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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小学生学困问题，探讨增强权能理论下学校社会工作中解决小学生学困

问题的路径。研究以某小学为切入点，采用个案研究方法，结合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深入剖析

了学困生在学校、家庭、社区场域中面临的“无权”困境，包括学习无力感、社交边缘化、家庭忽视等。

研究基于增强权能理论，分析学校社会工作从个人、人际、社会三个层面的介入路径：个人层面通过提

升自我认知与情绪管理能力实现增权；人际层面构建同伴支持、促进师生沟通并整合学校资源；社会层

面推动家校合作与社区资源网络建设，以助力学困生获得更多生活掌控感与社会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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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blem of learning difficultie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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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d explores the path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earning difficultie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school social work under the empowerment theory. This study takes 
a certain primary school as the entry point, adopts the case study method, combine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powerlessness” predica-
ments faced by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the 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fields, includ-
ing learning powerlessness, social marginalization, family neglect, etc. Based on the empowerment 
theor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intervention paths of school social work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individual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ociet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empowerment is 
achieved by enhancing self-awareness and emotional management abilities; At the interpersonal 
level, build peer support, promo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ntegrate 
school resources; At the social level,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resource networks to help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gain more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 and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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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中小学教育领域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挑战。学困小学生群体在学

业压力、家庭关系、同伴互动、网络沉迷及社会价值观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心理健康问题、行为偏

差及社会适应困境呈现出高发态势。一项基于 2010 至 2020 年数据的研究显示，中国小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检出率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其从高到低依次表现为睡眠障碍、抑郁情绪、焦虑倾向、攻击性行

为、社交退缩、违纪行为以及躯体化症状[1]。国家《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推进学校社会工作发展，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协同育人机

制，这为学校社会工作的实践提供了政策支持。然而，当前学校社会工作在介入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

学校教育模式难以有效应对学困小学生多元化的成长需求。一方面，部分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停留在表面

化、形式化层面，未能真正触及学困小学生的内在需求与权能提升；另一方面，传统的问题视角干预模

式往往将学困小学生视为被动的服务对象，忽视了其自身的潜能和主体性。在此背景下，探讨学困小学

生出现的各类心理、行为问题背后的原因及提供可实施的策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S 市作为教育改革的前沿城市，近年来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但也面临着服务模式同质化、学生参与度不足、赋能效果有限等现实问题。本研究以 S 市学校社会

工作为切入点，旨在探讨增强权能视域下学校社会工作解决学困小学生的介入路径，通过剖析 S 市的实

践案例，不仅可以为当地学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也能为全国其他地区推

进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化、精准化提供有益借鉴，从而更好地助力学困小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 

2. 概念理论 

2.1. 增强权能理论 

增强权能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empowerment 最早出现在萨拉蒙所著《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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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y》[2]一书中，empowerment 的原初含义，即使其有能

量、使其有能力，使其醒觉等，包含激发潜能、助人自助、当事人主体性和主动性的意思，在中国运用较

多的叫做赋权、增能理论。赋权指弱势群体通过持续获取外界资源减少无权感并实现发展的动态跨层次

过程。增能指个体通过自主互动增强对生活的掌控力、自信及资源利用效能，从而提升能力的过程。赋

权与增能相互配合，二者从不同角度为所需群体提供帮助[3]，在环境互动中实现权利获取与自我发展。

本文将其统称为增强权能理论，即增强权能理论(Empowerment Theory)强调通过激发服务对象的内在动

力、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参与能力，使其能够主动应对生活挑战。这一理论为学校社会工作提供了

新的视角，即从“解决问题”转向“赋能增权”，通过挖掘学生的优势与资源，帮助其在个人、人际和社

会系统层面获得更多的自我控制感和自我决策权。  

2.2. “权”的研究现状 

关于如何理解增强权能理论中的“权”字，国内外学界尚未存在统一的意见，有研究者回顾了关于

赋权的 29 个常见定义，但这些并非全部[4]。有的学者把“权”理解为“权力”，有的则把“权”理解为

“权利”。而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差异中，本土语境的作用被凸显。有学者认为：“权力的隐喻

又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等素有瓜葛，因此，许多社会工作者在采取充权模式时，始终保持一种警觉和敏感，

甚至敬而远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学者主张从权利角度来理解增强权能理论，以减少权力化理解

带来的紧张感[5]。这固然是一种缓和的策略，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在接受增强权能概念时，本

身也带有一种来自本土的理解，而且这种本土的理解制约着增强权能理论的阐释、传播及其应用[6]。国

内外学者对于学困小学生群体的“权”的研究较少，主要关注点在于学困小学生的物质、教育帮扶，近

些年来各方面综合影响逐渐加入心理层面的权能感帮扶。由于本土化差异性特点，部分学者主张将“权”

