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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研究

基于中 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 ２ 〇 〇 〇
＿

２ 〇 ２ 〇 ）

摘要

社会工作在中 国发展至今 ， 仍存在着社会认知度和认同度不足 ， 不被大众所了解和

知晓的情况 。 媒介是大众认识社会工作的必要途径 ， 为人们认识社会工作专业提供了资

料和依据 。 新闻报道对社会工作者的描述反映了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 ， 建构着社会工作

的形象特质 ， 这影响着公众对社会工作学科的认知和理解以及从业者对 自 身角色的认

同 。 因此 ， 研究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对推动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选取中 国重要新闻数据库中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年近 ２０ 年间关于社会工作者的报道作

为研究资料 ， 从媒介建构论的理论视角 出发 ，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宄方法 ， 研宄

新闻报道对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 。

研究发现 ， 新闻报道从报道数量 、 篇幅字数 、 消息来源 、 报道主题等方面对社会工

作者的形象进行了整体性建构 ， 并通过对服务对象 、 工作 内容 、 价值态度等方面对社会

工作者的形象进行了具体的建构 ， 进而塑造出 了
“

驱散迷雾的阳光使者
”

、

“

社区治理

的万金油
”

、

“

领薪水的雷锋
”

三种典型媒介形象 ， 呈现出
“

模板化
”

、

“

神圣化
”

和

“

模糊性
”

的特点 。

从媒介建构的场域出发 ， 本文认为社会语境 、 专业特点 、 权力格局 以及媒介组织的

报道特点共同影响 了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呈现 。 其中 ， 媒体对社会工作形象的建构具

有
“

他者化
”

的特征 ， 主要体现在刻板印象的差异化塑造和媒介框架的选择性设置上 。

最后本文根据媒介形象呈现出 的特点 以及建构因素 ， 针对性地提出 了传达专业的形象特

质 、 增强社工话语权 、 讲述丰富的社工故事这三点优化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策略和建

议 。 期望社会工作者能够凸显 自身优势 ， 发挥社会工作者的想象力 ， 进而为提升社会知

晓度 ， 推动专业发展作出贡献 。

关键词 ： 社会工作者 ； 媒介形象 ； 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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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章 导论

１ ． １ 研究背景

１ ． １ ． １选题缘起

２０２ １ 年 ，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 １ ５７ 万人 ， 社会工作者职业考试报名人数

跃升至 ８２ ． ９ 万 ， 比上年増长 ３６％ ， 创历史新高、 这表明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取

得了新的进展 ， 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也得到 了相应的提升和发展 。

然而现状下 ， 社会工作仍然不被大众所熟知 。 《 中 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２ ） 》 认为 ， 社会认知度低 ， 阻滞社工发展是我国 目前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之
一

２

。 而提升社会工作的社会知晓度 ， 是打破我国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瓶颈的关

键。

推动大众对于社会工作知晓度的提升 ， 媒体起着重要的作用 。 研宄发现 ， 媒体影响

了公众对社会工作的看法 ， 而且这种影响是形成性和持续性的
３

。 社会工作职业的健康

发展有赖于公众的知晓 、 理解和信任 ， 而媒体在塑造社会工作者的公众形象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 。 因此 ， 研宄社会工作者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

媒介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 ， 我们生活在媒介建构的世界中 ， 媒介反映了真实世界的

图景 ， 也建构着真实世界的运行 。 媒介的作用不是
“

镜子
”

， 更像是
一

种
“

探照灯
”

，

向我们呈现出 了
一

个媒介所构建的
“

虚拟世界
”

。

因而本文从建构主义角度出发 ， 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研宄方法考察新闻报道建构

了怎样的社会工作者形象 ， 期望能发现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及反映出的特点 ， 进而分

析建构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影响因素 以及优化的策略 。 具体来讲 ， 本文的研宄 问题是 ：

１ 、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期间关于社会工作者的新闻报道有何规律 ？

２ 、 新闻报道建构 了社会工作者怎样的媒介形象 ？ 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

３ 、 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是如何建构的 ？ 改进和优化的策略是什么 ？

１ ． １ ． ２研宄意义

（ １ ） 现实意义

１ 资料来源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网站
一

国新办举行扎实做好民政在全面小康 中 的兜底夯基工作发布会图文实录

（
２０２ １

－０９－２ 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ｃ ｉｏ ．ｇｏｖ． ｃｎ／ｘｗｆｂｈ／ｘｗｂｆｂｈ／ｗｑｆｂｈ／４４６８７／４６９３０／ｗｚ４６９３ 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１ ７ １ ２９９８／ １ ７ １ ２９９８ ．ｈｔｍ

２ 中 国社会工作协会 ： 《社会工作蓝皮书一中 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２ ）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

版 ， 第 １ ９
一

２２ 页 。

３ＬＱｇｏｏｄ＼ＭｃＱｒａｉｈＭ
，
Ｓｅｏｒｌｅ

ＫＬｅｅＡ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ｈｏｗ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ｃｏｐｅｗ 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 
Ｔｈｅ Ｂｒ ｉｔ ｉ 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 Ｗｏｒｋ

， 
２０ １ ６ ．４６

（
７
）

．

ｐｐ
．  １ ８７２

－

１ ８８９ ．



第 ２ 页 华 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在媒介化社会中 ， 媒体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 口 。 社会工作的媒介形象是公众与社会

工作的初次相遇 ， 是公众产生第
一

印象的依据 ， 也是人们感知社会工作功能和意义的参

照物 。 因此 ， 研宄媒介形象能够为塑造社会工作者的实际形象提供重要的作用 。

此外 ， 了解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能够为提升社会工作专业的知晓度 ， 获取社会认

同做出努力 。 社会工作的发展有赖于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 对媒体报道的 了解也能够为社

会工作发挥媒体的建设性作用提供指导和借鉴 ， 进而让公众了解到社会工作的服务价值

和意义 ， 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的功能 。

（ ２ ） 理论意义

目 前 ， 国 内社会工作学界对于媒体的关注有限 。 现有研究主要局限在大众媒体与社

会工作的关系这
一

层面 ， 较少关注到在具体实践中媒体在报道中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描述

和呈现 ， 相关研宄的缺乏限制 了我们对于社会工作形象的 了解以及对媒体作用的认识 。

因此 ， 进
一

步了解社会工作在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形象 ， 能够弥补 以往研究的不足 ， 丰富

对社会工作者形象的认识和理解 ， 推进社会工作与媒体发展的相关研究 。

１ ． ２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讨论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 ， 因此需要首先回顾媒体与社会工作的发展相

关研究 ， 以便更好地理解媒体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作用 。 其次 ， 本文回顾 了关于媒介

形象的理论背景和研究现状 ， 有助于系统地把握
“

媒介形象
”

的概念 。 最后 ， 本文对社

会工作形象的相关研究进行考察 ， 进
一

步探索社会工作学界对社会工作形象的认识和理

解 ， 以上研宄对本文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

１ ． ２ ． １媒体与社会工作

在当今社会 ， 媒体是
“

通向世界的窗 口
” １

。 几十年来 ， 社会工作与媒体之间的关

系
一

直备受西方学界的关注
２

。 有大量的研宄从不同方面论证 了媒体对社会工作发展的

关键作用 。 研宄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媒体不仅反映了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地位和公众的认可状况 ， 而且影响着社

会工作者对 自身角色的认知和理解 。 正如 ＬｅＣｒｏｙ 和 Ｓｔｉｎｓｏｎ 强调 ， 如果社会不清楚地了

解社会工作对社会改善的作用 ， 社会工作专业就很难实现其使命。 当社会工作得到公众

１Ｌａｚａｒ Ｂ Ａ ．Ｗｈ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ａｒｅ ：Ｔｅ 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ｊ ／／ｄ＞ｖｎ
９
Ｃｈｉ ｌｄ ＆ 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 １
（
１
） ，

１ ９９４ ．

ｐｐ
． ３

－

１ ９ ．

２ＡｙｒｅＰ．Ｃｈｉ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ｄｉ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ｓｔｔｈｒｅｅｄｅｃａｄｅｓ
，
ＴｈｅＢ ｒｉｔ ｉ 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ｏｒｋ

，３ １
（
６
） ，

２００ １ ．

ｐｐ 
． ８８７－９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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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 ， 社会工作服务就会更容易进入有需要的人群之中 ， 特别是基层、 最早在 １ ９９９

年 ， Ｉｂａｒｒａ 便提出媒体对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 ， 认为媒体对社会工作者

的认识影响着从业人员对 自身角色和职责的理解
２

。 Ｇａｕｇｈａｎ 和 Ｇａｒｒｅｔｔ 的研究也同样指

出 ， 媒体的报道反映了公众对该学科的信心 ， 这将对社会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３

。

其次 ， 媒体对社会工作的负面描述影响着社会工作行业职业声望的建立 。 社会工作

行业与许多 国家或媒体的关系并不融洽
４

， 西方
一

些国家媒体经常对社会工作产生的负

面批评就证明 了这
一

点
５

。在社会工作的文献中 ，媒体也常常被视为是具有威胁性的存在 ^

有众多的文献反映 了媒体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描述是负面 ， 甚至是扭曲 的 。 这些报道损害

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形象 ， 导致公众对行业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 英国的许多社会工作者都

指责媒体对待社会工作者不公平 ， 认为
“

印刷媒体
”

对社会工作的描述需要更多批判性

的解读 。 Ｓｔａｎｆｉｅｌｄ 和 Ｂｅｄｄｏｅ 注意到 ， 媒体的报道是具有
一

个固定模式的 ： 他们总是先

引人眼球 ， 然后关注负面信息 ， 进行责备和抱怨 ， 最后才会关注到政策的实施或者实践

的努力 。 这种报道模式会导致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精神被侵蚀 ， 这给他们带来了高强度的

工作压力 ， 导致了低迷的 岗位保留率
６

。 Ｐａｒｔｅｍ 对英国社会工作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批判

性的评论 ， 指 出 了社会工作者对媒体谴责和广泛宣传的恐惧
７

。

由于大量的文献在对媒体和社会工作关系的讨论中充斥着负面描述 ， 有学者对此提

出反思 。 Ａｙｒｅ 认为 ， 尽管指责媒体描绘社工的方式是有部分道理的 ， 但这种抱怨可能会

强化
一

种 自我保护的文化 ， 反而拉远 了社会工作行业和媒体之间的距离
８

。 事实上 ， 媒

体的影响不仅仅是负面的 ， 它同样也可以是建设性的 。 尽管媒体可能对社会工作有误解 ，

但
一直抱怨媒体对社会工作的不准确描述并没有实际上的帮助 。 相反 ， 社会工作组织需

１ＬｅＣｒｏｙ 
ＣＷ

５Ｓｔｉｎｓｏｎ ＥＬ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

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仰《〇７ ｗｏｒｆｃ ／ｓ “ ｗ／ｚａｆ ｗｅｆ／ｗｗ无 ＂ ＆？
，
Ｓｏｃ 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ｊ 
２００４

，
４９

（
２
）

．

ｐｐ ．

１ ６４－ １ ７４ ．

２ＩｂａｒｒａＨ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ｓｅ ｌｖ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ｇ
ｗ ｉｔｈｉｍａｇｅ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ｓ

Ａｄｍｉｎ ｉ ｓｔｒａｔ ｉｖｅ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 １ ９９９
，
４４

（
４

）
．

ｐｐ
． ７６４－

７９ １ ．

３Ｇａｕｇｈａｎ Ｌ
，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Ｐ Ｍ．Ｔｈｅｍｏｓｔ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 ／ｗｅ＾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 Ｗｏｒｋ
， 
２０ １ ２

，
１ ２

（
３
）

．

ｐｐ 

． ２６７－２８６ ．

４Ｚｕｆｆｅｒｅｙ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ｐｒｉｎｔｍｅｄｉａ

，Ａｕｓｔｒａ ｌ ｉａｎＳ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
，

２０ １ ４
，
６７

（
４

） ， ｐｐ 
． ５２ ５

－

５３ ６ ．

５Ａ ｌｄｒｉｄｇｅ Ｍ ．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ｎｅｗｓｍｅｄｉａ： Ａｈｏｐｅｌｅｓｓ ｃａｓｅ？
，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 Ｗｏｒｋ

，１ ９９０ ，
２０

（
６
），ｐｐ

．６ １ １
－

６２ ５ ．

６Ｓｔａｎｆｉｅ ｌｄＤ
９ＢｅｄｄｏｅＬ ．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ｏｒｋ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ｄｉａ ：ａ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 ｉｖｅｃｈａ ｌｌｅｎｇｅ ，Ａｏｔｅａｒｏａ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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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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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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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ｏｍ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 Ｗｏｒｋ
， 
２０ １４

，
４４

（
７
）

．

ｐｐ 
．２０４２－２０５６ ．

８ＡｙｒｅＰ．Ｃｈｉ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ｄｉ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ｓｔｔｈｒｅｅｄｅｃａｄｅｓ
，ＴｈｅＢｒｉｔ 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

，

２００ １
，
３ １

（
６
）

．

ｐｐ 
． ８８７－９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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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媒体策略、 正如 Ｓｔａｎｆｉｅｌｄ 和 Ｂｅｄｄｏｅ 所建议的那样 ， 媒体也可以

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在倡导社会正义和民主方面的有效合作者 。 因此 ， 我们还应关注媒体

可能为社会工作行业带来的好处
２

。

除此之外 ， 也有
一

些研究阐述了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造成的影响 。 具体来

说 ， 社会工作者对职业发展的期待 以及 自身对于职业前景的预测受到媒体的影响 ， 这种

影响直接关系着社会工作职位的聘任和流失 。 Ｋａｕｆｉｎａｎ 和 Ｒａｙｍｏｎｄ 早在 １ ９９５ 和 １ ９９６

年就提出尖锐的假设 ，

“

社会工作越是被积极地看待 ， 它就越有可能获得对其项 目 的支

持 ， 而社会工作者的服务也就能够被采纳 ， 也有利于从业者保持士气 、 吸引新员工以及

被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３

。 这说明 了人们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和 了解对社会工作行业的

发展是有着直接影响的 。 还有研宄表明 ， 媒体会增加人们对加入该行业的兴趣 。 Ｚｕｇａｚａｇａ

等人的研宄发现 ， 媒体描绘的正面积极的职业形象会增强社会工作行业对于学生参加招

聘的吸引力
４

。 而从 Ｒｅｉｄ 和 Ｍｉｓｅｎｅｒ
５

以及 Ｌｅｇｏｏｄ
６

等人的研究也可以发现 ， 媒体不仅仅影

响 了公众对行业的认知和看法 ， 也影响着社会工作者对于 自身职业的 自 豪感和 自信心 ，

这对于提升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 也能够有效地影响员工招聘 ， 甚至实

践活动的展开 。

最后 ， 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媒体给社会工作行业带来的挑战和压力 ， 并讨论社会工作

行业的应对之策 。 Ｇｒａｈａｍ 和 Ｓｃｈｉｅｒ 的研究概述了越来越多 的媒体关注和审查如何有助

于提高公众意识并对从事该行业的人造成压力
７

。 Ｃｈｅｎｏｔ 认为 ， 媒体的关注对社会工作

行业是
一

种挑战 ， 有可能使工作的开展更为困难 。 针对这些影响 ， Ｂｒｉａｒ
－Ｌａｗｓｏｎ 等人呼

吁社会工作行业进行媒体技能培训 ， 以确保该职业在塑造其身份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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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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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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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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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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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而 Ｂｅｄｄｏｅ 则提出 ， 有必要提高职业在媒体中 的知名度 ， 以证明其对社会福祉的独特

贡献
２

。

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在 中 国的发展起步较晚 ， 国 内 学界对媒体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

晚 ， 主要分为 以下几个方面 。

第
一

， 从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 出发 ， 关注新闻报道对某
一

群体产生的影响 。 例如李

静通过对残疾人新闻报道的分析 ， 认为我国媒体对残疾人群体的报道过于强调
“

问题
”

视角 ， 应善用
“

优势
”

视角 ， 促进大众的认知和 了解
３

。 胡蝶采用 内容分析法对离异家

庭青少年的新闻报道进行编码统计 ， 认为媒体存在负面的偏见认识 ， 并提 出 了 改进建议

４

。 朱德隆等人的研究则强调社会工作应发挥媒体的作用 ， 以提高服务成效 。

第二 ， 将媒体的功能作为
一

种工作技巧和方法 ， 纳入社会工作的实践策略 。 张悦讨

论 了新媒体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作用
５

； 谢玉芳讨论 了 如何利用新媒体的技术加强志愿管

理 ， 提升社工机构影响力
６

； 吕 翠倩等人的研宄论述 了Ｃ０Ｖ ＩＤ －

１ ９ 疫情发生期间 ， 社会

工作者将新媒体技术作为开展线上服务的策略和方法
７

。

第三 ， 关注媒体和社会工作的关系 。 郑博认为 ，

一

方面新闻媒体能够影响社会工作

事业的发展过程 ； 另
一

方面 ， 新闻媒体也是社会工作的
一

种有力工具 ， 两者结合能够共

同发挥助人的作用
８

。 而 肖 可则探讨 了社会工作和大众传媒的联动机制 ， 认为媒体力量

能够构建公益组织框架 ， 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组织的影响力
９

。 也有研究提 出 ： 发挥媒体

的建设性作用 ， 有助于提高项 目 的影响力 ， 提升社会工作项 目 的服务品质
ｉ ｅ

。

以往的研宄证实 了媒体和社会工作的关系 。 媒体反映着社会工作的社会地位 ， 是塑

造公众对社会工作印象的主要手段 。 对社会工作行业而言 ， 媒体既能够产生压力和挑战 ，

也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工作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

１ ． ２ ． ２媒介形象相关研宄

“

媒介形象
”

就是人们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及其再现的人或事物认知信息的总和

１

Ｂ ｒ ｉ 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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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２

－

３
）

．

ｐｐ
． １ ８ ５

－

１ ９９ ．

２ ．．

Ｂ ｅ ｄｄ ｏ ｅＬ ．Ｃｏｎ ｔ ｉｎｕ 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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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 ｉｓ ｔ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 ｉｏｎａ ｌ ｉｄｅｎ ｔ ｉ ｔｙ

ｉ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 ｌ ｉｆ〇 ／

＊

＾ ．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Ｗｏ ｒｋ
， 
２０ １ ３

，５ ８ （
１
）

．

ｐｐ 
． １ ６ ５

－

１ ７４ ．

３

李静 ： 《残疾人新闻报道分析 》 ， 复旦大学 ２ ０ １ １ 年硕士学位论文 ， 第 ３ ２
－

３ ４ 页 。

１
胡蝶 ： 《媒体建构的离异家庭青少年负面形象与实证研宄 》 ， 首都师范大学 ２ ０ １ ３ 年硕士学位论文 ， 第 ６９ ７ １ 页 。

５

张悦 ： 《浅析新媒体在社会工作发展 中 的运用 》 ， 《法制博览 》 ２ ０ １ ６ 年第 １ ５ 期 ， 第 ２ ９ ３ ２ ９ ４ 页 。

６

谢玉芳 ： 《新媒体视阈下社工机构志愿者管理 问题策略探讨 》 ， 福建师范大学 ２ ０ １ ５ 年硕士学位论文 ， 第 １ ７ １ ９ 页 。

７

吕 翠倩 、 黄匡忠 ： 《社工运用新媒体开展抗疫危机干预的基本策略 》 ， 《 中 国社会工作 》 ２ ０ ２ ０ 年第 ７ 期 ， 第 ２ ０ ２ １

页 。

８

郑博 ： 《社会工作 中新闻媒体的运用和作用研宄 》 ， 华 中师范大学 ２ ０ １ ３ 年硕士学位论文 ， 第 ２ ０
－

２ ７ 页 。

９

肖 可 ： 《大众传媒与社会工作的联动机制研宄 》 ， 湖南师范大学 ２ ０ １ ７ 年硕士学位论文 ， 第 ３ ８ ４３ 页 。

１ （３

闫玉 ： 《如何更好地宣传社会工作 ？
＿＿基于

“

心桥计划
”

项 目 的暑期实践反思 》 ， 《社会与公益 》 ２ ０ １ ９ 年第 ３

期 ， 第 ４ ６ ４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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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前学界关于媒介形象的研究 以主体作为划分 ， 体现在 国家 、 群体 、 个体三个方面 。

国外关于国家形象的媒介研究关注较早 ， 最早可见于 １ ９６３ 年 Ｄａｖ ｉ ｓｏｎ 对不同 国家

形象 以及传播效果的研究
２

。 国 内起步较晚 ， 研宄主要集中在不 同时期 国家形象的塑造

和传播策略上 ， 如李凯对国家媒介形象在奥运会这
一

重要时期的塑造进行 了 关注 ， 通过

对各 国宣传策略的分析 ， 提 出 了 塑造我国 国家形象的策略
３

。 除此之外 ， 国家领导人作

为国家形象的代表 ， 也是众多学者的研宄涉猎重点 。

在对个体形象的关注中 ， 学界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典型人物上 。 如王沙沙关注 了

疫情时期人民 日 报对钟南 山形象的建构 ， 认为钟南 山 的媒介形象呈现出 了伟大的抗疫精

神 ， 体现 了人 民 日 报的社会责任
４

。 还有
一些的研究关注到 了 国家运动 员 。 如张夏雨和

邵文静对排球运动员朱婷的在社交平台 中对形象的 自我建构和媒体建构进行 了研宄
５

。

群体媒介形象的研究涉及对不 同阶层和群体的考察 ， 国 内外关注点不 同 。 国外主要

集中在对于宗教 、 性少数群体等特殊群体的研究 。 国 内对群体形象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

方面 。

一

是农民工 、 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 。 例如 ， 许向东研究 了六家报纸中 的农 民工

形象之间 的差异和变迁
６

； 杨慧琼的研宄发现 了 大众媒体对艾滋病患者的报道充满歧视
７

。

近年来 ， 对于女性媒介形象的研宄也有所增强 。 例如郑芳菲研宄 了综艺节 目 中 的女性形

象的考察 ， 认为媒体建构的形象仍然存在
“

男性凝视
”

的特征 ， 是消 费主义的投射
８

。

二是科学家 、 医护人员 、 警察 、 城管 、 教师等职业群体 。 如徐素 田和汪凯对 《人民 日 报 》

中科学家 的媒介形象进行研究 ， 发现科学家的媒介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 同 的特

点 。 社会工作者作为
一

种新兴职业 ， 在 中 国 的发展起步较晚 ， 因而对社会工作者媒介形

象的关注极少 。

唯
一

能找到的
一

篇专 门研究媒体 中社工形象的是吴婉瑜对 《深圳特区报 》 的社工媒

介形象分析 ， 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在该报纸中呈现 出 了职业性和专业性的特点 ， 但同样

也反映了社会工作者收入过低 、 人员配备不足等 问题 。 但 由于样本的限制 ， 对于社会工

作者形象的解读也具有局限性
９

。

１

宣宝剑 ： 《媒介形象系统论 》 ， 中 国传媒大学 ２ ０ ０ ８ 年博士学位论文 ， 第 ５ ５ 页 。

２

Ｄａｖ ｉ ｓ ｏ ｎｗ
ｐ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ｌ ｃ ｏｍｍ ｕｎ ｉｃａ ｔ ｉｏｎａｓ ａｎ Ｉｎｓ ｔｒｕｍ ｅｎ ｔｏｆｆｏｒｅ ｉｇｎＰｏ ／ ？ｃｙ ． Ｐｕｂ ｌ ｉ ｃ Ｏ

ｐ
ｉ ｎ ｉ ｏｎ

Ｑｕ ａｒｔｅ ｒ ｌｙ
． １ ９ ６ ３ ．

ｐｐ
． ２ ８

－

３ ６ ．

３

李凯 ： 《全球性媒介事件与 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 》 ， 复旦大学 ２００ ５ 年博士学位论文 ， 第 ７ ４
－

７ ８ 页 。

４

王沙沙 ： 《抗疫背景下钟南 山媒介形象 的建构 以疫情期 间人 民 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例 》 ， 《青年记者 》 ２ ０ ２ １ 年

第 ２ 期 ， 第 ９ ０ ９ １ 页 。

５

张夏雨 、 邵文静 ： 《朱婷媒介形象的他者建构与 自 我建构 》 ， 《新闻研究导刊 》 ２ ０ ２ ０ 年第 １ ２ 期 ， 第 ２ ２ ８ ２ ２ ９ 页 。

６

许 向 东 ： 《

一

个特殊群体的媒介投影一传媒再现中 的
“

农 民工
”

形象研究 》 ， 《 国 际新 闻界 》 ２ ０ ０ ９ 年第 １ ０ 期 ， 第

４ ２ ４ ５页 。

７

杨慧 ： 《烙印 、 他者和道德化色彩一中 国艾滋病报道 （ ２０ ０ ３ ２ ０ ０９ ） 话语分析 》 ， 《 国 际新 闻界 》 ２ ０ ０９ 年第 １ １ 期 ，

第 ５ ５ ５ ９ 页 。

８

郑芳菲 ： 《解构 中 的建构 ： 女性媒介形象的现代性凝视
一

以 《三十而 已 》 和 《乘风破浪的姐姐 》 为例 》 ， 《 山

东女子学院学报 》 ２ ０ ２ １ 年第 ６ 期 ， 第 ８ ２ ８ ８ 页 。

９

吴婉瑜 ： 《框架理论下 的社工媒介形象探析
一

以 《深圳特区报 》 １ ２ 年的报道为例 》 ， 厦 门大学 ２０ １ ９ 年硕士学位论

文 ， 第 ４２ ４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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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 ３社会工作者形象研究

聚焦社会工作者的形象研宄可 以发现 ， 公众调查和媒体描述这两方面构成 了 学界对

社工形象的研宄 出发点 ：

一

个方面是从公众的角度直接展开问卷调查 ， 通过他们的评价

和认识来分析社会工作者的形象 。

一

方面是从媒体的角度研宄进行 ， 多采用 内容分析法 ，

通过媒体对于社会工作或社会工作者的描述总结社会工作者在公众眼 中 的形象 。

如前文所示 ， 媒体在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塑造和呈现中作用 显著 。 传统媒体可分为 电

视 、 广播 、 报纸和期刊 四大类 ， 但受制于研究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可靠性等限制因素 ， 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电影或电视剧中社会工作者角色的讨论 、 剧集产生的影响 以及新闻

报道中社会工作者的形象这几个方面 。

首先 ， 电视是构建公众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解的主要媒体平台 。 文献中对不 同 国家和

地区对媒体中社会工作者形象的描述有不同的态度 。

最早研究媒体中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在 １ ９ ８ ７ 年 ， 美 国学者 Ａｎｄｒｅｗｓ 从内容 、 观众反

应和社会工作者对电视节 目 内容的反应等方面分析 了美 国流行的社会工作 电视节 目 。 作

者认为 ， 该节 目 将
一

名社会工作者描绘成
一

个易犯错误 、 富有 同情心的形象 ， 是
一

个
“

致

力于社会变革 ， 以改善穷人和受压迫者的职业
”

、

在英 国 ，

一

个名称为 《Ｋ ｉｒ ｉ 》 的 电视剧 中 出现 了社会工作者在工作场所喝酒的场景 ，

电视剧因为对社会工作者的这种描绘而受到 了广泛的批评 ， 有人认为该剧集
“

污染
”

了

公众对社会工作行业的认知
２

。 在讨论美 国 电视剧中社会工作者的形象时 ， Ｇ ｉｂｅ ｌｍａｎ 也

同样指 出 ，

“

电视传达 了社会工作者的反专业 、 不尊重的形象
” ３

。 Ｆｒｅｅｍａｎ 和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

分析 了过去
一

个世纪的 ４４ 部好莱坞 电影 ， 发现这些 电影中对社会工作者的描绘方式是

不准确 的 。 他们进
一

步表示 ， 这种不准确的形象阻碍 了社会工作者完成 自 身的使命
４

。

但 电视剧或者 电影中对社会工作者 的形象描述也不完全是负面 的 。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Ｆｒａｎｋ ｌ ｉｎ 在 回顾 了２４９ 集英国 电视剧后认为 ， 电视剧对社会工作者和护理人员 的描绘并

