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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宝安区社会救

助综合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远翔、钟汉、余文雨、王辉平、郭琼娜、陈艮渊、万盛、吴绍花、吕红

甫、李一丹、陶隽、温婷、袁源、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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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振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工作，关心未成年人

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7类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民

政部门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是保障未成年人平等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等权利的重要职责，也是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的重要内容。

当前，国家、省、市层面尚未出台未成年人临时监护服务相关规范标准，临时监护服务在认定临

时监护对象、临时监护服务内容、终止临时监护、政府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等环节，还存在诸多不明

晰的地方。因此，本次《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规范》的制定，是民政部门对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技术延伸，有助于达到助力儿童福利和保护机构依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满足新

时代儿童关爱服务需求、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权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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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的临时监护对象、工作流程及要求、保护性个案处置和工作

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范围内各级民政部门规范履行未成年人临时监护工作职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监护缺失 lack of custody

监护人下落不明、因自身客观原因或者因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不

能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

3.2

监护侵害 guardianship infringements

儿童遭受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受监护人教唆、利用而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受监护人胁迫、诱骗、利用而实施乞讨行为，以及因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而导致儿童身心健康

受到严重伤害的行为。

3.3

临时监护 temporary custody

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或严重侵害儿童权益时，依法由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对

儿童采取的临时性监护措施。

3.4

个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

以儿童权利理念为指导，以满足儿童安全、健康成长的基本需求为目标，通过协调、链接及整合

资源等方式，为监护缺失（3.1）和被监护侵害（3.2）儿童提供救助保护、经济扶助、心理疏导、法

律援助等专业性服务。

3.5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minors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agency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根据需要设立，对流浪乞讨、遭受监护侵害（3.2）、暂时

无人监护等儿童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3.3）责任，开展个案管理（3.4），协助民政部门推进困

境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等工作的专门机构。
注：包括按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和具有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职能的其

他民政服务机构。

3.6

会商 case consultation

围绕保护受监护侵害（3.2）儿童或其他有需求的临时监护（3.3）对象召开的多方会议。

4 临时监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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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监护对象包括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者身份不明，暂时查找不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监护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可担任监护人；

——监护人因自身客观原因或者因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不能履行

监护职责，导致监护缺失；

——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

——被监护人教唆、利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需要被带离安置；

——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需要被紧急安置；

——符合临时监护的其他情形。

5 工作流程及要求

5.1 发现与报告

5.1.1 强制报告

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在工作中发现儿童存在监护缺失和监护侵害情形的，应向

儿童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5.1.2 主动报告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自身客观原因或突发事件影响暂时不能履行监护职责且具备主动报告条件

的，应主动向儿童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报告，可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报告情况。

5.1.3 公安机关通报

公安机关发现儿童存在监护缺失、监护侵害情形的，可向儿童住所地的民政部门通报。
注：我市民政部门统一受理电话为0755-82426161。

5.1.4 热线报告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儿童存在监护缺失和监护侵害的情形，可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提出检举

或报告。

5.2 受理

5.2.1 对强制报告、主动报告、公安机关通报、热线报告的疑似监护缺失、监护侵害等信息，民政部

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及时接案受理，并记录以下受理信息：

——儿童及其家庭的基本信息；

——儿童困境类型及基本状况；

——报告人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

——其他相关信息。

5.2.2 民政部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对报告人的个人信息充分保密。

5.2.3 民政部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在受理后 2 小时内对信息进行评估，判断是否为儿童正

在遭受或即将遭受严重侵害、面临生命危险等严重情形的紧急事件。判断为紧急事件的，应指派属地

基层儿童工作者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处置。符合家外安置情况的，民政部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可依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未成年人紧急庇护安置通知书》（见附录 A）对儿童进行庇护。
注：及时受理及快速处置的前提条件是在建的智慧民政信息化工程项目中未成年人保护个案管理系统与12345政务

平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5.2.4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监护的未成年人，并由民政部门签署委托协议或

