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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现称教育部）决定在高等学校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后改为
社会工作专业），北京大学等几所高等学校在多方支持下开办了该专业。到90年代中期，社会工作专
业获得了一定发展。近几年来，社会工作专业在规模上获得了快速增长，这与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和
社会进步的要求，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工作
专业建立之初，编写高水平的专业教材对于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学者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社会工
作专业教育在我国高等学校中断了30多年，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学者对国际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知识不
甚熟悉，另外，学者们对我国本土的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也不够。十多年
来，各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同仁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的来讲教材建设
还相对滞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于1994年成立，并决定把教材建设和学科规范化作为其工作的重
要内容。基于国内同行的知识积累和现实要求，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决定着手组编社会工作专业教
材。从1997年开始，经过5所高等学校14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学者两年多的努力，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了王思斌教授主编的《社会工作概论》，迈出了由协会统筹、各高等学校共同编写教材的第一步。
该书出版之后得到了同行专家的好评，它不但被许多学校当作教材，而且在2002年获得教育部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实践说明，集中各校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学者共同编写教材这条路是可行
的。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教育部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各专业主干课教程建设的措施，其中包括确
定各专业主干课程，编写和颁布&ldquo;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rdquo;。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部委
托，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几次召开会议，在各校系主任、专业负责人和资深教
师的广泛参与下，确定了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的主干课程，并协助教育部编制了&ldquo;主干课
程教学基本要求&rdquo;。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组编《社会工作概论》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承担了
组编社会工作专业主干课教材的任务。2002年7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召开教材编写研讨会，确定了
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和各主干课教材的编写人选，同时决定教材编写实行主编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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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组编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系列教材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小组工作的发
展，小组工作的价值观和职业伦理，小组工作的基本模式和理论基础，小组动力学，小组发展过程与
各阶段技巧，小组的评估，小组工作在中国的实践，以及由这些实践引发的有关本土化的思考等；着
重阐明小组工作的基本理念、价值观、职业伦理；注重理论和基本技巧的结合，通过学习过程中通过
的实务训练，联系中国本土的经验，以增强实践能力。本书主要可供高校社工专业教学使用，也适于
社会福利部门和机构的行政人员、非盈利机构中的管理者及各类社会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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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

作者简介

刘梦:博士，教授。现任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工作
研究》编委，首都师范大学讲座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青岛理工大学、浙江理工大学、西北民族大学
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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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

章节摘录

　　当我们将&ldquo;小组&rdquo;放置在社会工作的脉络中，就有了对小组工作的不同理解。小组工
作是一种群体活动或经验；小组工作是一个群体工作的过程；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之一；
小组工作是一种治疗或援助。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李建兴，1979）：1959年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
会发表的墨菲（Marjorie Murphy）的观点: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方法之一，它透过有目的的小组经验
来增进人们的社会功能。科诺普卡（Konopka）将社会小组工作定义为社会工作的方法之一，它透过
有目的的小组经验，提高个人的社会生活功能，并协助每个人能更有效地处理个人、小组和社区问题
。特雷克（Trecker）对小组工作做了详尽而准确的解释：社会小组工作是一种方法，它是由知识、了
解、原则、技巧所组成。透过个人在社区机构中的各类小组，借助小组工作者的协助，引导小组成员
在小组活动中互动，促使组员彼此建立关系，并以个人能力与需求为基础，获得成长的经验，旨在达
成个人、小组、社区发展的目标。笔者认同海伦&middot;诺森（Helen Northern）的定义（何洁云等
，2002）：社会工作实践将小组既当做过程也当做手段，它通过小组成员的支持，改善他们的态度、
人际关系和他们应付实际生存环境的能力。这种方法强调通过小组过程及小组动力去影响案主的态度
和行为。小组成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潜力透过成员间的分享、相互分担和互相支持而发挥出来，当然
，这还需要小组工作者按照既定的目标进行和指导。三、小组工作的特征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将小组
工作的特征总结如下：1.小组是由组员和工作者组成的关系体系。在这个复杂的关系体系中，有工作
者和组员的互动，更多的是组员彼此之间的互动。2.小组工作是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彼此分享、分担
、支持、教育、治疗等小组动力，带来组员态度和行为的改变。所以，小组是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动力
、带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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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

精彩短评

1、第二次重读，找回了些许记忆。有空深度研读
2、这种垃圾书也能当教材
3、教材教材
4、焦灼的读完 应用起来不行
5、小组工作似乎在心理学治疗中更为常见 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进行辅导确实能在一定程度起到效
果 社工中采取小组工作更多的是对一些心理上情绪上的问题进行辅导 不过小组工作因为人数比个案
多会增加对辅导对象的控制难度 尤其是在小组中会产生分层 领导与被领导 话语权的争夺 群体压力过
度 这都是在中国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6、其实小组还是 很有趣的课 
7、挺不错~言简意赅，只是版本较旧，希望出版更新的版本~
8、- -。求下学期小组课导师分到刘梦。不然矫扬也好。千万不要分我到男老师组。我会认真学的T.T
9、比較好讀。段落裡也會穿插國內工作案例。瞭解國內小組工作，這還不錯的入門書咯⋯
10、悲剧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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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

精彩书评

1、这就是我们专业的教科书,刘梦老师曾经是我们的系主任,现任副院长,很强的一个女人,这课这学期
结业,后天就是这门课的考试了,书上的内容还是满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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