非不切实际或贬低
５

。 美 国 电视连续剧 《审判艾米 》 就因其对这
一

职业的积极描述而获

得全 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的认可
６

。

不 同于西方 ， 国 内专 门研宄社会工作形象的文献极少 ， 几乎没有从电影和 电视剧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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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分析 。 可见的研究主要通过讨论电影中 的情节故事来推测社会工

作的发展模式或专业关系 。 如张智辉等人通过对三部教育 电影的反思 ， 提出 了学校社工

介入的可能性 匕 杨超和纪文晓通过对某
一

部 电影中情节的讨论 ， 对构建本土性社会工

作的知识框架作 出 了反思性解读
２

。

值得
一

提的是香港的
一

项研宄 。 １ ９７６ 年香港 曾播出
一

部 电视连续剧 《北斗星 》 ， 这

部 电视剧 以积极的态度描绘了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 职业责任和从业者的价值态度 ， 具有

标志性意义 。 由此 ， Ｃｈ ｉＫ ｉｎＫｗａｎ 和 Ｏ ｉ ＮｇｏｒＣｈｅｕｎｇ 进行 了
一

项焦点小组研宄 ， 探讨改

电视剧的影响 ， 研宄发现 ： 电视系列节 目 真实地阐述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 并促进了社

会工作者专业公众接受程度的提升 。 电视剧的播出鼓励 了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

业
； 有助于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 的建构 。 因此 ， 这部电视剧对香港专业社会工作的早期

发展具有贡献意义 。 虽然 《北斗星 》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播出 ， 但它对当前社会工作与媒

体之间 的关系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 回顾这个节 目 对香港社会工作发展的长期积极影响 ，

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 ， 媒体在向公众和新
一

代社会工作人员推广社会工作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３

。

其次 ， 社会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呈现了较多 的负面形象 。 在英国 ， Ａ ｌｄｒ ｉｄｇｅ 从 １ ９９０

年便开始讨论新闻媒体报道的作用 以及公众对社会工作的看法
４

。 他认为研宄新闻报道

对社会工作的描述非常重要 。 他分析 了９ 个全 国性报纸
一

年 内近 ２ ０００ 篇的报道 ， 总结

道 ：

“

报纸对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的报道是压倒性的负面和批评
”

。 他还发现大多数报

道 （ ６ ７％ ） 关注儿童相关问题 ， 如儿童虐待 、 收养 、 寄养和 团体之家 。 参与社会工作的

其他领域 ， 如心理健康和老年学 ， 在新闻 中得到的报道非常有限 ，

“

相对忽视 了其他群

体
”

。 这支持 了英 国社会工作者 中普遍存在的
一

种信念 ， 即
“

新闻媒体对这
一

职业的报

道通常很糟糕
”

。 有
一

种担忧是 ， 社会工作者被卷入 了
“

指责信使
”

的风暴中 ， 由于媒

体对案件铺天盖地的报道 ， 社会工作常常和案件所带来的指责和耻辱联系在
一

起 。 此后 ，

也有
一

项对新闻报道研宄的发现 ， 之所以社会工作会出现负面的形象 ， 是因为报道中的

相关故事主要集中在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上 ， 这些故事通常是耸人听 闻 的和消极的 ，

于是报纸就把焦点放在 了社会服务支持的资源不足上
５

。 Ｗａｒｎｅｒ 认为 ，

“

政治家和媒体

在共同撰写关于社会工作的
‘

坏
’

故事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 因为情感被用作公共服务讨

１

张智辉 、 凌素素 ： 《假如有 了 学校社工
一一基于三部儿童青少年家校教育 电影的社会工作想象 》 ， 《 中 国社会工

作 》 ２ ０ １ ８ 年第 ２ ７ 期 ， 第 ２ ６ ２７ 页 。

２

杨超 、 纪文晓 ： 《从 《沉默的荣誉 》 看中 国本土性社会工作资源 》 ， 《社会福利 （理论版 ） 》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６ 期 ， 第 ３ ５ ３ ９

页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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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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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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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
６

）
．

ｐｐ
． ６ １ １

－ ６２ ５ ．

Ｇａｕｇｈ ａｎ Ｌ ．Ｇａｒｒｅ ｔｔ Ｐ Ｍ．Ｔｈｅ
＾

ｍｏｓｔ  ｔｗ ｉ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 ｌｅ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 ｔａｔ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 ｔｓ ｏｆｓｏｃ 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 ｏｆＩｒｅ 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ｒｏ ｕｂ ｌｅｄ  ｔ ｉｍｅｓｊｏｕｍａ ｌ ｏ ｆ Ｓｏ ｃ ｉａ ｌ Ｗｏｒｋ
，２０ １ １

，

１ ２
（
３

）
．

ｐｐ
．２ ６ ７

－

２ ８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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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政治工具
＂

＾ Ｒｅ ｉｄ 和 Ｍ ｉ ｓｅｎｅｒ 的研究考察 了美 国和英国报纸上关于社会工作的形象 。

研究认为 ， 英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在对于社会工作的描述是截然不 同的 。 社会工作在英 国

确实存在严重的形象 问题 。 而美 国媒体对社会工作的态度要友善的多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这个职业是 以积极的视角呈现的
２

。 但实际上 ， 考察美 国 的新闻报道发现 ， 对社会工作

的误解是普遍存在的 。

一

个生动的例子是社会工作 圈对
“

ＮｏｒｍＳｈｏｗ
”

的愤怒 。 诺姆是

一

名冰球运动员 ， 因未纳税而被判从事
“

社会工作
”

。 这个节 目 把社会工作描述成
一

种

“

社区服务
”

的形式 ， 不需要专 门培训就可 以完成
３

。

俄罗斯的
一

项研宄也显示 了 社会工作者在新闻 中被误解的事实
４

。 由于大多数俄罗

斯移 民在移 民之前并不熟悉社会工作 ， 所 以这
一

主要公共服务在移民媒体中 的可靠代表

显得尤为重要 。 然而 ， 这项研究显示 ， 在俄文网络报纸上 ， 以色列社工被描绘成受教育

程度低 、 无知 、 效率低 、 全能 、 腐败的形式主义者 ， 在文化上与 以色列移民格格不入 。

他们的职业活动被描述成是不人道的 ， 社会危险的 ， 犯罪的 ， 不受控制的 ， 是被贪婪或

变态的欲望所驱使的 。 作者批评 了移 民媒体扭 曲 了 社会工作服务的功能 。 同时 ， 作者建

议劳动和社会福利部要对相关领域的记者进行培训 ， 并在移 民媒体上发表
一

系列积极的

文章 。 此外 ， 该研究还强调 了移 民媒体在社会工作机构与移民社区之间 的 中介作用 。 因

此 ， 作者认为 ， 不仅要培训社会工作者学会如何与移 民客户进行跨文化接触 ， 还要培训

他们学会如何与移 民媒体专业人士保持谨慎的对话 。 在这方面 ， 应给予社会工作者工具 ，

使他们能够积极地与媒体合作 ， 以确保有效地澄清社会工作实践背后 的人道主义理 由 ，

以及它给移民客户及其社区带来的好处 。

新西兰的社会工作面临着与 国际文献中报道的非常相似的专业挑战 。 儿童福利社会

工作是最明显的 ， 而其他重要领域 ， 如卫生社会工作基本上是不可见的 。 除此之外 ， 虽

然在新西兰进行的研宄很少 ， 但
一

些作者认为负面描述仍然也是
一

个重要 问题
５

； 澳大

利亚的
一

项研宄分析 了澳大利亚墨尔本 １ ２ 个月 的社会工作报道
６

。 调查结果表明 ， 不用

于西方国家媒体报道中对于社会工作者负面的描述或者夸张的故事 ， 媒体对社工行业的

报道呈缺乏状态 。 相关的报道都是社工行业 自 身对于学术会议 以及
一

些演讲的报告 。

而国 内学界研宄几乎没有针对社会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形象的专 门研宄 ， 更多 的是

１Ｗａｒｎ ｅ ｒＪ ．
＾

Ｈｅａｄｓｍ ｕ ｓ ｔｒｏ ｌｌ 

＾

？Ｅｍ ｏ 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ｓ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ａｎｄ ｔｈｅｄｅａ ｔｈｏｆ 

ｂａ ｂｙ
Ｐ ．Ｂ ｒ ｉ ｔ ｉ ｓｈ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Ｓｏ ｃ ｉ ａ ｌＷｏｒｋ ．

２ ０ １ ４
，

４４
（
６

）
． １ ６ ３ ７

－

１ ６ ５ ３ ．

２ ．

Ｒｅ ｉ ｄＷＪ ．Ｍ ｉ ｓｅｎｅ ｒＥ ．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ｃｒｏｓｓ

－

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ｓ ｔｕｄｙ ．Ｉｎ ｔ 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Ｊ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Ｓｏ ｃ ｉ ａ ｌＷｅ ｌ ｆａｒｅ ．２ ０ ０ １ ．

＾

ｐ ．  １ ９４
－

２ ０ １ ．

Ｂ ｒａｗ ｌ ｅ
ｙ 
ＥＡ ．Ｍ ａｒｔ ｉ ｎ ｅｚ

－Ｂ ｒａｗ ｌ ｅｙ 
Ｅ ．Ｐｒｏｍｏｔ ｉｎｇ 

ｓｏｃ ｉａ ｌｊｕｓ ｔ ｉｃｅ 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 ｉｐ

ｗ 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Ｓｏ ｃ ｉ 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 ｉ ａ ｌＷｅ ｌ ｆａｒｅ ． １ ９９９ ．

ｐｐ 
． ６ ３

－

８ ７ ．

Ｎｅ ｌ ｌｙＥ ｌ ｉａｓ ．
＾

Ｌｅａｖｅｎ ｓａ ｌｏｎｅ ！

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ｏｒｋ ｉｎｔｈｅＲｕｓｓ ｉａｎｉｍｍ ｉｇｒａｎ ｔｍｅｄｉａ ｉｎＩｓｒａｅ ｌＮａ ｔａ ｌｉａ

Ｋｈｖｏｒｏｓ ｔ ｉａｎｏｖ
， Ｉ 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Ｗｏ ｒｋ ．２０ １ ７ ．

ｐｐ
．４０９ －

４２ ２

５
？

Ｓ ｔａｎｆｉｅ ｌ ｄＤ ．Ｂ ｅｄ ｄｏ ｅＬ ．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ｏｒｋａｎｄ ｔｈｅｍ ｅｄｉａ ：Ａｃ ｏ ｌ ｌａｂ ｏｒａ ｔ ｉｖｅｃｈａ ｌｌｅｎｇｅ ，Ａｏ ｔ ｅａｒｏ ａＮｅｗＺｅａ ｌ ａｎｄＳ ｏ ｃ ｉａ ｌＷｏ ｒｋ．

２０ １ ３
，

２ ５⑷ ． ｐｐ ． ４ １
－

５ １ ．

Ｐｕｓｈｋａ ｒＳ ｅｂａｓｔ ｉａｎＣｏ ｒｄｏｂ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 ｔ ｉｏｎｓ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Ａ ｕｓ ｔｒａ ｌ ｉａｎＮｅｗｓＭｅｄｉａ

，Ａｕ ｓ ｔｒａ ｌ ｉａｎＳ ｏｃ ｉ ａ ｌＷｏ ｒｋ ．

２ ０ １ ７
，
７ ０ ：４ ．

ｐｐ
． ４ ５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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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公众形象 ， 如杨慧等人 ， 以塑造专业形象为 出发点 ， 借助企业

形象识别系统的相关理论 ， 提 出 了塑造社会组织专业服务形象的理论模式 、 而杨成则

提出 ， 社会服务机构 的公众形象营销是构建机构公信力 的重要因素
２

。 也有
一

些学者从

新闻报道的角度研宄报道社工专业的影响 ， 并提 出 自 己的建议 。 如刘晓静在 《对社工新

闻报道的分析与建议 》 中总结当前社工新闻报道存在的不足 ， 包括 内容雷同多 、 深层挖

掘少 以及知识性错误多等
３

。 闫加伟认为社工新闻报道存在浅显不深入 、 过度渲染道德

情操等 问题
４

。

最后 ， 也有从公众角度研宄社会工作者形象的 。 国 际上 ， 不同 国家的学者通过 问卷

调查的方式考察 了 公众对社会工作者的态度和认识 。

Ｒｏｆｆ 和 Ｋｌｅｍｍａｃｋ 注意到公众对福利的支持下降 ， 这与普遍认为福利接受者和工作

者不诚实的刻板印象有关 。 通过邮寄给阿拉巴马州 １ ０３ ０ 名成年居 民的包含 Ｌ ｉｃｋｅｒｔ 型指

数的 问卷 ， 他们发现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工作者在实施福利
“

欺诈
”５

。

Ａ ｌ

ｐｅｒｉｎ 和 Ｂ ｅｎｅｄ ｉ ｃｔ 发现 ， 与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相 比 ， 社会工作者最常被认为

是热情和平易近人的 ， 但
“

不是特别聪明
” ６

。 Ｋｏ ｅ ｓｋｅ 、 Ｋｏ ｅｓｋｅ 和 Ｍａ ｌ ｌ ｉｎｇｅ ｒ 调查 了精神

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彼此的态度 ， 表明所有受访者对临床社会工作者的热情评价最高 ，

但从其他专业人员那里得到的专业推荐最少
７

。 在
一

项类似的研宄中 ， Ｆｏ ｌｋ ｉｎｓ 、 Ｗｉ ｅｓｅ ｌｂｅ ｒｇ

和 Ｓｐｅｎｓｅ ｌ

ｙ 发现 ， 与精神科医生 、 临床心理学家 、 精神科护士和精神科技术人员相 比 ，

精神科社会工作者更可能存在负面评价 。 研究人员将此归 因于精神病社会工作者的
“

脆

弱性
”

， 因为他们的薪水和声望相对较低
８

。

Ｋｎｅｉｅｖ ｉｊｎＢｕｔ ｌｅｒ 调查 了来 自 克罗地亚不 同地区 的 ８ ００ 多位公 民对于社会工作者工

作 内 容的 了解以及对该职业的态度 ，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 社会工作作为
一

种职业 ， 在

克罗地亚公 民中是相对知名 的 。 民众认为 ， 社会工作者的形象是具有奉献精神 的 ， 他们

具备权威和专业性 ， 同时关心客户 的命运
９

。 作者认为 ， 通过公众对社会工作看法的分

析 ， 可 以得 出该职业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中 那些关乎 自 身生存能力 的重要指

标 。

１

杨慧 、 王茹薪 ： 《 民 办社会工作机构专业服务形象塑造研究 》 ， 《社会与公益 》 ２ ０ １ ８ 年第 ８ 期 ， 第 ６４ ７ ２ 页 。

２

杨成 ：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信力的构建 》 ， 《 中 国社会工作 》 ２ ０ １ ８ 年第 ３ 期 ， 第 ４ ８ ４９ 页 。 ．

３

刘晓静 ： 《对社工新 闻报道的分析与建议 》 ， 《传媒观察 》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７ 期 ， 第 ４４ ４ ５ 页 。

４

闰加伟 ： 《从媒体宣传的角度看社工发展 》 ，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２ ０ ０ ５ 年第 ３ 期 ， 第 ３ １ ３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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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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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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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ｏ ｒｔｓ ． １ ９ ８５ ． ５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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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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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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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ｅ ｒ Ｊ ．Ｐｅｒｃｅｐ ｔ 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 ｉｏｎａ ｌ 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 ：Ｃｒｏｓｓ

－Ｄ ｉｓｃ ｉｐ ｌ ｉｎｅ Ｒａ ｔ ｉｎｇｓ ｏｆ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 ｉｓ 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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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 ｉａ ｔｒｉｓ ｔｓ ．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Ｏ ｒｔｈｏ

ｐ
ｓｙｃｈ ｉ ａｔｒｙ ． １ ９８３ ．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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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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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ｌ ｉ ｓｏｎ 等人通过对来 自 地方当局和社会组织的 １ ６ 名英国社会工作者的半结构化访

谈 ， 探索 了 公众的形象对于社会工作者的影响 、 研究发现 ， 公众的抱怨和误解让社会

工作者感到 了压力和挑战 。 作者认为 ， 必须通过努力加强行业的 自我宣传 ， 提高行业的

职业形象 ， 这是促进职业提升的重要 内容 。

Ｓｏ ｌｏｍｏｎ 的研究调查 了尼 日 利亚人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看法 。 他通过结构化的工

具调查 了三百多位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 。 结果显示 ， 大部分尼 日 利亚人对
“

社会工作
”

这
一

名称并不熟悉 ， 但他们对社工的基本角色 、 工作 内容却有
一

定的 了解 。 此外 ， 由于

尼 日 利亚的社会工作行业
一

直积极投身实践 ， 在全 国各地推动社区组织的发展 ， 受访者

对社会工作专业普遍显示 了信心 ， 认为社会工作者有潜力解决尼 日 利亚乃至整个非洲大

陆的社会发展 问题
２

。

关于社会工作者的形象 ， 国 内 学界没有统
一

的定义 ， 但有相关的研宄对社工形象的

维度进行 了探索 。 郭浩等人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进行研宄 ， 提炼出 了社工形象的评

判维度 。 主要表现在道德水平 、 专业技能 、 工作表征 、 社会美誉度 以及功能效用五个方

面
３

。 叶烜通问卷调查 ， 发现大学生对于社会工作者职业形象的期待 ， 表现在态度作风 、

个性特征 、 工作特点 、 知识能力 、 正性形象和综合形象六个方面
４

。 汪守仙在研究 中把

社会工作者专业形象操作化为专业性 、 职业性 、 权威性和助人性四个层面 ， 并认为助人

性是社会工作者最核心 的要素之
一

５

。

国 内文献 中对于公众如何看待社会工作者的相关研究则反映 了 在公众对社会工作

者 了解程度和认可度较低 ， 且对于社会工作者本身认知不足的 问题 。 还有研宄关注 了社

工形象与专业形象的关系 。 比如许莉娅就认为社工形象是社工专业形象最重要的要素
６

。

１ ． ２ ． ４研究不足与趋势述评

以往的文献都极大地增强 了 我们对媒体和社会工作的关系 以及社会工作者形象的

关系 ， 也验证 了 本文的研究价值 。

媒体对社会工作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 媒体是有关社会服务的主要信息来

源 ， 提供对许多人没有直接亲身经历的事件的洞察和报道 。 因此 ， 在当代社会 ， 媒体对

１

Ａ ｌ ｉ ｓｏｎＬｅ
ｇ
ｏ ｏ ｄ

，Ｍ ｉｃｈ ｅ ｌ ｌ ｅＭ ｃＧｒａｔｈ
， Ｒｏ ｓ ａ ｌ ｉｎｄＳ ｅａｒ ｌ ｅ ．Ａ ｌ ｌａｎＬｅｅ ．Ｅｘｐ ｌｏｒ ｉｎｇ 

Ｈｏｍ ＞

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ｘｐｅｒ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ｐｅｗ ｉｔｈ

Ｐｕｂ ｌ 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 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ｉ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 ｉｏｎ
，
Ｔｈｅ Ｂ ｒ ｉ ｔ ｉ ｓｈＪ 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Ｗｏ ｒｋ ．２ ０ １ ６ ． ４６

（
７

）
．

ｐｐ 
． １ ８ ７２

－

１ ８ ８ ９ ．

Ｓ ｏ ｌｏｍｏｎＡｍａｄａｓｕｎ ．Ｐｕｂ ｌ ｉｃＰｅｒｃｅｐｔ ｉｏｎ ｓ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 ｉｎＮｉｇｅｒ ｉａ ：Ｄｏｅｓ 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 ｉｏｎＨａｓＷｈａ ｔＩｔＴａｋｅｓ 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

Ｎｉｇｅｒ ｉａ

＾

ｓ Ｓｏｃ ｉａ ｌ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
，
Ｔｈｅ Ｂ ｒ ｉ ｔ ｉ 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Ｗｏ ｒｋ ． ２ ０ ２ １ ． ５ １

（
１

）
．

ｐｐ
． ２ ５ ９

－

２ ７ ８ ．

３

郭浩 、 张芷茵 ： 《社会工作者形象及其形塑 因素研 究
一一基于广州 和深圳两市居 民调查数据 》 ， 《社会工作与管

理 》 ２ ０ １ ８ 年第 ６ 期 ， 第 ４ ５
－

５ １ 页 。

４

叶烜 ： 《大学生心 目 中社会工作者职业形象研究 》 ， 华 中 师范大学 ２ ０ １ ４ 年硕士学位论文 ， 第 ７ ８ 页 。

５

汪守仙 ：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形象 、 公众态度与重塑路径 》 ， 华中师范大学 ２ ０ １ ８ 年硕士学位论文 ， 第 ３ ８ ３ ９ 页 。 ．

６

许莉妞 ： 《专业形象的定位与塑造
一

中 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策略性思考 》 ， 《 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 ２ 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１ ２
－

１ １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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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描绘可 以成为
一

种社会建构的现实 ， 在塑造观点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作用 Ｌ

对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研究也反映着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 ， 是推动社

会工作发展的关键因素 。 不 同 国家的社会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呈现的形象不 同 ， 但国 内

社会工作学界对此少有研宄 。 理想情况下 ， 对媒体中社会工作形象的研宄不应该局限在

报纸上 。 其他媒体类型一一电视 、 电影 、 广播 、 杂志等等一一也是社会工作公众形象的

重要决定 因素 。 但也有研宄认为 ， 报纸读者在控制社会工作所依赖的资源的群体中所 占

的 比例可能更高
２

。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 ， 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遭受冲击 ， 但报纸作为

“

意义媒体
”

， 在媒介公信力 、 内容专业度和全面性 以及政治资源等方面仍然具有优势

地位
３

。 因此 ， 本文对于报纸这
一

媒介 中 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 ， 仍然具有研究价值和意

义 。

从整体的研究 内 容上看 ， 由于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具有
一

定的差异 ， 国 内外对于媒

体与社会工作关系 的研究呈现出不同 的特点 。 国外研究 了众多影视剧 以及纸质媒体中对

于社会工作者的刻画与描述 ， 发现 了媒体对社会工作者存在误解 ， 负面的描述偏多 的现

状 ， 媒体对社会工作行业也造成 了 压力和挑战 。 从国外早期的研究可 以看出 ， 人们对社

会工作者的看法是消极的 ， 存在
一

些误解 。 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 ， 社会工作者
“

热情
”

、

“

乐于助人
”

等品质逐渐被人们所提及 ， 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 ， 人们对社会工作者形象

认识也需要
一

定的提升 。

然而纵观 国 内 的研究 ， 对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研宄寥寥可数 。 从研究方法上看 ，

更多是从 问卷调查的角度考察不同群体对社会工作者的认识 。 从研究 内容上看 ， 主要从

社会工作 自 身专业形象建设作为 出发点 ， 缺乏客观的外部视角进行考察 。 因此 ， 本文借

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 考察传统媒体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报道 ， 也有助于增进对社会工作

者媒介形象的认识 ， 为弥补 以往研宄的不足贡献
一

份力量 。

１ ． ３概念界定和研究框架

１ ． ３ ． １概念界定

在 《社会工作者综合能力 》

一

书 中 ， 全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写组给出

了社会工作者的界定 ， 定义是 ：

“

遵循社会工作的价值准则 ， 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从

事职业性社会服务的人员 。

”

后来 ， 王思斌根据本土的发展情况 ， 作 出 的界定是 ：

“

社

会工作者是遵循社会工作的价值准则 ， 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从事职业性社会服务的人

Ｚｕ
ｇ
ａｚａ

ｇ
ａ ＣＢ ．Ｓｕ ｒｅｔｔｅＲ Ｂ ． Ｍ ｅｎｄｅｚ Ｍ． Ｏ ｔｔｏＣ Ｗ． Ｓｏｃ ｉａ ｌ ｗｏｒｋ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 ｔ 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 ｔｒａｙ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 ｉｏｎ  ｉｎ ｔｈ ｅ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ｅｎ ｔｅｒｔａ ｉｎｍｅｎ ｔ ｍｅｄｉａ ： Ａ ｎ ｅｘｐ ｌｏｒａ ｔｏ ｒｙ 

ｓ ｔｕｄｙ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Ｗｏ ｒｋ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２００６ ．

ｐｐ
． ６２ １

－

６３ ６ ．

Ｒｅ ｉ ｄＷＪ ．Ｍ ｉ ｓｅｎｅｒＥ ．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ｏｒｋ ｉｎｔｈ 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ｃｒｏｓｓ －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 ｔｕｄｙ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Ｓｏｃ ｉａ ｌＷｅ ｌ ｆａｒｅ ．２００ １ ．

ｐｐ
． １ ９４

－

２ ０ １ ．

５

李 良荣 、 袁鸣徽 ： 《论报纸再造 ： 从
“

信息媒体
”

到
“

意义媒体
”

》 ， 《现代传播 （ 中 国传媒大学学报 ） 》 ２ ０ １ ７ 年第

８ 期 ， 第 １

＿

５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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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ｌ ｗ

。 这
一

定义 ， 使社会工作者同慈善人士 、 志愿者 、 行政单位人员等区别开来 。

由此可知 ， 本文研宄的社会工作者是宽泛意义上的概念 ， 是指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从

事职业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 也就是这
一

职业群体 。

形象是指人们在
一

定条件下对他人或事物由其 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

印象和评价
２

。 形象是
一

个抽象的复杂概念 ， 取决于受众对主体多维度特征的评价和认

识 。 不同的研宄对社会工作者形象的维度各有不同 ， 本研宄将采取开放的态度 ， 通过对

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 ， 进而总结和概括出新闻报道所反映出的社会工作者形象 。

媒介是
一

种介质 ， 是搭建起人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 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它来获取信息 ，

了解世界 ， 亦可反馈 自 己的信息 ， 进行社会参与 。 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是媒介对社工

形象的再现 。 从媒介建构的角度出发 ， 本研究认为 ： 社工媒介形象是指社会工作者群体

经由媒介的建构而呈现出的认知信息的总和 。

１ ． ３ ． ２研宄思路

对于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研究 ， 本文的 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 ：

首先在第
一

章中指出社会工作者的发展情况 ， 点明研宄背景 ， 指出本文的研究意义 ，

在文献分析和回顾的基础上理清基本概念和研宄问题。 在了解媒体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

媒介形象以及社会工作者形象相关研究的现状之后 ， 利用大数据技术辅助工具进行资料

的收集以及数据的整理和数据清洗 。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社会工作者的

媒介形象进行研究 。

在第二章中 ， 对社工媒介形象操作化的各详细类 目进行编码 、 统计和分析 。 在整体

类 目 中 ， 对社会工作者相关新闻报道的数量 、 来源 、 篇幅 、 主题 、 倾向进行统计 ； 在形

象类 目 中 ， 根据 以往的研究 ， 将社会工作者的形象特质操作化为职业性、 价值性和专业

性 。 首先建立了职业名称 、 服务内容 、 服务对象这三个基本信息类 目 ， 其次对职业状况、

道德水平以及专业特点这三个维度进行考察 ， 对涉及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 。 最后 ， 结

合数据分析结果对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形象特质进行描述 。

在第三章中 ， 本文结合第二章的统计结果 ， 对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作出 了总结 ，

归纳社会工作者在媒介中呈现出 的典型形象 ， 揭示社工媒介形象呈现出的特点 。

第四章结合媒介建构论的基本观点 ， 从媒介建构的场域考察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

形成 ， 审视和反思 目前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呈现的影响因素 ， 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

提出改进的策略和建议 。

具体而言 ， 本文的研宄思路如下图 １ ． １ 所示 ：

１

王思斌 ： 《 （社会工作的功能及其实现 ） 社会工作专题讲座 》 ， 《社会工作上半月 （实务 ） 》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２
－

