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精神病患者个案工作计划书 个案工
作计划(精选5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计划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计划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精神病患者个案工作计划书篇一

此处一般可采用社会历史报告信息表或“预估”一节中提到
的其他方式

1、案主认识的问题

2、工作人员诊断的问题

3、工作要解决的问题

1、总目标

2、分目标（尽可能按点细分）

此处要注意的是在罗列所使用的服务模式时要与案例相结合

如下例：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

理论基础：

1.家庭系统，家庭成员是家庭系统的组成部分

2.家庭结构，家庭结构中存在的次系统、边界、角色和责任



分工及权力架构。

3.病态的家庭结构，不良的家庭结构是造成家庭成员问题的
真正原因。不良的家庭结构主要表现在纠缠与疏离、联合对
抗、三角缠、倒三角等方面。

本案例中家庭结构呈现联合的倒三角结构。通过家庭会谈的
形式，帮助家庭成员意识到目前不正常的家庭结构所带来的
后果，改变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

1、介入计划

此处根据资料诊断、问题分析，描述从哪些系统进行介入行
动

2、具体实施计划

确定会见期间任务，此处我们设定为5-8次会谈。

（1）第一次会谈

会谈时间：

会谈地点：

会谈目标：

主要方法：

介入重点：

1、评估方法与工具：

1、工作者观察。



2、案主的自述、认同感，对服务的效果和效率进行评估

3、督导老师的检测

2、结案

精神病患者个案工作计划书篇二

姓名：小张

性别：男

年龄：20岁

职业：学生，大二年级

性格特征：有些孤僻、叛逆、性格内倾

家庭职业背景：父母都是农民，家境比较困难。

家庭感情：父母对他期望很高，在学习方面给予无条件的支
持。跟父母感情较好，很孝顺。

主要问题：孤僻自卑、厌学情绪、行为控制能力差、曾经一
度沉溺网游、和同学老师关系疏远，感觉前途渺茫，没有希
望。背景材料：

本专业的知识，想等转完专业在学吧。就这样半年多过去了，
由于一直没有学习导致专业课挂了好几门。在转专业的时候
由于挂科等因素最终转专业失败。面对自己渺茫的前途，小
张再一次陷入绝望之中。而此时已是大二的小张看着身边同
学恋爱的恋爱，考研的考研，只有自己整天无所事事。慢慢
的小张有了退学的念头，但又考虑到父母都是农民供养自己
上学不容易，况且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一直都挺高的。于是小



张陷入了人深深的纠结中，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退学还是完成
父母的心愿继续上学。

（一）直接目标：

1.帮助案主改变以前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挖掘自身潜力，重拾对生活的热情。

2.改善与同学老师之间的关系，树立学习目标，积极面对人
生。

（二）中间目标：

1.改善案主对我国大学教育体制的认识，帮助他转变大学消
极影响。

2.改变案主错误的行为认知，纠正并控制其偏差行为。（利
用父母期待、本身积极愿望、强化机制）

3.针对案主的同学和老师做工作，帮助案主重新认识自我。
鼓励案主与同学老师友好交往，让案主走出孤僻。

4.引导案主合理处理自身和学校的关系。

5.引导案主挖掘自身潜力，控制自己的行为，巩固治疗效果，
鼓励案主独立面对今后的学习生活。

1.主要治疗模式——心理社会治疗模式：针对小张的情况，
社工计划主要采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因为小张家境比较困
难，在学习生活中性格比较内向，不愿与人交流。因为不喜
欢自己所选的专业而产生厌学情绪，想结束自己的学习生涯。
这与心理社会模式中所说的因人格缺失和自我不完善而导致
的人的行为失调或行为障碍的行为表现吻合。因此社工将对
小张的内部心理机制以及行为产生原因为治疗的出发点。



2.辅助治疗模式——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和社会生态系统视角：
由于小张自己也不喜欢现在自己的一些行为，很想有所改变。
同时他的自暴自弃体现出他无法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社
工将对他进行一定的行为纠正。在社会生态视角中，社工主
要讲小张置于“情境中”，针对小刚的资源环境做工作，改
变他对学校和专业的看法以及老师同学对他的看法，强化老
师对他的鼓励等。

