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野聆听伙伴冶 是一个融合了女性主义思想和社区心理学原则的干预和行动研

究项目袁支持对象是美国偏远农村的低收入欧裔妇女遥 项目开展的背景是由于许多社区女

性长期被忽略袁不具有话语权遥 目标是使参与者体会到思想和表达的力量袁并通过这种经

历带动更为广泛的个人和团体交往袁使她们以互助尧互敬和自立的方式生活遥 项目的实施

过程首先是参与者的选择与邀请袁然后是同辈小组活动的具体开展袁包括指导参与者进行

反馈性对话尧为谈话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尧以多种形式复述参与者的观点尧指导参与者思

考如何解决问题尧形成和发表参与者及其孩子的成长故事尧为参与者举行结业典礼遥 每个

具体的聆听伙伴项目开展的时间为两年袁对项目的效果评估显示袁参与者在认知方式尧社
会支持和生活状况等方面均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遥 这一项目对于我国女性农民工等弱势群

体心理支持工作具有借鉴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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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聆听伙伴冶院一项可资借鉴的社区心理学
工作项目

张爱莲袁招 清袁李 霞

渊山东理工大学 心理科学系曰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袁山东 淄博 255049冤

野聆听伙伴冶是一个预防性尧促进性的干预和行动研究项目袁融合了女性主义思想和社区心

理学原则[1]袁旨在培育女性团体袁促进个人发展遥 项目所支持的对象是美国偏远农村的低收入

欧裔妇女这一弱势群体遥 该项目受到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公共卫生署妇幼保健局尧梅尔曼

家庭基金会和本德海姆基金会资助遥 在实施过程中袁 项目组借鉴了一些传统的相关项目的经

验袁为促进女性团体尧同伴尧家庭和个人的成长袁而致力于改变她们的环境和提升她们的个人技

能[2]遥 在我国社会袁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类似的关注和支持遥 在城市生活中袁
处于边缘状态的女性农民工就是一个应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庞大弱势群体遥 本文拟对 野聆
听伙伴冶项目的背景尧目标尧实施过程及效果评估等加以介绍袁以期为我国女性农民工等弱势群

体的心理支持工作提供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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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野聆听伙伴冶项目的背景和目标

野聆听伙伴冶项目的支持对象是美国偏远农村的低收入欧裔妇女袁目标是使参与项目的年

轻妈妈们体会到思想和表达的力量袁并帮助她们的家庭和朋友直至社区最终都做到这一点遥
项目组之所以确立这样的目标袁是因为有一些报道称袁许多社区女性长期被忽略袁她们不

具有话语权袁自愿地也是被迫地保持沉默遥 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对她们自己有着相似的描述遥
例如袁一位 25 岁的农村欧裔低收入女性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袁这样描述自己院野我常常觉得没什

么可说的袁我没有任何意见遥当我确实有什么想说的时候袁我也不能说出来遥 就算我说了袁也没

有人会听遥 所以就是这样袁我像在一条死胡同里袁我只能闭嘴遥 冶
很多社区女性都描述了一种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感觉袁这种感觉环绕着她们袁让她们觉得

不舒服袁和他人有距离感袁并且无力改变自己和他人袁包括她们孩子的生活遥 贫困和女性身份

使她们处于男权社会的底层袁无论是在家庭尧人际关系中还是机构尧社区袁很少有人想到她们

可以以其他方式存在遥 因此袁有些女性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不被承认尧不受支持的袁以至于让她

们怀疑自己和自己经历的真实性遥 比如一位有着两个年幼孩子的贫困欧裔女性这样说院
野我不知道袁有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在做梦遥 很多时候我都没办法告诉别人我的感受遥 我知

道这种感觉很不好袁但好像没有人和我一样袁有这样的感觉噎噎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吧遥 我可能

是个怪人袁我也不清楚遥 冶
由于缺乏支持袁她们无法想象袁如果没有了人际之间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尧阶层歧视和其

他有关的伤害袁她们的生活会是怎样袁很多人只是责怪自己孤僻尧软弱遥 虽然有些人也能认识

到身处的社会体制存在的局限袁但她们对于明确表达这种不公正感以及采取什么行动几乎不

抱希望遥
野聆听伙伴冶项目借鉴了叙事理论与方法袁在构建同辈团体的背景下袁为高质量尧有反馈的

同伴对话提供机会和传授技巧遥 项目负责人希望社区女性通过参与活动袁能把自己定义为野主
动的理解者和潜在的合作者冶袁 同时也能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其他团体成员以及她们的朋友和

