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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模式

1、理论依据：（1）人类行为与环境（“人在情境中”、“生理、心理与社会发展”）、（2）系统理论（“个人整体

性”、“强调社会系统”、“运用社会资源”) 、（3）生态系统理论(“四个层次的系统介入”“人与环境及他人互动”、“
社会网络”) 、（4）优势视角和增能理论(“内在和外在资源”、“伤害是机遇和挑战”、“与服务对象合作”、“环境充

满资源”) 。

2、四个基本系统：改变媒介系统(社会工作者、专业人士)、服务对象系统(个人、家庭、团体、社区等) 、目标系

统(大于服务对象系统，具有时效性) 、行动系统(合作者、资源、支持系统等)
第二章 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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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阶段 内容

接

案

1、接案阶段的任务：了解来源(主动、转介、外展)；认定类型(自愿、非自愿、被强制)；了解

求助过程；使“潜在服务对象”成为“现有服务对象”；与服务对象初步建立专业关系。

2、面谈任务：了解服务对象需要和问题；澄清角色期望和责任；激励帮助服务对象进入受助角色；促

进和引导服务对象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3、面谈的技巧：主动介绍自己；治疗性沟通(了解需要和问题)；倾听。

4、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同感；诚恳；温暖与尊重；积极主动。

预

估

1、任务：了解服务对象存在的问题、个人的生活经历及行为特征、与环境的互动状况、的环境

系统的状况。

2、主要方法：社会历史报告方法及其运用：家庭结构图预估方法及运用；社会生态系统图；社

会

网络分析。

计

划

1、制订服务计划的方法：设定目的和目标、构建行动计划、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协议的形式、

服务协议的签订过程及技巧。

2、关于介入行动的内容：危机介入、资源整合、经济援助、安置服务、专业咨询。

介

入

1、直接介入行动及策略：促使服务对象运用现有资源；进行危机介入；运用活动作为介入策略

；调解行动；运用影响力。

2、间接介入行动及策略：运用和发掘社区人力资源；协调各种服务资源与系统以达到服务的目标；

制订计划创新资源；改变环境；改变组织与机构的政策、工作程序和工作方式。

评

估

1、基线测量的操作程序：建立基线、进行介入期测量、分析和比较；

2、目标实现程度的测量评估：目标核对表、个人目标尺度测量；

3、介入影响的测量方法与技巧：服务对象满意度测量、差别影响评分。

结

案

1、结案的类型：目标实现；不愿继续接受服务；存在不能实现目标的客观原因；社会工作者或

服务对象身份发生变化。

2、结案阶段的主要任务：总结工作；巩固已有改变；解除工作关系；做好结案记录；跟进服务(电话

跟进、个别会面、集体会面、跟进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

3、结案反应的处理方法：一起讨论结案准备情况；提前知道结案时间；减少接触；预防问题的

产生；安排正式结案活动。

第三章 儿童社会工作

1、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家庭生活、受教育机会、休闲与娱乐)；受保护需要(身体虐待、儿童
忽视、儿童剥削)；社会化需要(基本生活技能、自我观念发展、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良好品德)。

2、问题：生存的问题；儿童发展的问题(身处困境、辍学问题)；儿童保护的问题(被遗弃、体罚和肢
体虐待、被性侵、被忽视、被拐卖、家庭监护问题) 。

3、儿童社会工作的类型：

儿童福利服务(支持性、补充性)；儿童保护服务(预防服务、接报处置服务、康复和回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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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内容： (1)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传播理念和知识、提供家庭支持服务、开展儿童支持服务)； (2) 补充和 改

善家庭状况(亲职教育、四点半课堂)；救助和保护儿童(儿童收养服务、家庭寄养服务、机构类家庭养育服 务、

机构集体养育服务) 。

5、主要方法：(1) 评估信息的收集(儿童、家长、家庭、环境、邻里评价的信息)； (2) 紧急儿童暴力事件中的 危

机干预(报警求助/伤情处理/紧急庇护/协助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特别注意事项) 。
第四章 青少年社会工作

1、青少年的问题：成长面临的问题(心理情绪/就业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 、权益受损的问题、行为不良方面

的 问题。

2、主要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实例楷模法、认知楷模法、激发自制力) ；认知发展理论；社会互动理论；社会联结
理论(依附感、承担感、参与感、信念) 。

