和成就感，进一步增加对社会工作专业以

及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减少离职现象，维持机构的稳定并不断提高机构的综合素质。 

“要求的话怎么说呢，大概就是要让我们顺利执行好这个项目，顺利的完成项目就好了。然后如果说你能够把

它做出亮点来，做出成绩来当然就更好了，但是对于这个亮点和成效来说，一直都是我们机构的一个短板。”(01-F-

S) 

“我们机构做了很多年留守儿童这块的服务，但是之前都是在社区，这几年才和学校合作，做的驻校社工服务。

所以我们机构也是希望社工带着经验到学校去把服务做好，同时也是希望他们到学校里积累经验，得到锻炼，回来

还能跟我们社区这边的同事分享交流，共同进步。”(09-F-S) 

4.1.4. 服务对象及其家庭对于学校社会工作者的期待 
学校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在开展服务时会受到服务对象及其

家庭期待的影响。在服务对象方面，部分服务对象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和需要，并且有主动接受服务

的意愿，他们会期望社会工作者为其提供实际的帮助，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解决问题。在服务对象家庭

方面，家长也会期望社会工作者多开展一些心理健康活动并开设相关课程，促进孩子全方位的成长。而

对于一些被动接受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留守儿童及家长来说，由于他们对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缺少了解或

者不愿意接受服务而对学校社会工作者不抱有一定的期待。 

“小朋友们也知道说，反正平时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找社工，然后社工基本在……因为跟家长也有微信群，一些

活动之后，可能反馈的比较好，家长也会希望我们多开展这样的活动。”(02-F-S) 

“有一些孩子是班主任转介过来的，他们不是主动来求助。他们也不了解社工，也不会说有什么期待。如果非

要说的话，可能是期待我们不要烦他们管他们。所以一般这种情况，建立关系都需要我们花很长的时间……那跟家

长沟通的话，也很难，尤其一些留守儿童家长在外地很远的，他们会觉得把孩子放到学校里，学校就应该什么都管。”

(06-M-S) 

4.2. 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自我角色认知 

角色认知是学校社会工作者对自我地位、身份及角色要求的认识和理解[29]。学校社会工作者对自我

的角色认知，可从自我职业发展及角色要求两方面来理解。 
从自身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学校社会工作者也希望能够做出一定成效，以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认可，

从而促进其职业的稳定与发展。亦希望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通过持续的督导与培训，成为更“全

能”的社会工作者，促进自身的持续成长与专业的不断发展。 

“因为机构给留守儿童开展服务经常都要在周末，就是他们在家的时候，所以我们也经常需要周末去工作，经常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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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调休调不清楚，搞得我都没什么自己的时间了。那到学校去了，我想着起码说，这个工作时间能稳定一些。”(05-M-S) 

从角色要求的角度出发，学校社会工作者希望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通过社会工作服务帮助服务对

象解决问题，促进其健康成长。 

“因为当时读这一个专业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情怀的，然后读完之后就想着说从事相关类型的一个工作，我

之前也有去小学里面代过课，代课的那一个阶段就还是想要偏向社工类的，然后之后就找到这个社工机构，它们刚

好是在做青少年的，又驻点在学校，其实我也是会觉得说小朋友们真的是需要社工。”(02-F-S) 

4.3. 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实践 

角色实践是角色扮演的实际过程或活动，是角色认知的发展[27]，包括直接服务者角色和间接服务角

色。直接服务是社会工作者直接向服务对象提供的改变其困境、对其予以支持的活动，如提供专业的精

准服务，协调人际关系；间接服务是创造有利条件对直接服务给予支持的活动[23]，如链接资源、行政管

理、倡导关爱的服务。C 市学校社会工作者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角色实践中，不仅向留守儿童提

供直接服务，也提供间接服务。 

4.3.1. 直接服务 
1) 多种服务的提供者 
学校社会工作者是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专业服务人员，服务提供者是社会工作者的首要角

色。不论是驻校社工还是联校社工，扮演的最直接的角色均是服务提供者。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方