转化为发展权利，即学困生应该享有平等教育权、心理支持权及社会参与权，这对于学困生个体的生活

空间和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2.3. 赋权实务过程及赋权陷阱 

赋权的过程就是赋予权力或权威的过程是把平等的权利通过法律、制度赋予对象并使之具有维护自

身应有权利的能力。目前赋权理论在实务过程中的运用通常是采取介入途径的三步法：个人层面、人际

层面、社会层面。 
在个人层面，强调个人自身能力的提高，指个体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和对所处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

力，包括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两个方面；在人际层面，认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的弱者离

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无法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也无法表现自身对他人或其他群体的控制力和

影响力。这就决定了人际关系在增权过程中的功能：一方面可以增加一定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另一

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形象，争取公平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层面，指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表达自己利益

诉求和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争取到与健康社会和社会进步相匹配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待遇。但是，

介入途径的广泛运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导致服务对象的去权、剥权、失权，加重无权感，这就导

致服务对象陷入赋权陷阱[7]。 

3. 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是针对有典型意义的单个个体、群体、组织或事件等进行深入、细致且全面的研究方式，

包括对“为什么”(解释性个案研究)和“怎么样”(描述性个案研究)等[8]。本研究中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

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进行相关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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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与式观察法 

笔者以项目研究为依托，深度融入 S 市小学场域，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开展研究。通过沉浸式介入学

困生在校日常学习生活，运用直接观察并形成观察记录的方式，全面收集学困生权利状况相关资料，尽

力捕捉其在权力困境中的真实境遇。在为期半年的驻校社工实践过程中，笔者接触的基本个案主要为 1~3
年级学生，参与式观察能够使笔者近距离、长时间接触学困小学生群体，深入挖掘其社交圈，解构其社

交网络结构，综合考量家庭环境、同伴关系、学校制度等多元因素对学困生行为选择与发展的复杂影响

机制，从而进行个案的有效计划与介入。 

3.2. 半结构式访谈法 

在个案介入过程中，笔者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作为重要研究手段。基于对学困生具体问题的前期分

析，预先设计具有系统性的访谈提纲，规划访谈的重要议题与提问逻辑。访谈安排遵循学生课余时间灵

活预约，单次访谈时长控制在 40 分钟左右，内容聚焦近期校园经历、情绪感知及应对策略。访谈过程中，

既保持提纲的引导性，又充分尊重小学生的表达特点：当话题因学生兴趣而自然延伸时，允许其进行适

度发散，同时注意通过灵活追问与引导，始终围绕权力困境这一核心，逐步深入挖掘其个体认知、人际

关系及家庭环境等维度，确保访谈在开放性与针对性之间取得平衡，进而获取相关的质性资料。 

4. 增强权能视角下个案研究介入全景性分析 

社工信箱被广泛运用于 S 市学校社工场域中，有研究指出，社工信箱来信者反映的问题可被归纳为

积极性自叙、压迫性自叙和否定性自叙三种类型，分别对应学生内在的情感表达性需求、关系调适性需

求与身份认同性需求[9]。而本研究以社工信箱作为独特的观察视角，以学校、家庭、社区为场域，结合

学生小紫 1的来信叙事问题进行深度的个案分析。 
面对权力的缺失，社会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回“权力”与“权利”，通过整合性行动聚焦成员主

体性生长，形成“赋权由我”[10]的社会服务取向应该是我们所倡导的。结合实际案例中案主的需求，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介入： 

4.1. 个人层面：认知与情绪的增进 

提升自我认知：社工通过与小紫深入交谈，引导她认识到自己虽然面临家庭和学习上的压力，但自

身具备很多优点和潜力，比如她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擅长描绘自己喜爱的事物。在后续的跟进中，社

工利用入班课引导其通过画画进行自我疗愈，帮助她看到自己的价值，增强自信心，提升自我效能感，

让她明白自己有能力去改变现状，逐步打破自我的无力感。 
情绪管理与应对策略培养：协助小紫学习情绪管理的方法，如深呼吸、积极的自我暗示等，当面对

压力和焦虑情绪时能够主动调节。同时，一起探讨应对学习困难的具体策略，比如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

总结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等，使她在学习过程中能更有掌控感，从个人层面实现增权。 

4.2. 人际层面：多主体支持驱动 

同伴支持构建：社工在介入一段时间后，与班主任协商安排班内性格开朗、友善且学习成绩较好的

同学与小紫结成友谊小组，在课间和学习上互相帮助、交流。同伴的陪伴和支持能让小紫感受到温暖，

也能为她提供不同的学习思路和应对压力的经验，拓宽她的人际支持网络，增强她在校园中的归属感和

权力感；同时，定期进行询问双方的感受与收获，确保能够实现学校内非正式支持网络的建立。 
 

1本案例相关信息已进行匿名化处理，相关信息经过模糊化改写，不对应任何真实个人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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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沟通促进：在小紫的案例中，社工尝试与小紫的班主任及各科任课教师沟通，让老师们多关注

