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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9 年社会工作教育专刊

？ 社会问题与社会工作 ？

2 1 世纪中国社会 0 ：作教育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熊跃根

一

、在广 阔的 背景下 审视我 国社会工作教育 面 临的 问题

虽然 ， 我们 曾 在不 同的场合反复 强调这样
一

个并非是众所周知 的事实 ：社会工作专业的发

展在西方发达国 家 已处于非常先进的水平 ， 它作为
一

门学科也早于 2 0 世纪上半 叶在社会科学

领域取得合法 的席位 。 但这一提示 在今天却依旧无法改变 中 国 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所面临 的

窘境 ： 在单位 制主体 的社会里 ，政府，仍然 主导着社会福利 的资源配置体系 ，作 为 自 主性专业 主

体的社会工作在我 国 的专业实践领域中仍未取得
一席之地 ，它 尚 未形 成一 门独 立 的职业 ，而真

正 的社会工作实践者更是寥寥无几 ；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尚 处在不稳定发展的状态 中 ， 同 时更面

临 国 际化和本土化之间 冲突 的挑战 ， 以及理论和实践之 间整合所面临 的 困难 ；改革开放 以 来 中

国
“

第三部 门
”

（ ｔｈｅｔｈｉ ｒｄｓｅ ｃｔｏｒ ）或社会 团 体的发展在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方面 的成绩 已 开始

引 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 ，但政府 和
“

第三部 门
”

之间 的伙伴关系 和信任 感的建立 ，仍然还 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 ； 中 国 已 发生 的 巨 大社会 变迁和 未来新 世纪 的变革 为社会工作专业 的发展提供 了

广阔 的行 动空 间
，但社会工 作专业教育 的发展 ，无论从理论资 源还是从 实践经验来看都显得相

当 的 薄弱 ，很显然 ，在这种情形下 ，讨论 2 1 世纪 中 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的未来发展 ， 的 确 变得

复杂 同 时又显得困难重重 。

我们在这里探讨 2 1 世纪 中 国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的前景 问题 ，我个人认为可 以 从两个层面

来探讨这
一 主题 ： 第

一

是 如何 西方和 中 国 文化本 土的经验来反思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所形成

的知 识和文化传统 （ 中 国 是迈 向专业化 的开始 ）
； 第二是如何理性地 、 前瞻性地探讨 2 1 世 纪 的

社会变迁和 中 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二者之 间 的联 系 ， 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 中 国 转 型时期 如

何面 临专业建构 与发展 的 问题及挑 战 。 第
一

个 问题的讨论是将
“

社会工作专业化
”

和
“

社会工作

专业本土化
”

概念表述的再次 引 申 ，尤其是在借鉴和 吸收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在 十九 、 二 十世纪

发展起来的概念和 理论体系 之前提下 ，建立符合 中 国 文化传统和社会现 实 的学科
“

话语体系
”

显得极为重要 。在这一 点上我 们面 临的问题可能还是对外来知识体系所存在的认识缺陷 ，尤其

是对这一学科知识传统纵 向发展 的理论逻辑缺乏完 整和清晰 的认识 ， 形成问题的 原 因 是多 方

面 的 ，其 中 包括社会工作 的专 业帝 国 主义倾向 （美 国 化 ） ， 东西方文化之 丨

，存在 的差距
， 以及 我

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的短暂经历 等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 2 1 世＾社会工作专业本身 的

变迁 ， 与在转型 时期 中 国 如何建构独 特的社会工作专业
“

理论一实践
”

系统之 间 的关联 。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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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浪潮下 ，现代化 的建设如何保持既有的文化传统这
一点对发展中 国 家尤为 重要 ， 中 国也是

如此 。 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做 的是 ， 不仅要保持在技术 上不断学 习 和进步 ， 同 时也要清楚地认识

到我们 自 己 、 我们周 围 的社区 以致国家 已 在受到 这种技术变革 的深刻 影 响 ，互联 网在 中 国 近几

年 的迅速发展已 清晰地证明 了这一点 。
’

一个世纪 以 来 ，从英美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专业 ，
无论是在实践 、 理论还是在伦理层 面都

经历 了深刻 的变化 。 然而 ，针对社会工作专业领域 内 的
一些最基本问题 的讨论 ， 比 如 ：

“

社会工

作是什 么 ？

”

