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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和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社会工作专业需要结合时代发展需求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目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存在专业实践教育创新性不强、专业实践知识融合性薄弱和专业实

践场景存在滞后性等难题。研究基于地方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办学的培育理念、服务平台、教学方式、实

践模式和育人体系五个方面进行阐述，探索新时代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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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untry promotes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n an all-round way, social work specialty needs to enter a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stag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At present, social work ma-
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innovation in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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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education, weak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knowledge and lag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scen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concept, service platform, teaching me-
thod, practice mode and education system of social work major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e education mode of social work major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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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校教育要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

为共同体是“通过良性的关系而形成的群体，统一地对内外发挥作用的一种结合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和

有机的生命体”[2]。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将共同体应用到教学实践中，把学校作为一个学生通过共同学习

和榜样激励来提高个人能力和德行的教育共同体，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因为人们同处一地，而是因

为大家具有彼此互通的信仰、目的、意识和情感”[3]。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指出，要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并且要建设一流本

科教育。社会工作作为实践为本的一门重要学科和专业，其专业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对新文科背景下的

专业学科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构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育人共同体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育人共同体是一项“党建 + 专业”的系统工程，迫切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各个

方面通力合作，联动各方资源和力量，努力建构专业实践育人共同体，共同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成

长成才，推动专业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1. 实施国家新文科建设发展战略的时代要求 

教育部等 13 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在全面推动新文科建设中，要求新文科建设在

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方面，需要具有战略性、创新性、融合性和发展性的新特征[4]。首先，

社会工作专业作为一门“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困难群众”为对象的助人专业，需要应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

际国内形势，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其次，随着时代发展和国家体制转型，社会工作

专业服务的领域在逐步增加，社会工作专业应该结合时代发展实现理论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再

次，面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和迫亟，社会工作专业需要涵盖多个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渗

透或拓展。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育人共同体探索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2.2. 提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高质量的应有之义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新发展阶段的时代主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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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质量是新时代党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和应有之义。2022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社会工作、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等。高校

作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教育主体，应聚焦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为本”的取向，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

育人建设，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由“重理论，轻实践”向“重实践、重服务”转变，培养出符合新时

代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实现专业人才标准化、本土化、专业化，适应社会转型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需求。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育人共同体有助于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关切社会发展，投身于国家社会建设。 

2.3. 促进社会工作教育链、人才链、行业链有机衔接的重要保障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育人是推动社会工作教育链、人才链、行业链有机衔接的重要引擎。将社会工作

专业实践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相结合是实现专业教育链、人才链和行业链的重要保障。社会工作专业实

践育人共同体旨有效整合学校、政府、社会、行业教育教学资源，优化地方社会所需人才的培育过程、

提高人才培养效能，实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良性配备[5]。2021 年

4 月，《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地围绕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加

快建立健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制度体系，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途径。 

3. 新时代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育人的教学问题 

随着国家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一系列政策出台，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日益壮大。目前全国有 400 余所

高职、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专科、本科以及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每年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3 万余名。面

临着新形势下社会问题复杂和人们服务需求提升，社会工作人才面临着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的转变

压力。现有社工专业实践育人培养面临着从“单一教育型”到“协同共育”转型。 

3.1. 社会工作专业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当前地方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存在基础较薄弱、实务能力不足、专业性不强等问题，与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还有一定差距，聚焦到地方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践育人协同共育教学，主

要存在以下教学问题： 
1) 过于依赖文本教学范式，专业实践教育创新性不强  
社会工作是强调实践为本的一项职业，是以实践为基础和特质的专业，但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存

在文本教学依赖、实践教育不足。首先，传统的社会工作教育过于依赖本文教学范式的路径，社会工作

教育过多重视理论讲授，实践训练创新偏少，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育系统性不强。其次，社会工作专业

实践训练的培养更多于以前的形式化和分散化，没有对接社会发展及时进行转型、改造和升级，社会工

作专业实践教育机制和模式比较滞后。再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育与基层需求和服务联系不紧密，造

