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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约会关系中的

安全问题。为了应对这一重要议题，本文介绍了一个全面的家长和教师培训工作坊，主

题为“Safer Dating: 变得聪明。寻求帮助。保持安全。促进青少年更安全的约会关系”。本

文将详细探讨该工作坊的内容，强调作业治疗师在为有特殊健康需求的儿童和青少年家

庭提供社会安全及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说明如何通过家庭赋能来实现这些目标。 

 

青少年约会暴力的严峻现状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挑战，如恋爱虐待和网络欺凌等。这些问题不仅会

影响心理健康，甚至可能导致自我伤害甚至自杀。因此，家长、老师和成年照顾者需要

提高识别问题迹象的能力，并提供适当的安全教育，涉及友谊和亲密关系，理解孩子所

经历的痛苦，给予关爱和支持，以预防情感困扰或伤害。 

 

以下是美国青少年约会暴力的一些严峻现状： 

 

 大约有 150 万名美国高中男孩和女孩承认在过去一年中曾被恋爱对象故意打击或身

体伤害。 

 遭受约会暴力的青少年面临长期后果，如酗酒、饮食紊乱、滥交、自杀念头和暴

力行为。 

 1/3 的青少年处于虐待或不健康的关系中。 

 33%的青少年曾遭受性、身体、言语或情感上的约会暴力。 

 25%的高中女孩曾遭受过身体或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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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严重凸显了青少年在约会关系中的问题，孩子们需要学会在友谊和约会中保护

自己的权益。同时，作者强调了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约会暴力的必要性，

共同构建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安全环境。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研究如何通过家庭赋能来支持儿童和青少年建立更健康、更

安全的约会关系。我们将探讨如何识别健康关系的特征，评估学生是否处于风险中，并

提供干预策略。本文还将探讨如何建立适当的政策来应对青少年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约会

关系，以及如何在整个学校社区推广积极健康的友谊关系。最后，我们将介绍解决青少

年约会关系问题的资源，帮助参与者更好地保护和支持青少年的安全与健康成长。 

 

 
2024 年 5 月 31 日在北京长和大蕴儿科诊所举办的线下工作坊照片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重要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期为促进青少年更安全的

约会关系做出积极的贡献。 

 
 

让我们逐一解释每个主题和学习目标： 
 

1. 健康关系特征的辨识： 
 

o 学习目标：参与者将学习如何识别健康关系的特征，包括相互尊重、沟通

有效、互助支持等方面的特征。他们将了解什么样的关系是积极、健康的，

以及如何在儿童和青少年中鼓励和促进这些特征的发展。 
 
 



中 华 O T 电 子 期 刊  
2024 年 6 月 端午版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 50 -

 
2. 青少年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约会关系特征的辨识： 

 
o 学习目标：参与者将学习如何辨识青少年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约会关系的特

征，包括暴力、控制、不尊重等。他们将了解这些特征的表现形式，以及

如何及时识别并干预这些问题。 
 

3. 评估学生是否处于风险中的方法： 
 

o 学习目标：参与者将学习评估学生是否处于约会关系风险中的方法，包括

观察行为、听取反馈、进行访谈等。他们将了解如何有效地评估学生的情

况，以便及时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 
 

4. 干预处于风险中的学生的策略： 
 

o 学习目标：参与者将学习如何干预处于约会关系风险中的学生的策略，包

括提供支持、提供资源、进行辅导等。他们将了解如何帮助这些学生摆脱

不健康或不安全的关系，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 
 

5. 帮助预防学校社区内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约会关系的方法： 
 

o 学习目标：参与者将学习如何帮助预防学校社区内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约会

关系的方法，包括教育宣传、建立支持系统、制定政策等。他们将了解如

何在学校和社区层面上采取措施，预防安全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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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成长阶段，其全面发展与家庭环境息息相关。家庭

作为儿童青少年成长的首要场所，其影响深远而持久。作者从“what（是什么）”、“why

（为什么）”和“how（怎么做）”三个角度出发，探讨以家庭为中心，通过家庭赋能以及

融合社交小组来支持儿童青少年全面及正向积极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实施策略。 

 

What：概念界定 

 

1、以家庭为中心 

 

以家庭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家庭在儿童青少年成长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理念认为，

家庭是儿童青少年情感、认知、社交和身体发展的重要场所，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关

系对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具有决定性影响。 

 

2、家庭赋能 

 

家庭赋能是指通过提升家庭成员的能力和资源，使其能够更好地支持儿童青少年的成长。

这包括提高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增进亲子沟通、增强家庭凝聚力和构建健康的家庭氛

