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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级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以人为

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和性别平等意识，热爱妇女儿童事业，

掌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熟悉我国妇女、儿童保护的法律与政策，能够从

性别视角进行政策分析；具备一定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和较强的社会服务策划、

执行、督导、评估和研究能力，胜任不同群体，尤其是妇女、儿童和家庭领域

的社会服务、权益保护与服务管理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二、专业领域

1．妇女服务

2．妇女维权

3. 儿童保护与家庭教育服务

4. 妇女发展

三、学制与学分

实行弹性学制，基本学制 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4年，休学创业的研究生

最长学习年限可延长至 6年。毕业学分不低于 39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20学

分，选修课程不少于 10学分，专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 2学分，创新创业

1学分。

四、培养方式

1．实行学分制

（1）课程学习：学生必须通过本方案规定课程的考核，成绩合格者方能

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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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实习：学生进行不少于 800小时(非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不

少于 1000小时)的专业实习，由学校督导和机构督导共同承担，成绩合格者方

能取得专业实习的学分。

（3）学位（毕业）论文：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撰写学位（毕业）

论文，论文答辩通过者方能取得学位（毕业）论文的学分。

2．联合培养

坚持“依托妇联、服务妇女、服务家庭、服务儿童”的原则，与各级妇联

组织进行联合培养，由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共同组成联合培养的教师团队全程

参与，包括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订、招生录取、课程教学、实习、论文指导与

答辩及就业指导等。具体体现在：

（1）课程教学由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共同完成。

（2）专业实习采用双督导制。督导由学校督导与机构督导共同组成。

（3）采取双导师制，根据培养需要可为研究生配备联合导师。在整个培

养过程中，坚持导师负责制，校内导师承担主要指导责任，校外导师和联合导

师承担辅助指导责任。

3．教学方式

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学生研讨、现场观摩等多种形式，加强社会工作

实务技能训练，体现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实践导向，同时兼顾学生实践研究能力

的培养。

4．课程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突出以能力为核心，采用笔试与口试

相结合，课程论文与实践报告相结合的多元考核方式。理论类课程采用过程性

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实践类课程以过程性考核为主，重视学生学

习的态度，重点考核学生的平时作业和参与课程教学情况。

5．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通过课程实践和专业实习等方式，提

升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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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安排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课程

性质理论 实践 合计学时

公共

基础

课程

0305000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2 0 32 1 必修

03050001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 16 0 16 2 必修

0502000104 英语 2 16 16 32 1 必修

小计 5

专业

基础

课程

0352000219 社会工作伦理 1 16 0 16 1 必修

0352000220 社会工作理论 3 32 16 48 2 必修

0352000227 社会工作研究 3 24 24 48 1 必修

0352000228 社会政策分析 2 16 16 32 1 必修

0352000223 高级社会工作实务 3 32 16 48 2 必修

0352000224
性别平等理论与

实践前沿
2 32 0 32 1 必修

0352000225 论文写作指导 1 16 0 16 2 必修

小计 15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专业基础选修课程

专业基

础选修

课程

0352000301 社会服务管理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00302 社会工作评估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00303 社会工作督导 1 8 8 16 2 选修

0352000304 家庭社会学 2 16 16 32 1 选修

0352000305 性别社会学 2 16 16 32 1 选修

0352000307
社会工作前沿

与热点问题
2 16 16 32 3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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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3
所有学生需要从以上 6门课中选修不少于 4 学分的课

程。

专业领域选修课程

妇女服

务领域

选修课

程

0352010323
妇女社会工作

理论与实务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10324
家庭社会工作

理论与实务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10329 社区治理与发展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10330 中国文化与社会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10331 妇女健康社会工作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10328 危机干预 2 16 16 32 2 选修

小计 12
妇女服务领域的学生需要从以上 6 门课程中选修不少

于 6 学分的课程。

妇女维

权领域

选修课

程

0352020326 妇女人权基础 2 32 0 32 1 选修

0352020327
妇女维权的途径

与策略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20328
妇女组织维权

工作实务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20329 婚姻家庭维权服务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20330 妇女就业维权服务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20331 司法社会工作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20332
家庭暴力防治

与干预
2 16 16 32 2 选修

小计 14
妇女维权领域的学生需要从以上 7 门课程中选修不少

于 6 学分的课程。

儿童保

护与家

庭教育

服务领

域选修

课程

0352030307 儿童社会工作 2 16 16 32 3 选修

0352030308 儿童保护 2 32 0 32 2 选修

0352030309
家庭、社区与

儿童发展
2 24 8 32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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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2030310 儿童教育专题 2 24 8 32 1 选修

