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社会工作 

学位授权点代码： 0352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本学位点依托复旦大学多学科交叉优势与上海区位资

源，继承 2001—2009 年与香港大学合作的国际认证经验，

“产、学、研、教”一体化学科发展模式，打造中国特色

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聚焦“健康中国”战略需求，形

成“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管理”“健康社会工作”“家庭

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四大特色方向，贯通宏观政

策研究与临床服务实践，培养具有坚定专业价值理念、扎

实理论知识、科学研究方法、严谨的批判思维和多元的创

新能力的研究和实务领军人才。 

截至 2024 年 12 月，本学位点共有 27 名专任导师，包

括教授 10 位，副教授 12 位，研究员 1 位，讲师 2 位，青

年副研究员 2 位。5 位教师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

社会工作学会等校外学术或行业组织中担任职务。校外设

置 33 位校外行业导师，涵盖医院、社会组织等各领域。 

2024 年，本学位点全日制硕士生的招生人数为 50 人，

本科推免生人数为 20 人，未开展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授

予学位人数为 92 人。就业单位包括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

单位，就业领域主要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和

信息行业。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本学位点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优质的实践与学习资



源。本学位点现有近 200 平方米实验室（含 104.66 平方米

社会工作实验室）及 620 平方米教学实践空间（含小组/个

案会谈室、公共会议室），并新增 230 平方米研究生专用

自习室，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了充足的实践与学习场所。

2024 年，本系与 63 家校外基地建立深度合作，其中包括复

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等优质实践单位，近五年累计接收 438

人次学生实践，超 50 位基地导师参与指导，多家基地获评

全国性和上海市级示范单位称号。在激励机制层面，2024

年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获国家奖学金资助 4 人，共计 8 万

元；获社会冠名奖学金 1 人，共计 0.7 万；获优秀学业奖

学金 65.4 人，共计 104 万；获助学金 7 人，共计助学金

3.5 万元。 

在培养质量方面，专业导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申报

标杆课程建设，推动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韩央迪《证据

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入选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及复旦大学“思政标杆”课程。2024 年，社会工作学位论

文的选题覆盖应用研究、综合研究和基础研究三大类别。

2024年被授予学位人数为 92 人。学院严格落实《关于进一

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构

建覆盖招生、培养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现有制度包括

学位论文全匿审、导师小组、相似度检测实施细则，对开

题、中期、预答辩、答辩进行全过程监督并设立台账。定



期修订培养方案，由院教指委严格审核课程大纲；压实导

师作为第一责任人职责，联合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

会把控论文质量。 

在管理机构方面，学院设有专门的专业学位办公室，

配有 5 名专职工作人员，其中 1 人为专职社会工作实习督

导，负责 MSW 项目全程管理。管理机构由院长、分管副院

长、MSW 教指委、教学中心及专职办公室组成，统筹招生、

培养、实践等工作。学院形成党政联席会议、学位委员会、

教学中心、校内导师、行业导师、实践基地督导共同参与

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座谈、满意度调查及时调整培养方

案，保障培养工作有序推进。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本学位点立足社会工作学科“以人为本、助人自助”

的专业内核，以系统性育人体系建设为核心任务，将立德

树人的根本目标贯穿课程教学、社会实践、科研攻关与组

织管理全流程，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跨学

科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1.深化三全育人体系，强化学术价值观引领。针对新

生开展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宣讲会，帮助新生树立正确的学

术价值观，明确学术规范的重要性，构建“知识传授－价

值引领－能力培养”三位一体育人体系。 

2.推进党建引领实践，增强服务国家使命。学位点以



党建为引领，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通

过组织师生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强化服务国家

战略的使命感。2024 年，MSW 学生苟怡如主持的“‘预见

未来’——城市儿童职业启蒙项目”获第四届“全国 MSW

研究生案例大赛”二等奖。陈岩燕副教授带领学生团队于

2024 年暑期为云南省永平县近 1400 名初中学生提供生涯发

展支持的线下课程。学院寒假、春季、暑期及秋季社会实

践项目共立项近 300 项。 

3.创新协同育人机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年度学

位点培养以“理论+实践+创新”为核心，通过课程改革、

实践平台建设与科研协作三大路径实现多元主体协同。课

程体系中新增健康社会工作、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等前沿

交叉课程，强化跨学科知识储备。学生连续多年参加中国

社会工作研究生论坛、全国 MSW 案例大赛、上海市社会工

作 MSW 研究生学术论坛等，斩获佳绩。2024 年，学位点新

增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高校的联合培养项目，举办

“创新社会治理现代化”国际会议，接待哥伦比亚大学等

海外团队来访，五年来共支持 23 名学生赴海外交流，搭建

起“跨文化学术合作－本土化实践验证”的双向赋能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