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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

2024年社会工作者《初级实务》 考前5页纸
程

1、了解服务对象的来源 ( 主动 、转介 、外展) 和类型 ( 自愿性 、非自愿型) 及现有与潜在服务对象。

2、会谈的主要任务：界定问题、澄清角色期望、激励服务对象进入角色、促进服务对象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达成
初步协议、决定工作进程。

3 、会谈的技巧：主动介绍自己、治疗性沟通、倾听。

4、收集资料的方法和途径：询问(会谈、问卷、角色扮演、完成句子) ； 咨询；观察；利用已有资料。

5、预估的任务：识别问题的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 、问题的成因及使问题延续的因素、识别对象及环境的积极因
素以及决定服务的方式和内容。

6、制订服务计划的原则： 服务对象参与； 尊重意愿； 详细和具体； 符合工作总目的和宗旨。

7、制订服务计划的方法：(1)设定目的和目标；(2)构建行动计划—选择介入系统 ( 个人 、家庭 、小组 、社区 、宏

观社会系统) 和选择介入行动 ( 危机干预 、资源整合 、经济援助 、安置服务) 。

8、选择介入行动的原则： 以人为本、服务对象自决；个别化、考虑服务对象的发展阶段和他们的特点、与服务对
象相互依赖、瞄准服务目标、考虑经济效益。

9、评估的类型： 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

10、评估的方法(基线测量) ：建立基线—进行介入期测量—分析和比较 。

11 、对服务对象影响的评估：服务对象满意度测量 、差别影响评分

12、 目标实现程度的测量评估： 目标核对表； 个人目标尺度测量 。

13、结案阶段的主要任务： 总结工作；巩固已有改变 ( 回顾工作过程、强化服务对象已有的改变、给服务对象积
极支持) ；解除专业工作关系；撰写结案记录。

14、结案的类型： 目标实现、服务对象不愿继续接受服务终止专业关系、存在不能实现目标客观和实际原因、社
会 工作者或服务对象身份发生变化。

15 、结案反应的处理方法： 回顾介入过程；提前告知结案时间；减少接触； 预防问题； 安排正式结案活动。

16、结案后的跟进服务的方法： 电话跟进、个别会谈、集体会面、跟进社会支持网络。

第二章 儿童社会工作

1、儿童的需要：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受保护需要、社会化需要。

2、儿童社会工作的类型： 支持性儿童福利服务：补充性儿童福利服务： 替代性儿童： 儿童保护服务。

3、儿童社会工作实务的原则： 优先原则；利益最大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平等参与原则；生态系统原则；依法
保护原则。

4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提供家庭支持服务 (亲职辅导、婚姻辅导、家庭辅导、亲子关系辅导) ；开展儿童支持
服 务 (儿童问题辅导、儿童的娱乐和休闲、儿童的社会化引导) 。

5、补充和改善家庭监护状况：经济状况(链接现有资源、困境儿童父母就业援助) ；家庭监护状况(亲职教育、课
后服务) 。

6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倡导的内容： 完善社区基本建设； 建设安全、益智的儿童游戏场所和设施；健全社区儿童
和 家庭服务体系；创新社区儿童参与工作机制。

7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倡导的方法： 网络媒体倡导、名人效应倡导、海报宣传倡导、讲座论坛倡导。

第三章 青少年社会工作

1、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服务原则：主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整体性原则。

2、服务青少年成长发展：思想引导； 习惯养成；职业指导；婚恋服务；社交指导。

3、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1)困难帮扶—政府救济、社会资助；(2)权益保护—个案维权服务；(3)法律服务— 自我

保护意识；(4)心理疏导—健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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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一般预防； 不良行为干预；严重不良行为矫正；重新犯罪的预防(刑事案件、民事案件、

