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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现代化发展及其面临的实际问题，分析了当前实践中存在的资源分配

不均、法律政策支持不足和社会观念滞后等挑战。首先，文章从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实际问题入手，

剖析其在资源匮乏和法律支持不足方面的现状，并指出社会对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认知偏差。接着，

概述了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包括跨学科合作、社区参与和技术应用等，突显现代

化手段在提升服务效率和覆盖面方面的优势。最后，文章提出了针对上述问题的具体应对策略，如加强

资源整合、完善法律政策体系和转变社会观念，以促进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旨在为

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推动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更

加有效的矫正与支持，帮助青少年更好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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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juvenile judicial social work and the prac-
tical problems it faces, and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such a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nsuf-
ficient legal and policy support and backward social concept. First of all, the paper starts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juvenile judicial social work,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ack of re-
sources and legal support, and points out the social cognitive deviation of juvenile judicial social 
work. Then, it outlines the new model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juvenile judicial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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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high-
lighting the advantages of modern means in improving service efficiency and coverage.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coping strategies for the above problem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inte-
gration of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legal policy system and changing social concepts, so as to pro-
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juvenile judicial social work.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tioners and policy makers of juvenile judicial social work, promote the more effective 
correction and support of juvenile judicial social work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help 
teenagers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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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是社会未来的希望与栋梁，他们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然而，随着社会

环境的快速变化，青少年面临的生活压力、心理问题以及社会适应难度逐渐增加，导致部分青少年走上

违法犯罪的道路。面对这些问题，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社会服务手段，发挥着帮助和引

导触犯法律的青少年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作用。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不仅关注对青少年的矫正，更加重

视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观念的不断变化，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也在

逐步进行现代化转型，以更好地适应新的需求和挑战。然而，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青少年司法社会工

作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包括资源分配不均、法律政策支持不足以及社会观念的滞后等。这些问题

不仅限制了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性和覆盖范围，也影响了社会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理解和支

持力度。本文从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系统分析其现代化发展的现状与挑战，并

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为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现代化转型贡献理论与

实践支持。 

2. 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现代化发展概述 

在分析了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实践中的问题后，现代化发展成为提升服务效果的必要路径。现代化

的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在服务模式、技术手段和部门协作方面展现出新的特点，以下是其现代化发展的

概述。 
(一) 跨学科合作 
现代化的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强调跨学科的协作，以更全面的视角帮助青少年解决问题。传统的社

会工作主要依赖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专业技能，但在现代社会复杂环境下，青少年的问题往往涉及心理、

法律、教育等多个方面，仅凭社会工作者一人之力难以应对复杂的挑战。因此，跨学科合作成为现代青

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一大特点[1]。 
通过与心理学家、教育专家、法律顾问等专业人士的合作，社会工作者可以从多个角度介入青少年

的矫正和支持过程。心理学家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帮助他们管理情绪、调整心理状态；教育专

家可以帮助青少年制定学业规划，培养职业技能；法律顾问可以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咨询，确保他们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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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得到保护。这种跨学科的协作模式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提升服务的整体效果。 
(二) 社区参与和预防模式 
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现代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社区参与和预防模式的引入。传统的青少年司

法社会工作主要聚焦于犯罪发生后的干预和矫正，而现代化发展则更加重视预防措施和社区的积极参与。

通过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参与度，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可以在犯罪发生之前就进行有效干预，从源头上

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社区参与和预防模式强调家庭、学校、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青少年司法社会工

作中，形成多层次的支持网络。例如，社区可以组织法律知识讲座、心理健康宣传活动等，提高青少年

的法律意识和心理健康水平。通过社区活动，青少年能够获得更多的正面社会支持，增强他们的社会责

任感，减少犯罪倾向。社区参与不仅提高了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也有助于预防青少年犯

罪。 
(三) 技术的应用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不断进步，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逐渐融入了技术驱动的服务模式。大数据分析能够

帮助社会工作者精准预测青少年的行为模式，从而为个性化的干预计划提供数据支持。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技术的应用，使得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能够更加高效地处理和分析数据，提高了服务的精准性和效

率。 
利用移动应用和在线平台，青少年可以在家中获得心理咨询和法律帮助，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通过在线平台，社会工作者可以实时监测青少年的情绪变化和行为表现，及时调整干预策略。虚拟现实

(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使青少年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学习社交技能和应对压力，为他们提供一

个安全的学习和实践平台[2]。技术驱动的服务模式不仅提升了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服务覆盖面和可及

性，也为青少年提供了更丰富的服务体验。 

3. 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中的实践问题 

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现代化过程中，实际面临的诸多问题限制了其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具体来说，

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 资源分配不均 
资源的短缺和分配不均衡是当前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很多地区，尤其是

经济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缺乏充足的财政支持，社会工作者的数量有限，导致服务供给无

