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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工作在灾后青少年家庭服务中的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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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灾后青少年家庭服务中引入社会工作，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善家庭内部的经济、
互动、关系以及能力状况，更能有效地促进内在凝聚力以及外在社会支持。 具体来说，社会工

作介入灾后青少年家庭服务的策略包括提供适当的家庭支持服务、学校支持服务以及社区支

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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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地震灾后青少年而言，家园重建工作不

仅仅是房屋和建筑的重建，更多的是经济、家庭、
心理、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的重建。 而根据社会调

查以及文献查新的情况来看，灾后重建工作依然

任重而道远。 一方面是房屋重建并不等于家庭重

建［１］，尤其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家庭经济和建

筑的重建并不代表其家庭结构的修复。 另一方

面，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家庭结构的修复也难以

实现原有关系和氛围的修复。 有许多儿童青少年

在面对收养家庭、寄养家庭以及重组后家庭的成

员时，表现出较明显的退缩、内向以及抑郁等特

征。 可见，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地震所带来的家

庭变迁和压力对他们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也更

需要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

一、地震灾后青少年的家庭变迁及压

力特征
创伤事件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都会造成巨大

的负面影响，大部分的人都会有情绪或心理创伤

的现象，同样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家庭关系，
家庭功能往往陷入失衡的状态。 尤其是对于汶川

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家庭经济、家庭结构、家庭

氛围等都会受到强烈的冲击，这对儿童青少年发

展的影响尤为明显。 日本阪神大地震、台湾地区

集集大地震等灾难事件中都有相应的研究证据表

明，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对家庭生活节奏与秩序

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并深刻地影响家庭中的每一

个成员。 当然，根据实地的调查结果，灾后家庭压

力一方面来自地震灾害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许
多家庭问题也是由于自身脆弱性而导致的。 综合

来看，地震给灾后家庭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变迁和

压力：
（一）家庭居住条件变迁对青少年的情况

汶川地震灾区处于四川欠发达的山区，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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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住条件本来就较差，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

够健全，加之地震对山区建筑的破坏性极强。 因

此，地震灾后许多家庭丧失了原有居住的环境。
这一方面表现为原有房屋的损毁和倒塌，导致家

庭成员无家可归，或者居住在危房中，具体表现

为：房屋发生地基下陷和滑坡、房屋墙面裂缝、房
屋倒塌损毁、房屋使用空间减少等。 在地震灾区

许多损毁的房屋都不能居住，这就要求家庭成员

挤在帐篷房内或者活动板房内。 另一方面，随着

抗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工作的不断推进，为了解

决大量受灾群众与建设用地紧缺的矛盾，灾区出

现了大量规模巨大的高建筑密度活动板房过渡安

置区。 这些安置板房可能会存在夏季室内比室外

热、冬季室内比室外冷、下雨时屋顶漏水、墙面渗

水、板房隔音差、室外积水倒灌、屋内阴暗等问题。
其中，活动板房夏季恶劣的室内热环境对受灾群

众影响十分巨大。 另外，居住环境狭小也是一个

重要的不利因素。 居住环境的阴暗、潮湿、闷热和

狭小，使青少年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从而影响其

学业、心理和身体发展。
（二）家庭经济状况变迁对青少年的影响

汶川地震灾害中，大部分受影响的家庭经济

状况都较差，有些贫困家庭甚至没有解决基本温

饱问题；有些家庭经济状况较好，但由于地震对当

地土地的破坏，许多从事养殖、种植产业的家庭顿

时陷入经济困顿；还有些家庭的收入来源于家庭

成员的外出务工，而地震灾后家庭成员都回乡参

与灾后重建，因此家庭收入就相对减少，加之地震

导致部分家庭成员受伤甚至残疾，看护照顾的压

力也相对较大。 一般来说，这些家庭经济本身存

在较大的脆弱性，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

况下，一旦家庭成员丧失劳动力，或遭遇疾病、伤
残或其他特殊意外，就容易使整个家庭陷入困境。
虽然地震灾后，许多家庭都得到了各种补助，但是

这些补助也存在各种问题和限制：一是部分补助

的发放只在于满足其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在
有补助的情况下仍然有许多家庭会陷入入不敷

