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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社工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矫治路径优化

向森彪

长江大学法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3

摘　要：青少年社区矫正是我国司法体系中实现犯罪青少年行为矫正与再社会化的关键环节。随着教育矫治理念的深化，

司法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社区矫正中的专业价值日益凸显。本文以教育矫治为研究视角，结合司法社工的专业优势，系统探

讨其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实践路径与优化策略。研究通过梳理司法社工在法律教育整合、心理干预支持、职业技能赋能、

家庭关系修复等方面的核心优势，构建 “法律教育 - 心理干预 - 技能培养 - 家庭支持” 四位一体的矫治模式。针对当前

资源分配不均、跨部门协作不足、社会偏见等现实挑战，提出构建 “司法 - 教育 - 民政” 跨部门协作机制、加强司法社

工专业能力建设、推动多元主体社会动员及数字化技术赋能等优化路径。研究表明，司法社工的多维度介入能够精准回应

青少年的社会化需求，其长效发展需政策、专业与社会协同支持，未来可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矫正中的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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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复杂的演变趋势：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2023）》，2022 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16 至 18 周岁群

体占比达 62.3%，犯罪类型从传统盗窃、抢劫向网络诈骗、

涉毒等新型犯罪延伸，且低龄化特征显著（14-16 周岁犯罪

占比同比上升 8%）。传统监禁矫正模式因隔离社会、标签

化效应等弊端，导致再犯罪率居高不下——尽管 2022 年全

国未成年人再犯罪率较五年前下降 12%，但部分地区仍超

过 15%。在此背景下，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社区

矫正模式成为司法改革重点。  

教育矫治理念与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高度契合：青少年

大脑前额叶皮层尚未成熟，认知可塑性强，通过系统教育可

修正偏差行为；司法社工作为“非政府力量”，能以专业视

角整合法律、心理、教育资源，填补传统矫正“重监管、轻

矫治”的空白。例如，北京市朝阳区 2021 年试点司法社工

介入项目后，青少年矫正对象再犯罪率较同期下降 23%，

证明社会化干预的有效性。本文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证结合，

探索司法社工介入的科学化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青少年司

法体系提供参考。  

本文聚焦三大核心问题：其一，教育矫治理论（如社

会学习理论、标签理论）如何转化为可操作的矫正方案？其

二，司法社工在多部门协作中如何定位？是“服务提供者”

还是“资源协调者”？其三，面对地区差异、资源失衡等现

实困境，路径优化的突破口何在？  

2. 文献综述  

2.1 司法社会工作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关联性  

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体现在其“优势视角”与“增

能理论”的实践：美国学者 Roberts（1999）在《司法社会

工作百年》中指出，社工通过挖掘矫正对象潜能、重建社会

支持网络 [1]，可将再犯罪率降低 18%-25%。国内实践中，

上海“新航计划”自 2004 年实施以来，通过“一人一案”

个案管理模式，使青少年矫正对象就业率从 32% 提升至

68%，印证了专业介入的价值。席小华（2022）进一步提出，

司法社工需突破“行政化”倾向，以“司法程序参与者”身

份嵌入侦查、审判、矫正全流程，实现从“事后干预”到“全

程介入”的模式升级 [2]。 

2.2 教育矫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进展  

教育矫治的理论根源可追溯至 19 世纪“康复主义”刑

罚观，其核心假设是“犯罪行为可通过教育修正”。美国

“重返校园计划”通过为未成年犯提供高中同等学历教育，

使 63% 的参与者在释放后进入社区大学；英国“青少年职

业培训项目”联合企业开发定制化课程，将再犯罪率控制在

9% 以内。我国实践则呈现地域差异：东部发达地区如江苏

“阳光课堂”已实现法律、心理、职业教育全覆盖，而西部

某省调研显示，72% 的社区矫正机构未配备专职教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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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单一 [3]。这种“资源鸿沟”凸显了优化路径的必要性。  

