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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new era, social work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ivelihood services, and building a good social order, etc. Women’s social work,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work, also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to women in providing them with living facilities, services and assistance, etc. While solving the various problems 
faced by case workers, how women social workers choose and deal with ethical dilemmas when facing them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women’s social work. While solving the different problems faced by caseworkers, how women social workers 
choose and deal with ethical dilemmas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women’s social work.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ries to 
summarize and reflect on the ethical dilemmas and value conflict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women’s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mote women’s social workers to carry out their practice work better and to explore the way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ocial workers,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to the case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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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工作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与变化，越来越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社会良好生活秩序的构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妇女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一环，也在为女性提供生活便利、服务、帮助等方面提供强大的支持，在解决所面对的
不同问题的同时，妇女社会工作者在面对伦理困境时如何选择和处理也成为妇女社会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基于此，论文试
从妇女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遇到的伦理困境和价值冲突进行总结反思，以促进妇女社会工作者更好地开展实务工作，探索
适合妇女社会工作者发展的道路，从而更好地为案主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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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的出版

发行，为妇女儿童相关工作的开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妇女

事业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力维护妇女的合

法权益和保障妇女权利的使用能够更为有效地团结妇女，将

个人力量凝聚为集体力量贡献于各行各业，从而促进巾帼力

量为整个社会增光添彩。妇女社会工作作为帮助女性的专业

助人服务在为妇女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实务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但社会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常常受到宗教观念、

价值选择、利益权衡等方面的伦理困境与价值冲突，社会工

作者在如何做出既符合伦理又不影响利益的选择常常陷入

困境。对于妇女社会工作而言，如何正确地处理伦理困境决

定着实务的开展是否顺利以及是否能最终完成服务。

2�妇女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

2.1�案主利益与案主自决
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的过程中，要尊重案主的自决权。

社会工作者在提供专业服务的过程中需尊重案主的自我选

择的权利。在妇女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部分女性迫于社会传

统对于女性声誉和家庭观念等的影响，认为“家丑不可外

扬”或者认为“女性不能抛头露面”，在讲述的过程中故意

淡化甚至选择不说某些重要事实，甚至为了维护所谓家庭的

完整性“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而选择原谅。社会工作者在

进行专业的实务过程中不能因为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案主相

悖而消极或漠视处理，社会工作者应该运用自身的专业技能

帮助案主。①分析选择的动机与原因，帮助案主了解自身的

需要和当下的现实情况；②从环境中找出所有可能的选项；

③帮助案主获得相关的信息，信息尽可能全面而充分，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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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了解每个选项及可能产生的后果；④尽可能联结到更好

地选择所需的相关资源；⑤不欺骗或胁迫案主，使其能够进

行真实的意思表达；⑥确定案主有能力做出选择，包括确定

该选择与其智力和行为能力相适应；⑦排除障碍，帮助其将

选择变成实践的行为。社会工作者不能替案主做决定，但出

于生命健康权等因素的考虑，社会工作者就会陷入伦理困境

之中。

2.2�隐私权与保密原则
社会工作者要特别注意保护案主的隐私和信息，在未

得到案主或案主的法定代理人许可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不

得泄露案主的隐私资料，即使法律规定需公开的资料，也应

建立在案主的知情同意的基础之上 [1]。在需要录音或资料的

留存时也须征得案主的同意，如遇到不得不公开或者需要向

法庭提供相关的证据时也应提前告知案主和取得案主的同

意。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在进行社会工作实务的过程中理应对

案主的隐私予以保护与尊重；另一方面，考虑到案主情绪和

实际情况不能因信息的泄露而对案主造成二次伤害。社会工

作者在与案主信任的逐步建立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会遇到缺

乏沟通的技巧和难以与案主建立信任关系的问题，但随着服

务时间的推进信任问题可能会相对改善，案主可能会自我披

露和涉及隐私，但这也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工作者保护案主隐

私的范围和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3�价值中立与价值操控
社会工作者在进行实务的过程中，要秉持价值中立的

原则，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而影响理智从而做出不专业的判

断。社会工作者不能对案主的思想或者理念做出评价，更不

能将自己的观点和对事情的看法强加到案主身上，而应该充

分尊重和接纳案主，但在实际服务过程中，面对法理和情理

相互交织以及面对冲突时社会工作者如何做出基于社会工

作专业价值的判断而不与案主因意见分歧导致服务无法继

续，在这一点上对社会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除

去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身份，其本身也是社会中的人，在实务

过程中面对一些选择与判断时容易因为自己的第一反应或

者不经意的一句话而容易对案主进行价值操控，这需要社会

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注意经验的积累和在服务过程中保持

高度的专业性和敏感度。

3�妇女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分析

3.1�“人情”与传统观念的制约与影响
在开展妇女社会工作实务的过程中，常会受到“人情”

