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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

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 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

责任感$为在高校实现该目标#需要提升教师职业承诺

水平#减缓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汤舒俊的研究表

明#社会支持在高校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中

发挥着缓解和中介作用E?F

$ 刘在花也指出#社会支持在

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承诺之间起

调节作用E;F

$ 可见#社会支持是缓解高校教师工作家庭

冲突的重要变量$ 同时#据%中国性别统计资料&统计#

近年来 #@> 岁以下的大学教师中女性比例高达

=G!@H$ 女教师在高等教育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目前关于高校女教师的研究焦点集中于我国高

校女教师的发展现状'障碍与发展趋势等E@F

#缺少对该

群体工作家庭冲突的关注( 从研究视角看主要有史

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心理学四种模式 E=F

#缺乏社会工

作视角(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大多属于定量研究#缺少

定性研究$ 本文拟补充上述不足#立足于社会工作视

阈#开展高校女教师利用社会支持处遇工作家庭冲突

的定性研究$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项研究包括下列研究问题)第一#高校女教师利

用了哪些社会支持处遇工作家庭冲突*第二#高校女教

师利用社会支持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障碍*第三#可以采

取哪些社会工作介入策略帮助高校女教师克服障碍#

提升社会支持利用能力*这些问题属于描述性问题#比

较适合开展定性研究$

'二&概念界定

?B工作家庭冲突

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压力在某些方面出现难以

调和的矛盾时#产生的一种角色交互冲突)由于工作任

务或者工作需要使得个人难以尽到对家庭的责任#或

是因为家庭负担繁重而影响工作任务的完成EIF

$

;B社会支持

林南认为# 社会支持就是意识到的或实际的由社

区' 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提供的工具性或表达性的资

源$ 工具性支持主要指运用人际关系作为手段以达到

;;



某种目标!如找工作"借钱!或帮忙看家!喂养小孩等#

表达性支持则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它涉及分享感

受"发泄情绪和挫折"肯定自己的和他人的价值与尊严

等$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

越强大!就能越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社会支

持理论取向的社会工作强调通过干预个人的社会网络

来改变其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 也就是说帮助个体学

习如何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和利用社会支持网络!"#

$

!三"文献综述

汤舒俊的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对高校教师的工作

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的缓解有积极作用! 尤其是当负

面事件袭来时! 社会支持作为重要的支持性资源应当

更主动&更多地去使用!$#

$吴雅文等认为!高校女教师的

社会支持系统可划分为客观的社会支持系统和主观的

社会支持系统$ 客观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来自政府和

高校&社区&工青妇群众团体&心理辅导机构和家庭!它

是外界可以给个体提供的外在社会资源$ 主观体验到

的社会支持包括个体察觉的社会支持& 个体利用的社

会支持和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

$阮曾媛琪针对北京 &%

名在职母亲的研究表明! 中国在职母亲的社会支持网

络包括家庭网络&邻里网络和社会机构网络!从中可获

得经济和物质的支持&实际支持&忠告和指导&情感支

持&拉关系和社会交往!'#

$ 这些研究进行了概括性的理

论阐述! 但均未对高校女教师利用社会支持处遇工作

家庭冲突的现状和障碍等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四"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是定性研究$ 研究者对安徽省一所高校

