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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学科背景

河北大学社会学学科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哲学系

与衣阿华大学合办“社会学师资班”，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于

2000 年获批，是全国较早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之一，也

是河北省第一个社会工作专业，一直占据着省内的龙头地

位。2002 年河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成为全国社会工作教育协

会会员单位。2010 年获批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初

步形成教学-实践-研究三元互动的良性格局，不断优化研究

生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2019 年由河北

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工作历史专业委员会，

并成为首批会员单位。河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多名教师作为

本领域专家和骨干人才，全面推动社会工作历史研究，在史

料开发、学术研究、教材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开创性

的工作，填补该领域空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二）专业方向

本专业学位点根据国家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和河北大

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培养目标，立足于区域专业人才的需

求，充分考虑本专业学位点的师资结构、内外部资源，设置

了以下四个专业方向：

1.老年社会工作

针对当前我国及世界老龄化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

知识，以老年人及其相关人员和系统为研究对象，帮助老年

人解决问题，提供社会服务，改善社会功能的专业活动。



2.社会工作理论

系统整理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评介包括心理、认知行

为、系统和生态等各流派的理论分析传统，密切联系本土社

会工作实务，为社会工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3.社区社会工作

以社区为工作对象的介入手法，是一种通过组织、发动

社区人员、整合社区资源，来解决社区内社会问题和满足社

区居民需要，并以此来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工作手

法。

4.社会工作史

重点整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引入并发展的史料和发展线

索，并深入发掘该时期社会工作历史与当代社会工作专业恢

复以来发展的内在联系，并对这两个时期进行比较研究。

（三）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拥有省内一流的科研和教学团队，现有专任教

师 24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2 人，中级职称 4 人；具

有博士学位 21 人，最高学位非本单位人数 20 人；导师人数

11 人，博导人数 7 人。师资队伍，不论是职称结构、学位结

构、学缘结构均呈现正态分布，结构合理，符合专业的定位，

满足专业教学的要求。

本学位点专任教师积极从专业领域、立德树人、社会服

务等方面提升自己，并取得显著成绩。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 1 人，河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1 人，

霍英东优秀教师奖 1 人，全国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1 人，



河北大学“最受学生喜爱教师”1 人；获评河北省优秀共产

党员 1 人，河北省“三育人”先进教师 1 人，河北大学“三

育人”先进教职工 1 人；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 2 人，“三三

三人才工程”2 人；全国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1 人，全国基层

政权社区建设专家 1 人，全国行政区划调整论证专家 1 人，

河北省最美社工 1 人。专任教师师资队伍建设成绩显著，师

资队伍充满活力，梯队建设合理、学术水平较高，发展后劲

十足，可以持续有效支撑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学学科建设与

发展。

本学位点积极推进校外专家及实务人才的聘用工作，实

行“双导师制”。特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为学科兼职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社会与

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民政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老

年学学会会长、北京市人口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特聘江华

锋教授为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曾在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从教十余年，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浙

江万里学院法学院副院长兼副书记，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

地合作单位主任，宁波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顾问专家，中

国社区发展研究学会专家委员。此外，还聘用了社会工作实

务部门 10 余名专家为学生进行讲座、论文指导和实习督导。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本学位点建立了河北省首个标准社会工作实验室，创

建了 TPR 实验室和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实验室，国内首个



专业虚拟仿真实验项目也已建成。同时河北大学设有大数

据共享实验室，先进且专业的实验室的建立大大提升了专

业实验教学活动开展的条件，为实践教学创新提供了先进

的技术支撑。

本学位点持续加强图书资料室的建设，资料室面积

187.5 平方米，现有图书 9400 种，27437 册，其中外文图

书 764 种，1529 册，中文图书 8636 种，25908 册；现有

中文期刊 111 种，5350 册。购置有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和学习、教学平台。学院大力提升管理信息化程