成学生理论知识与实务实践脱节，学生对专业知识吸收呈现碎片化等问题，进而导致社会工作实践培养

过程创新性不强。 
2) 缺少多学科知识储备，专业实践知识融合性薄弱 
社会工作专业以实务为导向，以助人为目标，服务领域涉及社区党建、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

事业、社区建设、司法矫正、婚姻家庭、医学服务等服务领域。因此，新时期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

需要多学科知识储备。而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仅限于专业理论与方法知识的教育，缺少政治学、社会

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甚至医学、自然科学知识等多学科知识融合性的传授，造成社会工作专业实

践知识融合性较薄弱。因而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实践场所中由于缺少多学科知识储备，无法有效应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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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现实社会事件的真实意义，其服务更多在停留在社会服务表层，无法实现沉浸式实践，从而不仅影

响实习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也挫败学生个人实践积极性，影响自身实务能力的锻炼和提升。 
3) 与社会发展脱节，专业实践场景存在滞后性 
伴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型，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会随着社会发展层出不穷，而社会工作作为一门直接参

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其专业实践场景存在滞后性，不符合时代社会的发展。首先，目前受实践场所

工作环境和制度的限制，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一般安排在街道、社区和民政部门，实践场景比较单一，缺

少与社会问题“零距离”接触的社会实践基地。其次，学生场景实践的实习内容方式比较单一和枯燥，

缺乏挑战性和任务性，无法满足学生专业成长需求。再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课堂理论学习与场景实践

存在“脱嵌”，学生常常在实习单位从事着最简单和“打杂”性工作，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真实”场景

中。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无法有效在实践场景中得到发挥和应用，导致学生更多是被动参与场景实践。 

3.2. 社会工作专业教学问题的原因分析 

2015 年《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落实加强应用型大学

建设，建立多主体合作协同育人机制。从知识生产模式这一角度来看，“3.0 版”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提

出构建“高校–产业–政府–社会”四位一体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针对“高校–产业–政府–社会”

四位一体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目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践育人培养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钩，不能突出专业前沿与专业优势 
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在专业知识引进、接收、演化、适应和创新发展的过程

中，仍一直处在不断的探索阶段。社会工作教育既无法完全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演化路径，也缺本土相

关理论的有效指导。同时，因为中、西方制度情境和社会环境的根本差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文化

制度差异，使得社会工作理论的普适性、方法的可行性亟待在中国本土化的演化、适应过程中创新发展。

因此，很多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会经常出现“边学、边做、边思、边改”的情况，从而导致常常一

段时间内有出现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钩、不能突出专业前沿和专业优势的情况。 
2) “重理论，轻实践”，实践教学体系单一、缺乏多元协同 
社会工作专业应注重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和实践，但目前很多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存在“重

理论，轻实践”的倾向。社会工作专业教学、监督更多侧重在课堂理论教学，如《社会调查与专业认识》、

《社会工作专业定岗实习》和《大学生就业实习》对社会实践课程的管理相对松散。此外，社会工作专

业教学实践体系单一，缺少多元协同。在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基地的建设过程中，很多高校的实习场所更

多集中在街道和社区，学生的实习内容比较简单，岗位选择比较有限，无法满足学生专业多元化的需求；

同时，社会实践体系缺少对学生实践内容的规范设计和安排，实践场所和实践课程的缺少统一规范管理。 
社会工作作为应用性学科和实践取向的专业，在教学过程中以实务为导向专业培养具有理论与现实

必要性。社会工作专业现有人才培养方法创新性不足导致学生实务实践能力缺乏。一是教师教学方面，

由于教师自身参与社会服务教学较少，缺乏基层社会实践经历、经验，仍然采取传统的理论授课方式，

课程教学与社会发展缺少联结，致使课堂教学无法更好地将理论融入到现实社会，从而影响到社会工作

学生实践能力的知识积累；二是学生学习方面，目前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学习更多依赖于课本知识，缺