孩子袁并希望通过这种设置和经历带动更为广泛的个人和团体交往圈袁最终带动社区袁使她们

以互助尧互敬和自立的方式生活遥
二尧野聆听伙伴冶项目的实施过程

渊一冤项目的参与者

每个具体的聆听伙伴项目开展的时间为两年袁 每年邀请一组新的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参

与遥这些女性都来自美国佛蒙特州东北部两个毗邻的县袁具有相似的贫困度和人口密度遥 小型

家庭农场一度是这一区域的经济支柱袁但现在多数已经荒废袁或是被大型高科技企业渊拥有者

多数是州外投资者冤合并遥 很多社区居民只接受了有限的正式教育袁有的从事服务业袁有的是

收入颇低尧缺乏安全保障的农场工人遥 聆听伙伴项目选取的这两个县都以严重贫困尧高失业率

和高青少年怀孕比例高著称袁关于虐待和忽视儿童尧殴打妻子和酒驾指控的报道也屡见报端遥
项目邀请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女性参与院渊1冤年龄在 14-34 岁之间曰渊2冤至少有一个 6 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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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岁以下的孩子和她一起生活曰渊3冤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曰渊4冤生活在偏远农村曰渊5冤被一个或多个

相关机构认定为缺乏家庭支持尧有虐待和忽视儿童倾向袁或承受巨大压力曰渊6冤没有参与同辈

群体尧互相或自助小组的经历渊目的是尽可能把最边缘化的人包含在内冤遥 项目依靠积极参与

社区日常生活的个人尧专业人员和机构帮助识别和寻找潜在的参与者袁同时邀请有兴趣参加

该项目的女性向项目组介绍她们所属社区中符合条件的人袁并与这些人也进行了联系遥
当项目组第一次通过电话或当面邀请女性参加这个项目时袁告诉她们之所以开展这个项

目袁是出于对许多母亲的沉默尧孤立尧不能倾诉和不被倾听这种现象的关注遥 项目组成员向她

们说明袁该项目能够帮助社区女性定期聚集在一起袁诉说经历袁分享故事袁并设法帮助她们获

得实现自己目标的资源遥 项目组强调袁很重视她们个人和集体的故事与经历袁并且认为这种分

享能使社区内外的人们和研究机构受益遥
在每个具体项目持续的两年中袁项目组登记了聆听伙伴干预项目的 30 名参与者袁另外还

登记了 30 名未参加项目的女性作为对照组渊总共 60 人冤遥 对照组与参与组在年龄尧家庭结构尧
婚姻状况尧孩子的年龄和数量尧生活条件尧收入来源及数额尧种族尧宗教尧就业情况和受教育程

度上相匹配遥 对照组的女性不参加每周一次的聆听伙伴同辈小组见面会袁但参加了项目组所

有的访谈和评估活动遥
渊二冤同辈小组的活动

每个聆听伙伴小组连续 8 周开展活动袁每周进行一次见面会袁每次三小时遥 总共有 6 个小

组渊每两年 3 个冤袁每个小组包含大约 10 个社区参与者和 2 个小组负责人遥 小组活动在教堂地

下室尧学校附属建筑或家庭中心等舒适环境中进行遥 由于很多参与者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袁项
目组帮助参与者安排往返的交通袁并安排社区外的人在小组见面会附近进行儿童托管遥

小组负责人由居住在社区或在社区进行过基层工作的专业女性渊社会工作者尧教育工作

者尧医疗服务人员冤担任遥 负责人的任务是鼓励和引导小组活动袁帮助参与者认识到她们自己

和小组的力量尧需求及权利遥
为便于参与者和小组负责人能够对活动的整个过程做出反思袁项目组对每个小组见面会

都进行了录音遥 在每周的同辈见面会结束前袁参与者要集体对本次及前几次的见面会做出反

思袁并对下周的见面做出计划遥
所有的项目协调人和同辈小组负责人互相之间每周也要见面一次袁对同辈小组进行点评

和计划等活动遥 两个小组负责人要对他们负责的小组见面会做记录遥 项目协调人和小组负责

人一起对每组的对话尧活动和新计划做出评估袁并对总目标和未来见面会的方向进行讨论袁项
目组还为同辈小组活动拟定了大纲遥

1. 同辈小组参与者的对话

反馈性对话是同辈小组活动的核心袁它使参与者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发挥作用袁促进朋友