度，专门购置了服务器，建立学院网站，对教学、管理、

科研等信息进行处理、整合，使教育资源得到了充分优化

利用，成为教学管理、师生互动、展示成果的有效平台，

能为研究生的学习、研究、上网查阅资料提供充足的空间

和设备。河北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签订了文献资源合作协议，开通图书馆馆际借阅体

系，我校读者可携带三馆馆际借阅证前往三校图书馆借阅

所需文献、下载电子资源等，充分发挥馆藏作用，实现资

源共享，为师生提供科研、生产和教学中所必需的书籍资

料。

本学位点校外实习资源丰富，实训基地数量较多，与

所有实习基地均签订了合作协议。截止到目前，共建有校

外实习实践基地 15 个。与本学位点合作的实训基地主要

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民政部、河北省民政厅、雄安

新区公共服务局、河北省荷花基金会、河北省精神卫生中



心、保定市民政局、保定市善和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中心、

保定市天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保定市兴华苑社区、沧州

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天津市社会组织联合会等单

位。这些基地每年配合完成本学位点研究生新生入学教

育、寒暑期社会实践、课程实习、毕业实习等工作，帮助

学生在实习和实践活动中提升自己专业能力。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

（一）年度建设整体情况、制度完善及执行情况、师资

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具体举措：一是加强

导师的遴选和考核工作。在遴选中重点考察教师的科研、教

学等能力和继续教育情况，特别是严格执行师德师风一票否

决制；同时，以三年为周期对导师在师德师风、教学、科研

和继续教育等方面全面考核，达不到标准的取消导师资格。

二是不断加强“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为了加强人才

培养的专业性，聘请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校外实务部门的业

务主管作为兼职导师为学生上课、开设讲座、指导论文，同

时注重加强校内、校外导师的交流，使导师的专业理论水平

和实务能力进一步提升，不断完善双导师制。

三是不断探索“导师组”制。在师生双向选择的基础上，

组建若干导师组对相应学生的问题集中“会诊”，会同校外

指导教师一起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在人才培养上努力完善校

内校外双导师的实习实训“全周期”管理模式。



通过上述举措，本学位授权点现拥有一支年龄、职称、

学历、学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专任教师均有相应的实务

经验，再加上 7 名校外指导教师，基本能够满足人才培养需

求。（具体情况见下表）

师资队伍总体情况简表
校内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级别

合

计

年龄结构 具有博

士学位

人数

具有实

务经历

人数

校内导

师人数
35 岁

及以下

36-45

岁

46-60

岁
61 岁及

正高级 8 0 2 6 0 8 5 8

副高级 12 1 9 2 0 12 6 11

中级 4 1 2 1 0 1 4 0

初级 0 0 0 0 0 0 0 0

无 0 0 0 0 0 0 0 0

总计 24 2 13 9 0 21 24 19

校外师资结构

专业技术

职务级别

合

计

单位类型
人均工

作年限

校外导

师人数
党政

机关

企业

单位

事业单位 其他

机构高校 其他

正高级 1 0 0 1 0 0 15 1

副高级 0 0 0 0 0 0 0 0

中级 0 0 0 0 0 0 0 0

初级 0 0 0 0 0 0 0 0

无 6 6 0 0 0 0 21 6

总计 7 6 0 1 0 0 20.1 7

（二）科学研究工作

在研课题顺利开展基础上，新增主持立项 1 项国家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1 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 项河北

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1 项河北省社科基

金项目，1 项教育厅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 项教育厅基础研

究重点培育项目，1 项河北大学雄安新区研究专项课题，完



成 5 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 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 项河北大学社科培育重点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14 篇，其中

SSCI 二区英文论文 1 篇，CSSCI 核心期刊 9 篇，CSSCI 扩展版

期刊、北大核心期刊 4 篇；出版学术专著 4 部，其中一类出

版社 4 部。组织召开主题年会 1 次，参与全国性会议 84 人

次，主题发言和分论坛发言 23 人次。

1. 科研项目

在科研项目方面，本学位点立项或在研的各级各类科研

项目共计 50 项。

其中，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1 项，包括重大项目 2

项，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6 项，青年项目 2 项；课题内

容涵盖社会工作历史、社会工作本土化、中国人口长期发展

战略、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养育成本与生育决策、老年

人社会适应、青年婚恋、互助养老等多个研究主题。

表 1 本学位点立项和在研的国家级科研项目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级别 项目分类

