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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姓名：H阿姨（化名）更多尽在百考试题社工站！ 性别

：女 年龄：71岁 二、个案来源 工作单位查阅服务对象资料时

发现，后经社工家访及在与服务对象集体活动时建立专业关

系后经评估后确定介入。 三、个案背景资料 （一）引发/重

要事件：案主的老伴患脑中风，曾经经历两次开颅手术，第2

次手术后半身瘫痪，并丧失语言能力，更要紧的是在此后不

久案主的老伴出现了精神问题并出现严重的暴力倾向，动则

对案主拳脚相向。这给案主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常常因

照顾老伴失眠，同时还要忍受来自老伴的暴力。 （二）曾做

出的调试及成效： 1.案主为了缓解照顾老伴的压力请了多个

保姆，但均因照顾压力太大，生活环境恶劣而在短期内相继

离开； 2.案主所在的单位的老同事处于关心曾经尽心用各种

方法帮助她，但是成效都不明显，案主自身的压力没有得到

很好的缓解，照顾的压力仍然存在。 （三）行为表现 案主是

所在单位的活跃分子，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并在集体中担任

一定的职务。 （四）人际关系：案主的人际关系良好，和单

位的同事相处融洽。但是在当地除了儿子和女婿，没有太多

的亲人和朋友。（五）情绪状况：情绪状况一般，容易抱怨

。 （六）精神病纪录：无精神病纪录 （七）健康状况：长期

劳累，心理负担过重以致高血压等老年病。 （八）经济状况

：案主及其老伴都有较高的退休工资，经济状况尚可。 （九

）暴力倾向/虐待记录：无 （十）支援网络（能获得的资源）



： 案主和老伴同为安置在深圳市的军队退休干部，生活和医

疗待遇都比较好，但是因为案主老伴的病情过重，医院不愿

意收治，案主又不愿意将老伴送入养老机构进行照顾，所以

正规的照顾缺失，只能由案主在家里对其老伴进行照顾；案

主原来和子女同住，但是因老伴的照顾问题引起了儿子和儿

媳的矛盾，遂搬离儿子家里自己居住，儿子忙于工作，较少

和父母沟通。 （十一）总体评估显示，案主的支援网络不足

以让她的压力得以缓解，社工在这个方面为其进行了资源的

争取： 1.医疗照顾方面：在了解了居家养老服务的申请条件

和程序之后，发现案主的老伴符合申请条件，社工在和案主

讨论方案后，案主决定委托社工为其申请这一服务，社工在

短时间内向其所在街道申请了居家养老服务。 2.福利政策方

面：按照案主和老伴自身的身份，案主是可以享受公务员租

房待遇的，案主也一直在为自己争取这一福利，但是苦于申

报无门，在了解相关情况之后，社工和用人单位的领导一同

向国土局和房管局上书反映情况，在对方了解情况之后，做

出了批示，同意案主的请求。这一批示在经济上给案主缓解

了一定程度压力的同时也让案主在自身身份被认同的现实下

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四、问题分析 （一）理论分析 理

性情绪治疗模式对于人的假设有：人天生具有理性和非理性

两种信念，理性是我们成长和创造的保障，非理性则导致我

们陷人情绪困扰；人的思想、情绪以及行为这三者同时并存

，而且，思想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人有自我谴责以及谴责

他人、谴责环境的强烈倾向；人有自由意志而且也有能力去

改变自己的非理性信念；人的价值感产生于人自身的存在，

而不是由能力、表现、知识等非本质因素所决定。 社工运用



理性情绪治疗理论，分析案主的情绪和压力来自一些非理性

信念，即在长期的照顾中，案主认为自己的情绪和压力是不

正常的，在这种信念下，案主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想到了

通过为自己和老伴做寿衣这样的方式做为对自己负面情绪的

一种宣泄或者说是释放，这样的非理性情绪让案主忽略了自

身的资源和优势。 （二）具体问题 按住常年照顾瘫痪且精神

又问题的老伴，与子女分居，保姆都请了几个，但都因照顾

压力太大，而且家居环境很差，结果都纷纷离去，案主的精

神压力极大，自身又无法寻找和获得更多的资源或利用更多

得渠道去解决问题。 案主的家居环境：目前案的住所是其在

政府的帮助下租住的，三居室，为了方便照顾，老伴住在客

厅内，由于案主整日忙于照顾老伴，疏于整理家居环境，屋

里堆放着书籍等各类杂物，显得拥挤零乱。案主的老伴因瘫

痪以致大小便失禁，空气很差，总体家居环境令人堪忧。 五

、服务目标 （一）短期目标 1.案主获得一定的情感支持。 2.

案主通过面谈对自身的情绪得到一定的认知。 （二）长期目

标 1.案主情绪管理能力得到提高。 2.案主对将来的照顾能制

定更合理的计划。 3.案主建立起支持（资源，情感等）网络

。 4.案主能够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更理性的思考和计划。 六

、过程评估 （一）案主方面：由于和案主建立关系的过程不

是十分顺利，初期案主对社工的态度多是试探和不信任，在

经过与社工的面谈得到一定的情绪支持后，特别是在社工积

极为其寻找到一些资源后，案主才开始慢慢接纳社工，并积

极配合服务。在全部服务过程结束之后，案主的问题在很大

程度上已经得到解决，一些理性情绪也开始取代之前的非理

性情绪和行为。案主的能力也得到提升。 （二）社工方面：



在整个服务过程中，社工的服务还是显得不够成熟，具体表

现在理论知识的运用方面，在面谈中常常因为缺乏理论的指

导而陷入无所适从的困惑当中。但是对社工的理念和服务宗

旨的坚持，社工还是坚持把整个过程完结，也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 七、结案 （一）服务对象的改变 在服务前后，案主的

改变总体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得到一定的情绪支持和加之认

同之后，案主不再像从前那么爱抱怨，自己对压力的管理能

力也有了进步，对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的看法也显得更加释

怀和坦然。 （二）结案原因 在评估之后，社工认为服务计划

中的目标基本达成，案主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能力也有所提升，所以决定结案。 （三）建议 案主老伴的病

情有加重的情况，案主日后的照顾任务必然会加重，建议所

在单位多些关注，尽可能在政策范围之内多为案主及其老伴

提供一些资源，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在宏观方面，居

家养老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民心工程，对于社会中的困难群体

是由极大的帮助的，建议居家养老的内容可以继续深化，如

针对不同的人提供一些更细致、更人性、更专业的服务，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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