关系尧家庭关系以及团体的发展遥 在小组活动中袁参与者可以说出自己的经历袁并将它们做为

谈话的中心和起始点遥 这种体验对贫困的农村女性而言相当陌生遥 反馈性对话为她们提供了

被倾听的机会袁她们自己的话和她们面对的现实成为他人关注的焦点遥 参与者从了解他人最

好的想法和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袁获得自我尧意见和思想上的成长遥 这种高质量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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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性对话对于养育者来说是一种重要能力遥 仔细倾听尧思考并给他人回应袁需要耐心尧时间尧关
注尧分析袁以及信任和尊重的对话袁并需要优秀提问者所具备的高度敏感尧富有建设性的问话

渊如院野你的意思是钥 冶和野你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钥 冶冤遥这些技巧需要培养才能掌握袁尤其是对那

些极少有机会参与相互尊重尧互惠互益的交流的人遥
2. 为谈话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小组从一开始就考虑了环境和设置的安全问题袁每个小组都制定了一系列规则袁以确保

所有参与者感到安全袁按个人步调行事和参与坦诚的尧互动的建设性对话遥 同辈小组的负责人

也把她们与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感降到最低袁使项目参与者都能表现真实的自己遥 而

且袁小组负责人在所有小组成员当中强调包容尧互相尊重和互惠互助的关系遥
例如袁一名参与者这样说院野在聆听伙伴项目里袁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遥 我不是唯一有问题

的人袁并且我们也不是在比谁的问题更严重遥 实际上就像是每个人都在尝试着帮助别人走出

困境遥 冶
3. 复述这些女性的观点

为了使每位女性的观点和意见以及她们的发展变化受到更多重视袁项目组采取了一些方

法来野复述冶这些女性的话袁以反映她们在一段时间内的转变遥 渊1冤为鼓励参与者反思和重述袁
项目组尝试让她们在小组对话中重复另一个人的话曰渊2冤受参与者读写能力的限制袁项目组给

每个参与者发了一个录音机袁参与者可以在小组或家里使用袁记录尧重放她的想法和小组讨论

的内容曰渊3冤由于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能阅读自己所说的话袁为进行反馈和修正袁项目组转录了部

分小组讨论和个人故事叙述的录音文本袁在下一次见面会中发放曰渊4冤为使小组成员能在活动

过程中评论大家的想法和观点袁项目组印制了对话的书面记录袁并放置在小组会面的房间各

处遥 随后又印制尧分发了小组对话中反映特定主题和活动的部分袁使小组成员可以重新审视她

们的活动成果曰渊5冤项目组向参与者发放了包含她们的录音文本尧日志记录和其他活动记录的

文件夹袁通过定期的回顾袁参与者可以从她们的思考和被记录的行为中发现自己的变化曰渊6冤叙
述是人们了解自己生活和经历的基本工具袁已被证明对了解女性及她们的社会经历尤其有效[3]袁
因此袁项目组设计了女性可以轮流讲述她们生活故事的环节袁并对这些部分录音遥

所以袁尽管参与者经历了长久的沉默生活袁她们还是通过很多方式看到和听到了她们自

己的想法和故事遥最初袁很多人对于在小组见面会上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表示非常惊讶遥 有些

人对自己思虑之多感到吃惊袁也有人担心自己话语的野正确性冶遥 总之袁她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

了自身话语和观点的价值和意义遥
4. 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同辈小组的设计考虑到了营造环境尧培养能力袁引导参与者以思考者和问题解决者的身

份进行思索袁并在一个思考者群体中了解尧欣赏她们的同辈尧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以及社区成

员遥 各小组讨论了使她们感到尴尬或难堪的经历袁让她们了解到袁一个人自己眼中的缺点在他

人眼中常常是大家共有的尧可以理解的尧很多时候是可解决的问题遥
从优势的角度看袁女性可以相互帮助袁去面对那些她们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或挑战遥 项目

