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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矫正社会工作在外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19世纪中叶，在美国首先出现了以帮助酗酒犯认识错误、矫正行为、回归家庭为目标的感化社会工作
方法。
以后，矫正社会工作领域不断扩大，矫正社会工作方法日渐更新，促使1925年美国《联邦观护法案》
在国会获得通过，在全美国建立了矫正社会工作制度。
随后，英国在1907年通过了《感化犯人法》，日本也先后在1947年和1949年通过了《恩赦法》和《犯
罪者预防更生法》，建立了有关感化、矫正罪犯的矫正社会工作制度。
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矫正社会工作经验。
早在20世纪30年代感化矫正制度就被引入到香港。
1938年在香港监狱署机构中增加了感化部；1948年成立了香港监狱署社会局；1950年在香港设立了专
职感化官职务，由专人承担对不同类型的犯人的感化矫治工作。
20世纪80年代，“社区为本”的理念被引入司法矫正领域，香港进一步确立了通过“社会服务令”等
非监禁形式对罪犯进行矫正改造的制度体系。
1962年，我国台湾地区公布了《少年事件处理法》，创立了少年观护制度：20世纪80年代，台湾各级
地方法院配置了观护人，对假释、缓刑后交付保护管束的成年人提供矫正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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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矫正社会工作在外国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1925年美国《联邦观护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在全美国建立了矫正社会工作制度。
随后，英国在1907年通过了《感化犯人法》，日本也先后在1947年和1949年通过了《恩赦法》和《犯
罪者预防更生法》，建立了有关感化、矫正罪犯的矫正社会工作制度。
     本书收集了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部分教师在北京市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工作过程中，开展矫正社会工作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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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社会工作专业的起源、发展与专业本质目前，对于“什么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的专业本质
是什么”的问题，有一种代表性的说法，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性的助人活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说法始终是我国社会工作界的一种居主流地位的认识。
然而，这种认识并不完全。
正如黑格尔所言，事物的本质并不是直接显现在外的概念，而是通过反思而得到的间接性的东西，“
本质的观点一般来讲就是反思的观点”①。
只有在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历史性的反思和考察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对社会工作的学科性质及专业本质
比较全面的认识。
社会工作专业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1．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作为社会救助
实践活动的社会工作。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专业社会工作产生的萌芽阶段。
在这一时期，社会工作集中表现为，通过政府、社会慈善组织、民间机构、社会志愿者以及少量接受
过培训的受薪人员实施、推动的各种社会救助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此之前，专业社会工作的出现有一个比较长的孕育过程。
早在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大量新的社会
问题。
一些国家政府为缓解社会矛盾，开始着手依赖政府力量制定并实施有关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的方案。
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济贫法》，对教区、家庭、家族、社区救济各类贫困人口的职责和
途径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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