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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社会工作中优势视角的应用
张佳卉

青岛市残疾人体育中心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在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优势视角的关注点是残疾人本身，其根本目的在于发现残疾人的优势和

潜能。本文主要分析优势视角在残疾人社会工作中的实际应用，从而为残疾人社会工作的高效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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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主要是指听力、语言、肢体、精神、智力等

方面存在缺损或者障碍的一类群体。截至 2020年 2月，

中国的残疾人数量已经高达 8500万，这些残疾人在社会

发展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必

须对残疾人社会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不断加强优势

视角在残疾人社会工作中的应用，从而切实提高残疾人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一、残疾人社会工作中的优势视角理论
1.优势视角理论认为人是有潜能的

优势视角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身价值和内在潜

能，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力以及条件解决生活中现实

存在的问题。这些能力不仅仅包括显而易见的能力，同

时还包括社会工作人员以及个体本身忽视的潜在能力 [1]。

在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残疾人本身、残

疾人家人朋友以及社会工作人员往往将重心放在“残疾”

问题上，他们更加关注“残疾”带来的能力缺失，但是

却忽略了残疾人在困境中积极生活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

2.优势视角理论认为人是寻求改变的

当一个人在经历生理上以及心理上的磨难时，他们

并不会立即进入消极状态，而是会经历一系列的斗争反

抗。无论残疾人的“残疾”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导致，

他们对自己的整体状况都会有一个了解，并且会经历发

现、接受到寻求改变的整个过程 [2]。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残疾人在寻求改变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其中

一部分人会反复进行自我认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别

人的帮助实现自我价值，而另一部分人则会产生严重的

消极心理，或者在安于现状和自我改变的矛盾心理中来

回徘徊。但是不论残疾人属于哪一类情况，他们依然有

着寻求改变的动机。

3.优势视角更加关注资源和优势

由于生活环境以及个人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每

个人的优势和资源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开展残疾

人社会工作的具体过程中，社会工作人员要全面分析服

务对象的优势和资源，并引导服务对象发现自身的优势

和资源，从而有效激发服务对象的自信心和生活热情，

促使服务对象能够以饱满的情绪和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中的各种挑战。

二、残疾人社会工作中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
对比

对于优势视角而言，它更加关注人类本身的优势资

源和内在力量。优势视角理论在残疾人社会工作中的运

用，是以残疾人本身具有的资源和能力为基础，使他们

在面对生活的困境和磨难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这对

残疾人社会工作的高效开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传

统模式下残疾人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往往以问

题视角理论为基本出发点，这种工作理念更加关注残疾

人的残疾问题，但是对残疾人本身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

因此工作人员会在寻找服务对象残疾问题上花费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从而忽视服务对象本身在面对困境和磨难

时应该具备的抗逆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残疾人社

会工作的实际效能，同时还可能对残疾人的心理状态造

成二伤害。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要结合残疾人的内

在特点和切实需求，切实加强优势视角在残疾人社会工

作中的实际应用。

三、优势视角在残疾人社会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1.优势视角在残疾人个案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在开展残疾人个案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优势视角的

应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工作人员在进行

服务工作时，要改变传统模式下寻找问题和共同解决问

题的工作方式，而是要结合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有效

发现服务对象的优势和资源，并通过对这些优势和资源

的合理运用，进一步促进服务对象的个人成长，使其能

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二，

社会工作人员在面对服务对象时，要对服务对象的优势

和资源进行充分挖掘和正确把握，然后将其作为社会工

作介入的突破口，并在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对这些优势和

资源进行反复强调，从而对服务对象形成一种真像引导，

使得服务对象对自身发展和问题解决保持良好的信心，

同时切实提高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感，从而为

残疾人社会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良好的先决条件。

2.优势视角在残疾人小组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由于康复程度、残疾类型、兴趣爱好、就业趋势、