４４页 。

２

秦启文 、 周永康 ： 《形象学导论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１ １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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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４理论视角与研宄方法

１ ． ４ ． １理论视角

媒介建构论源于建构主义的哲学认识 ， 认为社会知识来 自
“

社会实践 、 社会制度和

社会文化 ， 是相关社会群体在互动和协商 中建构的结果
”

、

媒介建构的概念最早来 自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在 《公共舆论 》 中提到的
“

拟态环

境
”

假说
２

。 李普曼认为 ， 我们 的现实生活世界充满着 吊诡的变化 ， 这种无常令人难 以

—

１

邓理峰 ： 《理解媒介现实的两种范式 》 ， 《现代传播 》 ２ ０ ０ ８ 年第 ３ 期 ， 第 ３ ５
－

４ ０ 页 。

２

［美 ］ 沃尔特 ？ 李普曼 ： 《公共舆论 》 ， 阎克文 、 江红泽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２ ００２ 年版 ， 第 １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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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 。 这些纷繁的变化超 出 了人们 的感知能力 。 面对着这种复杂的现实环境 ， 人们对 自

身 以外事实的认知 ， 只能通过
“

媒体机构
”

来进行 。 媒体建构 了
一

个来源于现实但区别

于现实的
“

拟态环境
”

， 这是媒体 以现实世界为蓝本 ， 进行加工和重组的结果 ， 是
一

种
“

象征性
”

的环境 。 由此 ， 人们在媒体描绘的这种虚拟图景中完后 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 。

即人们的现实行为模式实际上是对
“

虚拟环境
”

的反应 。 简而言之 ， 媒介建构论的核心

是媒介对现实的建构作用 。

１ ． ４ ． ２理论应用

“

媒介建构论
”

的基本观念强调 的是媒介对现实的
“

建构性
”

功能 ， 对本文研究社

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具体来说 ， 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

第
一

， 本研究的 出发点基于媒介建构论的 内涵 。 媒介建构论的基本观点是 ， 媒介对

现实社会的反映和表达是建构性的 。 因此 ， 媒介形象的产生和来源并非是媒介对于社会

现实纯粹客观的简单
“

写照
”

， 而是带着主观构建作用 的加工
“

写真
”

。 现实的社会工

作者形象构成 了社工媒介形象的基础 ， 但传播媒介却直接决定 了这种现实的本真形象 以

何种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 。 因此 ， 媒介建构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从
“

现实 图景
”

和
“

虚拟

图景
”

两个角度重新考量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呈现 ， 进而为塑造专业形象 ， 促进社会认同

做 出努力 。

第二 ， 媒介形象建构 的场域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新闻报道是如何建构 了社会工作

者的媒介形象 。 媒介形象的建构是在
一

个场域 内完成的 。 这个场域的组成部分有 以下几

个部分 。 首先是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 ， 也就是社会语境 ； 其次是建构的主体本身所具有

的特征 ； 再次是生产媒介形象的组织 ， 也就是媒介组织 ； 最后是媒介建构过程中各方由

于话语权力的强弱差异进而形成的话语权力格局 。 以上这几个部分共同构成 了媒介形象

的建构场域 ， 媒介形象在生产和塑造的过程中受到这四个因素的影响 ， 最终呈现在受众

面前 、

其中 ， 建构对象 自 身的状况是媒介形象的主体 ， 也是媒介形象最基础 的形成部分 ，

媒介形象因主体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 在本研究 中 ， 社会工作行业从业者 自 身的发展状态

和 自 我的建构 ， 对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形成产生着基础性的影响 。

媒介组织是建构媒介形象的实施者 。 媒介组织的报道特点对媒介形象的产生有着直

接性的影响 ， 他们规定 了媒介形象的主要 内容和呈现形式 。 本研究所对应的媒介组织是

新闻报道的生产组织 ， 媒介组织对于主要报道 内容的筛选 、 对报道方式的考量 、 对社会

工作者的认知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 。

社会语境指的是媒介形象 的现实来源 。 媒介形象的建构根植于现实的社会背景 。 然

而 ， 媒介建构的形象来源于现实社会 ， 但对于现实 中个人或者群体的反映却不是
“

照相

１

范玉 明 ： 《基于建构视角 的媒介形象研究 》 ， 《新闻知识 》 ２ ０ １ ８ 年第 １ １ 期 ， 第 ２ ０ ２４ 页 。



第 １ ６ 页 华 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机
”

式的 图景 ， 而是添加 了各种复杂
“

滤镜
”

的折射 。 媒介形象对于现实的反映并不是

纯粹客观的 ， 在有些情况下 ， 媒介形象甚至会背离现实情况 ， 呈现出强烈的差异 。 因此 ，

媒介形象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生产的 ， 不 同 的社会语境会对媒介形象加诸不同 的
“

滤

镜
”

， 进而影响到媒介形象的成型和展现 。

媒介话语权力格局是指媒介建构过程 中 由于话语权力 的强弱进行形成 的差异性格

局 ， 显示 了不 同 的权利主体建构媒介形象的权力状况 。 福柯认为 ， 话语本身就是
一

种权

力 。 在媒介形象的建构过程中 ， 强势地位的权力主体对媒介形象的展现具有支配作用 。

综上 ， 从媒介形象的建构场域出发 ， 可 以从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背景 、 社会工作行

业及从业者 自 身的发展特点 、 媒介组织的报道特点 以及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与各方主

体的话语权力关系这几个角度分析社工媒介形象的建构 。

１ ． ５ 研究方法 ：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本文借助定性 、 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 。 定性和定量是两种基于不 同科学范式

的研究方法 ， 在哲学基础和操作方法上是具有差别 的 。 而本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主

要体现在对于不 同研究 问题的 问答中 。 风笑天认为 ， 针对研究 问题的不 同方面采用不 同

的研宄方式进行 回答 ， 是两种研究方法的真正集合 Ｌ 他采用 了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

宄方法 ， 对新闻报道 中 的独生子女形象进行解读研究 ， 认为媒体存在
“

妖魔化
”

的建构

倾 向
２

。 该研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

本文的研宄设计分为两部分 。 首先是系统地分析新闻报道对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呈

现 。 这里首先采用 了 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 ， 对新闻报道的基本情况进行数据统计 ， 将样

本进行编码 ， 并对编码后 的数据进行统计 ， 进而为分析新闻报道 中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

的新闻来源 、 字数篇幅等建立数据基础 。 由于形象
一

词具有抽象性质 ， 对于形象中具有

主观性质 的特质 ， 所 以本文采用 了文本分析的方法 ， 结合文本分析进行词频分析 ， 通过

对新闻报道 中相关词语进行统计 、 通过对词语频次和含义进行分析 ， 进而总结和归纳 出

了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特点 。

第二部分则典型体现了 定性分析的方法 ， 在 回答
“

新闻报道是如何建构社会工作者

的媒介形象的
”

这
一

研究 问题时 ， 本文选取 了经典案例和具体的新闻材料 ， 对新闻 的文

本进行解读和分析 ， 归纳和总结 出 了新闻报道呈现出 的典型形象 ， 并结合理论 ， 分析 了

建构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影响 因素 ， 最后针对性地提 出 了策略建议 。

１

风笑天 ：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宄的差别及其结合 》 ，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 ２ ０ １ 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６ ８ ７ ４ 页 。

２

风笑天 ： 《独生子女 ： 媒介负面形象的建构与实证 》 ， 《社会学研究 》 ２ ０ １ ０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７ ７
－

１ ９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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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５ ． １资料的收集和获取

本研宄所选样本的时间段为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 １ 年 ８ 月 ， 希望通过近 ２０ 年来国 内

报纸对社会工作者的相关报道 ， 来分析其报道的
一

般性特征和规律 。

本文研宄对象为社会工作者相关报道的新闻文本 ， 资料来 自 中国知网全国重要报纸

全文数据库 ， 以下简称 ＣＮＫＩ 报纸数据库 。 该数据库内容丰富 ，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持续不

断动态更新 ， 共累积了两千多万全文文献 ， 包含了 国 内公开发行的六百五十余种重要报

纸 。

该数据库中的报刊类型多样 ， 发行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较强 ， 报纸类型丰富 ， 地区

覆盖广 。 符合对于样本充足性和代表性的考量 。 本文希望能够通过该数据库中丰富的样

本形成
一个具有广度的媒体图景 ， 进而为全面反映国 内社会工作者报道中的媒介形象作

出贡献 。 具体数据获取方法为 ， 在数据库中选择关键词为
“

社会工作者
”

和
“

社工
”

的

文章 ， 进行检索 ， 时间截至 ２０２ １ 年 ８ 月 ５ 日 ， 共得到结果 ７２６６ 篇。

本文选取 Ｄ ｉｖｏｍｉｎｅｒ 作为数据挖掘和收集的工具 。 Ｄ ｉｖｏｍｉｎｅｒ 是
一

个大数据文本挖

掘和分析平台 ， 是
一

个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信息处理平台 ， 能够完成对数据和文本的编码、

分析以及统计工作 。

然而新闻材料文本作为
一

种语言的讲述和表达 ， 本身存在
一

定的复杂和多变性 。 所

以在获取初步数据之后 ， 需要重新对样本进行筛选和整理 ， 将新闻报道中明确出现
“

社

会工作者
”

作为报道的对象和主体纳入样本 。

具体的筛选原则为 ：

删除重复的报道以及广告性质 的文章 ；

删除字数过小 （小于 ３００ 字 ） 且报道内容语意不明 ， 内容不明确的文章 ；

删除文章中关键词 出现频次过低 （少于两次 ） 的文章 ；

删除报道中单纯出现
“

社会工作者
”

或
“

社工
”

字样 ， 但报道主体与社会工作者无

关的主体不相关文章 ；

剔除报道中 出现
“

社工
”

、

“

社会工作者
”

， 但实际上是指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

社区志愿者等其他性质 的群体的文章 。

最终 ， 通过对文本的逐条通篇阅读和精准筛选 ， 获取样本 ６８６ 条 。

资料的筛选原则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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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全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總

 ｉ


关键词 ： 社工 ； 社会工作者
时间段 ： ２００ ０年１月 １ 日至２ ０ ２ １年８月 ５ 日

结果



ｔ


获取报纸 ： ７ ２ ６ ６篇
？ 排除歪复及外广吿注 １Ｓ的文献 １８ ３４箱

令

筛选重复及广告报道 ： 剩余 ５ ４ ３２篇

｜

排除字数小于 ３００字目报道内容语登



不明的文起 ６ ３ ９箱


统计腿篇幅 ： 剩余４７ ９３篇  

？ 排除关键词词颏出现少于两次的文献

ｊ ８ １ ７箱

统计关键词词频 ： 剩余 ３９７６篇

｜

排阑ｇ道中单纯出现
－

社会工作
？ 者

－

或
’

’

社工
１

韵￥ ， 倒８道主体

ｎ 社会工作者无关的主体不相菊Ｓ道 ：

 １０２１ ^

阅读擺氏标题 、 副标题及导语 ： 剩余２ ９ ５ ５篇

ｆ 排網ｇ道中出现
ｕ

ｔｔｌ＇
＂

社会工
？ 作者

－

Ｊ目实际上患謝 ：区居委会；Ｉ

ｕ作人员 、 社区志應者等其他性质的群
 ：

１体的文章 １ ７ ３ ２箱 ，

？

排除不ｇ报逋

通读全文 ， 根捱瓶１质垦逐条筛选 ， 剩余 ６ ８６篇 Ｉ

灯 ８箱 ： 排除低质Ｓ ？随２ １珣

—

Ｔ
—－

纳入样本６ ８６篇

图 １ ． ２ 资料筛选流程图

Ｆ ｉｇ ．１ ．２Ｄａ ｔａｓｃ ｒｅｅｎ ｉｎ
ｇ
ｆｌｏｗ ｃｈ ａ ｒ ｔ

１ ． ５ ． ２资料的分析和处理

资料分析的前提是建立清晰的分析体系 ， 即本文的分析类 目 。 在整体类 目 的建立中 ，

主要采取观察归纳法作为类 目 建立的基本方法 ， 即
“

从文本中来 ， 到文本中去
” １

。 具体的

１

彭增军 ： 《媒介 内 容分析法 》 ， 中 国人 民大学 出版 ２ ０ １ ２ 版 ， 第 １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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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如下 ：

首先逐篇阅读每
一

条新闻材料和报道 ， 熟谙样本的整体情况 。 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

做出简单标记 ， 探寻分类的提示点 ， 初步简单标注和命名 。 之后在 阅读新文本的过程中

不断反思 ， 观察是否有新类别 的 出现 。 如果 出现 了新的类 目 ， 则对照新类别和 己有类 目 ，

思考是否纳入 ， 直到相 同性质 的类 目
一

再出现 ， 达到饱和 。 具体而言 ， 本文的分析类 目

如下 ：

（ １ ） 报道篇幅

报道篇幅即新闻报道中字数的含量 。 报道篇幅显示着新闻报道中文本的长度 ， 是新

闻报道信息量的
一

种体现 。 新闻容量的大小显示着媒体在组织报道时 ， 对报道主体的重

视程度 。 根据样本的分布情况 ， 报道篇幅这
一

类 目 可 以分为 以下五种 ： ２０００ 字数 以下 ，

２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 ０００以及大于５ ０００字 。

（ ２ ） 消息来源

对于消息来源的选择和采用体现 了媒体在组织和编辑新闻报道时的专业水准 ， 也反

映 了在媒介形象的呈现过程中 ， 特定人群的话语权 。 本文进行消息源研究 ， 主要 目 的还

是考察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 中 ， 各方权利主体在新闻报道中 的积极性 ， 进而探宄

在媒介形象 中各方的话语权力格局 。 根据实际分布情况 ， 将本文消息来源分为官方组织

和人员 、 社工行业人员 、 专业组织人 员 、 记者和媒体 、 民众 、 网络消息及其他共七个定

类变量 。

其中 ， 官方组织和人员 ， 指政府单位 、 官方新闻代言人 、 官员代表等 ； 社工行业人

员是指社会工作者或社工机构 、 基金会等其他社会组织的代表人员等 ； 专业组织和人员 ，

指大学 、 研究所等专业机构 以及高校教师等专业人员 ； 记者或媒体本身指新闻报道的媒

介组织及其代表 ； 民众 ， 指某小姐 ， 某先生等无其他无身份的人士 ； 网络消息指媒介组

织转载的网络消息 ； 其他 ， 指身份不清晰 ， 无法断定和归类的情况 。

（ ３ ） 报道主题

新闻 的报道主题揭示 了新闻 的主要 内容 ， 对主体进行分类统计 ， 可 以呈现出媒体对

社会工作相关故事和动态的关注 。 能够从主 旨上对大致 内 容加 以把握和 了解 。

根据报道情况 ， 将主题类 目 分为人物报道 、 政策报道 、 项 目 宣传 、 行业资讯 、 服务

案例 、 理论研究 、 职业发展八个主题 。 其中 ， 人物报道指社会工作者的人物报道和社会

工作者所涉事件的报道 ； 政策报道是涉及社会工作者的相关政策报道 。 包括新闻政策的

解读 以及会议精神的传达等 ； 项 目 宣传指社会工作者所涉及的服务项 目 的宣传和介绍 。

服务案例指对社会工作者某
一

服务案例 的开展情况进行报道 ； 行业资讯指社会工作者或

社工行业发出 的对时事新闻 的评论 、 行业资讯的通知 以及会议交流的传达等相关资讯 ；

理论研宄指社会工作者理论知识介绍 、 实务技巧经验等各方面的科研成果 ； 职业发展指

涉及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的相关报道 。 包括人才队伍建设 、 大众的态度和评价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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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声望等 。

（ ４ ） 报道倾向

报道倾向是指媒体在报道社会工作时 ， 显示出 的社会工作者形象的情感态度和立

场 。 本文将报道中呈现的社工形象分为正面 、 负面和中性三种形象类型 。

具体来说 ， 正面形象主要是指社会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是以积极的形象出现 ， 是
一

种积极的价值倾向 ； 负面形象则是正面形象的对立面 ， 是指社会工作者以消极的形象出

现 ， 是
一

种消极的价值倾向 ； 社会工作者的中立形象则是介于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之间

的形象类型 ， 情感态度较为客观中立 ， 不带有强烈的指向性。

在形象类 目 的建立中 ， 主要采用继承法进行类 目 建立 。 即根据已有的理论概念要求

或研宄 ， 借鉴 己有的文献中对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测量 ， 结合 自 己的具体研宄需要 ， 加

以改 良 ， 从而建立类 目 。

关于社会工作者的形象理论概念 ， 目前国 内学界没有统
一

的定义 ， 不同的研宄对社

会工作者形象的维度各有不同 ， 但总结而言 ， 社会工作者的形象的描述和分析
一

般都涉

及职业属性 、 专业特点 、 价值观念这三个特点 。

在社会工作者形象的三种维度中 ， 对于形象的职业属性 ， 采用统计的方法 ， 对社会

工作者的职业名称 、 工作内容 、 服务对象以及工作角色这四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 ， 根据

样本的实际分布情况 ， 结合研究需求 ， 将社会工作者形象的职业属性作出类 目 的建构 。

关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专业特点和价值态度这两个维度 ， 本文主要采用话语分析的

方法 ， 进行关键词的统计分析。 话语分析是指从文本视角对新闻隐含的叙事模式进行考

察 ， 分析新闻暗含的语境和表达方式 Ｌ 话语分析更加注重把文本和话语置于社会和历

史语境之中 ， 把话语文本的建构作为分析的中心 ， 符合本文的研宄重点 。

此外 ， 要考察社会工作者形象中的这价值性特质和专业性特质这两种主观性的维度

时 ， 单纯依靠量化的研究难以实现 ， 因此需要引入解释性的分析 ， 这样更有利于考察新

闻报道背后隐含的建构性因素 ， 把握社会工作者的形象特点 。 在具体的操作上 ， 本研宄

主要采用词频统计的方法 。 通过统计文本相关的高频词 ， 挖掘社会工作者形象特点的关

键要素 。 最后结合对新闻材料的分析进行总结和归纳 。

综上 ， 本文类 目 的建立如下表 １ ． １ 所示 ：

１

［荷兰 ］梵 ？ 迪克 ．

？

《作为新闻的话语 》 ， 曾庆香译 ， 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２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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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１ 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分布情况表

Ｔａｂ ｌｅ１ ． １Ｔｈｅ ｍａ 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
ｔ

＇

类 目 维度
｜

类 目 名称
｜ 选项

＿２０００字数以下 ；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字 ；
３０００

—

４０００字
报道篇幅士

．

， ， ，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字 ；
５０００字以上 。

￣ ￣

官方组织和人员 ； 社工行业人员 ； 专业组织和人员
消 菅 来源

整体类 目
＇ ＇＾

记者或媒体本身 ； 民众 ； 网络消息 ； 其他

人物报道 ； 政策报道 ； 项 目 宣传 ； 服务案例 ；

报道主题



行业资讯 ； 理论研宄 ； 职业发展




报道倾向正面形象 ； 负面形象 ； 中性形象

职业名称社工 ； 社会工作者 ； 其他

不明确 ； 个案工作 ； 小组工作 ； 社区工作 ；

工作 内容



公益项 目 ； 行政工作 ？

， 督导评估 ？

， 政策研宄

基本属性不明确 ； 儿童及青少年 ； 妇女 ； 家庭 ； 老人 ；

服务对象矫正对象 ； 优抚对象 ； 涉毒人员 ； 企业员工 ；



｜医护人员及患者 ； 社区居民 ； 其他人员

专业特点

价值态度
 关键词词频统计

职业状况


资料来源 ： 作者 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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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章 新闻报道 中社会工作者形象的 内容分析

新闻报道对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呈现主要基于两个角度 ，

一

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 ，

通过报道的篇幅 、 数量 、 议题的选择等进行总体性的建构 。 二是通过文本中对于社会工

作者的具体的报道建构具体的形象 。 因此 ， 本文基于整体类 目 和具体的形象类 目 对资料

进行编码分析 ， 将研宄素材进行转化处理 ， 进而得 出 了关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分析统计

结果 。

２ ． １ 新闻报道的整体 内容分析

２ ． １ ． １报道数量 ： 呈现事件性变化特点

１ ２ ０ １ 〇 ４

１０ ０

ｋ

＿
８。 Ｉ

＼
７０

＂

；：

，ｒ，ｒ^
２ ０ ０ ０２００ ２２００４２００ ６２００８２０ １０２０ １ ２２ ０ １４２０ １６２０ １ ８２０２ ０

报道年份

资料来源 ： ＣＮＫ Ｉ 报纸数据库 （ ２ ０００ ２ ０ ２０ ）

图 ２ ． １ 新闻数量年份走势趋势 图

Ｆ ｉ

ｇ
． ２ ． １Ｔｈ ｅ

ｇ ｒａ ｐｈｏｆ ｔｈｅａ ｎｎ ｕａ ｌｔｒｅｎｄｏ ｆ ｎ ｅｗ ｓ
ｑｕ ａ ｎ ｔ ｉ ｔｙ

从报道数量上看 ， 我国媒体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报道数量具有明显 的起伏 ， 在特殊年

份的突 出性质较为明显 ， 呈现出事件性变化的特点 。 也就是说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报

道随着重要事件的发生而波动 ， 重要事件发生时 ， 报道量较为集中 。

从图 中可知 ， 总体上媒体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报道是递增的趋势 ， 但平均值数量并不

乐观 ， 峰值出现在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 ８ 年 、 ２０ １ ０ 年 、 ２０ １ ３ 年 以及 ２０２０ 年左右 。 其中 ２００７

年尤为突 出 ， 数量是二十年间的最高点 。 从社会工作发展的背景上看 ， 国家政策的发布

对新闻报道数量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 。

２００６ 年 １ ０ 月 ，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要
“

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

。

这为推进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建立了 良好的制度氛围 。 随后 ， 在政策发布的第二年 ， 关于

社会工作者的新闻报道直接从 ２４ 篇跃增至 １ ０４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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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布引 发 了媒体对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 以及职业发展的关注 。 例如 《光明 日 报 》

在 ２００７ 年
一

篇题为 《和谐社会需要大批社会工作人才 》 的报道 ＼ 通过和西方国家社会

工作人才发展的对 比 ， 提出 了我国社会工作人才匮乏的现状 ， 并结合十七大报告的政策

内容 ， 提出 了 当前建设社工人才的重要性 、 紧迫性和必要性 。

还有
一

些新闻主要报道地方政府在社会工作人才建设中 的相关行动 ， 在报道中肯定

了社会工作人才的地位 以及人才建设的成果 。 如 《深圳特区报 》 ２ ００７ 年 ５ 月 ４ 日 的报道

就肯定 了 团委的建设成就 ， 并在报道中提出 了对社会工作者重要性的认识
２

。 报道提出 ：

“

在深圳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 ， 深圳青年社会工作 目 前正以社 区试点 为基础全

面 而稳妥地推进。 继 义工之后 ， 社工正在成为一支服务社会的生 力 军
”

政策的发布给社会工作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 ， 如 《 中 国社会报 》 所言 ，

“

党十七大

精神的主旋律奏响 了
一

支高亢激昂 的社会工作进行曲
”

。 随后 ，
２ ００９ 年 以来 ， 民政部先

后 印发 了涉及社会工作者岗位开发 、 人才队伍建设 、 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等众多文件 。 特

别是在 ２０ １ ０ 年 以后发布的 《 国家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 ２ ０ １ ０
—

２０２ ０ 年 ） 》 ， 不仅

明确 了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地位 ， 还提出 了关于增加人才总量的发展 目 标 。

２ ０ １ ３ 年 ， 民政部联合财政部 ， 共同鼓励社区工作服务的发展 ， 在财政投入上加 以支

持 ， 并将社区 的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购买范围 。 在推进社区工作上具有重要意义 ， 为

推动社区服务项 目 的发展提供 了条件 。 同年 １ １ 月 １ ３ 日 ， 全国社会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

成立 ， 该机构的主要功能和职责是推动社会工标准化发展 ， 为审查和评估提供依据 。 这

一

举措推动 了是社会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发展 。

李迎生提 出 ， 国家社会建设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以及党和政府全力推动是我国社会

工作 的重要动力
３

。 从报道数量随年份变化的走势也可 以看 出 ， 随着政策的推动 ， 媒体

对社会工作的报道和关注增加 ， 社会工作人才在大众视野下的
“

出镜率
”

也随之增加 。

然而 ， 从整体上看 ， 政策的
一

波发布之后 ， 媒体的报道数量也有
一

定的 回落趋势 ，

政策的热度过后 ， 其他两个较高频数的 出现是在 ２００ 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 从报道的 内容上看 ，

主要和社会工作者介入抗震救灾 以及新冠疫情的事迹报道相关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５ 日 《 中 国政协报 》 发布的
一

篇题为 《灾后重建 ： 专业社工展露头角 》

的报道就具有
一

定的典型性
４

。 报道提出 了 社会工作者行业在灾害发生之后就迅速做 出

反应 ， 召集专家在各地紧急开展 了 多项培训 ， 随后组织大规模的社工队伍 ， 为积极介入

灾后重建工作作 出准备 。 这篇报道显示 了社会工作者在灾害事件的积极应对 ， 体现 了社

会工作者 自 身 的技能和优势 。

社工对危机事件及公共安全事件的介入让社会工作者的形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 除

１

朱有志 、 胡跃福 ： 《和谐社会需要大批社会工作人才 》 ， 《光 明 日报 》 ２ ０ ０ ７ 年 １ ２ 月 １ ０ 日 。

２

滑翔 ： 《为建设先锋城市输送力量 》 ， 《深圳特区报 》 ， ２ ０ ０ ７ 年 ５ 月 ４ 日 。

３

李迎生 、 方舒 ： 《 中 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 》 ， 《 中 国人 民大学学报 》 ２ ０ １ ０ 年第 ３ 期 ， 第 １ ０ １ １ ０８ 页 。

４

舒迪 ： 《灾后重建 ？

？

专业社工崭露头角 》 ， 《人民政协报 》 ， ２ ０ ０８ 年 ５ 月 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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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灾害事件之外 ，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也是公众关注都和重视的焦点 ， 这
一

时间涌现

了诸多的报道 ， 形成了新的报道高峰期 。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 媒体报道呈现多样化的特

点 ， 视频新闻增加 ， 自媒体平台的发布渠道增多 ， 使得纸质媒体的报道总体上数量有着

减少的趋势 ， 但 ２０２０ 年关于社工的报道仍然有峰值出现 。 在这
一

时期 ， 涌现了诸多赞

扬社会工作者的报道 。 例如吉林 日报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发表的 《疫情防控凸显
“

社工
”

作

用 》 Ｓ 青岛 日报发布的 《特殊时期 ， 愈显
“

雪 中送炭
”

的珍贵 》

２

以及 《苏州 日报 》 发

布的 《社工不可或缺 致敬平凡英雄 》

３

等 。 这些新闻报道了社会工作者在疫情时期积极

投身防疫工作 ， 在社区流调 、 资源链接 、 居民调解 、 登记布控等方面作 出 了贡献 ， 凸显

了社会工作者在特殊时期应对危机的使命担当 ， 将社会工作者誉为
“

平凡英雄
”

， 赞扬

了他们的贡献和付出 。

社会工作专业 自诞生之初 ， 就
一

直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导向 ， 扮演着帮助社会各种

群体适应社会环境 ， 应对社会危机的角色 。 新闻报道的事件性变化也体现了社会工作者

的专业使命和职业担当 。 无论是地震这类 自然灾害事件 ， 还是新冠肺炎疫情 ， 社会工作

都积极投身其中 ， 发挥积极的建设力量 。 而此类涉及公共卫生或公共安全的事件也让媒

体把 目光聚焦在 了默默奉献的社会工作者身上 。 由此可见 ， 社会工作者对突发事件和公

共事件的积极响应也是推动 自 身走向公众视野的重要时机 ， 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和功能