少社会服务教学参与和课程培训，主动参与社会实践、互联网+、创新创业、实践场景模拟等机会不多，

学生的实践能力无法有效得到锻炼和成长。 

4.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广西科技大学为例 

针对地方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学过程遇到的主要问题，广西科技大学基于学校办学特色及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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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 

4.1. 树立党建引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培养理念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形成教书育人、

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的长效机制。广西科技大学将“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与“利他主义”专业价值观相结合，形成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构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立足社区，服务基层”的课程思政实践培养理念。学校《“青学社工：‘校地 + 专业’协同实践育人

体系建设”》入选第二批全国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党支部入选首批新时代广西高

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养创建单位，《党建 + “青学社工”校地共建新路径》入选首批广西高校党建创

新示范党建品牌。社会工作专业党支部入选第三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党建引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

育人共同体建设奠定学校专业人才培养的思想基础。 

4.2. 建立校地协同“青学社工”等专业实践服务平台 

自从国家《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相关政策出台，学校(专业)
不断深化拓展“校市相融、校企合作”办学特色，发挥校地共建办学优势，强化“校市共建”顶层设计。

学校党委牵头相继与柳州市民政局、柳州市河西街道办、城中区潭中街道办、静兰街道办、柳南区民政

局等建立党建联建联动机制，签订共建协议，建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共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

中心，打造青学社工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项目。学校(专业)鼓励老师带队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参加不

同领域社会服务活动，通过项目驱动方式创新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模式，不断创新和拓展 
“青学社工”等专业实践服务。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实践服务从城市拓展到农村，从单一青少年人群服

务拓展到基层社会治理。校地协同“青学社工”等专业实践服务平台为“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实践

教学方式夯实了平台基础。 

4.3. 形成“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实践教学方式 

依托专业人才培养思想以及校地协同共建的“青学社工”服务平台，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工作学生

实践素质和能力，社会工作专业基于“实践为导向”，立足于“知行合一”，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的方式提升社会工作学生的实践育人，并逐渐形成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实践教学方式。近年来，

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先后获“挑战杯”全国、自治区级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项近 20 项。获全国

社会工作大学生论坛、梁国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奖学金奖项多项。国家、自治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 47 项，校级社会实践服务项目近 30 项。青学社工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项目调研报告 50 多篇，心得体

会 100 多篇，青学社工视频 7 部。“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实践教学方式，为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创

新提供了教学基础。 

4.4. 建构“挂职锻炼 + 专业服务 + 社会调研”实践模式 

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在“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实践教学方式基础上尝试联合共建单位在社会工作

共建实习场域推进“挂职锻炼 + 专业服务 + 社会调研”三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河西社工大学生志愿

服务项目获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青学社工“校地 + 专业”协同实践育人服务团、“三

听三讲”社会实践服务团和“时间银行”新型养老模式现状研究服务团先后多次获得全国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重点团队、优秀团队。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个人专业技

能、项目设计和社会调研等实践能力得到明显提升，逐渐形成了“挂职锻炼 + 专业服务 + 社会调研”

的实践模式，为“政–校–社”协同教学育人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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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打造“政–校–社”协同实践教学育人体系 

2011 年广西科技大学确定社会工作专业为首批专业评估(认证)建设试点专业之一。学校基于“校地

合作”共建模式和培养地方应用型人才目标，提出了立足地方服务社会社会工作专业“政–校–社”协

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截止到目前，学校与政府和行业相关部门挂牌成立 17 个实习实践基地，3 个专

业人才培养基地；教师领办 1 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项目 54 项，经费 570 多万元；建立 1 家市级社

会组织孵化基地(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培育孵化 26 家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建成 1 个社会工作专业实验

室和调研中心，1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1 只双师型师资队伍和 1 只行业专家兼职队伍。社会工作专业探索

和建构的“三阶梯四联动”实践教学模式、“政–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分别获得广西高等教育自治

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政–校–社”协同实践教学育人体系初显成效，进一步探索构建社会

工作专业实践育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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