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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美小屋爱童行心理健康服务项目—悦伴童行总结

（2018 年—2022 年）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好《关

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

为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健康成长的信心，使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018 年—2022 年，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湛江市妇女联合

会主办，湛江市悦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共同开展了婷美小屋爱

童行心理健康服务项目—悦伴童行，为湛江市廉江市、遂溪县 600 多

名农村留守儿童开展了心理健康服务活动，期望深度回应留守儿童需

求，带来贴心的关爱，陪伴成长，促进其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他们

的学习和生活保驾护航。

二、项目理论

项目结合抗逆力理论、优势视角、社会学习理论、人格发展理论、

认知理论、游戏辅导理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经验学习理论、社

会支持网络理论等，联合妇联、学校、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多

方力量为留守儿童开展关爱服务项目。

三、项目目的

通过开展系列心理辅导活动提升学生的自信心、提高自我认识和

自我认同感，拓展人际关系，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减轻、消除学生孤

独、自卑的心理障碍，提升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增强自我效能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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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感和归属感，促进其心理健康；协助培养兴趣爱好，丰富课余生活；

探索构建深度、完整的项目模式，在关怀学生心灵的同时，让他们感

受到长期的温暖陪伴。

四、留守儿童情况

2018 年至 2021 年，项目采取调研访谈+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廉

江市、遂溪县农村11所小学585名3—6年级留守儿童发放调查问卷、

心理健康测试、社会支持、抑郁、心理弹性等量表，经筛选回收有效

调查问卷 494 份，需求如下：

1.照顾监护方面。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外出打工的比较多，

57.20%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生活在一起发生矛盾的会较多，而

一旦发生矛盾大部分会选择闷不吭声。此外与监护人访谈普遍反映照

顾上存在一定困难，主要是年纪大了，行动上的不方便，文化水平低。

2.人际关系方面。57.78%的儿童认为自己受到过欺负或人身伤害，

其中经常受欺负的有 18.3%。与监护人的访谈中也有部分家长反映儿

童在学校会受欺负的情况。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大部分儿童所认

为的“欺负” 来源于他们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矛盾或争执

等。

3.行为习惯方面。45.30%留守儿童在良好行为习惯上存在偏差，

出现懒散拖拉、不讲卫生、爱说脏话、不讲礼貌等情况。

4.心理健康方面。儿童的社交焦虑量表显示有 23.81%的留守儿

童存在焦虑情绪。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的平均分（85.98）显著低

于其他同类研究的均分（92.68），处于低抗逆力水平；《社会支持

量表》测量一种个体感受到来自家庭、朋友和社会等不同层面的社会

支持程度，主要用于测量强调个体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和感受，测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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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 14.29%留守儿童处于低支持状态。心《抑郁量表测量》结果

显示留守儿童心理抑郁状况高的占 22.22%。

5.在生活方面。留守儿童生活中很少得到父母的指导,仅有

30.99%向父母求助，而有 32.91%留守儿童选择的第一求助对象是同

伴。

6.在情感需求方面。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在

一个月以下的有 45.3%，与父母不固定联系、一个月以上及一年联系

一次的占有 57.49%，每次联系时间 10分钟以下的有 49.17%，对父母

外出务工感到伤心、痛苦的占有 64.98%，父母外出对自己影响最大

的感觉到孤单的占有 70.09%，他们缺少父母的关怀和陪伴,与父母较

少的情感交流使他们普遍感觉到了内心的孤单和失落,同时,很多儿

童小小年纪便开始有了心理重负,他们不仅要为家庭的生活担心,还

常常要牵挂着外出父母的健康与安全。

7.在自我评价方面。留守儿童感觉自己比很多人差、做什么都不

成功占有 21.5%，感觉自己一般的有 71.63%，留守儿童自我评价偏低,

有一定的自卑心理,他们过多地看到自己的缺点,而对自己的能力和

特长则缺乏了解和自信。

五、项目实施情况

五年来，悦好社工为湛江市廉江市、遂溪县的 11 所学校的 600

多名农村留守儿童开展了项目活动 87场次，其中服务留守儿童 4000

人次，社工 21人 281 次，志愿者 81人次，领导及老师 147 人次，报

道 55篇，链接资源 4万元。

（一）项目服务一览表

序号 时间 区域 学校 场次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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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廉江市营仔镇