小紫的情绪和学习状态，课堂上适时给予鼓励和引导，课后也可以与她谈心交流，帮助她解决学习上的

疑惑。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为小紫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使她在学校环境中更有底气去面对困难，实现

人际层面的增权。 
学校资源整合：协调学校利用心理教室内沙盘、游戏摆件、益智类棋牌等资源，为案主提供定期

的心理咨询服务，同时社工积极在学校开展多样化的课外活动，例如兴趣小组、团队拓展、游戏剧场

等，让案主有机会参与其中，展示自己，释放压力，提升其在校园生活中的参与感和掌控感，进一步

实现增权。 

4.3. 社会层面：健全家校社体系 

家校合作推动：社工与青少年的父母进行有效沟通，将案主在学校的情况反馈给他们，同时了解家

庭的实际状况，协助父母合理安排家庭事务等。比如小紫案例中，社工建议爸爸在工作之余多抽出时间

关心孩子，一视同仁接送弟弟与小紫；鼓励妈妈闲暇时间多和小紫分享孕期的感受等，增强家庭的凝聚

力和对小紫的情感支持。此外，推动学校开展家长学校等活动也非常必要，为家长提供亲子沟通、孩子

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知识讲座，营造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家庭和校园大环境，从社会层面助力案主增权。 
社区营造网络：首先整合社区资源，如联系社区图书馆为案主提供学习空间与书籍借阅服务，对接

社区绘画工作室为其提供专业指导。其次，组织或引导案主参与社区活动，像社区文化节、公益志愿活

动、社区剧场[11]等，让案主在活动中展现自我，拓展社交圈，增强社会责任感与成就感。另外还可开展

社区宣传倡导，呼吁社区居民关注青少年成长，营造包容、支持的社区氛围，使案主在社区中感受到尊

重与重视，从社区层面实现增权。 

5. 结语 

首先，每一个变化都值得记录。在运用增强权能视角对案主进行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时，社工需要不

断观察案主在各个方面的变化，比如学习成绩是否提升、情绪状态是否改善、与同伴和老师的相处是否

更加融洽等。同时，与案主本人、她的同学、老师以及家长保持密切沟通，收集反馈信息，根据这些反馈

来反思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有效。如果发现某些策略效果不佳，例如安排的同伴帮扶没有达到预期的良好

互动效果，社工就要及时调整，比如重新选择更合适的帮扶同学，或者改变帮扶的形式和内容；若家校

合作中家长参与度不高，就要进一步了解原因，创新沟通方式，如开展线上家长会、一对一家庭指导等，

确保介入工作能够切实帮助案主从无权状态逐步走向增权，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 
其次，有效的评估机制是重要的一环。在赋权评估实践下，社会工作第三方评估有助于实现社会工

作者理论知识与实践工作能力的双向促进，突破评估向政府单向负责的局限，实现“以评促建”的评估

目标[12]。在前期介入前进行量表测量其心理状态、社交能力以及学业基础等各项指标，以此作为后续评

估的基准线。在介入过程中，定期运用相同或类似的量表对小紫进行测评，对比前后数据，直观地呈现

出案主在不同维度上的发展变化。同时，引入质性评估方法也不可或缺。例如在后期组织焦点小组，邀

请小紫的同学分享他们眼中小紫的变化，从同龄人视角获取丰富信息。与老师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小紫

在课堂表现、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动态。在与家长的交流中，关注小紫在家中的行为转变、兴趣爱好的拓

展等。将量化评估与质性评估相结合，全方位、多层次地评估介入成效。 
再次，警惕习得性无助的产生与蔓延。社工要密切关注案主在介入过程中的情绪和认知变化，若其

在面对困难时出现过度消极、自我否定等情绪，如认为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提高学习成绩或改善社

交状况，可能就是习得性无助的表现。一旦发现这种迹象，社工需及时介入，引导案主正确归因，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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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失败只是暂时的，且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自身能力不足。同时，鼓励案主从简单的任务入手，逐

步积累成功经验，增强自信心，还可分享一些克服类似困难的案例，为案主提供榜样和启示，帮助案主

打破消极的思维定式，避免习得性无助的进一步发展，确保社会工作者整个介入计划的整体效果。 
最后，本研究强调需持续观察案主变化、构建有效评估机制并警惕习得性无助外，本研究存在样本

多样性不足的局限性，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法，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存疑。同时缺乏对

不同干预策略的纵向效果追踪，建议后续研究采用跨区域对比设计，构建多元样本矩阵以验证结论的推

广效度，并开展多周期干预实验系统考察策略的持续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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