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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



2、社会支持的分类：

（1）工具性支持 、情感性支持

（2）情感支持、帮助、信息共享和工具性支持

（3）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

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

（4）情感性支持、网络支持、信息性支持、物质性支

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



2、社会支持形式

感觉被需要

感到你对其他人很重要，你是有价值

的，有用的，有益的，人们感激你

保证自我价值

让人们帮你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保持信

心，这样你可以处理你所面对的挑战

社会联系

感觉到你属于这里，与其他人有共

同的事情，让人们一起分享活动

情感支持

拥抱，倾听，理解，爱，接受



2、社会支持形式

人力帮助

让人帮你做些事情，比如搬运东西，

修理房子或房间，帮你做文书工作

物力帮助

让人提供你一些物资，如食物，衣物，

避难所，药物，建筑材料或者钱

建议和提供信息

让人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

或者为你提供信息或好的建议

可靠的支持
让人向你确保，如果你需要

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里



作用途径：

1、情感支持功能能有效调节个体的神经

内分泌系统或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抵御

疾病的能力，保持身体健康。

2、能有效调节个体的行为模式，避免产

生不良的行为方式（例如酗酒、滥用毒品、

不愿就医等），形成健康的生活行为（如

合群、主动寻求帮助、努力应对困境等），

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增强生活的自

我控制感，保持身体健康。

动态效应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社会支持、压力与身心健康的关

系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压力

或应激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是相互

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而且会随着

时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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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社会支持

尽可能快地建立联系，帮助幸存

者发展和保持社会联系对复原至

关重要。

（1）增加了解灾难后复原基本

知识的机会。

（2）一系列社会支持活动的机

会，包括问题解决、情感理解和

接纳、分享体验和关切、反应正

常化、分享应对策略等。



目标

帮助其与主要支持人员或其他支

持源建立短暂或持续的联系，包

括家人，朋友和团体帮助资源。

联系社会支持



（1）、加强与主要支持

人员的联系通道（家庭

和其他重要人物）

（1）采取现实步骤帮助幸存者

联系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人。包括，

配偶/伙伴，孩子，父母，其他家

人，好朋友，邻居和牧师。

（2）其他的社会支持可能还包

括同事和爱好或者俱乐部会员。

（3）宗教组织。



（2）、鼓励利用即时可用的支持人员

• （1）如果个体不能与他们的支持系统取得联系，鼓励他们尽可能地利用即

时可用地社会支持资源（比如，你自己，其他救济工作人员，其他幸存者），

要尊重个人地偏好。

• （2）提供阅读材料（杂志、报纸，情况说明书）也有一定的帮助，与他们

一起讨论这些材料。

• （3）当人们在小组中，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当小组成员来自不同的领

域或者团体，帮助他们相互介绍。



（2）、鼓励利用即时可用的支持人员

• （4）当与年轻人一起工作时，将年龄相仿的儿童一起来带进来活动。提供

艺术材料，彩色书籍或者建筑材料帮助年幼儿童参与到安抚和家庭活动中。

年长的孩子和青少年在活动中可以指导年幼儿童。可以建议儿童唱教室里的

歌和做一些学校里做的游戏。



不知道他们需

要什么

因为需要帮助

而感到不好意

思或软弱

当别人都需要

帮助时为自己

获得帮助而感

到内疚

不知道哪里可

以寻求帮助

担心他们可能

成为负担或让

他人抑郁

（3）、讨论支持-寻求和给予

不愿意寻求帮助的原因：



害怕变得不安

而失去控制

怀疑帮助是否

可用或有帮助

认为没有人能理

解我正经历的

试图得到帮助，

却发现那里没

有帮助（感到

失望或背叛）

害怕他们求助的

人会愤怒或让他

们因为需要帮助

感到内疚

（3）、讨论支持-寻求和给予

不愿意寻求帮助的原因：



1

想想最有利的帮助形式

2

想想他们能接近什么人

得到这样的帮助

3

选择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接近这些人

4

与这些人谈话，并解释给

他 /她怎样才能有所帮助

5

最后，感谢这些人所费

的时间和提供的帮助

给那些变得离群或者社会孤立的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他们：



案例讨论：

• 来访者，女，80岁，新冠肺感染者，目前在某医院住院，情况稳定，医生反

映的情况是来访者的老伴因为新冠肺已经去世了，但是医生和家属们都没有

告诉她实话，每次来访者问起老伴的事情的时候，医生的回答是不清楚她老

伴的情况，来访者问女儿，外甥女，她们的回答是转院了或者转移话题。来

访者因为医生和女儿她们没有给她有关老伴的具体信息，确定的信息，让她

心里更加担心老伴，很焦虑，很难受。她的原话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消息，

总得让我知道吧”。医生感觉来访者好像有所察觉，也不知道怎样跟她说老

伴的事情。目前来访者情绪有些低落，主要是担心老伴的事情，因此希望心

理干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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