书面通知，可参照附录 B 中的《未成年人临时监护通知书》出具书面通知。

5.2.5 临时监护对象认定及所需材料用表宜参考附录 C 中的《临时监护对象认定参照表》开展。

5.2.6 属于临时监护对象的，属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予以接收并提供生活照料，进一步调查核

实基本情况，研判儿童风险和需求。

5.2.7 不属于临时监护对象的，可转介妇联、教育等相关部门处理，并反馈处置情况给信息提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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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不属于临时监护对象，但有以下情形的，应转介给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进行紧急干预，加

强家庭监护监督和监护支持：

——儿童有自杀倾向、自残行为的；

——儿童家庭基本生活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需要临时救助的；

——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况，但儿童未目睹暴力过程或遭受伤害的；

——监护人存在药物滥用、酒精成瘾、精神疾病等情况，但儿童未遭受监护侵害的；

——监护人因非监护侵害原因被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儿童临时在亲属、朋友家中安置的；

——儿童遭受非法侵害，实施侵害行为主体不是监护人的。

5.2.9 对于护送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家外安置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与护送人办

理书面交接手续，填写附录 D 中的《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临时救助登记表》。

5.3 干预帮扶

5.3.1 需求评估

5.3.1.1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在临时监护程序启动后 24 小时内开展儿童需求评估，了解儿童需

求和家庭监护情况，通过评估对儿童生活照料、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回归安置等救助保护提供多元

化服务建议，保障其生存权、受保护权。

5.3.1.2 需求评估的方式包括与评估对象进行直接交流，电话访问、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对于因

低龄等原因无法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儿童，宜通过观察等方式开展评估。

5.3.1.3 需求评估应当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和工具，科学应用评估量表，保证评估环境的私密性，重

视儿童的主观感受。

5.3.1.4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可按照监护人监护意愿、监护抚养能力、是否享受社会保障政策和帮

扶措施等情况，及时修订需求评估内容。

5.3.1.5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根据需求评估情况制定帮扶方案，帮扶方案应一人一策。

5.3.2 家庭教育指导

5.3.2.1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向在本机构接受救助保护的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

导。

5.3.2.2 家庭教育指导的方式包括个别咨询、团体辅导及其他形式，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包括儿童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儿童心理、亲职教育知识与技巧等相关支持服务。

5.3.2.3 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导致儿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必要时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可提请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置。根据具体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责令接

受强制家庭教育指导。

5.3.2.4 强制家庭教育指导时数宜参照附录E中的《接受强制家庭教育指导个案时数评估表》确定。

5.3.3 帮扶会商

在临时监护照料期间，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可视帮扶需要会同公安机关、教育部门、妇联、社

区党委、儿童亲属等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救助保护方案进行会商，经征求有表达能力的儿童本人意

见，形成会商结论。

5.4 生活救助服务

5.4.1 家庭寄养

5.4.1.1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优先安排具备条件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等进行临时监护，

并签订寄养协议和监护责任确认书。

5.4.1.2 应首要考虑亲属寄养，亲属包括未取得抚养权的另一方监护人。

5.4.1.3 家庭寄养可参照MZ/T 122—2019的规定执行。

5.4.2 机构照料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95790C9C35365B71E05397BE0A0A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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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 不具备家庭寄养条件的儿童，由儿童所在区民政部门履行临时监护责任，并可交由区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照料。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不具备临时生活照料条件的，可通过签订协议方式委托市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进行临时照料，临时照料协议可参照附录 F中的《委托照料协议书》。

5.4.2.2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设施设备配置可参照GB/T 28224的规定执行。

5.4.2.3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对初入机构的儿童进行初步的健康检查与评估。儿童疑似精神障碍

患者、传染病人、危重病人或者有明显外伤的，应当先行送医救治。

5.4.2.4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对初入机构的儿童进行安全检查，登记并妥善保管儿童随身携带的

能够标识其身份或者具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对危险品或者违禁品予以登记并收缴。

5.4.2.5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做好临时监护儿童日常生活照料、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康复服务、教

育就学保障、心理健康服务、文体娱乐等服务，不得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服务提供可参照GB/T 28224

的规定执行。

5.4.2.6 临时监护期满 3个月，临时监护仍不能终止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宜委托民政部门设立的