3、针对特定需要的介入：危机介入、家庭治疗、外展服务、历奇辅导、朋辈辅导、向导服务。

4、青少年就业辅导服务：Wood的生涯选择配合论

5、青少年历奇辅导服务：历奇波浪、野外挑战、情感反思、多元创意。

6、青少年空间：社会参与、增能理论。

第五章 老年社会工作

1、对老年社会生活变化的理论解析：角色理论、活动理论与撤离理论、延续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现代化理论。

2、需要：经济保障、健康维护、就业休闲、社会参与、婚姻家庭、居家安全、善终安排、一条龙服务。

3、问题：疾病与医疗； 家庭照顾； 宜居环境；代际隔阂； 社会隔离问题。

4、主要内容： 处理认知和情绪问题；虐待和疏于照顾问题； 临终关怀； 自杀评估与干预。

5、主要方法

(1) 老年人评估：基本类型(社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评估) ；评估的方法(物理环境、最佳时机作评估、解释
评 估的目的、注意保密问题、通过观察收集评估信息) ；注意事项(老人自立与依赖他人的需要、关注最初提议
做评 估的人、通过评估为老年人充权、老年人群体的异质性、尊重隐私) 。

(2) 个案工作方法：缅怀往事疗法、意义疗法(自我、生活、工作、社会意义模式) 、园艺疗法(机构、社区、
社会园艺模式) 。

(3) 老年小组工作方法：现实辨识小组、动机激发小组。

第六章 妇女社会工作

1、需要：维护妇女权益和保障妇女全面发展、男女平等、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的需要。

2、妇女面临的问题：婚姻与家庭、妇女暴力、生殖健康、留守妇女和流动妇女、就业、贫困户、拐卖、土地权益
保 障、妇女参政问题。

3、妇女社会工作的目标：(1)直接目标：缓解压力和宣泄情绪；重塑自我；解决妇女的实际困难和需要；(2) 中间目

标：重新界定妇女问题；提升性别平等意识；建立妇女的支持小组；(3)终极目标：重新建构权利关系； 建立妇女网

络与网络之间的连接；倡导和建立全社会的性别公正和公平的意识和制度

4、妇女参与乡村振兴： (1) 作用：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文明建设； 社区治理。(2) 保障机制：管理机制(积极

参与) ；现代媒体(良好氛围) ； 教育培训(整体素质) ；组织化参与机制(政治参与) 。

5、主要内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调适与工作策略、针对伤害妇女行为的干预、对流动妇女和留守妇女的服务、针对

妇女生殖健康的服务、妇女脱贫、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工作、推进性别平等的工作。

6、主要方法：(1)性别分析方法：性别角色分工、性别需求分析；(2)妇女赋权：干预目标(个人层次、人际层次和环

境层次)；妇女赋权的方法(透明化；鼓励和肯定；权利分析；意识醒觉；倡导政策改变)；(3)性别视角的妇女社会工

作方法：建立关系；协助妇女重新界定问题，提升意识；挖掘自身潜能，联络周围资源，解决所面对的问题；社区层

面(宣传与教育、参与式学习、倡导、资源链接、部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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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残疾人社会工作

1、基本需求：康复权、教育权、劳动权、文化生活权、社会福利权、环境友好权。

2、问题：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社会交往层面

2 、残疾人康复服务 ：教育康复(残疾人群体；残疾父母、监护人或家属； 社会组织等) 、职业康复(职业咨询；
职 业评估；职业培训； 就业指导) 、社区康复(开展残疾的预防工作；开展康复评定和建档工作；开展具体的康
复服 务) 。

3 、社区康复模式主要方法：社区康复模式(社会化、成本低/广覆盖、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因势利导、积极参与
的原则) 、社会康复模式、职业康复模式、教育康复模式。

第八章 矫正社会工作

1、需求：基本生存条件； 教育、就业权益； 正常家庭生活的需要； 再社会化的服务需要。

2 、主要内容：(1) 司法判决前 (犯罪嫌疑人的背景调查报告、犯罪嫌疑人家属；(2) 监禁场所中(适应监禁场所生

活；提供专业咨询等服务；加强与社会的联系) ；(3) 社区矫正中 (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人员的观护、矫正人员从