其他需要司法保护的未成年人社会工作服务) 。

4 、促进青少年个体发展： 自我探索—罗杰斯“自我论”；生涯规划—伍德(Wood) 的生涯选择配合论。

5 、改善青少年家庭关系： 构建和睦亲子关系；开展亲职教育辅导服务—父母效能训练模式(积极倾听、使用“我—
讯息”、积极沟通) 。

6 、促进青少年人际交往 (理论基础) ：人格结构分析； 沟通分析 (互补式、交叉式、暧昧式) ；脚本分析；游 戏
分析 (卡普曼戏剧三角论) 。

第四章 老年社会工作

1、老年人的特点：(1)生理老化；(2)心理老化： 知觉、智力(结晶智力和液态智力) ；(3)社会角色变化。

2、老年人的需要：(1)健康维护；(2)经济保障；(3)就业休闲；(4)社会参与；(5)婚姻家庭；(6)居家安全；(7)身后事 宜

安排；(8)一条龙照顾服务。

3、老年社会工作应注意的事项： (1)价值观问题(年龄歧视) ；(2)移情与工作倦怠问题。

4 、老年人社会工作服务中的要点：处理认知与情绪问题 、 自杀问题 、虐待和疏于照顾 、丧亲问题 、 临终关怀服
务 。

5、个案工作方法(注意事项) ：(1)营造适宜沟通环境；(2)有沟通障碍 ， 多方求证老人的问题；(3)老人重视文化传

统，尊重老年服务对象；(4)尊重老人自决权；(5)要有耐心，做好长时间处理个案的准备。

6 、小组工作方法( 注意事项) ：尊重自决权、平衡对小组和个人所负的责任、尊重保密权、干预小组动力，保护
组员免受伤害。

7、社区工作方法：(1) 重点目标人群：独居老人、高龄老人、伤残老人、困难老人； (2) 类型：居家服务、社 区服务
中心服务、社区老人照顾机构服务； (3) 工作内容：生活照顾、健康教育、志愿者工作、法律援助等。

第五章 妇女社会工作

1、妇女社会工作的目标： (1) 直接目标(缓解压力 、重塑自信 、解决实际需要)；中间目标 ( 个人的即政治 的、性别
意识、支持小组) ；)最终目标 ( 重构权力关系 、建立妇女网络与连接 、倡导社会性别公正和公平意识和制度) 。

2、针对妇女的婚姻暴力干预策略：(1) 促进相关立法及法律完善(2) 开展反对妇女暴力的综合干预行动；

(3) 建立受暴妇女支持小组；(4) 为受暴妇女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心理辅导、法律咨询、个案辅导。

3、针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干预策略： (1) 健全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妇女生殖健康政策；(2) 建立“以社区为基础 ，
以妇女为中心”服务策略；(3) 建立妇女定期生殖健康检查的制度。

4 、性别视角的妇女社会工作方法： ( 1)建立平等协作关系；(2)重新界定问题 ，提升意识；(3)挖掘潜能 ，链接资 源

；(4)相同处境妇女建立支持小组。

3 、宣传教育 、倡导和多部门合作的方法: ( 1)宣传和教育的方法 (政策出台和修改机会宣传和教育、节假日、突 发

性事件、培训机会、文艺团体) ；(2)倡导 (游说、政策建议和媒体方式) ；(3)多部门合作 (政府部门、社会组 织、

媒体及妇女活动) 。

第六章 残疾人社会工作

1 、残疾人面临的问题： ( 1)物质层面困难 ( 经济 、住房 、医疗) ；(2)精神层面困难 ( 源于“污名化” 的残疾文 化)

；(3)社会交往困难 ( 机会少 ， 婚恋受影响) 。

2 、残疾人康复服务 (服务层面) ：教育康复 、职业康复 、社区康复 。

3 、促进残疾人就业权利实现的方法：

（1）残疾人就业的支持性资源：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残疾人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社区各类志愿服务；

(2)残疾人职业仿佛的流程管理：职业咨询—职业评估—职业培训—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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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矫正社会工作