中国社会工作通史研究 林顺利 国家级 重大项目

增强经济实力的中国人口长期发

展战略研究
王金营 国家级 重大项目

家庭养育成本及其对生育决策的

影响研究
贾志科 国家级 重点项目

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村老年人社会

适应问题
张岭泉 国家级 一般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科的历史与

体系研究
林顺利 国家级 一般项目

我国养殖业南北布局调整政策的

环境风险评估及应对研究
韩冬梅 国家级 一般项目

燕山-太行山特困区易地扶贫搬

迁模式及政策效应研究
段世江 国家级 一般项目

产业转型升级中流动人口失业发

生风险与应对策略研究
杨胜利 国家级 一般项目

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族际交往发生

机制与促进策略研究
王朋岗 国家级 一般项目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 林顺利 国家级 青年项目

生态福祉空间溢出与生态补偿机

制研究
魏强 国家级 青年项目

2023 年度立项国家社科基金 2 项，重点项目 1 项，后期

资助项目 1 项。

表 2 2023 年度纵向立项省社科基金项目和其他省部级项目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 批准

时间

批准

号

承研者

姓名

资助

金额

计划完

成时间

成果

形式

国家社科基

金重点项目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促进

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研究

2023 23A
RK0
04

胡耀岭 35 万

元

2026/6/3
0

专著

研究

报告

国家社科基

金后期资助

项目

作为知识构像的社会文

化人类学理论研究

2023.
12

23F
MZB
001

阿拉德

尔吐

20 万

元

2026-11-
14

著作



教育厅重大

课题攻关项

目

健康中国战略下河北老

年人口失能预防策略研

究

2023.
1.3

ZD2
0232
4

胡耀岭 15 万

元

2025.12 著作

研究

报告

教育厅基础

研究重点培

育项目

公共服务均等化视域下

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

制、效果评估与提升策

略

2023.
1.3

JCZ
X202
3002

杨胜利 5万

元
2025.12 论文

研究

报告

河北大学雄

安新区研究

专项课题

社会适应视角下雄安新

区农民转市民的体制机

制和路径研究

2023.
4

2023
HXA
021

杨胜利 结项

拨款

结项 研究

报告

河北省哲学

社会科学学

术著作出版

资助项目

亲属·人格·构境——

中日社会文化人类学结

构假设之检验

2023.
6

无 阿拉德

尔吐

3万

元

2024.8 著作

河北省社科

基金

葛兰言《中国文明论》

研究

HB2
3SH0
06

吴银玲 1万

元

2027-08-
15

论文

表 3 2023 年度部分横向立项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承研者

姓名

项目编号 资助金

额

雄安新区容城县文明县城创建实地

调查与评估

中共容城县委宣

传部

贾志科 070909923522 10 万元

“OBE-NLA”社会工作新文科教学

模式改革创新研究与实践

北京创新研究所 林顺利 070909923529 5万元

“五社联动”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河北省民政厅 林顺利 070909923542 1万元