大致可分为四个步骤，每个步骤可按七天为一步：第一步：
接案与建立专业关系

接案是指个案工作员初次与求助者进行接触，了解其需要与
困难，对其面临的问题初步作出判断，根据机构的性质决定
是否能够为求助者提供服务。

过程：

社会工作者实现多方面收集案主资料和情况，在第一次会谈
中，通过温暖、尊重、真诚、共情和理解等技术，表现出对
案主的尊重、接纳和关心，并适时表达同感，获得案主的信
任，使案主获得安全感，并且尽可能地让案主毫无顾虑的倾
诉心中烦恼，宣泄被压抑的情绪。让案主吐露心中的不快，
在此过程中全面的了解案主需要和主要问题。与案主建立良
好咨询关系，争取案主的信任与合作，与案主共同确定咨询
目标与方案，帮助案主建立自助态度，使其积极参与治疗过
程。

第二步：针对小张自身心理帮助阶段过程：

过程：

1.帮助小张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

对于那些消极的思维定势，面对困难及已放弃，把虚度光阴



归因于学校不好，专业不好，所以要帮助他形成正确的社会
认知概念，告诉小张学校只是社会提供的一个平台而已，就
像艰苦的环境不可能抹杀一个人的斗志一样，再普通的学校
照样是优秀者的舞台，关键还在于自己。通过正确的引导，
让小刚意识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切皆有可能，重燃他
对未来的希望。

2.虚拟情景确定选择方向

导其做出最适合自身的方向。

3.对小张进行积极的行为强化

小张因为在大学自暴自弃，学习成绩较差、与老师同学关系
不好、从不参加课外活动，因而对自我价值否定，产生消极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小步子强化法”
的模式帮助小张制定短期的小目标，一旦目标实现了立即予
以强化，鼓励他继续努力不断实现自身价值。

4.培养小张的自我效能感

（1）不断增加小张的成功体验。

（2）增加小张的替代性体验。通过给他列举身边与自己水平
差不多的同学成功的例子，让他知道其实自己也是可以的，
从而摆脱消极情绪。

（3）语言说服。通过列举现代或古代的一些从逆境中走出来
的著名人物，让小张明白除了自己，没有什么外界的因素可
以成为自己前进的绊脚石。

第四步，针对小张的老师和同学。通过动员小张身边的老师
和同学，改变对小张以前的态度和看法，重新接受小张，让
小张找到归属感。多多鼓励小张参加集体活动，建立起和老



师同学的友好关系。

生活中，来处理自己与家人、老师和同学的关系，鼓励案主
正面评价自己。让案主有一个坚定信心来面对今后的学习生
活。

主要通过观察和测量小张的生活学习态度和行为变化进行评
估，比如可以用一些测量表对小刚进行周期性测量，还可通
过询问小张的老师或同学了解小张的近况。要对小张的一些
转变进行详细的记录，并前后形成对照，吸取转变过程中的
经验技巧与教训。

精神病患者个案工作计划书篇三

姓名：王xxx

性别：女性

年龄：9岁

婚姻状况：未婚（核心家庭，父母和案主）

教育程度：上小学

家庭背景：父母都是普通职员，收入稳定身体健康。

职业经历：无

性格特征：乐观开朗，学习认真，热爱父母

出现心理问题后特征：孤僻内向沉默暴躁

1、内容提要



由于父母老实的个性和教育方式，学校老师的不信任等原因，
造成阿潇行为偏激，爱发脾气，在学校不开心和同学关系紧
张。老师批评几句，他就愤愤不平，阿潇称：“讨厌老师，
对学习没兴趣，别人欺负我我就要反抗。”阿潇在校经常和
同学发生争执，相比从前，较少参加团体活动，显得不合群，
与班主任疏远，在家中与父母疏远，爱发脾气。不愿意人管，
成绩下降。

2、案主陈述

我父母均为公司普通职员，内向胆小，家庭和睦。在幼儿园
大班前，我性格温顺，比较胆小，父母经常以息事宁人的方
式教育我：要与小朋友团结，不要打小朋友。如果有小朋友
打你，你就躲开。所以经常被同学欺负，上大班时，有一次
小朋友拿绳子去勒我的脖子，想牵着我走，我想起妈妈说过，
脖子是不可以随便勒的，很危险于是反抗了，劲很大，一下
子抢过了绳子，那个小朋友吓跑了。我发现原来这样别人就
不会欺负自己了。自那以后，一旦与小朋友发生口角，我就
会用“暴力”的方式处理争端。老师和同学说我“不好惹”，
从小学四年来，我都能自己独立完成作业，爱看书，二年级
前，虽然爱打架，但成绩还是中上偏优，只是最近两个月，
升了四年级，班主任比较严格。经常叫我到办公室，于是开
始反感，不大爱听课成绩下降了。