出、收支失衡、无法满足基本生活开支的困境。 二

是部分房屋重建的补助是基于家庭自身重建能力

而发放的，由此导致那些没有任何经济能力的家

庭生活重建的压力较大，其重建步伐也会较慢。
三是伴随地震灾后各种生活和生产物质成本的迅

速提高，许多家庭难以承受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巨

大经济压力。 四是为了应对受灾家庭由于失业而

导致的家庭经济困境，政府也推行了相应的职业

训练和创业贷款等政策。 但对于地震灾后的家庭

而言，在巨灾的心理阴影下，受灾群众很难在短期

内培养出较熟练的工作技能，在灾后就业机会较

少的情况下，灾后家庭的生计重建依然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 这些家庭经济的压力，往往直接影响

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青少年往往

自认为成为家庭的负担而陷入焦虑状态。 特别是

对于那些地震中受伤的青少年而言，家庭经济的

困境只会使其变得更加自卑和自责，将自己变成

家庭和社会的包袱。 另一方面，青少年往往会为

了帮助解决家庭的经济压力而辍学，过早地承担

成人的社会责任。
（三）婚姻家庭关系变迁对青少年的影响

首先，是夫妻之间关系的变迁。 地震后灾区

的离婚率和结婚率都迅速攀升，这一方面是由于

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在地震中的表现非常失望，也
有可能是有些夫妻在婚前本来就感情不和，一直

由于财产分割等原因而没有离婚，而地震所导致

的一无所有，反而促使许多夫妻对人生有了更多

新的看法，最终选择了离婚。 另一方面是由于地

震导致夫妻中某一方遇难，另一方迫于生活和生

产压力而选择了重组新家庭。 这些都导致了夫妻

之间关系的变化，对于没有子女的夫妻而言，这种

夫妻关系变化的影响仅限于两人之间。 而对于那

些已经有青少年子女的夫妻而言，夫妻关系的变

化会给青少年带来更多负面的心理和人格的影

响。 特别是许多重组家庭中出现了一些新型的伦

理关系，比如丈夫与亡妻的妹妹结婚、妻子与亡夫

的哥哥结婚、弟弟娶兄妻或叔嫂恋等。 虽然在地

震后的灾区，社会大众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情况，但对于部分青少年而言，接受这些关系还需

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其次，是亲子关系的变迁。 如前所述，地震灾

后的青少年往往会面对着许多新的社会关系，特
别是家庭重组后许多青少年将会面对新的父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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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并要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新的亲子关系。 对于