效用也在这类事件中得到呈现 。

２ ． １ ． ２报道篇幅 ： 短篇为主 ， 缺乏深度报道

报道篇幅 ， 也就是文本内容的长短 ， 在
一

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媒体的注意力和重视度 。

它反映了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相关的信息含量 。 新闻的空间是有限的 ， 而文本容量在

整体报道中的 占 比则显示了社会工作者在有限的资源中所 占据的位置大小 。 虽然新闻的

价值含量不
一

定 由篇幅决定 ， 但作为
一

个不为人们熟知的职业群体 ， 需要基本的陈述和

丰富的资料呈现 ， 将社会工作者带到公众面前 。 而公众对社会工作者的 了解程度 ， 也受

到新闻材料丰富程度的限制 。 关于社工的报道越是详细 ， 人们对社会工作者的 了解才会

更全面 。

本文对样本中新闻报道的字数情况进行统计 ， 根据字数的详细分布 ， 把文章的字数

情况分为五个维度 ： ２０００ 字数 以下 ，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以及大于

５０００ 字 。 主要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

１

胡晓蕊 ： 《疫情防控凸显
“

社工
”

作用 》 ， 《吉林 日报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６

２

王萌 ： 《特殊时期 ， 愈显
“

雪中送炭
”

的珍贵 》 ， 《青岛 日报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３

王嘉言 ： 《社工不可或缺 致敬平凡英雄 》 ， 《苏州 日报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华 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 ２ ５ 页

４００３ ５７

３ ５ ０ ：

：⑶
３００

２ ５ ０

２００＾ １ ７ １

Ｚ ９４＿量

５ ０ＩＩ｜
３ ０ ３ ４

〇 Ｌ ：：／、 ｈ ； ． ： ，纖

２０００字 以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 ０
—５０００字 以

下 ３０ ００４００ ０ ５ ０ ００上

發 数量３５７ １ ７ １ ９４ ３ ０ ３４

资料来源 ： ＣＮＫ Ｉ 报纸数据库 （ ２ ０００
－

２ ０ ２ ０ ）

图 ２ ．２ 新 闻报道中字数区间及篇幅数量 （篇 ）

Ｆ ｉｇ ．２ ． ２Ｗｏ ｒｄｒａｎ ｇｅａ ｎｄｎ ｕｍ ｂｅ ｒ ｏ ｆ
ｐ ａｇｅ

ｓ ｉｎａｎ ｅｗｓｒｅｐ ｏ ｒ ｔ

：＇

曝
｜ ４３Ｘ一 ￡０５０ ^

Ｉ
ｆ 、

、

＇德锡§ ｐｏｏ ｃＳｕｉ ｓｌｉ

ｍＬｚ——
—

资料来源 ： ＣＮＫ Ｉ 报纸数据库 （ ２ ０ ０ ０
－

２ ０ ２０ ）

图 ２ ．３ 新闻报道中字数区 间及篇幅 占 比 （ 百分比 ）

Ｆ ｉｇ ．２ ．３Ｗｏ ｒｄｒａ ｎ ｇｅａ ｎｄ
ｐ ｒｏｐ ｏ ｒｔ ｉｏｎ ｉｎａｎ ｅｗ ｓｒｅｐｏ ｒ ｔ

如 图所示 ， 在样本的新闻报道情况中 ， 字数小于 ２０００ 字的报道共有 ５ ８ 篇 ， 占总体

篇幅的 ５ ２％ ， ２０００ 字到 ３ ０００ 字的 １ ７ １ 篇报道次之 ， 占总量的 ２５％
；３ ０００ 到 ４０００ 字的

９４ 篇 ， ４０００ 到 ５０００ 字的报道 ３ ０ 篇 ， 分别 占 比 １ ４％和 ４％ 。 而 ５ ０００ 字 以上的长篇幅报

道仅 ３ ４ 篇 ， 总 占 比不超过 ５％ 。

从报道的字数判断 ， 关于社会工作者的新闻报道的篇幅大部分以短篇报道为主 。 这

些短篇报道主要以简单的介绍为主 ， 比如政策的发布快讯和项 目 的发表资讯等 。 这些介

绍往往是平实的信息通知 ， 没有背景的铺垫和细节的阐释 ， 缺少深度的解读和反思 ， 多

是结构相似 ， 程序统
一

的例行介绍 。 具有模式化和单
一

化的特点 。

缺乏深度性和细节性的报道揭示 了社会工作者的新闻报道的丰富性程度不足的现

象 。 在社会工作者社会知晓度较低的现状下 ， 需要尽量呈现全面丰富新闻素材 ， 介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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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者的来源背景 、 功能效用 以及职业特点等 ， 这些资料的呈现能够尽可能多元的为

大众提供认识社会工作者的途径 。 容量大的篇幅是保证新闻深度的前提 。 而深度的报道

也是打造群体或者个人群体的重要传播方式 ， 能够为大众呈现社会工作者的丰富 内涵 ，

提升大众对社会工作者角色的认识和理解 。

然而从媒体报道的现状上看 ， 长篇幅的报道较少 ， 现有的报道以短篇为主 ， 缺乏信

息量丰富的长篇和深度阐释 ， 而深度报道和细节性描述又是构建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

重要方式 ， 在总量上有待提升 。

２ ． １ ． ３群体画像 ：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名称 、 工作 内容和服务对象

（ １ ）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名称

新闻报道中 的对于社会工作者的称呼体现了媒体对社会工作者这
一

职业群体的认

识 。 对报道中社会工作者职业名称进行统计 ， 详情见下表所示 ：

表 ２ ． １ 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名称

Ｔａｂ ｌｅ ２ ． １Ｔｈ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ｍｅｏｆ ａｓｏｃｉａ ｌ ｗｏｒｋｅｒ ｉｎｔｈｅ ｎｅｗｓ

职业名称频次报道 占比

社工 ４ ５９ ６６ ．９％

社会工作者 ２２６ ３２ ．９４％

其他 １ ０ ． １６％

合计 ６８６ １００％

资料来源 ： ＣＮＫ Ｉ 报纸数据库 （ ２ ０００
－

２０２０ ）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 有将近 ６２％的报道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称呼为
“

社工
”

， 仅

仅 ３３％左右的新闻报道中使用 了
“

社会工作者
”

这
一

全面称呼 ， 还有
一

篇报道直接采用

“

专业义工
”

的称呼 。

由于社会工作在中国起步较晚的发展特性 ， 在大众认知度不足的早期阶段 ， 会有大

量的民众将
“

社会工作者
”

等同于
“

社区工作者
”

， 两者的简称都是
“

社工
”

， 且社区

也是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的重要领域 ， 难免造成混淆 。

如 ２００８ 年 《中 国社会报 》
一

篇题为 《上海徐汇区 ： 社工发展呈现新特色 》 的报道 ，

报道记录了
“

社工
”

在社区建设过程中 的专业发展历程 ， 认为
“

社工站的诞生 ， 改变 了现

行的社区治理结构
”

、 但在报道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描述中 ， 街道社工站和居委会以及街道

办关系紧密 ， 社工站需要在街道办的指导下展开工作 ， 负责
“

行政性 、 公益性任务
”

， 而

居委会又配合社工站 ，

一

起负责行政性的工作 ， 同时也和街道办互相联系 。 同
一

篇报道

展现了三个主体 ， 三者的工作常常相互关联 ， 需要密切的合作 ， 工作职能混杂在
一

起 ，

１

唐德龙 ： 《上海徐汇区 ： 社工发展呈现新特色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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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读者很难理清三者之间的工作差异 。

因此 ， 作为大众并不熟知的职业群体 ， 职业名称决定 了公众的第
一

印象 ， 在新闻报

道中使用正确的称呼 ， 能够减少大众对社会工作者的混淆和误解 ， 是树立专业权威的重

要途径 。

（ ２ ） 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是社会工作者工作接触的直接群体 ， 对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的

统计也可 以看出媒介中社会工作者主要的服务领域 。 对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

的统计发现 ， 儿童及青少年是最出现频次最高的服务对象 ， 出现频次达到 １ ８０ ， 其次是

社区居民 ， 出现频次数达 １ ２０ 。 而涉毒人员也是媒体报道中社会工作者服务的重点对象 ，

最后是矫正对象和老人 、 医护人员及其患者等 。 总体上看 ， 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多种

多样 ， 除社区居民这类
一

般性群体外 ， 其余皆是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 。

表 ２ ．２ 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

Ｔａｂ ｌｅ２ ．２Ｓｏｃｉａ 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ｂ
ｊ
ｅｃｔ

序号服务对象频次

１儿童及青少年 １８０

２社区居民 １２０

３涉毒人员 ９４

４ 矫正对象 ７７

５ 老人 ７４

６ 医护人员及患者 ４７

７灾区 民众 ２８

８ 残障人士 ２ １

９其他 （护理员 、 拆迁户 、 失业者、 婚外情群体、 少数民族 、 信访群众等 ）１４

１０流动人 口 、 流浪乞讨人员 １３

１ １妇女 （单身妈妈、 军嫂 、 留守妇女 、 家暴受害妇女 ） １３

１ ２企业员工 １２

１ ３ 优抚安置对象 、 军人 １ １

１ ４外来人 口 、 外来劳工 、 务工人员 、 务工青年 、 农民工 ９

１ ５丧亲家属 ７

１ ６家庭 、 失独家庭 、 贫困家庭 、 低收入家庭 ７

１ ７弱势群体、 边缘人群、 困难群体、 特殊群体 ７

合计 ７３４

资料来源 ？

？ＣＮＫＩ 报纸数据库 （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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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内容

除了服务对象之外 ， 新闻报道中对于社会工作者工作内容的报道更是体现社会工作

者职业特点的重要内容 ， 这直接反映了
“

社会工作者是做什么 的
”

这
一

重要命题 。 从整

体上看 ， 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内容是多维度的 ， 包含
“

个案工作
”

、

“

小组工

作
”

、

“

社区工作
”

、

“

公益项 目
”

、

“

行政工作
”

、

“

督导评估
”

、

“

政策研宄
”

七

大类 ， 根据新闻报道的实际情况 ，

一

篇报道中会出现社会工作者多种服务内容 ， 因此本

类 目采用多选统计 。 样本的整体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

表 ２ ．３ 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内容

Ｔａｂ ｌｅ ２．３Ｓｏｃｉａ 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

工作个案小组社区公益行政督导政策不明确

内容工作工作工作项 目工作评估研宄

频次３ ３４ １ ５４ １ ０６ ７ １ ６ ５ ５ １ ９５

百分比３８ ． １ ３％１ ７ ． ５８％１ ２ ． １ ０％８ ．１ １％０ ． ６８％０ ． ５ ７％０ ． ５ ７％２２ ． ２ ６％

资料来源 ： ＣＮＫＩ 报纸数据库 （ ２０００
—

２０２ ０ ）

作为
一

项专业的助人工作 ， 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内容主要可以分为直接服务和间接服

务两大类 ， 直接服务为个案工作 、 小组工作 、 社区工作 ； 间接服务主要涉及社会工作行

政 、 社会工作督导 、 社会工作咨询 以及社会工作研宄等 。

从样本的整体情况上看 ， 报道中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内容主要以直接服务为主 ， 报道

中涉及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个案工作 、 小组工作 以及社区工作的总 占 比超过 ６７％ ， 由于社

会工作者开展的基础服务较为直观 ， 这些 内容都便于被媒体记者报道和捕捉 。

在这类报道中 ，

“

个案工作
”

体现的方式主要是社工进行的
一

对
一

服务或者
“

结对

帮扶
”

， 有 ３ ８ ． １ ３％的报道涉及了个案服务 。 例如 ２０ １ ７ 年 《 昆明 日报 》 发表的 《做孩子

们健康成长的守望者 》 ＾ 报道提到 ：

依托青少年事务社工 ， 更好地创新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 的服务机制 ？ 比如开展青少年事

务社工进驻监管场所试点工作 ， 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个案帮扶。

社会工作者开展小组工作的案例涉及 １ ５４ 篇 ， 占 １ ７ ． ５ ８％ 。 如 《中 国社会报 》 发布

的 《让生命的夕阳灿烂如花 》 ， 记述了社会工作者在福利院中开展手工小组的过程 ， 报

道写道 ， 社工开展的活动 ，

“

让老人的晚年纹放出 不一样的烟火
”２

。

涉及社区工作的相关报道有 １ ０６ 篇 ， 占比 １ ２ ． １％ ， 内容包含了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

建设、 居家养老 、 社区矫正服务等 ， 内容多样 。 如 《解放 日报 》 发表的 《 申城新 ３６０ 行 ：

社会工作者 》

３

； 《文汇报 》 发表的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一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扎根

１

汤萍 ： 《做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守望者 》 ， 《 昆明 日报 》 ２ ０ １ 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２

梁华 ： 《让生命的夕 阳灿烂如花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０８ 月 ３ １ 日 。

３

缪毅容 ： 《 申城新 ３ ６０ 行 ： 社会工作者 》 ， 《解放 日报 》 ２００ １ 年 ４ 月 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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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 》

１

等 。

社会工作者 以公益项 目 参与者和实施者 的身份 出现在报道 中 的有 ７ １ 篇 ， 占 比

８ ． １ １ ％ 。 在此类报道中 ， 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内容的描述较为笼统 ， 报道主要突 出服务

项 目 的相关 内容 。 如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０ ８ 年的新闻 ， 题为 《上海市
一

福院与复旦大学合

作开展
“

居室直面家
”

项 目 提升老人的家庭归属 》 ， 主要描述 了 项 目 的开展背景和总体

目 标 ， 以及社会工作者在项 目 中开展的大致活动
２

。

综合来看 ， 在涉及上述直接服务的报道中 ， 社会工作者的 内容丰富多样 。 从社区 问

题的治理和解决 ， 到志愿者的管理和协调都有涉猎 ， 社会工作者既能在社会福利机构帮

扶救困 ， 又能够在青少年事务 中心教育辅导 ， 工作类型多种多样 。

在这些主题 中 ， 媒体之所 以主要体现的是社会工作者直接服务的作用和功能 ，

一

方

面是因为这些直接性的服务 内容便于捕捉 ， 另
一

方面也是 由于直接服务的事迹能够 Ｉ上读

者感受到社会工作者发挥的作用 。 如 ２ ０ １ ０ 年 《嘉兴要闻 》 发布的
一

篇题为 《
一

批专业

化社工事务所投入运作 我市社工服务初显
“

中药
”

效应 》 的文章就从社会工作 的服务

内 容和服务技巧 ， 肯定 了社会工作者的
“

中药
”

作用
３

。

建设街道社工部 负 责人张雪华认为 ，

一些重度残疾 、 智障者 家庭 ， 更饱受经济和精神

的双重压 力 ，

一方面 心情非常苦 闷 ， 另
一方面 又不愿和人交流 。 在服务初期 ， 他们碰到 了

许多
“

硬钉子
”

。 通过社工一次次上 门 单独交流 ， 才慢慢打开心结 。

从样本 中 ， 我们可 以感受到社会工作的服务缩影 ， 但这种报道也存在
一

定的局限性 ，

这些 内容会在
一

定程度上限制公众对社会工作者形象的想象和认知 。 社会工作者的服务

内 容 同样也包含
一

些间接服务 ， 包括社会工作行政 、 社会工作督导 、 社会工作咨询 以及

社会工作研究 。 这些间接性服务需要社会工作者链接资源 ， 管理和协调行政工作 ， 作为

咨询者和研宄者提供智力成果 。 但在样本中我们可 以发现 ， 只有极少量的报道关注到 了

社会工作者这些服务 内容 。 关于
“

行政工作
”

、

“

督导咨询
”

以及
“

政策研宄
”

这三项

类 目 的报道总 占 比不超过 ２％ 。

在新闻报道中 ， 社会工作者是我们身边的服务者 ， 和苦难群体结对服务 ， 在福利院

开展小组 ， 在社区 中举行活动 ， 他们是积极的
“

助人者
”

。 但在现实中 ， 社会工作者需

要运筹帷幄 ， 需要具备领导力和决策力 ， 更需要在实务中不断提升 ， 关切社会政策 ， 研

究反思实务技巧 。 然而在媒介 中 ， 社工的这
一

特点并未体现 。

作为
一

种新兴职业 ， 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内容和形式是大众所不熟悉的领域 ， 因此 ，

媒体中对社会工作者工作 内容 的报道也是能够在
一

定程度上宣传社工的服务领域 ， 能够

让民众在多个个现实场域中去感受社工的媒介形象 。 但值得注意 的是 ， 有 ２２ ． ２６％的新

１

任思蕴 ：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 ， 《文汇报 》 ２ ０ １ ０ 年 ７ 月 ２ ８ 日 。

２

鲁莹 ： 《提升老人的家庭归属感 》 ， 《 中 国社会报 》 ２ ０ ０８ 年 ７ 月 ３ １ 日 。

３

杨秀娟 、 沈建 良 ： 《我市社工服务初显
“

中药
”

效应 》 ， 《嘉兴 日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８ 月 ２ 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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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报道并未明确涉及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 。 此类报道中有的是对社会工作者的整体职

业发展状况进行报道 ， 有的对涉及社会工作者的政策报道 ， 如 《湖南 日报 》 ２０ １ ３ 年的 《从

“

空 白
”

到
“

全覆盖
”

》
１

以及 《无锡 日报 》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０ 月 ２８ 日发布的 《提高社工职

业尊崇感和社会认同度 》
２

等 。 这说明 了媒体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 而对于社

会工作者形象的呈现也存在不足 。

２ ． １ ． ４消息来源 ： 政府机构和媒体话语主导

消息的来源揭示了新闻报道中 的发声主体 ， 显示了新闻 中
“

谁在说话
”

。 发声主体

可能存在新闻稿的段落中用
“

某某说话
”

或
一

些有资料可辨认的 内容来体现 ， 也可 以用

“

某项讯息者
”

或
“

无论是否引述
”

等关键词来作为新闻稿的起点表达方式 。 样本中的

主体来源如表 ２ ．２ 所示 ：

表 ２ ．４ 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分布情况表

Ｔａｂ ｌｅ２ ．４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

官方组织社工行业专业组织
消息来源 媒体记者 网络民众

及人员及人员及人员

频数２７０ １ ７ ５ １ ４３ ９ ５２ １

百分比３９ ． ３ ６％２５ ．２ １％２０ ． ８４％ １ ３ ． ８ ５％０ ．２９％０ ． １ ５％

资料来源 ： ＣＮＫ Ｉ 报纸数据库 （ ２ ０００
—

２０２０ ）

如上表所示 ， 在对于消息来源的统计中 。社会工作行业的声音在总篇幅中 占 ２０ ． ８４％ ，

来 自媒体记者的 占 ３９ ． ３６％ ， 来 自 官方组织及人员 的 占据 ２５ ．２ １％ ， 来 自专业组织机构人

员 的声音
一

共 占据剰下的约 １ ３ ． ８５％左右 ， 还有少量来 自 网络和 民众的消息来源 。 从中

可以看出 ， 社会工作行业 自 身的发声情况并不乐观 ， 媒体记者 以及政府部门的消息来源

一

共 占据了超过
一

半的份额 。

政府部门 以及媒体机构是新闻报道所依赖的主要消息来源 ， 占据 了主要地位 。 在中

国现实的舆论环境下 ， 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 ， 是由 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机构 ， 在消

息的发布中 占据支配地位是应有之义 ， 而政府部 门也向来都是新闻媒体的重要消息来

源 。

在官方来源的新闻 中 ， 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报道主要以资讯发布和会议通稿为主 。 例

如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一

则题为 《海门 ： 举行被不起诉未成年人社区帮教交接仪式 》

３

的新闻 ，

这篇报道由 《江苏法制报 》 发出 ， 文中主要介绍 了海门市委政委等四部 门举行社区帮教

仪式的举行 。 其中 ， 提到了未成年犯罪的社区帮教主要依靠社区的社工进行 ， 其他内容

１

沙兆华 ： 《从
“

空 白
”

到
“

全覆盖
”

》 ， 《湖南 日报 》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２

陈金花 ： 《提高社工职业尊崇感和社会认同度 》 ， 《无锡 日报 》 ２０２０ 年 １ ０ 月 ２８ 日 。

３

张磊 ： 《海门 ： 举行被不起诉未成年人社区帮教交接仪式 》 ， 《江苏法制报》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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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大段描述了帮教仪式的现场活动情况 、 项 目 的产生背景以及市委各个部门的实施情况

等 。 而作为该项 目 的主要实施者 ， 报道中对于社工的描述却是简略的 ，

一

笔带过。 难以

让读者对社会工作者产生具体深刻的 印象 。

而在以媒体为消息来源的报道中 ， 媒介组织 自身的立场以及媒体记者对新闻的编辑

和选择则受到媒体认知的影响 ， 媒体记者未必参与 了所有事件的发声 ， 他们对于社会工

作者的理解影响了新闻报道中文本的表达方式 ， 无论主观是否有意 ， 都会存在局限性和

倾向性。

在专业组织人员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中 ， 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理论研宄文章是主体

内容 ， 文章的语言风格和措辞组织都带有学术化的特色 ， 而新闻报道的受众在文化程度 、

职业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 ， 不利于从中捕捉关于社会工作者的
一

般性理解和认识 。 除此

之外 ， 在理论研究中 ，

“

社会工作者
”

作为研究对象出现在报道中 ， 形象的呈现和表现

和现实中也存在
一

定的差异 。

社会工作者新闻事件的中心 ， 也是形象的主体 ， 由社会工作者作为消息来源和发声

主体 ， 最能够直接有效的表达这
一

群体的形象特质 。 新闻报道也是他们构建 自身形象 ，

表达 自 身特质的重要途径。

然而从数据上看 ， 社会工作行业相关人员作为新闻报道的
“

主角
”

， 作为消息来源

的报道仅仅 占据总体的 ２０％左右 。 由此可见 ， 社会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的话语权总体上

处于弱势的状态 ， 社工行业在新闻报道中难 以 凸显 自 己的声音 。

２ ． １ ． ５报道议题 ： 缺乏个案报道和人物关注

新闻报道 内容的主题 ， 体现了
一

条报道关注的现象或要探讨的话题核心 ， 规定着 内

容论述的对象与范畴 ， 体现了在新闻中
“

说了什么话 ？
”

。 在社工形象的报道中 ， 选择

什么样的主题内容 ， 反映了媒体背后的关注点与价值取向 。

将新闻样本逐条进行内容分析 ， 确定出每条新闻的报道主题 ， 可 以将主题归类为项

目 宣传 、 理论研究 、 职业发展 、 服务案例 、 行业资讯 、 政策发布 、 人物报道这七类 。 将

内容进行主题统计 ， 得到的各个主题类型的 出现的频率如表 ２ ． ５ 所示 ：

表 ２ ． ５ 新闻报道的报道主題分布情况表

Ｔａｂｌｅ２ ．５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ｄ 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报道主题 项 目宣传 理论研宄 职业发展 服务案例 行业资讯 政策报道 人物报道

频数 １６７ １４６１２ １８７８４４３ ３４

百分比２４ ．４９％２ １ ．４１％１７ ．７４％１２ ．７６％１２ ． ３２％６ ．３０％４ ．９９％

资料来源 ： ＣＮＫ Ｉ 报纸数据库 （ ２０００
—

２ ０２０ ）

从整体的报道情况来看 ， 关于社工的报道主题多样 ， 主要以项 目 宣传和理论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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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 职业发展情况 、 服务案例 以及社工行业的时事资讯等议题分布均匀 ， 政策报道少

量分布 ， 而对于社会工作者的典型人物报道则严重缺乏关注 。

具体来看 ， 项 目 宣传相关的议题 占据首要地位 ， 在总体样本 中 占据 ２４ ．４９％ ， 涉及

１ ６７ 篇报道 。 在这
一

类主题中 ， 新闻报道的 内容主要 以项 目报道为主 ， 主要报道 了社会

工作者参与 的服务项 目 ， 主体 以介绍项 目 背景 、 项 目 成果 以及项 目 内容为主 ， 社会工作

者作为项 目 活动的实施者被提及 ， 主要介绍社会工作者在项 目 参过程中 的基本工作 内容

和服务成效 。 在此类报道中 ， 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具有明显的
“

工具性
”

， 在报道中作为

项 目 的实施工具而进行记录 。

理论研究也是新闻报道的重点主题 。 这
一

类相关报道主主要记录和呈现 了社会工作

行业的研宄成果和实务经验 。 主要发布者为知名学者或
一

线的社工 。 这
一

类报道主要倾

向于呈现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开展经验和技巧 以及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
一

些理论现状 ， 如

《珠海 日 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６ 月 发表的关于校园欺凌的报道
］

， 主要介绍 了校园欺凌的主要概

念 、 形成因素 以及 国 内外研究现状 ， 进而提出 了 学校社工的
一

些介入方法 。 类似的报道

还有 《 中 国禁毒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７ 月 １ ８ 日 关于实务技巧 的
一

篇报道 ， 题为 《滥药服务对象

沉思期如何运用
“

动机式晤谈法
”

》

２

， 作者作为
一

线禁毒社工提 出 了对实务技巧 的理

解和使用经验 。 总 的来说 ， 这类报道的主要 以知识呈现为主 ， 相关报道 １ ４６ 篇 ， 占 比

２ １ ． ４ １％ 。

职业发展这
一

主题的分布和 占 比显示 了媒体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的关注 ， 这

一

主体聚焦于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的建设情况 ， 反映 了社会工作者的就业情况和社会认

可度 ， 从不同层面上表达了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化发展情况的关注 。 这类报道共 １ ２ １ 篇 ，

占 比 １ ７ ． ７４％ ， 也具有相 当的份额 。 但从报道的整体情况上看 ， 职业发展现状并不乐观 。

这
一

部分在下
一

章节详细讨论 。

服务案例这
一

主题主要记录 了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的过程 ， 主要展示 了 社会工作

者和服务对象的互动 以及介入服务过后 的成果 ， 此类报道涉及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过程 ，

有助于让大众 了解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特点和工作情况 ， 进而感知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形

象 。 但总体数量并不乐观 ， 样本中关于社会工作者服务案例故事的报道
一

共有 ８ ７ 篇 ，

仅仅 占据所有报道的 １ ２ ． ７６％ 。

行业资讯是指社会工作行业的时事资讯 ， 此类报道 ８４ 篇 ， 占据 １ ２ ． ３ ２％的份额 。 主

要 内容既包括行业会议的召开 ， 社工服务机构的成立 、 政府购买服务等资讯 。 如 《常州

日 报 》 发布的 《钟楼区筑牢社区
“

平安基石
”

全省首家
“

综治社工服务 中心
”

在五星

街道成立 》

３

； 还有 《人民政协报 》 ２０ １ ２ 年发布的题为 《福彩公益金 ： 社会组织发展的

１

杨莲清 ： 《学校社工助力防范校园欺凌工作之研究 》 ， 《珠海特区报 》 ２ ０ １ ７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２

朱丽婵 ： 《滥药服务对象沉思期如何运用
“

动机式晤谈法
”

》 ， 《 中 国禁毒报 》 ２ ０ １ ７ 年 ７ 月 １ ８ 曰 。

３

李 国瑞 、 周伟奇 、 顾生庚 ： 《钟楼 区筑牢社区
“

平安基石
”

》 ， 《常州 日报 》 ２ ０ ０ ７ 年 ８ 月 １ 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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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化剂
”

》 ＼ 这篇报道记载 了广西壮族 自 助 区尝试使用福彩公益金购买社工服务 ，

催化社会组织发展的现象 。 还有
一

些 内容主要是社工行业对时事新闻 的评论和发声 ， 主

要结构具有相似性 。 都涵盖 了对新闻事件的关注 、 反思 以及对社会工作介入可能性的探

讨 。 如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４ 年的报道 《 以社工六大角色求解广场舞扰民难题 》