面，学校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

社区工作、个案管理，以此来增强留守儿童面对困难的能力和信心，提升儿童心理韧性。 

“我们主要做的联校，同时要去两三所学校开展服务，做的都是类似于讲座的，有时候是社工讲，有时候是我

们专门找的很有经验的心理老师去讲。内容主要是压力管理、情绪疏导、人际协调之类的。”(07-F-J) 

2) 专业服务的支持者 
支持者角色指的是学校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有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服务对象时，不仅要提供直接的服

务和帮助，也要鼓励他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自立自强、克服困难。因此，学校社会工作者介入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服务时，面对处于困境的服务对象，不仅要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服务，也要为其提供情绪上的

支持，充分相信服务对象的潜能和能动性，帮助服务对象健康成长。 

“像留守儿童，他们很多比较自卑。遇到困难了，习惯性的逃避，导致越来越严重，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解决。

其实我也能理解，而且他们还比较小，这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分享我的经验，支持鼓励他们，然后主要还是要根据他

们的实际情况来做服务。”(04-F-S) 

3) 精准服务的识别者 
分层支持模式是学校社会工作中预防发展取向的经典实践模式，在美国的学校社会工作中得到广泛

运用，通过三级干预，能将有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输送至留守儿童[30]。在实际工作中，学校社会工

作者可有意识利用三级干预，注重对问题的预防以及学生未来的发展，弥补传统治疗型工作方式的弊端。

通过在日常工作中有意识地收集学校学生的信息，进行心理筛查，从中精准识别出需要服务的对象。 

“要筛查学校内的留守儿童，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对他的家庭情况或者是他是否属于留守儿童，存在一个误区，

那么我就会针对这些情况，就是打电话给他们的家长进行日常的一个探访。”(01-F-S) 

4) 人际关系的协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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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学校人际关系被广泛证实在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发

挥着积极作用[31]。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学校开展预防性的社会工作服务时，需要教导学生协调人际关系的

方法和技巧，帮助学生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并完善社会支持网络，进一步促进其心理健康。同时，

对于一些正面临人际交往问题的服务对象来说，学校社会工作者不能仅仅将问题归咎于服务对象个人，

要看待其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从支持视角出发，帮助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以更好

解决其问题，从而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留守儿童很多有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一点我们会开一些人际方面的小组或者班会课活动，帮助他们

学会建立关系的技巧等等。”(01-F-S) 

4.3.2. 间接服务 
1) 资源链接者 
社会工作者拥有的资源有限，但留守儿童遇到的问题复杂而多样，单纯依靠社工自身的力量难以有

效解决。C 市的学校社会工作几乎都按照“一校一社工”的理念，一个学校配备一名学校社会工作者。为

实现有效助人的目的，社会工作者需要扮演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向外筹集服务对象所需要资源。比如资

深的心理教师等，为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方面的讲座，以此减轻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负担，使其有余力

开展一些其他服务。 

“我会去链接一些教育资源，还有心理咨询师。这个学校有心理咨询师，但是有和没有几乎没什么区别，因此

我还是会去找一些当地的心理咨询师过来。”(06-M-S) 

2) 行政管理者 
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时，也需要扮演行政管理者的角色，将社会政策转化

为具体的社会服务行政活动。C 市的学校社会工作者进入学校开展的服务主要依据具体的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因此也需要处理一些行政性事务，包括推进学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撰写服务文书和项目文书、

定期向服务购买方汇报工作情况、撰写报告、接受工作评估等事务。 

“有的时候可能购买方那一边有一些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就比如说填一些相应的

表格，然后还有做他们的一个什么志愿者的录入啊这之类的。他们的一些行政工作会交给我们做，但也是跟社工相

关一点的东西。”(02-F-S) 

在服务过程中，学校社会工作者需对服务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对服务开展的相关资源和信息进行协

