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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服务学习现状及其在社会工作专业

硕士培养中的运用前景

章立明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作为一种风靡全球的教育理念，国外教育机构在开展服务学习项目、探讨服务学习的实际运用效

果以及实现公民教育的使命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近年来我国对服务学习的研究，已从单纯的

概念介绍向探讨其如何中国化转变，服务学习理念的实践性与反思性与我国现阶段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所

强调的培养思路不谋而合。实践证明服务学习理念在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培养中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关键词：服务学习；高等教育；专业硕士培养；课程设置；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２－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８０１０２０

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ｓｔｅｒｓ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Ｍａｊｏｒ

ＺＨＡＮＧＬｉ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５００９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ｉｖｉｃ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ａｓｉｍｐｌ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ｄｅａｓ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ｓｔｅｒｓ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ａｗｏｒｄ，ｉｔｉ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ｈａｓｂｒｏａ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ｍａｊ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ｓｔｅｒｓｄｅｇｒｅ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１９６７年，西格蒙 （ＲｏｂｅｒｔＳｉｇｍｏｎ）和瑞塞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ｍｓｅｙ）在美国南部地区教育会议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ａｒｄ）上首次提出
“服务学习”（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概念，经过多年的
发展，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服务学习已演化成
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美国政府相继频

布 《国家和社区服务法》（１９９０年）、《国家与社区
服务信任法案》 （１９９３年）和 《２０００年公民服务
法》（２０００年）等，以法律形式确定服务学习的地
位，从此推动服务学习理念进入全美的各级各类课

堂。然而要为服务学习下定义并不容易，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相关文献中关于服务学习的定义就已有１４７
个之多［１］，而在本文中服务学习具体指的是 “一种

经验教育理念，通过有计划安排的社会服务活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与结构化设计的反思过程 （ｒｅ
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以完成被服务者的目标需求，并促进服务
者的学习与发展。反思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与互惠 （ｒｅｃｉ
ｐｒｏｃｉｔｙ）是服务学习的两个中心要素”［２］。由于服务
学习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还有助于让

学生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和技能，现在已



成为风靡全球的教育理念。英国、新加坡、日本及

韩国、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在组织和开展不同

程度的服务学习项目。那么，近年来国外的服务学

习理念发展到怎样的状况？我国是如何理解与研究

服务学习理念的？在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培养中引入

服务学习的运用前景如何？这些都值得我们做出进

一步地探讨。

一、从服务学习年会看国外境外

　服务学习理念的发展现状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至５日，香港岭南大学召开
了 “第六届泛亚地区服务学习倡议会暨第二届亚

太区服务学习会议” （简称泛亚地区服务学习会

议），会议主旨是 “跨越界限，建立联系：在多元

社区中实践服务学习”，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

西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越南、英国、

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中

国香港地区的学者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非营利

机构和社会企业的相关人员２００余人出席了会议。
在为期五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就亚太地区在应对

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流动加剧的挑战中，如何跨地域

跨文化推进服务学习进行了经验分享，并就服务学

习的应用前景做了有益地探讨。

（一）服务学习理念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

在服务学习发源地的美国，经过了４０多年的
推广，全美大中小各级学校中有近１３亿美国学生
的学业成绩评定中涉及服务学习内容，如从１９９４
年起，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洛杉

矶大学等就将服务学习纳入本科教育，在本次会议

上，以上高校都围绕各自开展的服务学习项目进行

了经验分享。

虽然服务学习理念发轫于美国，但是其运用范围

已经超越国界，在世界各地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

响，而本次参会并提供经验分享的各类项目就是最好

例证。如日本普尔 （ＰｏｏｌｅＧａｋｕｉｎ）大学的 “跨文化

领导力项目”、印度尼西亚佩特拉基督教 （Ｐｅｔｒ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大学的 “家庭赋权与福利项目”、菲律宾

三一亚洲大学 （Ｔｒｉｎ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ｓｉａ）的 “人类

发展中的领导力项目”、印度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

（Ｍａｄｒａ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的 “市民再生资源利用项

目”、缅甸神学学院 （Ｍｙａｎｍａ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的 “社区儿童照顾项目”以及我国汕头大学的 “支持