那些处于情绪敏感期的青少年而言，地震灾后往

往很难忘记亲生的父亲或母亲，并会有意无意地

将继父或继母与之前的亲生父母作比较，稍有不

顺心如意的地方可能就会陷入情绪的困扰当中。
调查发现，重组家庭中的青少年在心理和行为上

更加敏感和易怒，往往会为家庭中发生的一些小

事情而产生抑郁情绪，认为在新的亲子关系中受

到忽视和排斥。
再次，是手足关系的变迁。 众多研究表明，手

足关系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而地震灾

后那些重组家庭中的青少年会更容易遇到新的手

足关系，并产生一些不愿意接受的状况：一是部分

青少年往往会陷入对过往逝去亲人的思念，难以

融入新的重组家庭之中，从而难以与新的兄弟姊

妹建立亲密关系；二是在地震灾后的心理脆弱时

期，部分青少年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接纳新的

兄弟姊妹，总认为他们会剥夺来自父母的爱，从而

对手足产生敌对的情绪；三是部分青少年选择外

出打工或者求学等方式，不愿意留在新组建的家

庭中；四是还有部分青少年处于儿童向青少年过

渡时期，尚没有自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因而会受到

来自新的家庭成员的控制，难以适应新的家庭成

员关系。 当然，也有许多青少年能够很好地适应

新的家庭生活环境，并与新的兄弟姊妹建立良好

的手足关系。
最后，是隔代亲子关系的变迁。 此处讲的隔

代亲子关系主要是地震灾后，部分青少年由于双

亲遇难而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隔代抚养所形成

的亲子关系。 地震灾后，部分青少年尤其是年龄

较小的青少年，往往没有独立自主生活的能力，需
要依靠亲属来抚养。 这部分青少年也面临着家庭

关系变迁的冲击，一是需要在完全缺失父母的情

况下融入一个新的家庭关系，此时青少年的心理

往往会处于孤立无助的内心世界之中，哪怕亲友

照顾十分细致周到，也难以弥补双亲所能够提供

的亲密依恋关系，而依恋关系的缺失会造成心理

上的孤独感和自卑感。 二是部分青少年往往由于

地震灾后遇难家属的缘故可以得到数额巨大的经

济补偿。 这部分青少年也有可能会遇到亲属之间

由于经济和利益关系而发生的争执和冲突，从而

在心理层面遭受到地震丧亲所带来的二次创伤，
对于家庭关系的依恋也很难建立起来。 三是在实

地调研中发现，尽管隔代亲子关系的变迁会给青

少年带来一些影响，但这在地震灾后的实际生活

中更多地呈现为好的方面，其心理健康和社会功

能状况恢复较好。

二、地震灾后青少年的家庭凝聚力

特征
（一）地震灾后家庭凝聚力的相关研究

家庭凝聚力是了解家庭内部运作情况和家庭

关系的重要方式，尤其对于研究家庭关系如何受

到外部影响因素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 Ｏｌｓｏｎ、
Ｓｐｒｅｎｋｌｅ 与 Ｒｕｓｓｅｌｌ 共同发展出婚姻与家庭系统环

绕模式（Ｃｉｒｃｕｍｐｌ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ａｌ ＆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ｙｓ⁃
ｔｅｍｓ）来解释家庭凝聚力、弹性以及沟通三个要素

互动的过程。 具体来说，婚姻与家庭系统环绕模

式强调家庭凝聚力与弹性之间的平衡和趋于相等

为佳，当其中任何一方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家庭

的稳定与和谐关系，此时需要通过良性的沟通来

达致新的平衡。 而评估家庭凝聚力的主要指标是

心理的亲密程度、生活的亲密程度以及相处的时

间等，具体可表现为：情感的连接、联盟、时间、空
间、朋友、决策、兴趣以及休闲活动等［２］。 另外，
Ｅｐｓｔａｉｎ 等人也发展出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 模式（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ｕｎｃｉｔｏｎｉｎｇ）。 此模式一方面强调

了解家庭作为整体如何重视和支持其成员的活动

与兴趣，另一方面强调家庭成员对彼此的投入和

支持程度［３］。 除此之外，斯坦福大学的 Ｍｏｏｓ 等人

也发 展 出 家 庭 环 境 量 表 （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ＦＥＳ），试图通过家庭环境的气氛来了解家

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员的成长以及家庭结构。
在其中，家庭凝聚力就表述为家庭成员对家庭

的关心与承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协助的

程度［４］ 。
（二）地震灾后家庭凝聚力的变化

台湾“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后关于家庭关

系与家庭互动的研究为汶川地震灾后家庭凝聚力

的变化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 陈淑惠、林耀盛、
洪福建与曾旭民等的研究发现台湾“九·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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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的三、四个月内，近六成的灾区民众觉得身