圩仔小学 4 161

2 营仔小学 4 186

3 营镇小学 4 153

4 犁头沙小学 3 152

5 大同小学 3 170

6 云峡小学 3 131

7 北堤小学 3 112

8
2019

廉江市青平镇 石圭坡小学 13 673

9 遂溪县城月镇 竹叶塘小学 12 783

10 2020 遂溪县城月镇 后溪小学 13 355

11 2021-20

22
遂溪县城月镇

后溪小学 14 892

12 广丰小学 11 226

13 合计 87 3994

（二）项目活动主题内容情况

序号 活动主题 场次

1 团队建设 13场次

2 自我认识、自信心陪树 14场次

3 科学知识拓展 9场次

4 心理辅导 3场次

5 青春期、自我保护 5场次

6 人际交往、亲子沟通 6场次

7 良好习惯 6场次

8 问题解决 4场次

9 情绪管理 3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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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音乐、阅读兴趣培养 11场次

11 趣味运动会 2场次

12 垃圾分类 1场次

13 感恩、总结 5场次

六、项目成效

五年来，婷美小屋爱童行心理健康服务项目--悦伴童行取得了如

下成效：

（一）儿童层面

1、项目活动入校，极大丰富了农村留守儿童的课余生活。农村

学校课程安排基本是语文、数学、英语，学校未设置第二课堂和兴趣

培养课程等，但五年来的项目活动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对于课程外的

兴趣和需求较大（如游戏、音乐、体育），为此项目活动入校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这一块的缺失。数据调查显示：85.45%以上参与活动农村

留守儿童希望项目活动能够一直持续。

2、赋能与陪伴，让儿童的改变和成长明显，各项能力均得到显

著提升。一是人际交往能力得到增强及关系得到改善。《参与者意见

反馈表》显示，90%的儿童表示学会了建立友好关系的方法和技巧，

同时有 94.68%儿童认识到校园欺凌类型、危害、表现等，90%学会了

自我保护的方法，有儿童分享到：“因为感受到了社工温暖的声音鼓

舞着自己，让自己不再害怕与班里有霸凌倾向的同学进行交流，解决

被欺负问题”。二是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参与者意见反馈表》

显示，90.32%儿童表示活动帮助其增强了自信心，有儿童反馈：“自

己从以前不怎么爱说话，到现在表达自如，让自己更加自信了，也期

望更多机会让自己上台展现”；三是心理承受抗逆力能力提升。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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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理弹性量表中发现大部分儿童的心理弹性增强，其中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目标专注、人际协助、家庭支持指数均有所上升，儿童对

待事物的积极正面态度逐步增强，其中有儿童反馈到：自己原先想事

情比较悲观，参与活动后，现在的自己变得更加乐观、坚强和勇敢；

四是团队合作意识提升，同辈支持网络更加牢固。90.30%儿童都在活

动中感受到团结就是力量、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在多次的分组活动

中，发挥团队力量完成任务。不仅仅局限在参与活动，儿童们分享即

使在日常的学习生活，都会呈现相约一起共同完成学习作业、玩耍，

同辈关系更加稳固。

（1）人际交往（社交焦虑情况）

分数 前测 后测

A.超过 11 分 23.81% 19.57%

B.低于 11 分 76.19% 80.43%

儿童的社交焦虑量表，最高得分 20分，得分超过 11分即为存在焦虑

情绪，所得分值越高，说明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心理障碍越严重。

（2）心理弹性

内容 前测 后测

情绪控制 17.37 17.57

积极认知 14.44 14.56

目标专注 19.67 19.82

人际协助 17.67 17.87

家庭支持 16.83 17.58

抗逆力 85.98 87.40

注：得分越高，抗逆力越强。

（3）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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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前测 后测

12分—27 分 14.29% 10.87%

28 分—43 分 68.25% 67.39%

44 分—60 分 17.46% 21.74%

注：总分在 12—27 之间为低支持状态；总分在 28—43 之间为中间支

持状态，总分在 44—60 分之间为高支持状态。总分越高，说明个体

的社会支持越高。

（四）心理健康（抑郁状况）

分数 前测 后测

60分以下 77.78% 89.13%

60 分及以上 22.22% 10.87%

注：分数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高。

3.运用儿童参与，儿童主人翁意识显现。项目从带活动进校，儿

童被动接受项目设计的服务到儿童参与，儿童有更多的发言权、表达

权、决策权，儿童的声音得到倾听，儿童的需求得到关注与回应，趣

味运动会、音乐主题活动、音乐节活动在项目的支持下，与儿童的共

同策划、筹备下，分工负责，一一实现，对项目活动更加认可，拥有

感增强。儿童分享到在这些活动中自己变得担当、勇敢、不推卸责任。

儿童表达如果项目继续，希望开展音乐会、趣味运动会、科学实验课、

手工课、故事会、中国文化、历史、手工、绘画、户外活动等等，对

项目有了更多的期待与参与。

（二）学校层面

1、参与学校对项目高度肯定，从被动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对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有更多的思考与关注。

