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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其实践教学虽取得一定成绩，但结合实际调研和文献阅读来看，当前社

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仍存在实践教学理念落后、实践教学方式单一、实践教学内容碎片化、实践师

资实务性弱、实践基地活力缺乏等问题。为更好地应对当前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培育符合新时代需求的

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迫切需要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社工人才为目标，抓住机遇，

顺应发展，从育人理念、师资配置、教学层次和实践板块等多角度不断优化，探索出适合地方本科院校

社工专业“1234”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路径，帮助社会工作更好发挥专业优势，更高效服务社会各群体，

更好地发挥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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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although practical teaching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based on actual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ading, the current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social work majors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outdated practical teaching 
concepts, single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fragmented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weak practical 
teaching ability of practical teachers, and lack of vitality in practical bases.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current social governance and cultivate social work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 urgently needs to 
aim at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pplied social work talents, seize opportunities, adapt to develop-
ment, continuously optimiz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educational concepts, teacher al-
location, teaching levels, and practical sectors,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1234” prac-
tical teaching system suitable for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elp social work 
better leverage its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more efficiently serve various groups in society, and 
better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basic so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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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恢复重建至今，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从探索初期到逐步建立专业教育体系，

再到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阶段[1]。进入新时代后，社会工作在社会救助、社区建设、养老服务、

儿童关爱保护等多个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把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具体化，传递政府与社会对受益者的

关爱，对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以及突发性事件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进一步得到国家和社会的

认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3 年 3 月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

更加注重发挥专业社会工作优势，对社会工作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参与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本

土进程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要求。在此进程中，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院校数量规模不断壮大，

专业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也蓬勃发展。然而，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本

科教育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已有的研究聚焦新文科视角下的社工教育、学科建设、专业化发展

等方面的挑战，包括社会工作研究落后于服务实践、专业教育师资力量“专”“精”能力不足、教材

教学资源无法匹配教学现实、专业教育缺乏“专业胜任力”导向等[2]。学界普遍认为，专业化、精细

化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离不开与时俱进、健全完善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本文试图在分析社会

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前提下，从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

建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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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 

作为以实践立学的专业教育，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学生培养方案中均明确要求社会工作学生必须完成

相当数量(一般不小于 800 小时)的实践教学内容，就调查结果来看，本科高校一般以课程实践、专业实习

实训、社会实践三大类实践教学为主，主要集中在学校教室、实验室、实践基地或社会机构/组织，采用

“专业导师 + 实习导师”双导师制进行实践教学指导，由专业导师根据实习导师的评分给出最终考核成

绩。当前，注重实践教学，推动产教学研一体化是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普遍趋势与必然选择。但

从现实看，社会工作实践教学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2.1. 实践教学理念落后 

多数学生由于缺乏对自身认知和职业认同，把应付作业与考试作为学习目的，注重考试成绩而非注

重个人能力与素质提升，没有很大兴趣主动参与课堂和自主探索学习，因而当任课教师做实践教学项目

安排时，不少同学无法理解实践教学的意义，觉得实践教学时间花费多，学习任务加重。而教师有对实

践教学重要性的认知，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常常使用互动式、案例化教学，但不能有效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或者由于场地、时长的限制，而无法有效地开展实践教学。在本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中，坚持“多层次分

阶段”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逐步认可专业、接纳专业，并愿意学习专业，成为社

工服务人才。 

2.2. 实践教学方式单一 

社会工作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易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而忽视本土实践探索。

就从学生访谈调研结果来看，在个案工作课程教学中一些老师会更偏向讲授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案

例，而不结合中国实际，忽略本土社会脉络、价值观念和实践经验的传授。正如 G 同学所说：“个案

工作的理论学了也不知道怎么做个案”。因此实践教学虽有课时规定，但仍以撰写实习报告和完成课

程作业这两种实践教学方式为主，实践教学方式单一且流于形式，真正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提升实

务操作技能的实践教学较少。就实习效果来看，很多同学反馈：“感觉课堂和现实有很大差距，现实

也不太像社工”。 

2.3. 实践教学内容碎片化 

各个高校由于专业建设标准化的需要，大多数社会工作专业的都开设了比较完整的专业课程，但是

构建实践教学形成一个整合体系的较少，尤其依托地方特色进行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尝试缺乏，导致实

践教学体系整体性弱，且缺乏本土特色。如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等专业核心课程及《社会工作机构运作与

