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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一、研究背景 

传统医疗和护理观念将儿童视为“迷你成年人”，仅对医疗问题给予较

多的重视，但是儿童的生理发育有别于成人，他们对于身体、疾病以及死

亡有着不同的理解，也更容易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大约有

15%-40%的住院儿童在两星期的住院治疗后或多或少的会产生消极的变化，

出现焦虑、恐惧医院、医护人员、针头等心理，影响治疗配合度和术后康

复，甚至会对儿童长期的社会交往和认知带来严重影响。而作为儿童最有

力的支撑者的父母受儿童病情、现实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也会长期处于紧

张、焦虑、恐惧和缺乏安全感等身体和心理的非健康状况，这从另一方面

更加剧了儿童的焦虑情绪。 

随着传统医学模式向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患病儿童的康复已从疾病

治疗转变为对生理-心理-社会层面的共同康复，而医疗游戏辅导的开展正

是顺应了这一转变。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儿童活动空间项目实际上是以医院

的实体空间为载体，以“医务社工+志愿者”为服务模式，为在院患儿及其家

庭开展专业的医务社工服务，希望能够改善医院的物理空间，改善医疗过程



的体验，改善长期住院生活的单调无聊，让就医住院的大病儿童所面对的医

疗环境更友好，医疗过程更友善，住院生活更丰富。但目前医务社工的服

务存在专业性不足，理论储备不够，具体实施了很多活动但不知道到为什么

这样干，或者怎样干才能更好等问题，因此医务社工组织活动的质量和有效

性亟待提高，医务社工的专业性也需要进一步提升。 

因此，本项目从儿童福利和儿童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医学和社会学

两个角度，运用社会工作干预技术对住院儿童（本项目暂聚焦于先心病儿童

和白血病儿童）及父母的需求进行回应，系统分析其需求，背后的解释性理

论、干预的基础及其循证的理论依据，希望能开发一套适合白血病和先心病

住院儿童的社工干预理论递送模型，以便医务社工和志愿者能够更好地提供

专业化的干预服务，为住院儿童提供符合其年龄和身心发展条件的照料，

协助儿童尽快适应入院环境，提升心理健康和发展水平以及提升治疗配合

度，改善疗效，促进儿童的发展与成长。 

二、研究问题及方向 

本项目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在医疗系统中引入社会力量、专业的

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之后，如何以游戏为主要工作方法进行服务递送，辅助

医生和护士为住院儿童提供符合其年龄和身心发展条件的照料，为住院儿童

提供服务。希望依据不同地区医院的现状以及需求，探索医务社工利用游戏

为住院儿童提供社工服务的理论递送模式，通过资源的动员和整合，在医院

内进行儿童友好环境创设，为住院儿童提供游戏服务，提高住院儿童的适应

性，促进住院儿童正常发展，保障儿童的福利。 

在住院的功能空间方面 



 在医院建立一个心理社会的服务场域，功能空间的意义、重要性、

必要性是什么？  

 从服务递送角度看，这样一个服务场域，其功能空间的基本设置、

功能区划分、空间配置有什么基本原则、考虑？ 

在疾病与医疗过程方面 

 关于疾病本身：包括疾病的患病率、疾病成因、疾病的治疗周期、

方案、费用以及后期康复的相关事项，从中找出可以干预的一些要

点；并对比先心病和白血病患儿服务的异同之处，以便设计更契合

的服务递送模型。 

 基于疾病和医疗过程对儿童和家庭的影响：儿童和家庭可能会面对

的社会心理层面的问题和需求有哪些？对于这些需求和问题，可以

如何分层？如何分类？基于医院社工可以满足的需求有哪些？可进

行哪些干预？在这些干预背后，有哪些理论和循证依据？ 

在住院生活方面 

 长期住院生活会给患儿的基本发展带来哪些影响？长期住院患儿的

基本发展的问题和需求有哪些？基于医院社工可以满足的需求有哪

些？可进行哪些干预？其背后的理论和循证依据是什么？ 

 日常游戏娱乐对于住院患儿的意义是什么？活动干预背后的逻辑假

设和递送模型是怎样的？ 

在服务递送理论方面 

 针对以上需求，已有的可以依托的实务理论有哪些？其中带来改变

的，发挥作用的实务元素有哪些？ 



 针对以上需求，我们的服务可以设置什么样的服务目标？有哪些反

映服务效果的指标？背后有没有实务理论的依据？ 

 基于以上提出一个服务递送的理论逻辑模型。 

结合爱佑慈善基金会的项目目标，本研究确定两个具体任务方向： 

研究任务1：需求调研与项目服务目标体系梳理 

研究任务2：开发社工服务递送理论模型 

 

项目推进 

 

本项目将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意见征询等方面进行。 

第一阶段：文献研究 

针对住院空间的问题，我们希望了解到什么样的空间设置更符合儿童的

年龄和活动特点；针对先心病和白血病儿童的医疗过程和长期住院生活的问

题，我们希望采用需求评估的方法，找出他们的需求，并找出解释性的理论，

以解释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些需求的解决，以及这些需求得不到解决将会

对儿童产生什么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由此来制定项目的目标体系。 

第二阶段，设计初步的理论递送大纲。 

通过文献梳理已有的相关干预方案，明确其背后的理论与循证的依据，

以便设计服务递送的逻辑理论模型。 

第三阶段，实地调研。 

根据我们梳理的需求、目标以及初步设计的理论递送模型到一线进行实

地调研，征求意见。 



第四阶段，修改成稿，并进行专家意见咨询，以及一线社工的意见咨询。 

 

项目产出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