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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由来

o 厦门市近几年的社会工作实践发现：

                      政府（民政）

    社工机构                      社区

社工专业实践关键之一：社工服务和社区建设结合

 意味着：社工专业实践框架？（社工专业//社区治理）



一、专业社会工作扎根社区的几次碰壁

o 第一次碰壁

 社会工作者的社区岗位设置和专业社工的引入

  09年的社区调研（“中国特色社区社会工作
专业岗位设置研究”）

 “美丽的构想”



o调研结果：“似是而非”

  “似是”，好像相连，如残疾人管理、社区帮
教、社区调解等

  “而非”，好像不同，如社区的基本工作是管理，

应急的任务很多等

  “似是”，社区好像需要专业社工

  “而非”，好像无所谓



o 暑期夏令营的尝试

    高校+社区（二位一体）：设计和执行社工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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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第二次碰壁

    社工优秀项目考核中的困惑：哪个更专业？

    “专业的迷茫”

     标准专业的小组//标准专业的个案

     康乐的项目

    社工服务和社区建设结合，但专业性在哪

里？（结合+专业性）

    

    



康乐社区居家养老项目





o 第三次碰壁

   服务活动的搁置，主题的转变（美丽厦门，
共同缔造）

   “无奈的尝试”

    社区品牌服务创建

    社工服务的连续性成为突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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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实践中的反思

   
    社工服务和社区建设结合是一个过程：

    社区：相关口服务——品牌服务

    社工：专业性——综合性

   

   



二、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的基本定位

o 社区建设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单位制”的替代（80年代）

把社区引入基层管理

第二阶段：社区本身的建设（90年代）

点实验（2个社区）——实验区（26个城区）——全面推进

（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

第三阶段：社会发展的载体（2000）
和谐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民政部等18部委通知



o 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
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
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
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

质量的过程 ”



o 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特征（内部）
1）服务内容的扩展：管理——发展

2）服务人群的扩展：特殊群体——所有居民

3）服务方式的扩展：直接面对面——多种途径

4）服务形式的扩展：直接服务——直接服务和志愿服务结合

社区社会工作：内容多、人群多、要求多



o社区居委会的独特位置和作用

   1.居委会的基本组织位置：双重性（管理+服务）

    

   （政府/党组织）       社区居委会        居民

   由于资源来源和工作考评主要依据政府，偏重管理

   2.居委会的内部基本结构：多重性（多头管理）

   根据居民全面管理要求进行分工：计生、综治、文教、社保等 

    3.居委会工作的基本特征：流动性（随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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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社区的工作与社区工作的区别：

比较项目 社区的工作 社区工作

工作焦点 偏向管理 偏向服务

工作划分 按全面管理要求（多
重性）

按专业领域或专业
方法（专业性）

工作重点 流动性强 比较稳定



o 社工服务和社区建设结合的基本要求：

   1.整体设计，将管理和服务结合起来，提升社区的整体服务水平

   2.综合服务，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整合起来，并与

社区服务经验连接

   3.滚动累进，积累不同服务的成果，逐步改善社区的专业化

服务水平
   

    以项目为主导的综合社工服务



o 项目综合社工服务的基本框架

   西方项目综合社工服务的发展
   1.60年代的转变期（机构服务向场景服务转变）

   成效的疑问、环境影响、通用模式

   2.70年代的探索期

    系统理论、生态理论

   3.80年代的形成期

    家庭照顾者、邻里、志愿者

   4.90年代的多元发展期

    抗逆力视角、增能视角、批判和女性主义视角



o 项目综合社工服务的本土框架

    核心差别：没有社区居委会，也不涉及专业
身份确认。

 “双主体”的服务框架

    1.居民需求放在社区居委会的服务框架下（心理与社
会结合）

     2.注重微观辅导服务与宏观增能服务的转换（场景服
务的专业化）；

     3.关注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社区能力的建设（居
民参与）



三、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的实现路径

o专业社会工作实现的两条基本路径

    社区社会工作（整体服务提升）

    居委会的社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  

    社区的社会工作（具体服务延伸）



o社区的社会工作

   专业社工进入社区，与居委会合作开展服务 
   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延伸+服务衔接