２

、 ２ ０ １ ０

年 《社会科学报 》 发表的 《富士康悲剧凸显社会心理症结 》

３

以及 ２０２０ 年 《健康报 》 发

表的 《医院需要保安 ， 更需要医务社工 》

４

； 这类报道在结构上都具有
一

定的相似性 。

首先都表达 了对近期热 门新闻事件的关注 ， 如广场舞扰民事件 、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 以

及医 闹事件 ， 其次运用社会工作领域的知识分析发生的原因或产生的影响 ， 进而提出社

会工作者介入的可能路径 ， 讨论介入服务的方法和技巧 。 对新闻事件的发生表达关切体

现了社会工作者解决社会 问题的关切 ， 同时 ， 此类报道也体现了社会工作者对社会的敏

感体察 。

政策报道这
一

类报道主要 以涉及社会工作者的政策 、 文件 以及重要会议精神传达为

主 ， 相关报道 ４ ３ 篇 ， 占据 ６ ． ３％ 。 此类报道的发布主体 以官方组织和人员为主 ， 记录 了

关于社会工作发展的顶层设计 。 在对政策的报道中 ， 文章多 以政策的发布作为开头 ， 中

间 引 用重要的政策纲领或重点条 目 ， 最后 以专家的评论和解读结束 。 其中 ， 社会工作者

多 以政策的实施者或政策 中涉及的主体 出现 ， 形象具有客观性 。 但在此类报道中 ， 社会

工作者 自 身 的形象并未凸显 。

而值得关注的是 ， 关于社会工作者人物专题报道的主题严重缺乏 ， 相关报道 ３ ４ 篇 ，

占据样本总量不足 ５％ 。 在这些报道 中 ， 多 以典型 的社工人物和他们的优秀事迹为主 ，

记载 了
一

线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开展过程中 的遭遇 、 改变和成效 。 如 《东莞 日 报 》 在 ２ ０ １ ４

年发表的 《学 习徐祥龄的
“

大美
”

助推社会工作深入发展 》
一

文就记录 了 中 国社会工

作年度十大人物之
一

， 香港外展社工之父徐详龄的故事 。 报道记录 了他在香港开展社会

工作二十余年 ， 年老之后仍然利用 自 己的退休金创办社工机构 ， 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服

务的故事 ， 表现 了他
一

生无私奉献 ， 以悲天悯人的情怀
一生矢志不渝的为社会事业做奉

献的高尚品格
３

。 文 中这样写道 ：

徐老在香港从事外展社会工作 ２ １ 载后 ，

“

退休不退志
”

， 济世情怀早 已扎根在 内 心

中 ， 遂义无反顾地又投身 于服务外来工这项没有终点 的事业 … … 他走到街头 ， 扮成
“

古 惑

仔
”

和边缘孩子面对面 交流 ，
从而让边缘少年接纳 自 己 ，

敞开心扉 。

从他的故事中 ， 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社会工作者所具备的职业素养和独特的人格

魅力 。 这些报道有利于受众直观地感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形象 ， 能够促进对他们形象的认

１

顾磊 ： 《福彩公益金 ： 社会组织发展的
“

催化剂
”

》 ， 《人民政协报 》 ２ ０ １ ２ 年 １ ０ 月 ３ ０ 日 。

２

钟 兴菊 ： 《 以社工六大角色求解广场舞扰 民难题 》 ， 《 中 国社会报 》 ２ ０ １ 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３

谢建社 ： 《富士康悲剧 凸显社会心理症结 》 ， 《社会科学报 》 ２ ０ １ ０ 年 ６ 月 ３ 日 。

４

王岳 ： 《医院需要保安 ， 更需要医务社工 》 ， 《健康报 》 ２０２０ 年 １ １ 月 ３ 日 。

５

杜江 ： 《学习徐祥龄的
“

大美
”

助推社会工作深入发展 》 ， 《东莞 日报 》 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３ 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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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理解 。 但遗憾的是 ， 此类的报道在社工相关的新闻 中并不多见 。 作为
一

个新兴的职

业群体 ， 不被大众所熟知 ， 媒体对相关人物专题的报道还是十分重要的 。 而 目前这类报

道主题的缺乏并不利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呈现 。

２ ． １ ． ６报道倾向 ： 中立偏正向

表 ２ ． ６ 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分布情况表

Ｔａｂ ｌｅ２ ．６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 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ｄ 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ａｂ ｌｅ

报道倾向报道数量报道 占 比

中性形象 ３ ７０ ５４ ． ０９％

正面形象 ３ ０ ８ ４５ ． ０３％

负面形象 ６ ０ ． ８ ８％

资料来源 ： ＣＮＫ Ｉ 报纸数据库 （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样本中报道倾向较客观 ， 持中立态度的有 ３７０ 篇 ， 占 比约 ５４ ．０９％ 。

剩余 ４５ ．０３％的报道中 ， 社会工作者的形象以正面的形式出现 ， 而负面倾向的报道仅有 ６

篇 ， 占比不足 １％ 。

大部分社工报道的倾向是客观的 ， 主要以陈述事实为主 ， 不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 。

而报道中有正向赞扬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对社会工作者进行 了 积极的肯定和赞扬 。 其

中 ，

一

些报道是对个体的赞扬 ： 例如 ２００６ 年 １ １ 月 ３ ０ 日 《中 国禁毒报 》 题为 《驱除网

瘾阴霾的阳光 记无私奉献的上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 》 的新闻报道 ， 记录了
一

位青

少年社工耐心陪伴网瘾青少年 ， 并帮他戒除网瘾回归学校的服务案例 ， 报道赞扬 了社工

的
“

无私奉献
”

＼ 也有
一些报道通过对社会工作者服务的开展 ， 积极的反映了社会工

作者温暖的职业形象 。 如 ２０ １ ７ 年 ８ 月 １ ３ 日 《中 国社会报 》
一

篇题为 《让生命的夕阳灿

烂如花 》 ， 报道记录了社会福利院的社工开展的活动令福利院的老人获得了温暖和快乐 ，

“

令生命的夕阳更加灿烂
”２

。

也有少量的新闻报道在文中对社会工作者进行了批评 。 比较典型的是 《工人 日报 》

在 ２０ １ 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发表的
一

篇题为 《

“

有偿社工
”

可 以 ， 雁过拔毛不行 》 的文章 ， 这

篇评论主要针对的是浙江
一

个慈善组织关于社工可以从捐款中提取报酬的规定 。 文中对

慈善组织的做法提出 了质疑 ， 认为这种做法有
“

骗捐
”

之嫌
３

。 原文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

“

当指向公益性的 慈善与饱含商业味的
“

提成
”

扯上边 ， 难免会让公众感到别扭让慈

善变味。 至少从现状看 ， 情况不 乐观 ： 社工为
“

多 募多得
”

， 发送募捐信息过频 ， 甚至滥

发
“

垃圾短信
”

， 招来 了 民众反感 。 在慈善发育不成熟的情境中 ， 募捐提成的无序 ， 善款

１

曹继军 ： 《駆除网瘾阴霾的阳光 》 ， 《光明 日报 》 ２００６ 年 １ １ 月 ３０ 日 。

２

梁华 ： 《让生命的夕 阳灿烂如花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８ 月 ３ １ 日 。

３

佘宗明 ？ ： 《
“

有偿社工
”

可以 ， 雁过拔毛不行 》 ， 《工人 日报 》 ２０ １ 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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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 的 不 明 ， 只会灼伤慈善的生命力 。

”

从原文中可以看出 ， 报道认为现状下社工的做法欠妥 ， 慈善行业发展不成熟的情况

下 ， 这种规定会导致民众的反感 ， 认为这种无序的做法
“

灼伤了 慈善的生命力
”

。 文中

慈善组织的做法暂且不论 ， 但报道中对于社工的批评也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对社会

工作者的道德要求和对慈善事业的关切 。 慈善行业的资金使用和透明化问题也
一

直是媒

体的重点关注议题 ， 因此 ， 在相关部门从事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也会因为其行业性质而受

到更加严格的关注 。 这既是
一

种关注的压力和挑战 ， 也是
一

个社会工作者体现其工作价

值的契机 。

从总体上看 ， 新闻报道中对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关注还是偏正面的 ， 媒体行业对于

社会工作者的工作价值仍然持积极的态度 。

２ ． ２ 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的形象呈现

形象具有多维度和抽象的定义 ， 本研究从社会工作者的基本职业属性以及专业特点

和价值态度三个维度出发 ， 通过对媒体社会工作者报道所呈现的工作 内容 、 服务对象 、

价值态度 、 性格特质等相关指标的分析 ， 采用 内容分析和词频统计的方法 ， 可以勾勒出

媒介中社会工作者形象的主要轮廓 。

２ ． ２ ． １价值观念 ： 社会工作者的价值态度和性格特质

表 ２ ．７ 社会工作者形象的修饰词

Ｔａｂ ｌｅ２ ．７Ａ ｍｏｄ ｉｆｉ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 ｗｏｒｋｅｒ

Ｓｉ ｉｊ修饰词示例出现次数

助人 自助 ４３

以人为本 １ ４

平等 ２５

价值态度
接纳 １ ６

尊重 ９

生命影响生命 ３

热情 ５

亲和 ７

性格特质
热心 ４

积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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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 ７ 社会工作者形象的修饰词

Ｔａｂｌｅ ２ ．７Ａ ｍｏｄ ｉｆｉ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

真诚 ｉ ｉ

奉献 ３

亲切 ８

性格特质温暖 ８

耐心 ７

精千 １

关爱 １

幸福感 １

其他感染力 ２

人格魅力 １

总计 １ ７ ３

资料来源 ： ＣＮＫ Ｉ 报纸数据库 （ ２ ０００
—

２０２０ ）

如上表所示 ， 整理新闻报道出现有关价值性修饰词 （侧重名词和形容词 ） 的情况发

现 ： 社工的媒介形象具有多维性特点 ，

强调社会工作者的价值性的修饰词 ， 在 ６８６ 篇样本中 ， 总共出现了１ ７３ 次 。 从具体

的词义上看 ， 可以划分为性格特质和价值态度这两个方面 。 在性格特质这
一

方面 ，

“

亲

切
”

、

“

热情
”

、

“

友好
”

和
“

温暖
”

是高频描述词 ， 在价值态度方面则突 出体现了社

会工作者 以
“

平等
”

、

“

接纳
”

和
“

助人 自助
”

等观念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新闻报道中 ，

一

些报道通过修饰词描述了社会工作者的性格特点 ，

或揭示了在服务过程中的价值观念 。 如 《中 国社会报 》 在 ２００７ 年的报道 《巧用 同理心

解决寄养家庭中的 问题 》 ， 此类报道直接指出 ， 社会工作者运用 同理心 ， 尊重和体悟儿

童的喜怒哀乐 ， 走进他们的世界、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０ 年在 《街头巡查 提供娱乐 安排

住所 香港
“

夜游族
”

的救助路线图 》 这篇报道中对社工的服务过程的描述也揭示 了社

会工作者的价值观念
２

：

据介绍 ， 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失学 、 失业或是存在其他问题的青年… …共事 中 ， 社工

针对干事的个人问题进行辅导 ， 同 时培养其专业技能与敬业态度 。 让青少年在工作 中矫正

问题 ， 树立 自信 ， 正是社工倡导的
“

助人 自 助
”

理念的体现。

在服务过程中 ， 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价值态度既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伦

理的体现 ， 也是社会工作者将服务技巧内化的体现 。 这种特质是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

１

田鹏志 ： 《巧用 同理心解决家庭寄养中 的 问题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２

黄碧梅 、 黄越 ： 《香港
“

夜游族
”

的救助路线图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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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能直接传达的特点 ， 能够被服务对象所感知 ， 在媒体报道中也传达了这
一

点 。 例如

２００８ 年 《 中 国社会报 》 题为 《戒除网瘾原来不难 》 的报道ｈ

社会工作者把专业精神注入 日 常的生活与行动 中 ， 用 生命影响生命 ， 每一位案主和家

长都能感受到社会工作者的真诚 、 尊重 、 关爱 、 热情 ， 他们为一个又一个迷失在 网络中 的

青少年重拾了起航的风帆 ， 为一个一个家庭解决 了烦恼 ， 带来 了 笑声 。

除此之外 ， 也有另外
一

些报道虽然没有明确揭示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念或工作理

念 ， 也没有采用
一些修饰词描述社会工作者的性格特点 ， 但主要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举动

和表现 ， 此类报道也委婉的刻画 了社会工作者的形象特质 。 比如 《苏州 日报 》 在 ２０ １ ０

年发布的关于 《专业社工正在走近老人 》 的报道
２

：

有一天 ，
她像往常一样去和老人聊天 。 老人突然说 ：

“

我快要不行 了 ， 不能给你讲故

事 了 。

”

他又接着说 ：

“

像我这样的人 ， 有谁会在乎呢 ？

”“

我们都很在乎你呀 。

”

杨洋

说。 没过多 久 ，
她发现 ， 老人含着眼泪 ， 握着她的手 ， 安详地离 开人间

此类报道通过讲述了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故事 ， 报道描述了
一

位
一

线社会工作者慢慢

走近老人的故事 。 报道中提到 ， 老人
一

开始总是沉默 ， 每次都是看着墙面发呆 ， 或者是

对着电视机
一

言不发 ， 社会工作者每天坚持坐在老人床边看电视 ， 即使碰了钉子也坚持

陪伴 。 虽然没有明显的修饰形容词 ， 但字里行间都传达者社会工作者的耐心 、 体贴 ， 以

及对服务对象的真诚和关怀 。

类似的还有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８ 年关于贵州三区计划的
一

篇报道 。 这篇新闻主要描

述了贵州 的
“

三区
”

计划在贫困县中开展的养老项 目
３

。 项 目 中记述了
一

位社工的服务

故事 。 文中写道 ：

项 目 结束后 ， 代顺艳决定留在桃林镇敬老院 。 刚参与项 目 时 ， 老人们的爱答不理曾让

她无助 ， 但面对挑战 ，
她仍然全情投入 。 付 出 总有回报……听说项 目 组要撤走 ，

一位老人

从层层叠叠的衣服里掏 出
一张带着体温的 １ ０ ０ 元硬塞给她 ， 她流泪 了

……这些瞬间让代顺

艳决定留 下来 。

报道的这段内容刻画 了社会工作者参与服务项 目 的历程和成长 ， 描述了进入项 目 时

的无助和项 目 结束时服务对象的反馈 。 这段故事描述 了社工的
“

全情投入
”

带给了服务

对象的快乐 ， 这也显示了社工的敬业精神 ， 而老人的挽留让社工
“

流泪
”

、

“

决定留下

来
”

， 也显示了社工对服务对象的
“

真诚
”

和
“

奉献
”

。

２ ． ２ ． ２专业体现 ： 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知识和实务技巧

专业性是指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开展过程中体现的专业要素 ， 包括社会工作者的理论

１

史铁尔 、 吴立月 ： 《戒除网癒原来并不难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２

吴军 ： 《专业社工正在走近老人》 ， 《苏州 日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３

颜小钗？

？ 《

“

三区
”

计划 ？

？ 社工人才支援新工程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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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 实务经验 、 专业方法以及督导评估等方面 。 具体表现为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具体工

作过程中 ， 以社会工作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 ， 采用专门技巧方法 ， 在开展服务过程 ， 积

攒了丰富的实务经验 ， 总结出 了相对应的工作模式 ， 以及服务的开展需要进行专业的督

导和评估等 。

在强调专业性的关键词中 ， 多 以名词 出现 。 新闻报道从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知识以及

专业技巧这两个方面强调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的专业程度 。 详见下表 ：

表 ２ ．８ 社会工作者理论知识的关键词

Ｔａｂ ｌｅ２ ＊８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 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 ｌ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序号


修饰词


＊
 

修饰词


频数

１专业、 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４２ １ ５人本治疗 ５

叙事理论 、 叙事疗法、 叙
２心理学 、 心理素养 、 心理咨询２８ １ ６ ４

事治疗

３社会支持 （系统 ） 、 支持网络２ ３ １ ７社会工作学 、 社工知识４

４社会学 ２ ３ １ ８标签理论 ４

５优势视角 １ ８ １９管理学 、 人际关系学３

家庭功能 、 家庭调解 、 家庭理

６论、 家庭结构图 、 家庭系统理１ ５ ２０动机式访谈 ３

论、 家庭治疗

７危机介入、 危机理论 １ ２ ２ １偏差理论 ２

理性情绪 、 理性情绪疗法 、 ＡＢＣ

８ ９ ２３科学 、 科学的专业知识２

理论

医学 、 医学知识 、 健康知识 、

９ ７ ２４抗逆力 ２

健康照顾

１ ０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７ ２ ５居家养老理论 活动理论２

人在情境中 、 人在环境中 、 人
１ １ ７ １ ５人本治疗 ５

在情景中

１２马斯洛需求层次 、 需求理论 、７ ２７哲学 １

法律 、 法学 、 法律知识 、 法规 、

１ ３ ６ ２８影像发声法 １

法律素养

１ ４认知行为 、 行为治疗 ５ ２９存在主义理论 １

合计频次 ２４７

资料来源 ： ＣＮＫＩ 报纸数据库 （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

在对社会工作者所具备的理论知识的描述中 ， 总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 。 第
一

类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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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概括的统
一

描述 ， 如具备
“

专业知识
”

、

“

专业理念
”

、

“

科学知识
”

； 第二类是具

备学科的知识 ， 其中 ， 具备
“

心理学知识
”

或
“

心理学素养
”

占据首位 ， 频次占据首位 ，

“

社会学
”

次之 ， 其余还有
“

医学知识
”

和
“

法律
”

知识 。 第三类则体现了社会工作者

实务过程中 ， 用于指导的核心理论模式和方法 ， 比如
“

家庭治疗
”

理论 、

“

社会支持系

统
”

、

“

优势视角
”

等 。

作为社会工作者 ， 媒体在报道中常用具备
“

心理学
”

知识来形容 ， 如 《中 国社会报》

２００７ 年的对成都
一

家社区矫正工作室展开的报道 Ｓ 文中将社会工作者描述为
“

熟悉心

理学、 法学
”

的研宄人员 。

心晴工作室建立 了 专职社工＋专业社工 的服务 网络。 专职社工主要由从全省
“

社工人

才百人计划
”

招募中 引进的社工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担任 ， 专业社工 由熟悉法学 、 心理学专

业的研究人员担任。

社会工作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心理学的理论流派 ， 两者都是助人性质 的工作 ，

在工作技巧中也具备
一

定的相似性。 而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也常常进行心理疏导的

服务 ， 而媒体中对社会工作者具备
“

心理学
”

知识的描述也强调 了这
一

点 。

除此之外 ，

“

沟通
”

、

“

善于沟通
”

也常常被用来形容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

的互动 。 如 《中 国禁毒报 》 在 ２０２ １ 年 １ 月 发表的
一

篇报道 ， 记录了社工与社区戒毒人

员董某的故事 ， 案例显示了社工的服务过程
２

。 报道中对社工专业技巧的描述就重点突

出 了社工耐心沟通的品质 。

社工首次接触董某时 ， 他情绪激动 ， 对社工不信任 、 不配合。 几次约谈后 ， 董某索性

拒绝与社工见面 。 社工 多 次上 门 ， 耐心的与董某建立 沟通 ， 最终成功帮助其恢复正常生活 ，

建立 自 信 ， 摆脱毒品 。

理论知识在新闻报道中 的体现显示了媒体对社会工作者专业性的认知 。 作为
一

个应

用性学科 ， 理论知识是指导社会工作者从事社会服务的基础 。 但从样本的整体情况上看 ，

关于社会工作者理论知识的体现情况并不乐观 ， 相关词语的总频次不超过 ２５０ ， 而描述

的丰富程度也欠佳。

在对社会工作者专业技巧的描述中 ， 丰富程度略显单薄 ， 频率最高的描述是
“

专业
”

。

即在新闻报道中 ， 大多数文章在形容和描述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或实务技巧时 ， 大多数会

使用
“

专业化的服务
”

等这种笼统类似的描述 。

主要体现的有社会工作者对于服务对象的陪伴和支持 ， 以及在个案服务中对服务对

象的心理疏导和情绪支持 。 而社会工作者常用的实务技巧 ， 则较少出现 。 详见下表 ：

１

杨述明 、 青民 ： 《 引入民间组织开展专业化社工服务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０ 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２

阂家骏 、 刘志祥 ： 《厨艺为媒 ， 连接失落的亲情 》 ， 《中国禁毒报》 ２０２ １ 年 １ 月 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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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９ 社会工作者专业技巧的关键词

Ｔａｂ ｌｅ２ ．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 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 ｌ ｓｋｉｌ ｌｓ

序号修饰词频数序号修饰词频数

专业方法、 专业技能、 专业服务 、 专业技术、

１ ５８ ２２赋权、 增能 ３

专业工作技巧

２沟通、 善于沟通、 沟通交流、 沟通方法３３ ２３本土化 ３

３ 支持 ３ １ ２４尊重 ２

４同理、 同理心 、 共情 、 同感 ２９ ２５综融 、 综融方法 ２

心理疏导 、 心理辅导 、 心理咨询 、 情绪疏导 、

５ ２５ ２６资源链接、 资源优化 ２

心理治疗 、 心理支持 、

个案 、 个案管理 、 个案工作 、 个案工作 、

６ ２３ ２７针对性强 ２

个案辅导 、 个案服务

７倾听 、 聆听 ２ １ ２ ８ 引 导 ２

８个别化 、 个性化 ２０ ２９社会调查 ２

小组活动 、 小组工作 、 小组方法、 减压小组、

９ １ ４ ３ ０人性化 ２

小组引导 、 小组干预 、

１ ０关注 、 关怀 １ ２ ３ １来访者为中心 ２

１ １评估 、 系统评估 、 需求评估 １ ０ ３２空椅技术 ２

１ ２鼓励 １ ０ ３ ３接纳 ２

１ ３危机介入 、 危机千预 ９ ３４价值中立 ２

１ ４ 陪伴 ９ ３ ５非批判 ２

１ ５项 目化 、 项 目运作 、 项 目式运作 ７ ３６访谈 ２

１ ６社区工作 、 社区管理 、 社区照顾 ６ ３ ７澄清 ２

１ ７科学化 ５ ３ ８哀伤辅导 、 悲伤辅导 ２

叙事治疗 （疗法 ） 、

１ ８阅读治疗、 游戏治疗 、 游戏疗法 ３ ３ ９ １

重写生命故事

家庭调解 、 家庭结构访谈 、 家庭重塑 、 家庭
１ ９ ３ ４０挖掘潜能 、 潜力挖掘 １

治疗 、 家庭教育

２ ０怀 旧 、 回忆疗法 、 生命历程回顾 ３４ １认知重塑 １

２ １陚权 、 增能 ３４２人本治疗 １

合计 ３ ７４

资料来源 ： ＣＮＫＩ 报纸数据库 （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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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 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水平、 人才队伍和社会地位

从样本的整体情况上看 ， 涉及 １ ２ １ 篇 ， 占 １ ７ ． ６４％的新闻报道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

发展状况 。 通过对关键词的统计发现 ， 媒体主要从工作状态、 工资水平 、 岗位设置 、 社

会地位 、 人才队伍建设 以及发展空间这六个维度表现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状况 。 从关键

词的 内容上看 ， 整体偏负面 ， 媒体建构 了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的困境现状 。 详见下表 。

表 ２ ． １ ０ 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状况

Ｔａｂ ｌｅ２ ． １０Ｏｃｃｕｐａ ｔｉｏｎａ ｌ ｓ ｔａ ｔｕ 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分类


相关词语


频次

工作状态归属感缺失 、 心理压力大 、 工作艰苦 、 压力大、 琐碎 ８４

工资水平报酬低、 待遇低下 、 薪酬较低 、 低水平等 ７３

岗位设置岗位建设、 上升通道 、 缺乏岗位、 设置不明确 、 缺编 ３ ５

，地位模糊 、 缺乏认可 、 遭受质疑、 排斥 、

社会地位 ５４

迷茫、 地位不高 、 认知不足 、 误解、 渴望理解 、 出力不讨好

流动性 、 缺乏 、 稀缺、 跳槽、 缺 口 、 人才建设 、 队伍建设 、 考

人才队伍试增加 、 壮大 、 职业考试、 参差不齐 、 素质不齐 、 １２２

缺乏经验、 加强建设等

就业困难 、 发展空间有限 、 起步阶段、 职业前景不明 朗 、 缺乏
发展空间 ５ ３

晋升空间 、 职业价值难 以体现

合计频次 ４２ １

资料来源 ： ＣＮＫＩ 报纸数据库 （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

具体来看 ， 关于人才队伍建设的描述 占据的频次最高 。 然而从报道内容上看 ，

一

方

面 ， 政府大力推动加强人才建设的力度 ， 另
一

方面 ， 人才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 。 早

在 ２００６ 年 ， 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就是政府的
一

个重要 目标 。 在新闻报道中 ， 有多篇

报道体现了社会工作人才严重不足和缺 口 巨大的情况 。 如 《东莞 日报 》 发布的 《仅 ２８

名企业社工尴尬了谁 ？ 》 ， 就通过企业社工的发展状况揭示了 巨大的服务需求和社工人

才缺乏的情况ｈ

目 前市总工会辖下工会和企业的社工仅有 ２ ８ 名 ， 东 莞的企业容纳 了 几百万的外来人

员 ， 然而 ， 企业社工仅仅 ２ ８ 名 ， 远远难以满足 巨大的服务需求 。 如此强烈的对比 ， 可想

东 莞社工工作开展的艰难程度。

然而 ， 即使面临巨大的服务需求 。 现实情况并不理想 ， 人才建设遭遇了

“

墙 内开花、

１

李雪莲 ： 《仅 ２８ 名企业社工尴尬 了谁？ 》 ， 《东莞 日报 》 ２０ １４ 年 ７ 月 ３ 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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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不香
”

的 问题 。 在媒体报道中 ， 工资水平 、 岗位设置、 发展空间 以及社会地位的现

状都是造成 目 前现状的
一

部分原因 。

２〇〇８ 年年发布的
一

篇关于 《在社工遭遇遞尬 ： 我们啥时被认可 》 的报道中 ， 记者认

为社会认知不足 、 社会地位低是社会工作者的困扰、

“

社工就是信访员
”

、

“

他们干 的和居委会大妈干的差不多
”

、

“

社工应该没有报

酬
”
… … 曾被当成

“

航空售 票处
”

的上海新航社区服务总站还曾被一些旅行社找上 门 ， 说

要洽谈业务 。

“

朋友得知我是个
‘

社工
，

时 ， 常用 不屑一顾的 目 光看着我 ， 好像
‘

社工
，

是不务正

业似的 。

”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 ， 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开展过程中 ， 尝尝被服务对象误解 ， 民

众对社会工作者的认识不足 ， 将社会工作者当做无偿的服务者或是社区的工作人员 。 即

使是社工身边的朋友 ， 也常常认为社会工作者的地位较低 。

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组织 ， 医务社会工作者也面临 了类似的困境 ， 《法制 日报 》 发布

的 《没有编制待遇不高 鲜为人知处境尴尬 医务社工队伍发展遭遇困境 》 就对医务社工

队伍发展的困境进行了描述
２

。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直到 ２０ １２ 年 ， 媒体对社工人才建设的报道情况仍然并不乐观 。

