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妇女社会工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妇女社会工作>>

13位ISBN编号：9787561833896

10位ISBN编号：756183389X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天津大学出版社

作者：闫广芬 编

页数：2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妇女社会工作>>

前言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几年，高等职业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
高等职业院校数量、在校生和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1996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6％，2002
年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15％，到2007年上升至22％，这其中，高职高专教育的快速发展起到了
不可或缺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职业教育确立为教育发展战略重点。
伴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措施，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
调整的普遍做法。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职业大学至今，高职教育走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国家政策的促进。
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法律上确定了高职教育在我国教
育体系中的地位，由此我国的高职教育发展驶入了快车道；1999年全国教育会议召开，中央提出“大
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工作要求，我国高职教育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200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
进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再就业，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2005年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出台新举措，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统筹领导，加大财政投入，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
举办职业教育，完善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妇女社会工作>>

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职高专公共事业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材。
     全书共分为3编13单元，其中第1～4单元为第1编，即妇女社会工作的理论部分，在介绍妇女社会工
作的概念、历史、内容与特点的基础上，论述了妇女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妇女生命历程与妇
女社会工作的关系，阐述了妇女社会工作行政的管理体制；第5～7单元为第2编，即妇女社会工作的方
法部分，主要介绍了妇女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妇女社会工作的方法，分析了每一种方法
所包含的概念、目标与功能、原则，并从案例的分析入手，展示了每一种方法运用的具体过程与技巧
；第8～13单元为第3编，即当代妇女问题与妇女社会工作的实务部分，论述了妇女在社会地位与权利
的保护、婚姻家庭、贫困、就业、教育、健康等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
了妇女社会工作的思路与方法。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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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90年代，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参照第四
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文件，结合我国妇女发展的实际，我国政府制定并发布了《中国妇女
发展纲要（1995-2000年）》。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纲要实施顺利，成效显著。
截止.2000年底，纲要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个领域的
权利得到进一步实现，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2001年4月20日国务院第37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
于2001年5月22日正式公布实施。
它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总体要求，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妇女现状出发
，兼顾妇女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以促进妇女发展为主题，以提高妇女整体素质为重点，以
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为根本，提出了2001-2010年妇女发展的总目标和主要目标，展现妇女在经济、政治
、教育、卫生保健、法律保护和环境发展领域的前景，实现妇女的持续发展。
　　妇女发展纲要6个领域共设置了34项主要目标、123项策略措施。
它反映了我国妇女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未来持续发展的趋势。
其中，6个领域如下。
　　（1）妇女与经济。
从赋予妇女经济权利着手，提出了保障妇女与男子平等享有经济资源、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妇女与社
会保障、妇女与贫困等5项主要目标。
注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
强调提高妇女的就业层次，促进妇女职业选择的多样化，保障多元化分配形式中的男女同工同酬，减
少贫困妇女的数量，保障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决策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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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妇女社会工作》教育部高职高专公共事业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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