贫困少数民族大学生项目”、香港科技大学的 “为老

年人和行动不便人士提供无障碍的出行项目”和台湾

师范大学的 “海外志愿者项目”等。

（二）对服务学习理念实际运用效果进行形式

多样的反思

在服务学习理念中，反思性无疑居于其中的核心

位置。对于那些运用服务学习理念的项目来说，一定

要体现其反思性。包括服务前对准备工作的反思，服

务过程中的反思以及服务后对服务成果的反思三个部

分。在本次参会的论文中，从反思性的角度来探讨服

务学习理念的实际运用效果的论文数量是最多的，来

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日本、泰国、

越南、美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的学者共有

２５篇论文涉及对这一主题的经验分享，特别是重点探
讨了目前流行的服务学习的反思性要如何体现的问

题，如阅读与服务对象有关的书籍、进行小组讨论、

撰写服务日志与研究报告等。其实除了这些利用文字

与口头语言进行反思的常规方法外，此次参会的多所

国外大学还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性反思方法，即通过视

觉艺术、音乐、戏剧和舞蹈等多种形式来展现反思过

程，如印度伊莎贝拉索伯恩学院 （ＩｓａｂｅｌｌａＴｈｏｂｕｒ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的 “印度民间艺术建立学生自我认同项目”，
就是通过对印度民间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和绘画等

民间元素的借用，最终让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

力都得到了极大地培养。

（三）运用服务学习理念实现公民教育使命

由于学校教育担负着把学生培养成良好公民的

重要使命，但是教育界就如何进行公民教育一直存

在较大的分歧，而本次会议上也有多个项目探讨了

如何运用服务学习理念来实现公民教育的使命问

题。如菲律宾圣拉萨尔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ｔＬａ
Ｓａｌｌｅ）认为学生的社会责任可以通过服务学习为
主导的课程群来培养，提出 “在贫困和排斥普遍

存在的亚洲地区更应该推行服务学习”［３］的主张；

印度基督教联合大学 （Ｕｎｉｏ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的
“对一个移民社区２４户家庭的心理和社会干预项
目”，主要通过开办交际英语、基础算术运用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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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知识的培训班，让外来移民更好地融入城市社

区，也让学生志愿者相信通过科学的方法有助于建

立一个发育良好和福利健全的社区，从而寓公民教

育于具体活动中。

此次年会的重头戏在于展示由香港德勤会计师

事务所和岭南大学合作的 “云南山区研习计划项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项目选择云南省武定县一个名叫德
章拉的彝族村庄作为田野点，从村庄的健康和教育

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入手，如投入资金来满足村民

们在交通出行、安全饮水和污水处理等基本生活条

件方面的需求；通过派出志愿者入驻村小学的社区

教育模式来提升农村儿童的求学积极性等。德章拉

项目在探索内地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 “造

血”机制外，也为如何进行公民教育提供了样本。

二、最近十余年来国内对服务

　　学习理念研究的三个面向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５日，以 “服务学习”为关

键词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上可以查到３９３个条目，
剔除相似度的文章外，还有近２４０篇是关于服务学
习理念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大体代表目

前国内对服务学习理念研究的三种面向。

（一）从对服务学习概念的翻译介绍到对服务

学习理念中国化的思考

２００１年１月赵希斌等人在 《比较教育研究》

发表 《美国服务学习实践及研究综述》一文，此

后，服务学习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国内的教育类期

刊上。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吴华清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在 《上海教育科学》发表的 《服务学习简述》；周

加灿２００４年４月在 《外国教育研究》发表的 《美

国服务学习理论概述》等。在全国教育科学 “十

一五”规划课题项目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高校

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研究” （ＢＩＡ０９００９２）
中，许明等人对服务学习也作了理论梳理和案例分