人才队伍建设的突出 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

方面 ， 在职社工面临薪酬水平低 、 认知不足

的 问题 ， 另外
一

方面 ， 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上也面临 了诸多的难题 。 人民政协

报发表的 《大学生社工的困惑 》 指出毕业生在社区开展工作时面临着工作琐碎 ， 认为难

以体现 自身的专业价值 ， 缺乏归属感
３

。 《广州 日 报 》 在 ２０ １ ３ 年发布的 《社工频出走 追

问新行业发展之困 》

４

中提出 ：

流失的原 因 归纳起来大多 集 中在两个方面 ，

一是收入不 高 、 工作繁重 ；

二是前景不 明 ，

晋升空 间有限 ， 让年轻社工觉得没什么 盼头 。

报道认为 ， 行业人才流失的原因主要在于收入水平和职业发展的前景有限 。 较低的

工作水平和繁重的工作任务 以及不明 朗 的晋升空间让年轻的从业者望而却步 。 除此之

夕卜 ， 也有
一

些报道指 出 ， 社会认知不足 ， 职业价值难以体现也是阻碍社会工作人才从事

职业工作的原因 。 《南方 日报 》 在 ２０ １ １ 年的报道中就揭示了这
一

点
５

：

名 不正则言不顺 ， 社工常常被和义工 、 居委会大妈混为一谈。 社工 系毕业生在找工作

时 ， 很多单位甚至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做什么 的 。 不少学生到对 口单位实 习 ，
又常常被单位

当做
“

勤杂工
”

来用 ， 难以发挥专业能力和价值 。

１

叶锋 ： 《社工遭遇繼尬 ： 我们啥时被认可 》 ， 《经理 日报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８ 日 。

２

刘建 ： 《医务社工队伍发展遭遇困境 》 ， 《法制 日报 》 ２０ １２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

３

张晶 ： 《大学生社工的困惑 》 ， 《人民政协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４

乐水 ： 《社工频出走追问新行业发展之困 》 ， 《广州 日报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１ 日 。

５

赵新星 ： 《稀缺社工人才为何面临尷尬 》 ， 《南方 日报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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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众对于社会工作的模糊印象影响着行业地位的建立 ， 对社会工作者的理解和

认知也决定了就业单位对社工岗位设置的理解和工作内容的分配 。 社会工作者 自 身也会

因此难 以发挥 自身的专业能力和价值 ， 进而产生挫败感 。

从整体来看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行业发展的报道更多集中关注了社会工作发展的困

境 ， 社工成为了待发掘的
“

职业洼地
”

， 职业发展呈现令人担忧的现状 。

２〇〇７ 年 ４ 月 ５ 日 ， 《四川 日报 》 关于 《社会工作的春天还有多远 》 的
一

篇文章登上

了版面 。 此时正值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 第
一

次把人才队伍建设写进了党的全会决议 。

报道对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充满了期待
１

。

而在九年后的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 《嘉兴 日报 》 发表了
一

篇同样标题的文章 ， 《社工的

春天还有多远 ？ 》 报道表示 ， 嘉兴市社会工作考试的报考人数上升 、 报考人员年轻化 。

这都是
“

社工对春天的召唤
”２

。

媒体建构 了社会工作者面临诸多 困境的发展现状 ， 整体情况并不乐观 。 但也在不同

的时期伴随着社会工作者的发展保持期待 ， 不断的诘问 ， 社会工作者的春天 ， 还有多远 ？

２ ． ３小结

本章节通过对全国重要报纸数据库中近二十年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 ，

得出 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

首先 ， 新闻报道从报道数量 、 报道篇幅 、 消息来源 、 报道主题等方面对社会工作者

的形象进行了整体性建构 。 从报道数量上看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呈现出事件性的

特点 ， 其中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 １ ０ 年 、 ２０ １ ３ 年以及 ２０２０ 年左右 出现报道数量的峰值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关注主要受到政策发布和公共危机出现的影响 ； 从报道篇幅上看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报道以短篇为主 ， 缺乏深度性和细节性的报道 ， 反映了媒体对社工

报道的丰富性和重视性不足 ； 从报道消息来源上看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报道消息源主

要媒体记者以及官方组织人员 ， 社会工作行业缺乏话语权 ； 从报道的情感倾向上看 ， 媒

体构建的社会工作形象具有中立偏积极的特点 ， 极少 出现负面形象 。 从报道主题上看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报道以项 目 宣传和理论研宄为主 ， 对人物报道和个案的呈现严重缺

Ｏ

其次 ， 媒体通过对社会工作者所呈现出 的各项特征 ， 建构出 了社会工作者具体的形

象指标 。 从统计结果上看 ， 在基本的职业信息中 ， 社会工作者被称之为
“

社工
”

出现在

大众视野中 ， 仅 ３ ３％左右的新闻报道中使用 了
“

社会工作者
”

这
一

完整性称呼 。 社会工

作者的服务对象多元化 ， 重点 以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为主 。 在工作 内容上 ， 社会工作者

１

孙琳 ： 《社会工作的春天还有多远 》 ， 《四川 日报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５ 日 。

２

徐宁 ： 《社工的春天还有多远 ？ 》 ， 《嘉兴 日报 》 ２０ 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第 ４４ 页 华 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以开展包含个案服务 、 小组工作以及社区工作在内 的直接服务为主 ， 有时也 以项 目服务

者的形式出现。 社会工作者具备
“

亲切
”

、

“

热情
”

、

“

温暖
”

的性格特征 ， 秉持着
“

平

等
”

、

“

接纳
”

和
“

助人 自助
”

的价值观念 。 其次 ， 社会工作者具备的理论知识和实务

技巧具有
“

专业性
”

， 常常采用
“

心理学
”

、

“

社会学
”

等学科知识进行描述 ， 在服务

过程中 凸显者
“

沟通
”

、

“

支持
”

、

“

同理
”

等技巧 。 最后 ， 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

并不理想 ， 遭遇着工作压力大 、 社会认知度低 、 职业前景不明 朗 、 工资水平低 、 人才流

失等现状 。

最后 ， 通过对新闻报道各个类 目 的统计分析和描述 ， 我们可以勾勒出社会工作者媒

介形象的主要轮廓 ， 感知新闻报道对社会工作者在专业特点 、 价值态度以及职业特性上

的建构 。 在下
一

章节将集合形象的指标统计以及新闻报道中具体的案例和文本 ， 对社会

工作者的媒介形象进行总结和归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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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章 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的典型媒介形象和特点

在现代社会中 ， 媒介形象以
“

介质
”

的形式存在着 ， 人们通过媒体描述的形象来完

成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 媒介作为故事的讲述者 ， 将社会工作者的形象在字里行间进

行勾勒和描述 ， 传达给读者 。 根据上
一

章节对各类 目 的统计和分析 ， 本章节将媒体建构

的社会工作者典型形象进行总结和归纳 ， 并指出媒体的建构特点 。

３ ． １ 社会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的典型形象

３ ． １ ． １驱散迷雾的
“

阳光使者
”

“

阳光
”

是新闻报道在形容社会工作者时常常使用的隐喻 。 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 ，

常常可以看到
“

阳光照心 田
”

、

“

驱散阴霾
”

等这样的描述 。 ２００６ 年 《江苏法制报 》 发

表的 《阳光照心 田 如皋市如城镇社区阳光服务中心工作侧记 》 这样写道
２

：

社会工作者将阳光照射进阴 暗的心灵 ， 驱除 了 心灵的 阴 霾 ， 助其改过 自 新是稳定社会

和家庭的一种办法 ， 如皋的 阳光服务中 心起到 了稳定社会细胞的 目 的 ， 这就是积小安为 了

大安。

除此之外 ， 光明 日报 ２００６ 年的报道 《驱除网瘾阴霾的阳光 记无私奉献的上海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者 》 ； 《东方城乡报 》 ２０ １ ９ 年的报道 《我是你生命里的那道阳光 》

３

；

２０２ １ 年 《农民 日报 》 的报道 《将阳光洒进孩子的心底 ——郑州大学社会工作系师生赴

对 口帮扶村开展儿童成长关爱活动 》
４

， 有众多报道在语言风格上皆采用 了相似的隐喻 。

从前文的统计结果中 ， 我们可 以看到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多为边缘群体和弱势群

体 ， 而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内容则 以直接服务为主 。 新闻报道中对于社会工作者
“

阳光使

者
”

这
一

形象的塑造就显示了这个特点 。

在新闻报道中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
“

阳光使者
”

的建构有两层含义 。

一

方面 ，

“

阳

光
”

和
“

阴霾
”

的 比喻性描述暗示了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 。 在报道中 ， 而

服务对象身处
“

困境
”

之中 ， 充满
“

迷雾
”

和
“

阴霾
”

。 而社会工作者是
“

阳光
”

， 具

有温暖 、 积极的正向能量 ， 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给服务对象带来了改变和成长 。 这种类型

的报道暗示了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所处的边缘困境和弱势地位 ， 也从另外
一

方面突出

了社会工作者的价值 。

另
一

方面 ，

“

阳光
”

的比喻和形容也反映了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的关系 ， 也肯定

１

吴予敏 ： 《论媒介形象及其生产特征 》 ， 《 国际新闻界 》 第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１ 期 ， 第 ５ １ ５ ５ 页 。

２

小城、 克俭 ： 《阳光照心田 》 ， 《江苏法制报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９ 日 。

３

曹继军 ： 《驱除网瘾阴霾的阳光 》 ， 《光明 日报 》 ２００６ 年 １ １ 月 ３０ 日 。

４

付会洋 、 芦晓春 ： 《将阳光洒进孩子的心底 》 ， 《农民 日报 》 ２０２ １ 年 ８ 月 ５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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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成效 ， 报道显示了社会工作者利用 自 身真诚的态度打动服务对象 ，

采用专业的服务技巧 ， 帮助服务对象走出 困境的过程 ， 也在这个过程中 凸显 了社会工作

者的功能和效用 。 这种类型的报道揭示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 ， 体现了社会工作者
“

生

命影响生命
”

的专业价值 。 在 《解放 日报 》 的
一

篇题为 《为社区青少年送去更多帮助关

爱 阳光社工 点亮
一

盏温暖的灯 》的新闻中 ， 记者报道了上海
一

家青少年事务中心在
“

中

途之家
”

开展的服务 ， 故事记录了青少年社工深夜开展外展工作 ， 与闲散青少年建立关

系 、 介入服务的过程、 报道将青少年社工比喻为
“

阳光
”

社工 ， 他们点亮了
一

盏深夜

的灯 ， 让徘徊在犯罪边缘的青少年找到 了正确的道路 。 报道通过
“

阳光
”

的 比喻和形容 ，

让读者感知到 了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青少年的意义 ， 凸显 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价值 。 这

种建构有利于社会工作者职业形象的树立 。

３ ． １ ． ２领取薪水的
“

活雷锋
”

从前文的描述性统计中可 以看出 ， 在社会工作者
“

价值性
”

这
一

维度的形象特质统

计中我们可以看出 ， 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呈现出高道德水平的特点 。 在性格特质这
一

方面 ，

“

亲切
”

、

“

热情
”

、

“

友好
”

和
“

温暖
”

是高频描述词 。 媒体建构 了社会工作

者
“

雷锋
”

式的性格特质 ， 让大众认识到 了社会工作者积极的专业形象 。 但与此同时 ，

在社会工作者职业现状的报道中 ， 我们却看到 了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的现状并不乐观 ：

社会工作者呈现出工作压力大 ， 薪酬体系缺乏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低的发展困境 。 媒体对

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的关注也建构 了社会工作者负面的发展现状。 这两种特点在
“

领薪

水的雷锋
”

这
一

典型形象中得以体现 。

２００５ 年 ， 深圳特区报在 《提升社区服务社工值得期待 》
一

文中提出 ： 希望有更多 的

人能加入社工的行列 中去 ， 成为
“

制度性雷锋
”２

？２００７ 年 ， 《组织人事报 》 在 《冻土上的鲜

花
“

社工
”

之阳光事业下的困境 》 中写道 ： 用
一个形象的 比喻 ： 社工是领工资的

“

活雷锋
”

，

是为社会治病的
“

职业医生
，， ３

。 ２００８ 年 ， 在 《光明 日报 》 对于社会工作者参与抗震救灾的

报道中 ， 《灾区社工 ： 很敬业很专业的活雷锋 》
一

文对社会工作者的描述是
“

拿 了工资

的雷锋
”４

。 原文是这样描述的 ：

安抚那些伤心的人 ， 为板房里的孩子辅导功课 ， 让临时社区 的 陌生人熟悉起来… 虽 然

当地居民仍然 习 惯地叫他们
“

志愿者
”

， 但他们现在的真正身份却是职业社会工作者 ， 是

“

拿 了 工资的雷锋
”

。

类似的报道还有很多 ， 比如 ２０ １ ０ 年 ， 《中 国社会报 》
一

篇题为 《社工 让
“

助人
”

成

１

简工博、 孟知行 ： 《阳光社工 ， 点亮
一

盏温暖的灯 》 ， 《解放 日报 》 ２００６ 年 １ ０ 月 ８ 日 。

２

付清 ： 《提升社区服务社工值得期待 》 ， 《深圳特区报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 １ 日 。

３

胡亚莉 ： 《冻土上的鲜花 》 ， 《组织人事报 》 ２ ００７ 年 ５ 月 ８ 日 。

４

周龙 ： 《灾区社工 ： 很敬业很专业的活雷锋 》 ， 《光明 日报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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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业 》 的报道也用
“

领薪水的雷锋
”

形容社会工作者Ｌ 领薪水的
“

雷锋
”

形象是媒

体对于社会工作者工作性质和工作 内容的建构 。

一

方面 ， 社会工作则的 内容和慈善公益

事业密切相关 ， 具有
“

助人
”

性质 。 另
一

方面 ，

“

领工资
”

的性质表明 了社会工作是
一

种具有薪酬制度的职业。

一

部分报道通过
“

领薪水的雷锋
”

作为修饰词描述社会工作者 ， 也有
一

些报道通过

对社会工作者的描述 ， 强调 了社会工作者
“

无私奉献 ， 不计报酬
”

的特点 。 以
“

做好事
”

为职业的建构表明 了社会工作的助人性质 。 但社会工作者在
一

线展开服务时 ， 也常常被

服务对象误解 ， 和志愿者相混淆 。 《人民 日报 》 在 ２０ １ ０ 年发布了
一

篇题为 《社工是
“

领

薪水的雷锋吗
”

？ 》 的新闻
２

。 在这篇专访性质 的报道中 ， 编辑对中 国社会工作教育协

会秘书长提出 了疑问 ： 领着工资 ，
以做好事为职业 ， 这听着挺新鲜 。 我们有不拿薪水的志愿者 ，

还需要这样
“

领薪水的雷锋
”

吗 ？

这个问题在
一

定程度上也代表了 民众的认识和不解 。 由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起步较

晚 ， 民众对于公益项 目 、 慈善事业等助人服务仍然停留在
“

做好事
”

的阶段 。 对
“

有偿
”

服务的理解仍然存在
一

定的局限 。

社会工作者和医生、 律师等职业
一

样 ， 需要匹配的薪酬制度和发展前景促进个人价

值和职业价值的统
一

实现 。 对于社会工作者职业性质的认识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

社会工作者的理解 。 媒体采用
“

领薪水
”

的修辞在
一

定程度上也是对社会工作者职业性

的建构 。

“

雷锋
”

形象具有道德揩模的性质 ， 代表着乐于助人的精神 ， 是
一

种不计报酬的奉

献精神 。 而
“

领薪水
”

则意味着
一

种职业身份 ， 是需要得到薪酬的
一

种工作 。 两者的性

质
一

个
“

趋义
”

，

一

个
“

趋利
”

， 两者的结合本身存在
一

定的张力 。

２００７ 年 ， 《呼和浩特 日报 （汉 ） 》 发表了
一

篇报道 ， 记载了两位社工的人物故事 ，

从他们的故事和经历突出 了社会工作者的特点
３

。 故事中的人物贾淑珍是
一

名社区社工 ，

工作琐碎 ， 还常常遭遇误解 ， 然而
“

她曾无数次地哭过 ， 丈夫劝她不要再干 了 ， 可她却咬牙坚

持 了 下来 ， 她用 耐心地讲解和真诚的微笑赢得 了 东库街居委会 ３ ２ ２ ４ 户居民的信任。

”

面临待遇水

平不高 ， 且繁重的工作 ， 她认为
“

责在坚持
”

。 在文中对社区领导的采访中 ， 报道引用 了

社区书记这样的
一

段话 ：

“

记者 了 解到 ， 社工的工资虽 不 高 ， 但仍有很多人想要加入到这个新兴

的行业中来 。

”

在这篇报道中 ， 媒体重点凸显的是社会工作者无私奉献的
“

雷锋
”

形象 ， 即使面临

着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不高的工资水平 ， 社会工作者仍然真诚的坚守本心 ， 投身工作

之中 。 在广州 日报发表的
一

篇报道 《社工
“

先驱
”

阿标 ： 做这行不发达也没关系 》 中记

１

钱建虎 、 孙丹丹 、 郑永寿 ： 《社工 ： 让
“

助人
”

成为职业 》 ， 《泰州 日报 》 ２０ 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

２

黄碧梅 、 史柏年 、 阮 曾媛琪 ： 《社工是
“

领薪水的雷锋
”

吗 ？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３

王慧 ： 《社工 ： 用微笑和真诚贏得信任》 ， 《呼和浩特 日报 （汉 ） 》 ２ ００７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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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
一

位深圳社工的故事Ｌ 故事的主人公是广州市首批青少年事务专职社工 ， 报道中

引 用 了阿标的
一

段话 ：

做社工是永远不会发达 ， 不会发财的 ， 毕业时我们 才知道是真的 不会
“

发达
”

， 但不

会发达不要紧 ， 自 己对专业的认同可以支撑着我们做下去 ， 不发达也没关 系 。

在这些报道中 ， 社会工作者即使知道 自 己的行业性质难 以取得高额的报酬 ， 但仍然

愿意投身工作 ， 以 自 身对专业的认同作为支撑 ， 是纯粹
“

以爱发电
”

的工作者 。 而在另

外
一

些报道里 ， 媒体在报道中更加关注的是社会工作者
“

领薪水
”

的职业性质 。 《组织

人事报 》 在 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 《瓶颈不破 社工难做 》 这篇报道中提出 ， 缺乏薪酬制度保障

是 目 前阻碍社工发展的重要瓶颈
２

。 原文部分内容报道如下 ：

社工职业缺乏制度保障 ， 社工的社保金缴纳没有统
一标准 ； 社工经费缺少 财力 支撑 ，

“

吃 了上顿找下顿
”

现象普遍 ； 社工价值未受到普遍认同 ， 得不到应有的爱护和尊良 社

工职业缺乏足够的发展空 间 ， 职业发展前途不 明等 ， 已经成为制约 沪上社会组织培育和社

工队伍发展的主要瓶颈 。

从以上的报道可 以看出 ，

“

领薪水
”

和
“

雷锋
”

两种修饰词存在的张力也反映在报

道对于社会工作者及其职业群体的描述中 。

一

方面 ， 媒体报道的社会工作者是不计报酬

的
“

活雷锋
”

， 为服务对象真诚投入服务 ， 秉持着 自身的专业认同和理念 ， 怀着
“

即使

不发达也没关系
”

的信念坚决的投身工作之中 ， 另外
一

个方面 ， 媒体渲染 了社会工作者

自 身的尴尬境遇 ，

“

吃了上顿没下顿
”

现场普通 ， 大量的社工人才因为工资水平太低
“

频

频出走
”

。

总的来说 ，

“

领薪水的雷锋
”

是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建构的
一

种典型的社工形象 ， 体

现了社会工作者乐于助人的工作性质和需要薪水保障的职业身份 。 这种建构能够让大众

了解到社会工作帮助困难群体 ， 扶危济困的功能 ， 但在
一

定程度上加深 了社会工作者和
“

志愿者
”

、

“

义工
”

等群体的联系 ， 淡化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特点 。 而
“

领薪水的雷

锋
”

这种隐喻性额表达也存在着
一

种存在 内部张力 ， 虽然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工作

者薪酬体系不完善的现状 ， 但同时也会加深对社会工作者
“

不计报酬
”

，

“

不计回报
”

的印象 。

３ ． １ ． ３社区建设的
“

万金油
”

社会工作
一

直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专业 目标 。 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 社会工作 自身

的服务领域和范围也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 在新闻报道中 ， 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描述也具有

同样的特征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工作领域的建构仍然具有
“

万金油
”

的性质特点 ， 有大量的报道

１

杨明 ： 《社工
“

先驱
”

阿 做这行不发达也没关系 》 ， 《广州 日报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４ 曰 。

２

黄惠 民 ： 《瓶颈不破 社工难做 》 ， 《组织人事报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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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可行性的角度提出 了社会工作者介入各个工作领域的合理性。 本文里列举了十条

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 ， 如下表所示 ：

表 ３ ． １ 社会工作者介入多种工作领域的相关报道

Ｔａｂ ｌｅ ３ ． １Ｔｈｅ ｉｎｖｏ 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 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ｉｅｌｄｓｏｆ ｗｏｒｋ

序号来源时间标题

１中 国社会报 ２００８０４ １ ７满足青少年需求亟待专业社工介入

２珠海特区报 ２０ １ ７０６２４学校社工助力防范校园欺凌工作之研宄

３浙江 日报 ２０ １ ２０５ １ ４如何让医患冲突的悲剧不再发生 ？

４第
一

财经 日报 ２０ １４０５ １ ３面对抑郁症

５中 国社会科学报２０ １ ０ １ １ ３０企业社工体系可有效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

６中 国社会报 ２００ ７０ ７０２从理念到实践 ： 优抚安置事业呼唤社工介入

７中 国人 口报 ２０ １ ８ ０８０ ３论农村家庭养老的社工介入

８中 国青年报 ２０ １ ８ １ ２ １ ９谁来接纳
一

个弑母少年

９文汇报 ２００８０９２２让社会工作者参与
“

守护生命
”

１ ０广州 日报 ２０ １ ５ ０８０６受虐孩子的青春 ， 该往何处安放 ？

资料来源 ： ＣＮＫ Ｉ 报纸数据库 （ ２０００
—

２ ０２０ ）

从以上举例的报道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到 ， 从精神健康领域到医患冲突的解决 ， 从居

家养老的照顾到临终关怀的服务 ， 从受虐儿童的处理到犯罪青少年的接纳 ， 从优抚安置

事业到企业农民工的心理问题 ， 社会工作者皆可以
“

有所作为
”

。 在此类报道中 ，

“

亟

待
”

、

“

急需
”

、

“

呼唤介入
”

是标题的常用词 ， 此种语境构建了社会工作者参与不同

领域社会服务的
“

迫切性
”

， 在社会认知不足 ， 社工 岗位缺乏的现状下 ， 这种建构有利

于让大众认识到社会工作者的功能和效用 ， 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开辟发展空间 。

但从另外
一

个角度上看 ，

“

有事找社工
”

的
“

万能
”

建构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淡化 了

社会工作者服务的
“

专业性
”

。 ２０ １ ３ 年 《深圳特区报 》 发表了
一

篇题为 《为社工创造广

阔的
“

用武之地
”

》 的文章 ， 这篇报道 旨在通过对 日本社工的描述 ， 对比凸显 了 中 国社

工人才队伍的缺乏Ｌ 报道指出 ：

在 日 本 ， 社工 当红娘 、 帮老人、 看孩子会都干 ， 甚至针对学校、 职场
“

欺负人
”

的现

象专 门设立 了
“

全国欺 负被害者之会
”

。

在这篇报道中 ， 社会工作者
“

啥都干
”

， 不管是
“

照顾人
”

还是
“

欺负人
”

， 都是

他们工作范畴的
一

部分。 无独有偶 ， 社会工作者既当
“

保姆
”

又当
“

红娘
”

的表述也 曾

在报道中形容无锡的社区社工 。 ２０ １ １ 年无锡市民政局 曾经在发表的新闻稿中写道
２

：

１

邓辉林 ： 《为社工创造广阔的
“

用武之地
”

》 ， 《深圳特区报 》 ２０ １ 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２

无锡市崇安区 民政局 ： 《无锡市崇安区 ： 社工 ， 引发的
“

集聚效应
”

》 ， 《 中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１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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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从街道配备 了 两名社工 ， 情形 大变 。 现在 ， 理事会为外来人员提供就业指导 、 法律

维权 、 住房推介 、 文体娱乐 、 子女代管等十多 项服务 ，
从困难帮扶到融入社区一帮到底 。

社工成 了新市民的
“

保姆
”

和
“

红娘
”

。

不仅仅是
“

保姆
”

和
“

红娘
”

， 社区中生活维修的诸多事宜 ， 社工也可以代劳 ， 社

会工作者成为了居民生活必备的
“

万能手
”

：

“

我们为辖区范 围 内 所有年满 ６ ０ 周 岁及以上老人提供志愿服务 、 低偿服务 ， 诸如理

发 、 洗澡 、 保洁等生活照料 ； 针灸 、 推拿 、 按摩等康复理持服务和水电维修 、 房屋防漏修

葺 、 家庭管道疏通等综合维修服务 ， 为老人们提供定点服务 、 上 门服务 。

”

中 心 负 责人告

诉记者 。

以上这段表述出 自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的报道 《专业社工介入养老服带来 了

什么 》 ， 这篇报道社工在社区开展的居家养老服务项 目 、 这篇报道中描述了社会工作

者为老人提供的
“

志愿
”

和
“

低偿
”

服务 ， 从生活照料服务到康复理疗服务 ， 从家电维

修到管道疏通 ， 社工成为了社区的
“

万能手
”

， 近乎包揽了老人所有的生活服务 。

在 《就业时报 》 ２０ １ ０ 年的
一

篇题为 《大学毕业生涉足社工事物遭遇困难重重 》 的报

道中 ， 记录了北京首家 由大学生创办的社工事务所在社区开展服务项 目遇到的难题
２

。

由于居民对社工认知不足 ， 只听说事务所是
“

服务社区
”

的 ， 就社工当成了
“

万金油
”

。

原文这样写道 ：

交给事务所解决的事情可谓形形 色 色 ， 甚至有居民家里电路坏 了 ， 也找事务所帮忙。

社工们对此表示理解 ， 耐心地向居民们解释 ， 并且帮助他们反映 问题。 但居民们对社会工

作者的 不 了解 ， 还是让他们都感到很无奈。

以上的报道是新闻 中对于社会工作者开展的服务内容进行的具体描述 。 总体来看 ，

这些报道多涉及的是社工在社区开展的服务项 目 。 由于社区工作本身就具有琐碎繁重的

特点 ， 也容易被居民误认为是社区居委会或者物业的工作人员 ， 因此 ， 在关于此类的报

道中 ， 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也变得
“

应有尽有
”

， 工作形象也成了社区万能的
“

好助

手
”

。

从前文对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特质的统计中可以看出 ， 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复杂琐

碎 ， 以直接服务为主 ， 难以体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特色 。 而在社会工作者专业性的描述

中 ， 媒体的描述也常常是笼统的概括 ， 缺乏专业性和辨识度 。

从具体的报道内容中 ， 不论是生活照料工作还是暑期托育辅导 ， 这些琐碎的工作性

质难以体现社会工作者 自身的职业特点 ， 难以让受众感知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不

可替代的作用 。 因此 ， 社会工作的媒介形象不具有独特的
“

记忆点
”

， 难以和
“

社区工

作者
”

等类似性质的工作人员做出 区分 。 社会工作者成为了基层服务的
“

万金油
”

。

１

李登奇 ： 《专业社工介入养老服务带来了什么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２

张念庆 、 李苑 ： 《大学毕业生涉足社工事务遭遇重重困难 》 ， 《就业时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６ 月 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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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２ 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特点

３ ． ２ ． １
“

单
一

化
”

的模板形象

根据前文对新闻 的报道主题的统计分析上看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相关的新闻报道主

要关注点聚焦在项 目 宣传上 ， 其次主要是知识呈现 ， 展现 了社会工作者在理论和实务领

域相关的研究进展和经验 。 然而对于社会工作者典型人物的报道极少关注 。 报道议题的

分布体现了媒体的关注视角 ， 每
一

种视角都是对社会工作者形象的
一

种侧写 。 在媒体重

点关注的各项主题中 ， 社会工作者 以项 目 服务者 、 被研宄对象 、 迷茫的职业群体出现 ，

这些报道中社会工作者并不是新闻的主角 。 而在消息来源中 ， 官方和媒体的话语权 占据

主导 ， 来 自 社会工作行业的声音处于次要位置 ， 社会工作者这
一

职业群体作为
“

被观察

者
”