，

“

社会工作专业的科学性何在 ？ 

”

，

“

社会工作者的 角色应该是什么 ？

”

等 问题从过去

到今天 一直是实践工作 者 、 学者 和研究者争论的话题 （Ｆ ｌｅｘｎｅｒ ， 1 9 1 5
；
Ｌ ｅ ｅ ， 1 9 2 9

；
Ｂ ｉｓ ｎｏ

，
1 9 5 6

；

Ｇ ｒｅｅｎｗｏ ｏｄ ， 1 9 5 7
；ＮＡＳＷ

， 1 9 5 8
；
Ｂａ ｒｔ ｌｅ ｔｔ ，  1 9 7 0

；Ｇ ｉ
ｌｂｅ ｒｔａｎｄＳｐｅ ｃｈ ｔ ， 1 9 7 4

；Ｈａｒ ｔｍ ａｎ ， 1 9 9 0
；

1 9 9 3 ） 。 同时
，
对 社会工 作者 的 使命 、 道 德和 专业伦 理的 疑惑也成 为 西方学 界 的讨论 内 容

（Ｓｐｅｃｈ ｔａｎｄ Ｃｏｕ ｒｔ ｎｅｙ ，
1 9 9 4

；Ｒ ｅａｍｅｒ
，

1 9 9 7
：

3 4 0 

—

3 5 8
；
Ｌｅ ｉｂ ｙ ，

1 9 9 7
：

3 5 9 

—

 3 7 5 ）
。
与 此 同 时 ， 随

着新世纪的来临 ，
社会工作专业未来 的发展趋势和将面 临挑战这

一核心话题
，尤其是人 口 结构

的变化 ，经济 全球化的影响 和 以 文化多 元主义为 主要特征 的社会 ，在西方世界形成主导趋势 ，

它更 引起西 方学界对社会工作专业在下
一个世纪前景 的普遍关切 ，学者们 从专业发展 的外部

环境 、政策和实务 ， 以 及社会工作 专业的知识 、理论 、 方法和技巧 等全面探讨这
一专业的未来走

向 （Ｒ ｅｉｓｃ ｈａｎｄＧ ａｍ ｂｒ ｉ
ｌｌ ， 1 9 9 7 ） 0

中 国是
一个发展 中 的社会主义 国 家 ，其历史 ，文化 ， 意识形态 和政治经济体制 同西方 国 家

都存在很显著 的差别 ，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上应该走 自 己 的路 ， 多 年来我们在发展社会福利 服

务方面 的
一

些有益经验也值得从理论 和实务两个方面再进行总结 ，
因 为这将有 利 于社会工 作

专业在 国 际 间 的互惠 交流 （Ｍ ｉｄｇｌｅｙ ， 1 9 9 0 ） 。 另 外 ， 中 国作 为世界 的一 部分 ，
对发达 国家社会工

作专业发展经验仍需学 习 和借鉴 ，这是专业化 和 国 际化 的必然要求
’

（王思斌 ，
1 9 9 4 ） 。相 比而言 ，

当 代 中 国 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只经历短 暂的 十几年 ，
同西方 比还 处在不 成熟 阶段 ， 但重要 的

是
，
这是一个必要的成 长发育 的时期 ， 因 此 ，学 习 、实践和提 高在建立专业发展环境的前提下仍

然是一条发展我 国未来社会工作教育 的必经之路 （Ｘ ｉｏｎｇ ，
1 9 9 6 ）

。
而这条路不仅要求 我们要理

解过去 ， 也同样要求我 们认识现在和 洞悉未来 ，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好地面 向 和把握令