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5.4.3 委托照护

儿童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自身客观原因在一定期限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经民政部门同

意，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可接受委托照护。

5.5 临时监护终止

5.5.1 导致法定监护人因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消失或者监护侵害危险状态已解除，经民政部门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调查、评估或者会商后，确认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能够正确履行监护

职责的，或者经法定程序指定新监护人及认定民政部门为儿童的长期监护人的，应终止临时监护。

5.5.2 符合终止临时监护情形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属地民政部门应及时通知监护人领回儿

童。监护人应在 3 日内领回，并办理书面交接手续，签署《临时监护儿童离院交接表》，《临时监护

儿童离院交接表》应符合附录 G的规定。

5.5.3 临时监护终止后，儿童离开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应按照《离院接领程序所需材料清单

表》办理离院接领手续，《离院接领程序所需材料清单表》应符合附录 H规定。

5.5.4 临时监护终止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宜指导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等基层儿童工作者制定

干预服务计划，开展定期监护随访、育儿知识与技能培训、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政策落实等服务。

5.5.5 经民政部门认定为长期监护对象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儿童随附档案

资料移交给指定的儿童福利机构。

6 保护性个案处置

6.1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6.1.1 公安机关紧急带离监护侵害受害人并交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临时监护 5 天以上的，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经裁定，应对儿童实施家外安置等人身安全保护

措施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在保护期满前 15 日内完成延长保护的必要性评估，如有延长保护必

要性的，应在保护期满前 7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

6.1.2 对遭受监护侵害的儿童，符合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情形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可向儿童住

所地、监护人住所地或侵害行为地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可参照附录

I 中的《受监护侵害儿童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

6.1.3 对被申请人拒不履行人身安全保护令，危及受监护侵害儿童及相关工作人员人身安全或者扰乱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工作秩序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向公安机关报告，由公安机关依法处

理。

6.1.4 对被申请人有其他拒不履行人身安全保护令行为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向人民法院报

告，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6.2 调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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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监护侵害个案受理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及时组织调查评估。

6.2.2 基层儿童工作者受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委托开展初步调查核实。评定为紧急事件的，应立即

开展初步调查评估工作。初步调查评估视情况会同公安机关共同进行，以保障儿童及调查人员的人身

安全。

6.2.3 初步调查评估的重点应包括：

——儿童是否受到侵害及侵害严重程度；

——受侵害儿童遭受侵害或可能遭受侵害的危险因素是否持续存在；

——儿童的年龄、身体和心理状况是否有能力自我保护；

——儿童生活保障及监护情况；

——共同生活的儿童家庭成员是否存在遭受侵害的经历，其他家庭成员是否存在遭受家庭暴力的

经历；

——监护人对儿童受伤原因的解释是否存在疑点，是否在主观上阻碍调查评估；

——儿童生活环境是否满足其身心健康需要；

——其他可能导致儿童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面临严重人身安全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

的情形。

6.2.4 调查评估可采取信息核查、入户调查、邻里访问、访谈座谈等方式，调查对象包括儿童本人及

其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他亲属、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干部、学校老师、办案民警、医

务人员、邻居等与儿童本人利益相关或知悉情况的人员。

6.2.5 经过初步核实评估，儿童不存在即时性危险的，列为支持性个案，提供支持性服务；存在即时

性危险且符合临时监护认定条件的，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对儿童进行家外安置。

6.2.6 在确保儿童得到必要服务的前提下，调查人员应对所收集的资料保密，如签订保密协议等方

式，以保护儿童及其家庭的隐私。

6.2.7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宜参考附录 J 中的《儿童受侵害程度等级评定参照表》，评定受监护侵

害的儿童监护风险等级，评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监护人身心状况、管教态度和技巧、行为习惯、合作程度、疏忽看管或虐待行为等情况；

——儿童家庭经济、亲子关系、外部支持等家庭基本情况；

——儿童日常行为和亲子互动情况；

——儿童及监护人对困境情况的认识、理解与处理意愿。

6.2.8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综合调查评估完成的儿童个人基本情况、受侵害情况、成长需求、监

