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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6年底，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北京大学等普通高等院校试办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
　　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同时招收研究生，我国社会工作专业　
　教育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民政部对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给予了重要支持。
雷洁琼教授、袁方教授等　　老一代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给予了多方指
导。
这些对北京大学社　　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该专业创办之初，编写社会工作专业教材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任务，专业发展的要求也　　不
时促使我们去动笔。
然而，出于学术上的谨慎，我们还是决定在取得初步教学经验之后再撰　　写。
在有了几轮教学经验之后，1992年我们向北京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提出申请，编写社会工　　作专业
基础教材。
学校对此给予了积极支持，并决定拨付经费资助该书出版。
　　对于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学科来说，其知识积累是丰厚的。
社会I作的迅速发展和多样化　　、社会工作的实务性又给我们深入掌握这门知识和学问带来了困难，
又加之教学工作繁忙，本　　书写作拖延下来，至今才完稿。
　　本书对社会工作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作了概要介绍。
具体分工是：王思斌撰写第一、四、五　　、六、十章，马凤芝撰写第二、七、八、九章，夏学銮撰
写第三章。
王思斌通读了全部书稿。
　　诚恳地希望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共同推进我过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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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社会学教材：社会工作导论》是高等学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材，对社会工作的知识进
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内容丰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社会工作的内容、原则、方法等问
题，融学术性、科学性和指导性于一体，是一本有益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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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苏区的社会工作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就有自己的民政工作
。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解放区救济总会等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在生产
救灾、社会救济、战地服务、拥军优属等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苏区政府非常重视优抚和拥军优属工作，于当年相继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军优抚
条例》、《优待红军家属条例》、《优待红军礼拜六条例》。
1932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布了《关于组织抚恤委员会的训令》。
1933年，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优待城市红军家属的办法》。
1934　　年又颁布了《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
这些条例的主要内容：一是抚恤红军战士，红军实行休养和退职退休制度，对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家
属和因战致残、致病的退伍红军战士，政府发给抚恤粮和补助款，以保证他们的生活，褒扬革命烈士
，保护军人婚姻；二是优待红军家属，帮助缺劳力的红军家属耕作，红军子弟免交学费，免征红军家
属的一切捐税，红军家属有优先购买食盐、布匹等稀少紧缺物品的权利。
在苏区政府的领导下，这些条例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从而大大鼓舞了军民的革命热情。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军民，继承和发扬了土地革命时期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结合当时
的形势，给优抚工作增添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为了团结抗日，各根据地的民主政府颁布了许多优待抗日官兵及其家属的条例。
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救国纲领中，明确规定优待抗日军人家属。
1939年4月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了《修正抗日战争伤亡军人暂行抚恤办法》。
1940年12月20日，制定了《晋察冀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办法》。
1941年又制定了《晋察冀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
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于1943年4月2日制定了《山东省抗日抚恤抗日阵亡将士荣誉军人暂行条例》和《
修正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条例》，在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这些条例得到了很好的
落实，大大加强了军政军民关系，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结合形势对过去的优抚及拥军优属条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从而使这
个时期的优抚工作及拥军优属活动更加广泛深入细致。
当时，参军参战者戴火红花，军人家属挂光荣匾。
对军属、残疾军人、烈属给予多方优待，如物质补助，群众组织帮工队、代耕队，青年农民、妇女和
学生组成拥军优属小组为军烈属、残疾复员军人服务，政府在节日组织群众慰问队进行慰问等。
　　三新中国的社会工作　　1．专业社会工作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前，专业社会工作已传入我
国，如上所述，当时我国的一些院校已开设社会学或社会工作课程，培养了一些社会工作的专门人才
。
与此相适应，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也有所开展，如北京协和医院在1925年成立了社会服务部，开展医
务社会工作，并将其方法传到上海、广州、重庆等地的医疗机构和福利机构。
　　但建国初期，由于我们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社会工作专业如同社会学、
心理学等专业一样被取消了，从事社会工作教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员不得不转行。
自此开始，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中断了将近30年之久，使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
更大的距离，并给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现了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
专业社会工作的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9年，社会学在我国得到恢复和重建。
1987年，民政部和北京大学签订了联合办学的协定，决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
业，培养高级社会工作人才。
近年来，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有了较迅速的发展，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外，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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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民政管理干部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华女子
学院等高等院校开设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较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如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
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呈现向前发展的趋势。
　　2．社会工作任务的解决方式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面I临的是一个烂摊子，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许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靠个别人是不能解决的，而必须通过全社会的力量才能解决。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当时所面I临的社会工作的任务是艰巨的。
但由于建国之初我们对专业社会工作重视不够，并且于1952年取消了培养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工作
教育，因此，我们当时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式主要不是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而是通过各种行
政手段。
应该承认，这种以行政手段来解决社会工作任务的方式在当时是起了较大作用的，甚至直到今日我们
仍在运用。
　　建国之初，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救灾工作，另一是社会改造工作。
针对救灾工作，党提出了“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总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党和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方面重视防洪、防涝、防旱等各项水利建设，做好水
土保持工作，争取逐年减少灾荒，以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如调粮救灾，公粮减免，抢救疫症，组织移民，整顿义仓，
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灾区具体　　领导生产救灾工作，帮助灾区人民战胜灾荒所带来的各种困难。
同时，还在全国通过“发动一两米救灾运动”、“募集寒衣运动”开展互助互济的社会运动。
　　关于社会改造工作，我们党制定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劳动相结合，改造和安置相结合的基本方
针。
在此方针指导下，因势利导，将游民和娼妓改造成适应新社会的自食其力的新人。
在收容方式上，采取了说服动员与强制收容相结合，定期收容与经常收容相结合，以及外移乡村改造
的方法。
一方面收容到劳动教养所，新人习艺场，妇女教养所等教养单位进行改造。
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就地监督改造。
对个别抗拒者则予以强制收容改造。
对他们的改造主要是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劳动生产和加强生活管理等方法来实现的。
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教育，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祖国和个人前途教育。
组织劳动生产不仅是为了改掉他们好逸恶劳和游手好闲的习气，更重要的还要培养他们的劳动观点和
劳动生产技能，为将来安置就业创造条件。
加强生活管理的主要内容是，让他们遵守和维护各项生活作息制度，各项维护集体利　　益、保证集
体安全的纪律和制度，各项接见亲友和外出请假制度等。
这样，既保证了他们的公民权，尊重了他们的人格，体贴关怀了他们的疾苦，也严格制止了他们继续
向社会上散布不良影响，损害和破坏集体利益。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工作导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