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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以 S市“童心绘梦”公益创投项目为研究个案，探究挖掘儿童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困境儿童发展性服务的可行路

径。研究发现，“童心绘梦”公益项目的实施，使美育延展到课外，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村困境儿童个体的想

象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动手能力有所增强；从社会关系的层面来看，农村困境儿童的师生关系有所改善，教师对儿童

的刻板印象得到改变，朋辈合作能力有一定的提升；从美育教学内容来看，将本土非遗文化、红色文化与“绘本阅读

+手工 /绘画 /黏土”多种创作形式相融入，为儿童提供多元艺术呈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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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takes the "Children's Hearts Draw Dreams" public welfare venture capital project in City 

S as a research case to explore and explore feasible paths for children's social work to intervene 

in the developmental services of rural children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ldren's Dreams" public welfare project has extended aesthetic education 

beyond the classro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e imagination ability, 

creativity ability and hands-on ability of rural children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have been enhanc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of rural children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has improved, teachers' stereotypical impressions of children have changed, and the 

ability of peer cooperation has been enhanced to a certain ext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eaching content, integrating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d culture with various 

creative forms such as "picture book reading + handicrafts/painting/clay" provides children with 

diverse perspectives for artistic presentation.

Keywords  :  rural community;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s; children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developmental 

needs

引言

随着政策的不断发展，我国儿童福利政策和儿童保护政策逐步趋于完善，由补缺型到兜底型再到普惠型转变，经历了初步形成、局

部发展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制度。[1]当前困境儿童相关法律政策中，困境儿童的生存性需要和安全性需要这两

个方面能够得到较好地回应，前者是儿童福利政策的响应，后者是未成年保护系统的响应。学界对于困境儿童的研究日趋从“宏观政策

的服务、救助和保障”转为“微观个体的精准支持”、从关注困境儿童的“生存性需要”转变为“发展性需要”。[2]从研究内容来看，主

要涉及分类保障、福利递送、社会救助、学校教育、社会工作等方面。[3]截至目前，针对儿童教育的学术探讨十分成熟，但针对农村地

区儿童教育的研究更多是聚焦于“农村留守儿童”这一主体上，鲜有研究从教育的角度尤其是美育视角阐释农村地区困境儿童的教育困

境。本文将以 S市公益创投“童心绘梦”项目实践活动为研究个案，透过优势视角，探讨困境儿童艺术能力培育的过程及动员儿童积极

参与的微观实践经验，探究挖掘儿童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困境儿童发展性服务的可行路径。

基金项目 :2025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一般自筹项目）《海南困境儿童家庭资源分配策略研究》（Hnky2025ZC-18）；2023-2024学年春季学期中青年教师 (科研类 )

培养项目《新未保法背景下困境儿童监护问题研究》（USYJSPY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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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理论阐释

（一）优势视角

社会工作专业面对服务对象存在两种思维模式，即问题视角

和优势视角。[4]后者是相对于前者提出，是注重个体自身潜在的能

力和所拥有资源的一种视角，最早出现于精神临床干预领域。与

问题视角不同，优势视角认为使人陷入困境的不是问题本身，让

个体走出困境的途径就是帮助其恢复对抗问题的能力，故而最大

的核心便是个体本身的优势。美国学者塞勒伯提到，需要从不同

的方面看待个体、个体所处的环境和现状，帮助其注意到挫折中

的希望和向上的可能性。[5]换言之，通过关注个体“我是谁”“我

能做什么”“我有什么”，以此激发被阻碍的潜在力量，提升个人

自信与自尊，将阻力转化为动力，最终帮助个体走出逆境。[6]

（二）美育：儿童发展性需求满足的新可能

“美育”是审美教育的简称，是“德、智、体、美、劳”综

合素质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杜卫将美育的三个意义概

括为感性教育、人格教育和创造教育。[7]不少研究表明，通过文

学、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针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开展美

育，不仅可以培养儿童的审美观念、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8]还

可以提升儿童的心理韧性，让儿童以积极的态度成长和发展。然

而受“应试教育”影响，农村地区的中小学仍然以“成绩”为中

心，重“语、数、英”，轻“音、美”，忽视艺术教育对于儿童

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9]除此之外，当前农村美育教育仍面临着硬

件不完善、软件不配套、教育观念落后及投入不足等问题。[10]

