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社会工作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社会工作人才，社工人才

队伍的建设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然而，社会工作是一项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情感性工作，它的这种特殊性使得社会工作者面

临着严重的职业倦怠问题，很多社会工作者工作了短短几年就离开岗位，造成社工人才的缺失。社会工作者产生职业倦怠的

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和自身两方面，本文着重从社会工作者自身成长的角度分析了产生职业倦怠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

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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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职业倦怠是所有行业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社会工作

者也不例外。不同行业的工作者产生职业倦怠的原因各不相同，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情感性工作更是有其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

在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成长与职业倦怠有紧密的联系。笔者认为，

社会工作者产生职业倦怠的原因可概括为社会和自身两个方面，

社会因素包括人口学变量、社会支持和认同、人际关系等，而自身

就是指助人者个人的成长，这个成长主要包括专业能力和心理健

康两方面，专业能力不足、心理不够健康都会使社工产生职业倦

怠。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强调社会工作者个人的成长对于职业倦

怠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希望能通过助人者个人的成长有效解

决职业倦怠问题。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很多，许多学者对

于职业倦怠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

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黄文斌认为，社会工作价值观、社会工作者角色地位以及组织

化这些因素是引发和加剧社工职业倦怠状况的风险因素。而社会

工作者的社会支持以及督导支持是预防和缓解社工职业倦怠的保

护因素[2]。陆飞杰研究发现，目前上海市社工的职业倦怠水平较高，

影响因素主要是:工作量、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支持和资源、信息

和控制感、公平感、工作中的人际情绪压力以及人口学变量。并认

为要解决社工的职业倦怠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整合多方力

量，涉及政府、社会工作机构、学校以及社会工作者[3]。沈黎提出，

社工产生职业倦怠的因素主要包括工作因素：工作自主性低、缺乏

挑战性、支持度低、角色不明确、工作压力大、机构功能不彰等;二

是案主因素：对案主的过度投入或过度排斥都会增进社会工作者

的职业倦怠程度;三是社工因素，主要包括长期的琐事、家庭收入

低、负面的专业态度、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教育程度低等[4]。赵方

方调查发现，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等物质需求仍然是社会工作者

的主导需要，成长性需要和关系需求也不容忽视[5]。李欢对深圳实

务工作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发现工作环境的行政化、工作内容的行

政化、用人单位的不认同、工作支持的缺乏和归属感的缺乏是导致

实务工作者产生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6]。钟莹,赖丰茹等提出，社工

虽然有较强的职业认同感, 但是面临着价值观冲突、专业支持不

足、社会认同度低等一系列职业困境,其职业满意度不强,职业规划

并不明朗。因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状况的改善,须同时从专业

教育、制度建设和社会氛围等三方面进行努力[7]。沈黎、刘林等通过

分析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问题提出，社工技能和经验不

足、社工工作的行政化倾向和多头管理使社工产生了无力感和挫

败感[8]。

这些研究大多数都是从社工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角色以及

社会认同和支持等角度来分析职业倦怠问题，虽然有部分涉及到

社工技能和个人成长，但是都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笔者认为，社工

个人成长是其产生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社工个人的健康成长对

国家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二、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

职业倦怠是个体无法应付外界超出能量和资源的过度要求

时，所产生的生理、情绪情感、行为等方面的身心耗竭状态，通常认

为是工作中的慢性情绪和人际压力的延迟反映[3]。笔者认为，社工

产生职业倦怠的原因包括社会和自身两方面，其中自身因素更为

重要。自身因素就是指社工的个人成长，包括心理的健康成长和专

业能力的增强。心理健康成长和专业能力增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

区别。两者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专业能力的增强有利

于社工心理的健康成长。比如共情是一项专业技能，如果运用得不

恰当就会成为“无度共情”。无度共情是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由于

属于同一群体，共享的东西过多，当谈到双方共同经历过的事情

时，研究者激发起自己的情感体验并将其投射到研究对象身上[9]。

无度共情不仅使质性研究的效度下降，还会助长社工的消极情绪，

使社工沉浸在自己的主观情绪中难以自拔，长期下去会严重损害

社工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社工没有健康的心理，即使专业能力

再强也没有办法面对他人的心理创伤，案主的心理问题很有可能

就会转移到社工自己身上，最后不仅帮不了案主，自己还可能成为

案主。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专业能力不足带来的是失落感和挫

败感，而心理不够健康带来的更多是负面情绪和情感创伤，这些都

会使社工产生职业倦怠。下面我就具体分析一下专业能力和心理

健康这两个因素。

1、专业能力不足

目前，国内需要社工帮助的人群数目越来越多，而社工的数量

却远远不足。很多社工看到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可自己却无力

帮助这么多人，内心充满了无力感和失落感。这种情绪其实是由专

业能力不足引起的，一个专业能力很强的社工在这种情形下产生

的更多是动力，而不是无力感。

很多社工因为专业能力不足而导致工作失败，案主复发。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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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失败后，这些社工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个人成就感无法