人兴奋但仍使我们不安 的 2 1 世纪 。 下 面我将结合我 国现在的社会背景和专业发展环境 ， 探讨

全球化背 景下转型时期 的 中 国 社会工作教育在未来将面 临的 问题和挑战 。

二
、现阶段 中 国发展社会工作专业的制度环境和 面 临的 问题

中 国是社会主义 的发展 中 的大 国 ，城乡 二元结构 在经济和社会福利发展上都体现得非 常

明显 ， 因 为 ，建 国后
一

直到 改革开放前 ， 中 国
一

直采取的是 重城市轻农村 ，重计划 轻市场 的前 苏

联经济体制 ，
软预算约束

，
命令经济 和单位制成为城市社会福利资源分配 的重要特征 ；而农村

则一直依靠家庭 网络来照顾个人需要 ， 以及用集体有限 的资源来为 社区 中 最脆弱 的群体提供

基本 的照顾 。 在城市 ，对拥有职业 的公 民来说 ，对充满父爱主 义色彩 的单位制福 利抱有强烈 的

期待 ， 企事业单位成为满 足市 民生活 需要 的重要来源 ； 在农村 ，家庭成为传统上提供资源和 个

人照顾的主要单位 。 在 中 国 ， 城乡 二元的经济格局也 形成 了不 同 的社会福利供给模式 。

自 8 0 年代 中 国 开始 实施市场经济改革政策后 ，急剧 的社会变迁随之也引 发 了
一

系列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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瞩 目 的社会 问题 ，尤其是利益群体分化 ，贫 富差距加大 ，城市 国有企业工人失业 和家庭养老等

突 出地代表了社会关注 的重心所在 。 9 0 年代末政府推行的机构精简 改革 ， 使
“

小政府大社会
”

的改革 目 标与充分突 出 经济建设的 目 的紧密结合在
一起 。 由 于市场 的逐步开放和企业作为 独

立经营者的重要性 日益被确 定 ，
以物 质福利再分配为 主要特征的 、传统的 、前苏联式的

“

单位制

福利
”

开始逐渐淡出 ， 家庭 、市 场 、社会和 国家开始形成新的利 益结构 关系 。 在社会分层 日 益明

显的趋势下 ，在如何从社会全局利益的 角 度 客观地分析 当前突 出 的社会 问题 ， 以 及在科学地评

价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问题 （如失 业 、 收入不足 、 社会对高 龄者需要的忽视等 ）对社会稳定 、社会

公平等政治 目标的影 响之基础 上 ， 如何动员 和发挥社会力 量来 改善社会环 境 ， 整治社会 问
’

题 ，

促进社会公正 ，
提高全体公 民 的生活 素质就显得十分重要 。 在 国 家作为立法者 、政策 制定 和监

督者的作 用 日 益显著的过程 中
，
从理论上认识社会政策建构过程 中政府 和市场 、 国家与第三部

门 的关系 ， 无疑将有 助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运行 的 制度化 、法制化和 民主化 ， 为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 目 标打下坚 实 的基 础 。这些也为社会工作专业 的发展提供 了可供思考的领域 ，
如何在 现

行体制下 ， 借用体制资 源在稳定的 组织架构下逐步发展出 中 国 自 身 的社会工作专业 。我个人认

为 ， 离开 目 前的体制 框架谈专业建构 是不现实 的 ，关键是作 为教育群体 ， 我们 如何建立 和处理

好与政府 的关 系 ； 另外 ， 如何建立与 社会 团 体 的伙伴合作关系 ， 在很大程度 上也将影 响社会 工

作专业的发展进程 。 由 于工青 妇等社会 团 体在解决社会 问题 ， 推动福利事业发展上多年 来 已 取

得 了 很 明显 的成绩 ，也有
一些很可贵 的经验可供参考 ， 因此在 这种前提下建立学校与社 团之间

的联系 ，
将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和 理论提高都有益处 。我认为我们 社会工作教育界应重视对

这一领域的研究 。

除了社团 的作用 外 ， 我们仍须依靠政府 的支持 ， 同 政府建立合 作伙伴关 系 。 在市场经济环

境下 ， 国 家与 福利发展的关系是备受 当今 东西方社会所关注的 主题 。随 着近年来 中 国 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 ， 国家经济结构 与社会关 系的重组一直成为 学界所关注 的重要 内容 。 然 而 ， 对在市

场经济转型 时期公民 的社会福利 问题和社会政策的研究 ，我们 的努力 却是很不足够的 。笔者认

为
， 目 前一个推进我 国 社会工作 或社会政策 的研究 领域应是在 国 家从社会福利 的传统 父爱主

义角 色退缩 出来 以 后 ，
应 该如何平衡政府 、 企业 、 社会 团体和个人之间 的责任关 系 。 虽然 ，政府

早在 9 0 年代初就提 出 了
“

社会福利社会化
”