组特别强调袁人们常常忽略或低估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自己提出的解决办法遥 受 S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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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pivack 的启发[4原5]袁项目组进行了问题解决练习袁包括从认识问题尧明确目标袁到收集尽可能

多的观点袁再到评估不同选择带来的后果袁最后做出选择并付诸行动在内的一系列内容遥 随着

参与者在活动过程中越来越放松时袁小组成员提出某个担心或顾虑袁她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

用以下方法袁即按照小组要求把顾虑根据所张贴的主题归类遥 对于女性在问题解决过程的每

一步分工合作袁 项目组都会把她们的观点添加到那些张贴的关于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记录当

中袁然后每个人都能阅读到这些合作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成果遥 在项目结束时袁一位参与者说袁
野聆听伙伴冶项目野帮助你发现从前被你忽略了的自己噎噎因为平常不会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

么袁而她们是在帮你看清你能做什么遥 冶
5. 形成和发表个人成长故事

在培养女性良好倾听和谈话能力的过程中袁成员两两合作袁或在小组和大组中引导和录

制他人对自己成长故事的讲述袁这些故事涉及到人生目标尧个人能力和在现有价值体系中不

被承认或被无视的成就遥 项目组积极关注这些女性正在增强的力量袁并且关注社会环境的力

量和影响袁以及认识和重塑环境的策略遥
借助于同辈探索和小组活动的支持袁为了便于修正和反馈袁这些故事被转录并交还给讲

述者遥 在得到她们允许的前提下袁有些故事被拿来与其他的聆听伙伴小组尧开设成人教育课

的学校以及社会服务机构分享遥 野发表冶故事鼓励讲述者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自己袁对她的真实

经历进行构建尧命名袁并且以可供别人参考的形式保留下来袁对这些女性来说是一种很特别

的经历遥
6. 形成和发表儿童成长故事

与发表个人成长故事相似袁项目小组针对参与者的孩子的成长和成就袁对参与者进行访

谈袁引导并支持每个女性回想和讲述她孩子的天赋尧能力和成就遥 这些故事被转录后袁每个讲

述者都对自己的故事进行了编辑袁为孩子把故事制作成一本插画故事书遥
7. 结业典礼

项目组为参与者举行了结业典礼遥 随着同辈小组见面活动接近尾声袁参与者轮流关注每

一个小组成员袁每个女性都表达了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小组成员的感激遥 她们所发表的评论被

转录到每个人的结业证书上遥 这些女性都体会到了这个小组对自己的重要意义遥 多数参与者

都有了一种从社区边缘走到充满思考和关爱的社区中心的感觉袁这正是由于她们的讲述为个

人故事尧相互支持尧积极改变和集体行动提供了一个富有意义的环境遥
三尧野聆听伙伴冶项目的效果评估

渊一冤项目评估概要

本着女性主义和社区心理学的精神袁项目的研究尧评估方法成为了该项社会行动项目的

必要组成部分袁涉及项目的社区协作尧干预尧计划和发展过程遥 因此袁这些方法和项目价值尧目
标尧策略以及项目参与者尧协调人和同辈小组负责人的经验密不可分遥

野聆听伙伴冶项目的每个参与者和对照组成员都在三个不同时间段袁在自己家里渊或由她

们选择的其它地点冤接受了访谈遥 三个时间段分别是院刚刚加入项目时渊干预前冤尧持续 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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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小组结束时渊干预后冤尧干预结束 10 个月之后渊追踪冤遥这些访谈以下列形式的对话或交

谈为主院渊1冤探索女性在以下方面的认识和看法院对知识和真理本质的理解尧对自己和孩子作

为认识与理解者的看法袁以及是哪些人和经历影响了她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曰渊2冤对项目参与者

考虑和处理日常生活中实际冲突的方式进行结构化讨论曰渊3冤 对社会支持的标准化测量曰渊4冤
对自尊的标准化测量曰渊5冤在干预后和追踪阶段袁项目参与者还完成了一个野变化清单冶院涉及

每位女性现在和过去的生活环境尧教育和受训经历尧健康和医疗尧住房尧对社区和保障机构的

参与等方面曰渊6冤 针对参与者的个人目标与计划以及对她的生活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进行