“十四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第三

方评估

河北省民政厅 林顺利 070909923564 5万元

2022年度国家巩固脱贫成果第三方

评估（河南省）

中国农业大学 郑明慧 070909923534 44.4 万

元

2022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

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

情况评估（湖北、重庆）

华大智库信息咨

询（武汉）有限

公司

郑明慧 070909923535 6.3

万元

蔚县巩固脱贫成果考核评估挂牌督

办基线调查与终期评估

华大智库信息咨

询（武汉）有限

郑明慧 070909923585 13.6
万元



公司

采购 2022 年度河北省人均预期寿

命测算服务

河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

王金营 070909922593 9.7

万元

邯郸市人口与健康发展研究课题协

议

邯郸市卫生和健

康委员会

王金营 070909923575 10 万元

共同富裕背景下城乡、区域老年人

公共服务差异及改善对策研究

中国老龄协会 杨胜利 070909923560 10 万元

河北省保护性耕作效益评估调查 农业农村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

韩冬梅 070909923580 5万元

总体而言，本学位点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多，主题涵盖

范围广，现实意义重大，实用价值明显。本年度，累计到校

经费超过 300 多万元。

2.科研成果

在学术论文发表和出版专著方面，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

报刊上共计发表学术论文 37 篇，出版专著 2 部。论文内容

涉及到了社会工作研究、社会政策研究、社会组织治理、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基本公共服务、人口负增长背景下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和借鉴、京津冀各市新型城镇化发展

评价、雾霾认知对城市居民防护行为的影响、计生宣传策略

的路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迁移流动与市民化、中国老年

人口消费的影响因素、养殖业布局调整政策环境风险评估、

市场主导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美国经验、中国农业农村环

境保护政策、生育研究、民俗学研究、宗教学研究等多个方

面。



表 5 代表性学术论文发表和著作情况

成果名称 第一作者
出版、发表、

使用时间

出版、发表、使用

单位

成果

形式

中国人口普查死亡数据质量评

估及 2010-2020 年死亡模式转

变分析

王金营 2023 年第 4期 人口学刊 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人口

发展和人口发展战略
王金营 2023 年第 1期 人口与经济 论文

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共同富裕

效应
胡耀岭 2023 年第 4期 人口与经济 论文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我

国人口发展提出新要求
王朋岗 2023 年第 1期 人口与发展 论文

城市在职青年的生育时间选择

及影响因素——基于 983 名青

年的实证调查分析

贾志科 2023 年第 3期 西北人口 论文

大数据时代社情民意研究与应

用
贾志科 2023年 11 月 武汉大学出版社 著作

中国老年人口消费研究 石贝贝 2023 年 7 月 社科文献出版社 著作

人口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下中

国市场能力提升研究——基于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理论辨析

王金营 2023 年第 6期 治理研究 论文

青年婚育观念转变及婚育友好

文化塑造
王金营 2023 年第 6期 青年探索 论文

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积极生育

支持政策的构建与完善——基

于国外经验的分析与反思

贾志科 2023 年第 3期 青年探索 论文

人口负增长下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理论思考和政策支持探

究

王金营 2023 年第 2期 人口与社会 论文

生活压力和社会排斥对流动人

口心理健康的影响
王朋岗 2022 年第 6期 人口与社会 论文

The Dunning–Kruger effect:
subjective health perceptions on
smoking behavior among older

Chinese adults

贾志科 2023 年 9 月
BMC Public

Health
论文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与未来人口发展的取与舍
王金营 2023 年第 4期 社会科学辑刊 论文

人类学视野下我国安宁疗护发

展及困境研究
任杰慧 2023年 11 月 思想战线 论文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老年健康

服务质量的提升路径
胡耀岭 2023 年第 3期 江汉学术 论文

高技术产业关联密度对城市就

业的影响——基于产业空间认

知邻近度的实证分析

王金营 2023 年第 1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论文

演化博弈视角下生态补偿责任

主体稳定均衡策略
魏强 2023 年第 4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论文

城乡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影响

因素及变迁趋势研究——基于

时期和队列视角分析

杨茜 2023 年第 5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论文

完全自主还是有限选择：中国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研究
胡耀岭 2025 年第 5期

中国卫生事业管

理
论文

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及

其演变趋势判断
王金营 2023 年第 5期

燕山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论文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

层治理机制
林顺利 2023 年第 2期

天津行政学院学

报
论文

技术扩散中人口规模和质量的

作用：来自 OECD 的实证
王金营 2023 年第 5期

浙江工商大学学

报
论文

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现状、

特征、影响和挑战
王金营 2023 年第 2期 晋阳学刊 论文

“一带一路”国家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发展及其启示
贾志科 2023 年第 3期 晋阳学刊 论文