管理》等实务课程都有实践教学安排，但缺乏实践教学的整体串联，使学生在面对完整个案或项目时，

仍显得无从下手，无法达到能力整合、系统提升的目标[3]。 

2.4. 实践师资实务性弱 

目前，全国已有 348 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每年至少向社会输出 4 万多毕业生。在高校

教育蓬勃发展的情况下，社工实践师资力量却显薄弱，且实践师资实务性弱。首先是部分社会工作专业

教师虽专业素养较高，但有唯论文、唯职称等倾向，不注重实务能力提升。其次是很多高校都建立了“引

进来”实务导师制，但是真正走上课堂的少，对学生的实践教学帮助有限。社工专业建设离不开实践教

学体系的构建，也离不开教师队伍的建设。现阶段师资力量虽能满足现有教学体量的需求，但未形成校

内教师与实务导师两者良性互动，实务师资力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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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实践基地活力缺乏 

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已成为社工人才培养的标配，但是在实践基地的建设过程中存在“重数量，轻质

量”的问题，且缺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机制，导致实践基地一经建立就“失声”，无法发挥实效[4]。部

分社工机构存在专业能力有限、内部治理不规范，对学生专业性引导不足，甚至歪曲学生的专业认知，

挫伤学生的专业情感。此外，实践基地日常管理维护中缺乏监督反馈机制，无法发挥衔接课堂教学和实

践教学的桥梁作用。 

3. 社会工作专业“1234”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路径 

为更好地解决社会工作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根据国家战略对社会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社会工作专

业化职业化发展的内在需求以及社会大众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转变，本文以浙江省 XX 学院为例，构建

了“一个育人总目标” + “两大师资力量” + “三个教学层次” + “四大实践模块”为内容的社会工

作专业“1234”实践教学体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tructural diagram of the “1234”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for social work majors 
图 1. 社会工作专业“1234”实践教学体系结构图 

3.1. 一个育人总目标 

围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这一育人总目标，在学校课堂实践、机构“移动课堂”

和社会“综合课堂”的不同场景，多层次、全方位、分阶段地开展实践教学，打造“移动课堂”，以“项

目贯穿制”为主轴的社会工作专业“1234”实践教学体系。具体而言，在知识层面，帮助学生掌握社会

工作的专业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及相关学科知识；在能力层面，培养学生保持专业关系、人际沟通、资

源链接与发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专业能力；在素养层面，培养学生热心服务群众、敢于担当作为、

勇于探索创新、善于解决问题的综合素养。在理论知识输入，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操，课程思政元素的融

合三方面系统教学下，学生最终成为具有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恪守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专业理论基

础扎实、专业实务技能较高的高素质应用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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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两大师资力量 

社会工作实务师资力量的建设不仅是校内专任教师的实务能力提升，还在于将产教学研融合。一方

面是校内形成特色鲜明的“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现有师资队伍要求专业知识基础扎实，且类型多样，

特长鲜明。除此之外，在“政、校、协”协同育人平台基础上，实践教学团队还秉承“走出去”的原则，

通过参与机构运营、指导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和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等方式，掌握丰富的实践经验，

不断提升实务督导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引进来”指的是校外建立层次多元的“实务导师”队伍。具体

是建立一支来自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各类社工机构等的行业精英构成的兼职教授或实务导师队伍，

直接参与实践教学全过程。目前社会工作的专业课程大多以“实务精英进课堂”(已开展 12 期)或“东方

社工大讲坛”(已开展 8 期)的形式邀请实务导师走上讲台，走近学生，让学生聆听行业前沿资讯，与行业

精英对话。此外，实务导师也将利用专业实训基地提供的实习机会，将课堂搬到机构形成“移动课堂”，

以“项目贯穿”为主轴，以专兼师资结合、手把手指导的“新师徒制”方式，引领学生真实体验社工项

目运作，润物细无声地内化专业技能。 

3.3. 三个教学层次 

实践教学体系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务技能，并将专业知识与技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重要过

程。基于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阶段侧重点不同，相对应地配置专业实践内容(实践学时和实验室教学)，
同时利用暑期社会实践、阶段实习和毕业实习相结合的实习机会，以“项目贯穿”的方式联动起实践

资源，打造“移动课堂”，坚持分年级分层次地推动“课上课下”“线上线下”“校内校外”全方位

全过程的实践教学，让学生可以从教师课堂教学中“求知学习”、在专业实践的活动中“反复实践”，

最终“自我养成”，进一步内化到个人品格中，完成从“认知–行为–养成”三个教学层次的转化，

成为一名有着较高专业认同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具体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阶段化安排如

