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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差异问题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似乎很少被关注，但却是社会工作普及过程中越来越不可

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文化的差异是否会对社会工作者的能力产生挑战呢？我国的民族社会工作发

展的瓶颈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文章将从文化这一视角入手，分析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研究文化敏感性在

社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探索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出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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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在民族学、人类学中经常被提及，可是在社会工作的研究中却鲜少得见。随着

时代的发展，社会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帮助那些无家可归或者生活贫苦的人口，而不断把自己的

服务范围扩大到一切在生活中遇到困扰的人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必然会遇到不同

少数民族的案主，文化的重要性在对少数民族案主服务的过程中凸显出来了。笔者认为，民族社

会工作的发展就应该着重关注文化的差异性，打破社会工作对待不同民族案主的服务手法的统一

性，改变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忽视少数民族案主社会文化背景的现状。

一、文化在社会工作研究中的地位

社会工作自从出现至今，似乎一直关注于如何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或者帮助案主解决问

题，但是却对案主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甚少关注。在很多社会工作者眼中，案主大部分问题的产

生都是由于身体机能或心理等方面所引起的，与文化差异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包括在社会工作较

为发达的美国，对多元文化的重视程度都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回顾美国三个最主要的社会工作杂志（家庭与社会——以前是社会工作个案、社会服务回

顾以及社会工作）和三十六本社会工作实务教科书中涉及文化背景的内容，从中我们会发现：

（1）在所有的杂志中只有9%的文章提到了多元文化的问题；（2）只有5%的教科书提到了这

个话题；（3）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在30多年历史长河里的公共场合大多是缺席的（Lum，

2004）。

这种对文化忽视的现状，笔者分析，一方面是由于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白人社会工作

者不愿意触及文化这一词汇，怕引起案主的种族歧视心理。例如，一个白人学校的社会工作者对

非洲裔美国家庭进行服务的时候，就可能会有意无意地通过说明，“我们全都是一样的，”或者

“除了你的族群背景，我们全都是独一无二的，”来避免承认这个家庭成员的种族或文化背景。

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不愿意再费时间去了解案主的文化背景，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认定，非洲

裔美国人或是拉丁裔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本来就是较为可笑的，不值得关注的。正是由于以上两个

原因从而导致了西方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文化研究的阙如。

那么，在中国，文化差异问题显失重视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工作

援引自西方。那么，西方对文化研究的忽视，必然会导致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缺乏对

案主文化背景的重视。另一方面就是，文化差异问题也是在近几年，社会工作服务领域逐渐扩展

到少数民族群体的过程中才逐渐凸显出来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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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注意到，更加没有去细心研究文化给社会工作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二、文化差异对社会工作的挑战

笔者访问过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社工机构的负责人，他们并没有感受到文化差异对他们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其

实，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一些由于民族文化差异所导致的问题看成了案主个人的问题。

那么，文化差异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下面的例子就能够充分地说明，文化对社会工作的挑战

是多么的明显，而文化的敏感性对民族社会工作者来说又是多么的重要。

在中南民族大学的课堂上，有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不同民族学生拥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看待问题的态度都是

不同的。因此，他们对待社会工作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

有一天，一名社会工作专业的老师正在讲授妇女社会工作这一章节的课程，正讲到如何改善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

现状，实现妇女增权那部分时，突然有个满族的女学生站起来说，她认为妇女在家里不能上桌吃饭、不能参与祭祀等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她的奶奶和妈妈就从来都没有和爸爸、爷爷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每次都是弄点菜在厨房里吃。

在这名女学生眼中，作为满族妇女就应当这么做，她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之处。反而，如果有哪家的女孩子要求

男女同桌吃饭，强调男女平等，那一定是嫁不出去的，即使嫁出去了也要被休掉。在这名满族女孩讲完了之后，一位

彝族女孩也站起来，发表了同样的看法。她们都认为，男女的不平等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这就是文化

的差异，也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因为她们都觉得这样挺好的。

这之后，一位纳西族的女孩对满族和彝族同学的看法感到非常的讶异，她无法想象男权社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就

在于纳西族目前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在她们的家乡，女子的社会地位要比男子高许多，男子反而在家里是没有地位和

