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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2014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成果正式发布， 数
据显示， 近八成家庭感觉幸福。 身体状况、 居住条件、 社会交往
……究竟什么是家庭幸福的指标？ 参与这次调查的社会学专家们，
也就“家庭幸福感” 的话题来了一次“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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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课外活动
师资不足问题？

提问者 温宝成 回答者 胡芳

■有问必答

提问： 工伤职工 温宝成
回答：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 胡芳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受过工伤的职工
能被单位辞退吗？

两口三口之家最幸福

伍海霞： 这次调查我参与的
是家庭结构与家庭幸福感的板
块。 我们调查发现， 不同结构类
型的家庭幸福水平存在显著差
异， 家庭成员关系、 保障水平和
夫妻关系等均对家庭幸福水平具
有显著影响。

数据显示， 自有住房是家庭
幸福的第一位决定性因素， 家人
健康居次。此外，夫妻和谐也是影
响个体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调查发现， 不同家庭规模下
被访者的家庭幸福感不同。 生活
在2人、 3人家庭的个体幸福感明
显高于单人户、 4人及以上等多
口之家； 夫妇家庭、 标准核心家
庭中成员的家庭幸福感普遍高于
单人户 、 直系家庭和隔代家庭
等； 对于老年人而言， 亲人是否
在身边、 是否与家人居住均会对
其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随着家
庭人口数的增多， 夫妻关系成为
家庭关系的主导， 夫妻和谐在家
庭幸福中的决定作用上升。

此外， 家庭幸福建立在一定

的物质基础之上， 个体的受教育
程度、 就业状况等直接影响着个
体与家庭的经济状况。

住房条件与幸福感有关

王磊： 本次调查发现， 住房
是家庭幸福感最重要的决定因
素， “安居” 是中国家庭追求的
共同目标。 通过对中国家庭的抽
样调查， 我们发现， 本地户籍和
非本地户籍家庭幸福感得分存在
差别。 具体而言， 对邻里交往、
居住社区、 工作单位/场所 、 居
住地的评价越积极， 感到家庭幸
福的比例越大； 住房来源具有福
利色彩、 有购房计划、 购房计划
时间更短、 购房目的是投资， 感
到家庭幸福的比例更大； 非本地
户籍人口的家庭幸福感越大， 他
们的居留意愿越强， 想通过购买
住房而留在本地的幸福感更强；
比较而言， 各类情况下的非本地
户籍家庭的幸福感得分要高于本
地户籍家庭。

调查数据显示， 住房来源为
经济适用房的本地户籍的家庭幸
福感最高， 住房来源为租赁廉租

住房的非本地户籍的家庭幸福感
最低。一般而言，住房面积与家庭
幸福感之间是正向相关关系，调
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随着住
房面积的增加，家庭幸福感为“非
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合计比
例在逐渐增加，家庭幸福感为“不
幸福”的比例逐渐减小。

聚餐有利于家庭幸福

邹宇春： 人际关系、 社会交
往是影响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因
素。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 社交网
越广泛， 家庭幸福感则越强， 社
交类型单一的人难有较高的家庭
幸福感； 社交圈里拥有越多的政
治或经济精英 ， 家庭幸福感越
强 ； 女性 、 处于离婚或丧偶状
态、 60岁以上等各类别的弱势群
体社交圈的广泛度、 资源丰富性
相对较差。

针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传统，
此次还就餐饮社交进行了调查。
结果就是， 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与其他社交活动相比， 餐饮活动
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最大， 外出
就餐活动适当的人， 更容易有家

庭幸福感。 高消费的餐饮活动在
过去一年里明显回落， 但大众消
费仍有一定的稳定性， 居民依赖
适度的饮食交往获得情感支持、
信息分享 、 资源互助等积极效
果。 长远来看， 餐饮社交活动应
以适度为宜， 过多或过少都会降
低家庭幸福感。

李丁：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
要部分， 且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
要。 调查结果表明， 无论是个体
的幸福感， 还是个体对于家庭幸
福程度的评价， 都与受访者的心
理状态存在明显的相关。 负面的
心理情况越严重的受访者给出的
幸福度评价都相对较低。 有轻微
负面情绪和有较为严重心理问题
的受访者中， 认为自己不幸福或
者很不幸福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18%和41%。

