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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老年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及应对原则 
李倩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和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为了维护国家稳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增强社会福利，我们需要大力开展老年人社会工作。然而，从我国发展老年社会工作服务的现状来看，也存在许多伦理困境，阻碍

了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因此，本文通过分析老年社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伦理困境，并结合具体的案例进一步阐述社会工作

者的提出相应的应对原则，以促进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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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 
（一）老年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表现 

1.对不同对象忠诚的矛盾 

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需遵循对案主、对机构、对同事、对

社会、对专业的伦理守则。在进行老年社会工作时，社会工作者会

面临不同的忠诚对象，有老年服务对象、工作机构、同事等多个对

象，当多个忠诚对象的要求之间出现冲突时，社会工作者应何去何

从，应遵循对某个或某几个对象的忠诚，这是伦理困境的一个表现。 

2.案主自决与专业家长主义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案主自决是对案主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伦理守则。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始终把自我抉择的权

利放在案主手中，尊重案主自身的意愿和想法，不可直接或强行替

老年案主做决定，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普遍老年人文化素养不

高，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大多年事已高，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社

会工作者从保护案主的相关利益角度出发，做出与案主意愿不一致

的决定，于是专业家长主义应运而生。因此当案主自决与专业家长

主义出现冲突时，如何抉择就成了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一个伦理困境。 

3.专业价值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 

社会工作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专业，是因为它有自己的价值体

系、专业人员伦理守则、专业理论支撑、专业文化与良好的社会环

境。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因此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就会产

