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
主要服务社区里14-35岁青少年。“这
其中会有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我
们青少年事务社工会基于同理心、接
纳、平等等原则，陪伴青少年平稳度过
窗口期，并引导他们少走弯路。”

入职后，吴智惠作为派出社工，
驻扎在杨浦区定海街道，对接居委
会，负责200多名青少年，不乏有辍
学问题青少年。

青少年有一个心理特征：反复无
常。前一天交流后，他们会对吴智惠
说：“姐姐，我保证会改。”过了一晚，
他们又放弃了自己的承诺。

吴智惠为他们专门设计的活动，
也常常被“放鸽子”。为了上门与家
长沟通，了解青少年成长环境，晚上
九十点她还在社区里走访。

一开始青少年的不接纳也让她
不断换位思考，青少年接受一个陌生
人的确需要过程，这过程中如何建立
专业关系，“这时会发现，学校里学的
理论知识和工作后的实践有着差距，
所以我也建议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
多去相关机构实习，增加实践机会。”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举国哀痛。
在地震发生后的4个月，吴智惠以社
工的身份来到都江堰，参与当地青少
年工作和家庭重建工作，建立都江堰
幸福家园。

当时吴智惠除了兼职编辑幸福家
园报外，协助当地开展活动也是重要
工作之一。青少年自护教育、萤火虫
晚托班、家长沙龙、防火防盗讲座等。

她和其他社工与当地市民一起吃
住在板房里，隔壁的板房就是办公室，

全身心地投入到灾后重建的工作中。
那年的中秋节，是吴智惠第一次

没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度过，她在幸福
家园里，和当地中小学生一起吃月饼。

不过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比如面
对一些失去弟弟妹妹等至亲后，把自己
封闭起来的孩子，创伤后应激障碍让她
一时也很难介入，还常常让她产生专业
枯竭之感，“专业是什么，如何能突破”
成为她回来后一直思考的问题。

从2004年至2008年，5年一线社
工的经历，让吴智惠感受到，社工工作
是一个很丰富、很饱满的专业，不仅要
懂社工的专业知识，还要懂法律、心理、
沟通技巧等“周边知识”，特别能培养一
个人的学习能力。社工也还要关注个
案的生活成长环境，“无疑社会工作是
一份助人自助和促‘境’美好的工作。”

奋斗当下 突破专业：助人自助和促“境”美好

吴智惠注意到，根据未来趋势，
社会需要专业性的社工人才。

据上海市社工协会青少年社会
工作专业委员会初步统计，截至2017
年底，全市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社
工672名，在青少年社工机构和社会
服务组织中从事发展性服务的社工

783名，在街镇、社区从事青少年相关
工作的社区工作者逾5000名。

虽然工作队伍日益扩大，但要满
足青少年个性化服务，现有的青少年
社工队伍规模是远远不够的。

在《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也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

上海每十万名青少年配备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不低于80人。

“社会工作需要年轻力量，需要
一部分有热情、有爱心、有能力的大
学毕业生加入到社工队伍中，提高我
们社工工作参与到社会治理的整体
能力。”吴智惠说道。

憧憬未来 社会工作需要有爱心、有能力的大学生

2000年初，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了
解社会工作到底需要干什么，包括将
要填报志愿的吴智惠。“社会工作，可
能就是和居委会阿姨要做的事差不
多，处理社区矛盾，和人打交道。”

当时填报志愿时，吴智惠内心有
两个倾向，第一是报考警校，第二就
是市青年干部管理学院的社会工作
专业。

警校，是擅长体育运动的吴智惠认
真考虑的，穿上警服，维护正义，做一名
飒爽的警花，但体能却是一大障碍。

对于社会工作，吴智惠的认知来
自一些涉及社工内容的港剧，她觉
得，与人打交道，她很在行。从小学
到高中，吴智惠都是班干部，中队长、
大队长、班长等各种职务都担任过，
和同学相处、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