二、案例分析：“童心绘梦”项目的实践过程

（一）项目概况

为激发 S市 J区社会组织活力，促进 J区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

发展，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S市 J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以下

简称“基地”），开展公益创投项目大赛。经评选成功立项的项

目，能获得一定资金支持。资助金额分别为8000元以下、8000

元（含）~10000元，根据最终项目路演评选情况进行调整，项目

实施周期为6个月。“童心绘梦”公益项目，由高校教师指导，八

名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参与，期间教师定期为成员提供个人督导

和小组督导。该项目以农村社区的困境儿童为服务对象，从优势

视角出发，挖掘困境儿童及其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的资源，以美育

教学课程的服务形式，将本土非遗文化、红色文化与“绘本阅读

+手工 /绘画 /黏土”多种创作形式相融入。一方面为困境儿童提

供平等、包容的美育机会，帮助其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提升自

信心和自我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帮助困境儿童获得艺术启蒙，发

展创造力、想象力提升美学修养开拓眼界，运用艺术形式增加困

境儿童与社区之间的互动，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经评审，“童心绘

梦”项目成功立项，获得了基地10000元的资助金额，项目以六

个不同形式和主题的多元化美育课堂为核心内容，分别在 L社区

和 J社区开展十二场服务。

（二）项目的实施策略

1.服务筹备阶段

首先，为了确保项目服务的质量和成效，邀请 Q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的专业督导为项目成员提供前期培训，共两场，以期帮助

项目成员深入了解农村社区困境儿童的阶段特征与多元化需求。

其次，项目成员深入 L社区和 J社区，了解困境儿童的家庭背景、

教育状况及在美育方面存在的需求，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计划

书打下基础。为了确保服务的顺利进行，项目组提前采购了学习

材料、心理辅导工具、游戏道具等物资，并与当地学校、村委会

等相关单位紧密沟通，协调服务所需的场地资源。在村妇女主任

的协助下，顺利招募服务对象。

2.服务开展阶段

有了前期准备，便围绕项目计划书如期开展服务，8位学生分

为两组，4人一组，分别为 L社区与 J社区的困境儿童提供六场主

题服务。每位学生分别担任不同场次的主带领，其余同工在现场

进行协助，需结合儿童社会工作相关理论知识及技巧，针对突发

事件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理。在服务过程中，需要注重与儿童的互

动和沟通，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参与热情，时刻关注儿童的实际需

要和状态变化，适时给予鼓励、引导和心理支持。运用倾听、理

解和支持等社会工作服务技巧，增强儿童的自信心，确保他们在

参与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温暖和关爱。在开展阶段，为确保服务

的连续性和质量，需定期召开督导会议，对每一场服务的执行情

况进行总结、复盘，根据执行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服务策略与

方法。

3.服务总结阶段

该阶段是服务期满，需要针对整个项目进行结果评估。首

先，收集并评估项目的成效。通过问卷调查或面对面访谈等方

式，收集儿童、家长、社区等多方面的反馈意见，了解服务对象

及相关方对项目的满意度。其次，根据项目总体运行情况，撰写

结项报告，报告包含项目概述、项目人员情况、项目财务情况、

项目实施情况、项目产出及成效和总结反思以及下一步工作建

议。再者，准备好相关的评估材料，如项目资料（服务资料、财

务资料等）、工作记录、成效数据等。此外，项目成员均要提前

熟悉甲方评估流程和要求，确保在评估过程中能够准确地回答评

估专家的问题，并提供有力的证据举证项目成效。

（三）项目成效及反馈

1.个体发展层面

优势视角强调从困境儿童“内 +外”双轨赋能，前者为激

发其内在积极力量，后者则统筹外在环境的资源。农村困境儿童

通过参与美育活动，在创作过程中，不仅掌握表达自我的能力，

还能够将抽象的自我感受转化为具体的艺术作品。通过手工、绘

画、黏土、剪纸等实践活动，寓教于乐，引导儿童动手制作、实

践操作。根据儿童的反馈，大部分儿童均能学会使用至少3种艺术

形式进行创作，表示期待美术课也能够有如此丰富的课程体验。

美育旨在培养人的审美素养和创新能力，不仅丰富了儿童的审美

体验，还通过创作实践促进了儿童的创新思维发展，能够帮助儿

童运用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的自然材料，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如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03