护人监护意愿和监护能力等信息，结合儿童监护侵害风险等级评定情况，形成《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

社会背景调查评估报告》（见附录 K），并制定帮扶方案。

6.2.9 临时监护期间，经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评估，判断监护人重新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可

将儿童送回监护人抚养。

6.3 案情会商

6.3.1 对于受到监护侵害的儿童，民政部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相关单位应根据《受监护侵

害未成年人社会背景调查评估报告》决定是否召开会商。作出召开会商决定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发

起会商。

6.3.2 会商应对案件侦办查处情况、调查评估报告、监护人接受监护辅导和亲职教育等情况进行讨

论，经征求有表达能力的儿童本人意见，形成会商结论。

6.3.3 对于侵害儿童权益行为可能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或可能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应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参加会商。

6.3.4 会商应形成会商纪要，会商纪要可参照附录 L 中的《监护缺失/受监护侵害儿童案情会商纪

要》，并由会商人员签字确认。

6.4 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6.4.1 对遭受监护侵害的儿童，符合撤销监护人资格情形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向儿童住所

地、监护人住所地或侵害行为地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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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时，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

则，在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申请指定新监护人；没有其他具备监护资格的人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6.4.3 对撤销监护资格的监护人提出恢复监护资格申请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可接受人民法院委

托，对申请人的监护意愿、悔改表现、监护能力、身心状况、工作生活情况进行调查，形成调查评估

报告，为人民法院审理提供参考。

7 工作评价与改进

7.1 工作质量评价

儿童临时监护工作应建立工作质量评估机制，由民政部门直接开展或委托第三方对工作过程和成

效进行评估。儿童临时监护工作成效评估工作可参考MZ/T 059规定执行。

7.2 改进

应通过以下方式，改进工作质量：

——及时分析工作质量评估结果，针对不合格项制定整改措施；

——建立投诉反馈机制，畅通投诉反馈渠道，公示投诉受理和处理的方式、程序和结果，及时处

理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所反映的问题；

——根据意见和建议，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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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未成年人紧急庇护安置通知书

图A.1给出了未成年人紧急庇护安置通知书的样式。

图A.1 未成年人紧急庇护安置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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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未成年人临时监护通知书

图B.1给出了未成年人临时监护通知书的样式。

图B.1 未成年人临时监护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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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临时监护对象认定参照表

C.1 临时监护对象认定参照表

表C.1给出了临时监护对象认定参照表的样式。

表C.1 临时监护对象认定参照表

序号 认定对象类型 认定对象情况
是否临时
监护对象

认定需出具材料

1

流浪乞讨或者

身份不明

经公安等行政机关通过查询人口信息管理系统、

运用人脸识别技术、调取监控录像等方式，仍查找不到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是
公安机关出具的儿童

身份查询过程、结果等

2

经公安等行政机关通过查询人口信息管理系统、

运用人脸识别技术、调取监控录像等方式，找到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

否 —

3

监护人下落不明

经儿童住所地的社区查找和指定后，确无其他具有

监护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
是

儿童暂时失去有效监护

说明、区级民政部门委托

文件等

4
经儿童住所地的社区查找和指定后，找到其他具有

监护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
否 —

5

监护人不能履

行监护职责

经儿童住所地的社区核实，监护人无法委托具有

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
是

提供儿童暂时失去有效

监护的说明、监护人委托

照护书（确实无法提供

除外）等

6
经儿童住所地的社区核实，监护人找到具有照护

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
否 —

7

受监护侵害

经公安机关调查，认为应当带离家外安置 是

儿童紧急庇护安置通

知书、案件侦办查处情况

说明、儿童医疗救治文件

等

8 经公安机关调查，认为不应当带离家外安置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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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无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情况报告

图C.2给出了无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情况报告的样式。

图C.2 无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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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监护人委托照护书

图C.3给出了监护人委托照护书的样式。

图C.3 监护人委托照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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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监护侵害案件查处情况说明

图C.4给出了监护侵害案件查处情况说明的样式。

图C.4 监护侵害案件查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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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临时救助登记表