调、安排和管理，以实现服务过程的高效。此外，学校社会工作者入驻学校之后，有时还会被学校领导

或老师视为行政方面的后备人员，被迫承担学校的部分行政工作。 

“我们做社工平常肯定有一些文书要做，包括计划书、中期评估等等，还有每次服务都要有记录的。这个应该

就是一个管理的过程吧，做好了其实对我们最后总结经验也是很有帮助的。”(09-F-S) 

3) 关爱倡导者 
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时不仅要为留守儿童提供直接的心理健康服务，也需在学校中营造互相

关爱的校园氛围，倡导全校共同关爱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而对于学校系统外的其他系统，学校社会工

作者需要向其宣传与倡导关爱留守儿童的知识，以增进社会对留守儿童的了解，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

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像结项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甲方那边去说在做项目中发现的留守儿童的特殊困难，希望之后可以增加这方面

服务之类的。”(0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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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留守儿童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况，他们长期与父母分离，情感需求得不到

满足，容易出现性格孤僻、自卑等心理问题。学校社会工作作为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

整合政府及各种社会资源，为学校全体学生特别是处境不利的学生提供专业性服务的活动，能为留守儿

童提供心理支持、促进家校沟通、协调学校资源等服务。因此，学校社会工作者在为留守儿童开展心理

健康服务的过程中，要时刻警觉角色扮演的适切性，同时也要加强角色扮演的学习，以此促进所开展的

服务与所扮演的角色的正确适配，从而推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质量的提高，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社会影响及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1BSH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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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社会工作者访谈提纲： 
指导语：尊敬的受访者，您好！我们是重庆大学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社会影响及治理机制研

究课题组的成员，现在正在进行一项有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

重庆市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情况以及您的一些看法与感受。您的回答不会有对错之分，请您按照实际情

况回答即可。访谈过程将进行录音，但所有内容都仅用于学术研究，不会对您有任何影响，请您放心。

我们也将严格遵循保密原则，将您的个人隐私采取化名、去除指向性信息等隐私保护措施。如果在访谈

过程中您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提出，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确认的吗？如果没有，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访谈，

十分感谢您的参与。 
(一) 基本信息 
1、年龄、从业年限、做学校社工的年限、在机构担任的职务 
2、专业背景(学历专业、是否有相关证书) 
3、以什么方式进入学校？在什么样的学校开展，当初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项目在学校开展了多少

年了？您做这个项目多久了？ 
4、学校的基本情况(学生人数，留守儿童数量，学校心理健康资源等) 
5、您之前是否做过留守儿童关爱相关的工作？您是怎么看待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怎么做

的(个案、小组、社区)？您认为进入学校开展服务和其他形式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有什么不同，优势在哪

里？ 
(二) 角色期待 
1、您是如何确认自己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身份的？在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之前，是否有参加过一段

时间专门的培训？ 
2、您认为做学校社工，政府(服务购买方)、校方、社工机构、服务对象等对您有什么期待，是怎么

看待您的工作呢？ 
3、您自己对自身角色有什么样的期待？ 
(三) 角色实践 
1、您在学校的日常工作主要有哪些，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在这之中，您认为您担任的角色有哪些？

我们的专业性是如何体现的呢？ 
2、符合您对学校社工的角色期待吗(如果不符合，原因)？您认为在工作中您是否承担了一些不属于

社工或者超出社工职责范围的工作呢？ 
3、您认为社工在心理健康服务之中扮演哪些角色？要做好心理健康服务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如何关

照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困境儿童呢？ 
4、是根据什么来设计工作内容的？ 
5、平常和校方、家长、社区及其他(比如教育部门、民政部门、未保中心、派出所等)接触的多吗？ 
6、如何看待家校社合作？什么情况是需要家校社合作的？比如说面对一个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留守儿

童，您认为家庭、学校、社区、乃至社会分别应该承担什么责任？那我们社工在家校社合作之中可能要

发挥什么作用？ 
7、家长是怎么看待社工的，是否知道社工和老师的不同？ 
8、您认为社工和心理老师、或者班主任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有区别吗？主要表现在哪里？ 
9、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特别典型的案例，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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