的 $%位女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以呈现高校女教师利

用社会支持网络应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具象图景$ 研究

对象的选择基于'非概率抽样(中的'目的抽样(!即抽

取那些能够为本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样本$ 抽

样策略是强度抽样和同质型抽样! 即抽取具有较高信

息密度和强度的个案和选择一组同质性比较高的个

案!因而样本均是高校青年女教师!在职母亲!其子女

平均年龄在 $(岁以下!该群体能更强烈的体会到工作

家庭冲突并尝试各种解决办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半结

构式访谈&参与性观察和非正式交谈方式收集材料$本

研究将采取以下方法保证研究质量% 研究过程中持续

的自我反思& 前人研究中的量化数据对本研究提出的

观点的佐证$研究的结果属于'地方性知识(!只局限在

样本本身!不企求推论到抽样总体!)#

$

二#高校女教师处遇工作家庭冲突

所利用的社会支持

研究中所访谈的高校青年女教师处遇工作家庭冲

突时所利用的社会支持包括来自家庭&邻里和工作单位

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和来自市场的正式的社会支持$

!一"非正式的社会支持

$*家庭

家庭支持是最重要的客观社会支持! 也是个体最

易察觉和利用的社会支持$ 被访者均长期或短期获得

家庭成员的帮助!以照顾孩子和料理家事$这些提供支

持的家庭成员主要是夫妻双方的父母&亲戚和配偶$目

前被访的 $%人中 %人由父母帮助! $人由孩子的姑妈

帮助! +人没有配偶以外的支持源$提供的支持包括人

力&物力&经验和情感等方面$

&*邻里

由于被访者大多居住于教师公寓小区! 既是同事

又是邻居$邻里之间守望相助&互通有无的初级群体性

质有了较大限度的发挥$ 被访者均表示获得过邻里的

帮助和支持$

,在其父母回老家期间请邻居张老先生帮忙照看孩

子$-先后聘请的两位保姆都是来自于邻里!而相关支持

源的信息也是来自于邻里的提示$有一段时间.带着孩

子在邻居家付费吃晚饭$更重要的是!小区内孩子们户外

活动时可以一起玩耍!照顾孩子的人可以一起聊天!而这

种聊天成为老人们和在职母亲们感情宣泄& 经验分享和

信息流通的重要途径$社会支持也可来自衍生的邻里$.

和 /的保姆都是她们各自从老家的邻里间觅得$

0*工作单位

被访者普遍表示工作单位对她们的困难还是比较

体恤和照顾$ 1说%'小孩的爸爸是一个学院的同事!主

要是靠调整两人的课表来保证总有一个人在家里$ (2

说%'学期末的监考任务大多被安排给未婚的同事!有

的人要监考十来场!而我只监考了 0场$ (因照顾孩子

而请假或早退大多会得到领导的同意$ 同事们特别是

母亲们之间会互相给予一些生活帮助或工作协作$

!二"正式的社会支持

正式的社会支持主要由市场提供$ 被访者在没有

家庭或熟人支持可供选择的情况下! 会考虑市场化服

务机构$被访的 $%人中有 +人目前或曾经购买过家政

类服务$ .上班时孩子无人照管! 就将女儿送到亲子

园$ 3读博期间孩子上幼儿园!便购买了'小饭桌(服务

以解决孩子的吃饭问题$

总之! 研究中所访谈的高校女教师均能积极利用

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尽量缓解工作家庭冲突$

三#影响高校女教师利用社会支持的障碍

研究中所访谈的高校女教师利用社会支持缓解工

作家庭冲突时! 存在于该群体个人系统和环境系统中

的某些因素! 会阻碍该群体获得和有效利用各种社会

&0



支持! 这些障碍性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代际冲突

高校女教师利用家庭支持时" 一般请夫妻双方的

父母来帮忙照顾家事和婴幼儿!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家

庭琐事#子女教养方式等问题的代际冲突时常发生"从

而影响了社会支持的质量和利用程度!

!说$%我与丈夫分居两地" 有了孩子后请婆婆来

帮忙! 婆婆是个心思细密"说话拐弯抹角的人"我却心

直口快"沟通起来实在费劲! &她觉得本来要安排家事

和工作"已备感压力"现在又增加如何照顾婆婆的情绪

以和睦相处的困挠!

"坦言$%与婆婆相处不来! & 于是生育后请自己

的父母帮忙! 然而她仍然觉得很郁闷$%与老年人在生

活习惯上有冲突" 还有教育宝宝的方式也与父母不一

样!他们也有很多不开心的地方"说宝宝上幼儿园了就

回老家了! &

#说$%自怀孕就将父母从老家请来照顾自己! 但

生下宝宝不久"父母与丈夫长期以来的矛盾爆发"双方

甚至大打出手! 父母就回家了! 我现在请的是家政服

务"可并不满意"如果再请父母过来帮忙我又没有信心

能处理好家庭矛盾! &

!二"传统社会性别分工

夫妻双方的角色脚本都包括照顾家庭" 但传统的

社会性别分工观念仍然很有影响力!

$说$%我工作的时候就是孩子爸爸照看孩子! &但

她自觉非常忙碌"%男的看孩子还是不行" 况且他还要

做课题呀什么的"所以什么事都还是要靠我!我都没有

时间备课! &!说$%孩子晚上哭"孩子爸爸照旧睡他的"

说反正孩子只要妈妈!我第二天早上还有课"我当时非

常着急! &#的丈夫则在赵女士准备考博无力照顾家庭

时抱怨道$%我需要的不是一个女博士" 而是一个洗衣

做饭照顾孩子的老婆! &#转述此话时"大有自我解嘲

之意"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合格的妻子和母亲!

定量研究也提供了相应佐证! 袁小平关于高校女

教师生存状况的调查显示"%&'的家庭内的家务劳动

主要由女教师承担" 由丈夫完成主要家务的只占

()%'! 在每天的家庭耗费时间方面"大部分女教师在 *

至 +小时内" 部分女教师的家务劳动时间甚至超过 ,

小时-*&.

! 杨晓春针对甘肃某高校女教师工作家庭冲突

的定量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受%男主外女主内&等传

统思想的影响" 绝大多数高校女教师在家庭生活中愿

意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 不少女性认为男性干事业比

女性更有优势'如果夫妻双方的事业发展发生冲突时"

大部分高校女教师往往选择牺牲自己-**.