1、家庭问题：家庭比较不和谐，时常会与父母吵架。或者沉
默，不爱与父母交流。

2、心理问题：阿潇心理比较压抑，多愁善感，对于和小朋友
的矛盾，自己无法承受的时候，就会用暴力解决。

3、人际关系问题：和周围同学关系一般，有的很生疏，不爱
参加集体活动，不爱和父母交流，害怕并不喜欢老师。

4、经济问题：父母有稳定工作，衣食无忧。



5、婚姻问题：无

案主因为父母经常以息事宁人大态度教育，孩子一直被欺负，
心理产生哦了很久的压抑和郁闷，突然有一天爆发，并一发
不可收拾，形成了孩子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避免被欺负的行为
想法，造成与同学关系不好，不爱参加集体活动，思想偏激，
老师批评后心里不舒服，开始讨厌老师，知道自己错了也不
好意思和老师开口讲话，由于种种导致成绩下降，回家后不
做作业以至后来干脆不写，因此父母予以责骂，导致孩子不
爱与父母交流，家庭关系紧张。成绩下降。

（一）行为治疗模式：代币法，自我控制法，会谈法及作业
料等等。

2、操作性条件反射又称为工具性条件作用，它强调的是行为
的后果对该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此理论认为行为的改变之所
以发生，是因行为后面所伴随某种特别的结果，因此强调强
化的作用。强化的作用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

3、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班杜拉提出“模仿”对人格发展的
重要性，认为人类不一定要亲身经历承受刺激与制约的过程。
由他人的反应表现，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自我回馈等能力来
达到行为的改变。观察学习包括四个具体过程：注意过程(或
观察过程)保持过程、运动再现过程、动机确立过程。

（1）目标：

1、总目标：帮助案主建立自信心，使其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能够正确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培养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
度。帮助案主自我认识、自我促进、自我实现，接纳自己也
接纳别人，有良好和深入的人际关系，达到现实的自己与理
想的自己协调一致。

2、首要目标：同时帮助案主与家人沟通，与家人建立正常的



关系。让案主正确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同学关系和谐，
尊敬老师热爱学习。

（2）具体工作计划：

第一阶段：接案与建立专业关系

接案是指个案工作员初次与求助者进行接触，了解其需要与
困难，对其面临的问题初步作出判断，根据机构的性质决定
是否能够为求助者提供服务。

目的：与案主初步接触，了解案主的基本情况，取得案主的
信任后，建立良好专业关系；通过与案主的正面接触，对案
主的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确定主要问题，采取相应
的治疗方法。

方法：会谈法作业疗法

过程：工作员通过温暖、尊重、真诚、共情和理解等技术，
表现出对案主的尊重、接纳和关心，并适时表达同感，使案
主获得安全感，并且尽可能地让案主毫无顾虑的倾诉心中烦
恼，宣泄被压抑的情绪。在此基础上了解案主的基本情况和
主要问题，收集尽量多的资料，与案主建立良好咨询关系，
争取案主的信任与合作，与案主共同确定咨询目标与方案，
帮助案主建立自助态度，使其积极参与治疗过程。

第二阶段：心理帮助阶段

过程：

1、采用行为治疗模式探究案主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过程，使案
主识别自己的困境所在，意识到自己的消极情绪，探索按住
改变意向，以便于实施帮助。



2、行为治疗模式的治疗技巧中还包括系统脱敏法，厌恶疗法，
代币法，示范法，果敢训练，自我管理，多模式治疗等。这
些方法和技巧直接有效的针对不同问题给与帮助。

系统脱敏法让一个原可引起微弱焦虑的刺激，在案主面前重
复暴露，同时案主以安全放松予以对抗，从而使这一刺激逐
渐失去引起焦虑的作用。厌恶疗法是通过附加某种刺激的方
法，使案主在进行不适行为时，同时产生令人厌恶的心理或
生理反应。如果反复如此实施，使不适行为与厌恶反应建立
了条件联系。以后取消了附加刺激，当案主进行这种不适行
为，就会产生厌恶体验，为了避免厌恶体验，案主中止或放
弃原有的不适行为。强化法通过奖励的手段来强化案主的良
性行为，对案主的不良行为实行淡化惩罚。以阴性强化法来
淡化案主的不良行为，高明的奖励照样可以使人们的行为规
范，而且使人自我感觉良好。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是以阳性
强化为主的。代表方法，代币管制法。