的发展方针 ，但这 只是
一个基于政企分开和 以 市场

商业经营手段来满足福 利发展 的 经济策略 。从本质上看 ，这一策略 尚 缺乏 为公 民福利需要承担

责任 的物质前提 。 这种 因 部 门 职能关系 的变更 （从政治走 向社会 、经 济 ） 和 经济改革主导 削弱传

统职业 福利 的政策转变 ，其不利 的社会 后果 （如 分配 不公 ）从长 期来 看还须依赖政府 和其他社

会团体 的介入行为 ，尤其是靠 资源 的再分配 和策动方式来解决 。保护公 民权益 的平等和基本需

要的满足 ，

一直是我们 社会主义制度 的本质 。 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的运作过程 中 ， 国家对社会

福利 服务的基本责任 如何得 以 维护 ， 在 国家利 益 的前提下 如何使人 民生 活素质获得改善 ，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要 面对 的 问题 。 以 职业身份 为基础的
“

单位制
”

职业福利 逐渐走 向 货 币 化和 市

场的个人 消费行为 ， 代之而起 的是 消费者财产所有制 和个人权益方面 的变更 ， 国家 、 单位和 就

业者之 间的关系从福利依 附转化为一种工作伦理上的契 约关系 ， 国 家不再充 当福利提供者 ， 强

调公 民 的责权关系将为福利 资源 的再分配提供
一种实践的途径 。 在 国家之外 ，市场 和第三部 门

将承担起福利 资源策动 和提供满 足公 民需要的重要机制 ， 建立
“

小政府大社会
”

的 目标 ，使社会

福利发展将依赖于广阔 的社会部 门 （如社 区和社会团体 ）和企业化的社会组织来承担 ， 国家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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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 的角色逐渐转变 ，它从资源 分配者转 向 了 政策制定者和法律监督者的角色 。 对社命中 那部 ．

分最 没有经济能力 自 我 照顾的公 民 ，政府将通过针对性的财政福利来逐步 完善最低 收人 保障

制度 ，从而减少和 防止绝对贫困 的 出 现 ， 保护无业者及低 收人阶层等社会人士 的权益 ， 目 的是

维 系社会稳定所需的基本的社会公正 。

中国社会福利政策 和实践 ，受 中 国特有 的传＿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 制度框架 的影 响 ， 其价

值取向 明显不 同于西方 。 从 中 国传统上来讲 ，
社会福利中 绝大部分是一种职业福利 ， 通过单位

来进行资源分配的行为 。 而少量 的社会福利 资源则 采取了一个剩余性的 、依赖政府统筹为 主的

传输方式 。社会福利政策与实践的基本价值理念仍然是强调政治 的稳定 为前提 ， 同 时 围绕经济

发展的主线来实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控 制 问题 。 中 国 在推行福利 服务政策 时尤其强调基层 ．

社 区和组织 的功能 ，

一

方面是因 为它们 同公 民 的问题和需要发生 的场所十分接近 ， 另
一方面是

由 于可 以 及时对社会问题进行必要 的治理和预防 。 当前政府推崇城市社 区或 居 民组织 内 部的

互助 网络的建立 ，意在恢复传统社 区 中 的守望相助精神 。政府 在经济建设方面长期推行的 自 力

更生 的发展取 向
，
在社会福利服务领域 内也同样得到实施 ，依靠社会力量推动社区建设和 改善

人 民生 活素 质成为新 时期 的发展 口号 ，其中社会福利社会化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 。 近年来 中 国

社会 团 体和 民 间组织 （第三部 门 ）的成长与推动社会发展之间 的关联 巳 引 起国 内 学界的关注 ，

学者们指 出 ， 通过公 民参与和 社会团 体的集体行动可 以 增加社 会资本 ，促进 民 主过程的进行

（丘海雄 和陈健民 ， 1 9 9 9 ） 。尽管社会 团体和民 间 组织在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方面扮演了积极的

角色 ， 它在福利资 源策动 和菔务计划设计方面更具有竞争力 和弹性 ，
并且在很大程度 上弥 补了

政府在发展社会福利方面所面 临 的资 源 、人力的不足 。 但是 ， 由 于政府考虑到社会控制 的重要

性和对社会稳定的不断强调 ，社 团或 民 间组织 的发育成长不可避免地受 到 政府政治方针 的影

响 。 从 目 前来看 ， 虽然 已 有
一

些社会团体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取得骄人 的成绩 ，但它们仍不足

以 说明一个相对 自 主的 ， 依赖广泛 民 间参与 的第三 部 门会迅速成为 既有的社会福利 体制 的替

代物 。作 为一个单位 制仍然很显著的社会 ， 中 国也不可能在短期 内 将市场作为 民众福利选择 的

惟一路径 。 在 目 前中 国推行市 场经济 和强调企业改革 的前提下 ， 由
“

单位制 福利
”

