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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工作旨在将服刑人员改造成认罪服法、爱党

爱国、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将“矫治好、

改造好”作为工作目标，“改造人”已经凸显为监狱工

作的重要任务。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可以发现，具有社会

化和经济集约化的社会帮教改造模式，是传统的服刑人

员改造模式所不具有的，不仅符合监狱改造工作的新要

求，而且切实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监狱社会帮教工作有利于服刑人员感受到国家的政

策支持、社会大家庭关怀和亲人的温暖，促使服刑人员

深刻反省罪行，进一步认罪服法；有利于为服刑人员带

来远离的社会信息，感受到时代脉搏，开阔眼界，缓解

压力，充实精神生活，建立正确认知，激发他们学习文

化知识、提升劳动技能，促进再社会化；有利于争取社

会支持，让社会人士真正了解和支持监狱工作，树立新

时代监狱的正面形象。

监狱社会帮教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监狱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

1、监狱教育改造的职能发挥存在局限

监狱民警普遍认为，安全稳定是大事，社会帮教对

服刑人员改造起不了太大作用。监狱对服刑人员教育改

造的主要力量是民警，而民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在日常教育管理上，所以服刑人员的家庭问题、子女

就学就业、回归就业等现实问题，一时间根本无法依靠

民警得到有效的解决；部分监狱工作思路比较封闭，不

愿意走出去看看，也不愿意请进来学学，对社会帮教缺

乏主动联系和积极引进的意识，社会帮教工作一直受到

制约，未能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2、社会帮教形式单一、质量不高

监 狱 社 会 帮 教 主 要 集 中 在 服 刑 人 员 家 属 进 监 的 亲

情帮教，政府机关、社会团体进监的集体帮教，主要开

展形势政策、思想道德等教育，而开展心理辅导、法律

咨询、创业指导的少；一对多的帮教偏向灌输式、呵护

式，缺乏深层次的互动和交流；现有的帮教次数不够，

并且帮教主要集中在本省籍服刑人员，外省籍服刑人员

和边远地区服刑人员的社会帮教基本没有。从满足全监

服 刑 人 员 需 求 角 度 来 说 ， 一 对 一 、 多 对 一 的 多 需 求 帮

教，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帮教面窄、次数不多、质量

不高。

3、缺乏长效考核机制

社会帮教活动流于形式，满足于应付上级检查，没

有相应完善的考核机制。不少社会帮教主要集中在中秋

节、春节等重要节日时段，政府机关、社会团体迫于任

务压力，缺乏调查研究和科学规划，不提前筛选帮教人

员、研究帮教对象、调查帮教内容，活动过程中帮教人

员不负责任的态度、敷衍搪塞的行为，都不利于工作的

发展。一般帮教活动都是一次性的，活动时间和效果有

限，即便是一些经常性开展的帮教活动，效果上也缺乏

持续性。民警以及帮教人员对效果和作用不进行后期的

沟通和分析，也就不存在对症下药的方案调整和措施改

进。

（二）社会认可度低、重视不够

1、社会对监狱工作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由于监狱相对封闭的环境和相对严格的管理，与监

狱外的社会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都比较疏远，社会对监

狱的了解和认识，还停留在硬件设施陈旧、软件配套不

足、对服刑人员以暴制暴等，再加上一些社会媒体对监

狱人性化管理的失实报道，形成了不少误解，对监狱工

作的认识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和制约了社会力量参与到监狱社会帮教工作中来。

监狱社会帮教工作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崔丽华

社会帮教工作既是监狱提升教育改造质量的有效手段，又是社会了解监狱的重要途

径。分析监狱社会帮教工作的重要性，从监狱、社会、服刑人员三个维度深入研究当前

社会帮教工作中面临的困境，从组织保障、制度完善等角度提出对策，切实将监狱社会

帮教工作抓实、抓牢、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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