心健康不如从前，４１．７％的人认为与配偶关系没

有改变，认为变差的人有 １７．７％，认为变好的有

３２．８％，而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手足关系和其他

亲戚关系均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甚至变得更加亲

密。 可见，共同经历灾难事件，反而使得家庭成员

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从总体上提升了家庭的凝

聚力［５］。 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地震灾后家庭

也会存在一些成员之间的生气与猜疑、身体健康

状况下降、相互隔离甚至家庭暴力等问题。 结合

灾后社会服务过程中对相关家庭的实地访谈资料

可以发现，汶川地震灾后家庭的凝聚力变化状况

可以通过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手足关系三个

方面来体现。
首先，在夫妻关系方面呈现多样性变化特征，

但总体以夫妻之间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为主，也有

部分夫妻由于之前关系的疏离和隔阂而选择离

婚。 一方面，地震灾害给受灾家庭原有的夫妻关

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些

夫妻关系在地震灾后由于互动增加、惺惺相惜、互
相珍惜、互为依靠而变得更加紧密并一直维持下

去；有些夫妻在地震救援阶段由于对生命的体悟

和珍惜而关系紧密，在灾后重建阶段由于各种家

庭事务和经济压力而变得疏离；有些夫妻在地震

之前相互之间关系不甚亲密，地震之后由于家园

损毁和财产消失，关系反而变得更为疏离甚至离

婚；还有些夫妻在地震之后一段时间由于子女受

伤或遇难而变得关系疏离，但在灾后重建阶段由

于情况的好转，重新树立对生活的希望而关系变

得更加亲密。 另一方面，对于部分家庭而言，其夫

妻关系并没有因为地震而有所变化，家庭凝聚力

之间也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其次，在亲子关系方面，总体上表现为更为积

极的互动特征。 在地震灾后，父母对子女的关爱

照顾与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归属之间形成较为良性

的互动，最终促成更为亲密的亲子关系的形成。
一方面，地震灾后家庭的亲子关系会向着更好的

方向发展，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关心疼爱与责任

心增强，在生活照顾、情感慰藉、亲子互动方面的

行为会增加；相应地，一些较年长的子女会以更积

极的行为来回应父母的爱，这包括表现出更听话

懂事、体贴父母的心情和情感需要并安慰父母、主
动帮助父母做家务、减少外出和休闲娱乐时间、增
加在家庭的时间等。 另一方面，有些父母在地震

灾后忙于灾害救援以及恢复重建工作，加之家庭

经济状况以及工作生活的烦恼，往往忽视了子女

的情感与照顾需要，甚至对子女不听话、不懂事以

及较为复杂的心理问题束手无策和不耐烦，从而

淡漠和疏离了亲子关系。 此时，子女在灾后由于

恐惧、胆怯、焦虑和孤独心理所形成的一些行为问

题会增多，并给父母造成困扰，最终形成负面的亲

子互动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家庭的亲子关

系没有什么变化，这主要是那些年龄较小的儿童

所处的家庭。
最后，地震灾后家庭内部的手足关系往往会

随着儿童青少年年龄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大

部分年龄较小的儿童而言，地震灾害并未影响其

相互亲密而又有冲突的亲密关系。 对于那些青少

年而言，由于地震带来的恐惧、失落和孤独，反而

增加了青少年对于亲密手足关系的渴望程度，从
而整体上提升了家庭凝聚力的水平。 但是，在实

地调查中也发现，许多儿童青少年的手足关系呈

现出隐性和显性交叉、短期和长期交叉以及稳定

性与多变性交叉的特征，这又需要进一步详细深

入地研究才能厘清。
（三）地震灾后家庭凝聚力的影响因素

众多的研究成果指出影响家庭凝聚力的因素

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及其成员所面对

的压力。 Ｗｅｉｇｅｌ 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中面对工

作的压力，尤其是妻子所受到的工作和家务压力

程度会降低其对家庭的满意度和家庭整体的凝聚

力［６］。 而 Ｌａｒｓｏｎ 的研究也发现家庭中丈夫的失

业会直接导致家庭凝聚力的降低，特别是那些妻

子工作而丈夫在家的家庭［７］。 二是家庭中未成

年子女的数量以及家庭中亲子关系的频数和时

间。 三是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方式。 四是家庭成员的人格特质，尤其是家庭成

员的抑郁、焦虑以及自杀倾向往往会降低家庭的

凝聚力。 灾后社会服务过程中对相关家庭的实地

访谈资料可以发现，汶川地震灾后对青少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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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凝聚力的影响因素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

因素：
一是家庭经济状况。 地震灾后的家庭一方面

面临着财产清零、房屋损毁、工作失业等现实问

题，这导致家庭顿时失去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顿

拮据的状态，另一方面还需要面临着灾后心理创

伤、照顾家庭成员、照顾伤者等现实问题。 经济困

难、入不敷出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成

为影响家庭凝聚力的主要因素。 以地震中某受访

家庭为例，地震后他们夫妻经常吵架，为的就是生

活中的收入和消费问题、未来如何买房和安居的

问题、子女照顾和教育问题以及日常开支和活动

安排的问题。 处于经济困境家庭中的夫妻往往会

有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女性往往表现为抑郁、焦
虑或者歇斯底里，而男性则更多地表现出烦恼、不
快乐、失眠和酗酒等问题。 长期如此的状态，让家

