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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势视角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正式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工作理论模式取向，随着优势视角这一新型的社

会工作理论模式不断发展，也引起了国内社会工作者们的广泛关注。主要介绍了优势视角理论的起源以

及发展过程，并详细地叙述了主要观点。如今学者们都在不断深入研究优势视角理论，在理论中有所受

益，本文对研究优势视角理论的文章进行综述，梳理了学者们的研究动态，汇总了优势视角理论在社会

工作中所形成的学术影响，并且对优势视角理论进行了主观分析。最后，对优势视角理论的未来研究做

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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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minant perspective began to formally become a new type of social work theoretical model 
orientation in the 1980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dominant perspective,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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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f social work theoretical model has also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so-
cial workers.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dominant perspec-
tive theory, and narrates the main points in detail. Nowadays, scholars are constantly studying the 
dominance perspective theory and benefit from the theo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rticles on the 
theory of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tage, sorts out the research trends of scholars, summarizes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f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tage in social work, and carries out a su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tage. Finally, a prospect is mad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the 
dominance perspectiv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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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势视角理论的演化过程 

早在很久以前优势视角就在哲学和宗教领域内生根发芽，只不过跟现在的表现形式不大相同。1982
年，一项在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的实验成为优势视角理论的开端。在这个实验中学者们放弃原

有的实务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案主为核心的模式视角来进行试验，实验人员只关注案主自身的优势情

况，虽然案主自身身处困境，但是他们仍具有一些潜在优势，只是案主自身并没有意识到，需要其他人

员帮忙挖掘。1989 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 Weick、Rapp、Sullivan、Kusthard 联合发表了《社会工作实践

的优势视角》一文，标志着优势视角理论的正式登场，优势视角理论也正式出现在大众的眼前。1992 年，

美国堪萨斯大学的 Dennis Saleebey 撰写并出版了《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一书，至此以后，

此书成为该理论的主要文本，并且该理论随着各国学者的不断研究，优势视角理论也在不断完善、不断

发展、不断进步。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面对当时工业化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众多的社会问题，问题和疾病模式成

为社会工作的主要范式，实践大量地投入于诊断和治疗当中[1]，从案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视角出发，认

为案主存在问题或者疾病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干预，帮助案主治好疾病，从而恢复正常，却忽略了案主本

身优势与能力。优势视角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2]。优势视角的理念是“坚信个人

所具备的能力及其内部资源允许他们的能力能够有效地应对生活中挑战的程度”[3]。优势视角认为如果

聚集于案主的病理和缺陷，同时也意味着在削弱或者阻碍个人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4]。寻解治疗突破了

“聚焦于问题”的实践惯性，聚焦于服务对象的优势与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2]。优

势视角理论的出现无疑弥补了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中的不足，在基于优势和资源的基础上这样形成的范式

给案主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积极的意义，更好地帮助案主去标签化、去污名化，进而更好地帮助案主解

决其问题。 

2. 优势视角的主要观点 

优势视角更加注重人的内在能力和潜在优势，更加注重人在环境中环境所带来的资源与优势，并非

像传统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只关注病理问题本身。很多时候，习惯了在一个环境里生活，突然换一个环境

会让我们不知所措，但是环境在增加了人们产生各种问题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提供了各种保护性因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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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势视角这样的理论，所有人都具有学习、成长和改变自身的能力，从而更加容易地解决现有问题。

所以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更应该关注案主及其周边可挖掘的资源，通过提升他们的能力来解决现有

问题，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实现梦想。优势视角超越了传统社会工作的模式，更关注案主自身的优势与

环境资源，具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秉承这样的信条：我并非要改变你，而是愿意陪你一起将理想变为

现实[6]。 

2.1. 优势 

Saleebey (2004)认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转化为优势，包括经验、品质、才能、

领悟、故事、意义和社区资源等。面对危机性事件，个人或者团体可能需要一些机会进行宣泄，表达悲

伤和哀悼，愤怒或焦虑的情绪，重新记录满足和尊重的感受[7]。当人们与不幸事件做斗争的时候，人们

可以从事件中学到东西，也在失败和痛苦中学到经验与信心。有些案主背后有着很好的天赋，只是没有

被挖掘，或者缺少一个施展的舞台，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去发现。 

2.2. 赋权 

优势视角为了探索案主更多的资源及潜在优势，就需要帮助案主认清自身，摆脱标签化、污名化，

然后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来帮助案主，从而实现案主的期待。西门(Barbara Levy Simon) 1994 年将赋权

的概念建立于五个理念之上：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强调扩大案主的能力和力量，关注

个人的家庭与环境，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聚焦于一直受到剥夺和压制的人群。赋权对每一个案

主提出了新的定义，更加信任案主并且相信案主其自身力量。 

2.3. 成员资格 

成员资格说的是人在某一团队或者群体所享有的身份、义务、资格等各种权利。优势视角认为每个

人都有自身的价值，都应该跟我们一样，成为团队成员，为自己所在的团体做出贡献，并在成为成员中，

获得自尊感和责任感。成员资格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帮助案主融入社会群体中，让案主与普通人可以

走在一起，让案主的声音被听到，解决他们的需求，让案主被社会重视，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他们解决

问题。所以对于社工来说，必须对案主的事件保持足够的兴趣并尊重之，这才是指导实践最重要的“理

论”[8]。 

2.4. 悬置怀疑 

优势视角始终相信案主是最了解自己状况的专家，并且倡导“案主是助人关系中的指导者”[9]。社

会工作者应充分信任案主，有时社会工作者会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一些观点强制加在案主身上，对案

主进行不科学的分析判断，质疑案主的思想和诉说，这样就不能形成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悬置怀疑让