析……也就是说，由于服务学习理念在国外的走

红，从２１世纪初开始，服务学习也得到了国内学

者的青睐与关注，到了２００９年，国内高校出现了

专门探讨服务学习的博士论文，如东北师范大学郝

运的 《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研究》 （２００９年）和北

京交通大学王杨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学习

研究》（２０１２年）等。

从国内这十余年来对服务学习概念的译介来看，

服务学习由最初拿来主义式的翻译介绍到与国内教

育理念和教学内容的结合，实现了从 “是什么”到

“有什么用”的蜕变。相关研究有郝运等人于２０１０

年１月在 《东北师大学报》上发表的 《美国高校服

务学习的特点、实施程序及对我国的启示》和张莉

２０１１年１月在 《青年探索》上发表的 《美国服务学

习及其研究的本土化启示》等文章。

（二）服务学习理念主要运用在课外实践活动

中，忽视课程教学环节

国外的服务学习内容已进入大中小学的课堂，

有必要的学时保证，成为正式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目前我国服务学习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课堂，大多是

以课外活动的形式存在，如党员培训、志愿服务以

及 “三下乡活动”① 等，没有课时保障的服务学习

只能等同于兴趣活动。在陈静 《论服务学习与我国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比较研究》 （２００８年）、张翠翠

《服务学习对于志愿者培训体系建立的启示———以

南开大学服务学习课程为例》 （２００９年）、许瑞芳

《美国服务学习对我国社区服务的启示》（２０１０年）、

余蓝 《大学生党员教育与美国 “服务学习”课程结

合的路径》（２０１１年）、李斌等人的 《美国高校服务

学习模式与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比较》（２０１５年）［４］

等相关研究中，都是强调服务学习理念可以借鉴到

国内的非课程教学活动中，包括进入中国高校的社

会实践环节，忽视了服务学习理念本身所具有的课

程学习性质以及进行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

我们知道在教师的组织指导下，配合学科及课

程设计，规划学习目标，探讨社区需求，完全能够

把课堂教学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因为服务学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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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１９９６年始，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１４部委联合开展了大学生 “文化、科技、卫生”下乡，是各高校在在暑期

开展的一项意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社会实践活动。时至今日已成为各大高校锻炼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一种重要的常

规性活动，也是考核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目前各大高校的暑期 “三下乡”基本上是以 “农村支教”和 “社会调

查”为主。



念可以具体表现为 “一种在服务过程中深化对知

识的理解和运用的思维模式”［５］。

（三）探讨服务学习理念与高校课程相结合的

试点与经验

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改革任重道远，多

年来所强调的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却一直无法落到

具体实处，因为就教学内容如何体现在实践性上就无

法达成共识。而服务学习理念可以提供某些思路借

鉴，但是要想在国内所有课程的课堂教学中推行服务

学习也不具有可行性，而目前在有教学时数保证的社

会工作教育中可以尝试推广，它的实际运用效用和所

获得的经验都可以为其他学科将来的改革提供借鉴。

２０１０年１月，汕头大学举办了第二届中国高
校服务学习理念运用研讨会，其中议题的核心之一

就是 “嵌入专业课程的服务学习体系的构建问

题”。其实，国内高校把服务学习理念引入课程设

置的探索，目的就在于解决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学

与社会实践相分离的难题。

当然，服务学习理念要想真正进入国内高校课

堂还面临着不小的难度，如现有的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方面都需要重新做出

布局与调整，从而很难在短期促成各方达成共识并

寻找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目前最通行的做法是将服

务学习理念运用在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当中并对其经

验进行了相关总结，如李艳华［６］、钱雪飞［７］与和

秀涓［８］等人探讨了适合国内文化情景和社会工作

实务课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而彭华民的 《服务

学习：社工督导志愿服务新模式》一书也以社会

工作实务的案例和实施经验作为背景，探讨了

“服务学习转变社会督导志愿服务的新模式”［９］。

三、服务学习理念在社会工作专业

硕士培养中的运用前景　

　　从１９９３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首次开设社会工
作专业以来，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国已有２５５家高
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每年毕业学生约１～１２
万人，其中只有１０％ ～３０％的毕业生会从事与社
会工作专业相关的职业，其原因既有就业岗位短

缺、上升空间有限等因素，也有毕业生难以胜任实

际工作岗位的能力困境。为了改变社会工作专业学

术型硕士以理论教学为主的培养方式，从２０１０年
起，全国共有３３所高校开始开展社会工作专业硕
士 （专硕）招生试点，２０１１年共有５６所高校，到
２０１４年底共有６１所高校招生，特别是专硕人数在
研究生总数的占比不断扩大，可以说专业硕士培养