1 、服务对象的特点：人格特征 ( 冲动好斗) ；心理特征 ( 自卑消沉) ；社会特征 ( 严重脱节) ；生活特征 ( 困
难重重) ；

2 、对于涉罪成年人的服务内容： 司法判决前、监禁场所中、社区矫正中、刑满释放后以及针对涉毒人员的社会工
作的介入。

3 、矫正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方法原则维护服务对象利益优先原则；个别化原则；接纳原则；非评判原则；服 务对
象自决原则；保密原则。

4 、矫正社会工作的社区工作方法： (1) 综合治理 ， 改善矫正对象的生活环境； (2) 开展社区教育 ，培育社区居 民接
纳、尊重矫正对象的意识和习惯；(3) 挖掘社区志愿力量 ，共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第八章 优抚安置社会工作

1、服务对象的特点：覆盖范围广； 军队情结深； 需要层次多； 问题压力重。

2 、需求与方法

类型 需求 主要方法

优抚医院 治疗康复、基本生存、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尊重 介入重点：危机干预 (7个阶段)

光荣院 婚姻家庭、健康维护、社会参与、社会尊重 人生回顾；哀伤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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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辅导； 小组辅导

军休 军队情结、社会尊重、健康维护、多元养老、社会参与
介入重点：认知和情绪问题

介入策略：微观、中观、宏观层面

第九章 社会救助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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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基本生活条件；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提供疾病治疗； 办理丧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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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申请住房救助； 宣传讲解政策。

5、教育救助：提供教育机会；提供教育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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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就业资源。

7、临时救助：危机干预； 外展服务；机构救助。

8、受灾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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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社会救助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评估

(1) 特点： 保持连续性、救助对象的参与、动态推进，全面了解、合理利用知识和经验。

(2) 如何获取评估信息： 直接询问 、家庭探访 、 间接了解 、观察身体语言 、使用量表；

(3) 评估的程序： 了解服务对象的现状以及服务需求、根据救助政策评估救助对象的申请资格、评估社会工作者
所在机构和救助对象所在社区的资源。

第十章 家庭社会工作

1、家庭社会工作的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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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家庭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 (1)改善亲子关系：①家庭行为学习； ②家庭照顾技巧训练； ③家庭心理健康教育。

(2)改善夫妻关系：①婚姻辅导；②家庭暴力的干预。

3、家庭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 家庭处境化原则、帮助家庭成员增能原则、家庭个别化原则、满足家庭成员需 要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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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社会工作的实施步骤： (1)接触阶段；(2)开始阶段；(3)介入阶段 ( 支持者 、教育者 、咨询者 、使能者和资

源 调动者) ；(4)结束阶段(结束事项、总结成果) 。

5、常用方法：(1)家庭评估(家庭结构图) ；(2)家庭干预 ( 观察技巧 、聚焦技巧 、例子使用 、再标签技巧) 。

6、常用形式：专题讲座、主题沙龙、社区活动。

第十一章 学校社会工作

1、学校社会工作对学生心理困境的介入：认知障碍；情绪困扰； 意志力薄弱； 人格障碍； 网络成瘾；

2、学校社会工作对学生学业困境的介入： 学生个人因素； 学校因素； 家庭因素； 社区因素。

3、学校社会工作对学生人际关系困境的介入：亲子关系；朋辈关系； 师生关系。

4、学校社会工作对学生偏差行为困境的介入：违法行为；违纪、失德行为； 失仪行为。

5、学校社会工作对学生家庭困境的介入：提供情感支持； 发展支持系统；链接社会资源。

6 、个案工作方法: 师生联合会谈法； “结对子”朋辈助力法； “2＋ 1”个案成长陪伴； 社工信箱 。

7 、小组工作方法： 主题班会； 社工课堂； 家长互助会。

8 、社区工作方法：(1) 初级介入： 面向全员—营造友善环境； (2) 二级介入： 面对高关怀人群—避免复发、消 除可
能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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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学校社会工作方法与技巧举要