结构化讨论遥
在同辈小组见面会的过程中袁项目组每周都进行信息收集遥 小组负责人要进行录音袁对每

次见面会的活动内容尧动态尧突出的个人贡献以及小组成员的转变做周记遥 每周的小组见面会

都以对会谈的点评作为结束袁在每次会谈中袁参与者都要就大家对谈话尧活动和会议焦点的反

应进行讨论遥 大家谈论新的发现袁活动对她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袁以及什么内容帮助最大袁什
么内容帮助最小袁并探讨原因遥 这些信息对项目进展和评估都很重要袁项目参与者积极参与了

这些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遥
渊二冤干预效果

由于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袁有的参与者未能参加所有的小组会谈袁为了后续的分析袁只要参

加了总共 34 次会谈中至少 5 次的女性袁均被认为是野干预参与者冶(共计 41 人)遥 项目组通过认

知方式访谈尧家庭社会支持量表尧罗森伯格自尊量表和前面提及的野变化清单冶对干预效果进

行了评估袁参与者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认知方式尧社会支持和生活状况等方面遥
1. 认识上的变化

统计分析显示袁干预项目参与者比对照组成员表现出更大的认识上的收益遥 许多参与者

都说越来越体会到思考和表达的意义遥 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院野我已经学会了想出一个主意袁
并且我可以说出我的想法遥 冶另一位参与者则说院野现在我可以从我的生活中得到想法噎噎我

用我的头脑和我的心思考噎噎我喜欢首先进行思考袁以弄清楚某件事情是否适合我遥 冶
最初在认知方式上以沉默和被动接受状态进入干预项目的参与者袁不仅表现出比对照组

更大的认识上的成长袁而且在随后的 10 个月追踪期间袁她们在认识上仍然保持着较大的收获遥
这反映了一个事实袁即参与者的技能和理解能力都得到了发展袁这会帮助她们建立和培育支

持性环境袁以支持她们自己和他人的发展遥 也就是说袁即使在没有了持续的正式支持小组的情

况下袁她们自己也可以充当发展推动者或野小组负责人冶遥
例如袁许多女性把友谊看成是更加多方面的袁并且对成长很重要遥正如一位参与者解释

的那样袁她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朋友袁但现在她有了袁并且成为一个思考者袁这对她自身

的发展非常重要院野我的朋友们对我来说很重要袁她们让我开始思考袁因为我必须回答她们

的问题遥我的聆听伙伴让我知道袁我是有想法的袁这些想法以后也许可以用到遥冶许多参与者

都说袁她们很高兴袁因为知道了她们可以对朋友有帮助遥 例如袁在追踪访谈时袁一位参与者

说院野我知道我能够帮助小组伙伴为她自己说话袁做她真正想做但并没有做的事噎噎这真是

不可思议遥 我比以前更喜欢为别人做事噎噎在这之前你不会看到我这样做袁那根本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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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遥 冶
很多女性谈到她们培育家庭环境的新能力袁使家庭环境能够促进更多经过思考的对话和

反馈遥 例如袁在讨论她的婚姻时袁一位参与者说院野我们比过去谈论更多的事情遥 我认为袁我们曾

经忽略对方袁其实并不是袁这很难解释遥 我们过去习惯或多或少地用自己的方式行事遥 当他离

开时袁我就被困在家里遥 现在袁他留在家里时袁我们把话都说出来袁我们不逃避任何问题遥 我不

能说他真的能彻底掌管这些事情袁但是如果有问题袁他会帮助解决的遥 冶
还有更多的女性谈到袁她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培养和孩子之间相互帮助和尊重的关系遥 在

项目开始时袁一位参与者认为袁父母的角色是充满说教的袁需要一步一步地指示袁她与女儿之

间很少有合作的余地遥 一年半后袁在接受追踪访谈时袁她解释说袁她需要和女儿交谈袁而不是

不停地对她唠叨遥她说院野我会在那儿像个朋友一样袁谈论任何她想谈的事遥因为我认为袁如果

她觉得不能和任何人谈事情袁她会感到孤独袁然后她就难以解决问题袁就不能思考这是怎么

回事遥 冶
总之袁个人认识上的变化和参与干预相关袁这种变化随后可能促成家庭尧同辈的变化遥 随

着参与者越来越多地参加社区组织袁最终便可能促成社区的变化遥
2. 社会支持尧自尊和生活状况变化

针对社会支持的方差分析表明袁干预参与者从干预后测评到追踪阶段所报告的可得正式

支持数量增加袁而对照组女性在此期间所报告的可得正式支持数量则有所减少遥 这表明袁干预

参与者已经能够更好地从她们所在社区找到正式的社会支持了遥
从自尊方面来看袁统计分析显示袁干预参加者与对照组女性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的测评