自我控制法是加强改变不良行为的愿望。从理性上分析这种
不良行为的有害性；让其他人帮助你作监督；还要制定自我
控制的计划，它可以长期地维持和强化自我控制的愿望。记
录和分析．记录不良行为的发生次数、时间、地点、当时的
心身状态。以便于分析不良行为的严重程度，有利于制定改
变的策略。作业疗法是指导案主从事某项活动，以治疗疾病
或最大限度地恢复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的一种技术和方法。
行为治疗模式主张人性观。认为人是被环境和遗传决定的反
应或有机体；人既是生产者，也是环境的产物；人的行为是
有规律的；人的行为是学习来的。

根据案主的不同情况，分析为题并找到合适的方法，行为治
疗模式一直运用广泛，能够有效的治疗好不同症状的问题。

3、提出建议与意见：

（1）让案主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及时发现他人的优点。



（2）建议案主积极主动与家人和朋友交流，让他们知道自己
的想法。相信人是善良的，放弃以往的敌对想法，用感恩的
心去对待自己的家人同学和老师。

第三阶段：巩固阶段

方法：会谈法、代币法

过程：主要任务是回顾和总结。对案主的进步给予正性反馈
与强化，帮助案主把咨询过程中学到的认知方式、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处理自己与家人、朋友
的关系，鼓励案主正面评价自己，减少焦虑，学会客观对待
别人。通过家庭成员老师以及学生的积极配合，让案主感觉
到其实自己并不是不被人理解和关心。同时，让案主与父母
敞开心扉的交流自己的想法，让父母知道自己的想法。其次，
让案主与同学们好好交流，让彼此都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
加深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同时，学习方面记好笔记，积极思
考与主动询问，提高成绩。

（附后）见治疗过程表

针对案主自身的情况，本案主要采用的是行为治疗模式，尽
可能的使案主树立积极思想，使其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能
够正确处理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案主自决。同时协调家
庭成员积极配合，通过与案主之间沟通，使得按住走出困境，
正常生活。

由于案主本身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来自自己，很大程度上也
是由于家庭的原因。父母并不是以正确的方式教育孩子，老
师也应该注重对儿童的教育方式，导致孩子思想出现偏激。
因此，作为社工，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案主自我认识、自我促
进、自我实现，接纳自己也接纳别人，有良好和深入的人际
关系，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



精神病患者个案工作计划书篇四

姓名：姚艳

年龄：年满16岁

婚姻状况：未婚

职业：服装店员工

家庭背景：家庭条件优异，父母宠爱有加，在遇到李京前是
个听父母话、好好学习的乖乖女。

背景材料：姚艳，高中辍学。其男友李京20岁，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在家，父亲患有精神疾病，母亲
常年外出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姚艳认识了李京，姚艳在网
上认识了李京，在一些聊天中对李京的经历深感同情，与之
发展成恋爱关系。在与李京交往的这段时间里，因为父母反
对，曾经多次自杀并且离家出走。原本上学的她辍学后在服
装店打工，她的工资是她和李京两个人全部的收入。

另一方面，李母认为正是因为姚艳的出现迷惑了儿子，使原
本乖巧听话的儿子不再听母亲的话，甚至对母亲持刀相向。

姚艳的父亲对于女儿的恋情很不认同，认为李京之所以要和
自己的女儿在一起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对女儿的依
赖。更让姚先生感到生气的是自己养了十几年的女儿竟然会
为了李京离开自己的父亲，甚至是为了所谓的爱情而放弃了
自己的生命。因而姚先生希望女儿能够离开李京，回到学校
中继续读书。

