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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秀-就业辅导员配图

十多年致力为心智障碍青年提供专业就业辅导

谢金凤：让众多“心青年”开启各自“职场秀”
■本报记者 于远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谢金凤是钟楼区众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
负责人，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她的日常工作融
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层社工站建设、困境
儿童帮扶、残障人士救助等工作，她都有参与。
而在这些工作中，有一项工作是她自2011年从
业开始，就亲身参与并坚持至今，那便是为心智
障碍青年提供专业的就业辅导，让他们融入社
会，开启各自的“职场秀”。

2011年，刚刚大学毕业的
谢金凤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一
家助残机构工作，工作的主要
内容就是帮助心智障碍者学
习生活自理，并尽可能帮助掌
握自主生活技能的心智障碍
青年顺利就业。

“近几年，行业内将有智
力发育迟缓、自闭症、唐氏综
合征等症状的心智障碍青年
称为‘心青年’。‘心青年’学习
和理解信息的速度较慢，与人
沟通存在一定难度，有些‘心
青年’还会因情绪无法正确疏
导，出现无法控制自身情绪的
情况。我们指导‘心青年’学
习生活技能，有时虽然是很简
单的动作，但也需要不断地重
复，这个学习的过程需要耗费
教、学双方相当多的时间与精
力。”谢金凤说。

在机构中与“心青年”长期
相处的过程中，一些“心青年”
向谢金凤表达出“想去外面”

“不想天天待在这里”的想法。
然而“心青年”想要走入社会，
依然面临着诸多客观困难。

谢金凤介绍，针对心智障
碍者的就业帮扶，大部分为庇
护性就业，即让“心青年”集中
至就业工坊，在专人看护下，从
事一些简单的手工劳动，这类
劳动通常工作时长短、薪资待

遇低，“心青年”也难以跳出原
有的生活圈，无法真正体验社
会生活，实现“走出去”的愿望。

“为了掌握更先进的就业
帮扶办法，2013年至2016年
间，我一直在全国各地参与心
智障碍者就业培训辅导，也是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到
了支持性就业。”谢金凤介绍，
支持性就业指由服务机构派出
就业辅导员，对心智障碍者进
行专业职业培训和岗前评估，
全职辅导和监督心智障碍者的
实际工作，使心智障碍者能够
在普通的企事业单位获得稳定
的、有收入的工作机会。区分
于庇护性就业，支持性就业能
够让心智障碍者在工作中实实
在在进入社会，与普通人共事，
建立起自己与社会的联系，成
为社会关系中的一员。

践行支持性就业理念初
期，谢金凤在帮助“心青年”联
络就业地点时，遭遇了不小的
挑战。对比其他类型的残障
人士，心智障碍者存在明显的
理解与沟通障碍，这就造成他
们能够从事的工作有限，需要
更多的时间适应新的环境与
新的工作内容，用人单位也因
此心存疑虑，难以信任“心青
年”的工作能力。

“以往的助残活动中，我

们积累了一定的合作资源，通
过尝试给合作过的社区、酒店
等单位提供免费保洁，为‘心
青年’争取到了进入社会工作
的机会。因为工作技能不够
娴熟，工作初期，同一项工作
往往需要多名‘心青年’共同
参与才能按时完成。随着日
积月累的训练，‘心青年’在工
作中锻炼出独立完成的能
力。”谢金凤说。

2016年，合肥市某新建成
的星级酒店开业招工，谢金凤
陪同‘心青年’大伟（化名）应
聘酒店员工休息区保洁员的
职位。大伟入职的第一个月
里，谢金凤天天陪同大伟上
班，然而经过教学与练习，大
伟并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保
洁工作，酒店相关负责人也萌
生出辞退大伟的念头。

“正好当时另一名‘心青
年’小刚（化名）也通过了机构
的评估，达到了参与社会工作
的标准，我就联系酒店，由小
刚接替大伟的保洁工作，将大
伟调岗至洗衣房，进行毛巾等
酒店用品收纳整理的工作。
后续两位‘心青年’都顺利适
应了自己的岗位成为正式员
工，直至今年依然在该酒店任
职，已经是拥有8年工龄的老
员工了。”谢金凤说。

“心青年”步入社会，离
不开他们身后家庭的帮助与
支持。然而在该领域工作十
余年，谢金凤深知，绝大部分
心智障碍者的家属并未掌握
与心智障碍者正确的相处模
式，开展家庭指导，亦是就业
辅导员工作的重要一环。

谢金凤介绍，有心智障碍
的小孩在未成年时期，往往会
被家长送至特殊教育学校学
习和生活，然而这些心智障碍
者成年之后，离开了学校，回
归家庭，就会出现无处可去的
窘境。有些“心青年”不会正
确表达自己的情绪，负面情绪
累积后，可能出现狂躁、易怒
等表现，不知如何处理的家长
还会采用对抗的形式，将孩子
关在家里，切断了“心青年”与
外界的联系。

“而在家庭生活中，‘心青
年’的家属也可能出于‘保护’

‘不信任’等原因，习惯了替

‘心青年’做决定，替‘心青年’
解决事情，回避‘心青年’参与
家庭决策、家务劳动等日常互
动。‘心青年’原本在特殊教育
学校中学得的一些自理技能，
因在家庭中不被允许实践，家
庭与学校对待同一件事的态
度不一致，导致他们无法判断
自己掌握的技能可不可以使
用，长此以往，他们已经学会
的技能也会荒废。”谢金凤说。

