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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学校教育体系，始终是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论题。当前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学校教育事实上

是以一种嵌入的方式发展的。本文回顾了学校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以北京市 JD 学校社工站的成立及运行入手，分

析学校社会工作从取得进入学校这一场域的合法身份开始，如何进行服务实践的开展以及面临怎样的发展张力，尝试探讨嵌

入视角下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学校教育的微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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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脉络及其嵌

入性

学 校 社 会 工 作 一 词 从 英 文“school social 

work”翻译而来，指的是在学校中实施的社会工作

服务。20 世纪初，学校社会工作起源于美国，之后，

欧洲、亚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实践。[1] 但在不同地区，

其发展历史、发展水平等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

异，就中国而言，同社会工作发展的“后发性”一样，

学校社会工作在中国的起步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

是相对较晚的，20 世纪 20 年代学校社会工作在中

国大陆出现，但由于社会工作本身断裂式的发展，

60 年代才在港台地区快速发展，而在大陆地区则

是总体发展缓慢，更多地是处于一种小心探索的

实践阶段。

中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三个

阶段，一是民国时期专业学校社会工作的起步阶

段，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生工作的替代发展阶

段，三是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化恢复与发展阶段。

但是严格地讲，学校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真正起步

阶 段 是 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北 京、 上 海、 深 圳、

四川四个地区为发展的典型代表区域，四个地区

的发展缘起各有不同，因而其开展方式各异，效

果也难以一言概之。北京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发

展源于对打工子弟教育的关注和高校社工专业实

习教学的需要，而上海和深圳两地发展的契机得

益于两个因素的交替作用，一方面是政府推动社

会工作发展，对社会工作服务进行购买，另一方

面是学校对学校教育方式进行重新探索和发展，

至于四川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高校

以及各社工专业组织在对灾后学校师生心理疏导

与建设的工作中借力而发展起来的。总体而言，

主要是由政府、民间机构、高校、社会中的专业

组织共同推进发展。

回顾现有文献，其研究视域无外乎理论和实

务两大方向。理论视角关注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

历程、经验反思、不同地区的比较等。“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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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对英美国家学校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发展过

程与类型进行分析，总结了传统临床模式、学校

变迁模式、社区学校模式、社会互动模式四个模

式的阶段性发展内涵。[2]“制度”论者聚焦于学校

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探讨，认为要从理念、组织

和规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3]“经验”论者强调从

本土化发展进行经验反思，由上海浦东新区学校

社会工作的十年历程揭示了学校社会工作需要厘

清政策和制度化建设、通过系统专业培训提升专

业素养、借助宣传拓展良好发展环境。[4]“角色”

论者提出学校社会工作者角色的双重建构特征，

不仅包括个体对角色的认知及领会，同时也包括

系统对角色的建构，在学校生态系统中主要展现

出教育者、合作者和沟通协调者等角色，而个案

辅导者、倡导者的角色有所缺失或不足。[5]

实务视角侧重对学校社会工作困境、工作方

法、介入模式等的总结。实务研究者擅于以具体

地区中的案例为切入点，讨论地方性的学校社会

工作阶段性发展内容。在深圳，依托于与香港的

合作，基本以香港为模式蓝本，通过个案、小组、

社区开展学校社工的日常服务。[6] 在东莞，学校社

会工作除了面向学生、家庭、学校等系统进行直

接介入以外，还不断链接和整合相关社区资源，

为学生健康成长探寻更多地方性资源。[7] 而在西藏，

学校社会工作遵循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担当了服务提

供者、沟通协调者、资源链接者的角色。[8] 毋庸置疑，

学校社会工作实务侧重点必然是基于地区发展差

异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实务发展有不同，但

在面临的困境上却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专业度

不足，认同度不够，行政色彩浓等问题成为不少

实务研究者对当前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困境的同一

归处。

事实上，不管是对理论经验的梳理还是对实

务模式的探讨都指向了学校社会工作如何在中国

教育体系中扎根发芽的摸索。近一步而言，正如

王思斌所说“专业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它进入

中国的社会生活并开展活动，也有一个被接受、

被许可的过程，这也是某种合法化过程”[9]。学校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其本身也需要一