话语权的。

当然，作为接受过现代社会教育的汉族女孩，对这两方的观点都感到非常的诧异。她们既没有想过要被男人给压

制，也没有想过女子的地位要高于男子。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宣扬和倡导许多年了，也已经深入了每一个接受过高等

教育学子的心中。社会工作也是如此，强调改变女性被歧视、受压制的地位是妇女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在彝

族、满族或是其他一些仍然存在男女不平等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少数民族眼中，这不就是违背了社会工作不应带有

价值偏见的宣言吗？

对于教授社会工作专业课程的老师来说，面对这一争论，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应对，甚至可以用手足无措来形

容。如果继续自己的课程，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民族歧视的误区中。如果停止课程，赞同学生的话，则要放弃自己多年

来所坚守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工作目标。

在一个小小的社会工作专业课程的讨论会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的差异给社会工作所带来的挑战。同时，我们

也能深深地感受到，社会工作者具有文化敏感性对民族社会工作的开展又是何等的重要。

大部分听过上述事件的人都会很坚定地认为，那就应该改变少数民族那些不合理的民族文化，帮助他们摆脱封建

思想的压迫和束缚。这样，少数民族才会很快地富裕起来，全国各族人民才可以真正地实现统一和谐。

这样的想法是极其可怕的，这样的统一其实就是一种同化。就像当初日本想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样，改变中国

人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侵略。那改变少数民族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合理的、落后的

民族文化，在他们看来是不是就是民族侵略、民族殖民呢？

社会工作要求每一个社会工作者都要做到尊重，都要时刻遵从案主自决。如果少数民族案主，自己感觉到本民族

的文化落后了或是制约经济发展了，需要改变了，那么社会工作者可以做的就是给予他们指导，帮助他们改变，实现

助人自助。而如果少数民族案主仍然觉得自己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是维系本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那么，社会工作

者所能做的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独有的文化，即使它看上去不是那么合理甚至合法。除了尊重以外，社会工作者还可以

利用他们的文化，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服务于少数民族案主，提升他们的生存能力。

三、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其瓶颈

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对于解决一些由文化原因引起的民族问题有着很好借鉴意义。西方

国家关于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比较早，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但在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虽

有一定的发展但还是不尽完善。

2011年1月24日，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座谈会在深圳市召开。2011年12月3日，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民族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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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许多社工机构诸如上海乐群、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香港

无国界社工等已经在本地着手开展民族社会工作服务或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类社工活动，为广大少

数民族案主提供服务。这一系列的会议及实践活动显示，民族社会工作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被许多社会工作者及专家学者所关注。

1.文化敏感性

文化敏感性(Cultural-sensitive)是西方跨文化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民族社会工作中的

文化敏感性指的是在提高民族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同时，熟知、尊重文化差异，储备并不断增加对

民族文化的知识和理解，对民族文化议题保持敏感性，并将对民族文化的知识和理解整合进助人

过程（Helping process），以提供文化适切性的专业服务。目前，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要求社会

工作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敏感性。

美国社会工作学者查尔斯·H·扎斯特罗（Charles.H. Zastrow）曾经谈及美国的社会工作与美国

的少数民族问题，并提出了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ethnic-sensitive social work practice）这一

概念。他认为，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应该建立在对案主所拥有的多元化的民族身份的理解的

基础上，努力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与那些指导社会工作实务的原理和理论结合在一起，以案

主所属的民族群体身份和社会阶级地位相关的价值和地位为导向①。这一概念最大的特点就是强

调了在社会工作实务中，要对少数民族个人或群体的多元化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保持一定的敏

感性。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就曾经说过：有时只是兄弟之间的小麻烦，我们却担心是不可

调解的分歧。有时一个民族因为拥有一整套属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价值体系，所以他们所构想的

行动方针与我们所认为的截然不同，而我们还在谈与他们的共同目标。我们不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弄明白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到底意味着什么。假如我们给自己这个机会，我们就有可能发现，

那套行动方针未必出于恶意，因为我们只是不了解它而已。②

由此可见，在民族社会工作当中保持一定的文化敏感性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理所当然地想象

别人跟我们一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误入歧途了。

2.个人身份的三重性

从上述老师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工作者经常会忽视人类存在的群

体层面（Guadalupe&Lum，2005）。例如，当一个非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服务于一个少数民族案