表D.1给出了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临时救助登记表的样式。

表D.1 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临时救助登记表

个案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侵害人

姓名

照片
身份

证号
受理时间

户籍

地址
居住地址

健康

状况

□良好□肢体残疾□智力残疾□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
□疑似精神障碍□疑似传染病□行动困难□明显外伤□重病□其他

侵害

类型

□性侵害□身体虐待□精神虐待□遗弃、长期不管□出卖
□教唆、利用儿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胁迫、诱骗、利用儿童乞讨
□其他不履行监护职责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

父亲

姓
名

年
龄

民
族

文化

程度
职业

健康

状况

身份证号 住址 联系电话

母亲

姓
名

年
龄

民
族

文化

程度
职业

健康

状况

身份证号 住址 联系电话

案情简介

（含出警

过程）

护送人
姓名 证件号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护送人员
签字

登记人

员签字



DB4403/T 465—2024

14

附 录 E

（资料性）

接受强制家庭教育指导个案时数评估表

表E.1给出了接受强制家庭教育指导个案时数评估表的样式。

表E.1 接受强制家庭教育指导个案时数评估表

个案编号：

个案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民族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职业 与儿童关系

户籍地址

居住住址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不良习惯 □无□赌博□酗酒□药物滥用□吸毒□其他（注明：）

健康状况
□健康□一般或较弱□重病（注明病种：）

□残疾（注明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无残疾证）

儿童健康状况
□健康□一般或较弱□重病（注明病种：）

□残疾（注明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无残疾证）

家庭压力来源（请
勾选，并在括号内
标明对象）

□无□配偶性虐待□性生活不美满□婚姻不和谐

□被配偶遗弃□婆媳关系不佳□不适当的居住环境

□缺乏教养的能力及技巧□照顾者管教观念差异

□信守不打不成器的管教态度□管教者不合理的期待

□赌博□不愉快的怀孕生产经验□迷信

□酗酒或吸毒□家庭成员有重病或长期疾病

□影响家庭作息的工作时间□主要收入者收入不固定或失业

□突发性的财务危机□长期的债务压力

□其他（注明： ）

儿童监护人监护风险诊断表

请依下列各评估个案状况，在每项评分当中，以“1”最低分，而“9”最高分，“0”代表无法评估，请依适当的分数予以评

价。

1.个人特质

身体健康无滥用药物 0 1 2 3 4 5 6 7 8 9

精神及人格健康 0 1 2 3 4 5 6 7 8 9

有自信心能自我控制 0 1 2 3 4 5 6 7 8 9

有良好健康的社交功能 0 1 2 3 4 5 6 7 8 9

高度自我尊重 0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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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接受强制家庭教育指导个案时数评估表（续）