个被接受的过程。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来看，

我国现有基于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学生服务体

系是一个原有存在的场域，而学校社会工作相当

于一个“外来”的行动者，以自己的力量嵌入其中。

因而，在谈涉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时，“嵌入性”

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关照。

笔者曾在过往实习中接触到驻校社工的工作，

对学校社会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嵌入”式发展

颇有体会，因此在访谈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实习过

程中的观察，以北京市 JD 学校社工站的成立及运

行入手，尝试探讨嵌入视角下学校社会工作介入

学校教育的微观实践。在此需要提及的是，JD 学

校有别于以升学为主要目的普通中学，学校强调

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和行为矫正，其所招收

的学生，包括了许多在家长和原学校中被认为有

心理行为偏差、学习困难或者越轨行为的学生。

二、入场：JD 学校社工站从成立到运行

（一）介入空间的建立——学校社会工作从被

了解到合法身份的确立

在教育领域中，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不

断进步，学生服务的关注度不断被呼吁。在美国，

有一套相对完整且成熟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机制，

而在中国学生服务中，目前广泛运用且切实实施

的是一套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系。

在中国本土社会中，学校教育中应试教育和

德育教育并存，而以中国国土广袤、地区发展不

平衡的现实而言，应试教育是处于相对拔高地位

的。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的碰撞，

个体权利不断被唤醒，就目前学校教育来讲，跟

以往对比，学校德育教育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现今的学校德育教育中，有学者曾指出，我国

的中小学校，目前实施的是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

代，并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不断调整完善

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学生工作机制，它由

德育教育、心理教育、法制教育、班主任班级管理、

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及后勤保障服务等六大系统

构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学校学生服务机制，为

学校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但是，这套学生工作模式在实践的过程中存在许

多问题，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工作效果。[10] 此时，

契合学校中学生服务的学校社会工作已经开始发

展起来，但却没有介入学生服务的正式空间。一

方面是学校社会工作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被了解

度并不充分，另一方面学校社会工作作为新发展

起来的专业服务，要进入学校这样一个相对重要



2019 0919       3   75

21

的场域运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检验。但尽管如此，

在学界和实务界两方的推动下，学校社会工作的

发展开始逐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就笔

者访谈了解，JD 学校驻校社工站的设立得益于“政

府购买服务”和学校社工试点的大背景，在此之中，

CY 社工事务所曾与 JD 学校有过一期的夏令营项

目合作，社工通过与学生、老师接触，其专业的

服务得到认可，被认可度反馈到校领导层面，得

到了相应的支持，即经由 CY 社工事务所带领夏令

营的工作成效得到了认可，推动了 JD 学校社工站

的设立。基于此，JD 学校的社工站成立并开始运作。

也就是说，社工站在 JD 学校的设立既有“自上而

下”的官方推动，也有“自下而上”的专业认可，

从而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中。事实上，就当前中国

的教育制度而言，学校社会工作要在本就饱和的

学生教育体系中要占据一席之地，最直接有效的

仍旧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发号。

当前高校学生工作由管理走向治理的理性诉

求，使学校社会工作与高校学生工作治理创新在

价值理念、功能内容、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强

的亲和性，为学校社会工作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

嵌入提供了契机和平台。[11] 就 JD 学校驻校社工站

的建立而言，它使学校社会工作完成了从学生服

务“门外汉”角色到拥有合法介入身份的转换，

其核心在于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学校中的学生服

务创造一个属于学校社会工作本身的发展情境，

这个情境是规范的，是符合程序正当的，在这一

情境规范下学校社会工作才有了介入学校学生服

务的实践基础。

（二）服务实践的开展——JD 学校社工站在做

什么

在获得进入学校教育这一场域的合法性之后，

学校社工如何开展服务、开展什么服务就成为进

一步讨论的焦点。而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行动者，

一旦进入某个场域，必须表现出与该场域相符合

的行为，以及使用该场域中特有的表达代码。[12]