婚姻状况以及服务需求等等中因素的影响，残疾人会出

现同类群体共性问题。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必须结

合残疾人同类群体共性问题，积极开展残疾人小组工作。

在此工作中，社会工作人员要根据残疾人的具体状况和

切实需求，定期开展一些科学合理的互动活动，并在活

动过程中加强小组成员的相互影响和相互鼓励，同时全

面关注小组成员的内在优势，从而充分发挥优势视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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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社会功能完善中的实际效能 [3]。

3.优势视角在残疾人社区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在开展残疾人社区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优势视角的

应用主要表现在对社区资源的深入发掘、有效整合以及

合理运用上。社区与残疾人以及残疾人的家庭生活之间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社区也是残疾人最主要和最

直接的社会依托。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在开展残疾

人社区工作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残疾人在社会工作中

的主体地位，并对社区中固有的服务项目进行合理运用，

深入发掘更多的社会支持，切实整合有利于残疾人发展

的各项资源，从而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四、优势视角在残疾人社会工作应用中应该注
意的问题

1.正确把握优势视角应用的度

在利用优势视角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中，

社会工作人员一定要正确把握优势视角应用的度，从而

充分发挥优势视角的最大效能。优势视角的过度应用，

不仅不利于残疾人社会工作的高效开展，甚至还会对残

疾人以及残疾人家庭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首先，过分

强调残疾人的优势和资源，会给残疾人以及残疾人家庭

勾画出生活美好以及前途无忧的假象，导致残疾人本身、

残疾人家属以及社会工作人员忽视残疾人生活过程中面

临的实际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残疾人实际问题

的解决 [4]。其次，过分强调残疾人的优势和资源，可能

会造成残疾人出现盲目自信的心理状态，使其作出一些

不适合自身身体状况以及康复治疗的行为和决定，从而

对残疾人的长久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最后，过分强调残

疾人的优势和资源，会使得残疾人在面对生活困境和生

存问题时过于乐观，导致残疾人对自己的某种能力过于

信赖，从而忽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这些现实存在的

问题一旦爆发，就会对残疾人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

并且很可能会摧毁残疾人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心和热情，

严重影响残疾人、残疾人家庭与社会工作人员的服务关

系，同时还会使得社会工作人员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并

陷入深深的自责和自我怀疑中，这对后续社会工作的高

效开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2.树立正确的优势观

在应用优势视角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中，

社会工作人员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优势观，并向残疾人以

及整个社会传递传递正确全面的优势视角。对于残疾人

社会工作的初期阶段而言，残疾人在面对新角度和新模

式时，会进行积极乐观的尝试和适应，但是如果残疾人

社会工作过程中出现小困难和小挫折时，那么部分残疾

人就会出现既要享受特殊照顾又要平等对待的矛盾心理，

从而又以残疾人的弱势群体心理寻求特殊帮助和特殊安

排，其发挥自身优势解决困难跨越挫折的积极性相对较

差 [5]。针对这种情况，社会工作人员必须对残疾人进行

有效鼓励和及时表扬，从而充分发挥残疾人的内在优势。

3.完善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

在应用优势视角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中，

社会工作者扮演着优势发现者、优势获取者、优势倡导

者和优势支持者的多重身份。但是对于残疾者而言，他

们面临着教育、就业、社交以及婚恋等多方面问题，并

且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的

不完善。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在进行残疾人社会工

作的具体实践中，不仅要充分发挥残疾人的内在优势实

现自我价值，同时还要对残疾人社会工作现状进行及时

反馈，有效呼吁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五、结束语
在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优势视角是

一个全新的工作模式和工作理念，它能够充分发挥残疾

人的实际价值和内在潜能，从而帮助残疾人形成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有效消除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歧视。但

是社会工作人员在应用优势视角的过程中，也要正确把

握优势视角应用的度，树立正确的优势观，完善社会政

策和社会制度，从而为残疾人社会工作的高效进行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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