法满足实际需求。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地区在服务质量和覆盖范围上存在明显差异，导致

一些青少年群体难以获得专业的帮助和支持。例如，在资源相对集中的城市地区，青少年可以较为容易

地接触到心理咨询、职业培训等专业服务，而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因缺乏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员，青少年

司法社会工作的服务覆盖率低，难以提供持续有效的支持。此外，资源匮乏的问题还体现在社会工作者

的职业发展上。由于资金不足，许多社会工作者难以获得系统的培训和专业发展的机会，导致整体服务

水平无法得到有效提升。部分地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压力大、待遇偏低，缺乏职业吸引力，这进一步加

剧了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严重影响了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整体效果，使得一些

有需要的青少年无法获得应有的支持和引导[3]。 
(二) 法律政策的缺失 
法律与政策的缺失也是当前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在实际操

作中需要依赖一定的法律和政策支持，以确保社会工作者的权威性和服务的规范性。然而，目前国内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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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使得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工作

时面临诸多限制。例如，现行法律政策在青少年犯罪的处置上偏向于惩罚，而忽视了教育和矫正的必要性。

部分法律条款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社会融入等问题关注不够，导致司法系统在处理青少年犯罪案件时往

往侧重于短期的惩戒措施，而未能系统地提供矫正与支持。此外，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还导致一些青少年犯

罪案件在司法处置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流程，影响了社会工作者的实际介入效果。因此，完善的法律政策

体系是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立法明确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和权限，并对青少年

犯罪的教育和矫正措施进行明确规范，有助于为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三) 社会观念的滞后 
在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中，社会观念的滞后也是制约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社会对青少年犯

罪问题的关注逐渐增加，但大众对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仍然不足。许多人对青少年犯罪者

抱有偏见，认为他们难以改正错误，这种观念不仅限制了青少年再社会化的可能性，也影响了社会工作

者在开展工作的公众支持度。许多家长、教师和社区成员对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认识较为片面，往往将

其视为家庭教育的失败，忽视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3]。与此同时，

部分社会成员认为青少年犯罪者应该接受严格的惩罚，而非社会工作者的帮助。这种偏见不仅影响了青

少年接受社会服务的意愿，也影响了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使得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效果受到限制。

因此，改变社会观念、消除公众对青少年犯罪者的偏见是推动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

提。通过加强社会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理解和认可度，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

包容、支持的社会环境。 

4. 针对实践问题的应对策略 

在现代化背景下，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应当通过多方努力来解决现有问题。针对青少年司法社会工

作中面临的资源分配不均、法律政策不完善、社会观念滞后等问题，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一) 加强资源整合实现公平服务 
为解决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政府和社会应共同努力，加大对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投入，确保不

同地区的青少年能够获得平等的服务机会。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拨款和制定专项基金来支持青少年司

法社会工作的发展[4]。同时，可以鼓励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参与，为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提供更多

的资源支持，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渠道。除了财政支持外，还应重视跨部门的资源整合。通过与教育、卫

生、司法等部门的合作，社会工作者可以更好地整合各类资源，为青少年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例如，教

育部门可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卫生部门可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司法部门可以协助开展法律教育。这

种资源整合的方式能够有效提升服务的综合性和专业性。 
(二) 完善法律政策保障规范发展 
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是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政府应通过立法明确社会工作者的

职责和权限，为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在立法过程中，可以参考国际上成熟的青少年司法

体系，如美国的青少年司法制度和欧洲国家的矫正措施，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框

架。在法律政策的具体内容上，应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入。通过在法律中增加对青少年犯罪

的教育和矫正条款，避免单一的惩罚措施，推动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矫正模式。此外，政府还应出

台专项政策，支持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鼓励社会工作者深入青少年犯罪高发地区，为青少年提

供长期的支持和辅导。 
(三) 转变社会观念营造支持氛围 
社会观念的改变是推动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各界应加强宣传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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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公众对青少年犯罪的偏见[5]。可以通过媒体宣传、公益活动和学校教育等方式，提高公众对青少年司

法社会工作的认识，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 
家庭和社区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因此应在家庭和社区中加强青少年犯罪预防教育。家长和教

师可以通过学习心理健康知识，了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需求和挑战，从而更好地帮助青少年应对生活

中的压力。此外，社区可以组织志愿者开展预防犯罪的宣传活动，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通过社会观念的改变，能够为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营造一个更加包容、理

解的社会环境。 

5. 结语 

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现代化发展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也为青少年的矫正与教育

带来了新的机遇。尽管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资源不足、法律政策不完善和社会观念滞后等问题，但通

过加强资源整合、完善法律政策和改变社会观念，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已经在不断进步。未来，我们期

待社会各界能够更加重视和支持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现代化发展，构建更完善的服务体系，为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通过持续的创新与改进，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将更好地适应新时

代的需求，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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