组织活动都是好手。
吴智惠说，家里对她的专业选择

不作干预，父母都特别支持她的决定。
最终，带着对社会工作的一知半

解，吴智惠走进了青干院社会工作专
业，3个班，100多号人，如今还有不
少人，在医务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
工作等领域发光发热。

社会工作专业安排的课程很多，
个案社会工作、团体社会工作、异常
心理学、团体治疗等。当时上课以理
论为主，素材又不多，上个案社会工
作课程时，多用的是国外案例，就算
如此，吴智惠从不翘课，她听得很认
真，也觉得有趣。

一节个案课上，吴智惠至今对任
课老师说的一句话印象深刻，“要想
升官发财的话，就不要选择做社工

了。”这让她看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也更好奇工作的状态。

毕业那年正值2004年，吴智惠
面前放着三条路，第一可以去区少年
宫当辅导员，带夏令营、冬令营等活
动。第二可以去相关街道的综合类
科室实习，第三就是，全市第一次大
规模招聘禁毒、矫正和青少年这三大
类社工，有多元化的队伍结构，有系
统的岗前培训。

“既然学了这个专业，何不试试
呢？”吴智惠这么告诉自己。

由于大学期间已经考出了助理
社工师的证书，吴智惠顺利进入面试
环节，最终带着憧憬，带着心中的那
团火，正式跨入了社工这一行业，成
为了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
心的一员。

无悔过往 带着心中那团火，跨入社工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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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对高考时的“自己”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专

业填报和工作选择时，总有一种

“还好选对了”的感觉。

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

之一，社会工作者就是助人互

助。有些工作是可以让人追求

经济价值的，但这份工作，能让

人追求社会价值，是一份能够促

进社会进步的工作。

作为一名社工，是有“社工

相”的，他们一般有亲和力、亲切

感，经常微笑，有说服别人的能

力，面对青少年勇于先迈出一步，

带着专业的理念为对方考虑。通

常，他们也热情、乐观、无私。

我就觉得，我的性格很适合成

为一名社工，现在面试新员工时，第

一眼也会看对方有没有“社工相”。

如果“00后”想选这个专业，

我建议，在大学里要培养自己的

学习能力，不单单是应付考试，而

是开拓自己的兴趣点，多学习法

律、心理等“周边知识”，拥有学习

能力，也是一辈子得益的事情。

此外可以多参与社会实践，

比如志愿者活动，社会服务工作

等，用眼睛、用心灵去感受世界

上美好的事物。也可以去相关

机构实习，如今上海相关机构也

不少，提早了解行业运作模式和

机构文化，对学生很有好处。

我们中心如今就有来自上师

大、上海政法等学校的实习生，会

让他们跟进个案，设计社区活动，

参与小组工作，对学生来说，都是

一次实践机会。

另外，社工在接触个案时，可

能会接收到不少负面的事情和情

绪，所以我一直觉得，社工要做一

个“向阳而生”的人，用优势视角去

看待存在的问题。不断调整自己，

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所以，优秀的“00后”们，如果

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爱心、有热情、

乐于奉献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

人，可以考虑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既然可以用业余时间去做志愿者，

何不用专职的时间来做社工呢？

走过14年社工路，吴智惠召唤00后与她一起促“境”美好

职场“向阳而生”大学里需多实践
“ 既 然

青年都热衷
于用业余时
间 做 志 愿
者，何不在
专业填报的

时候考虑下社会工作专业，学习专业的助
人理念和方法，做一名具有专业能力的助
人者，社会工作者？”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
年事务中心副总干事吴智惠说道。

14年的社工路让吴智惠感到，社会工
作是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也需要一批有爱
心、有热情、乐于奉献社会的专业青年加
入。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要用心灵去感受
世上美好的事物

吴智惠深入社区开展工作，她希望更多有热情、有爱心、有能力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到社工队伍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