主时，他会把案主出现的由于文化差异引

起的问题归结到案主个人身上，认为这是

他个人的独有的生活习惯或是性格迥异造

成的。在笔者看来，那位社会工作专业的

老师也是如此认为的。

我们可以用图1中展示的三个层次的结

构，即个人身份的三重性，来理解个人身

份的形成，并且探索社会工作者需要关注

又经常忽略的那个部分。图1中的三个同

心圆表示个人，群体和整体层面的个人身

份。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个人所在的整体层

面和个人层面，却忽视了群体层面。

在个人层面，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

体，有自己的生活经历、有自己的遗传基

因等。这个时候，个人与他人是完全不同的。在整体层面，个体之间都是相似的，具有相同的成

长过程、有相同的运用符号的能力、生理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似的。这个时候，每一个个体

都可以被称作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然而，在群体层面，个人所在的群体同其他群体是有区别

的，例如宗教信仰、文化、性别、年龄等。这些不同之处不是个人所独有的，而是整个群体所具

①查尔斯·H·扎斯特罗著.社
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

（第七版） [M].孙唐水等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5.

②露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
刀[M].北塔译.上海:文汇出
版社,2010:11.

图1 个人身份的三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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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独特之处，正是这些不同之处才是我们民族社会工作者应该关注却又经常忽视的地方。

3.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中的瓶颈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统计，中国大陆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总数为126583万人，其中汉族11594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

1064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8.41％。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西北、西南、东北各省、自

治区）。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5个自治区和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l200多个

民族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在55个少数民族

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

面对这样一个人数不少、地理范围广阔的少数民族群体，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却一直没

有进展。不仅没有相关研究的书籍，就连值得参考、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都是寥寥无几。

由于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将会遇到来自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案主。同时，

民族地区欠发达的状况，也使少数民族总的来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

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就更加的迫切而紧要。

那么，在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呢？首先就是由于缺乏对所介入民族文化知识

的了解，而造成文化误解甚至冲突；其次就是未能意识到并尊重文化差异，从而不能提供差异化

的、适切性的服务；再次就是由于对民族文化体系和本土资源不敏感，导致主体参与和本土资源

利用不足；最后就是由于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上的文化匮乏（cultural illiteracy），而导致服务效

能下降。

总的来说，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注意到文化差异的巨大力量。我们总是忽

视个人身份存在的群体层面，我们总是缺乏对文化敏感性的强调，从而导致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

发展一直处于瓶颈期。能否打破这一瓶颈，推动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快速、深入地发展，就在于我

们能不能采用一种跨文化的视野去研究、去践行民族社会工作。

四、跨文化视野下的民族社会工作

1.二元文化理论（biculturalism)

1984年，De Anda发表了二元文化理论一文。她认为，少数民族目前同时生活在两种文化之

中，并且还在这两种文化中完成了社会化的过程。二元文化之所以得以存在，是由于在少数民族

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重合，这种重合提供了一种共享的价值观和规范。③（如图3和

图4）

这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在接受本民族文化的教化的同时也在面对主流文化的洗礼。他们之所

以能够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生存下来，就在于这两种文化间存在一个夹缝——共享的价值观与规

范。这一点给我们的启发就在于，民族社会工作者可以将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似之处作为一个出入

③O.William Farley,Larry 
L o r e n z o  S m i t h , S c o t t 
W.Boyle.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10th ed)[M].
Shangha i :Eas t  Ch ina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06.

资料来源：Diane de Anda，“Bicultural Socializati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Minority Experience，” Social 
Work，29（March/April 1984)，102.

图3 二元区隔文化

A=主流文化

B=少数民族文化

A B

资料来源：de Anda，p. 102.