已经成为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一）服务学习理念能够契合社会工作专业硕

士的培养要求

由于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培养的是操作型、实践

性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在培

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培养模式、质量标

准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应该与注重学术理论

研究能力培养的学硕教育相区别。现在专业硕士培

养提出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１年的硬性要
求，就为专硕培养中引入服务学习理念预留了必要

的时间。而 “高级社会工作理论”“高级社会工作

实务”“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社会工作价值与伦

理”“社会服务管理与评估”等核心课程的设置也

为服务学习理念的运用提供了制度保证。因此，合

格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既能充当社会组织的中层管

理骨干，也能胜任种类细化的专业工作，如老年社

工、青少年社工、精神卫生社工和残疾人社工等。

目前，我国各地成立了越来越多的专业社会服务机

构，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供了对口工作岗位，同

时，具有专业理论知识的高层次人才也成为社区服

务机构开展科学有效工作的助推器。如成立于

２００５年的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是云南省内规模
最大的专业社工机构，涉及流动人口服务和家庭暴

力防治等工作领域，具有专职社工４０多人，其中
多人先后获得民政部 “全国社会工作领军人物”

和 “全国最美社工”等荣誉称号；２００７年，深圳
市民政局首批开发了３７个社会工作岗位，涉及福
利中心、救助站、军休所和慈善会等 １１个部门，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

提供就业机会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最终在政府、高

校、社工机构以及社会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二）服务学习理念中的反思性兼顾了实践性

与学术性的双重目标

服务学习理念可以体现为学校课程和社会服务

两个模块，而反思性都可以贯穿始终，通过反思能

５２１第１期　　　　　　　　　章立明：论服务学习现状及其在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培养中的运用前景



让学生在更高层面对社会服务经验进行提炼和加工，

使自己的学术能力和个人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具

体而言，反思性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具体环节中。

在服务项目的准备阶段，学生需要反思所选择

的服务项目是否合适，是否符合服务对象和社区需

求，拟定的服务学习方案是否切实可行，包括服务

主题、课程目标、服务参与者、服务的时间及地

点、活动方式、教学组织形式和评价方案等。

在开展服务的过程阶段，学生需要反思针对不

同的服务对象采取哪种服务方式妥当，是否要以合

作的方式开展服务等。服务活动包括直接服务和间

接服务两种基本形式，如直接服务是当场为服务对

象提供可见的必要的服务活动，其特点是周期短、

见效快；而间接服务是通过某种中介方式为服务对

象提供服务，其特点是周期长、程序多且以团体性

活动为主。

在结束服务后总结阶段，学生通过写报告、演

讲、倾听、诉说等形式来反思自己参与服务与学习

的心得，重新思考自己在整个服务过程中的具体收

获，如 “我做了哪些服务？” “未来我将如何运用

所学服务社会？” “我是否通过服务活动获得了进

步，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三）服务学习理念具有针对学生、社会和服

务对象的三重利好

对学生而言，在以社会需要为服务取向的课程

中，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享受社会实

践带来的真实体验，从而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此外，服务过程还有助于学生提升人际交往和

融入多元文化群体的能力，让学生在进入职业生活

后能很快适应社会；最后，通过参加服务学习项

目，能够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更关注社

会的需要并相信自己能为社会带来的改变。

对社会而言，服务学习理念就是将知识学习延

伸到社区发展中，可以让社区获得额外的智力资

源，开发出新的发展项目。如社区成员逐渐认可年

轻人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并赞赏他们为社区所做

的服务，学生与社区成员之间彼此信任与尊重，促

进社区建立更加融洽的人际关系。２０１５年，云南

省培育孵化 ２２个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１０］，平均每个中心１０余人，其中至少有１人具
有社工资格证，１人系专职社工，既保证了所提供
服务的专业性 （如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服务、重点

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以及涉案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治

等），又打通了社工专业学生的就业渠道问题。

对具体的被服务对象而言，服务学习理念其实

也是赋权他们。由于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一起设计服

务方案，开展活动并进行各个环节的反思活动，让

被服务者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与资源，最终能从这些

活动中获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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