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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身进城”到“举家迁徙”的家庭化流动已成

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根据《中

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

有农村留守儿童 6102.55 万人，占全国儿童的

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

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人万；同时，农

村留守儿童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学龄前儿童规模快

速膨胀，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为 2342万人，

占农村留守儿童的38.37％，比2005年增加了757万
人；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规模为2948万人，其中，

小学(6-11岁)和初中(12-14岁)学龄阶段儿童分别占

农村留守儿童的 32.01％和 16.30％，与 2005年相比

共减少了 315万人；大龄留守儿童(15-17岁)占农村

留守儿童的比例为 13.32％，规模达到 813万人，比

2005年减少了199万人。[1]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

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自21世纪初期以来，迁入

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举家迁移成

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和集体理性。[2]换言之，流动

方式的家庭化不仅导致留守儿童教育结构和抚育模

式的实质性转型，也使得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合

和社会融入问题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

重要议题之一。[3]

一、文献评述与理论视角

就社会工作学科而言，国内关于农村留守儿童

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社会和

教育三个不同维度，且各维度的研究均呈现逐渐深

化和多元化趋势，如心理学从传统的关注心理健康

问题到对不良心理的产生原因及健康心理指标分

析，并进一步深入探讨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

心理健康的风险规避策略。[4]同时，对农民工随迁子

女的心理问题也从传统的心理健康问题，如自卑、孤

独、相对剥夺、边缘化、污名化等问题逐渐过渡到对

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剖析，如教育社会化困境、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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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危机、社会身份冲突等一系列现实融合困境。[5]

社会维度的既有研究则出现了议题多元化转型，即

从传统的适应症问题到城市融入、社会融合，再到社

会排斥、社会认同和身份建构等议题的多元化转

型。心理、社会和教育不同维度的既有成果及其研

究转型均表明，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

研究出现了深化和多元化趋势。[6]

但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而言，目前关于农村留守

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两类群体的既有研究存在结

构性局限，即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制和学科知识

再生产结构角度而言，既有研究将农村留守儿童和

农民工随迁子女视作两种不同的群属类型，且都取

得了相对丰富但互不相融的研究成果。不可否认，

这种研究路径和知识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合法性，

并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但实践中的农村留守

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不但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群

体，两者间甚至会相互转换，尤其当家庭化流动已成

为目前流动人口的首选模式时，大量农村留守儿童

就会转换成农民工随迁子女。那么，学术界如何回

应上述经验层面的变化，即农村留守儿童因随迁教

育而从身份上转换成农民工随迁子女时所产生的一

系列连带性社会问题呢？换言之，作为一种社会事

实的“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前的学

术研究路径和分析范式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并获

得应有的学术地位，这不仅直接影响既有研究成果

的信度和理论建构的效度，也不利于流动儿童社区

融入、社会融合等相关社会工作理论的学术研究及

其实务开展。

基于既有研究的反思性爬梳及其局限性，本文

突破既有研究将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视

作互不关联的独立群体，从方法论上将两者视作一

个具有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即“留守—流动连续统一

体”(Left behind-Migrant Continuum)，这就要求既有

研究范式应当引入时空维度；同时，基于生命周期理

论并以家庭为研究单位，全景式追溯农民工随迁子

女的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关注其从留守到流动的整

个过程，进而系统性考察其社会融入的特殊需求和

现实困境。

因此，基于上述理论铺陈，本文采用“社区为本”

(Community-based)的社会工作方法论及其整合社会

工作实践策略，以N市D街道公益创投项目“彩虹翅

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为例，系统考察项目介入

方法、实施过程、实践效果及其困境，在帮助D街道

流动儿童提升自信心、建立良好的家庭互动和同辈

群体支持系统，实现社区适应和社会融入的同时，也

在学理上反思性审视整合社会工作模式。

二、随迁寄居型家庭：困境解构

所谓随迁寄居型家庭是相对于留守家庭提出的

一种特殊家庭模式，即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

组成的核心化寄居型家庭。从实践样态角度而言，

随迁寄居型家庭具有下述特征：从家庭结构角度而

言，随迁寄居型家庭是核心结构模式，即由进城务工

的父亲、母亲及其随迁子女组成；从家庭生命历程角

度而言，随迁寄居型家庭从进程务工之时产生，至返

乡之际消失，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从代际互动模式看，随迁寄居型家庭代际互动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即随迁子女寒暑假往往被送至流出