应用型高校经济管理类课程教

学质量的提升策略
杨茜 2023年第12期 科教导刊 论文

流通经济转型升级的人口红利

效应研究
杨茜 2023年第17期 商业经济研究 论文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研究
杨胜利 2023 年第 1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论文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公共服务

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杨胜利 2023 年第 3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论文

地市级区域预期寿命测算校正

方法研究及结果分析
王金营 2023 年第 2期

中国卫生信息管

理杂志
论文



加强宣传倡导 推进新型婚育

文化建设进程
魏强 2023 年第 8期 人口与健康 论文

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现

实情境与战略方向
王朋岗 2023 年第 3期 岳麓公共治理 论文

社会资本能够降低流动人口失

业发生风险吗？——基于

2018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

据的分析

杨胜利 2023 年第 8期 统计理论与实践 论文

河北省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现

状、问题与对策
杨胜利 2023 年第 6期 科技创业月刊 论文

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再就业方

式的影响
杨胜利 2023 年第 4期 统计理论与实践 论文

产业转型升级对流动人口失业

的影响机制研究
杨胜利 2023 年第 2期 生产力研究 论文

市场的社会建构：农民关联市

场的组织机制——一个新经济

社会学的视角

林顺利 2023 年第 6期 社会科学论坛 论文

把握“窗口期” 以高质量人才

培养推动高质量就业
林顺利 2023 年第 1期 中国社会工作 论文

混合式学习内涵发展与创新模

式研究
魏强 2023年第10期 山西青年 论文

总的来说，本学位授权点不断引进和培养具有高水平、

宽视野、强能力的优秀教师来共同担负起本学科领域的科学

研究工作重任，始终坚持以学术带头人为龙头、青年骨干教

师为支撑的科研队伍建设，通过老、中、青三代教师的坚持

不懈和共同努力，真正形成并保持了本学位点较为雄厚的科

研实力，取得了非常丰硕的学术科研成果。

（三）招生工作亮点特色

1.生源优质充足

2023 年已录取研究生总分平均分数高出录取线近 50

分，68.96%的生源具有相关专业背景，37.93%的学生来自 211、

“双一流”和省部共建学校。



2.宣传渠道多元组合，注重服务考生

整合本专业特点，链接学院、本专业教师资源，运用微

信等多种网络载体创新招生宣传工作形式和内容，全力做好

招生宣传工作。发挥专业优势，从考生复试到录取，积极扩

展服务渠道，帮助考生解决复试和录取的相关程序问题。

3.工作程序规范完善

根据学校及学院相关制度规定，对研究生招生各个环节

进行严格规范的管理，明确责任、落实责任，严格执行研究

生招生各项工作程序。

（四）培养工作亮点特色

1.专业培养工作总体

（1）特色与优势强调科研转化

2023年，本学位授权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计8项，

其中重点项目 3 项，一般项目 4 项，青年项目 1 项，课题内

容涵盖易地搬迁老人社会适应、社会工作历史、家庭养育成

本等多个主题，承担省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课题、厅局级

课题共计 23 项，课题内容涵盖精准脱贫、文明城市测评、

青年婚恋、乡村振兴等多个方面.所承担的课题项目累计到校

经费达到 200 万元。高水平研究成果通过课堂教学、科研和

毕业论文指导、实习实训指导、直接参加导师科研项目等多

种方式转化，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和视野，提升了学位点人才

培养的资源能力。

（2）注重产教融合

创办专业社会工作机构（5A 级社会组织），与河北省民



政厅、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等政府部门以及天津市社会组织

联合会、河北省社会工作促进会等省级社会组织联合建立实

习实训基地，与民政厅合办国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

地，与省民政厅达成合办“河北省社工学院”意向，有效整

合了外部资源。

（3）质量保障有力

人才培养质量控制严格，体制机制完备有效。本单位现

为社会工作历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单位，在社会

工作历史研究领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4）专注社会服务

学位点积极致力于服务区域（包括雄安新区）的社会工

作顶层设计、基层社区治理研究和脱贫攻坚，获得了政府部

门和社会组织的认可和赞誉；毕业生广泛分布于京津冀乃至

全国民政系统和行业领域，赢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2.课程思政教育特色和优势

本专业学位点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的根本问题，大力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依托