图4 二元文化理论

A=主流文化

B=少数民族文化

C=共享的价值与规范

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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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doorways）去化解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同时，民族社会工作者也应该学会去发现、去关注两种文化的不

同之处，以帮助两种不同文化群体相互理解、相互谅解。

De Anda二元文化理论的建构为社会工作专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性工具，它可以帮助少数民族案主，并使其

在主流文化中仍能很好地生活，发挥自己的生存潜能。

2.跨文化视野下民族社会工作的践行

笔者认为，自从社会工作引入中国内地以来，它就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而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民族社会工作其实

就是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再本土化”。因为，民族社会工作一方面承接了社会工作从西方起源到适应中国传统文化这

样一个过程；另一方面，也正面临着本土化了的社会工作如何去适应少数民族特有文化这样一个挑战。民族社会工作

承担着这样的双重任务，因此，其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而只有立足于多元民族文化的实际去发展民族社会工作，才

能真正推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首先，社会工作者需要学会接纳并且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从内心去接纳案主，对

案主的价值偏好、习惯、信仰等保持宽容与尊重的态度。当然，这里的接纳并不等同于认同。

其次，社会工作者还应当保持一定的同理心，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反省。社会工作者不能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案

主身上，更不能指责案主的言行和价值观，而应当站在案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设身处地地位案主着想。在不断地反

思和学习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文化敏感性。

再次，社会工作者要注重个别化的原则。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

化。社会工作者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所在，而不应该使用一般或统一的方法回应案主的需求。

最后，社会工作者要坚持案主自决的原则。每个民族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即便是社会工作者出于好

意，也不能武断地为少数民族案主做决定，这样做不仅不利于案主潜能的挖掘，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文化冲

突，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案主的自尊心。

中国的社会工作要想进一步深入发展，就必须要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进行考量，采用跨文化的视野去研究民族

社会工作。这样要比单纯的民族工作或社会工作更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从而真正实现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五、反思总结

民族社会工作既是社会工作的一个分支，又包涵社会工作实务的各个方面。在进行社会工作实务操作的过程中，

社会工作者应该考虑到以文化先行，充分考虑不同民族文化对案主的思想、行为、价值观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例如，在老年社会工作中，有些民族地区并不把尊敬老人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反而认为人老了，对社会没有用

了，就应该任其自生自灭，而不应给予过多的关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民族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处理呢？再比如，

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地位逐渐提高，性别歧视现象也逐渐消失。可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男尊女

卑的规定，妇女的上学、就业机会明显小于男性。面对这种问题，民主社会工作者应该怎么办呢？还有，一些民族的

传统是族内通婚，不允许本民族、本村寨的男女同外族人结婚，包办婚姻、丧失婚姻自由的情况频频出现。对于此，

民主社会工作者又是怎么看的呢？⋯⋯

由于文化的影响，导致那些看似不合情理，甚至不合法的，让人匪夷所思的情况却符合当地的风俗和习惯法。这

就是文化的力量。作为一名民族社会工作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敏感性，需要在了解案主民族文化、生活背景的情

况下，才能着手进行干预，为案主提供服务。

民族社会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推动它的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可阻挡的趋势。因为，任何一个国

家、任何一个地区的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间都会存在冲突与矛盾。而如何帮助这两者之间实现一种平衡与调和，

民族社会工作的介入，笔者认为，要比任何一种行政手段或是经济手段来得更加有效。

关于民族社会工作未来的发展路径，笔者只是做了一个简要的讲述，将文化差异这一视角切入到民族社会工作的

研究当中。至于民族社会工作的具体技巧和工作方法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民族社会工作的实务和理论研究还

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不但需要更多的相关工作者和研究者给予关注，更需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给予支持。

◇　主题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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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研究　◇

表2   参考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年目标值

1 养老机构床位利用率 % 80以上

2 高龄老人尊老金福利制度覆盖率 % 100

3 农村养老服务床位占老年人的比例 ‰ 40以上

4 企业离退休人员社区管理率及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 % 98以上/100

5 社区老年人健康档案建有率 % 100

6 70岁以上老人每年免费体检1次制度覆盖率 % 100

7 居住区、城市道路、公共建筑和养老场所无障碍设施建设率 % 100

8 “老年友好城市”创建工作覆盖率 % 100

9 “老年宜居社区”创建工作覆盖率 % 100

10 低龄老人志愿者注册率 % 30以上

11 市、县（市、区）城市广播、电视、报纸老年栏目开设率 % 100

12 进入各类老年学校学习的老年人数占老年人总数的比例 % 15以上

13 农村乡镇敬老院完成拓展功能、提档升级，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

14 建立95岁及以上老人免费看病制度

15 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无障碍设施建设列入年度计划

16 积极培育品牌化、连锁型的养老机构

17 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8 设立“现代化社会养老服务”建设引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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