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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界定：指

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

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

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

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

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

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国外研究

已婚或者同居者之间的暴力行为

或者虐待

国内研究

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

造成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

家庭暴力的概念界定研究——什么是家庭暴力？



夫妻之间、父母对子女、子女对老年父母、手足之间的暴力、

虐待、忽视行为。

国内、国际研究都表明：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是已婚妇

女。儿童和老人也常常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关于家庭暴力发生类型的研究——谁是受害者？



精神暴力

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还有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毁容、非自愿殉夫、强迫性营养不良、

被迫卖淫、高压劳动和无法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等。（联合国儿基会，2000）

身体暴力

经济控制性暴力

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的研究——家庭暴力如何表现出来？



后现代女性主义
对家庭暴力产生

原因的诠释

社会性别的研究
取向

传统的研究取向

男性施暴的原因分析
女性受虐的原因分析

对家庭暴力的其
他相关研究

家庭暴力发生的周期性循
环

家庭暴力正常化
受虐妇女综合症

对家庭暴力的不同研究取向——家庭暴力产生的理论分析



权力动机
                                                                 

心理学的观点

传统的研究取向——男人为什么施虐？

亲密焦虑

社会情绪距离

妇女受虐待

男性 女性

认知、情绪、行为
问题；暴力的代际
传递（社会系的理

论）



传统的研究取向——男人为什么施虐？

系统理论的观点

个人
因素

家庭
因素

社会
因素



长久忍受痛
苦

经济依赖与
情绪依赖

不太确定自
己的需求

长期抑郁、
压力，酗酒
或者服药

不论女性有何人格特点、或者是否犯错或者已经“习惯”，都不是男人
实施暴力的借口。

传统的研究取向——女人为什么受虐？

低自尊

不切实际的
期待，丈夫
会突然改变

社会隔离

相信殴打只
是暂时的

因为自己不
好才被打

长久忍受痛
苦

女性受虐倾向

习得性无助



暴力的代际
循环 社会经济

地位

社会压力
社会隔离 必须从多因素来

分析，多角度研
究受虐妇女的处
境和干预思路

传统的研究取向——女人为什么受虐？

多元视角研究受虐妇女的处
境



男女社会地位差异：
男主女从、男尊女
卑、男强女弱、男
主外女主内

权力和资源差异

家庭暴力

父权制文化

社会性别的取向分析——男尊女卑的产物



2016年，美国知名网站研
究性别主义，对从80年代开
始的约2000部电影中男女
台词数量统计对比。



暴力的循环和升级

道歉和原谅期 暴力发生期 愤怒的积蓄期

对家庭暴力的其他相关研究

家庭暴力发生的周期性循环

“蜜月”和好期

愤怒的积蓄期



非理性信念：
只能依赖施暴
者生存

忍受暴力

自我评价降低 受到暴力

对家庭暴力的其他相关研究

家庭暴力正常化



低自尊

相信受虐关
系的神话

认为应对施暴者
的行为负责任

受困罪恶感，但否认
有恐惧及愤怒情绪

看似是被动的，但却能操
控环境以免进一步的暴力

运用性来建立亲密关系

对家庭暴力的其他相关研究

受虐妇女综合征

是一位“传
统主义者”

有严重的压力，带有
身心疾病

相信除自己外，没有
人能解决她的困境



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的理论中“话语”被赋予了
独特的含义和地位，他提醒人们注意被通常的话
语权所掩盖的并且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常识的存
在”的危险性，话语传播着权力的影响，是权力
的替代品。

在父权的话语体系中，女性被设定的角色期待，
通过信息（话语）被暗自传递，并被自觉或者不
自觉的内化。

女性主义强调要思考如何将不平等现象呈现出来，
从而唤醒人们和改变权力的现状。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家庭暴力产生原因的诠释



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带领我们从个人人格特质、

家庭影响、社会环境等多个角度认识家庭暴力，启发我

们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系统的、多角度的看待问题和解决

问题。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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