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人情”方面，传统的助人关系使

得案主认为只有接纳了别人送出的“人情”才会更好地提供

服务和进一步更好地解决问题。在案主与社工长期接触，由

于案主并不了解社工的工作准则与相关要求，觉得通过选择

“人情”的照顾，可以拉近与社工的距离从而促进社工更好

地开展服务，就实际而言案主认为社会工作者有效地缓解或

解决了问题从而会给社会工作者送礼或直接“包红包”，一

方面社会工作者如果接受了案主的礼物则违背了社会工作

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如果不收则会使案主多想甚至会觉得

礼物不值钱被社工看轻等现实矛盾。而与此同时社工需要遵

守伦理守则的要求与规范，使得案主与社工理念不同而造成

两者之间存在隔阂而无法更好地提供后续的服务，严重甚至

可能造成服务的提前终止以及对社工的不良评价。受到中国

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影响，受到中国自古以来的男权主义思想

的限制，很多女性在做选择和决定时都习惯先征求家中男性

意见，对受到一些不合法不公平的对待，也会找“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忍忍就过去了”“他只是偶尔对我这样，大部

分时间还是好的”等理由搪塞和欺骗自己，一些女性还会认

为受到虐待甚至遭到家暴都属于家事，不应该传到外面，有

孩子的母亲则认为如果传出去可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让家

庭名誉受损从而选择隐藏伤害不选择合理合法的方式及法

律保护自己，更不会对社会工作者说出实情和透露本应该讲

出的实情。

3.2�社会工作体系的不完善
专业的社工才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只有掌握了专业的

技能和过硬的理论基础才能指导社工提供专业化服务。这就

要求社会工作者不应当只是对社会工作有一定的了解，更需

要社会工作者成为全能型人才和“杂家”，需要对法律法规

和相关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对于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有一定的

涉猎，基于此才能在提供专业化服务中避免因为忽略某一方

面而造成失误甚至使案主的利益造成损失。但基于现实而

看，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社会工作者的整体专业程度相对

较差，专业人才队伍缺乏，社会对于社会工作者的了解度不

高甚至经常和社区工作者及志愿者混淆。

3.3�情境的不确定与案主情况的复杂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之相对应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和问题

随之而来，不确定性增加，案主向社会工作者提出的问题越

来越多元化甚至有些社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相应出现，

社工也会遇到无法第一时间解决和给案主提供服务，社工没

有一套完整的包含各种事情处理的方案，无法一一对照，这

就需要社工根据过往经验和积累的专业知识来根据不同的

问题做出相应的判断，但这就使刚刚成为社工的人犯难。同

时在社工提供服务过程中，所遇到的案主并不相同且各有各

的问题，受到诸如个人成长环境和整体家庭氛围的影响，这

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此过程中需要准确及时地跟踪

和了解案主的需求，从而不断适应和提供更为专业准确的解

决方式。社工在提供相关的服务过程中需要注意案主并非独

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受到一定的情境和环境的影响，如

在向老人提供服务时需要注意老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将老人

接受消息的滞后性和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考虑进去，对于一

些老人对于“落叶归根”的思想或者年轻时受到伤害而很怕

独居等因素予以考虑，社工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强加于老

人身上，而是要在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接纳案主、尊重案

主，并制定相应的计划更好地开展后续的服务。

4�妇女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工作发展实际，基于女性在不同

年龄和不同发展周期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实际情况，结合社会

工作伦理和妇女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需要将妇女社会工作

实务中的伦理困境与女性作为特殊和弱势群体相考量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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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发展运用于实践，从而更好地促进妇女社会工作发展。

4.1�培养和建设专业的妇女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
当前很多地方的妇女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经常与专

