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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课程的考评机制，进而推动“社区工作”课程思政的“卓越教学”、

塑造课程思政的“高效课堂”。将知识传授与品德教育有机结合，真正实

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统一，最终使思政教育带

着温度落地，实现站在时代高度培育时代新人的目标。

（一）成果主要内容

1.设定教学目标

在深入分析学情，贯彻“课程思政为本、知识架构为纲”的理念下，

修订教学大纲。剖析课程内容的内在逻辑，确定课程的思政教育教学目

标。结合各章节具体内容，挖掘每节课专业知识点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

素，确定每节课的思政教育教学目标。

2.优化内容供给

深入挖掘社区及社区工作专业知识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情感等，促

使知识模块价值重组、广度延伸、深度解读、德育内涵发掘，形成课程的

思政教育知识体系和图谱。通过有机融入优化具体章节的课程思政教案，

选取具有较强思政功能的案例，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价值追求和理想

信念传达给学生。

根据各章节教学的具体内容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以及乡村振兴的最

新政策，时政热点，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要求等融入课程教学。进一步挖

掘已有教学案例的思政意义，选取新的具有较强思政功能的案例。如在社

区文化的教学内容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地域文化、家风家训传承等

内容，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坚定文化自信。

3.改革教学模式

教学实践中运用“一个贯穿、两个结合、三个阶段、四个环节”的教

学模式。

“一个贯穿”指参与式理念贯穿教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两个结合”即课堂教学和社区实践有机结合；

“三个阶段”即社区实践中的社区走访、社区调查、社区服务；学生

在课程团队教师的全程指导下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走访社区时，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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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社区结构图，访谈社区居民了解社区概况，撰写社区观察报告；社区

探访中，通过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了解各类社区组织的基本架构、工作职

责及工作开展情况。在社区漫步和探访的基础上，讨论确定调查问题，设

计调查方案，进入社区，开展实地调查，撰写社区需求评估报告。在需求

评估的基础上设计服务方案，招募服务对象，确定时间场地，开展社区服

务，并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估。

受疫情影响线上授课时，要求学生在自己所生活社区走访、调查，开

展社区志愿服务。

“四个环节”即“读书、实操、反思、汇报”贯穿课堂教学始终。

4.创新教学方法

以“情境创设为媒、社区实践为术”，通过现实案例及视频案例创设

情境，综合运用讲授法、案例教学、小组研学、文献阅读、网络教学、社

区实践等方法，实现高效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提升思政教育进入学生

精神世界的效能。注重理论阐释与现实焦点问题分析的结合，提升思政教

育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引导学生学习与思考结合、观察

与思考结合、实践与思考结合。在深入学习、观察、实践中思考，在深化

思辨中提高认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阅读费孝通的《江村经

济》，撰写读书报告。推动学生形成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夯

实理论素养，提升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是开展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手段。本课程在开展社区走访、

社区调查、社区服务中，培养人文关怀、社会关怀，传播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师生共同参与社区服务项目，了解国情和社会，从中磨砺意

志，升华思想，实现课程思政目标。

5.改进教学管理

立足课程思政高效课堂建设，妥善处理教学中思政教育切入时机与方

式选择、教学活动组织等方面的问题。通过与学生的有效互动、给予有效

反馈、建立信任关系等塑造有温度、有思考张力、有亲和力的课堂氛围，

确保课程思政教学过程流畅，发挥最佳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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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善考评机制

构建了德业兼顾的学习考评机制，将学生对课程知识技能掌握与思政

素质提升相结合。

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突出过程性考核，过程性考核占

60%，包括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精神面貌、言行举止、课堂参与、出勤率、

合作配合以及实践教学中的表现，更好指引教学活动的课程思政导向。其

中考勤 5%、课堂实训 10%、读书报告 10%、调研及参访汇报 10%、社区实

践课堂展示 25%；终结性考核（社区实践报告）占 40%，包括需求评估、

服务方案设计、服务实施、服务评估，以及社区实践中的专业反思、个人

成长、对社区工作实务操作本土化思考。

（二）成果创新点

1.实施项目教学，突出学生主体

课程思政实施的基础是主动性、实践性和情感性。课程教学突出学生

的主体性，以参与式教学理念为主线，项目式教学贯穿课程始终。寓教于

乐、寓学于趣，寓教于道，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激荡学生的思想情

感。

2.注重实践教学，发挥育人功能

实践教学是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手段。师生共同参与社区实践，了解

国情和社会，从中磨砺意志，升华思想，培养对基层社区的感情及对社区

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意识，传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