   三种常见的服务要求：

   危机个案（个案危机——识别——预防）

   特殊服务人群（困难处理——互助——支持网络）

   社区活动（主题延伸——跟踪回访——日常服务）



社会家庭个人

1、喘息

2、增能

1、家庭内支持

2、家庭间支持 1、企业公益

2、志愿服务

长期照顾者综合停靠服务（机构项目）

个人增能 家庭停靠 社会停靠



o 社区社会工作

    以社区为主体，整合社区各口的资源，提升
整个社区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社区社会工作=管理服务整合+管理服务
提升

   品牌服务：实现3个结合

    管理和服务结合

    各管理口的结合

    示范和资源结合

    



o 从“点”到“线”

   以心理关怀为主，生活关怀为辅，帮助社区的孤
寡老人、低保家庭等贫困弱势群体，对他们开展心
理卫生教育和心理咨询，并且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
帮助贫困弱势群体解除困惑，重拾生活勇气



o 从“点”连到“线”的方法（一）

   根据服务对象的需要

   贫困弱势群体：生活苦恼、生活补助、生活照顾、
家庭矛盾调解、家庭成员的就业……

   服务规划：

   心理关怀

    低保及生活补助

    生活照顾服务

    家 庭调解

    家庭支持服务



o 从“点”连到“线”的方法（二）

   根据服务对象的问题状况

   贫困弱势人群：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生
活压力慢慢增加的时候、平时生活的时
候……

服务规划：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心理干预

      压力慢慢增加的时候——心理咨询

      平时生活的时候——心理健康教育



o 从“点”连到“线”的方法（三）

   根据服务对象的发展状况

   贫困弱势人群：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精神状况处
于一般水平、精神状况比较好的时候……

    服务规划：

    精神状况不好的时候——心理干预、心理咨询（提供服务）

      精神状况处于一般水平——心理健康教育（参与社区活动）

      精神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协助心理咨询和健康教育（帮助其他居民）



o 从“线”到“面”

    整合社区资源推进社区未成年人活动中心建设，
建立了社区图书流通点、文体活动室、青少年科普

工作室，组织青少年开展关爱社区孤残老人活
动，并且在节假日举办多种形式的青少年兴趣活
动

    



o 从“线”连到“面”的方法（一）

    根据服务人群的不同类型

   青少年：性格和行为不良的、学习有困难的、学习
情况一般、学习情况比较好兴趣比较多……

服务规划：

    性格和行为不良的——心理干预的系列服务

     学习有困难的——学业辅导的系列服务

     学习情况一般——学习能力开发和兴趣培养的系列服务

     学习情况比较好兴趣比较多——潜力拓展的系列服务



o 从“线”连到“面”的方法（二）

    根据服务人群的问题类型

    青少年：“四点钟”问题、独生子女的性格问题、假
期的学习管理问题、外来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

服务规划：

    “四点钟”问题——“四点钟”学校系列服务

     独生子女性格问题——独生子女健康发展系列活动

     假期的学习管理问题——假期的系列服务活动

     外来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外来工子女适应城市生活系列
服务



o 从“线”连到“面”的方法（三）

    根据服务人群问题的相关人员

   青少年面临“四点钟”问题：孩子“四点钟”
的学习安排、父母亲的工作安排、学校的安
排……

服务规划：

    孩子“四点钟”问题——“四点钟”学校系列服务

     家长“四点钟”问题——“四点钟”学校家长辅助系列服务

     学校“四点钟”问题——“四点钟”学校老师辅助系列服务



o从管理口——多管理口——社区资源
挖掘



结论

o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区治理是可行的

o基层社区治理中社工与社区是一种相互依
赖的关系

o基层社区治理需要一种“双主体”的本土
服务框架

o基层社区治理有社区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
会工作两种实现路径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