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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一流”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的重大战略决策，而社会工作是近年来我国强调的重要领域。研究

表明，当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存在定位模糊、课程体系单一、忽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问题。基

于“双一流”建设对人才培养的理念，高校需要重点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本研究旨在考

虑培养学生能力，从综合能力、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知识掌握能力四个维度出发，构建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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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uble First-Class” is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determin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social work is a field that has been emphasized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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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at present, such as vague positioning, single curriculum system, and 
negle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practi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for talent training, colleges need to focus on cultivating innovative, com-
pound and applied tal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ide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b-
ilities, and construct a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work profes-
sional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omprehensive ability, professional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mastery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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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1]。本科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旨在为国家社会培

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质量人才。随着社会发展，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国家因此愈发重视

人文教育。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要推进新文科建设，加强培养紧缺人

才。新文科建设的关键在于学科内外的交叉融合，与一流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2]。新文科模式

与传统的教育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文理融合，更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提出的

新文科教育模式主要侧重于专业课程，并通过整合各学科类专业课程，扩展学生的知识体系，旨在促进

学生全方位思考，增强其对各领域的认知，培养学生将不同领域知识应用于专业知识体系的能力。 
社会工作专业旨在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在新文科建设的背

景下，以实践应用为导向进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育，深化发展专业内涵、积极完善课程体系、推动

文理课程有效融合、注重增强师资队伍实力、提高教学质量，无疑将有助于培养具备社会工作专业价值

观、创新思维以及反思能力的学生，进一步构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2.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专业学科，产生于西方。我国专业意义上的第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是在 1988 年

由北京大学设立的。全国已有非常多的高校设立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社会发

展为社会工作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好地以专业视角思考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但作

为人才培养基地，我国地方性本科高校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2.1. 人才培养定位模糊 

我国提出“双一流”建设的理念较晚，虽然已经在一些地区和高校获得了初步成果，但大多都停留

在宏观理论层面。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各高校的研讨充满分歧，其问题根源在于学科知

识体系有待再生产，社会需求有待再发现，培养社会工作人才需要适应新需求，高校的相关评价体系需

要再丰富[3]。目前大部分高校依然遵循着传统教学体系，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也只是提出需重新界定，

并没有相对具体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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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程体系过于单一 

本科教育中大部分高校的课程体系过于单一，重视专业理论课程，对人才培养中的素质教育忽视了

许多。社会工作专业需制定“内外结合、凸显特色、立德树人、能力为本”的培养方案[4]。而现在高校

的课程体系往往忽视了“内外结合”及“立德树人”的部分。另外，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许多社会问

题也与之有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更需要不断相关丰富知识体系。然而，大部分高校的专业课程虽应用

到了现代化多媒体一类的科技，但也只是停留在初级层面，对于信息化对社会的影响，并未加入课程体

系中。 

2.3. 忽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的过程 

社会工作专业本身是比较注重实践的专业类型，大部分高校也早已将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纳入人才培

养中，但目前的社会工作实习更多的是旁观相关机构内工作人员的工作，导致实践教学碎片化，大部分

高校并未尝试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实践教学是帮助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实际应用能

力的重要途径，实践教学的碎片化导致社会工作教育难以承受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对学生主体性缺失

和实践教学碎片化导致学生缺乏应有的社会关怀[5]。 

3. “双一流”建设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教育部指出，要瞄准世界一流，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引导建

设高校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争创一流，构建一流大学体系，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

力支持，“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有中国特色标准[6]。针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人才培养，要建设一流学科，

不应被过去的专业学科理论束缚，而应重新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定位，构建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为

社会提供高质量人才。 

3.1. 突破专业瓶颈，培养创新型人才 

在培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时，不能被既有的专业知识所束缚，而应大力推动创新思维的发展，激励

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教学过程中应关注引导学生，让他们将目前的社会状况与环境融入考量，结合专业

理论知识，以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去分析社会问题。时代与文明的不断演进，事物呈螺旋上升趋势发

展，社会问题也因此显得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需要突破既定模式，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并将此思

维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之中的人才。这不仅符合“双一流”背景下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也