庭的凝聚力急剧下降。
二是居住环境状况。 许多地震灾区的家庭都

失去了赖以居住的房屋，有些则变成了危房。 因

此，许多家庭都选择入住活动板房。 这种居住状

况一方面导致家庭成员感受到居住环境的落差和

困扰。 活动板房空间狭小、空气流通差、冬冷夏

热，尤其是夏天异常闷热、隔音效果很差的现实状

况，让许多灾后家庭很不适应。 同时，活动板房区

密集、相邻过于紧密、共同的卫生和生活设施、缺
乏安全保障等问题也让灾后家庭面临着多方面的

生活压力，进而影响了家庭关系和凝聚力。 另一

方面，活动板房在温度控制、卫生条件等方面的限

制也往往导致居住其中的老人和小孩容易感染各

种呼吸道疾病和消化道疾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给灾后家庭带来了经济压力和心理困扰。
三是受灾家庭自身能力的欠缺。 许多受灾家

庭处于农村地区，家庭主要成员的文化素质和工

作技能不高，运用和争取相应社会补助和资源的

能力较差，从而降低了家庭总体的生活质量。 一

方面，部分受灾家庭的家长文化素质较低和专业

能力缺乏的现实，影响了他们职业转换和职业获

取的能力，就算是接受过政府相关的职业技能训

练，也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

降低了家庭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有些家庭对于

政府灾后救援和重建的各项社会政策不了解，不
知道如何申请或获取相关的社会资源，不能有效

地减轻家庭所面临的压力。 反过来，那些获取社

会资源能力较强的家庭，能够及时从政府、当地村

委会、各种社会服务机构获得相关救助信息，能够

通过让子女参加教育辅导、关怀照顾、心理辅导以

及休闲娱乐活动，提升子女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
减轻了父母照顾的压力。

四是受灾家庭的地震认知和态度。 地震后受

灾家庭对地震、对自身心理以及对生命的认知、态
度和行为倾向，往往也会成为影响其家庭凝聚力

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那些认为地震是随机的自

然现象，并为自身能够活下来感到幸运的家庭成

员会更加幸福，并带来积极的家庭关系；另一方

面，那些对生死有较乐观看法、坦然接受死亡的家

庭成员能够较快地走出地震的阴影，从而有效地

改善了家庭的抑郁情绪，促进家庭凝聚力的提升。
另外，家庭成员对自身心理状态的敏感和适度调

节也会带来更高的家庭凝聚力。
五是家庭中夫妻、亲子沟通和互动的状况。

那些夫妻乐于彼此讨论、分享痛苦和快乐，并相互

支持性表达的家庭更容易释放和化解消极情绪，
并共同度过压力环境，维持较高的家庭凝聚力；同
样，那些倾向于民主和开放的亲子关系的家庭，亲
子之间的互动频率更高、效果也较好，父母和子女

能够更多地从彼此获得情感支持和快乐，这也会

有利于家庭凝聚力的提升。
（四）地震灾后家庭凝聚力变迁对青少年的

影响

首先，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对灾后青少年有

重要影响。 对于那些失去双亲的地震灾区的儿童

青少年而言，强烈的灾害冲击和持续的关怀缺失

会影响其毕生的健康发展。 而对于那些依然有完

整家庭的青少年而言，灾后家庭关系的变化也会

影响其各方面的成长。 一般来讲，那些家庭中夫

妻心理没有变化或者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家庭，青
少年会更好地克服地震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也更

能够走出自我心理困境，参加各项服务活动，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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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发挥其复原力的作用。 而那些夫妻关系变得

更加疏离的家庭，青少年会更容易受到地震创伤

的影响，其依恋心理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易于陷

入各种身心疾病、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困境，学业发

展也会受到限制。
其次，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成为青少年发展

的关键主题。 在地震灾后，青少年建立依恋关系、
克服创伤心理和实现心理复原的基础乃在于与父

母建立较好的亲子关系。 当父母在地震灾后能够

更多地向青少年表达关心、疼爱、照顾与关注时，
青少年更容易在家庭、学校和同伴交往中出现积

极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而当父母忽视和否认青少

年的情感和照顾需要的时候，青少年更容易出现

退缩、孤僻、暴力和叛逆等消极心理和行为，其学

业成绩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良好的亲子关系不

但可以帮助家庭克服地震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
且可以形成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支持的良性