分数上没有显著差异遥 而从生活状况来看袁与对照组女性相比袁有较大比例的干预参加者表

示袁她们的住房状况保持不变或有所改善袁而不是变得更糟遥 干预参与者在追踪阶段也不大抽

烟了遥 另外袁干预参加者中没有驾照的所有四位女性在追踪阶段都说袁她们目前正在争取获得

驾照曰而对照组没有驾照的 17 名女性中袁仅有 8 名表示袁她们目前正在这样做遥
3. 关于生活变化尧自尊和社会支持的叙事主题的总结

项目组还对评估阶段所做的访谈进行了定性分析遥 对参与者干预后和追踪阶段的访谈进

行分析显示袁有一系列很明显反复出现的主题袁就是自项目开始以来袁参与者在过去 18 个月

中袁她们的生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遥
这些主题显示了自我形象尧相关机构和支持网络的变化袁项目负责人认为袁这些变化很

难通过标准化量表获得袁而通过访谈则可以更好地呈现遥 野聆听伙伴冶项目参与者反复报告袁
说她们感到更加自信了袁并感觉有重要的事情要说遥 她们觉得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

照顾自己袁为自己说话袁认真对待自己的需要袁同时也考虑他人的需要袁用策略解决生活问

题并帮助别人遥 她们学会了认真思考事情袁而不是冲动行事遥 例如袁一位参与者这样看待她

自己的转变院
野对于事情我会想得更多袁看它们是否可以改变遥 如果可以改变的话袁我就会想袁我可以做

些什么来改变他们遥 如果不能改变袁我就会努力想出应对它们的办法噎噎在这之前我从来没

有想过类似的事情噎噎现在我关心别人和我自己遥 我有了新的自信要要要那就是我能把事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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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袁而且我有权利这样做遥 冶
另一位参与者也描述了她生活中的一些变化院
野我想我已经长大了遥 我更加认真地对待生活袁我能够更好地处理问题了遥 以前袁每当问题

来了袁我只是觉得难以接受遥 现在袁在我投入事情之前袁我会思考该如何解决袁我会从自己的过

去吸取经验遥 我意识到我有能力改变我不喜欢的事情噎噎过去袁我的生活控制着我曰现在袁我
经营我的生活遥 冶

参与者还多次提到一种新感觉袁就是觉得自己有了结交朋友和成为朋友的能力袁以及

通过友谊促进个人成长的能力曰有了支持孩子和伙伴发展的能力曰不再那么害怕寻求帮助

了曰有了与其他人分享许多生活经验的自信曰对生活中使自己感到局促和压力的人尧态度和

事件袁不再为之自责遥 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院野我们在一起解决问题袁这样就不会感到很孤

单遥 冶
在追踪访谈一年之后袁 项目组邀请聆听伙伴参与者团聚遥 有大约 25 名女性参加了聚会袁

在半结构化小组的形式下讨论她们的生活遥 项目组把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的总结提供给她

们遥 参与团聚的小组成员举了许多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和证实这些转变袁包括她们开始在社区

的更多公共领域成为领导袁积极参与社区志愿组织尧网络或一些委员会的工作袁比如参与她们

孩子学校和社区的教育团体以及妇女庇护所的工作等遥 通过这些讨论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协

作伙伴支持的力量袁解决问题尧采取行动在参与者的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袁而这就为更多系

统性的改变提供了基础遥
四尧关于项目借鉴的思考

目前袁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袁是各种矛盾的多发期袁也是人们的心理敏感期遥
有研究者认为袁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袁不仅需要通过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来提升人们的物质生

活水平袁也需要通过多方共同努力来提升人们的心理素质[6]遥 对于面临经济和心理双重困境的

城市流动人口袁有研究者建议设立流动人口心理服务机构袁向流动人口提供心理援助[7]遥 用工

单位也需要关注农民工的经济尧社会尧心理等方面的多重需求[8]遥 还有研究者提出袁要加强对农

民工的社会支持袁提出以社区为平台袁从个人尧小组尧社区层面开展工作的模式[9]遥
有调查显示袁24.5%的农民工感受到野社会关系少袁情感孤独冶遥 其中袁女性比男性的感受更