表 1 所示。 
 

Table 1. Staged arrange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for social work major 
表 1.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阶段化安排 

年级 实践教学内容 实践教学方式 实践教学层次 

大一 
(兴趣导入阶

段，以课堂

和实验室为

主) 

课上：以公共课和专业核心课程中

实践学时学习为主； 
校内：讲座输入社工行业的前沿知

识；参加新生训练营和学生社会工

作协会； 
校外：实践基地参观学习。 

师生见面会； 
新生训练营； 
参与学生社会工作协会； 
实践基地参观(2~3 个)； 
新生专业教育讲座； 
社工电影节； 
实务精英进课堂； 
暑期社会实践调查。 

认知：初步认识社会工作的内

涵，对专业持有探索的姿态，

吸引学生进一步学习和了解

该领域； 
行为：参与到实践活动中，以

开放的心态体验专业魅力； 
养成：感受到专业的独特价

值。 

大二 
(接触探索阶

段，以课堂、

实验室和专

业机构为主) 

课上：以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选修课

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多元方式实

践教学； 
校内：作为核心成员领导学生社会

工作协会开展专业实践活动，各类

比赛竞赛、校内实践活动； 
校外：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实践 1  
(阶段实习)。 

校内校外竞赛，如聚光行动

公益项目策划大赛、浙江省

社工模拟大赛、全国社工微

电影大赛及其他竞赛活动； 
领导学生社会工作协会举办

“新生训练营”等专业学习

活动； 
专业实践 1，到专业机构中

亲自去做专业工作。 

认知：教师可通过翻转校园等

教学改革举措，运用多元教学

方法完成课程实践学时要求； 
行为：将知识学习进行模拟实

践，在思考与交流中，加深对

社工的认识； 
养成：逐渐接触专业的不同方

向，广泛深入了解中明白自己

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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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三 
(专业聚焦阶

段，以课堂、

实验室和专

业机构为主) 

课上：模拟真实的环境中学到解决

问题的技巧、方法和原则； 
校内：丰富的社会实践； 
校外：将课堂搬到实践基地，以“移

动课堂”的方式进行教学。 

校内校外竞赛； 
项目贯穿制的综合实训； 
专业实践 2 (学年论文，专业

思考)； 
“移动课堂”。 

认知：熟练专业技能； 
行为：学生学到解决问题的技

巧、方法和原则； 
养成：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问

题。 

大四 
(反思行动阶

段，以专业

机构为主) 

校内：专业课程已经结束，以综合

实训为主，要求结合自身专业实践

进行专业思考，完成毕业论文； 
校外：毕业实习，到机构真实体验

一线工作者工作的工作状态，并参

与到专业助人活动的全过程。 

项目贯穿制的综合实训； 
“移动课堂”； 
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 

认知：对专业已有较清楚的认

知，并对个人发展有规划和决

定； 
行为：完成综合实训，毕业论

文和毕业实习； 
养成：将专业价值观与知识技

能内化于心，达到养成状态。 

3.4. 四大实践模块 

基于浙江省 XX 学院现有的“政、校、协”多方协同培养平台，增加实践教学的比例，构建起“课

堂实践 + 校内实践(‘聚光行动’公益项目策划大赛、浙江省社工模拟大赛及其他挑战杯等学科竞赛) + 
专业技能实践(包括专业实习、专业实践、暑期社会调查) + 社会综合实践(创业培训、志愿服务)”为主要

内容的实践教学体系，最后形成“政、校、协”良好互动的教学模式，最大程度地提供学生自我探索、

自我学习的机会，提升其实务操作能力[5]。 
1) 课堂实践打牢知识基础 
从专业培养方案上来看，本专业的最低毕业总学分为 160 学分，实践总学分为 56.5，占总学分比例

为 35.31%，在专业教育的 45 门课程中 62.22%的课程设置了实践学时，并根据课程内容，教师自主开展

了 165 项实践项目。在课堂实践教学模块中要求形成具体的实践教学方案，设置了实践教学课时的课程

都要补充实践教学安排的具体内容，更新课程的《教学大纲》《学习指导书》。此外，形成多层次的实

践教学监督方案，如在学评价阶段增加实践教学的问卷调查，在期末要有实践教学归档。 
2) 校内实践提升思维能力 
校内实践围绕着学院的第二课堂展开，通过专业社团活动、学科竞赛、大学生科研立项、科技创新