3. 教育矫治视角下司法社工的介入优势  

3.1 法律与道德教育的整合者  

司法社工突破传统普法的单向灌输模式，采用体验式

教学增强参与感。例如，在模拟法庭活动中，社工引导矫正

对象分别扮演法官、律师、当事人，通过还原真实司法场景

（如盗窃案庭审流程），使其直观理解“罪刑法定”原则。

某司法社工机构记录显示，参与模拟法庭的青少年中，89%

能准确复述盗窃罪构成要件，较传统讲座提升 56%。此外，

社工结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要点，设计“情景剧

场”——让矫正对象演绎“网络诈骗的代价”“校园欺凌的

连锁反应”等场景，通过角色扮演强化道德判断能力。  

3.2 心理健康的支持者  

青少年犯罪往往伴随创伤经历、认知偏差等心理问题。

司法社工引入认知行为疗法（CBT），通过“情绪日记”“认

知重建”等技术，帮助矫正对象识别非理性信念。如北京市

丰台区社区矫正中心对 45 名青少年开展 12 周正念训练，干

预后焦虑自评量表（SAS）得分下降 22.3 分，显著高于常规

心理辅导组。针对有暴力倾向的对象，社工还会运用“愤怒

管理小组”“沙盘游戏治疗”等工具，将攻击性能量转化为

建设性表达。数据显示，接受系统心理干预的青少年，冲突

发生率较对照组降低 41%。  

3.3 职业技能的赋能者  

司法社工通过“需求评估 - 资源对接 - 跟踪支持”闭

环模式提升就业竞争力。以广东省“技能矫正班”为例，社

工联合电商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培训，课程涵盖选品、话术、

平台运营等模块，并安排企业导师一对一带教 [4]。项目实施

三年来，73 名学员中 52 人成功就业或创业，平均月收入达

4800 元，再犯罪率仅 3.8%。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对象，社

工还会链接技工学校，提供电工、家政等短期技能认证，确

保“结业即持证，持证即上岗”。这种“市场导向”的培训

模式，打破了“矫正对象 = 低技能人群”的刻板印象。  

3.4 家庭关系的修复者  

家庭功能失调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诱因。司法社工通过

“家庭生态图”分析亲子互动模式，针对“忽视型”“控制型”

家庭分别设计干预方案。在浙江省某项目中，社工为 86 个

家庭开展“非暴力沟通工作坊”，教授父母倾听技巧与情绪

管理方法，三个月后家庭冲突频率下降 62%，亲子亲密度

提升 35%。对于单亲家庭或经济困难家庭，社工还会协助

申请低保、链接公益助学资源，消除“因贫返罪”隐患。研

究表明，家庭支持度每提升 10%，矫正对象完成率提高 7.2%，

凸显家庭系统修复的重要性。  

4. 教育矫治的实践路径与挑战  

4.1 实践路径  

1. 法律教育：构建“三维普法体系”——基础层通过

漫画手册、普法动画普及《民法典》《刑法》基础知识；提

升层以“法律辩论会”“案例研讨会”深化理解；实践层组

织参观看守所、旁听真实庭审，强化法律震慑感。如上海市

某社区矫正中心开展的“法治夏令营”，通过 20 课时沉浸

式学习，使矫正对象法律知识测试平均分从 52 分提升至 81

分。  

2. 心理干预：建立“筛查 - 干预 - 跟踪”动态机制。

首次访谈使用青少年心理评估量表（YPI）筛查风险因子，

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每月开展 2 次团体辅导（如“情绪管

理工作坊”“压力释放小组”），并通过线上平台实时跟踪

情绪波动；期满前进行心理复评，确保社会适应能力达标。  

3. 技能培训：推行“订单式 + 创业孵化”模式。与本

地支柱产业对接（如浙江义乌对接电商、广东佛山对接制造

业），开设定向培训班；联合创业园区为有意愿者提供场地、

资金支持，典型案例通过“矫正之星”评选进行宣传，增强

示范效应。  

4. 家庭支持：实施“家长成长计划”，包括每月 1 次

教养技能培训、每季度 1 次亲子拓展活动、年度家庭关系评

估。同时建立“家庭互助网络”，让成功案例家庭分享经验，

形成 peer support（同伴支持）效应。  

4.2 现实挑战  

1. 资源分配不均：中西部省份社区矫正经费人均不足

500 元 / 年，导致职业培训设备陈旧、心理干预师配备比例

仅为 1:200（远高于国际标准 1:50）。某西部县调研显示，

83% 的矫正对象未接受过系统技能培训，就业主要依赖临

时务工。  

2. 跨部门协作不足：司法、教育、民政部门存在数据

壁垒，如教育部门不愿共享学籍信息，导致辍学青少年复学

困难；民政部门对家庭救助审核周期长达 3 个月，错过最佳

干预时机。某案例中，矫正对象因未及时获得低保，被迫重

返犯罪团伙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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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偏见：一项针对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67% 的

