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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现状及天津案例分享
范 耀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4

【摘 要】：本文以地区为主线，梳理国内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现状，发现学校社会工作的落地和本土化发展，主要分为民间

团队自发组织和政府政策推行两种形式，以民间团队先行探索为开端的学校社会工作群众基础更扎实，自主性更强。2015 年

天津港大爆炸，社会工作迅速行动起来，并首次以项目的形式为灾区中学学生提供专业援助服务，正式开启了学校社工实务

探索的道路。本文将对天津学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进行模式总结，为学校社会工作的实务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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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已经成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方式和新手

段[1]，在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频发的今天，学校社会工作的

发展受到了各地区政府的认同与支持，社会工作需自觉行动

起来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本文从社会工作实务角度出发，

对天津开发区某中学学校社工站常态化服务内容进行经验

总结，意在为天津驻校社工站的发展提供经验，以推动学校

社会工作的发展。

1 国内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现状

纵观国内学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历程，学校社会工作的

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点。港澳台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实

务起步早、发展快，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香港

青年志愿团队为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食物、基础教育、技术

培训等服务[2]，以帮助青少年应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以及

恶劣的成长环境。与之相较，大陆的学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

则相对较晚，呈零星散发状态，区域性发展极不均衡，整体

发展缓慢，制度化和规模化欠缺[3]。华东地区、华南部分地

区尤其是上海的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紧随其后。2002 年，上海

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在 38所学校试行学校社会工作，聘请

国内外社会工作和教育专家，对学校社会工作开展进行可行

性论证，制定具体实践步骤[4]。2007年，广州积极响应中共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号召，加快社会工作建设，广泛借鉴香港

经验与模式，自上而下地推动学校社会工作开展[5]。同年，

深圳出台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及 7 个配套文件

（简称“1+7”），逐步探索出“一校一社工”的实务路径，通过

岗位辅助工作的边缘嵌入向政府购买小专项服务的浅层嵌

入过渡，再到“家—校—企—社”多方联动的深度嵌入过渡[6]。

中西部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

果，成为全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典范。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中国青基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带领全国高校社工青

年志愿者深入地震灾区的希望学校开展专业服务，学校社会

工作由此在四川扎下了根[7]。然而华北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

实务发展迟缓，依然主要通过高校专业实习展开，形成了高

校学校社会工作、职业院校的学校社会工作、打工子弟学校

社会工作和培智学校社会工作四种服务模式[8]。以天津市为

例，2015年天津港爆炸发生后，社工界高度关注灾后情况，

协助政府开展灾难救援工作[9]。值此之际，中国社会工作发

展基金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和天津社会工作协会合作

主办，委托天津高校在开发区中学成立了天津市首家学校社

工站，对该校受灾学生、老师及其家庭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并逐渐转化为常态化运作[10]。2021 年天津市第二所学校社工

站也以先行试点的方式进驻小学。

不难看出，学校社会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形式主要

分为两种。一是由民间团队发起，服务成效受到政府认可后，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学校社会工作。香港青年团队的志愿服务

受到社会的关注，政府担心接连发生的社会动乱事件会引起

青少年的不满并危害社会稳定，开始关注青少年状况并通过

实行义务教育以及相关政策将青少年服务纳入正规。该种形

式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度，资源的协调与配合度

高，学校社会工作发展较快且具有自主发展的空间。二是通

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强制推行，在学校内设置驻校社工

站，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例如，上海浦东新区学校社会工

作在政府的推动下，被纳入到学校体系中，成为德育工作的

有益补充并被试点学校接纳，服务内容包括个案辅导工作、

小组工作、综合性活动以及家长、教师的咨询和协调工作等，

初步了探索本土化和专业化的学校社会工作，引领学校社会

工作实务方向。广州学校社会工作在政府的推动下，发展出

了基金会资助、政府购买、学校购买等多元化的服务模式。

工作方式包括个案辅导、小组工作以及综合性活动，服务内

容多样，但总体本土化不明显。深圳学校社会工作也以同样

的方式被纳入学校德育体系中，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学校社

会工作在行政框架内逐渐争取到了专业自主性的发展空间，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9 期 2021 年

总结出了两大本土实务经验模式，即针对一般学生群体的综

融服务模式以及针对特殊学生群体的全链条服务模式，服务

内容涵盖情绪问题、行为偏差、亲子关系、特殊教育、能力

提升、危机干预等，囊括了预防型介入、倡导型介入、发展

型介入、治疗型介入四大方面。总的来说，这种形式下的社

会工作群众基础薄弱，社会接纳度和认可度都较差，时常被

认为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体系之一，将学校社会工作定位为德

育工作或者志愿服务，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嵌入阻力较大，

呈现前期强劲但后期疲软的态势。

2 天津开发区学校社工站发展现状

天津学校社会工作站由专家、学者、社会工作系教师以

及校方相关老师组成的督导团队轮流督导、驻站社工与高校

社工系在读硕士轮换实习，大三大四年级学生担任志愿者的

社工站运行模式，开展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相互整合的服

务模式，囊括了预防性、倡导性、发展性、治疗性四大社会

工作功能。

学校内设有独立社工站、个案咨询室，服务硬件设备齐

全，开设 QQ 号、电子邮箱等网络咨询方式，辅助社工信箱、

电话等传统咨询方式，为求助者拓宽咨询渠道，同时社工还

通过外展宣传、专业活动、班主任转介等方式主动发现并挖

掘具有特殊性和个别化需求的服务对象，成为校方德育工作

和学生管理的有益补充。在咨询过程中，社工将疑似心理问

题的来访者转介给心理老师，心理部门也会将处于心理康复

期的学生转介由社工进行社会化训练，为案主设置个案管理

档案。德育管理、心理与社工三方形成了学校针对学生的心

理社会教育辅导工作体系，相互融合，彼此协同发展。

为配合“六选三”新高考制度，社工为高一、高二年级开

展职业生涯规划；针对毕业班学生群体开展考前减压舒缓活

动；针对班主任、教师开展减压活动、历奇辅导培训、社工

知识普及与培训等；针对家长开展家庭综合服务、亲子历奇

辅导、主题讲座等活动；针对社区开展通过交流和社区探访

活动。

结语

天津开发区学校社会工作自 2015 年起，已经经历了 6

年的实务探索，由灾后紧急救助服务转化为了常态化服务，

在广泛的实务探索中逐渐沉淀出了毕业班学生减压、抗逆力

提升等品牌活动，助力一届又一届的中学生心理成长、乐观

向上，在中高考中皆取得优异成绩，受到校方和督导老师的

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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