枯叶贴、七彩石头等。

2.社会关系层面

美育不仅是个体审美素养的提升，也是社会关系的和谐构

建。“童心绘梦”项目让困境儿童有机会走出家门，促进亲子、

朋辈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扩大社交圈子，培养社交能力，增强儿

童的社会归属感和责任感，为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通过美育活动的互动，家长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

洽。家长不仅仅是儿童成长发展的养育者、教育者，也能成为儿

童创作过程中的引导者和支持者。这种角色的转变，有助于增强

家长对儿童部分刻板印象的改变，更加关注儿童的个体差异和潜

能发展。此外，美育活动通过团队合作，促进儿童之间的交流和

合作，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3.美育服务层面

美育应关注儿童的全面发展，注重个体差异和潜能开发。项

目将本土非遗文化、红色文化与“绘本阅读 +手工 /绘画 /黏土”

等多种创作形式相结合，从知识传授到技巧学习，从听到做，为

儿童提供了多元艺术课堂的呈现。一方面为发展本土文化提供新

渠道，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承，让更多的儿童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

特色与历史；另一方面，亦是“公益项目 +艺术 +社工”跨专业

合作模式的实践探索，对农村困境儿童在心理、社交、教育、家

庭以及社会融入和未来发展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

三、儿童社会工作美育服务何以可能

（一）协同合作：建立跨专业服务团队

由社会工作者、艺术专业教师及志愿者构成的跨专业服务团

队，秉持着严谨、专业的态度，致力于服务困境儿童。社会工作

者，以其专业的助人理念和方法论为基础，深入剖析并精准把握

困境儿童的实际需求与问题所在；艺术专业教师，依托其深厚的

专业素养，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美育教育指导；而志愿者们，作

为重要的人力资源与情感支持，为团队注入了不可或缺的活力与

温情，为儿童提供情感支持与陪伴。为提升服务团队整体的专业

素养与协作能力，还需要定期组织团队培训与交流活动。

（二）需求调研：精准识别发展性需要

首先，社会工作者应深入农村，亲自走访困境儿童家庭、学

校和社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全面掌握他们的日常生活、学

习环境、个人兴趣以及对于美育的期许与需求。其次，利用专业

的评估手段，对困境儿童的美育需求进行量化分析，从而深刻洞

察困境儿童美育需求的整体图景与个体差异。再者，对搜集的数

据进行细致的整理与分析，精准识别困境儿童在美育领域所面临

的具体难题与挑战，诸如资源短缺、活动匮乏、意识淡薄等，并

深入剖析其成因，为后续服务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整合资源：设计多元化美育方案

从内部资源视角出发，应全力挖掘并高效利用农村现有的教

育资源，如学校、图书馆、文化中心等，为困境儿童量身打造丰

富多彩的美育课程与活动。同时，注重发掘并培养农村本土的美

育人才，如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及热心的教师群体，使之成为推

动美育服务的中坚力量。从外部资源挖掘来看，需积极寻求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的支持，共同筹措资金、物资及

人力资源，为农村困境儿童的美育服务注入更多活力。通过合作

共建、项目资助等多元化模式，不断拓展美育服务的边界与可能

性。基于需求评估结果，整合内外部资源，精心设计并推出多元

化的美育服务项目。此外，课程设计上，需强调趣味性与实践性

的融合，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与创造力为核心。

（四）赋能主体：推动家、校、社同参与

第一，家庭指导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如发放宣传册、举办讲座或利用社交媒体等，向农村困境儿

童的家庭普及美育知识，让他们了解美育的重要性和对孩子成长

的影响。根据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孩子的特点，可以为家长提供个

性化的美育指导。鼓励家长与孩子一起参与美育活动，增进亲子

关系的同时提升孩子的美育素养。第二，学校美育方面。学校应

重视美育课程的作用，开设多样化的美育课程；加强美育师资队

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美育素养和教学能力；组织艺美育活动，为

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发挥特长的平台；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技

术，拓宽学生的美育视野，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第

三，社区建设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积极与社区合作，利用社区

资源和平台，为困境儿童提供更多的美育机会。如：在社区公共

场所设置美育角、艺术墙等，展示艺术作品和美育成果，营造浓

厚的美育氛围；通过组织社区美育活动，社区艺术节、儿童绘画

比赛等，鼓励困境儿童家庭积极参与，提升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成

员的社区融入和自信心，培养他们的社区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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