1、自杀问题，在与李京交往的过程中曾经自杀八次，多次离
家出走。



2、辍学问题：为了和李京在一起而辍学，到服装店卖衣服。

1、曾近也想过要和李京分手，但是做不到，还是放不下李京。

2、父亲为了女儿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生气，家庭关系紧张。

3、李母坚决反对李京和姚艳在一起，李母与姚艳关系紧张。

直接目标：帮助案主解决因为父母反对她与李京在一起而屡
次自杀且辍学的问题。 中间目标：

1、使案主认识到生命的可贵，生命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

2、是案主认识到她现在为这段感情的付出是不值得的；

3、缓和案主与家人的关系；

4、恢复学业。

针对姚艳的情况，决定采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主要基于以
下原因：

姚艳存在不正确的认知：1、她没有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也没
有认识到生命之于它来说是一种责任。2、她没有认识到学业
对她今后人生的重要作用。3、她的恋爱观存在偏差。正是这
些不正确的认知使得姚艳做出了为了爱情付出生命、放弃学
业、离开父母的不理智行为。认知行为治疗模式认为人的认
知决定其行为，所以采取认知行为治疗模式是合适的。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一个星期，每周内根据实
际情况安排两至三次面谈：

多方面收集案主资料和情况，在第一次会谈中，通过温暖、
尊重、真诚、共情和理解等技术，表现出对案主的尊重、接
纳和关心，并适时表达同感，获得案主的信任，使案主获得



安全感，并且尽可能地让案主毫无顾虑的倾诉心中烦恼，宣
泄被压抑的情绪。让案主吐露心中的不快，在此过程中全面
的了解案主需要和主要问题。与案主建合作式的治疗关系，
争取案主的信任与合作，与案主共同确定咨询目标与方案，
帮助案主建立自助态度，使其积极参与治疗过程。

基于上一阶段与案主关系的基础，开始尝试修正案主的错误
认知。运用苏格拉底式提问调动服务对象的好奇心和探索能
力，揭示服务对象无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认知错
误的辨认、理性选择方式的例举以及认知排演等方法帮助服
务对象认识和改变无效的自动念头和图示，加强服务对象的
理性认知能力，帮助其重塑正确认知。

案主通过上一阶段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陪伴、引导其对行为
进行修正。可以通过让服务对象设计日程的安排和提供反馈
的方式，帮助案主规划自己的生活安排，提高服务对象的学
习能力，充分发挥面谈辅导的治疗效果。具体准备使用代币
管制的方法，确立复学以及和家人修复关系的目标，一步步
的达到行为修正的目的。

主要任务是回顾和总结，了解案主的变化和案主未来可能面
临的问题。对案主的进步给予正性反馈与强化，帮助案主把
咨询过程中学到的认知方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运用到
学习生活中，来处理自己与家人、李京的关系，鼓励案主正
面评价自己。让案主有一个坚定信心来面对今后的学习生活。

主要通过观察和测量姚艳行为的变化进行评估，比如可以用
一些测量表对姚

艳进行周期性测量，还可通过询问姚艳的父亲或老师同学了
解姚艳的近况。要对姚艳的一些转变进行详细的记录，并前
后形成对照，吸取转变过程中的经验技巧与教训。



精神病患者个案工作计划书篇五

此处一般可采用社会历史报告信息表或“预估”一节中提到
的其他方式

1、 案主认识的问题

2、 工作人员诊断的问题

3、 工作要解决的问题

1、总目标

2、分目标（尽可能按点细分）

此处要注意的是在罗列所使用的服务模式时要与案例相结合

如下例：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

理论基础：

1.家庭系统，家庭成员是家庭系统的组成部分

2.家庭结构，家庭结构中存在的次系统、边界、角色和责任
分工及权力架构。

3.病态的家庭结构，不良的家庭结构是造成家庭成员问题的
真正原因。不良的家庭结构主要表现在纠缠与疏离、联合对
抗、三角缠、倒三角等方面。

本案例中家庭结构呈现联合的倒三角结构。通过家庭会谈的
形式，帮助家庭成员意识到目前不正常的家庭结构所带来的
后果，改变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



1、介入计划

此处根据资料诊断、问题分析，描述从哪些系统进行介入行
动

2、具体实施计划

确定会见期间任务，此处我们设定为5-8次会谈。

（1）第一次会谈

会谈时间：

会谈地点：

会谈目标：

主要方法：

介入重点：

1、评估方法与工具：

1、工作者观察。

2、案主的自述、认同感，对服务的效果和效率进行评估

3、督导老师的检测

2、结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