得到满足，就不愿意继续从事社工这个行业了。很多研究表明社会

工作者相比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个人成就感较低，这是产生职业倦

怠的重要原因。而 Chris Lloyd 和 Robert King 的研究显示,社会工作

者的个人成就感还是很高的[10]。

因为专业能力不足，一些社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现自己很难与

各种各样的案主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工作难以进行。有时在服务

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根据情况变化使用不同的专业技能或者

同时使用多种专业技能，对于专业能力不足的社工，要做到这些非

常困难。久而久之，这些社工对工作过程中的困难会产生畏惧感和

失落感，就产生了职业倦怠问题。

2、心理不够健康

社工严重短缺的状况造成社会工作者的劳动负荷量很大，有

时需要同时兼顾几个案主。社工机构不断向社工施加压力，希 望

社工尽可能多地工作；家庭也给予社工压力，希望社工能多一些休

息时间，或者希望他（她）能从事待遇更好的工作。社工面对这么多

压力，如果没有非常健康的心理，很容易被压力压垮，身心疲惫，产

生职业倦怠。

社会工作者经常需要同理案主的痛苦、悲惨和不幸，甚至要目

睹残忍和破坏，如果这些负面情绪使社工的内在经验发生转变，将

会严重危害社工的心理健康。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社工与案主有着

共同的痛苦遭遇，这种情感创伤在服务过程中不断被唤醒，就会形

成替代性创伤。替代性创伤会使社工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改变，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并干预，它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将会很难修复。社

会工作是一个情感相互碰撞的过程，无论是案主还是社工都可能成

为受害者，所以社会工作是具有危险性的。如果社工的心理不够健

康，那么在情感碰撞过程中社工很有可能会被消极情绪感染，自然

会形成职业倦怠。无度共情、替代性创伤、移情和反移情都可能是产

生职业倦怠的原因，它们对社会工作者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相应对策

帮助社工更好地成长有利于解决职业倦怠问题。李嫣琪提出，

机构可以定时召开工作分享会，鼓励成员互相分享工作成果与困

难，交流工作经验，促进成员的共同成长[11]。这是个很好的方法，既

有利于社工提高专业能力，又有利于其及时排解不良情绪，保持心

理健康。严佳林强调通过完善培训体系来增强社工的专业能力，培

训内容要根据不同服务领域和岗位职责设计针对性强、满足业务

需求的个性化培训方案。根据不同专业基础，设置适宜的基础课程

和提升课程，安排社工根据需要自主选修。培训内容可兼顾一般职

业能力培养，进一步扩大受益面和广度[12]。严佳林提出的措施能够

有效增强社工的专业能力，提高其个人成就感。除此之外，笔者还

要提出一些建议：

国家方面：国家应当重视高校社工专业的发展，并给予资源的

支持，培养出心理健康、专业能力强的社工人才。国家还应当采取

措施来提升社工的社会地位，增强社会对社工的认同。

机构方面：机构应当根据社工的年龄、性别、能力等合理安排

工作量。这样有利于减轻社工的压力，让社工在精力充沛的情况下

高效率、高质量地工作。机构还应当完善激励机制，嘉奖表现优秀

的社工，给予他们工作的动力。笔者认为，为了增进社工之间的友

谊，缓解社工工作的压力，丰富社工的精神生活，机构应该适当举

办一些聚餐、出游或者知识竞赛等活动。

社工方面：解决职业倦怠问题的关键在于社工自身的努力。社

工要有良好的思想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积极调整、改

善自己的情绪和心态，避免被负面情绪感染。社工在服务过程中要

善于自察，妥善管理自己的情感情绪，当发现自己无法有效应对替

代性创伤或者无度共情，可以查询有关书籍或者向督导、其他社工

咨询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四、结论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水平较高，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社工待

遇不好、人际关系压力大、角色模糊等等，更重要的是社工没有在

工作中更好地成长。要想了解社工产生职业倦怠的原因，就必须了

解社工从事社会工作的原因和动力。社工参与社会工作不仅仅是

为了得到金钱，更是为了得到快乐和满足感，如果社工在工作中不

断遭受挫败感和情感创伤，那么他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当然会

产生职业倦怠。如果社工能在服务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

力，促进个人心理健康成长，那么社工自身的成长将会转化为他们

工作的巨大动力。因此，解决职业倦怠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帮助社工

自我成长。当然，社工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力量，政府、社工机构、

社工自身都需要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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