地由祖辈照顾，抚育结构也相应地由亲代抚育转型

为隔代抚育，换言之，随迁寄居型家庭代际互动呈现

亲子互动和隔代互动周期性转换的实践特征；从寄

居地角度而言，随迁寄居型家庭往往寄居于工厂宿

舍或务工地附近的临时租赁住所，寄居场所不稳定，

且社会生活环境相对较差。因此，与城市居民家庭

相比，随迁寄居型家庭及其子女社区融入困境具有

一定的独特性。

第一，随迁寄居型家庭难以为其子女社区融入

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有研究指出，大部分进城务

工家庭的住房状况相对恶劣，不仅房屋面积小，而且

并未给予未成年子女独立的学习生活空间。[7]换言

之，随迁寄居型家庭往往难以像城市居民家庭那样

为其子女社区融入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尤其在教

育层面，与城市居民家庭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明显。

一方面，从职业结构角度而言，大部分随迁寄居型家

庭务工人员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领域，如建筑业、服务

业等，职业经济收入相对偏低；[8]另一方面，随迁寄居

型家庭文化资本偏低直接导致此类家庭教育难以打

破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层级差异。[9]换言之，随

迁寄居型家庭子女难以通过家庭教育实现阶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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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际职业转换。因此，随迁寄居型家庭难以为其

子女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这也将引发一系列其他

层面的社区融入现实困境，如教育融入困境。

第二，随迁寄居型家庭代际关系失衡，从而难以

为其子女社区融入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随迁寄居

型家庭务工人员往往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如

建筑行业、低层次商业服务雇员、个体户雇员、流动

摊贩、劳动力密集型工厂雇员等，此类行业要求大量

的时间付出以换取足额的劳动力收益，换言之，随迁

寄居型家庭大量时间忙于维持生计，难以腾出足够

时间和精力用于家庭教育和代际互动。因此，随迁

寄居型家庭代际关系失衡从而使其子女社区融入缺

乏必要的家庭支持网络，也是导致流动儿童社区融

入困境的现实原因。

第三，随迁寄居型家庭难以为其子女社区融入

建立有效的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联动融合机

制，尤其表现为家庭—学校联动机制缺失，导致流动

儿童教育融合困境并进而影响其他维度的再适应和

融合。与农村留守家庭隔代抚育结构下，因能力缺

乏而导致的无法建立家校联动机制不同，随迁寄居

型家庭无法建立有效家校联动机制的原因主要是迫

于生计压力而缺乏时间和精力，从而导致无暇兼顾

家校互动。具体而言，一方面，“教育是学校的事情，

把子女送进学校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孩子能否成才

全靠学校和老师”“家长给孩子提供衣食住行就可以

了”等一些错误教育观和抚育观导致部分随迁寄居

型家庭缺乏家校联动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随迁寄

居型家庭住址经常变动，客观上也不利于家校联动

的实施，加之大部分随迁寄居型家庭施教者忙于生

计，无暇兼顾家校联动。因此，缺乏有效的家校互动

机制从而使得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联动融合

机制缺失，成为随迁寄居型家庭子女社区融入困境

的另一重要现实原因。

三、整合社会工作模式：介入方法

“社区为本”(Community-based)的社会工作方法

论是突破传统社会工作个案服务和功能修补的发展

模式和实践策略。因为传统服务模式在政府评估体

系下往往割裂了个案、小组和社区三个方法的系统

性和整体性，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践困

境，[10]24因此，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方法论突破传统

社会工作方法论局限性，以“整合社会工作模式(Inte⁃
grative Social Work Practice Model)”实践策略实现社

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是

微观个人、中观家庭与宏观社会环境互动的实践载

体和关系的再生空间，具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意义上的结构二重性特征。[11]一方面，作为

结构性因素的宏观社会情境基于社区这一日常社会

生活空间形塑个人、家庭的行动规则和行为模式，体

现了结构性因素对能动性主体的实践影响；另一方

面，个人、家庭等能动性因素反过来也能对其所处社

会情境的结构性因素产生实质性影响，体现了能动

性因素对结构性制约的反思性监控。

因此，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致力

于系统化、反思性的双向历时性作用和共时性改变，

即通过重塑社区社会文化氛围，一方面激活个人能

动性，恢复个人、家庭、邻里等良好的生计、生活和自

然环境，使个人困扰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从长远

看，当越来越多的社区逐渐恢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时，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包括全球生态政治方能得