2.改变动机意愿

能同理、关怀受虐者感受 0 1 2 3 4 5 6 7 8 9

会谈时开放坦白 0 1 2 3 4 5 6 7 8 9

会谈时配合度良好 0 1 2 3 4 5 6 7 8 9

改变动机强 0 1 2 3 4 5 6 7 8 9

对施虐行为能有所负责 0 1 2 3 4 5 6 7 8 9

3.压力调适因应方式

不漠视问题的存在 0 1 2 3 4 5 6 7 8 9

不漠视问题的重要性 0 1 2 3 4 5 6 7 8 9

不漠视解决问题方式的选择 0 1 2 3 4 5 6 7 8 9

能觉察自己的情绪与需求 0 1 2 3 4 5 6 7 8 9

能积极主动表达需求 0 1 2 3 4 5 6 7 8 9

情绪与行为控制良好 0 1 2 3 4 5 6 7 8 9

对施虐行为负责 0 1 2 3 4 5 6 7 8 9

4.家庭功能

对孩子有合理的尊重 0 1 2 3 4 5 6 7 8 9

清楚有弹性的界线 0 1 2 3 4 5 6 7 8 9

家人关系互动良好 0 1 2 3 4 5 6 7 8 9

与家人沟通良好 0 1 2 3 4 5 6 7 8 9

用弹性方式解决冲突 0 1 2 3 4 5 6 7 8 9

5.社会资源

正式支持系统丰富 0 1 2 3 4 5 6 7 8 9

非正式支持系统丰富 0 1 2 3 4 5 6 7 8 9

6.亲职知识及能力

对孩子有合理的期待 0 1 2 3 4 5 6 7 8 9

改善亲子的互动与沟通意愿高 0 1 2 3 4 5 6 7 8 9

管教态度、规则清楚且一致 0 1 2 3 4 5 6 7 8 9

照顾陪伴孩子并尊重孩子的意见 0 1 2 3 4 5 6 7 8 9

强制家庭教育指导时数建议

累计分数 ≥197分 140～196分 85～140分 ≤84分

建议时数 4～12小时 13～25小时 26～38小时 39～50小时

请依据以上建议时数，分配以下强制家庭教育指导时数。

建议时数：

包含：□个别辅导次，共 时

□夫妻辅导次，共 时

□团体辅导次，共 时

□团体亲职教育课程 次，共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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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委托照料协议书（区民政部门参考使用）

图F.1给出了委托照料协议书（区民政部门参考使用）的样式。

图F.1 委托照料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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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1 委托照料协议书（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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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临时监护儿童离院交接表

表G.1给出了临时监护儿童离院交接表的样式。

表G.1 临时监护儿童离院交接表

个案编号：

儿童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身份

证号

接领监护人姓名 身份证号 接领时间

住址 电话 联系方式

救助保护过程

与终止的原因

后续跟踪

服务计划

监护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注1：将认领人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作为本表附件保存。

注2：本表一式三份，监护人、未保机构与护送派出所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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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离院接领程序所需材料清单表

表H.1给出了离院接领程序所需材料清单表的样式。

表H.1 离院接领程序所需材料清单表

序号 未成年人离院接领人员类型 所需材料

1 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领

1.接领人签字的离院确认书
2.接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证明父母子女关系的户口簿复印件，或者村（居）民委员
会、民政部门出具的同意其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文书，或者
其他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

2
经法定程序指定新监护人及认定为民政部门

长期监护对象的

1.接领人签字的离院确认书
2.接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村（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同意其担任监护人的文书或者
人民法院作出的确定监护人的生效裁判文书等材料

3
监护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
消失，或者情形虽未消失，监护人委托具有
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的

1.接领人签字的离院确认书
2.接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监护人或委托照料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亲属关系文件、委托
照护书、村（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出具的同意其担任未成
年人监护人的文书，或者其他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

4 监护侵害危险状态已解除的监护人

1.接领人签字的离院确认书
2.接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民政、公安等有关确认部门的书面评估结论

5 其他情形 由民政部门确定应当登记保存的具体材料

注：由主管民政部门监护、委托机构收留养育的未成年人离院时，需由主管民政部门发出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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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受监护侵害儿童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

图I.1给出了受监护侵害儿童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的样式。

图I.1 受监护侵害儿童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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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