谢金凤认为，“心青年”想
要实现独立工作、独立生活，
其家庭首先应该将“心青年”
的自主决定权还给“心青年”。

自2020年来到常州工作
以来，为引导常州的“心青年”
家庭做出改变，谢金凤持续宣
传开展心智障碍者自主生活、
就业培训。仅今年，谢金凤就
在永红街道、雕庄街道、南夏
墅街道等地开办了近50场主
题课堂。

在课堂中，谢金凤引导

“心青年”的家属改变以往认
为心智障碍者“不会做、做不
到”的刻板观念，小到“心青
年”自己的餐具清洗，大到“心
青年”对自己工作赚取的工资
如何支配，都让“心青年”自己
尝试。此外，谢金凤与同事们
还会为“心青年”举办工作技
能、生活技能大比拼，一方面
是向其家庭展示，他们拥有自
主行动的能力，另一方面，比
赛获得的荣誉也能激励“心青
年”，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在培训中，我们也能感
受到这些‘心青年’家属找到
了努力的方向。他们在照顾

‘心青年’的时候，自然而然会
担忧‘心青年’有朝一日无人
照顾时应当如何生存。过去
他们制止‘心青年’自主决定，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才
是正确的，而当下，他们也成
为了‘心青年’自主决定的支
持者。”谢金凤说。

谢金凤表示，“心青年”适应
社会生活，会历经“好照顾”“好家
人”“好帮手”“好市民”四个阶
段。“通俗地说，好照顾就是指‘心
青年’在家庭生活中情绪稳定、配
合、不闹人；好家人是指‘心青年’
能够自理，完成与自己相关的事
务；好帮手是指‘心青年’在自理
的基础上，能够帮助他人完成指
定的事项；好市民是指‘心青年’
能够基本掌握社会生存所需的常
识，并融入其中，独立生活。”

就业辅导员在指导“心青年”
以就业这种途径融入社会时，既
需要帮助“心青年”适应社会，亦
需要帮助社会理解“心青年”，做
好双方的联结，这个过程往往需
要长达半年的时间。

谢金凤介绍，在“心青年”就
业时，就业辅导员会依据“心青
年”的工作熟练程度，进行不同
密集程度的跟踪陪同。在“心青
年”就业的第一个月，她一般会
天天陪同“心青年”上班，指导

“心青年”按照用人单位的标准
妥善完成工作。第二个月，她一
般会每天陪同“心青年”工作两
到三个小时，确认“心青年”进入
工作状态，就让“心青年”独自完
成剩余工作。第三个月，她每周
会陪同一到两天。第四个月开
始，无突发状况时，她会保持每
月一次的跟踪陪同，直至半年的
辅导期结束。

“在陪同‘心青年’的同时，我
们也会向‘心青年’的同事介绍

‘心青年’的个人情况，帮助他们
理解‘心青年’的某些特殊表现背
后，代表着他们怎样的情绪表
达。在同事和‘心青年’建立社交
关系，并熟悉‘心青年’的行为模

式后，这些人也会自然而然成为
‘心青年’社会生活的自然支持
者，能够代替就业辅导员帮助‘心
青年’处理突发状况。”谢金凤介
绍，“心青年”丽丽（化名）就业后
会在固定时间段搭乘同一班次的
公交车，久而久之，公交司机认识
了丽丽，记住了她上下车的站点，
会提醒丽丽到站下车，这位司机
就可以称为丽丽的自然支持者。

目前，经谢金凤辅导过的“心
青年”在酒店、社区、剧场、医院、
面包房等多种场所就业，从事保
洁、收纳、烘焙等工作。辅导结束
后，不少人仍与谢金凤保持着联
系，会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分享给
谢金凤，小刚便是其中之一。“从
照片上看，他的精神面貌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与多年前那个看起
来有些呆滞的他判若两人。他分
享给我的话题也超越了我以往对
他的认知，他会开始关注时事新
闻，把省内发生的大小见闻告知
我，我非常惊喜。”谢金凤说。

而同样令谢金凤感到惊喜的
是，她陪同“心青年”阿永（化名）
自费前往湖州，参与一场心智障
碍者交流活动时，已经三十多岁
的阿永告诉谢金凤，他参加这次
的活动非常开心，“终于知道了工
作赚钱的目的”。

“阿永的这句话，意味着他已
经懂得通过劳动所得，能够换取
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具体事物与
情感体验，他在生存的基础上更
进了一步，他融入社会的同时，也
开始享受生活。在他身上，我也
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能够
帮助这个群体走出封闭环境，让
他们被社会‘看见’，获得认可与
接纳，实现自我价值。”谢金凤说。

实现“心青年”对“走出去”的渴望

引导家庭交还“心青年”的自主决定权

做好“心青年”与社会的深度联结

谢金凤谢金凤（（右右））辅导辅导““心心
青年青年””学习生活技能学习生活技能

谢金凤谢金凤（（中中））至至““心青年心青年””家庭进行家访家庭进行家访

谢金凤谢金凤((左左））辅导辅导““心青年心青年””学习工作技能学习工作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