互动。
再次，家庭内部的手足关系也会影响青少年

灾后的心理应对。 那些与兄弟姊妹和睦相处并能

够有积极互动关系的青少年，在地震灾后更容易

以积极乐观、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灾后重建；而那些

具有矛盾和冲突手足关系的多子女家庭，由于父

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他们，青少年的

心理、情感和照顾需要就很难得到满足，从而产生

进一步的失落心理。 另外，多子女家庭由于灾后

活动板房的活动空间有限，也容易造成子女手足

冲突的增加。
最后，家庭内部的沟通与互动方式也影响着

灾后青少年的成长。 开放、民主、平等和支持性的

家庭沟通互动模式能够给予青少年更多的参与家

庭事务的机会和权利，从而促进其复原力和优势

的发挥，也最有利于灾后青少年的成长。 而那些

封闭、权威、专制和攻击性的家庭沟通模式则进一

步恶化了青少年已有的消极情绪和行为问题，阻
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可见，总体来说，家庭凝聚

力水平越高，青少年获得的支持就越高，其潜能挖

掘和心理复原的水平就越高，灾后心理重建的效

果就越好。

三、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青少年家庭服

务的策略

为了帮助青少年有效应对地震灾害所带来的

创伤，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提升受灾青少

年所处家庭的凝聚力，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满足受

灾青少年及其家庭的需求：
（一）为受灾青少年提供适当的家庭支持

服务

根据上面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状况、住房状

况以及家庭沟通互动模式是影响家庭凝聚力的主

要因素。 那么，面向受灾青少年提供的家庭支持

服务可以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需要国家和政

府在实施灾后救援和恢复重建的过程中特别响应

受灾家庭生计发展的需求，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发

放各项救灾物资和提供救助服务，对于家庭中有

儿童青少年的情况要给予特别的补助；二是要在

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充分吸纳本地劳动力，并通

过技能训练和安排非熟练工作任务的方式，帮助

受灾家庭获得就业机会，提升受灾家庭的经济能

力。 三是要在灾后活动板房和安置房的设计过程

中，充分考虑青少年成长的需要，在房屋空间设

置、通风设备和私密空间布置等方面做一些适当

的调整；三是要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促进灾后家

庭的沟通与互动，通过开展家庭辅导训练营、家庭

个案辅导室、亲子关系训练小组等方式促进灾后

家庭的支持性沟通和对话，也促进青少年参与解

决家庭事务，让子女共同了解问题和彼此协调，进
而促进家庭内部自身力量的增长。

（二）为受灾青少年提供适当的学校支持

服务

在地震灾区，青少年的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

密切相关，良好的家庭关系会带来青少年学业的

成长，而学业进步和学校人际关系的和谐会带来

青少年积极的心理和行为，这反过来会促进家庭

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手足关系的成长。 因此，协
助青少年及其家庭可以通过开展学校支持服务来

达成，具体包括：一是可以以学校为单位开展灾后

的社会服务工作，通过学校为青少年学生提供适

当的午休场所、娱乐场所、午餐补助、助学金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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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学校的资助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二是可以

通过学校心理咨询与辅导的方式，帮助青少年学

生舒缓与化解地震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塑造积极

健康的人格特质；三是可以通过小组工作的方式

面向青少年开展生命教育活动，帮助受灾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灾害认知、态度和行为，同时学会理解

父母、感恩父母、帮助父母，通过小组工作增强青

少年的潜能开发，使他们成为家庭凝聚力提升的

一般力量；四是通过学校开展各类学业辅导，解决

青少年家庭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压力；五是在教育

课程设置中融入健康教育、心理教育、道德教育以

及生命教育的内容，从根本上提升受灾青少年复

原力。
（三）为受灾青少年提供适当的社区支持

服务

国家支持和社会各界捐助汶川灾后恢复重建

的所有经费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在社会服务

领域的。 可见，增强为灾后家庭的社会服务资源

分配、提升受灾家庭社会资源获取的能力以及促

进社会服务的可及性，是提升灾后家庭复原力的

重要方式。 一方面可以为受灾家庭提供各类社会

服务的信息和资源，并引导受灾家庭成员走出伤

痛，融入恢复重建的各项工作之中，另一方面，还
要积极促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社会服务工作的公

平、公正和普惠性，将最紧缺的社会服务资源分配

到最需要的地区和家庭。 最后，还需要通过促进

社会政策的改进，强化对受灾青少年权益的保护，

为受灾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学业辅导、生活保

障、休闲娱乐等多样性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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