儿童受侵害程度等级评定参照表

表J.1给出了儿童受侵害程度等级评定参照表的样式。

表J.1 儿童受侵害程度等级评定参照表

1

身体虐待或性

侵犯的严重性

及/或频密程

度

没有受伤或受无须接受治疗

的伤，对儿童没有造成可察

觉的影响；独立偶发事件。

身体轻微受伤或出现无法解

释的伤患，须接受诊治；有

惩罚/管教的历史或模式；轻

微的冲突。

须立即接受治疗及/或留

院；有过度惩罚/管教/性

骚扰的历史或模式。

监护人有下列一项或多项

下列事项者，表明儿童处于极

危险状态：

【1】性侵害、出卖、遗

弃、虐待、暴力伤害儿童，严

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

【2】将儿童置于无人监管

和照看的状态，导致儿童面临

死亡或者严重伤害危险，经教

育不改的。

【3】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

达6个月以上，导致儿童流离

失所或者生活无着的。

2

疏忽照顾的严

重性及/或频

密程度以及事

隔时间

对儿童没有造成明显的影

响；偶发独立事件。

怀疑监护人无法满足儿童对

医疗、食物及/或居所的最低

要求；经证实偶有独留儿童

在家、儿童乏人看管的记

录。

监护人不愿意满足儿童对

医疗、食物及/或居所的最

低要求；经证实有长时间

独留儿童在家、儿童乏人

看管或保护的记录；儿童

受到伤害的风险极高。

3

忽视或虐待孩

子的原因与动

机

为教育孩子而实施的体罚，

打得自己很心疼；因为客观

原因不能照顾孩子；偶发、

独立事件。

为了教育孩子而实施的体

罚，打得不心疼；因为客观

原因不能照顾孩子；经常发

生的事件。

没有教育目的，只是拿孩

子出气、完全不尊重孩

子，打得毫不心疼；故意

遗弃；经常发生的事件。

4
吸毒/酗酒/赌

博

没有吸毒/滥用酒类饮品/赌

博；监护人吸毒/酗酒/赌博

没有影响其对儿童的教养。

吸毒/酗酒、赌博影响监护人

的育儿能力；与现有的监护

侵害问题有关。

经常大量吸毒/酗酒/赌

博，对儿童造成长期的危

险；阻碍相关儿童保护服

务计划的实行。

5

监护人身体、

智力或情绪方

面的能力

没有智力/身体的障碍；对儿

童的期望合理；可以完全控

制精神状态。

可能有身体残疾/情绪障碍；

中度智力局限；有精神病记

录；推理能力差；需要外来

支持才能保护儿童。

严重残疾；对现实的感知

欠佳；对儿童的行为有不

切实际的期望或认知；有

严重的智力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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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儿童受侵害程度等级评定参照表（续）

6
监 护人 的合

作程度

愿意和有能力与有关机构

合作解决问题和保护儿

童。

过分顺从调查人员；家中有非

侵犯者的成人在场 /具备能

力，可确保与有关机构维持最

低限度的合作。

不认为有问题存在；拒绝

合作；缺乏兴趣或采取逃

避的态度。

【4】有吸毒、赌博、长

期酗酒等恶习无法正确履行

监护职责或者因服刑等原因

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

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

托给他人，致使儿童处于困

境或者危险状态的。

【5】胁迫、诱骗、利用

儿童乞讨，经公安机关和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部门

三次以上批评教育拒不改

正，严重影响儿童正常生活

和学习的。

【6】教唆、利用儿童实

施违法犯罪行为，情节恶劣

的。

7

监 护人 教养

儿 童的 技巧

及/或知识

监护人认识教养儿童的技

巧或责任，有适当运用有

关技巧和履行责任。

表现前后不一，未能确定是否

具备为儿童提供最低程度照顾

所需的教养技巧及/或知识。

监护人不愿意/无法运用所

需的教养技巧，以及/或缺

乏为儿童提供最低程度照

顾所需的知识。

8

家中有可取

代父或母的

成员

家中有可取代父或母的成

员，且能稳定发挥支持作

用。

家中有可取代父或母的成员并

非经常在家及/或只承担照顾

儿童的最低责任。

可取代父或母的成员与有

关家庭同住，而且是怀疑

施虐者。

9
家庭支持系

统的能力

家人、邻居或朋友承诺会

给予帮助。

家人会给予支持但居于远处；

朋友和邻居能够提供部分支

持；得到有限度的社区服务。

亲友不会提供支持，或制

造破坏；地理位置偏僻，

得不到社区服务。

10 压力/危机

稳定的家庭、职业或收

入；有交通工具；与亲属

关系密切。

怀孕或刚有婴儿出世；收入及

/或食物不足；家庭管理技巧/

知识不足；与亲属的关系紧

张。

新近丧偶；婚姻状况或关

系最近发生变化；严重精

神病发作；虐待配偶/婚姻

冲突；依赖药物/酗酒；混

乱的生活方式；曾参与犯

罪活动，多次被捕。

11 亲子关系

良好或一般。儿童信任监

护人，对其保有一定的依

恋性，愿意继续与监护人

一起生活。

较差。儿童不太信任监护人，

与监护人的亲密度较低，不太

愿意继续与监护人一起生活。

非常差。儿童非常不信任

监护人，与监护人缺乏亲

密关系，完全拒绝继续与

监护人一起生活

注1：有“极危”栏中罗列的六项中的一项或多项情况的，或在表格中序号“1～4”规定的情况中存有一种或多种“高危”状况并

严重威胁儿童生命安全的其他事件的，应将案件列为“极危”案件，并依照《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儿童权益行为若干问