一个中心，强化两个堡垒、引领三个领域、把握三条主线以

及做好五层渗透，探索形成了专业学位思想政治教育的

“12335”系统工作模式。

（1）依托一个中心：课程思政中心

依托学院成立的“课程思政中心”，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贯穿人才培养“全周期”；课程设置中本科思政课程 6 门、



研究生课程 4 门均为通识教育课程，力争思想政治教育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武装师生思想阵地、确保人才培养

方向；教材使用中明确每门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

点、教学方法和载体途径，全面强化课程思政教学实效；专

业学位导师组常态化进行课堂思政建设研讨，聘请校内外专

家进行专题培训，努力提升本学科课程思政建设水平。

（2）强化两个堡垒：师生全国样板党支部平台

以学院创建“全国教师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和教育部

“全国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为契机，坚持党建引领专业

建设，充分发挥师生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定意识形态

立场，严格“三会一课”“两学一做”常态化学学习制度，

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强化基层党支部堡垒建设。

（3）引领三个领域：人才培养、科研、社会服务

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引领人才培养、科研、社会服务。人

才培养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将意识形态和思想

政治教育贯穿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习实训、论文指导

全过程；坚持科研工作服务民生的思路，将文章写在祖国大

地上，以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问

题作为研究的重点任务，力求做到以学术研究助推经济社会

发展。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特色，积极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深化学科师生对国情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根本宗

旨的认知，在服务社会中接受思想政治洗礼。

（4）把握三条主线：党建、教学与学生工作

把握党建（院党委-师生党支部-党员）、教学（学院-



系-教研室-教师）、学生工作（院党委-学工办-班级-学生）

三条主线，强化各级组织职能发挥，创新管理和服务机制，

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

（5）做好五层渗透：学院-学科-专业-导师组-学

秉承河北大学“滴灌式”教育特色传统，强调思想政治

教育在专业学位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分层渗透。在组织保障

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党建、课程思政、学生工作、

专业建设、导师团队建设和学生成长支持等手段，实现“分

层渗透”和“全面覆盖”。

3.课程教学与实践教学建设特色与优势

（1）将中国社会工作史教程纳入培养方案，优化创新

现有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目前在全国尚属首；

（2）初步形成教学-实践-研究三元互动，以课堂教学

改革促进实习实践，以学术研究反馈专业教学；

（3）以需求为导向，进行“行业+专业”的课程建构，

在实习基地进行“行业+专业”学习，深化课堂知识，提升

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适应行业发展需求。

（4）本专业的案例教学采取“课堂学习（基础）+实

习项目开发 （行动）+学术研究（反思）+案例研讨（总结

运用）”的特色模式，在建设案例库基础上，鼓励研究生参

与课堂课外的案例分析和案例撰写整理工作，在师生互动和

探讨之后形成案例积累，为进一步建设案例库收集材料。

（5）“双督导制度”体现实践教学特色。在实习实践教

学中，创造性地采用了“双督导制度”。由实践和教学经验



丰富的教授、副教授组成校内实习教学管理团队，对实习工

作进行管理与督导。由校内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基地指导教

师联合督导与管理学生实习工作，将实践教学、实操、督导、

监测、管理与评估结合在一起，有力促进了产学研一体化，

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业务水平和能力的整体提升。

三、存在问题与不足

1、专业教师教学时间与精力投入相对不足。由于当前

高等教育绩效考核和职称评价机制仍然以科研为主导，专业

教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投入不足，缺乏对课程建设、课

程思政、线上教学和指导学生实习实践等人才培养重要环节

的投入，缺乏创新激情，潜能未被有效激发。

2、实习实践课程设置和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相

对于国内飞速发展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本学位点的课程设

计和案例教学正在同步更新，但受限于国内研究生教材和实

习实训典型案例的缺乏，实习实践的课程与教学资源相对落

后；同时在针对实习实训课程与实习基地管理方面，还不够

精细，尤其是实习基地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大资源整合效率，

强化双督导制的人才培养成效。

3、毕业生专业对口率相对较低。受国内和省内行业整

体发育以及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盲目性影响，本学位授权点

毕业生在专业对口方面亟需进一步加强，目前已经初步形成

的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系统的功能有待进一步强化。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



