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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工作是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它既是一门科学和一种专业方法，又是一项有效的社会制度安排。
其工作领域广泛涉及学校、医院、社区、司法部门以及各种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问题人群。
其本质功能在于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和维护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提升个人、家庭和社
区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科学的助人方法，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
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事情。
综观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当某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之时，亦
即现代化的加速时期，必须面对和设法解决各种旧有的和新生的社会问题，必须创造经济和社会的协
调发展格局。
为此，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不足以担当这些任务的，而必须同时发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特别
是非营利社会团体）的作用。
这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即既要有一套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发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法律规范，又要在
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上明确政府、非政府组织各自的角色以及两者合作互动的机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职业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的社会工作制度应运而生，作为非政府组织最重要载体
的社会工作机构迅速发展；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形成了购买社会服务与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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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社会法令解释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关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基本轮廓。
全面简洁地阐述了社会工作领域的主导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工作缺乏理论的质疑。
本书旨在努力增进人们对社会工作理论的认识、应用和区分，引导社会工作者和学生认识不同的理论
学派，以获得必要的知识开展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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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工作理论的的社会结构　　本书内容　　此时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案主”正艰
难地进入一个办公室去面见社工；而在另一些角落，社工也可能正在拜访案主的家，或向案主团体提
供居家照顾或日间照顾，或在着手社区工作。
在大多数地方，都有这种被称为“社会工作”的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其范围之广，足以使国际社
会工作者协会顺利成立，并由此形成共享的专业语言和专业知识。
　　不同的地方和社会共享着相同的专业语言和知识，人们难免会对此提出疑问：社会工作是否是一
个独立存在的实体？
即是否在所有地方，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外延都一样？
在本章中，我认为“社会工作”是由社工和案主在服务过程中共同建构起来的。
然而，它也会随着服务过程时时刻刻进行翻新。
这是因为每一名社工、每一位案主、每一项服务本身都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建构起来的。
他们的所作所为来源于这个社会对他们的期待。
并且，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行为改变着社会的期待。
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建构。
处于不同社会环境的人们建立了可以共享的社会事实，他们使这套社会关系成为社会工作。
　　本书讨论的是这种建构的一个方面——社会工作“理论”。
我在这里加引号是因为这是个有争议的概念，人们对“理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争论不休。
第二章探讨我们理解和运用社会工作“理论”的方法。
从第三章到第十二章，每章讨论一组至少在著书时还流行的社会工作“理论”。
最后在第十三章。
我将关注如何在实际运用中对这些理论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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