生专业价值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例如伦理守则规定社会工作者

在服务案主时，须保持价值中立，才不影响正确判断，但由于中国

社会的特殊性，案主会请社会工作者吃饭、送小礼物聊表谢意，如

果拒绝，一方面会使案主面子受损，另一方面使工作难以开展，这

时社会工作者面临伦理困境，即专业价值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 

4.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矛盾 

获得知情权的前提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已经建立专业关系，而

且得在恰当的情况下，获得知情权，从而向服务对象提供需要的服

务，如若服务对象自身水平有限，需要告知案主相关事项，使其理

解并同意授权，并寻求第三方授权，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在获得

知情权的同时，必须遵守伦理准则，即保护案主的隐私。尊重老年

人的隐私是基本要求，即使老年案主本身没有保护隐私的意识，也

应该在整个服务过程中遵守本准则。但在实际过程中涉及他人利益

时，社工需要提供案主的相关隐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面

临着伦理困境，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矛盾。 

二、案例分析—案主自决在老年社会实务中的伦理困境 
（一）案例概况 

老人 H，女，69 岁，检查出小肠与膀胱穿孔，无法进行手术治

疗，只能通过插入排尿管进行观察治疗。在做了插排尿管手术后，

儿子因为工作需要当天就赶回了广州，家中无人照顾，案主疼痛一

晚后向社工求助，让社工带其去医院治疗。目前案主向社工求助帮

助其选择治疗方式，并反映自己不想插入输尿管，想进行手术或者

住院治疗，缓解疼痛，减轻难受程度。但是主治医生建议用输尿管

进行身体废物的排泄，以药物治疗为主，为期一个月再做相关检查，

逐步实现身体自愈，不建议做手术，手术复杂而且风险系数高。所

以社会工作者面临案主自决的伦理困境，如何再不违背伦理守则的

前提下帮助案主缓解病症痛苦，选择何种治疗方式需要进行仔细思

考。 

（二）案例分析 

1.服务对象问题分析 

在与老人 H 接触并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了解到老

人 H 及其身边资源的信息，基于所掌握的资料，将从三个方面--生

理、心理、社会逐一展开分析。 

从生理层面来看，老人 H 左腿瘸，行动不便，由于去年手术误

诊，每天膀胱疼痛数次，痛苦不堪。 

从心理层面来看，老人 H 独自一人居住，身边没有亲人，儿子

在广州上班，儿媳患有抑郁症，遇到事情的时候找不到人帮忙，也

怕麻烦邻居，所以独自一人承受。老人 H 希望有人照顾自己，关爱

自己。 

从社会关系层面来看，老人 H 由于腿脚不方便，住在高楼层，

邻居之间不怎么往来。与自己关系好的朋友离得很远，儿子儿媳远

在外地，非正式支持网络资源少。存在正式支持资源，有退休金和

养老金，但自己不经常去社区，平时一人在家中种花草、养鱼和鹦

鹉。 

2.案例中伦理难题的分析 

从理论上和专业性上看社会工作者具有尊重案主选择的权利，

但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伦理守则要求我们要维护服务对象的利

益，遵循保护生命和 小伤害原则。所以，一方面想要让案主保证

生命安全，听取主治医生的建议进行选择治疗，进行干预，但这与

社会工作伦理中的案主自决要求相悖，并且不会减轻案主的痛苦；

另一方面让案主自己选择，但案主自己所做的选择将使其生命安全

受到威胁，而且不利于身体康复，社会工作者由此陷入伦理困境。 

3.解决策略 

社会工作者对案主的负有伦理责任，但是出现的案主自决伦理

困境是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多个原因导致的。基于伦理困境

产生的原因分析，提出了如下的解决策略。 

首先，解释并强调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身份，明确问题主体，实

现案主自决。尽管服务对象难以理解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身份，但依

然需要让服务对象认识社会工作者，树立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形象，

强调社工可以帮助案主链接相关资源解决问题，社工也可以对其问

题给出相应的参考意见或建议，但不是决定性信息而是作为补充信

息。明确案主本人才是问题的主体，需要自己行使自我决定的权利。

社会工作者应随时保持专业灵敏度，不轻易许诺与做决定，警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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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言行是否会给服务对象带来不良影响，解释并强调社会工作者的