等，给学生一个专业模拟场景，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提升综合素质。教师在这个层面是一个引导者、

指导者的角色，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教师需不断开发新的第二课堂项目，增加学生锻炼的机会。以学生

社会工作协会为主导，目前已开展国际社工日宣传(7 届)、创新创业品牌活动“聚光行动”(5 届)、社会

工作专业新生训练营(6 届)、浙江省社工模拟大赛(6 届)、浙江省社工案例大赛(2 届)社会工作专业新生系

列教育讲座、社工大讲坛等专业活动。 
3) 专业技能实践塑造专业形象 
这一模块基于我院联合政府、行业协会共同建设“政、校、协”多主体协同培养平台，精准对接行

业需求，明确专业职业能力清单，充分利用办学资源，打造“移动课堂”，以“项目贯穿”为主轴开展

实践教学，专业实训基地提供的真实社工项目，以专兼师资结合、手把手指导的“新师徒制”方式，让

学生亲临工作现场，切身感受一线社工的工作场景。如《社区社会工作综合实务》这门课，将课程的学

时全部设置为实践学时，安排学生参与实践基地的真实社区社会工作项目，通过项目参与习得实务能力

[6]。 
4) 社会综合实践增强社会责任感 
课外社会综合实践教学模块属于学校社会实践教学平台，包括志愿服务实践、暑期社会调查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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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科研能力提升训练三个方面，学生可自主选择参加的如“互联网+”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三下乡活

动、暑期大学生实践活动、志愿活动公益服务等，或者自主联系相关专业机构进行实践。 

4.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成效与反思 

我国社会治理内涵发生变化，在党建社会工作、公益慈善社会工作和信访社会工作三大领域对社会

工作提出了更高期待。而社会工作便是通过解决人的问题，达到提升社会福祉目标的专业和职业。作为

“社会医生”的社会工作者更需要以专业的姿态和坚定的信仰面对挑战，本文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构建的实践，总结和反思现有的建设成效，同时进行自我反思，为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社工专

业人才助力。 

4.1. 建设成效 

通过社会工作专业“1234”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改革，本专业在专业建设、师资培养、学生指导

方面取得了重大专业实践教学成果[7]。首先，通过精心组织实施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规格得以坚守，

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初步实现。其次，已初步形成以“司法社会工作项目”与“社会服务机构运营与管理

项目”为主干的实践教学体系，并顺利落地实施。然后，在社会服务方面，学院作为全省独立学院唯一

一家省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完成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近万人次。学院承建和运营地方政府

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深度参与和推动地方社会治理创新。最后，在学生指导方面，一方面，专业学生通

过将服务学习项目实务经验总结，撰写案例参加浙江省大学生社工案例大赛，获得三等奖 4 项。学生连

续 6 年参加浙江省社工模拟大赛，获得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24 项。社会工作专业教师积

极参与教学技能学习和学术研究，不断追求自身实务指导技能提升，分享和发表相关试点成果，教师撰

写的学术论文刊先后在国内外期刊发表。 

4.2. 自我反思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虽已落地，但校外实践的深度与系统性需强化。目前虽然已经开展了以需求识别、

方案策划、技巧训练为重点的校外实践，但是实践的系统性和深度还有待强化。依托当地的社区和社会

工作机构承接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拓展项目来源，依托多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重点强化校外实践环节，

争取更多像“项目贯穿”和“移动课堂”等实践模式落地，切实提升相关实务能力。其次，实践教学团

队还需进一步打造。目前，已实现教学团队的师资来源多元化，但是，以什么方式把上述多种力量有机

整合进教学过程中，如何促进“政、校、协”三方深度融合，让浅层的参观与交流深入到育人教学的实

质，是本项目后续建设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5. 结语 

本文以浙江省 XX 高校的实践教学实践为例，构建以“一个培养目标，两大师资力量，三个教学层

次，四个实践模块”为内容的社会工作专业“1234”实践教学体系，从育人理念、师资配置、教学层次

和实践板块等多层面多角度进行教学改革和实践研究，期待能解决现存实践教学理念落后、实践教学方

式单一、实践教学内容碎片化、实践师资实务性弱、实践基地活力缺乏等问题，促进学生的知识、能力

与价值观的融合，实现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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