概言之，学校社工在学校这个场域开展服务实践，

必然要与现有的学校教育体系相适应，使用能被

这一套体系所接受的行动符号。

笔者在实习中，曾亲历 JD 学校的社会工作者

利用课间时间以最生活化的谈话跟学生交流最近

的学习、生活状况，言语交谈间透露着平等、接

纳的理念，同时以其成熟的人际交往理念来影响

学生。通过长期跟学生接触，与学生建立了相对

稳定的交往关系，在此基础上，尽量采用专业的

手法为学生提供更为集中和具体的服务 , 这体现在

JD 学校的社工服务活动并不是凭空开展的，而是

建立在事先对学生需求评估的基础之上，并且在

活动设计上也循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工作技巧，组

建了“悄悄话”“人际沟通”“自我探索”“未

来规划”等小组活动，在“一人一故事”等活动

中，运用了叙事治疗等相关学科手法。相对来说，

小组工作是学校社工的重点工作，设有固定的小

组活动 , 这些活动的开展并不只针对学生本人，还

包括家校方面，如表 1。

表 1.JD 学校 . 小组活动安排

以“悄悄话小组”为例，悄悄话小组是 JD 学

校社工服务中的一个特色项目，主要服务于学校

中的女生。“悄悄话”，顾名思义，是为学校之

中的女学生提供一个谈论不能或者羞于与老师、

家长讨论的隐私话题的合法空间与时间。社工主

要通过视频、知识讲解等方式对初中课堂中被压

缩乃至跳过的生理教育这一模块的知识进行补充，

在这一主题小组中，初中女生可以谈论性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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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等被视为“难以启齿”的话题，甚至谈