雇主明确表示“不会雇佣有犯罪记录的青少年”，32% 的

社区居民反对矫正对象参与志愿服务。这种污名化现象导致

矫正对象就业难、融入难，形成“标签 - 排斥 - 再犯罪”

恶性循环。  

5. 路径优化建议  

5.1 政策整合：构建“司法 - 教育 - 民政”协作机制  

建议将青少年社区矫正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明确各部门权责：教育部门需将矫正对象纳入职业教育扩招

范围，确保其与普通学生享有同等升学机会；民政部门建立

“矫正对象家庭救助绿色通道”，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低保、

特困供养审核；司法部门牵头建设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如

“青少年矫治云平台”），实时更新矫正进度、需求清单。

浙江省 2023 年试点“联席会议 + 个案会商”机制后，跨部

门协作效率提升 40%，服务断层问题减少 65%。  

5.2 专业赋能：加强司法社工的能力建设  

高校层面，建议在社会工作专业开设“司法矫治实

务”“犯罪心理学”等必修课，并与司法机关共建实习基地，

确保学生掌握法律文书撰写、危机干预等技能。继续教育

层面，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可联合高校开发“司法社工在线学

院”，设置法律教育、职业指导等专题模块，要求社工每年

完成 40 学时培训。上海市自 2022 年实施“司法社工能级评

定”以来，通过考试、案例评审等机制，推动专业人才占比

从 58% 提升至 82%。  

5.3 社会动员：推动多元主体参与  

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吸纳矫正对

象的企业，按每人每年 5000 元给予税收减免；设立“青少

年矫正教育基金”，允许企业捐赠额抵免 12% 的所得税。

同时，发展“社区矫正志愿者联盟”，吸纳退休教师、心理

咨询师等专业人士，通过“一对一”结对帮扶增强社会支

持。苏州市“阳光志愿者计划”实施三年来，累计招募志愿

者 2000 余人，参与帮教的矫正对象再犯罪率比非志愿者参

与组低 19%。  

5.4 技术赋能：数字化工具的应用  

开发“智慧矫正”综合服务平台，集成三大功能：（1）

在线学习模块，提供法律微课、职业技能视频（如短视频剪

辑、电工实操），支持碎片化学习；（2）心理服务模块，

内置 AI 聊天机器人“小矫”，24 小时提供情绪疏导，并通

过语音识别分析潜在风险；（3）数据看板模块，运用大数

据分析矫正对象行为轨迹、风险因子，自动生成干预建议。

广东省试点该平台后，社工服务效率提升 35%，风险预警

准确率达 89%。  

6. 结论与展望  

教育矫治视角下，司法社工的介入本质是通过“知识

赋权 - 心理重塑 - 技能提升 - 家庭修复”的立体化干预，

打破青少年犯罪的“恶性循环链”。本文构建的“四位一体”

模式，既回应了青少年认知可塑性强的特点，又发挥了社工

“整合者”“陪伴者”的专业优势。然而，当前实践仍受制

于政策协同度不足、专业人才短缺、社会接纳度低等瓶颈，

需从制度设计、资源投入、文化培育多维度突破。  

未来研究可聚焦两大方向：一是探索新技术应用，如

利用 VR 技术模拟社会场景（如求职面试、冲突处理），提

升矫正对象社会适应能力；二是关注特殊群体，如涉性犯罪、

严重暴力犯罪青少年的差异化矫治路径。随着《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条例》等新规实施，司法社工还需加强网络法治教育，

防范新型犯罪风险。总之，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优化需秉持“矫

治为本、社会融入为纲”的理念，构建政府、专业力量、社

会协同共治的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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