事社会服务、为矫正人员提供社会服务) ；(4) 刑满释放后 (提供住宿场所；提供就业、就学辅导；提供生活 辅导

和医疗保健转介；提供物质帮助)；(5) 针对涉毒人员 (戒毒康复、帮扶救助、禁毒宣传教育、禁毒管理事 务) 。

3 、改善偏差心理和行为 ： 行为治疗、理性情绪治疗、同伴教育。

4、个案管理的实施原则：服务对象参与、服务评估、服务协调、资源整合、包裹式服务和专业合作、
第九章 优抚安置社会工作

1、服务对象的需要及问题

类型 需求 问

题

优抚医院
治疗康复、基本生存、家庭生活、社会交往、

社会尊重
生活适应、心理障碍、生活保障、家庭婚姻障碍

光荣院 婚姻家庭、健康维护、社会参与、社会尊重
心理失衡、社会地位下降、社会隔离、慢性病、

老化

问题

军转复退

军人安置
就业创业权益保障、社会再适应的心理调适 就业创业难、隐性事业、延迟上岗

军休
军队情结、社会尊重、健康维护、多元养老、

社会参与
角色失调、心理失衡、行为失范

2、主要方法

(1)认知和情绪问题处理：基于角色分析的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基于多层面分析的社会融合模式；(2)临终关怀与哀伤

辅导：精神问题的解决——生命的意；难以承受的告别——临终关怀与哀伤辅导。(3)危机干预方法：危机干预、任

务中心模式；(4)支持网络建构：正式网络的建构(部门联动、政策倡导、资源链接)、非正式网络的建构(开展小组辅

导、开展个案辅导)。（5）社会工作督导(增强权能视野下的督导过程) ：辨识无力感(个人内心感受的无力感、辨识

督导关系中的无力 感) 、增强权能、效果评估。

第十章 社会救助社会工作

1、需求：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需求。

2、社会救助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1) 最低生活保障：服务对象识别、帮助申请救助、提供心理支持、调节家庭关系、开展能力建设、促进社会融入

(2) 特困人员供养 ：基本生活、日常照料、疾病治疗、办理丧葬。

(3) 医疗救助：协助申请救助、改善救治环境、协调医疗资源、强化社会支持。

(4) 住房救助：协助申请、宣讲政策。

(5) 教育救助：提供机会、提供补助、心理能力建设。

(6) 就业救助：转变就业观念、自我认知调整、职业技能培训、连接就业资源。

(7) 临时救助：危机干预、外展服务、机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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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受灾人员救助 ：协助安置受灾人员、及时开展危机干预、修复社会支持系统、社区重建与发展。

3、社会支持网络的应用

(1) 建构途径：丰富社会支持网络成员、整合社会支持网络资源、发挥社会支持网络功能(物质援助、情感慰藉、
心理疏导、关系支持) 。

(2) 应用策略：政府层面—参与政策倡导； 社会层面—发挥组织影响； 社区层面—提供专业服务；个人层面—
强化 网络效益(网络规模、基础、质量、强度) 。
第十一章 家庭社会工作

1、家庭社会工作的基本假设：提供以家庭为基础的支持、坚持以家庭为中心的理念、采取危机介入的策略、运用生
态视角。

2、重要理论：家庭系统理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和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家庭抗逆力。

3、我国开展的家庭服务：家庭的救助和帮扶； 改善家庭亲子关系的服务； 改善夫妻关系的服务。

4、基本原则：家庭处境化、家庭成员增能、家庭个别化、家庭成员需求满足原则。

5、常用方法：家庭结构图与家庭生态图。

6、常用技巧：观察、聚焦、例子使用、再标签技巧。

7、常用形式：专题讲座、主题沙龙、社区活动。

第十二章 学校社会工作

1、重要理论：人在情境中、标签、自我同一性、抗逆力。

2、学校社会工作传统方法创新： (1) 个案工作： 师生联合会谈法、“结对子”朋辈助力法、社工信箱；(2) 小组工 作：
主题班会、社工课堂、家长互助会； (3) 社区工作：初级介入(面向全员—营造友善环境) ； 二级介入： (面 对高关怀
人群—避免复发、消除可能性) ；三级介入(欺凌事件发生后，针对欺凌者、被欺凌者、情境中人的介入) 。