是塑造社会工作专业高质量人才的关键途径，更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 

3.2. 打破专业壁垒，培养复合型人才 

在“双一流”的建设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不能只注重本专业的知识，而是要将

中心放在跨学科培养上，将本专业的课程及其他专业知识课程的协同交互，构建交叉学科培养路径。要

以学生为中心，建立专业人才培养共同体机制，使理论与临床高度结合，推广复合应用型社会工作人才

模式[7]。教育部提出：“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以全面提升培养能力为重点，更加注重三全育人模式创新，不断提高培养质量，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打造一流人才方阵。”[8]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去思考社会

工作专业的应用。以新文科的建设为基础，培养出既具备知识和能力的复合，同时具备素质和思维复合

的复合应用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9]。跨学科交叉培养旨在结合学科之间的优势，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

社会发展提供多元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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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注重专业实践，培养应用型人才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能力尤其重要的环节，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梁桂指出，“双一流”建

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标志性和引领性工程。要加大合作办学

力度，用好部省战略合作、教育合作等平台，主动与国内外一流高校、大院大所、大型企业沟通联系、

合作发展。而社会工作本身也是以实务为主的专业学科，通过引入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平

台，加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培养应用型人才。有学者构建出“知识实践学”的理论模型，理解具

有鲜明实践性的社会工作学科自主性的建构逻辑，在知识与实践的互构性发展中实现“专业”的厘清、

知识的增长与实践的自主[10]。以专业理论为基础，注重专业实践，实现知识与实践的互构，有利于大幅

提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质量。 

4.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作为强调实务性的专业学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需深入社会环境与他人交际、同时也需协调处理社

会问题。在此基础上，优秀的人际交流技巧和组织协调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和文化素质是其基本要求，只有深入理解国内国情的历史发

展，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继而促使社会进步，保证社会工

作专业的建设发展始终扎根中国大地，充分响应“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号召。 
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人才所需的专业能力已不仅局限于理论层面，随着社会发展，实务能力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助人自助加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坚守社会工作专业

价值理念、进行深入的社会问题分析、理解社会问题的本质原因、进一步解决社会问题和提供社会服

务，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高质量人才需要同时具备独立的科研能力和对社会政策价值取向

的影响力。他们的视野应不仅关注当前的社会问题，而应着眼于长远的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考虑如何

更好地建设社会。 
在“双一流”高等教育发展的策略下，跨学科交叉培养已成为新趋势。而作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要能够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社会问题，并能利用各种技能熟练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对跨学科知识的精准掌握。例如，在执行调查数据的分析和总结时，需要用到 SPSS 分析软件，这不仅

要求拥有扎实的统计学知识，而且需要良好的计算机应用技能。同样，在进行个案工作的过程中，对案

主的心理状况的理解也显得尤为重要，这涵盖了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因此，对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而言，

跨学科理论知识的掌握至关重要。然而，如何将这些理论知识有效地运用到社会工作服务中，便需要有

高质量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去进行实践探索。 
基于“双一流”建设对人才培养的价值理念，高校应当培养的是社会发展所需要、能够应对广泛社

会问题的高素质人才，如何为国家与社会提供高质量人才是现阶段的核心议题。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

思考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合适的培养路径，并构建针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估体系。

有效且合理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不仅是衡量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工具，也是设定人才培养模式与

路径的重要依据。因此，根据“双一流”建设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以提升学生能力为

主要目标，初步构建以综合能力、专业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跨学科知识掌握能力这四个重要维度为核心

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指标体系(见表 1)。 

5. 结语 

“双一流”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的

建设有利于提升中国的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及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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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quality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表 1.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对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能力 

综合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 

思想道德素养 

自我管理能力 

文化素质 

专业能力 

专业理论能力 

专业实务能力 

社会服务能力 

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 

社会问题分析能力 

独立科研能力 

影响社会政策价值取向的能力 

创新能力 

创新思维意识 

创新综合能力 

创新内动力 

跨学科知识掌握能力 

计算机技术应用能力 

跨学科知识理论能力 

跨学科知识应用到专业知识的能力 

 
撑。为积极响应“双一流”建设，培育出适应国家与社会需求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针对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培养中需注意到的问题，从“双一流”背景出发，以社会发展现状为参考依据，结合社会工作专业

现今的发展状况，初步构建了关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指标体系，以推动高校的一流专业建设，

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培养模式及培养路径的设定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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