和
“

被描述者
”

出现在新闻话语中 ， 从而被大众认识和理解 。 然而在社会工作的工

作领域中 ， 有大量优秀的服务案例和优秀的社工人物可 以作为新闻素材 ， 媒体也可 以从

中发掘到新闻点 。 但是从 内 容上看 ， 媒体对相关层面的报道和关注极少 。 因此 ， 从这个

角度上看 ， 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仍然是处于
“

边缘化
”

的状态 。

除此之外 ， 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也具有
“

单
一

化
”

的特征 ， 对于社会工作者形象

的报道具有 同质性 。

从消 息来源上看 ， 在社工相关的新闻报道 中 ， 官方话语 占据主导 ， 此类报道多是对

政策的发布解读或是会议精神 的传达 ， 此类报道在结构上和 内容上大致如
一

， 多采用平

铺直叙的方式介绍相关政策 。 在此类报道中 ， 社会工作者的形象具有 中立性 ， 难 以感知

到形象的独特维度 。 而在媒体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中 ， 社会工作者又是作为职业群体的

形象 出现 ， 媒体更侧重于描述群体的发展状况而非聚焦在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形象 。 在专

业组织和研究人员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中 ， 学术性的话语也具有客观性的特点 。 社会工

作行业及从业人员 的发声最能够有效的描绘出
“

社会工作者
”

的形象 ， 然而 ， 他们的声

音难 以 凸显 。 在这种情况下 ， 对社会工作者形象的描述难免陷入同质化和模板化 。

从报道中 ， 我们尽管可 以感受到社会工作者任劳任怨的工作状态 ， 也能够通过项 目

宣传在
一

定程度上感知到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成效 ， 但这些形象具有统
一

的模板特点 ， 缺

乏鲜明具体的个性 ， 不具有丰富 的人格魅力 。

３ ． ２ ． ２
“

神圣化
”

的职业使命

社会工作是 以价值为核心的专业 ， 价值是社会工作者的灵魂 。 在媒体报道中 ， 我们

可 以感知到对社会工作者价值的强调 。 在价值态度上 ， 他们
“

助人 自助
”

， 秉持
“

尊重
”

、

“

平等
”

的态度和理念 ， 用
“

生命影响生命
”

； 在性格特质上 ， 社会工作者
“

温暖
”

、

“

热情
”

、

“

亲切
”

。 在前文的分析中 ， 我们也可 以看到 ， 社会工作者 以
“

活雷锋
”

的

形象出现 ， 即使面临并不理想的职业发展状况 ， 也仍然任劳任怨的坚守在 岗位上 。

媒体建构 了
“

利他
”

性质 的社会工作者 ， 这种建构值得反思 。 这种类型的报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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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是表扬社会工作者个体的奉献精神 ， 叙事逻辑是社会工作者为 了 自 身的专业理念而

奉献 自我 ， 牺牲了个人的成就和发展 。

媒体根据 自 己的想象塑造社会工作者的形象 ， 以
一

种
“

无私奉献 、 万能全能
”

的标

准描述社会工作者 ， 容易导致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承担未知 的期待和责任 。 在客观

现实下 ， 社会工作者因资源 、 精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 ， 在开展服务时未必能够完全迎合

报道中
“

无私奉献
”

的期待 ，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也有限 ， 未必能够成为

“

万金油
”

。 倾向性过强的报道催生大众按照不符合实际的期待值来衡量社会工作者的

服务 ， 这样的建构容易导致在服务过程服务对象或项 目 购买方感到成效的
“

落差
”

， 反

而不利于职业声望的建立 。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 社会工作者也是
一

种普通的职业群体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塑造

过于
“

神圣
”

化 ， 会暗示读者对于社会工作者
“

无偿奉献
”

的公益想象 ， 成为社会工作

者的道德桎梏 ， 限制社会工作者的发展 。 社会工作者既需要
“

掌声
”

， 也需要
“

面包
”

。

对社会工作者价值的肯定和完善的薪酬体系都是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

３ ． ２ ． ３
“

模糊性
”

的专业身份

审视媒体对于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 ， 存在
“

模糊性
”

的
“

专业身份
”

特点 。

即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
“

专业性
”

特点并不 明 朗 。

首先从媒体报道的工作 内容上看 ， 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内容明显存在
“

泛化
”

的现象 ，

工作 内容多种多样 ， 工作层次复杂琐碎 ， 存在
“

万金油
”

的典型形象 。 这种
“

万能化
”

的建构让人难 以把握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范围和领域 。

“

社工就是
一

块砖 ， 哪里需要哪里搬
”

， 对这种
“

有 困难找社工
”

的建构会影响到

大众对社会工作者工作 内容的认知 ， 任何专业服务都有 明确的边界和范围 ， 这种
“

万金

油
”

的渲染不利于专业规范的建立和职业规则的确定 。 另外 ， 万能的建构会造成
“

专业

性
”

的淡化 ， 造成误解和混淆 。

在新闻报道对于社会工作者理论知识 的报道关键词 中我们可 以看 出 ， 出现次数最高

的是
“

专业性
”

这种具有笼统意义的名 词 ， 而频次位居第二位的则是
“

心理学
”

， 与之

相关的还有
“

心理素养
”

等名词 。 而在对于社会工作者实务技巧报道的关键词 中 ， 排名

首位的 同样是
“

专业
”

、

“

专业服务和技术
”

等名词 ， 而位居第二位的则是
“

沟通
”

、

“

善于沟通
”

等名词 。 这些关键词难 以体现 出社会工作者 自 身独特的专业素养和专业价

值 ， 难 以和
“

心理咨询师
”

相 区别 。

在前文对于社会工作者职业名称的统计 ， 社会工作者在媒体中常 出现的职业名称是

“

社工
”

， 这和社区工作者的简称
一

致 。 并且在报道中 ，

“

社区居民
”

作为社会工作者

的服务对象 出现频次最高的第三位出现 。 难免让读者将两者混为
一

谈 。 其次 ， 在对于社

会工作者的人物报道中 ， 媒体又重点渲染 了社会工作者的
“

雷锋
”

形象 ， 表现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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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 这和志愿者精神又具有相似之处 。

从各个维度上看 ， 媒体对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建构呈现出专业性
“

模糊
”

的特点 ，

社会工作者有时充当着
“

心理咨询师
”

的角色 ， 对服务对象进行情绪疏导 ； 有时扮演着
“

社区工作者
”

的角色 ， 为社区事务奔走忙碌 ； 有时 ， 社会工作者又是我们身边敬业的
“

活雷锋
”

， 为我们奉献……遗憾的是 ， 社工在媒介形象上可以成为任何人 ， 可以扮演

多种角色 ， 却唯独不是
“

社会工作者
”

本身 。 在媒体对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建构中 ， 我们

难以看出作为
“

社会工作者
”

的独特专业价值。

３ ． ３小结

结合前文对社会工作相关报道的统计 ， 我们能够看出媒介建构 出的社会工作者典型

形象 。 本文将其归为
“

驱散迷雾的 阳光使者
”

、

“

社区建设的万金油
”

以及
“

领薪水的

活雷锋
”

三类 。

其中 ，

“

驱散迷雾的阳光使者
”

代表的是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如同
“

阳光
”
一

般走近服务对象 ， 给处于困境 、 迷茫痛苦的人带来希望和救赎 。 这种形象主要体现在新

闻报道对社会工作者服务案例的报道中 ， 体现了社会工作者的价值和意义 。

“

社区建设的万金油
”

则显示 了新闻报道中社会工作者嵌入社区
“

无所不能
”

， 积

极促进社会治理
“

大有可为
”

的
“

万能
”

形象 。 这种典型形象显示了社会工作服务内容

和范围的广泛性 ， 但也显示服务边界不明 朗 ， 职业界定不清晰的现状 。

“

领薪水的雷锋
”

这
一

典型形象则突 出 了媒介建构的 内在张力 。 吊诡之处在于 ，

一

方面显示了对社会工作者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的赞扬 ， 建构社会工作者
“

无私
”

奉献的

特点 ；

一

方面则暗示了社会工作者需要薪酬体系保障的
“

职业性
”

。 这种建构突出 了社

会工作者的
“

利他
”

性 。

从前文对于新闻报道的统计分析 以及对于典型形象的总结归纳中 ， 我们不难看出社

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所反映出 的特点 。 本文将其总结为
一

下三点 。

其
一

是
“

单
一

性
”

， 指媒介对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建构和呈现具有模板化的特点 。

这主要是由于媒体和官方话语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格局造成的 。 社会工作者在新闻报道

中的形象缺乏鲜明的特点 ， 如同
一

个流水线的批量产品 ， 依据媒体的认识塑造而成 。 缺

乏形象魅力和个人特点 。

其二是
“

神圣化
”

， 指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在新闻报道中被推崇至高度道德化的

地位 。 新闻报道过度强调 了社会工作者无私奉献的利他性特点 ， 忽略了社会工作者的个

人成就和发展 。 虽然显示了社会工作者的价值性 ， 但也容易 引起受众的不合理期待 ， 把

社会工作者推向道德桎格的境地 。

其三是
“

模糊性
”

， 指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特点缺乏辨识度 ， 不具有清晰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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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特征 ， 服务边界模糊 ， 容易造成混淆 。

媒介组织作为将 自 身的理解加注在新闻文本中 ， 将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推向公众

的视野 。 从以上三种特点可 以看出 ， 所表现出 的典型形象以及特点未必能够积极的传达

和描绘社会工作者这
一

职业群体 。 因此 ， 有必要反思社会工作者建构媒介形象的影响因

素 ， 进而为优化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提供参考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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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章 社工媒介形象的建构原因及改进策略

媒介刻画 了社会工作者的形象 ， 描述了这
一

职业群体和他们的身份图景 。 作为
一

个

新兴的职业群体 ， 大多数 民众对于社会工作者的认知来 自媒介的建构 。 而媒介也影响着

社会工作者理解 自 己的方式 ， 决定着他们如何看待 自 己的身份 以及 自 己在社会中 的位

置 。 因此 ， 理解建构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影响 因素 以及 目 前社工媒介形象的呈现存在

的 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本章节基于媒介建构论的基本观点 ， 从媒介建构的 四个场域 出

发 ， 结合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状况 、 媒介组织的报道特点等 因素 ， 回答了
“

社工的媒介

形象是如何建构的
”

这
一

研究 问题 ， 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

步提 出 了重构社工媒介形象的策

略 。

４ ． １ 影响因素 ： 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

从媒介形象建构的场域出发 ， 我们可 以发现 ， 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背景 、 社会工作

行业的发展诉求 、 社会工作者的话语权力状况 以及媒体组织的报道特征共同影响 了社会

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 。 建构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影响 因素如下 图 ４ ． １ 所示 ：

？ｒＴＴＩ
 ｉ ｉ

 ｜

社会工作的发展 ｜

社会工ｍ子业的
ｊ

！

｜ ｜

＾境 自身特点 ｉ ： 卜ｆ＃是和发展现状 ｜发論诉求 ｜

Ｉ建构场域 ｉ

？

 ｉ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 ！

： 年肋掐局媒介组织 ！ ： ｜

社会工作者的 ｜

媒介组纖
｜

Ｉ

ｊ


 ｊ ； ｜

话语权力状冴 ｜建构 ］ ｜

图 ４ ．１ 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路径

Ｆ ｉ
ｇ ．４ ． １Ｔｈ ｅｃｏ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ｏｎ

ｐａ ｔｈｏｆ 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ｗｏ ｒｋｅ ｒ
’

ｓｍｅｄ ｉａ ｉｍ ａｇｅ

社会工作 目 前的行业发展状态对应 了媒介建构场域的
“

社会语境
”

， 是社工媒介形

象形成的现实背景 ； 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诉求则影响着社会工作者所表现出 的形象特

点 ； 媒介组织的报道特点是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形成的关键 ， 而对于
“

媒介话语权力格

局
”

的考察则对应着社会工作行业 自 身的话语权状况 。

因此 ， 以下将从社会语境 、 专业特点 、 媒介组织的报道特点 以及权力格局这四个方

面来分析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路径 ， 了解形成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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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社会语境 ： 现实的发展背景

如前文所示 ， 媒体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不仅仅是
一

面
“

镜子
”

， 更像是
一

个探照灯 ，

照映出媒介想要呈现的部分 。 但无论如何 ， 社会现实仍然是新闻报道的根本来源 。 社会

工作者媒介形象也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 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发展现状 。

学者王思斌对中 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进行 了考察 ， 认为我 国 的体制性和制度性因素是

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因素 。 党和政策对社会工作发展的推动和建设是促进社会工作

发展的关键 ＾ 从新 闻报道的对社会工作的整体性建构 中我们可 以看 出这
一

点 ， 社会工

作的相关报道在年份上呈现事件性的变化特点 ， 政策的发布是推进社会工作 出现在公众

视野的关键力量 。

而从具体的发展特点上看 ， 中 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
“

嵌入性
”

的特点
２

。 社会工

作专业在我国重建之始 ， 就面临着传统的社会工作实践承担社会服务岗位的现状 ， 这些

传统的服务模式 占据着统治地位 ， 因此 ， 专业社会工作群体在进入社会服务领域之初 ，

就只 能够 以
“

边缘化嵌入
”

的形式进入社区 ， 开展辅助性的工作 ， 这些工作都是
一

些基

础的辅助性工作 ， 如简单的便民服务 。 在本研宄对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的统计中 ， 社区

居 民 以频次位居第二的地位 出现在新闻报道 中 ， 是主要 的服务群体 。 在相关的新闻材料

中也可 以发现 ， 对于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内容的体现也大多是行政性工作或无偿服务 。 这

和社会工作的发展特点密切相关 。

在实际过程中 ， 政府具有主导性作用 ， 社会工作服务从哪个方面介入 、 介入的边界

在哪里 以及介入的方式是如何 ， 都受到政府的影响 。 而社会工作 自 身则处于次要的地位 。

因此 ， 在新闻文本中 ， 社会工作者也 以
“

边缘化
”

的方式被提及 ， 不具张扬的声色和模

板式的模式让社会工作者隐没在新闻报道的角落 。 以短篇为主 的报道篇幅和项 目 宣传及

政策发布为主的报道议题就可 以看 出这种这
一

点 。 此外 ， 在这种发展状况下 ， 由于其发

挥的功能具有限制性 ， 难以体现 自 身的独特价值 ，

“

模糊性
”

的形象特点就 自然显现 了 。

徐盈艳提 出 ， 模糊性是社会工作 的根本属性之
一

３

。 社会工作在社会主流和那些可

能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之间承担 了根本性的 中介角色 ， 包含 了服务和控制 的双重属

性 。 现实语境中 的种种复杂 因素构建 了
一

种工具性的社会工作来回应社区管理体制的要

求 ， 企图建立
一

种符合政策期待的社会工作 。 这种模糊性在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中 同

样也的得到 了再现 。 在新闻报道中 ， 社会工作者的服务领域范围广泛 ， 服务对象类型多

样 ， 工作 内容 以笼统琐碎的形式呈现 ， 专业性的描述则难 以捕捉 。

综上 ， 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来源于现实语境中社会工作的发展背景和发展特

点 ， 嵌入性的发展特点是形成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关键因素 。

１

王思斌 ： 《 中 国社会工作 的嵌入性发展 》 ， 《社会科学战线 》 ２ ０ １ １ 年第 ２ 期 ， 第 ２ ０ ６ ２ ２ ２ 页 。

２

王思斌 ： 《 中 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 》 ， 《社会科学战线 》 ２ ０ １ １ 年第 ２ 期 ， 第 ２ ０ ６ ２ ２ ２ 页 。

３

徐盈艳 ： 《社会工作专业建构 ：

一

个制度嵌入视角 的分析 》 ， 《兰州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９ 年第 ２ 期 ， 第

２ ４ ３ ３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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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１ ． ２专业特点 ： 理想的行业诉求

从媒介形象的场域 出发 ， 我们可 以看到社会语境和 自 身发展特点是紧密相连的 。 也

就是说 ， 社会工作者 自 身特点的呈现是离不开现实的背景和发展现状的 ， 社会工作专业

自 身的发展根植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 。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 出 ， 由于社会工作

在 目 前的发展背景下处于被动地位 ， 服务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 因此 ， 社会工作
一

直在主

动寻找 自 己的介入机会和服务空间 。 周冬夏和慈勤英在研究 中提 出 ， 我国社会工作的发

展进程主要 由政府的推动主导 ， 而这种推动带有 明显的
“

工具理性
”

特征 、 目 前 ， 虽

然政府下达 了 多种政策文件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 ， 但在正式的法律制度上仍然处于滞后

状态 ， 社会工作者的薪酬体系 、 职业机制 尚未成熟 。 媒介对于社会工作者职业困境的报

道也反映 了这
一

社会现实 。

因此 ， 在有限的服务空间和遭遇困境的职业状态中 ， 社会工作者 自 身也通过新闻报

道中实务和理论研宄的开展 ， 论证 自 身介入多个服务领域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 建构着社

会工作
“

理想化
”

的种种特性 ， 进而呈现出 了
“

万金油
”

的特点 ， 社会工作者在新闻报

道中 多方面展示 自 己的专业价值 ， 展示 自 己在各个领域
“

大有可为
”

的特性 ， 也是为提

供实际服务创造可能性的
一

种做法 ， 期待通过这种方式被大众所认知 ， 进而为职业发展

开辟空间 。 这种建构也是社会工作行业对 自 身发展状况的 回应 。

基于 目 前的行业发展状况 ， 社会工作行业的从业者在新闻报道中凸显着 自 身在社会

发展 中 的作用 ， 期待通过放大 自 身 的优势 ， 呈现出专业价值和功能效用 ， 进而为推动职

业发展作 出努力 ， 这种建构具有
“

理想化
”

的色彩 ， 是社会工作行业对
“

现实
”

的 回应 ，

是社会工作行业塑造 自 身专业合法性的努力 ， 也是对行业发展的呼唤和追求 。

４ ．１ ．３媒介组织 ： 他者的媒体建构

“

他者
”

最早作为
一

种哲学概念 出现 ， 是和
“

自我
”

这一概念相互对照成立的 。

“

他

者
”

和
“

自我
”

既相互区别 ， 又相互联系 ，

“

他者
”

是确立
“

自我
”

的参照坐标 。 萨特

认为 ，

“

他者
”

是建构 自 我的前提
２

。

媒介穿越 了 时间和空间 ， 打破 了 固有的边界 ， 在表征
“

他者
”

提供途径 。 以社会工

作者的新闻报道为例 ， 在公众熟知社会工作这
一

新兴职业之前 ， 新闻报道 以文本的形式

再现 了社会工作者的群体形象 ， 他们在生活中未必见过社会工作者 ， 也没有参与或接受

过社会工作的服务 ， 不 了解社会工作复杂的工作性质 ， 但新闻媒体把公众带到 自 己所创

造的媒介世界中 ， 展示 了社会工作者经过简化的形象 ， 观众对于社会工作者的认知便形

成 了 。

１

周冬霞 、 慈勤英 ： 《专业化 ： 社会工作获得
“

承认
”

的必 由之路 》 ， 《 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 ２ ０ 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９ ２ 到 ９ ６ 页 。

２

［法 ］ 萨特 ： 《存在与虚无 （修订译本 ） 》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２ ０ ０ ７ 年版 ， 第 ２８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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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组织对形象的建构需要经历
一

个阶段性的历程 ， 主要经历这几个阶段 ： 认知建

立 、 建构认同 、 固化形象 ＾ 具体来说 ， 第
一

个阶段是认知的建立 。 在这个过程中 ， 媒

体提供符号化的信息 ， 促进受众对被建构者的形象形成初步的认知 。 由于受众的教育背

景 、 文化程度 、 社会角色 以及个人经历等有多不 同 ， 对信息的接受会存在
一

定的差异 。

第二个阶段是建构认同 。

“

形象
”

自 身就具备着强烈 的可识别性属性 ， 而
一

旦和
“

媒介
”

结合起来 ， 这种识别性和差异性就会被放大 ， 受众对身份的识别和理解受到这种差异性

的暗示 ， 进而影响受众的认同 。 第三个阶段是形象的 固化 。 形象的固化也是刻板印象的

形成 。 媒介在构建形象时对于信息的筛选和决定受到刻板 印象的影响 ， 另
一

方面 ， 媒介

组织的框架规范对刻板印象具有固化的作用 。

从媒介组织建构形象的三个阶段 出发考量和审视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 ， 可 以发

现 ， 媒介组织在建构社会工作者形象的过程中 ， 具有明显的
“

他者化
”

特征 。 这种
“

他

者化
”

的特征主要集中体现在媒介框架的设置和刻板印象的塑造这两个方面 。

（ １ ） 媒介框架的设置

首先 ， 在认知形成和认同建构的阶段 ， 媒体组织通过选择性的设置塑造 了社会工作

者形象的差异性 ， 将社会工作者
“

他者化
”

。

媒介具有框架特性 ， 在新闻 的生产过程中这种特性造成 了对社会工作者的
“

他者化
”

建构 。 媒介的框架可 以理解为媒介组织 自 身的认知视角 ， 也是媒体筛选事实 、 组织文本 、

编辑信息的
一

个原则 。 这个筛选和编辑的过程 ， 影响 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 通过这

个识别和挑选的过程 ， 媒体将社会工作者和其他群体加 以 区别和 凸显 ， 塑造了
一

种
“

差

异性
”

， 这就是
一

个
“

他者化
”

的过程 。

他者化的形象归根属于新闻生产对社会现实进行制造和简化的结果 。 媒介为受众提

供 了
一

个整齐划
一

的
“

虚拟空间
”

， 为观众 了解社会工作者提供 了 际遇 ， 然而这个有媒

体创造出 的幻境在某种程度上是孤立的 ， 因为它隔开 了现实的社会工作者和受众之间的

距离 。 除此之外 ， 媒介呈现给受众的空间也是经过程序化的设置和安排的 ， 这种熟悉的

叙事程式被人们理解 。 受人们的信任和依赖 。

框架具有选择性 ， 是媒体报道新闻 的依据 ， 媒介根据框架的设置对素材进行选择和

重组 。 因此 ， 在 日 常的新闻报道生产过程中 ， 简化事实和塑造差异的操作难 以避免 ， 对

社会工作者群体的
“

他者化
”

塑造就 自 然产生 了 。

（ ２ ） 刻板印象的塑造

媒介形象建构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形象的固化阶段 ， 也是刻板印象的形成阶段 。 刻

板印象其实就是 以
一

种高度简单和概括的方式 ， 对形象形成的简短判断 ， 媒体通过正面

描绘和反衬等手法塑造社会工作者形象区别于其他群体的
“

标签
”

， 在这
一

过程中 ， 媒

１

 ［美 ］ 劳伦斯 格罗斯伯格等著 ： 《媒介建构 ： 流行文化中 的大众媒介 》 ， 祁林译 ， 南京大学 出版社 ２ ０ １４ 年版 ， 第

３ ４ ０到３ ７ ９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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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记者或许没有参与事件的发生 ， 但作为话语主导者 ， 却建构 了社会工作者的形象 。 因

此 ， 社会工作者在报道中
“

他者
”

的形象就被得 以 凸显和强化 了 。

新闻报道具有
一

定的公共特性 ， 是人们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依据 ， 也为他者

化提供 了
一

种现实途径 ， 是人们共同接受
“

他者
”

形象的知识依据和重要来源 。 人们通

过新闻 了解 了社会工作者的形象 ， 在新闻 中 ， 社会工作者被塑造为
“

无私奉献的助人者
”

。

在对这
一

典型形象的塑造中 ，

一

方面通过社会工作者默默奉献 ， 爱 岗敬业的故事来描述 ，

一

方面通过反面来凸 显和强化 ， 比如社会工作者薪酬待遇不理想的发展现状 。 在这个过

程中 ， 媒体给社会工作者贴上 了
“

无私
”

的标签 ， 建立 了关于社会工作者的刻板印象 ，

就是把社会工作者和其群体区别开来 ， 他者化的
一

个过程 。

总结而言 ， 媒体塑造社会工作者形象的过程经历着认知形成 、 认同建构 以及形象固

化的三个阶段 ， 在这个过程中 ， 媒介组织对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建构具有
“

他者化
”

的特

征 ， 主要表现在媒介框架的选择性设置以及刻板印象的塑造过程中 。

４ ．１ ．４权力格局 ： 沉默的社工群体

在社会工作者的新闻报道中 ， 社会工作者的 出场率并不高 ， 在大部分社会工作者的

报道 中 ， 社会工作者只是被动的客体 。 从具体的报道情况来看 ， 关于社工 的报道主题主

要 以项 目 宣传和理论研宄为主 ， 媒体对于社会工作者的典型人物报道较少 出现在公众视

野 中 。 在大量可见的报道中名社会工作者作为项 目 活动的实施者被提及 ， 作为研宄的对

象被论述 ， 作为政策的实施者被提出 ， 但这些角色都具有明显 的
“

工具性
”

， 不带有详

细的描述和清晰的面貌 。

社会工作者作为被描述 、 观察和评论的客体对象 ， 处于他者化的位置 ， 我们很难在

报道中听到
“

社工
”

自 身的话语 。 社工的 自 我呈现收到 了媒体叙事的限制 ， 缺乏 自 主的

表达权 ， 长久 以来 ，

“

社工
”

作为
一

种职业群体 ， 容易陷入集体失语的状态 。

综上所述 ， 通过对媒介形象建构场域的考察 ， 我们可 以得 出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

是如何形成的 。 从社会工作者的典型媒介形象上看 ， 我们可 以发现 。 社会工作者
“

驱散

迷雾的 阳光使者
”

这
一

形象反映 了社会工作者最本质 的助人属性 ， 它显示 了社会工作者

和案主的
一

般关系 ， 也表现除 了 社会工作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
一

最基本的功能和意

义 。 这
一

形象的建构显示 了社会工作者产生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以及 自 身最本质 的基

本属性 。 而
“

领薪水的雷锋
”

这
一

典型形象则显示出 了媒介组织
“

他者化
”

的建构之下 ，

社会工作者被赋予的道德使命 ， 以及 自 身发展状况并不理想的现实窘况 ， 在这种现实状

况之下 ， 社会工作者行走于理想和现实之间 ，

一

方面要 回应
“

神圣化
”

的期待和使命要

求 ，

一

方面需要应对现实中 的实际压力 。 在介入空间和机会有限的情况下 ， 也通过 自 身

的积极建构 ， 凸显 自 身
“

万能可为
”

的特性 ， 以开辟 自 身发展的道路 ， 以 回应现实的发

展需求 。 因此 ， 社会工作者典型媒介形象的呈现也离不开媒介建构场域中 四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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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除此之外 ， 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呈现出的特点也反映着建构的特征 。 基于社会工作

专业 目 前的现实性的嵌入式发展背景 ， 在政府主导之下 ， 社会工作行业 自 身的呈现受到

限制 ， 呈现出
“

模糊性
”

的特点 。 因此 ， 社会工作者对 自身形象进行了
“

理性化
”

的建

构 ， 以形象的
“

万能
”

性来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 凸显 自身的专业价值和地位 。 而媒介

组织则通过框架的选择性设置 以及刻板印象的塑造对社会工作者进行了
“

他者化
”

的建

构 ， 这也造成了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呈现出
“

模板化
”

和
“

神圣化
”

的特点 。 此外 ， 在

建构的场域中 ， 社会工作者在媒介的话语权力格局中的弱势地位 ， 官方话语处于主导地

位 。 最终 ， 在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 ， 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得以呈现 。

４ ． ２策略建议 ： 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重构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 媒介对社会工作者典型形象的塑造表现出 了

“

单
一

化
”

、

“

神圣化
”

、

“

模糊性
”