3、学校社会工作具体方法与技巧举要

(1) 系统脱敏—帮助学生克服考试恐惧情绪(放松训练、等级建构、脱敏训练)； (2) 行为契约法—帮助学生形 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确定目标行为、商定奖惩清单、书写行为契约、签字承诺、填写“执行记录表”) ； (3) 亲子运 动会—
引导家长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4) 拍卖会—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5) 做名片—帮助 低自我概念的

学生提升自信； (6) 小背摔。

第十三章 社区社会工作

1、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1) 统筹社区照顾(社会救助、老年人、儿童、妇女、残疾人、家暴、居民健

康、特殊困难居民救助)； (2) 扩大社区参与(社区调查、议事协商、居民参与水平、社区骨干、社区志愿服务项

目) ； (3) 促进社区融合(社区组织共建、居民自助互助、外来人口、异地安置、矛盾纠纷调解)； (4) 推动社 区发

展(社区发展规划、社区归属感/认同感) ； (5) 参与社区矫正、社区戒毒和康复服务。

2、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1) 多渠道链接资源，发展生态友好产业； (2) 提升社区意识，改善人居环境； (3) 开展文体
服务，传承民间文化；(4) 培育乡村组织，增强主体意识；(5) 评估需求，倡导社会政策。

3、社区分析： (1) 社区基本情况分析；(2) 社区问题分析(共同性问题/群体性问题)；(3) 社区需求分析(感 觉性/表
达性/规范性/比较性) 。

4、资源链接(人力、物力、财力、文化和组织资源)：资源整合、资源共享、资源配置。

5、推动居民参与的层次和形式： 告知、咨询、协商、共同行动、社区居民自治。

6、影响居民参与的因素分析：参与价值、参与意愿、参与能力。

7、推动参与的策略：参与价值的肯定、参与意愿提升、参与能力提高。

8、居民能力建设：认知和思维能力、行为和技巧能力(模仿、个别训练/督导、示范) 。

9、情感和价值观提升：感受、兴趣、态度取向。

10、建立社区支持网络：个人网络、志愿者联系网络、互助网络、邻里协助网络。

11、推动多方联动： 一台账(社区资源) ； 一盘棋(协同合作关系) ； 一条线(资源整合) 。

12、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站平台建设：制定政策、时间表和路线图、资源整合、重点人群、人才培养、机构建
设、督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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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医务社会工作

1、公共卫生领域社会工作主要内容： 强调初级预防层面的干预、尽量减少残疾发生和院舍化照顾、确保所有目标人
群都能获取健康照顾和社会服务。

2、公共卫生领域社会工作常用方法

(1) 行为干预： 多阶段优化策略； 知识、信念、行为模式；健康信念模式。(2) 健康促进：健康促进模型；多理
论模型；格林模型。(3) 社会营销： 市场细分； 公共关系营销；品牌建设。(4) 社会倡导技术：代表；影响； 自我
倡导。

3、医疗机构与疾病治疗领域社会工作常用方法

(1) 针对慢性疾病患者与长期照顾者：个案管理和小组工作。

(2) 急诊室：社会心理评估；信息咨询服务； 危机干预； 出院安置；转介。

(3) 肿瘤／癌症患者：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4) 舒缓疗护： 以改善肿瘤或慢性疾病患儿及其家庭的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的适应不良为目的。

4、精神卫生领域：对服务对象展开需求评估(生理、社会与心理信息) ；认知行为治疗。
第十五章 企业社会工作

1、个案工作：针对咨询问题、人际交往和感情问题、家庭问题、适应问题、情绪问题、权益维护与资源支持。

2、小组工作

(1) 类型： 兴趣娱乐小组、成长小组、支持小组、教育小组、治疗小组；

(2) 过程： 需求评估、确定目标、招募组员、制定小组计划书并按计划开展小组活动、评估。

3、企业社会工作的常用技术：(1) 职工协助方案的技术(压力管理、心理辅导、物资援助、危机干预)；(2) 职 业
生涯规划的技术； (3) 职业社会康复的技术(职业咨询、评估、培训、指导) ； (4) 劳资协调的技术。

公众号了解更多资源 加好友拉进学习群

整理：吉水县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