明显[10]遥 作为一个以美国偏远农村低收入妇女这一弱势群体为支持对象的行动研究项目袁野聆
听伙伴冶在内容尧过程和最终目标上均强调个人尧社区和社会的变化遥 由于女性通常具有爱倾

诉与交流的特点袁野聆听伙伴冶项目的各个环节对于我国女性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心理支持工

作均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遥
据统计袁2013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 26894 万人袁其中女性约占 33.6%[11]遥 数以亿计的农

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袁 而他们自己却还有不少人无奈地在贫困线上苦苦煎熬袁过
着野蚁居冶尧野鼠居冶般的艰难日子袁不能公平分享医疗尧就业尧教育尧娱乐等社会保障性的改革红

利遥 在传统社会背景下袁相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袁女性农民工又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人群袁在
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她们面临着多方面的排斥与歧视袁 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更多的困难与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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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袁其生存质量和心理状态必然受到影响遥 女性农民工问题不仅关系到其本身袁还涉及到家庭

和谐以及下一代的抚养教育问题[12]遥研究表明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自我管

理适应尧周围环境适应等有积极影响[13]遥 而这无疑与家庭氛围和家庭教育密切相关袁因此很有

必要对女性农民工给以特别的关注遥
有媒体报道袁当前北京的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组织袁如野农民之友冶野排忧热线冶

野打工妹之家冶袁这些自发团体由于源于农民工自身袁与农民工沟通有着天然的优势袁在日常生

活中能经常为农民工排忧解难遥 不过他们也面临多种困境袁包括团体工作者缺乏培训袁素质较

低袁团体经费匮乏等袁随时都有可能中断遥 此外袁也有一些高校和社会团体深入农民工开展帮

助袁但由于种种原因袁这些团体往往很难坚持遥 因此袁如果政府能够对这些农民工或社会团体

进行资助袁支持类似团体的建立袁同时针对女性更愿意倾诉的特点袁可借鉴野聆听伙伴冶项目在

促进参与者对话和提升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做法袁 招募和吸收专业人员担任团体指导者袁这
样将有利于催生一个健康社群文化的形成遥 大大小小散布在数千万女性农民工中间的社群袁
将能在她们缺乏信心尧感到沮丧或压抑时袁为她们提供倾诉的空间袁给她们以勇气和温暖袁让她

们找到家的感觉袁得到心灵的抚慰袁并提升应对压力和解决困难的能力遥
野聆听伙伴冶项目的工作模式除了适合于在城市中处于边缘状态的女性农民工袁对于生活

在城市社区的女性老人尧单身母亲袁以及农村留守老人尧妇女和儿童袁同样具有借鉴价值遥 如果

我们能够借鉴野聆听伙伴冶项目的工作模式袁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和具体工作对象的特点等因素袁
对工作方式方法进行适当调整袁使这一模式在社区工作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袁相信必将有助

于参与者的身心健康尧家庭幸福袁最终促进社区及社会的和谐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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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to Partners: A Community Psychology Program for Reference
ZHANG Ailian, ZHAO Qing, LI Xi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China)
Abstract: Listening to Partners program is an intervention and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blended in with

feminism and community psychology and it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impoverished white females in the isolated
rural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gram is that many women in such communities have
long been ignored and had littl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goal of the program is to enable
participants to realize the power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and to promote a wider range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individuals and groups so that they can develop a new living pattern of mutual assistance, mutual respect
and self-reliance. The first step of the program is to choose and invite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n to carry out
the peer group activities, including guiding the participants in feedback dialogues, creating a safe environment
for conversation, re-presenting the participants爷 words in different forms, guiding the participants to think
about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ccomplishing and publishing the growth storie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ir
children, and holding a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the participants. Each Listening to Partner Program lasted for
two years. The effect evaluation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d positive changes in cognitive style, social
support, living conditions and other aspects. At last, the article discussed the reference value of the program in
the psychological support of the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and other vulnerable groups.

Key words: Listening to Partners; female; community psychology; peer group; psychological support;
effec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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