年份 项目学校评价

2018 年 参与项目活动的7所学校的负责人在项目访谈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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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新颖，孩子都比较喜欢和认可，同时

给学校带来一些新思路，如何更科学、系统地关怀留守儿

童，学校也想认真借鉴活动形式，让学校教师学习、借鉴

项目经验，丰富学校课堂内容。”

2019 年

学校校长反馈：活动整体新颖，吸引孩子参与，确实

丰富了学校留守儿童的课后生活，也明显见到孩子的改变，

特别是孩子从一开始害羞到感恩课堂主动赠送感恩信。

学校对接老师反馈：表示许多学生参与活动后自信心

得到了提升，也养成了一些良好的行为习惯，活动不但补

充了书本上没有的内容，也增添了新意教育。

2020 年

学校校长反馈：项目既丰富留守儿童的课余生活，提

升其各种能力，还填充学校教育没有关注到的地方，其中

分享到一个案例：校长非常惊讶一个学生苏某的变化，这

个留守儿童是三年级的学生，母亲智力残疾，父亲工作忙，

很少能照顾到她，小时候不会讲话，目前讲话是不流利、

不清晰的，学习成绩不好，但在 12月中下旬（项目结束后）

的一次英语公开课上，想不到这位留守儿童会在课堂中举

手发言，而且还是用英语很清晰地回答，校长和老师都很

惊喜，觉得这位孩子变得很大，变得自信和勇敢。

2021 年

-2022

年

学校表示项目不仅丰富了儿童的学校生活，同时看到

儿童与社工活动前后的交流后，欣喜见到了孩子们的变化，

积极主动性增强，学习上也认真了，有些内敛的孩子变得

大胆了、积极发言、和同学关系更加友好，笑脸常挂。其

中老师反馈到平时在班级里比较内向、成绩靠后的儿童在

项目中变得积极发言，有责任担当。

学校非常认同项目，推动学校更加关注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立项了《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课题，希望社工可以参与该课题，共同探讨设计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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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课程，服务更多留守儿童，同时也希望有能力及经验

后，形成一支公益讲师团，除了关爱本校留守儿童，可以

影响及服务到其他学校的留守儿童。因此，期望项目能继

续开展，惠及更多留守儿童。

（三）社会层面

多方联动，政校社合作，关爱机制持续深化，项目由广东公益恤

孤助学促进会链接社会企业资源支持，湛江市妇联牵头，当地妇联、

学校、村委协助，悦好社工执行实施，高校志愿者和专业老师协同参

与。项目的开展，让社工机构和负责执行社工积累了丰富的留守儿童

服务经验，提升了服务能力，提高了实践能力和专业能力；为当地高

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供了实习的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了专业

能力及专业认同感；为志愿者提供了实践的机会，提高了他们的社会

责任感。项目从服务多校少量活动，到在一两所学校提供长期持续系

列服务，关爱机制不断优化、深化，项目成效逐渐增强。

同时，项目在 2019 年、2022 年湛江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

2019 年“益苗计划”申报中获得关注、肯定与资金支持。

七、项目改进

1、完善项目校合作机制，推动项目校深度参与。五年来实施项

目的学校存在被动参与的情况，日常参与感偏低，为此项目继续实施

需完善项目校合作机制，主要包括：完善项目校选择合作机制（举行

说明会、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定期沟通机制（项目中期和终期举行

总结交流会及组建微信工作群）。

2、项目纳入个案内容，关注儿童个别化需求。五年来项目实施

以关注回应农村留守儿童共性需求为主，对儿童个别化需求的关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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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悦好社工在项目开展过程会发现儿童存在个别化需求，根据需求

可通过个案方式回应，为此项目继续实施可把个案纳入项目服务。

湛江市悦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2 年 8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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