题的意见》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

注2：表格中序号“5～11”规定的情况，作为评估儿童及其家庭的育儿意愿和能力、儿童需求、儿童是否适合继续由监护人监护

等问题的参考依据。

注3：对监护侵害未及撤销监护资格程度的，可建议不提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并就如何监督和支持监护人妥善监护儿童提出

相应的干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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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资料性）

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社会背景调查评估报告

表K.1给出了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社会背景调查评估报告的样式。

表K.1 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社会背景调查评估报告

个案编号：

基本情况

儿童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户籍

地址

家庭

地址

儿童遭受的侵害情况（包括受侵害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儿童受侵害的类型、受伤害的程度；此

前遭受侵害的频度等）

儿童的健康状况（包括身体健康状况、心理与精神健康状况等；是否有残疾、重度心理与精神疾病、白血

病等重大疾病、严重不良与越轨行为等）

儿童的教育情况（包括儿童就读的学校与年级、在学校的适应情况、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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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K.1 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社会背景调查评估报告（续）

儿童对监护人侵害行为的认识、理解与评价（着重评估儿童对侵害行为的认识，对侵害人的信任程度，和

侵害人的关系亲密程度，对侵害人作为监护人的资格的评价，继续和侵害人一起生活的意愿等）

监护人对监护侵害事件的认识、理解与判断（着重了解他们的悔改情况、对监护干预的认识与配合情况，

评估若由其继续监护儿童是否还会伤害儿童、接受帮助的意愿等）

监护人的育儿态度、知识与能力（包括其对孩子的期望与关心程度、教育孩子的方式；是否吸毒或酗酒、

是否赌博成瘾；家庭的经济状况；侵害儿童的历史记录等）

家庭情况（包括父母、兄弟姊妹等家庭主要成员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健康状况、是否有刑事犯罪记

录等；家庭的住房情况，含房屋大小、成套情况、地理位置、儿童房等；家庭关系状况，含家庭成员之间

的沟通状况、感情亲密程度、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等）

儿童的扩大家庭情况（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叔伯姑舅姨等扩大家庭主要成员的年龄、性别、经济状

况、与儿童的关系亲密度、对监护人侵害儿童事件及儿童安置的意见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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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K.1 受监护侵害未成年人社会背景调查评估报告（续）

家庭中其他儿童（若有）的生存状况及其态度与感受

导致受侵害的主要原因、儿童与家庭主要需要

结论与建议（明确说明儿童是否确实遭受过侵害，儿童遭受侵害的类型、性质与程度，儿童如果返家与监

护人共同生活是否有继续受侵害的危险，儿童家中是否有其他可能遭受监护人侵害的儿童，受监护侵害儿

童是否适合返家继续接受监护人监护，是否转移或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儿童的祖辈或其他亲属是否有意

愿、能力实际抚育孩子等问题）

社工签名：

日期：

单位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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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L

（资料性）

监护缺失/受监护侵害儿童案情会商纪要

表L.1给出了监护缺失/受监护侵害儿童案情会商纪要的样式。

表L.1 监护缺失/受监护侵害儿童案情会商纪要

个案编号：

基本情况

儿童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会商召集人
会商

时间

会商

地点

会商过程

会商结论

会商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签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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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2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设施设备配置可参照GB/T 28224的规定执行。
	5.4.2.3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对初入机构的儿童进行初步的健康检查与评估。儿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传染病人、危
	5.4.2.4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对初入机构的儿童进行安全检查，登记并妥善保管儿童随身携带的能够标识其身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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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委托照护
	5.5　临时监护终止
	5.5.1　导致法定监护人因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消失或者监护侵害危险状态已解除，经民政部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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