业性无关，大多是从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入手进行

诸如社区性质的比赛、医疗保健服务的宣传及免费送一些水

果牛奶等方式来引起群众的关注，这使得人们弱化了对于妇

女社会工作者的认知，加强了妇女社会工作者“妇女”的含

义，认为这些就应该是女性做的而忽视了她们作为妇女社会

工作者的作用。

当前中国仍以地区的妇联为主导为女性提供相应的支

持和帮助，相关政府及负责单位如妇联、民政局等应对妇联

及妇女社会工作者制定相应的规范和提供相应的平台。将职

业的人才选拔、岗位培训、继续教育等全部进行制度化和条

理化的规范，而平台的建立则可以为妇女社会工作的开展提

供平台保障，为专业服务的开展提供坚实的后盾。对于社会

工作而言，强化服务的性别敏感，在深入推进临床社会工作

实务外，还要进一步吸收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强化反歧视社

会工作、结构社会工作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从而平衡

社会工作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层面的发展 [2]。与此同时

可以带领刚刚接触和步入女性社会工作行业的人到发展成

熟和有专业经验的机构或组织进行学习，邀请有经验和善于

处理急难险重伦理问题的“老社工”和新社工一起组织座谈

会，为刚刚加入妇女社会工作的工作人员提振信心和给予鼓

励。调动全社会资源为妇女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筑牢基

石，添砖加瓦。

4.2�促进女性群体之间的团结与关系网的建立
妇女社会工作者在中国当前仍处于不发达的地位，而

作为女性本身也常常被弱化和忽视，女性常常被认为是属于

家庭的，是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且在教育孩子、赡养老

人方面应该占有极大的比重，在此过程中则会产生各种各样

的问题。而受到传统观念等的影响，女性与女性之间有时也

存在着一定的“雌竞”，妇女与妇女之间有时并不能形成一

定的团体，往往因为各种因素而觉得两者是相互对立充满竞

争的。妇女社会工作者要加强自身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团

结可团结的力量，链接可用资源，将个人问题的发现放置到

整个社会环境中，要将各个群体和层面的伦理困境与问题的

解决方式与办法叠加，从而进行归类总结，在下一次面对相

似的问题不是以不专业或者无法应对的方式来解决，而是给

服务对象强有力的支持和支撑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在服务

者和服务对象双向交流和接触的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同理心，

树立“她不单单是她，她是她们”的思维，同时鼓励妇女可

以在妇女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发声和真正走到社会中去，让

其不断培养能够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女性群体之间

的团结与关系网的建立，相信“集体的力量大于一切”。如

可以鼓励社区中有照顾孩子或者孙子经验的中老年女性帮

助双职工家庭照看孩子，既可以缓解老年人因为无事可做而

感觉被社会淘汰而产生焦虑的情绪也可以为其他家庭减轻

照顾孩子的压力 [3]。

4.3�加强伦理教育与促进规章制度的制定
社会工作者在提升自身实务过程中专业技能的培养的

同时，尤其要注重伦理教育从而提升应对伦理困境时的抗压

能力和解决伦理困境问题的能力。社工可以采取“老带新，

优带平”的方式通过学习和讨论的方式发现潜在的伦理困境

问题，并通过情景模拟和比赛等形式调动妇女社会工作者面

对伦理困境时积极性，与此同时可以跟随有经验的妇女社工

观察其在解决相关问题时如何着手和解决，从而在专业知识

的基础上增加实践经验的积累。在规章制度的制定方面，结

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和社工在我国本土化发展的现状，丰富社

工伦理守则，同时通过组织各省市基层之间对于发展较好的

妇女社会工作组织和团体共同参加研讨会的方式，集中在一

起讨论面对伦理困境如何解决有怎样的反思，并让在场的其

他人进行评价商讨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最终通过交流汇

总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制定规章制度，结合各省市之间、各

机构团体之间、案主的不同，从而推进符合中国本土化基于

中国国情的规章制度的建立，为之后妇女社会工作者在面对

伦理困境时提供更好的指导。

5�小结与反思

尽管当前妇女社会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发展和取得一定

程度上的进步，但在开展妇女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遇到的伦

理困境和价值冲突问题仍不是少数，在之后的服务过程中如

何做好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则需要在更多的实践和经验的积

累中不断总结，特殊问题特殊处理，从而不断建立属于自己

的一套模式与方案，从而更好地为案主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同时，对于妇女社会工作而言，面对妇女作为相对弱

势群体的实际，对于其各方面的保护和风险的防范仍有很长

的路要走，基于当前中国妇女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大多数

与妇女相关的工作仍依赖于各级妇联及其他社会组织，妇女

社会工作领域仍缺乏大量的专业人才，且在社会工作专业学

生培养的进程中，妇女社会工作往往成了培养方向中缺失的

一环。妇女的代表组织，社工机构，学校三者之间如何更好

地配合从而更好地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使得妇女社会工作

的开展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精准化，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

求，同时面对发展程度不同，需求不同的城镇乡村而言，如

何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也成为当前妇女社会工作面临的

主要问题，都为下一步妇女社会工作的开展和人才的培养与

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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