到根本性扭转和实质性改善。[10]30一言以蔽之，社区

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就是围绕社区重建的

目标和计划，整合运用社区个案工作、家庭、小组、社

区活动、资源链接等社区组织与能力建设的工作模

式，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简单地采用相互

割裂的临床式个案、家庭、小组工作方法和社区活动

等提供社区服务。正如戴维·A.哈德凯瑟所言，“为

了把案主成功整合进社区之中，案主和社会工作者

需要进行社区评估，以查找并且利用社区技巧与初

级、次级及第三级的资源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因此，

社会工作者需要成为社区社会个案工作者”。[12]

基于随迁寄居型家庭群体特征及其流动儿童社

区融入需求分析，本文采用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方

法论及其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策略，以N市D街道公

益创投项目“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为

例，系统审视项目实施过程和实践效果，从而在学理

层面反思性审视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四、“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案例分析

依据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N市D街道公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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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项目“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首先采用

生命周期理论，以随迁寄居型家庭及其子女为评估

对象，系统考察其社会融入的特殊需求和现实困境，

整合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从个

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分别帮助流动儿童提升自信

心、建立良好的家庭互动和同辈群体支持系统，最终

实现社区适应和社会融入。因此，下文将按照服务

需求分析——整合社会工作视角介入模式——反思

性过程评估三阶段进行分析。

(一)服务需求分析

从整合社区生态视角分别对个体、家庭、社区三

个维度需求进行评估发现，D街道流动儿童社区融

入现实需求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亟待提升。由于外

来务工人员工作环境的限制，很多流动儿童放学以

后的时间没有被很好地管理和利用，很多家庭父母

不在身边难以给孩子提供学业上的辅导，加之社区

周围环境杂乱，孩子作业完成质量没有保障，学习成

绩也难以得到提高，因此D街道流动儿童有课外看

护和课业辅导的现实需求。

第二，社会支持网络重建需求。一是同辈群体

网络重建需求。同辈群体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关

心与尊重，可满足青少年交往、归属及尊重的需要。

流动儿童由于来自不同的地区，原有同辈群体被打

破的同时新的同辈群体又难以建立，而通过自身能

力在流入城市中与本地孩子建立同辈关系又存在很

大难度。二是家庭支持网络需求。家是孩子最温馨

的港湾，但是流动儿童的家长只是尽可能地满足儿

童的生理需求，而忽视情感和心理的关怀。因此从

家庭中获得的正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就显

得更加匮乏。

第三，构建社区资源共享机制。一方面，构建学

习资源分配共享机制的现实需求十分迫切。学习资

源是孩子们提高自我认识的平台和工具，由于教育

资源相对短缺，流动儿童所能接触到的图书资源、运

动资源和学习设备等相对较少，因此，这些孩子的阅

读能力较城市孩子相对薄弱。另一方面，构建社会

教育输入共享机制的现实需求也非常强烈。社会教

育包括健康知识、法律常识、交通规则等公共教育，

社会教育方面的正确引导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成长

为良好的社会公民，这方面知识的输入也可以帮助

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二)整合社会工作实践介入模式

第一，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有机整合。个案工

作是以个人和家庭为工作的切入点，通过建立一对

一的专业工作关系，运用特定的知识和方法，帮助个

人调动内在和外在的资源，解决社会适应方面的问

题，使个人的社会生活更美好。 [13]而小组工作指以

团体或小组为对象，并通过小组或团体的活动为其

成员提供社会服务的方法，其目的是促进团体或小

组及其成员的发展，使个人能借助集体生活加快自

身的社会化；协调和发展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和

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发挥团体或组织的社

会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健康发展。[14]就“彩虹翅

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而言，小组工作

与个案工作实现了有机整合和深入“嵌入”。一方面

在介入方法和服务过程中，小组工作建立的深度互

动关系成功帮助个案工作中案主与社会工作者建立

有效服务关系；另一方面就项目实施成效和服务效

果而言，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实现了功能耦合，换言

之，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的实施效果能起到彼此正

强化的良性互动作用。

第二，服务对象与非服务对象适度融合。“彩虹

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采用了服务对象与非服务对象适度融合策略。所

谓服务对象与非服务对象适度融合是指，基于社区

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视角，在服务对象(流动儿童)需
求评估和服务计划制定过程中，将社区作为其服务

