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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社会工作》

前言

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急剧增加，每年有近万
名学生进入社会工作专业学习。与之相关，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各方面的教师也进入社会工作领域。
现实向我们提出了编写社会工作系统教材的任务，加上198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已有十多年的
发展，较早进入这一领域的教师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已有不少积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决定集中各校资深教师编写社会工作专业系列教材。这一计划得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支持，
也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一贯支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香港凯瑟克基金会也慷慨资助了
这一项目，并将其纳入“2001-2006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计划”。在各方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工作
教育协会组织高校社会工作教师协作努力，于2006年出版了作为高等学校社会工作专业主干课程的8种
教材，并获得了社会工作专业师生的好评。实际上，在上述主干课程教材编写之初，我们在咨询国外
专家关于课程建设的意见时就已经发现，国际上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学已经转向“以问题为中心”。他
们已经开始围绕问题，用整合方法组织教学和进行实习。但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后发展”
特点，使得我们不可能在尚不了解社会工作基本方法的情况下跳到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整合模式
”。然而，国外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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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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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李玺，1953年生，女，教授、博士，陕西延川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任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兼党委
副书记。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92-1993年，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和凯珀
拉努学院做访问学者，2002年获得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学位。2001年被评为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的专家；全国妇联“九大”执委；曾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张李玺长期从事妇女学教学
和性别研究工作，致力于男女平等及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发展。曾先后出版了《女性学心理学》、《角
色期望的错位：性别关系与婚姻冲突》等专著，在中外杂志上发表了《父权制的复苏和中国妇女的回
应》、《妇女的经验和妇女心理》等多篇中英文论文。并主持和参与了“农村妇女受教育状况”、“
中国城市流动女性人口状况”、“面向二十一世纪女性高等教育研究”等部委课题和国际组织资助的
课题。现兼任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亚太地区社会工作杂志》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和《反对对妇女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两本国际英文杂
志的中国编委；联合国发展署社会性别项目高级顾问和中（国）加（拿大）妇女法项目高级教师。曾
受邀出席联合国47届妇女地位委员会专家论坛、国际妇女学跨学科大会亚洲地区城市会议等国际会议
并做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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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女性就学问题个案分析案例三  单亲成长小组案例四  山阳健康教育实践项目附录二  重要纲领性文献
文献一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文献二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文献三  《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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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女性问题的公共化由于性别歧视以及科技发展本身的局限性，传统社会中妇女更多地局限于家庭
等私人领域，相应地，妇女问题更多体现为私人问题，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但是，当今时代男
女平等的思想越来越深入，妇女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与男性平等共处的机会越来越多，
大量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到了社会化大生产之中。这一方面促进了男女的真正平等，但另一方面，也刺
激了大量女性问题的产生。与传统妇女问题比较起来，当代妇女问题不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
而且，这些问题更多地体现为公共问题，比如女性的教育问题、就业问题、退休问题、婚外性关系问
题等，事实上，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了女性自身的发展，而且进一步影响到了男性以及整个社会的发
展与和谐。2．女性问题的差异性有些人不赞同发展妇女社会工作，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男人
和女人都隶属于人这个属性，妇女和男人在本质上没有根本性差异，所以，妇女的问题和男人的问题
可以用一种共同的方法来解决。妇女的问题比如教育、就业、犯罪等问题已经包含在青少年社会工作
、矫正社会工作、戒毒社会工作等专项社会工作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假设，因为它完全忽视了
女性与男性的差别，相应地，也完全抹杀了女性问题的特殊性。很显然，这个假设更多地是建立在男
性社会的性别歧视基础之上的。在传统的男性社会中，女性更多地是屈从于男性，因此，女性的声音
被淹没了，女性的形象被遮蔽了，女性的问题也被理所当然地同化了。根据女性主义的研究，与男性
比较起来，女性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女性展示的是不同的形象，女性遭遇的是不同于男性的问题。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以男性的眼光来审视女性，不能够用在男性中证明成功的方法来处理女性
的问题，而应该开发出专属于女性的工作理念、工作原则、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3．妇
联工作的局限性长期以来，妇联承担了我国妇女工作的几乎所有内容，在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传统社会
中，在妇女群体同质性很强的社会中，在妇女的需求相对单一化的时代中，妇联曾经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但是，当今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质社会逐步为异质社会所替代，社会分化越来越
明显。这种分化同样也表现在妇女群体中，如今的妇女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层次性特征，而且妇女
自身的需求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样，所有这一切都使传统的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妇联感到极不适
应，无法真正满足妇女群体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这就要求引入新的工作理念，创造新的工作方法
。而妇女社会工作就是为妇女度身定做的一种有效的专业工作方法，这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经
得到了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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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参与本书写作的几位老师，都有讲授妇女社会工作课程和参与妇女社会工作实践的丰富经验。在接受
了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委托的编写本书的任务后，全体合作者形成的一个共同想法，就是要在书中体现
出两个特点：一是理论和实务的结合，二是社会性别的视角。为促进妇女社会工作在理论和实务上的
结合，本书在阐述了什么是妇女社会工作，它的历史与发展、理论与方法等问题之后，进一步探讨了
如何依据相关的妇女权益法规，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技巧去服务女性的问题。全书也因此涵盖了四
个部分：理论、实务、案例、关于妇女权益的纲领性文献。这样的写作体例，意在以密切结合实际的
案例讨论，促进对妇女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吸收。希望我们的这种尝试能对涉猎这个领域的同
仁们有所帮助。这本教材突出了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近十年来，随着妇女问题研究者的推介，“社
会性别”(gender)概念迅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作为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社会性别”把“妇女问
题”带出了“妇女”的圈子，成为各个社会领域中性别平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妇女
社会工作领域中，“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引入和实践，有助于人们反思：是否同样的社会政策对男
女两性会带来不同影响？是否在关注各种妇女问题的同时，更应关注这些问题背后的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方面的制度环境的影响？是否在关注两性的共同参与和收益时，更应关注赋权女性和共享权
利？在这本教材中，我们挑战了传统的“服务妇女”的理念和主题，尝试建立一个以性别平等、和谐
发展为核心的妇女社会工作知识架构；强调妇女社会工作并不片面关注女性的权益，而是在两性平等
的基础上尊重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在两性合作的前提下实现各自的尊严、价值和权利。由于几位作
者来自不同的高校，又都承担着较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大家直接交流和讨论的机会并不多。所以
尽管写作意向一致，但各个章节之间的联系，以及对案例的讨论都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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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妇女社会工作》是“普通高等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11个章节，在阐述
了什么是妇女社会工作，它的历史与发展、理论与方法等问题之后，进一步探讨了如何依据相关的妇
女权益法规，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技巧去服务女性的问题。全书涵盖了四个部分：理论、实务、案
例以及关于妇女的重要纲领性文献。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
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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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能不局限于“妇女”会更好！但总的来说，作为教材还是不错的！
2、教材用的，还不错，归纳总结的还行
3、很好有帮助！推荐推荐
4、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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