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案工作》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计划

一、建设目标

社会工作专业培养高等职业教育大专层次，与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面向社会服务领域，在一线社工、社工行政等岗位工

作，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社会工作价值观及创新意识，具有较强的活动策

划与组织和服务能力。

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是为有困难的个人或家庭提供专业服

务，服务对象就是人和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本课程总目标是探索

研究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以人（学生）为中心，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了解人

的生命过程和各阶段需求，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的潜能，以及要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且能运用所学知识为服务对象提供有意义的服务。

即培养喜欢学、喜欢做、懂尊重、懂珍惜、会思考、会合作、能探索、能服务

的学生。因此，本课程具体分目标：

1、知识目标：（1）熟悉个案社会工作的服务流程与程序；（2）熟悉个案

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模式；（3）熟练个案会谈中的支持性技巧、引领性

技巧和影响性技巧。（4）了解个案工作服务的评估方法与指标。

2、能力目标：(1）能根据不同的个案服务对象，完成接案工作；（2）能根

据不同的个案服务对象，查找和收集资料，并完成对个案对象问题分析和需求评

估；（3）能根据不同的个案服务对象，制定合适的个案服务计划；（4）能根据

不同的个案服务对象，选择不同的介入方法；（5）能根据不同的个案服务对象，

做好结案和评估工作。

3、素养目标：（1）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对人性冲突有全面、开放的理解，

懂得在生命低谷时呈现生命的韧性；（2）培养学生清楚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特

征和挑战，并能积极迎接挑战，以生命影响生命和实现生命价值；（3）尊重生

命的多元需求，在服务中和生活中都应营造出理解、温暖、支持、鼓励和信任的

心理氛围；（4）树立人生理想，即使在人生低谷时也有人生理想，并积极参与

和投入；（5）具有生命安全意识、团队精神和良好的心理素质；（6）能独立学

习、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独立克服困难，且形成不断成长的意愿。

4、成果目标：（1）形成并公开发表一篇论文；（2）指导学生参加技能竞赛

获省级奖项。（3）形成相关案例视频不少于 3个。

二、需进一步需要解决的困难

1、学生对传统学习不感兴趣、参与度有待提高。

大专学生对于教材自学、理论讲解等传统教学方式不感兴趣，课堂学习参与

度低，更喜欢生动具体的案例、具有视觉冲击的、互动性强的教学方式。

2、学生缺少真实的实操对象、实操能力有待加强。

由于个案工作的对象是有困难的个人或家庭，这些对象往往不愿公开于众，

使得在教学中很难找到可以作为学生实操的对象，学生实操能力有待提高。



三、举措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提升学习自主性，整合各项竞赛平台，提供

学生实训锻炼机会，本课程采取“一中心两主线三段式多方式”的教学模式，多

措并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与实践机会。

1、构建“一中心两主线三段式多方式”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课堂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特征、需求、能力要求以及创造性的情

况，通过分解《个案工作》课程任务和挖掘各课程任务中的思政元素，将个案工

作的服务流程和生命教育作为两大教学主线贯穿于整个教学，以课程网络平台为

基础，辅助师生实现线上线下多平台（电脑、手机、智慧大屏等）的教与学融通，

轻松实现“课前、课中、课后”三段式相衔接，并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

“呈启传导总、学练编演磨”的多方式开展具体教学活动。具体如下：

2、实施工作计划

2024 年 8 月-2024 年 10 月，组织团队教师参加课程思政相关学习培训，参

加以校内校外相关专业的学习交流。

2024 年 10 月-2024 年 12 月，修订课程标准，制作和完善课件。确立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并结合《个案工作》课程教

学内容实际，融入生命教育内容，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情景教学、角色扮演、

案例视频拍摄、以赛促教的方法开展教学。

2025 年 1 月-2025 年 3 月，深度打造课程思政精品课，以《个案工作》课程

为重点，深度打磨课程教学设计，建设该课程精品课，参与校级和省级教学比赛。

2025 年 4 月-2025 年 8 月，将相关的课程有计划的形成社会工作专业体系课

程思政建设，明确每一门课程与思政教育的结合点以及结合方式，明确与其目标，

并形成详细的教学方案。

2025 年 8 月-2025 年 12 月，对《个案工作》以及相关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学

术研究，形成论文、教材并发表。

四、保障

1、协同育人保障：我们坚持“家、校、社”四位一体的教育方针，鼓励政

府行业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心理协会等各类社会团体、各类文化体育艺术场所、

社区（村居）综合服务中心、家长学校等探索生命教育多元共建机制。

2、技术设施设备保障：完善基础设施，整合各方资源，包括学校社工实训



室、心理健康辅导室、10 个社区继续教育基地、社区文明实践站、社区微妇女

之家、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站、双百社工站地等教育场地。拥有较为丰富的网络

资源，在超星学习通建立多门相关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小

程序：通过“暖阳社工”、“茂职院心理辅导中心”、“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撰写发布多篇科普文章，设有“心灵小锦囊”、“心

理电影赏析”、“朋辈听你说”等多个特色专栏，在组建教育管理网络体系。

3、人才培养能力保障：项目成员由管理工作者、社工专业、心理学专业、

思政专业等，组建高水平、跨专业，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作队伍，项目团队曾承担

茂名市委组织部“头雁工程学历培训”和“新时代新农民新技能”培训项目管理

员，项目管理经验丰富。

4、经费保障：充分整合课程建设等相关项目资金和专业建设经费以及学生

实训经费，为该课程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