提供的重要载体，并在项目资源合理配置约束下适

当将非服务对象(本地儿童)置于专业关系内。但服

务对象与非服务对象适度融合并未从专业性角度否

定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有机整合，而是在实务操

作层面增进专业关系，强化服务效果。

(三)实施过程

第一，项目运作初期(2015年6月1日—2015年7
月31日)。

(1)服务内容：对辖区内的流动儿童家庭进行走

访，调查了解该辖区内流动儿童的学习、生活、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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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等现状，明确服务对象的数量，以及服务对象的

问题和需求；同时，建立案主档案库。

(2)服务对象：案主及其家庭系统。

(3)服务人数：50户。

(4)服务形式：入户调查。

第二，项目运作中期(2015年8月1日—2016年5
月30日)。

“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项目运作中

期实施的主要内容和详细计划详见表1和表2。
第三，项目运作后期(2016年5月30日—2016年

6月15日)。
(1)工作内容：项目总结与评估，本次项目的评估

采用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两种方式，对项目的各个

子目标进行单独评估，并且对参与者的满意度和项

目效果分别进行评估。

(2)评估具体操作方式。

问卷调查：每期活动结束后，都通过问卷了解流

动儿童及其家长对本期活动的满意程度，并在项目

结束后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案主的需求是否满足，在

后期延续性服务中案主有哪些特殊需求。

深度访谈：选择在整个服务过程中具有代表性

的案主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该项目的程序、执行情

况、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和技巧运用状况的评价。

(3)基线测量：在介入开始时，对服务对象的状况

进行测量，建立一个基线作为对介入行动效果进行

衡量的标准，以评估介入前后的变化，以此判断介入

目标实现的程度。

(四)反思性评估

过程评估是整个过程的监测，包括社会工作介

入进行中的评估，它对工作过程中每一个步骤、每一

个阶段分别进行评估，过程评估关注的重点是工作

过程中各步骤和程序如何促成了最终的介入效果。

过程评估的具体方法是了解和描述介入活动的内

容，回答服务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同

时，过程评估提供有关服务过程的各种信息，包括介

入目标、介入过程、介入行动和介入影响等。 [15]就

“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而言，

反思性评估具体内容包括四个维度。

第一，介入模式。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视

角介入模式综合运用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从专业

关系建立角度而言，“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

划”服务项目实现了不同工作方法专业关系建立的

有机整合和深入“嵌入”；从介入效果和服务成效角

度而言，通过整合社会工作视角介入模式，使得个案

工作与小组工作的实施效果能起到彼此正强化的良

性互动作用。同时，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视角

介入模式通过服务对象与非服务对象适度融合，一

方面从专业关系角度而言，“彩虹翅膀——流动儿童

关爱计划”服务项目实现了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不

同社会工作方法在实务操作层面增进专业关系；另

一方面从介入影响而言，也能实现两种不同工作方

法服务效果的互相强化。

第二，介入行动。不同介入行动对于流动儿童

社区融入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且发挥作用的机制和

实现路径也不同。就“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

计划”服务项目而言，一方面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整

合介入行动，通过个案工作建立的专业关系从个体

层面提升了流动儿童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增

时间

周一至周五16：00—17：30
周六下午2：00—4：30

每月中旬的周六

内容

梦想加油站

悦阅读

成长小组

地域

G社区活动室

G社区活动室

G社区活动室

服务对象

G社区流动儿童

G社区流动儿童

G社区流动儿童

人数(人)
30
30
30

形式

个案

小组

小组

表1 “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项目运作中期实施内容

时间

2015年8月20日
2015年9月17日
2015年10月15日
2015年11月12日
2015年12月17日
2015年1月14日
2016年3月11日
2016年4月15日
2016年5月13日

主题内容

暑假去哪儿了——暑假小结

新学期新气象——开学第一课

啊!我的母亲——爱国主题诗歌朗诵会

法律知识知多少

交通规则要牢记

野外生存技巧大讨论

种植一棵树，绿色满社区——植树节活动

变废为宝——废弃物重新利用

网络文明要遵守

表2“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中期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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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社区融入的自我预期；另一方