1.建设目标：将社会学学科建设成为科研师资力量雄厚、

学术团队结构合理、教师梯队搭配得当、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教育资源优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基地，为获得社会学一

级博士学位授予权准备足够体量的教师队伍。

2.建设内容

(1)学术队伍

内力争引进、培养 1-2 名学术骨干，稳定现有学术队伍，

并力争进一步扩大。继续提高学术队伍建设水平，进一步调

整和集中研究方向与研究特色。

(2)学科建设

借助中国社会工作历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的平

台，进一步强化强化社会工作历史的研究，形成一批有影响

力的科研成果，并进一步突出老年社会工作和医务社会工作

方向特色和优势，力争获批社会工作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

(3)教学工作与人才培养

进一步完善各项学科建设管理制度，切实保障师生教学

工作中所需图书资料、办公设备的供应和使用；加大校级研

究生精品课程和案例库建设力度，结合河北省实际编写研究

生教材。

进一步挖掘学科潜力、拓宽服务口径，深化研究生教育

改革；在已有省级研究生案例库建设项目基础上，尝试建设

省级研究生精品课程，结合本土国情实际编写研究生教材，

积极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

(4)科学研究



重点补齐研究方向、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科研资金以

及学术交流方面的短板，重点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在学科权

威刊物和国际影响因子较大刊物方面形成突破；进一步拓宽

科研资金来源和渠道，扩大学术交流合作范围。

（二）保障措施

1.加强学术队伍建设

根据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求，力争引进与重点培养相结

合，培育本学科各学术领域的带头骨干，力争在国内拥有一

定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为本学科的省内和国内地位

营造良好的资源环境。充分利用本学科和学校在省内外、校

内外和学科内外的优质资源，积极开展科研交流合作，扩大

视野，开拓学术资源。

2.加强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组织动员本学科科研力量集中本学科特色方向，采取团

队合作和集中研讨的方式提高科研成果的档次和质量，重点

突破国内外本学科权威期刊和高水平专著，争取提升扩大省

内外学术科研获奖登记与数量。

注重产学研转化，积极争取扩大横向课题资金数量和社

会影响力；集中四大学科方向的社会服务优势，力争将科研

与本地经济社会服务相结合，尤其是注重服务雄安新区建

设，扩大本学科的影响力。

3.加强实验室与基地建设

根据本学科应用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方向的需要，进一步

升级改造现有实验设备，扩大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将学术型



硕士、专业型硕士培养与实习实践紧密结合，以实习粗科研，

以实践促就业，积极引导本专业研究生理论联系实际，服务

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4.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鼓励和支持本学科点骨干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参加国

际性和国家、地区的学术会议，提高他们与国际、国内学术

界对话的能力，扩大本学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积极组织承

办积极申办国际性、全国性及京津冀地区和雄安新区学术会

议和科研学术培训班。邀请更多的本学科国外知名学者来校

讲学和讲授课程。

5.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创新研究生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建设，积极引导河北省

本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材和精品课程建设，建设期内力争研

发本学科案例教学和研究生教学教材，积极申报校内省内研

究生课程和教材建设项目。

扩大研究生专题学术讲座的数量和规模，积极组织指导

研究生科研团队自主科研以及扩大研究生参与导师组科研

项目的数量和深度；积极鼓励研究生考取本专业博士并从事

科研学术事业；积极鼓励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并公

开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成果。

6.经费保障

2024 年度，预计需要投入建设经费 60 万元，为人才队

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物质条件等方面的建设提供经费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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