及个人遭遇的亲密关系中的伤害或者性犯罪。在

这个过程中，社工在倾听的同时，最重要的环节

是对小组成员进行引导、支持，并在发现存在紧

急情况后进行危机介入。

在彼此相对陌生的情况下，小组活动成为拉

近社工与学生关系的重要方式，在小组中，社工

有机会和学生建立进一步的信任关系，一方面社

工可以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发现需要进行个案辅导

的学生，另一方面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扰的学生

也敢于自己主动寻找社工的帮助。事实上，此时

工作方法便由小组转到个案。在个案辅导中，JD

学校的驻校社工遵循生态系统的指导，一般会从

家庭、学校等方面搜集评估学生的问题，再进一

步联动各方资源为学生提供跟进服务。

JD 学校社工在运用个案和小组等方法渗透到

学生教育服务中时，活动内容多为心理健康层面

的主题，核心是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性问题，其目

标旨在促进学生最大程度的正面成长。在青少年

全面性发展被呼吁的当下，这也是当前许多以教

学为主要任务的学校所需要的延伸发展。可以看

到，JD 学校驻校社工的服务实践正是在不断适应

学校教育全面化发展的需要。

三、场中张力：双重逻辑、模糊身份与有限

话语

（一）双重逻辑——当学校社会工作碰上学校

教学行政管理

在学校社会工作还未进入前，学校就存在一个

既有的制度结构，结构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占据

着学生在学校场域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12] 也

就是说，在学校社会工作进入学校这一场域发展之

前，学校的学生服务并不是空白的，它有一套自己

的完整且成熟的学生服务机制，也就是前文中提到

的一套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系。

在这样的格局里，除了教学系列，其他部分

统合构成了学生工作（服务）的架构 : 由德育、心

理教育与心理辅导、法制教育、班主任工作、共

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及后勤保障服务等六大系统。

此外，还有家长会的参与及各科文化课的渗透，

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学校学生服务机制。[13] 从过往

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学校这一场域中，俨

然已有一套运行已久的学生服务机制，其在运行

过程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虽然出现了一些问

题，但是仍旧居于主要的服务位置，因而学校社

会工作事实上是嵌入到这一套学生服务机制中发

展的。

我们在这边开活动，不管是在哪个班开，或

者是在活动室开，都需要提前和班主任协调。有

时候虽然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个时间段要开，但是

可能因为学校临时安排的一些集体活动和我们本

来预计的时间发生冲突了。学校工作肯定主要的

流程都跟着学校走，跟学校活动时间有冲突的时

候肯定是以学校的大活动为主，再考虑小组的安

排，所以会对小组进行的效果有些影响。（社工 W）

可以发现，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班主任角色

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强话语方，活动的开展若是得

不到班主任的同意就难以展开，访谈中社工提到

现阶段来看学校教师对社工并不是很信任，他们

重视的仍是基础的升学率，有时候会认为开展这

样的活动没必要，如此一来社工就难以真正融入

现有的教育体系中为学生提供服务。此外，在 JD

学校中，为防止早恋行为产生而将男生与女生分

开上课，虽然有出于学校特殊性质的考量，但究

其本质而言体现的是学校教育重视团队纪律，很

多时候社会工作尊重个别化需求的工作手法就难

以施展。在这些情况中，都反映出了现行学生服

务机制更强调的是大体方向的求稳策略，事实上

与社工的尊重独特个体的价值观有一定的冲突。

史柏年曾对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过这样

的问题“在与学校教育制度衔接时，到底是维护

还是变革现行教育体制的缺陷？”在学校社会工

作与学校原有的学生服务机制是事实分属两套不

同的逻辑，二者对接时难以避免一些碰撞。学校

教育工作强调学业成绩，而社会工作较重多面向

改变，在工作重点取向上，学习与心理成长教育

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两个教育方面，但在实际运行

中，学习的重要性往往强过心理成长教育，因而

学校社会工作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

（二）模糊身份与有限话语——社工站运行中

面临的困境

JD 学校共有两名专职驻校社工，以岗位购买

的方式运行，即 JD 学校的社工站采用外部置入的

模式，社会工作者由社工机构以外派驻校的形式

为学校师生提供专业服务。这样的实施方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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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由于现有学校编制还难以将社工岗纳编，另