! 在这种情况

下" 高校女教师处理工作家庭冲突时从配偶处得到的

社会支持会有所减少!

!三"社会交往心理

由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呈差序格局" 其社会交往

心理在于只信任熟人圈子内的成员" 而戒备熟人圈子

之外的关系!因此"被访者只有实在不能从亲朋好友中

挖掘到可利用的支持资源时" 才会求助于市场化服务

机构!这就限制了资源获得的范围"也提高了获取有限

的社会支持的成本!

!在婆婆生病回老家后"考虑雇一个保姆! 她说$

%我不敢去劳动中介找人"如果是个不了解的人"把我

的孩子抱(拐)走了怎么办* 我就打听一下邻里中有没

有有闲空的老太太"或者老师的亲戚呀老乡呀之类"总

之是要大家都认识的人! &

/说$%我家的保姆是从我老家的村子里找来的!

她来照顾孩子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为了她贴心服务于

我家"我管吃管住另外每月支付 *0&&元(相当于我一

个月的工资)"还买衣服给她"总之花费是比较大的! &

!四"消极的压力应对方式

被访者在寻求和获得社会支持时" 会感受到一些

新的压力"比如请老人照顾家事的愧疚感#与老人的代

际冲突#与配偶的价值观冲突造成的不良情绪等等!*(

位被访者中有一半的人表示她们采取消极应对的方

式"努力自我排解"并不会主动求助或倾诉!

#说$%我母亲在劳累之余会责怪我的婚姻" 我不

以为然却又愧于让她操劳!当然会有许多生气的事!我

从来没有跟别人交流过" 也一直认为只有我家里有这

样的问题! &

1说$%我很感激母亲帮我照顾家庭" 可我又有很

大的心理负担!我不能向丈夫抱怨母亲"不然丈夫贬低

我们母女的关系从而看轻我们! 也不能向母亲抱怨丈

夫"不然会增加她们两人的矛盾!我更不能向外人抱怨

自己的家人"否则别人会看笑话#说闲话! 我听说学校

里好像有心理咨询方面的服务"可我不太清楚"况且咨

询师可能会认识我!不愉快的心情只能闷在肚子里"努

力自我排解吧! &

郭黎岩等对沈阳市的高校女教师心理压力与应对

方式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在面对困难时"高校女教师能够

正视且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同时多渠道获取信息"积极寻

找解决问题的策略"并进一步制定出行动计划"但很少向

亲戚朋友诉说自己的烦恼以得到安慰或心理上的支持!

郭黎岩认为这与高校女教师特有的理性# 全面思考方式

和独立的人格特质是分不开的-*0.

! 这种应对压力的方式

会使被访者不堪重负而影响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

四#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帮助高校女教师克服上述障碍" 有效提升其利用

社会支持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的能力十分必要! 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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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角度出发"可以采取以下介入策略#

?I巩固现存社会支持!开设家庭课堂

家庭课堂中高校女教师可以学习或改进家庭成员

相处的方法和技巧"包括$与老人的沟通方式%多重家

庭角色冲突的处理技巧% 分享其它高校女教师的成功

经验或体会感受等"以提升能力"优化现有的社会支持

网络#

=I更新社会支持!校园网中开设"在职母亲#板块

通过&在职母亲'板块"各种关于社会支持源的信

息可以快速的流动"比如一些较有口碑的中介机构%保

姆人选等"从而增加高校女教师们察觉%利用和获得社

会支持的能力#她们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交流经验"分

享心情"畅所欲言"缓解压力#

AI建立新支持!开设咨询热线或相应的咨询机构

研究中部分高校女教师自觉身边缺少一个可以任

由她们宣泻情绪"诉说心境的渠道#上述的家庭课堂和

网络平台"都具有提供渠道的功能#开设咨询热线和机

构则更有针对性和个人性" 使得高校女教师能够更好

的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同时应该加大宣传力度"使高

校女教师了解并认同这些服务项目#

>I串联网络!成立高校女教师的合作组织

高校女教师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孤立的" 这个网络

中的组成部分如家庭支持和工作单位支持之间也是相

互隔离的#改变的途径便是由高校女教师联合起来"建

立自己的团体# 这种合作组织不但可以开展上述如家

庭课堂之类的活动" 也可以通过协调将各自为政的社

会支持网络联合起来#比如"既是邻居又是同事的几个

家庭可以协作分工" 使孩子们在某户家庭内集中看护

两个小时#高校女教师们通过团结协作"运用自己的能

力和智慧"超越障碍或限制"最大限度的察觉%利用和

获得各种社会支持"这便是赋权的过程"也是社会工作

助人自助理念的具体实践O?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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