过渡 到
“

社会

化福利
”

是政府实行的一种责 任分享机制 ，而对某些部 门 和群体来说 ，

“

福利 资源 短 缺
”

的现象

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强调家庭 网络重要性的 国家 ， 人们一 向注重家庭和社会关系

的作用 。 今天 ，家庭的生产 功能 虽然 比 以 前弱 化 ，但它作为支援和 照顾家庭成员 的承担者 ，仍 在

中 国 当今社会里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对家庭 中特殊人 口 （弱势人群 ）的 照顾方面 ， 家庭 ．

仍发挥基本 的功能 。 在我 国 尚 未建立起
一个全 民 的

“

社会安全 网
”

， 即 国家没有足够能力 承担全

民 照顾 的情形下 ，作为核心 的非正规照 顾 网 络之一 的家庭依然是维持个人福祉的基础 。 这些 都

是我 们在发展社会工 作专业时要考虑 的问题 。

9 0 年代末处于社会转型 时期 的 中 国 ， 面临 了 前所未 有 的挑 战 ， 国有企事 业单位福利资 源

提供 能 力 的 削 弱 ， 公 民 社会 分 化 的 加 剧 ， 政府 在 社会 福 利 发展 中 能 力 建 构 （Ｃａｐ ａｃ
ｉ ｔｙ

—

ｂｕｉ ｌｄ ｉｎ
ｇ ） 的不足 ，都将使既有 的社会问题 （下 岗 、贫 困等 ）和 未来社会变迁带来 的可能 困境变得

更为 复杂 。 人 口 高龄化速度的加快 ，将为老年人的照顾和生 活保障带来 巨大的压力 ，从 目 前来

看 ，政府正努力 着手建构起必要 的 、 基本 的社会保障体系 ，
以 应付来 自 失业 、 年老 、 疾病等事件

所带来 的 困难 。减少企业对就业者福 利 的承诺 ， 将市场机制 引人 ， 为公 民提供更多 的选择 自 由 。

与此同 时 ，在市场 和政府之外所形成 的广大社会空间 ，
巳 成为第三部 门 （社会团体 ）从事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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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业 ，协助解决社会 问题 ，促进社会发展的童要领域 。既有 的经验表 明 ，

一些社会 团体和 志愿 ．

组织 （包括 国 际组织 ）在我 国社会经 济和福利事业发展 中起到 了 明显 的作用 ， 它们成为建构社

会福利发展的一种新的制度创新 。但是 ， 在我 国 目 前多数社会团体仍然借用 了 一定 的政府部 门

内 部的体制资源 ，如政府部 门 所具有 的象征资本来从事社会福利公益事 业 ，所谓
“

半官半 民
“

的

特点 非常 明显 。 其好处是这种方式强化了 组织本身赖 以生存的制度环境 ，强化 了组织在倡导 和

资源 策动方面 的功效性 ，其不足之处在 于它在公 、 私领域界 限的模糊和 在一定程度上受制 于政

府的 政策 制约 ，在 自 主性 和 自 由 度方面将面临 挑战 。 同时 ，值得注 意 的是 ，迄今 为止 ，第三部 门

（社会 团体 ）与政府如何建立普遍的伙伴关系 的信任机制 ，仍然存在一些 不可避免 的 困难 ，这在

一定程度 上 又强化 了大众福利诉求上对过去 的 单位体制 和 政府部 门 所形 成的
“

路径依赖
”

（ｐ ａ ｔｈ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 ｅ ）
， 同时使个人 、 企业 （事业 ）单位和 部 门 在 向 国 家 （政府 ） 进行利益表达和 福

，诉求时 ， 出现惯常的
“

搭便车
”

行为 。

’

在 目前我 国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 ，
社会福利发展要减少

个人对单位福利的体制依赖 ，
增强制度创新 ，

一

方面要不断增强政府本身在市场经济发展 中 的
‘

“

能力建构
”