社会工作者放下怀疑，与案主构建平等合作关系，这样才能更好的激发案主的潜能，帮助案主克服困难，

提升个人能力。 

2.5. 抗逆力 

抗逆力是个人自我纠正的取向，是弯曲不折或弯曲之时可以反弹的能力。但是人们对这一领域了解

较少，通常只是依靠社工做问题分析来解决，抗逆力给案主在逆境中带来了希望，社会工作者应该重视

案主的抗逆力，虽然贫穷、悲伤、疾病、缺陷、缺少关爱等不幸事件会让案主遭受身体或者心理上的痛

苦，但是许多案主在逆境中仍然坚强地生活并且努力追求美好的未来。抗逆力不仅仅体现在个人身上，

也展现在家庭和社区之间[8]，也有学者在群体之间进行研究。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4119


王子健 等 
 

 

DOI: 10.12677/ass.2021.104119 887 社会科学前沿 
 

3.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国家对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视，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专科、本科、硕士社会工作专业，相关

学者对优势视角的理论也在不断的研究，下面就简单的梳理一下国内的研究现状。 

3.1. 敏于实践而钝于学术 

从现有资料上来看，国内绝大部分对优势视角理论的研究更重视应用，研究将优势视角作为理论指

导融入进实际的实践活动中，就是以优势视角现有的理论基础对实践活动进行规划，那么优势视角在其

中是围绕活动而存在的，那么优势视角在实践上的运用会愈加成熟，但因此优势视角就很难有理论上的

突破，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偏实务性的学科，所以国内学者可能更倾向应用型研究，并且相

较于学术上的研究，运用于实践中的优势视角能够取得更加现实的成果，近年来这样的情况虽然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改善，比如优势视角已经在青少年、老年、妇女儿童、禁毒、司法等各个领域加以改进应用，

但是相关的理论性研究仍然不足，大部分主要是对优势视角加以介绍，并没有实质性的理论突破。 

3.2. 在实务中应用的研究 

现有的研究对优势视角在实务中应用的研究比较多，大部分都与社工大三大方法相结合，例如《优

势视角下精神障碍患者的个案社会工作介入》[10]、《优势视角下医务社工介入贫困重症患者的个案实践》

[11]、《优势视角下养老机构内失独老人个案介入》[12]等，这些研究都将优势视角理论融入到案例中去，

在案例中积极发现案主的潜在优势，然后设计服务方案。但是在服务方案的设计和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

存在问题，例如设计的服务计划并不是根据案主的实际情况而来，而是根据之前已有的设计简单修改而

成，没有体现出针对性和个别化；其次就是对于案主的优势评估过于主观，评估的维度也不完善，因此

最后得出的结果也就略显粗糙；最后是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因为缺乏某些技巧和知识而使得研究无

法提升。不过从现有成效来看，优势视角理论还是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取得很大的成绩。 

3.3. 与问题视角的比较研究 

优势视角与问题视角相比较，二者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二种视角的假设不同。问

题视角认为案主是被动的承受者，案主自身是缺乏能力的，关注的重点是案主的脆弱性；优势视角则认

为案主是主动的行动者，自身是具有解决问题的潜能与优势的，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帮助案主发掘出来。

其二，二种视角的理论基础不同。基于问题视角，社会工作者聚焦于案主出现的问题及如何帮助案主脱

离问题；基于优势视角，社会工作者聚焦于如何发挥案主的主动性，发掘案主的潜能以协助其实现目标

[13]。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两种视角，相比较研究，可以更好的理解优势视角的优劣势。

《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理论视角的选择——基于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的比较分析》[14]总结了国内社会工

作实务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然后用两种视角做出了比较，认为国内社工运用优势视角已经成为了主体

趋势，但是还是应该谨慎使用。 

3.4. 对优势视角的反思 

任何理论和观点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与缺陷性，优势视角也不例外，《“自欺欺人”的优势视角——

对优势视角的五大批判》[15]就对优势视角理论提出来五个方面的批判，对于优势视角的批判，学术界也

是评价不一，这就更要提醒我们要理性的认识各种理论，要与社会工作的发展相结合，才能让优势视角

更加饱满。怎样界定人的优势？每个人对优势的界定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优势会因人因地的不同而

发生变化，很少有实证证据表明实践者在实践中利用优势的程度[16]。如何发挥人的优势，包括如何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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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和别人的长处的平衡，涉及社会价值和伦理的问题。即使是平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是不

同主体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15]。 
对于以上国内的研究现状，我们应该注意到优势视角确实在国内社会工作实务中广泛应用，也取得了

一些效果，但是对于优势视角的理论没有很深入的研究，本土化不完全，存在优势视角理论滥用现象的存

在，优势视角理论框架没有基本形成，都是与社工三大方法融合使用，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只是一种“视

角”，并不能成为一种理论。一种新型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它更关注人们的主观积极能

动性，而不是过重地看待案主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加深对它的理论研究，这样才能更好的推进理论的

发展。优势视角试图在优势的框架内考虑问题，但要明确界定人的优势仍然是非常困难的[17]。 

4. 未来研究前景 

虽然优势视角已经成为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主流理论，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理性认识它，任何理论无论

经过再长时间的发展仍然还是具有两面性，所以他自身仍然有一些不足，我们能做到的是使他在当前阶

段所显现出的负面变得越来越少，以期望能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目前我们仍需加深对优势

视角的理论研究，加深理论的本土化，让这个理论更完整，更加适合中国社会工作。另外要加强社会工

作在实务中的应用性，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实务性特别强的学科，我们应该加强该理论在实务中的应用，

加强各种领域的应用。优势视角未来应该会更加受热评，也会更加完善，以至于会形成一种完善的理论

体系，可以有更好的理论运用。优势视角为社会工作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彰显了独特的魅力，并且带

来了很大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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