0352030311 家庭教育指导 2 16 16 32 2 选修

0352030312 家庭教育咨询实务 2 16 16 32 3 选修

小计 12
儿童保护与家庭教育服务领域的学生需要从以上 6 门

课程中选修不少于 6 学分的课程。

妇女发

展选修

课程

0352040301 妇女发展政策 2 24 8 32 1 选修

0352040302 妇女发展理论与方法 2 16 16 32 1 选修

0352040303 妇女发展环境 2 24 8 32 2 选修

0352040304 赋权与妇女发展 2 10 22 32 2 选修

0352040305 女性领导力研究 2 12 20 32 2 选修

0352040306 妇女发展宏观实务 2 8 24 32 1 选修

小计 12
妇女发展领域的学生需要从以上 6 门课程中选修不少

于 6 学分的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要求 10
学生最低应修够 10 学分。其中专业基础选修课程不少

于 4 学分，且专业领域选修课程不少于 6 学分。

专

业

实

习

妇女服

务领域

0352010412 专业实习（一） 1 不少于 60 小时 1 必修

0352010413 专业实习（二） 2 200-300 小时 2 必修

0352010414 专业实习（三） 3 540-640 小时 3 必修

妇女维

权领域

0352020412 专业实习（一） 1 不少于 60 小时 1 必修

0352020413 专业实习（二） 2 200-300 小时 2 必修

0352020414 专业实习（三） 3 540-640 小时 3 必修

儿童保

护与家

庭教育

服务领

域

0352030412 专业实习（一） 1 不少于 60 小时 1 必修

0352030413 专业实习（二） 2 200-300 小时 2 必修

0352030414 专业实习（三） 3 540-640 小时 3 必修

妇女发 0352040412 专业实习（一） 1 不少于 60 小时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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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领域
0352040413 专业实习（二） 2 200-300 小时 2 必修

0352040414 专业实习（三） 3 540-640 小时 3 必修

小计 6 800 小时（非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为 1000 小时）

创新创业 0000009901 创新创业 1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各领域的研究生在校期间需完

成创新创业活动要求，具体学生认定办法见校字

[2018]5号关于印发《中华女子学院研究生创新创业学

分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

论

文

妇女服

务领域
0352010501 毕业论文 2 4 必修

妇女维

权领域
0352020501 毕业论文 2 4 必修

儿童保

护与家

庭教育

服务领

域

0352030501 毕业论文 2 4 必修

妇女发

展领域
0352040501 毕业论文 2 4 必修

小计 2

学分总和 39

建议

学生

补修

课程

1 1030033001 社会工作概论 0 32 16 48 1 必修

2 1040033003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0 32 0 32 1 必修

3 0352020313 中国法律体系 0 48 0 48 1 必修

4 1030061003 普通教育学 0 24 8 32 2 必修

5 1030061001 普通心理学 0 56 8 64 1 必修

6 0352040307 女性学导论 0 16 0 16 1 必修

要求：1. 本科在校期间未修修“社会工作概论”、“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课程，需补修以上 2 门课程，并通

过考试，不计学分。2.妇女维权领域非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还须补修“中国法律体系”课程，并通过考

试，不计学分。3.儿童保护与家庭教育服务领域非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还需补修“普通心理学”、“普

通教育学”课程，并通过考试，不计学分。4.妇女发展领域非女性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补修“女性学导论”

课程，并通过考试，不计学分。

注:选修课开设的课程门数与规定学分内学生必须修完的选修课程门数之比不小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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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为必修课程，分为三个阶段，不少于 800小时（非社会工作专业

本科毕业生不少于 1000小时）。

第一阶段实习：观察体验，时间不少于为 60小时，不少于 8个工作日。

使学生认识服务对象、了解服务内容和方法；认识做好妇女服务、家庭服务和

儿童服务应具备的基本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学生热爱妇女事业、服务妇女、

服务家庭、服务儿童的使命感。

第二阶段实习：参与服务 200-300小时，不少于 25-38个工作日。要求学

生尝试运用社会工作及专业领域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参与实习机构的相关工作

中，初步完成项目策划，培养学生服务妇女发展、维护妇女权益、开展儿童保

护与家庭教育工作的专业能力，提升学生推动妇女儿童发展的意识。

第三阶段实习：独立服务 540-640 小时，每周不少于 42 小时，共 13-16

周。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社会工作服务、维权服务、儿童保护与家庭教育项目策

划、实施与评估全过程，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实操、项目策划和机构管理能力。

七、学位论文

在导师指导下，学生根据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规定，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论文形式分为：

（1）实务研究类：针对社会工作的某个模型、策略、技能或某实务研究

领域的知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主要采用社会工作的理论，运用社会工作

的研究方法，验证和发展所研究议题的方法和知识。

（2）项目研究类：选择某个社会工作的真实议题，形成社会工作实务或

社会服务机构管理的项目，开展从需求评估、方案设计、项目实施、结果评估

的服务实践，并形成完整的项目报告。

（3）政策研究类：选择社会福利相关政策的模型、策略、方法、技能等

方面的某个议题，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主要运用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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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验证和发展所研究政策议题的方法和知识。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按培养计划完成学习、科研及实践任务，考核合

格，达到毕业要求的，颁发毕业证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相关要求的，

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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