(1)系统脱敏—帮助学生克服考试恐惧情绪； (2)行为契约法—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拍卖会— 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4)做名片—帮助低自我概念的学生提升自信； (5)小背摔 。

第十二章 社区社会工作

1、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统筹社区照顾；扩大社区参与；促进社区融合；推动社区发展； 参与社区矫正
、 社区戒毒与康复服务。

2 、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①参与乡村振兴；②服务农村特殊群体；③介入灾害应急服务。

3、社区社会工作的过程：社区分析 ( 类型分析 、基本情况分析 、 问题分析 、 需求分析) ； 社区(活动) 方案的
策划过程；方案的执行；方案的评估。

4、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资源链接 ( 资源整合 、共享 、配置) ；推动居民参与 ( 层次和形式： 告知、咨
询、协商、共同行动、社区居民自治； 因素分析： 参与价值 、参与意愿 、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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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社区多方联动。

第十三章 医务社会工作

类型 工作内容 工作方法

公共卫生领域社会工作
初级预防层面的干预；减少残疾的发生和 院舍

化的照顾；所有目标人群都能获取健 康照顾和社

会服务

行为干预；健康促进； 社会营销；

社会倡 导技术。

慢性疾病与长期照护的社

会工作

糖尿病、心脏病、终末期肾病、获得性免疫缺

陷综合征(艾滋病)

个案管理；小组工作(沟通技巧、健

康教 育) 。

妇女医务社会工作 需求分析：疾病适应、心理调适、经济问题、

情绪问题
/

儿童医务社会工作
需求分析： 儿童患者照顾者的焦虑、自责 等心

理反应、夫妻关系和家庭经济负担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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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室的社会工作
需求分析：患者及家属心理危机干预需求； 医疗

团队及成员需求； 急诊管理需 求。
社会心理评估、信息咨询服务、危

机干 预、出院安置、转介

肿瘤治疗康复、舒缓疗

护及临终关怀社会工作

需求分析：心理社会需求(经济、情绪、医患关

系、家庭关系、社会福利政策咨 询、临终关怀等

)

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舒缓疗护。

精神卫生领域社会工作

住院患者(住院适应；心理支持;治疗方法整合);患

者家属(减轻照顾者压力；精神疾病知识辅导和支

持);社区精神康复：(精神健康知识；康复训练；社区

资源链接；提供咨询；转介) 。

需求评估与干预流程； 社会工作

干预方 法：认知行为治疗、小组工

作。

第十四章 企业社会工作

1 、企业社会工作对象： 职工个体及职工家属；职工群体； 企业整体或企业内的管理部门； 一个行业或一个社区；
整体社会。

2、企业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咨询辅导者、促进者、联结者、调解者、教育者、协调者、倡导者。

3 、企业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方法 内容

个案工作
(1) 个案分类:一般信息咨询性问题；人际交往和感情问题； 家庭问题；适应问题；情绪问题；资源提供与心
理支持问题；法律援助和权益保护问题。
(2) 个案来源:厂医转介、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发现并介绍、职工家属或亲友介绍、社会工作者主动发现、自
己主动 寻求帮助的等。

小组工作
(1) 小组的类型： 兴趣、娱乐小组； 成长小组；支持小组； 教育小组； 治疗小组。

(2) 小组工作过程： 需求评估—确定目标—招募组员—制订小组计划书，按计划开展活动。

社区工作

(1) 工作过程：建立专业的服务关系—对职工和企业进行调查—制订可行性计划—实施计划—财政 预算和
资金使用—监督、控制及评估；

(2) 工作形式：生产生活竞赛活动、规章制度宣传教育、企业内外互助互济支持活动、休闲娱乐活 动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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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因 素
取向、个人中心取向规划、行为取向规划、认知行为取向规划)； (3) 职业社会康复的技术(职业咨询、评估、培训、
就业指导)； (4) 劳资系统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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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