（ ｃａｐａｃ ｉ

ｔ
ｙ

—

ｂｕ ｉｌｄ ｉｎｇ ）
，增加政府 本身 在介人社会问题时 的反应能力和措施的有效

性 ； 另
一方面 ，建立政府 、 学界 和第三部 门 （社会团体 ）之 间 的 信任机制 和形成三者之间 的伙伴

合作关 系 ， 将是社会工作 专业 发展面 临 的 又
一 个明显的 问 题 。

三 、 2 1 世纪与 中 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的 未来挑战

在 2 0 世纪 的最后几年时 间 里 ，人类经历 了高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 ， 网络沟通前所

未有地改变了 人们 的观念和 生活 方式 ， 它成为许多发达 国家和少数发展 中 国 家 中公 民 生活 和

工作 的
一部分 。 经济全球化的格局 不可逆转 ， 市场经济成为不可逃避 的选择 。 尽管各国对民 主

的界定和理解存在差异 ， 但建立 民主进步的现代社会是多数文 明 国家的 目标 。未来新世纪世界

政治格局 的发展将可能是文化多元化 、政治 民 主化 、经济全球化和建立多极化世界形成共识的

局面 ，与此同 时 ， 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生活 的主题 ，虽然 局部仍存在不稳定 与动荡 。未来世纪里

人 口 将继续发生变迁 ，人均寿命将持续提高 ，
人 口 结构显著变化在发展 中 国 家变得更为 突 出 ，

尤其是像 中 国这样的人 口 大 国 ，
人 口 高龄化和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的趋势 ，为 老年人提供必要 的

经济 、健康和精神 照顾成为未来社会福利服务发展面 临 的 一个重要挑 战 ，也为我 国 社会工作专

业教育在教育 内 容 、实践方法和政策 规划方面提 出 了新 的课题 ，它很可能成为 未来社会工 作专

业发展的
一个重要领域 （如 老年社 会工作或 医务社会工作 ）

， 使这 门 学科和专业 的发展出 现新

的转折点 （Ｘ ｉｏｎｇ ，
1 9 9 9 ） 。 中 国过去十 多年的经济发展经验 已 证 明 ， 改革开放 的政策方针 已 不

可逆转 ，
参与 到全球化的社会经 济发展成为 必然 的选择 ， 在经济上进一步改革 （ 国 企 的搞活 和

其他服务业对竞 争 的放宽 限 制 ） 。 使 中 国 在 未来进 人 国 际化 的 全球 发展轨道 （如 成 功 加人
’

ＷＴＯ 很可 能在不久 的将来就成为现实 ）上减少不必要 的障碍 ，强调经济和社会之间 的平衡发

展成为主导政府政策 的考虑前提 。而 目 前政府强调在稳 定 中求 发展 ，努力解决社会变迁带 来 的

社会问题 ，强 化社会稳定 ，减轻社会震荡 ，

一切发展 以实 现政治上的稳定功 能 为前提 。 中 国 社会
？

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所处的制度 环境和 国际形势可 以 说是一个发展的机遇 。然而 ，机遇往往伴

随风险和挑战 。面对更加 日益显著的社会变迁 ， 我 们短暂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仍处在
一

个起步 ．

阶段 ，专业认同感差 ，专业化水平低 ，专业教育工作者的训 练不足 ， 理论 的滞后 ， 实践经验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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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
，
课程体系评估 的科学标准缺位 ， 学生未来就业 出路不 明确等都是摆在每

一个社会工作教师

前面 的 问 题和挑 战 ，而 回应这些问题和 挑战就要求我们每
一个教育 工作者要从学 习 、实践 、 对

话和研究几方面来强化我们 自 身 的专业能力 ，要求我们 不仅要用理论武装我们 的实践 ， 同时也

要求我们从实践中 总结 出理论 。 更重要 的是 ，我 们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工作者 ， 我们 的行

为 比 我们 的言词更能影 响我 们 的学生 ， 我们 注重 自 身 的道德情操和伦理素养的 培养也许会 比

我们重复
一

百遍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观来得更有效 。社会工作教育侧重在
“

教育
”
二字上 ，我们 注

重的不仅是要 为社会培养擅于解决 问 题的专业工作者 》更重要的是我 们培养的是善 良 、 有正义

感和具备知识技巧能 力的 、有益于社会 的人 ，而我 以为 ，
这一点是所有挑战 中最严峻 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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