的典型特点 ， 在建构的场域中 ， 也存在着
“

理想化
”

的行业建

构 、

“

他者化
”

的媒体建构特点 以及弱势的话语权力表现 。 基于此 ， 我们可以判断 ， 无

论是社会工作者形象的呈现 ， 还是媒介形象的建构过程 ， 都表现出消极的
一面 。 社会工

作者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千篇
一

律 ，

“

万能
”

和
“

神圣
”

的性质 ， 但专业性却模糊不清 ；

在建构的过程中也处于
“

他者
”

的支配地位 。 基于此 ， 有必要针对性的提出建构社会工

作者媒介形象的改进策略 ， 为塑造社会工作者 良好的媒介形象提供借鉴 。

４ ． ２ ． １找准定位 ： 传达专业的形象特质

从媒介呈现出 的典型形象上看 ， 不论是模糊的职业身份还是
“

万能
”

的建构 ， 都共

同反映了社会工作者形象特质 中
“

专业性
”

的缺失 。

学者赵康总结出 了判定充分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 高度的社会认可就是其中之
一

。

高度的社会认可也是社会工作者专业化成熟发展的必要条件 。 而建立清晰明确的专业性

媒介形象则是被大众接受和认识 ， 获取认可和信任的第
一

步 。

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可 以看出 ，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形象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 是社会建

设的
“

万金油
”

， 在多个实践领域皆是
“

大有可为
”

。 并且在对于社会工作者专业身份

的报道中 ， 对社会工作者专业特性的介绍 比较笼统 ， 不具有辨识度 ， 难 以和其他职业群

体区分 。 这种
“

万能
”

的建构和笼统的
“

万金油
”

式报道都不利于社会工作者专业身份

的建立 ， 会造成受众的认知模糊和混淆 。 因此 ， 理清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边界 ， 社工应当

“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 传达清晰明确的专业身份和专业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

１

赵康 ： 《专业、 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
一

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 ， 《社会学研宄 》 ２００ ０ 年第 ５ 期 ，

第 ３〇
－

３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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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中 ， 价值性 占据主导地位 ， 因此在具体的宣传策略中 ，

社会工作者应注重把握 自身的专业定位和专业特性 ， 在素材中更多地体现 自 身的专业理

论和实务技巧 ， 以
“

专业性
”

作为核心 ， 找准 自 身的形象定位 。

媒介形象的塑造根植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状况 。 徐盈艳提 出 ， 社会工作正在逐步

丧失其理想信念 ， 更多是在完成指标性的 、 浅层次的工作 内容 ， 在项 目 的执行中缺乏专

业反思精神和专业积累 ， 社会工作逐渐成为社区活动等的载体 。 因此 ， 无论是从媒介构

建的
“

拟态环境
”

出发 ， 还是从现实的角度 出发 ， 社会工作者都应当厘清 自 身的服务边

界 ， 建立 自 身的专业权威 。

４ ． ２ ． ２有力发声 ： 提升社工的话语权力

对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研宄和反映 了社会工作行业话语权不足的现状 。 媒介通过

“

他者化
”

塑造 了社会工作者的形象 ， 社会工作者长期 以来
一

直处于被媒介和官方审视

的状态 ， 自 身的声音较弱 ， 这种
“

他者化
”

的媒介形象也会对社会工作者 自 身的认同和

理解产生影响 。 在新闻报道 中 ， 来 自 社会工作者行业 自 身的信源仅仅 占据 ２ ５％左右 ， 因

此 ， 社会工作者应增强发声意识 ， 掌握塑造 自 身媒介形象的话语权 。 鉴于此 ， 本文认为

可 以从加强媒介素养 、 链接媒介资源 以及创新传播方式三种策略 出发 ， 提升社会工作者

自 身 的话语权 。

（ １ ） 提升媒介素养 ， 加强媒介教育 。

在当代社会 ， 媒介素养的重要效用与 日 渐显 。 简单来说 ， 媒介素养就是人们辨别信

息 、 使用信息和有效传播信息的能力 。 在社会工作教育 中 ，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 ， 指导学

生如何利用媒介资源促进 自 我和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正如本研宄所揭示的 内容 ： 媒体也可 以部分塑造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身份 ， 因此 ， 了

解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 教育是专业实践的序言 ， 社会工作教育者作

为专业知识 、 价值观和技能的传播者 ， 必须 以广泛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装备下
一

代从业者 。

教育者应意识到媒体对社会工作者或者社会工作专业性质 的误解会影响专业的发展 ， 而

造成的混淆和误解也需要 由专业人士发出声音 ， 来进行不断的澄清和更正 。 媒体对社会

工作原则或工作本身的性质 的误解可能会影响社会工作学生 。 这些误解需要社会工作专

业人士不断澄清 。

因此 ， 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使用媒体工具展示专业价值以及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探索

问题的技能 。 社会工作教育应涵盖
“

媒体与社会工作
”

的相关课程 ， 来指导学生掌握媒

介运用 的能力 。 进而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作 出贡献 。

（ ２ ） 链接媒介资源 ， 建立 良好的媒体关系

链接资源是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 的
一

部分 ， 资源链接的能力不仅仅可 以在服务中心

使用 ， 社工也可 以将其作为促进专业发展的
一

种方法。 社工机构可 以与链接媒体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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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媒体机构建立 良好的关系 ， 向媒体提供关于社会工作专业准确 、 丰富的新闻素材 ， 这

种形式有利于改善媒体中社会工作报道的刻板化 、 模式化现象 ， 能够更好地发出社会工

作专业的声音 。 此外 ， 和媒体部 门之间 的相互交流和紧密联系也有助于社会工作者增强

资源的丰富性 ， 能够在公共领域获取更多 的影响力 。

（ ３ ） 创新传播方式 ， 发挥新媒体的平台作用

新媒体的 出现打破 了传统的媒介话语格局 。 随着互联网的 出现 ， 人们接受消 息的渠

道走 向多元化 ， 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也不如从前 。 在新媒体时代 ， 人人都是
“

记者
”

， 人

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 ， 互动方式也更加多样 。 因此 ， 互联网和新媒体成为媒介话

语权力格局 中 的新生重要力量 ， 也改变 了传统媒体对媒介形象建构的支配作用 。 因此 ，

社会工作者应善用新媒体技术 ， 通过新媒体平 台增加发声的途径和渠道 ， 增强 自 身的影

响力 。

４ ． ２ ． ３打破框架 ： 讲述生动的社工故事

新闻报道在本质上是
一

种文本 ， 新闻对社工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工
“

故事
”

的讲述 。 在媒体的框架和界定 中 ， 社会工作者的形象具有单
一

同质 的特点 ， 缺少丰富的

形象魅力 。 社会工作者有必要为媒体提供丰富的宣传素材 ， 学会讲述 自 身 的故事 。

因此 ， 社会工作者 日 常实践过程中 ， 应发挥 自 身的专业优势 ， 在秉持专业伦理的前

提下学会打造 自 身的专业形象 ， 多领域 、 多层次的提供 自 身的故事素材 。 社会工作者不

是社区建设的万金油 ， 他们也有 自 己的能力限制 ， 但同样可 以是社区 中 的好助手 ； 社会

工作者不是无私奉献的活雷锋 ， 他们的工作也需要合理的薪酬保障 ， 但他们仍然是可 以

信任的助人者 ？

， 社会工作者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媒体中 的
“

阳光使者
”

， 他们有时也冷

静理性 ， 严肃认真地对待评估工作 ， 他们有时也会棘手无措 ， 需要专业督导的帮助和支

持 ． ． ． ． ． ．社会工作者是鲜 明而具体的 ， 是职业性个人性的统
一

。 因此 ， 讲述好社会工作者

的故事 ， 能够让受众感受到社会工作者独特的专业价值 ， 感知到社会工作者具有感染力

的人格魅力 。

综上 ， 本文根据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呈现出 的特点 以及建构的特征 ， 认为 目 前社工

的媒介形象的呈现并不理想 ， 提 出 了针对性地改进策略 。 实质上 ， 关注媒体对社会工作

者形象的误解或片面是
一

种限制性的观点 ， 在这方面给予过多地关注 ， 反而容易陷入 自

我实现预言的陷阱 。 实质上 ， 媒体对于社会工作的建构既可能是消极的 ， 也可能是积极

的 ， 需要更多 的研究来识别媒体对社会工作行业带来的好处 。 总之 ， 社会工作者需要意

识到 ， 塑造社会工作在新闻报道中 的形象 ， 不仅仅是装点 门面 ， 而是促进职业发展的重

要举措 。 如果社会对社会工作者的作用认识不清 ， 社会工作在实现 自 身的专业使命时 ，

就会受到阻碍 。 当社会工作者得到公众的认可 ， 社会工作服务才会更容易走进有需要的

人 ， 特别是边缘群体 。 因此 ， 塑造社会工作的专业形象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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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章 结语

５ ． １ 研究总结

本文通过对全国重要报纸数据库中近二十年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 ， 研

宄新闻报道对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 。 得出 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

第
一

， 新闻报道从报道数量 、 报道篇幅 、 消息来源、 报道主题等方面对社会工作者

的形象进行了整体性建构 。

首先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呈现出事件性的特点 ， 其中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 １ ０

年 、 ２０ １ ３ 年以及 ２０２０ 年左右出现报道数量的峰值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关注主要受到

政策发布和公共危机性事件出现的影响 。

然后 ， 从报道篇幅上看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报道以短篇为主 ， 缺乏深度性和细节

性的报道 ， 反映了媒体对社工报道的 内容量和重视性不足 。

其次 ， 从报道消息来源上看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报道消息源主要媒体记者以及官

方组织人员 ， 社会工作行业缺乏话语权 。

再次 ， 从报道的情感倾向上看 ， 媒体构建的社会工作形象具有中立偏积极的特点 ，

极少 出现负面形象 。

最后 ， 从报道主题上看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报道以项 目 宣传和理论研究为主 ， 对

人物报道和个案的呈现严重缺乏 。

第二 ， 媒体通过对社会工作者所呈现出 的各项特征 ， 勾勒除 了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

的主要轮廓 。

从基本的职业信息来看 ， 社会工作者被称之为
“

社工
”

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 仅

３ ３％左右的新闻报道中使用 了
“

社会工作者
”

这
一

完整性称呼 。 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

多元化 ， 以儿童 、 青少年以及社区居 民和涉毒人员为主 ， 同时也面向包括老人、 妇女 、

医护人员及患者 、 灾民 、 军人等在 内 的多层次和领域的人群开展服务 ， 但重点 以弱势群

体和边缘群体为主 。 在工作 内容上 ， 社会工作者以开展包含个案服务 、 小组工作 以及社

区工作在 内 的直接服务为主 ， 有时也 以项 目服务者的形式出现。

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价值维度上看 ， 社会工作者具备
“

亲切
”

、

“

热情
”

、

“

温暖
”

的性格特征 ， 秉持着
“

平等
”

、

“

接纳
”

和
“

助人 自助
”

的价值观念 。

从社会工作者形象的专业特点这
一维度上看 ， 社会工作者具备的理论知识和实务技

巧具有
“

专业性
”

， 常常采用
“

心理学
”

、

“

社会学
”

等学科知识 ， 在服务过程中 凸显

“

沟通
”

、

“

支持
”

、

“

同理
”

等技巧 。

最后 ， 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并不理想 ， 遭遇着工作压力大 、 社会认知度低 、 职

业前景不明朗 、 工资水平低、 人才流失等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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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媒体通过对社会工作者形象的报道 ， 建构 出 了
“

驱散迷雾的 阳光使者
”

、

“

社

会治理的万金油
”

、

“

领薪水的雷锋
”

等几种典型的媒介形象 。 其 中 ，

“

驱散迷雾的阳

光使者
”

是指社会工作者如 同 阳光 ， 带领服务对象走 出迷茫和 困顿 ， 给服务对象带来温

暖和希望的形象 。

“

领薪水的雷锋
”

是指社会工作者任劳任怨 ， 不计报酬 ， 坚守 自 身的

专业价值 ，

一

心投入岗位的形象 。 而
“

社会治理
”

的万金油则是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范围

广泛 ， 有求必应 ， 在社会治理中
“

万能
”

助手的形象 。 媒体对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的

建构存在形象单
一

“

同质化
”

、 道德使命
“

神圣化
”

和专业身份
“

模糊化
”

的特点 。

第 四 ， 分析 了建构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影响 因素和优化形象的策略 。 通过对社会

工作者媒介形象建构场域的分析 ， 本文认为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构受到嵌入式发展

的现实背景 、 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 以及话语权力缺失的现状 、 媒介组织的
“

他者化
”

建

构这几个因素的影响 。 最后本文提出 了优化社会工作者媒介形象的建议 ： 包括找准形象

定位 ， 传达专业的形象特质 ； 主动发声 ， 增强社工话语权 以及打破框架 ， 讲述丰富 的社

工故事这三点 。

５ ．２反思和不足

本研宄存在
一

定的局限和不足 ， 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

在样本的选择上面 ， 样本局限于中 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中 ， 数据库 以官方的重要

报纸为主 ， 缺乏对地方报纸的关注 。 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区域性特征 ， 因此 ， 地方报纸

中对于社会工作者的描述可能会具有差异性 ， 此外 ， 地方报纸对读者的影响性可能 比 国

家官媒更大 ， 也有必要进行研宄 ， 比较不同范围 的 出版社 中所呈现出 的社会工作者形象

以及研究这些形象对受众产生的影响 。

在编码过程中 ， 由于资源的限制 ， 只有本人
一

位编码人员 ， 对文本的阐释和解读具

有主观性 ， 编码信度难免容易受到思维定式的影响 。

在研究 内容层面 ， 从 内容分析的角度对社会工作者的媒介形象进行 了类 目 的建构和

统计 ， 但在话语和修辞等方面 ， 仍然具有可研究的空间 ， 但 由于本文的研宄重点和篇幅

限制未进行深入性挖掘 。

因此 ， 后续的研宄仍然大有空间 。 本文的研究角度主要聚焦于媒体对社会工作者形

象的建构 ， 实质上 ， 受众对媒介形象的解读也会影响社会工作者专业形象的建立 。 因此 ，

如何从受众的角度受众对社会工作者形象的认知也是值得讨论的话题 ， 另外 ， 社会工作

者如何看待 自 身 的专业形象 ？ 他们对 自 身形象 的理解和认同在是否受到 了媒介形象的

影响 ， 对 自 身媒介形象的塑造和大众的认知采取着怎样的态度和观点 ？ 这些都是可 以探

究的 内容 。 此外 ， 我们还可 以采取跨文化的视角 ， 比较不同 国家的媒体在塑造媒介形象

方面的差异 ， 包括建构的策略 、 叙事的模式 以及媒介形象的呈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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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文的研宄中可以看出 ， 媒体作为故事的讲述者 ， 对社会工作者的呈现上存在着

一

种张力 ， 既存在着对社会工作这
一

新兴职业的期待 ， 也显示着对这
一

群体困境的担忧 。

媒体描绘出 了
一

个充满前景的神圣天使 ， 也反映出 了
一

个迷茫和彷徨之中的从业者 。 媒

介所折射出的社会工作者的形象如同水中的倒影 ， 在光线的折射下反映出不同的镜像 。

而
“

社会工作者的形象
”

本身如何被定义 ， 需要行走在理想和现实中的每
一

位社会工作

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 发挥社会工作者的想象力 ， 描绘和型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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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ｓ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ｅｒ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ｃｏｐｅｗ 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ｉ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Ｂ 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 ｉａｌ

Ｗｏｒｋ
，
２０ １ ６

，
４６（ ７ ） ？

［
６３

］ＭｃＧｒａｔｈＲ．
＇ ＇

Ｋｉｒｉ

”

ｆａｃｅｓｂａｃｋｌａｓｈｆｒｏｍ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ｅｒｓｏｖｅｒ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ｎｄ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 ｆ

ｏｆｔｈｅ／
＞ｒｏ＾＾ ｚｏｎ

，
Ｈｕｆｉ

＾）〇ｓｔ
９
ａｖａｉ ｌａｂ ｌｅｏｎｌ ｉｎｅａｔ ：

ｗｗｗ．ｈｕｆｉ５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 ．ｕｋ／ｅｎｔｒｙ／ｋｉｒｉ
－

ｊ
ａｃｋ－

ｔｈｏｍ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ｕｋ
＿

５ａ５７８４２０ｅ４ｂ０３

３０ｅａｂ０８ｃ２ｄ ｌ（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１Ｍａｙ
２０ １ ９ ） ．

［
６４

］Ｎｅ ｌ ｌｙＥ ｌ ｉａｓ ／ｉ＾ａｖｅｕｓａｌｏｎｅ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
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ｍｍ ｉｇｒａｎｔ ｍｅｄｉａｉｎＩｓｒａｅｌ Ｎａｔａｌ ｉａＫｈｖｏｒｏｓｔｉａｎｏｖ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
２０ １ ７ ．

［
６５

］ＰａｒｔｏｎＮ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ｃｈ ｉ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ｏｍ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
２０ １ ４

，
４４（ ７ ） ．

［
６６

］Ｐｕｓｈｋａｒ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Ｃｏｒｄｏｂ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Ａ 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ｅｗｓ

ＡｆｅＪ／ａ
， 
Ａｕｓｔｒａｌ ｉ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
２０ １ ７

，
７０（ ４ ） ．

［
６７１ＲｏｆｆＬＬ ？ＫｌｅｍｍａｃｋＤＬ ．Ａ 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ＰｕｂｌｉｃＷｅ ｌｆａｒｅａｎｄＷｅｌｆａ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〇Ｑ＼Ｂ［Ｗｏｒ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

１ ９８ ３ ．

［
６８

］Ｒｅ ｉｄＷＪ
，
ＭｉｓｅｎｅｒＥ ．Ｓ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
，
２００ １

，
１ ０（ ３ ） ．

［
６９

］Ｓｏ ｌｏｍｏｎＡｍａｄａｓｕｎ ．Ｐｕｂｌｉｃ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Ｎｉｇｅｒｉａ ：Ｄｏｅｓ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 ｉｏｎＨａｓＷｈａｔＩｔＴａｋｅｓ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Ｎｉｇｅｒ 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
，
２０２ １

，
５ １（ １ ） ．

［
７０

］ＳｔａｎｆｉｅｌｄＤ
，ＢｅｄｄｏｅＬ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ｄｉａ ：Ａ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 ，

Ａｏｔｅａｒｏａ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Ｗｏｒｋ
，
２０ １ ３

，
２５（ ４ ） ．

［
７１

］ＷａｒｎｅｒＪ ．
ｎ

Ｈｅａｄｓｍｕｓｔｒｏ ｌｌ

＂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 

ｂａｂｙ

Ｐ
，
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
２０ １４

，
４４（ ６ ） ．

［
７２

］Ｚｕｆｌｆｅｒｅｙ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ｒｉｎｔ

ｍ ／^ａ
，
Ａｎｓｔｒａｌ ｉ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
２０ １ ４

，
６７（４ ） ．

［
７３

］ＺｕｇａｚａｇａＣ ．Ｂ
，ＳｕｒｅｔｔｅＲ ．Ｂ

，
ＭｅｎｄｅｚＭ

，ＯｔｔｏＣ ．Ｗ．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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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ｏｒｔｒａｙａｌ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 ｉｎｍｅｎｔｍｅｄｉａ ：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０６ ．

三、 新闻材料类

［ １ ］ 曹继军 ： 《驱除网瘾阴霾的阳光 》 ， 《光明 日报 》 ２００６ 年 １ １ 月 ３ ０ 日 。

［２］ 陈金花 ： 《 提高社工职业尊崇感和社会认同度 》 ， 《无锡 日 报 》 ２０２ ０ 年 １ ０

月 ２８ 日 。

［３］ 杜江 ： 《学习徐祥龄的
“

大美
”

助推社会工作深入发展 》 ， 《东莞 日报 》 ２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４］ 邓辉林 ： 《为社工创造广阔 的
“

用武之地
”

》 ， 《深圳特区报 》 ２０ １ 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５］ 付清 ： 《提升社区服务社工值得期待 》 ， 《深圳特区报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 １ 日 。

［６］ 付会洋、 芦晓春 ： 《将阳光洒进孩子的心底 》 ， 《农民 日报 》 ２０２ １ 年 ８ 月 ５

曰 。

［７］ 顾磊 ： 《福彩公益金 ： 社会组织发展的
“

催化剂
”

》 ， 《人 民政协报 》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０ 月 ３０ 日 。

［８］ 滑翔 ： 《为建设先锋城市输送力量 》 ， 《深圳特区报 》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４ 日 。

［９］ 胡亚莉 ： 《冻土上的鲜花 》 ， 《组织人事报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８ 曰 。

［１０］ 胡晓蕊 ： 《疫情防控凸显
“

社工
”

作用 》 ， 《吉林 日报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８ 曰 。

［ １ １ ］ 黄惠 民 ： 《瓶颈不破 社工难做 》 ， 《组织人事报 》 ２００８ 年 １ ２ 月 ２ ３ 日 。

［ １２］ 黄碧梅 、 史柏年 、 阮 曾媛 ： 《社工是
“

领薪水的雷锋
”

吗 ？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 １３］ 黄碧梅 、 黄拯 ： 《香港
“

夜游族
”

的救助路线图 》 ， 《人民 日报 》 ２ ０ １ ０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

［ １４］ 简工博 、 孟知行 ： 《阳光社工 ， 点亮
一

盏温暖的灯 》 ， 《解放 日报 》 ２００６ 年

１ ０ 月 ８ 日 。

［ １５］ 梁华 ： 《让生命的夕 阳灿烂如花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０８ 月 ３ １ 曰 。

［ １６］ 缪毅容 ： 《 申城新 ３６０ 行 ： 社会工作者 》 ， 《解放 日报 》 ２００ １ 年 ４ 月 ８ 曰 。

［１７］ 鲁莹 ： 《提升老人的家庭归属感 》 ， 《中国社会报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 １ 日 。

［ １８］ 李登奇 ： 《专业社工介入养老服务带来了什么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 １ ９ 日 。

［ １９］ 乐水 ： 《社工频出走追问新行业发展之困 》 ， 《广州 日报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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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李国瑞 、 周伟奇 、 顾生庚 ： 《钟楼区筑牢社区
“

平安基石
”

》 ， 《常州 日报 》

２〇〇７ 年 ８ 月 １ １ 日 。

［２１ ］ 梁华 ： 《让生命的夕 阳灿烂如花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８ 月 ３ １ 日 。

［２２］ 李雪莲 ： 《仅 ２８ 名企业社工尴尬了谁 ？ 》 ， 《东莞 日报 》 ２０ １ ４ 年 ７ 月 ３ １ 日 。

［２３］ 刘建 ： 《医务社工队伍发展遭遇困境 》 ， 《法制 日报 》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

［２４］ 钱建虎 、 孙丹丹 、 郑永 ： 《社工 ： 让
“

助人
”

成为职业 》 ， 《泰州 日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９ 月 ３ 日 。

［２５］ 任思蕴 ：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 ， 《文汇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２６］ 舒迪 ： 《灾后重建 ： 专业社工崭露头角 》 ， 《人民政协报 》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４

曰 。

［２７］ 史铁尔 、 吴立月 ： 《戒除网瘾原来并不难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曰 。

［２８］ 沙兆华 ： 《从
“

空 白
”

到
“

全覆盖
”

》 ， 《湖南 日报 》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２９］ 佘宗明 ： 《

“

有偿社工
”

可以 ， 雁过拔毛不行 》 ， 《工人 日报 》 ２０ １ ２ 年 ８ 月

２８ 曰 。

［３０］ 深圳市民政局 ： 《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一社工介入灾后重建的新模式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０８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

［３ １ ］ 汤萍 ： 《做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守望者 》 ， 《 昆明 日 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３２］ 田鹏志 ： 《巧用 同理心解决家庭寄养中的 问题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３３］ 唐德龙 ： 《上海徐汇区 ： 社工发展呈现新特色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１ ３ 日 。

［３４］ 无锡市崇安区 民政局 ： 《无锡市崇安区 ： 社工 ， 引发的
“

集聚效应
”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４ 日 。

［３５］ 吴帆 ： 《让社工更体面地工作 》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３６］ 吴军 ： 《专业社工正在走近老人 》 ， 《苏州 日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３７］ 小城、 克俭 ： 《阳光照心 田 》 ， 《江苏法制报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９ 日 。

［３８］ 王慧 ： 《社工 ： 用微笑和真诚臝得信任 》 ， 《呼和浩特 日报 （汉 ） 》 ２００７ 年

１ ０ 月 ２ ５ 日 。

［３９］ 王岳 ： 《医院需要保安 ， 更需要医务社工 》 ， 《健康报 》 ２０２０ 年 １ １ 月 ３ 日 。

［４０］ 王萌 ： 《特殊时期 ， 愈显
“

雪中送炭
”

的珍贵 》 ， 《青岛 日报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

［４１］ 王嘉言 ： 《社工不可或缺 致敬平凡英雄 》 ， 《苏州 日报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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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谢建社 ： 《富士康悲剧凸显社会心理症结 》 ， 《社会科学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６ 月 ３

曰 。

［４３］ 叶锋 ： 《社工遭遇遞尬 ： 我们啥时被认可 》 ， 《经理 日报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８ 曰 。

［４４］ 杨明 ： 《社工
“

先驱
”

阿标 ： 做这行不发达也没关系 》 ， 《广州 日 报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４ 日 。

［４５］ 杨莲清 ： 《学校社工助力防范校园欺凌工作之研宄 》 ， 《珠海特区报 》 ２０ １ ７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４６］ 杨秀娟 、 沈建 《 ： 《我市社工服务初显
“

中药
”

效应 》 ， 《嘉兴 日 报 》 ２０ １ ０

年 ８ 月 ２ １ 日 。

［４７］ 颜小钗 ： 《

“

三区
”

计划 ： 社工人才支援新工程 》 ， 《中 国社会报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１ ２ 日 。

［４８］ 闵家骏 、 刘志祥 ： 《厨艺为媒 ， 连接失落的亲情 》 ， 《中 国禁毒报 》 ２０２ １ 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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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行文至此 ， 落笔为终 。 论文写到致谢就是结束 ， 但随之结束的不仅仅是论文 ， 还有

我的校园生涯 。 写下致谢这部分的 日期是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２５ 日 ： 感恩节 ， 宜感谢
一切相

遇 。

感谢我的导师陈婉珍老师 ， 她耐心又温柔 ， 理解且包容 。 感谢她
一

路以来的关怀和

指导 。 也感谢在求学路上遇到的众多社工老师们 ， 在你们的支持下 ， 我真正懂得了社会

工作
“

生命影响生命
”

的专业价值 ， 并真诚的相信 ： 社工是世界的盐 。

感谢我的家人 ， 望奶奶和父亲在另
一

个世界能够知晓 ， 我即将不负嘱托 ， 顺利完成

学业 ， 开启新的生活 ， 愿你们安好 。 感谢我成长路上遇到的朋友们 ， 你们是我度过艰难

岁 月 的快乐源泉。 感谢二十三岁遇到的张佳杰 ， 被爱好似有靠山 ， 让我勇敢坦荡地走在

人间的大路上 。

承蒙家人及 良师益友的关怀和厚爱 。 感谢
一

切在我成长过程中天长 日久积累起来的

温暖和慈悲 。 在后来天灾人祸接踵而来的 日 子里 ， 这些爱不动声色地保护着我 ， 让我不

被现实打垮 ， 不会歇斯底里的愤怒和埋怨命运 ， 也不会怨恨离去的爱和美好 。 这些品质

令我积极且开朗 ，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 令我知足且上进 ， 努力让生活慢慢靠近我的期待

和想象 。

词穷致谢 ， 来 日方长 。 感恩相遇 ， 赠以祝福 。 愿所有人平安喜乐 ， 愿余生桥都坚固 ，

隧道都光明 。 愿
一

切俗套的祝福 ， 皆有应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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