专业身份，有利于服务对象区别社会工作者与老师、志愿者、朋友

之间的不同。 

其次，鼓励案主树立信心，协助其构建自身的支持网络系统。

在老年社会工作领域中，服务对象会对社会工作者产生依赖心理，

会出现移情的情况，例如本案例中会将社会工作者看出自己的子女，

让其帮忙做决定。社会工作者在不伤害案主的前提下，应积极鼓励

当事人有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或决定，同时帮助案主发现问题，对

问题进行分析，共同寻找和发掘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为案主提供

自决的机会。 

后，提高文化敏感度，摆脱“家长式关怀”和专业父权主义

思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等等原因都会造成文化背景因素的差异，

提高文化敏感度、尊重文化差异同样是社会工作者需要做的事情。

在案主自决原则面前，社会工作者需要摆脱“家长式关怀”和专业

父权主义思想，尊重案主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当出现有危

及生命的选择时，社会工作者可进行适当的干预，保证生命安全，

维护案主 大利益。所以一方面需要坚持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有关

规定，另一方面也需要根据文化差异做灵活的调整，具体情境进行

具体分析和处理，但始终要以维护案主利益为前提。 

4.行动方案 

社工首先要做的是向案主澄清价值观和存在的利益冲突。明确

社工的职业身份，社工有责任帮助案主解决问题，但不能代替案主

做出相关决策，需要明确相关的伦理原则。案主有自主决定权，想

减轻痛苦。如果作出的决定威胁到生命安全，社会工作者需要适当

干预，并遵循保护生命和尽量减少伤害的原则。 

其次，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一起确定目前面临的问题的解决目标，

对各种可行性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引导案主明确自己有选择决定的

权利，为案主提供自决的机会。 后社会工作者需要摆脱“家长式

关怀”和专业父权主义思想，说明案主自决的原则，鼓励案主进行

自决，让 案主减少对社会工作者的依赖心理，真正实现助人自助。 

在具体分析老人 H 的情况并进行需求评估后，与老人 H 一起制

定个案服务计划，达成共同的目标。总目标为缓解身体疼痛，早日

康复，构建支持网络，获得关怀，树立信心，实现自决。 

具体目标包括： 

第一，选择恰当的治疗方式，缓解身体疼痛，减少痛苦情绪，

早日实现身体康复； 

第二，进行资源链接，并进一步协调整合资源，帮助老人 H 构

建支持网络，利用相关资源解决自身的问题，让老人 H 感受到社会

关怀，对生活充满信心； 

第三，增强老人 H 的自身主体意识，能够有勇气自己做决定，

减少对他人的依赖，真正实现自决。 

根据个案社会工作出发，行动方案基于接案、预估、计划、实

施、评估与结案、跟进回访六个阶段具体实施，根据服务对象老人

H 的情况设定会谈内容并提供服务，根据服务效果对会谈内容与形

式做出一定的调整。 

在老年人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重要的是遵守道德规范，以处

理社会工作者对案件所有人的道德责任以及案件所有人自主决定的

道德困境和道德选择，但也需要灵活处理，以有效保护案主的利益。 

5.案例反思 

社会工作者应保持职业道德，遵循案主的自决原则，抛弃专业

父权主义思想，在案主不危害自身生命安全和伤害自己的前提下，

积极肯定案主自决能力，如果案主的决定危害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安

全或损害社会和国家利益时，社会工作者必须要进行危机干预。 

在社会工作实务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伦理困境。而在面

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和具体的实际情况时，社会工作者需要根据社会

工作的专业价值和伦理守则做出正确的抉择，促进老年社会工作的

健康良序发展，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可以积累经验并提供相关借鉴

经验，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 

三、老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应对原则 
（一）保护生命原则 

生命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

为宝贵的东西，必须要保护生命。在老年社会工作中，如果要帮

助老年人减轻困难，发挥自己的潜力，就必须将老年人的生命安全

放在第一位。生命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但同时也是必

须承担的义务，它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前提条件。生活价值没有质的

差异，因此，无论我们面临何种伦理挑战，“生命原则”无论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都应该放在第一位。 

（二）平等与差别平等原则 

我国西部和东部、城乡的老年人有着同样的需要和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但由于我们社会环境的特殊，绝对平等得不到保障。在

这种情况下，必须遵守“两性平等”原则，才能解决这类问题。在

社会援助方面，他们倾向于首先帮助疾病负担 低、经济状况 差

的老年人。实现这一“两性平等”原则需要老年社会工作者不断发

展和改进实践。 

（三）自主与自由原则 

“家丑不可外扬”是我国的传统思想，老年人在其影响下，在

遇到问题时基本不会主动寻求他人帮助。但是当老人主动寻求帮助

时，则是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想要社会工作者帮助其做出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解和接纳原则，社工必须通过专业方法帮助

老年人作出决定，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从

而促进老年人的潜力。但是，当老年人做出可能伤害老年人本人或

其他人的决定时，社会工作者必须进行干预。 

（四）隐私与保密原则 

在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应在法律和案主意愿相一致的情况下保

护老年人的隐私。但是，当服务对象遇到可能危及他人安全的事件

时，可能会违反保密策略。有时，老年案主的保密意识薄弱，可能

会泄漏隐私。因此，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应承担保护隐私的首

要责任。 

（五）真诚与毫无保留公开信息原则 

第一，社会工作者有义务保持对案主的真诚并履行承诺；第二，

老年社会工作者必须说真话并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以便向老年人

和其他有关人士充分提供他们的有关资料。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

的真诚是两者建立专业关系的基础，只有做到彼此坦诚信任，才能

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才能促进老年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 

四、总结 
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在服务过程中，社工做好资源链接工

作，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并且也须用专业价值观指导自身的实

践，遵守一定的伦理道德准则，此外，我们需要加强自我修养，提

高专业能力，明确相关的道德规范和规定，对我们在面对具体案件

和客户时面临的道德困境进行伦理思考，耐心倾听，真诚对待案主，

赋予案主权力，培养他们独自面对生活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从而真

正帮助他人和帮助自己。社会工作伦理困境议题争议不断，需要不

断地在实践中探索，尊重文化差异、秉持专业精神、以服务对象利

益优先，在不断的理论发展、实践探索与思想碰撞中前进并寻找更

适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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