围等方面。 

 

Why：重要性 

 

1、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以家庭为中心，通过家庭赋能可以为儿童青少年提供稳定、健康、积极的成长环境，有

助于他们在情感、认知、社交和身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2、增强儿童青少年的抗逆力 

 

在家庭赋能的过程中，家庭成员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为儿童青少年树

立榜样，增强他们的抗逆力和适应能力。 

 

3、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家庭赋能有助于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儿童青少年的成

长提供坚实的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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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升青少年的社交能力 

 

在家庭赋能后，家长能够更好的帮助青少年提升社交技能，在家庭生活中，根据青少年

在日常生活中各个场所的表现，更好的给予儿童支持，尤其在社交层面上（社交情感、

社交对话、社交规则、社交中的问题解决）支持，将获得显著的成效。 

 

How：实施策略 

 

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首要场所，其影响力愈发显著。为了更好地支持青少年的全面发

展，我们引入了家庭赋能理念，这一理念旨在通过提升家庭的教育功能，为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家庭赋能理念与社交小组相结合是一种创新教育模式，可以通过

家庭与机构的紧密合作，共同为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加积极、健康的环境。 

 

1、家庭赋能理念的引入 

 

家庭赋能理念着重于通过增强家庭的教育功能，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持。在

融合模式中，我们将家庭赋能理念深度融入社交小组的设计与实施中，鼓励家长积极参

与课程，与青少年共同学习、成长。例如： 

 

 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理念；（例如：针对学龄、青少年儿童的社交问题，家

长能够了解更多的实用技巧，学习社交知识，帮助学龄、青少年儿童提升社交技

能，促进社交发展。） 

 增强亲子之间的有效沟通；（例如：能够更好的尊重和理解儿童，激发儿童的分享

欲和沟通欲） 

 培养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支持和理解；（例如：家长通过学习社交情绪的知识，帮助

儿童认知自己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情绪并与他人共情，能够更好的培养亲子关系。） 

 提供丰富的家庭学习资源和机会。 

 

2、社交小组课的设计与实施 

 

社交小组课的设计充分考量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心理需求，结合家庭赋能理念，精心策

划教学内容和活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注重青少年的主动参与和积极互动，同时鼓

励家长以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身份，与青少年一同学习和进步。 

 

3、家庭与机构的合作 

 

在融合模式中，家庭与机构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机构为家长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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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如家庭教育讲座、家长志愿者活动等，旨在强化家庭的教育功能。同时，家长也

积极与机构共同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 

 

4、提升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 

 

 提供家庭教育讲座和培训，更新家长的教育理念，教授科学的教育方法。 

 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共同探索新知识，培养学习兴趣。 

 设立家庭教育图书馆或在线学习平台，为家长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 

 

5、加强亲子沟通 

 

家庭成员应重视亲子沟通，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内心需求，建立基于信任和理解的关系。

例如： 

 

 设立固定的亲子沟通时间，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 

 教授家长有效的沟通技巧，如倾听、表达、反馈等，促进亲子之间的有效沟通； 

 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尊重他们的个性和需求。 

 

6、构建健康的家庭氛围 

 

家庭成员应共同努力，营造健康、和谐、积极的家庭氛围。例如： 

 

 共同制定家庭规则和价值观，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和支持，共同分担家庭责任。 

 定期举办家庭活动，如户外运动、旅行、聚餐等，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 

 

结论 

 

本文深入探讨了以家庭为中心，通过安全约会（safer dating）家庭赋能研讨会（workshop）

来支持儿童青少年全面及正向积极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实施策略。家庭作为儿童青

少年成长的首要场所，其影响深远而持久。通过引入家庭赋能理念，我们认识到提升家

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增进亲子沟通、培养情感支持和理解以及提供丰富的家庭学习资源

和机会，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结合社交小组课的设计与实施，我

们进一步强调了家庭与机构之间紧密合作的重要性。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能够为家长提供

必要的支持和资源，强化家庭的教育功能，还能促进家长与机构共同关注青少年的成长

和发展，形成教育合力。在具体实施策略上，本文提出了提升家庭成员教育水平、加强

亲子沟通、构建健康家庭氛围等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旨在营造一个稳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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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家庭环境，为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以家庭为中心，通过家庭赋能来支持儿童青少年全面及正向积极的发展，不

仅符合儿童青少年成长的自然规律，也是当前社会和教育领域的重要任务。我们需要进

一步推广这一理念，探索更多有效的实施策略，为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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