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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

能，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建设、婚姻家

庭、精神卫生、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职工帮扶、

犯罪预防、禁毒戒毒、矫治帮教、人口计生、纠纷调解、应

急处置、群众文化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员。 

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离不开专业建设。要建设好社

会工作专业，我们要按照高起点、高水平的模式来开展专业

建设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工作、加强课

程建设工作，创办一流的专业，培育一流人才，把仲恺农业

工程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建设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流人才培

养摇篮。 

一、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      

（一）顺应时代发展，以“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

创特色”为指导思想，进行专业建设。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

展对应用性专门人才的要求，更新教育观念，增强质量意识

和竞争意识。从市场实际需要出发设置专业、确立培养目标

和教育方案。专业结构的调整要进一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增强人才培养的适用性。 

（二）树立招生、教学、就业一体的系统化专业建设思

想。将招生、就业纳入到系、教研室工作体系中来，注重提

高专业教学的针对性，使招生、就业需求能够在专业教学过

程中得到全面、准确的体现。 

（三）教师队伍素质是重中之重。专业建设的三大要素

（师资、教材、设施）中，师资占据着核心位置。建立一支

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充分发挥教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和主观

能动性，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在师资建设中，要坚

持培养、引进和提高并重的原则，鼓励多渠道、多形式面向

社会招聘高水平师资。 

（四）坚持软硬件建设并重的原则。硬件建设是基础，

软件建设是关键，坚持软硬件建设并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建设，严格人员、设备管理，挖掘潜力，提高硬件利用水平，

以实现更大的教学效益。努力挖掘社会教育资源，大力开拓

校外实验实训基地，使之成为校内实验实训基地合理、重要

的补充。 

（五）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生命线。专业建设质量和成

果应该最大限度地固化在培养的学生身上，其文化知识、专

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是专业建设水平的根本体现。 

二、专业建设目标 

本专业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密结合广东经济社会发

展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求，培养既掌握一般社会工作理

论与方法，又懂农村、青少年等领域的复合应用型社会工作



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构建一套复合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办学规模每年招生 70 人左右；争取

10 年内建设成为在省内高校及行业中有一定影响的特色专

业。 

三、建设措施 

（一）内引，外借，搭建“双师型”师资队伍。通过引

培并举，外聘行业教师任课，特邀知名学者及优秀社工开设

讲座等措施，搭建以“双师型”教师为主体，以外聘、特邀

教师为辅助的师资队伍。 

（二）重基础，强实践，优化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注重学生基础理论、口头表达、人际沟通等素质的培养。强

调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实践锻炼，搭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实

践平台，优化并实施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三）重需求，创特色，探索农村治理与服务的专业特

色。根据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农村农业的实际发

展需求，结合学校农林高校自身优势，探索农村社会治理与

服务的专业特色。 

三、近四年专业建设情况与成效 

（一）组建了一支高素质“双师型”师资队伍。专任教

师中，有南粤优秀教师 1人，广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二等奖获得者 1人，校级“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 1人，“双

师型”教师 5人，教授 2人，副教授 5人，组建了以“双师

型”教师为主体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二）利用人文、管理等师资优势，拓宽通识教育课程，



并搭建了由浅入深、由专项到综合的专业实践平台。利用师

资优势，开设行政礼仪、演讲与辩论等课程和实训项目；搭

建了专业认知、需求调查、农村专项实习、综合实习等由浅

入深、由专项到综合的专业实践平台。 

（三）探索出了专业培养特色。四年来，已探索出了坚

持软硬件建设并重的原则围绕农村进行项目研究、课程教学、

社会服务、创新创业教育等互为支撑的专业发展及人才培养

特色。教师的项目研究、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生实习及

创新创业项目等都围绕农村领域，形成了专业特色，并取得

成效。 

四、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师资数量不足，结构不够优化，具有高职称教师的比

例有待继续提升。全系 14 名专职教师，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的有 9位，但只有 2位教授和 5位副教授，高级职称教师偏

少。这一师资状况与我校学科建设的形势发展以及专业办学

的发展阶段需求不匹配，同时也会影响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

的建设和申报工作。 

2.专业教材和课程建设质量有待提升。专业发展 4 年，

到目前为止也有 1门省级精品课程和 1门校级精品课程，其

中，核心课程中只有 1门是校级精品课程，只有 1本公开出

版发行的专业教材，数量偏少。专业培养计划以及专业课程

的教学质量优化提升才能及时回应学生和社会的迫切需求。 

3.高素质创新型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升。社会服务



公益创投项目以及社会工作实务在国内的快速发展，需要更

多在本科阶段就接受宏观和微观社会工作服务技能训练的

学生，但是本专业专职的资深实训指导老师相对欠缺。 

（二）整改措施 

1.通过引培并举措施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完善师资

结构，建设一支高水平的专业师资队伍。我们将利用学校

“2018 年百名博士引进计划”，加大引进教师的力度，完善

教师的职称和学历结构，至少引进高水平师资 3--5 人，并

鼓励专业教师学历提升和海外进修计划。形成一支稳定的、

高素质的专业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并力争取得社会工作专

业硕士点申报工作的突破。 

2.打造良好的实践教学平台，争取更多的软件和硬件支

持。未来三年逐步在海珠校区建成和完善专业实验室，推动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专业办学

水平和特色。合作建设和发展 20 个高水平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合作培养专业实训指导教师，为学生在机构内的培养给

予更多的专业支持，提供更好的专业发展和成长平台， 

3.加强课程体系建设，着力建设 3-5门专业核心课程和

特色课程。探索和推进专业培养模式的改革，今后要加强课

程建设，通过学习、考核、激励等措施推进课程建设，形成

具有仲恺特色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模式和人才培养特色。 

4.加强国内外合作，培育科研合作平台。加强与国际国

内高校的合作办学的探索，更加关注学生个性特点并进行挖

掘培养，形成一批具有专业特色的研究成果，以带动学科发



展、培育科研团队、进一步整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通过未来 3-5年时间的建

设，使本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实现突破性发展，更好

地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执笔人： 王傅   审核人：倪雄飞         

2018年 6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