面通过小组工作进一步强化了个案工作的介入效

果，流动儿童通过小组活动建立的专业关系能进一

步增强其社会交往能力，尤其通过适度覆盖非服务

对象(本地儿童)的方式，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逐渐打

破刻板效应实现良性互动。因此，在社区为本的整

合社会工作视角介入模式下，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

分别通过建立不同专业关系，实现了作用机制的深度

嵌入和服务效果的彼此强化，从而取得了“1+1＞2”的
整合效果。

第三，介入影响。“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

计划”服务项目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服务效果。具体

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就个体层面而言，提高了流

动儿童的自信心，通过增加流动儿童的阅读量，实现

了接受服务的儿童每周读完一本书的目标，提供给

他们自我实现的条件；同时，帮助流动儿童建立了同

辈群体支持系统，使得服务结束时每个接受服务的

流动儿童增加了5名同辈群体。其二，就家庭层面而

言，建立了家长与孩子之间良好的沟通平台，搭建了

一座家长与流动儿童沟通的桥梁，使得每周他们彼

此互动和交流的时间增加了10小时左右。其三，就

社区层面而言，开设了社会教育课程，通过每月开展

一堂专题讲座的形式，让随迁寄居型家庭的流动儿

童尽快融入到其所生活的社区和学校。

第四，面临的困境。“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

爱计划”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困境，包

括服务对象开始不愿意社工介入其与家庭的关系；

流动儿童父母没有办法保证接送孩子到活动地点的

时间；由于各种现实原因，进行家庭评估以及后期测

量时，部分家长提供的信息失真等，但实务层面的操

作困境并未否定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方法论及其整

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因此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

作实践模式下随迁寄居型家庭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项

目是成功的。

五、结论与反思

本文采用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方法论及其整合

社会工作实践策略，以N市D街道公益创投项目“彩

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为例，详细考察项目

介入方法、实施过程和实践效果，从而在学理层面反

思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模式的实践困境。

首先，流动儿童的学理研究应突破既有研究将

其与留守儿童群体割裂的局限，从本体论上将“留守

儿童—流动子女”视作一个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同

时，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流动儿童应被视作一种家庭、

学校、社区、同辈群体等多维主体的社会建构产物，

在研究方法上应采用生命周期理论并以家庭为研究

单位，追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关

注其从留守到流动的整个过程，进而系统考察其社

会融入的特殊需求和现实困境，为社会工作实务开

展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其次，整合社会工作模式在方法论上将社区视

作流动儿童社会情境的核心要素，并采用个案工作

与小组工作有机结合的介入方式，小组工作和个案

工作分别通过建立不同专业关系，实现了作用机制

的深度嵌入和服务效果的彼此强化，从而取得了

“1+1＞2”的整合效果。因此，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

工作模式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实务模式的一次积

极探索，也是流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的一次有

益尝试。

再次，作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种有益尝试，社

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模式虽然在“彩虹翅膀——

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中取得了相对理想的

介入效果和服务成效，但仍面临一系列困境。第一，

作为实务模式的一种本土化建构，整合社会工作模

式仍无法回避学理层面的方法论拷问和专业性考

量，换言之，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传统

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在实务层面的有机整合是否能

在理论层面，尤其是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自我证

成，这不仅关系到整合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专业性

和合法性，也是社会工作本土理论建构不可回避的

重要议题。第二，在中国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过程

中，[16]在获得了一定实践权的同时，[17]仍面临深度嵌

入的实践困境。 [18]换言之，整合社会工作模式在未

解决理论层面自我证成的同时，在由政府包办向政

府购买转型及其“大民政服务”互构性嵌入过程

中，[19]当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面临结构

性矛盾时，整合社会工作模式也面临着实务层面的

嵌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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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munity Integr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Social Work:

A Case Study of the Public Venture Project of D Street in N City
Tian Peng

Abstract：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to the
community has become a problem in social work. We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mitations to take mi⁃
grant children as“left behind-flow continuum”and adopt the intervention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prac⁃
tic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working group and case study, appropriate fusion of service object and non-service ob⁃
jec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different professional relations to achieve a reinforced effect of the embedment of
functioning mechanism and service quality. However,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o govern⁃
ment purchase, social work specializ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are confronted with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model is also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embedding in practice.

Key words：migrant children; community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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