什么人更可能出现负面的情
绪及心理状态呢 ？ 抽样数据显
示， 社会经济水平不同的群体平
均的心理状态存在显著差异。 住
房条件和经济状况较差的受访者
出现负面的心理状态的可能性更
高， 特别是那些住房状况差、 经
济处于贫困中的受访者。

王 磊 邹宇春 李 丁 伍海霞

温宝成： 2001年初， 我被一
家加工企业聘用， 后来发生工伤
并得到工伤认定， 经鉴定为九级
伤残 。 去年 ， 单位经济效益不
好， 总想将我们这些入职早、 工
资高的老职工辞掉。 我因工伤导
致的脑部旧伤发作， 从今年春节
后开始休病假。 请问： 像我这种
情况， 单位能与我解除劳动关系
吗？ 若被辞退， 我能得到多少赔
偿？

胡芳： 《劳动合同法》 第四
十二条规定， 劳动者在本单位患
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
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用
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另外， 《工伤保险条例》 第
三十七条规定， 职工因工致残被
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 劳动
合同期满终止， 或者职工本人提
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由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从您说的情况来看， 您因工
致 残 被 鉴 定 为 九 级 伤 残 ， 属
于 部 分丧失劳动能力 ， 按照上
述规定， 单位不得以经济效益不
好与您解除劳动合同 。 但是 ，
如果您与单位的劳动合同期满终
止劳动合同的， 或者您本人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的， 您有权获得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两项补助金额均
为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6个月
的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

北京市中小学课外活动计划
发布一年， 学校的实施情况和效
果如何呢？ 听听东四十四条小学
德育主任芦军的介绍吧。

记者： 请介绍一下学校开展
课外活动计划的情况。

芦军： 学校去年4月全面推
行课外活动计划， 在原有课外活
动的基础上 ， 增设新的课程资
源， 陆续开设了29个兴趣小组，
周一到周五每天活动内容不同。
600多名学生可自愿选择， 培养
艺术、 科技、 体育特长。 现在，
全校几乎 100%学生参与计划 ，
每人至少报1个项目。

课外活动的一大难题就是师
资不足， 为此， 我们在全体任课
教师参与课外活动管理、 服务的
同时， 采取外聘教师的方式来解
决， 比例为各占一半。 外聘师资
主要依靠东城区少年宫和东城区
科技馆的大力支持， 还有部分师
资来自学区和区内名校。 普及类
项目主要由本校教师负责， 纳入
教师期末综合评价； 提高类项目
由外聘教师承担。

根据市区财政精神， 学校把
课外活动计划经费全部用于学生
科技 、 艺术 、 体育等活动的开
展， 主要用于外聘教师费用、 场
地租用费、 低值易耗品购置费，
以及购买社会服务产生的相关费
用等。 东城区多年实行 “蓝天工
程”， 要求校外教育机构的教师
每年下校， 这一政策增大了外聘
教师的下校动力。

点评： 解决课外活动师资不
足难题， 不能仅靠学校一家， 一
定要多方合力， 通过政策、 资金
等扶持措施， 调动校内外机构和
教师的热情， 让活动计划得以长
效发展。

记者： 课外计划实施的效果
如何呢？

芦军： 我们的篮球、 舞蹈等
社团是传统优势项目， 借助课外
活动的开展， 过去一年优先发展
排舞 、 拉拉操等体育类运动项
目； 开设了手风琴校本课程， 组
建校手风琴乐团， 形成艺术教育
新的特色项目。 学校先后获得北
京市第十七届学生艺术节校园剧
展演一等奖、 校级合唱展演二等
奖， 第五届 “炎黄杯” 中小学生
美术、 书法、 摄影比赛一等奖等
荣誉。

校篮球队获得2014年北京市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篮球比赛小学
男子组冠军。 校舞蹈队获得2014
中国国际露营大会国际排舞邀请
赛小学生乙组一等奖， 还囊获此
次邀请赛小学组全部单项奖； 还
获得2014舞动中国———排舞联赛
（北京赛区） 小学生甲组一等奖。

点评： 艺术、 体育、 科技项
目， 体现的是学生综合素质。 能
在国家级、 市区级比赛中获得名
次 ， 证明了课外活动计划的效
果。 这些能力将伴随学生成长，
让他们终身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