一方面的本意是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够保持其独立

性，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为学校师生提供

专业的服务上。但是，事实上却非如此。

社工需要与学校教师一起参与学校日常行政

工作安排及例会，实际上这与社工的服务计划并

无联系。（社工 F）

从访谈中，笔者了解到驻校社工既要承担来

自机构的工作安排，还要参与学校方面的行政任

务，表现在社会工作者需要与学校教师一起参与

学校日常行政工作安排及例会，日子一久连驻校

社工都对自身的身份感到模糊，到底是以专业身

份独立于学校还是卷入行政事务之中，这中间的

界线并不清晰。身份上的模糊性使驻校社工始终

游离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的边缘。

心理老师与学校社工在工作上有一定的重合

部分，学校老师和家长对学校社工的认知不足，

学校对社工究竟能做什么的存疑是社工更好地走

进学校的一个困难。（社工 F）

前文已然提到在整个学校教育服务体系相对

完整的结构，学校社工要进入分一杯羹必然面临

挑战。显然，在 JD 学校驻校社工和心理老师的角

色和功能是有重叠的，这时候就涉及生存空间博

弈的问题，但是相比心理咨询，学校社会工作被

了解度和认可度自然不够充分，因而不管是家长

还是学校教师都对学校社会工作的可行性存疑，

这直接影响社工在工作中的话语权。前文就已提

及，当社工开展的小组活动与学校安排的集体活

动相冲突时，往往是社工不得不暂停活动以配合

学校安排，原本的计划因此而中断，对服务效果

是大打折扣的。对驻校社工而言，更多考虑的是

服务对象的需求，期待能够遵循自己的专业价值

为服务对象提供实质的正向助力，可是在具体的

活动中其话语权有限，被认可度不高。

JD 学校的驻校社工站虽然以“自下而上”的

方式建立，但很大程度也是源于政府购买服务的

契机，由第三方即社工机构派驻社工进入学校，

其在岗位归属社工机构，理论上而言是客观中立

的专业身份，但却经常性卷入学校行政事务中，

身份模糊，又因知晓度低，在取得学校和家庭支

持方面欠缺，常常面临无所适从的结构困境。

四、结语

回溯整个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它确实宛

如新生的笋芽，使劲往上冒尖，在看到新生力量

的同时我们也该意识到破土后的生长其实并不容

易。诸多学者用“嵌入性发展”来分析探讨社会

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还是在谈社会工作如

何成为中国现有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学校社会

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分支，也必然面临这一

问题的思索。

从嵌入的视角来看 JD 学校学校社会工作的发

展，可以发现其基本逻辑如下：第一，在身份和

空间上取得初步介入空间的合法性，体现在学校

成立配有两名专职社工的学校社工站，这主要得

益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购买和学校社工试点

的政策背景，另一方面是 CY 社工事务所的专业实

务推动，当然这其中有出于 JD 学校特殊学校性质

的需求。第二，在获得进入 JD 学校的合法性后，

学校社会工作通过对德育和心理教育的工具性运

用，即以小组、个案等工作手法占用德育和心理

健康课程的活动时间和场地，从而找寻自己的生

存和发展空间。但是这中间也面临着如何制度化

的难题。第三，在往学校教育体系嵌入的过程中，

学校社会工作表现出边缘嵌入的特征，驻校社工

在专业与行政之间界线模糊，专业价值理念有时

候与学校的教学行政管理体系追求难以契合，在

学校的活动安排上其话语效度有限，生存和发展

空间仍有待思考。

从最开始的“门外汉”到进驻学校，我们欣

喜学校社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看

到这样一种进步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因为它面临

的是结构性的挑战。笔者在梳理学校社会工作在

中国的发展脉络时就已提及，从地域上而言，北京、

上海、深圳、四川四个地区的发展是相对前沿和

典型的。而在这四个地区中，深圳的嵌入式发展

是相对领先的。在经历十年发展后，深圳学校社

会工作呈现出专业社会工作 ( 嵌入主体 ) 嵌入原有

学校服务系统 ( 嵌入对象 )，在与教育局、学校各

部门、社区、基金会等多主体 ( 嵌入空间 ) 的结构

性互构中，实现专业服务、发挥相应功能 ( 嵌入效

应 ) 的过程，并表现为“嵌入—建构—自主”的曲

折发展趋势。[14] 尽管如此，这种自主性仍是带有

局部性和不确定性的，它仅在某些条件成熟的学

（下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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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充分印证了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政

党执政的长期性以及集权化的政府管理方式对多

源流理论框架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

研究长期执政是否意味着政策源流中政策安排的

延续性、渐进性，它对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的发

展变化带来的挑战是什么。集权化的政府管理方

式与顶层设计在多源流理论框架分析中的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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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开展小规模试点，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多还是边

缘嵌入，诸如认可度低、话语效度有限等只是表

征原因，溯源究底，真正使学校社会工作发展面

临难题的是本就饱和又各司其职的结构张力，进

一步说，学校社会工作要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体系

中进一步发展，需要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而谈

及制度上的问题，就不得不涉及结构性的调整，

这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未来学校社会工作究竟

怎样发展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田国秀.学校社会工作的模式变迁:美国的经验及启示[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6):126-132.

[2]周群英.学校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与专业发展初探[J].社

会工作,2014(03):54-60+154.

[3]史柏年.学校社会工作:从项目试点到制度建设——以四

川希望学校社会工作实践为例[J].学海 ,2012(01):90-93.

[4]蔡屹 .浦东新区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历程及经验反

思[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2):5-9.

[5]时怡雯,倪锡钦 .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学校生态系统中的角

色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6(10):101-107.

[6]王佳.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与专业反思——以深圳市

Y区为例[J].社会工作,2013(04):108-112+155.

[7]张燕婷.学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基于生态系统理

论的地方性探索[J].学海 ,2015(03):59-64.

[8]朱盼玲 .学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困境与改善空间[J].当代

青年研究,2018(05):113-117.

[9]王思斌 .社会工作实践权的获得与发展——以地震救灾学

校社会工作的展开为例[J].学海 ,2012(01):82-89.

[10]许莉娅.专业社会工作在学校现有学生工作体制内的嵌

入[J].学海 ,2012(01):94-102.

[11]高潮,彭丽媛 .学校社会工作嵌入高校学生工作治理的

可行性与现实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18):47-50.

[12]李艳培.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研究综述[J].决策与信息(财

经观察 ),2008(06):137-138.

[13]张大维,郑永君.软性嵌入 :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德育教

育的行动策略——基于武汉两所学校的社会工作介入实验[J].中

州学刊,2015(07):84-88.

[14]李晓凤 ,林佳鹏 ,张姣 .嵌入、建构、自主 :学校社

会工作本土路径探究——基于深圳的十年发展历程[J].社会工

作,2019(02):18-29+108-109.

责任编辑：张仲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