生在社区服务中，端正助人态度，坚定助人信念，强化专业认同，提高专

业使命感。

3.关注现实焦点，实现价值引领

课程教学注重理论阐释与现实焦点问题分析的结合，提升课程的思想

性、理论性、针对性，最大程度发挥课程的价值渗透和价值引领作用。在

社区环境的教学中，选取全国垃圾减量、分类回收推行较早、实施效果好

的社区案例进行讲解，探讨生态文明价值观，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

坚战中的污染防治紧密结合，讨论如何将绿色理念融入、绿色环境打造、

绿色生活方式等内容落实到绿色社区建设中。在社区组织的教学中，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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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党建案例，如北京海淀区羊坊店街道社区的“联合党

委”做法，探讨党组织在我国社区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4.阅读名著经典，坚定文化自信

学生小组研学《江村经济》等名著经典，不仅形成共同学习与进步的

良好氛围，扩展了理论视野，还可更多感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地

域文化、家风家训传承等内容，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坚定文化

自信。

5.探索本土经验，培养社会责任

课程注重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选择性地引入西方社区工作模式，社区

实践可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丰富学习体验、提升社会洞察力和人生智慧，

探索社区工作实务模式的本土化，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三、成果获奖及出版物

2012 年主讲“社区工作”课程以来，一直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同年 5

月《“社区工作”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研究与实践》获批北京市教学改革项

目；2017 年项目的研究成果获中华女子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9 年“社区工作”课程获北京市优质课程；2021 年“社区工作”课程

获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依据课程的社区实践出版了《实践中成长 反思中前行——“社区工

作”课程实务操作》画册，丰富了课程思政教育的教学案例资源，架起了

专业理论和社区实践融通的桥梁，提升了专业的社会影响力，增强了学生

的专业自信、文化自信和职业认同。

2020 年依托课程开发的《熟人社区的构建：以北京市 S社区为例》

《社区社会资本重构：北京市 Y社区的“农转居”社区工作》等 3篇教学

案例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四、成果应用情况及辐射效应

（一）成果应用情况

自 2015 年以来，秉承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的有机统一，

已经在为 2013 级、2014 级、2015 级、2016 级、2017 级、2018 级、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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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会工作专业的 560 余名本科生开展的“社区工作”教学实践中积极开

展了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尤其注重发挥现场实践教学的育人功能。

2020 年 5 月，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进一

步明确了课程思政的建设方向。依据《纲要》，课程团队在深入分析学

情，贯彻课程思政为本、知识架构为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社区工作”

课程的德育内涵，完善课程的思政教育知识体系和图谱。坚持以情境创设

为媒、社区实践为术，提升思政教育进入学生精神世界的效能。加强教学

管理，塑造有温度、有思考张力、有亲和力的课堂氛围。构建德业兼顾的

学习考评机制，推动课程思政的卓越教学、塑造课程思政的高效课堂。近

5年学生网上匿名评教平均分为 93分。

1.学生成长

依托与大屯街道建立的校外实践基地，学生在大屯街道下辖的 6 个社

区开展走访、调查及服务等实践活动，不仅实现了课堂教学与社区实践的

“无缝连接”，搭建了专业理论和社区实践融通的桥梁，激发了学生自主

学习、创造性学习，提升了学生的实务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意

识以及社区居民福祉，更为重要的是指引学生端正了助人态度，坚定了助

人信念，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了学生对基层社区感情及对

社区居民尤其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意识，提高了社会责任感和专业使命。

受疫情影响线上授课时，学生在自己所生活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培养了志

愿服务精神。

学生反馈：“通过社区实践，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只有亲自开展服

务，才能将理论知识内化于心。”“锻炼了专业能力，收获了人际交往知

识。”“服务实践中的收获填补了理论知识漏洞。”“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才能进一步提升服务效果，服务质量和自身的综合素质。”

2.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搭建了学校与社区的交流互助平台，推动了社区居民参与，

改善了社区关系，提升了社区居民福祉，受到社区居委会肯定和社区居民

欢迎，街道社区对社会工作专业、社区工作方法有了深入了解，提升了专

业的社会影响力。

3.师生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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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社区实践，课程团队教师申请并开展了国家社科基金等的研究工

作。指导学生开展了各级大创项目、校级科研训练项目，撰写了学年论

文、毕业论文，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二）辐射效应

1.线上课程

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课程负责人与路由公司合作开发了线上课

程：“社区工作模式在清河实验中的实践

（https://www.luyouor.com/#/.）”。线上课程设计充分体现了思政教

育的价值渗透和价值引领作用，以“潜移默化”方式将专业知识和育人巧

妙结合，将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传达给学生。线上课程扩大了课程的受益

人群。

2.会议交流

项目负责人在 2019 年 10 月举办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年会分论坛

做主题发言，分享了项目成果，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同行肯定。

五、结束语

在多年的“社区工作”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实现了

课程的增长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和塑造灵魂“四位一体”的教学目

标，但课程建设永远在路上。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还需进一步完善课程

思政教学体系，从教学大纲修订、教案撰写、课件制作、案例设计以及教

师角色定位等深入探索和实践。同时，积极参加课程思政的相关培训，与

“两课”教师深入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提升课程团队教师的思政修养和思

政教育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