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非全日制）
学院 哲学社会学院 培养层次 硕士生

类别代码 0352 类别名称 社会工作
适用
年级

从 2022 级开始
适用

修订时间 2022 年 5 月

覆盖领域 社会工作（035200)

学制及学习

年限

基本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为基本学制基础上增加 1年（即 4年）;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或女性研究生在读期间因生育，可在最长学习年限基础上再
增加 1年（即 5年）。

学分 硕士：总学分≥36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28 学分，必修环节 8 学分

培养
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以
职业需求为导向，具备社会工作职业伦理与专业能力，可在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社会
保障和社会福利部门、各类社会组织等机构中从事与社会工作专业相关的服务、管理、
策划和研究等工作的高层次、复合式、应用型专业人才。

基本
要求

非全日制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入学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1.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品格端正，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社会关怀和使命感；
2.具有国家承认的相关学科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且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或

研究能力；
3.非社会工作本科专业毕业的学生，报考必须具有两年以上的社会工作相关实践

或工作经验。

培养
方向

1.社会组织管理与社区治理：主要面向各级民政、事业单位、基层政府和社会组
织中的从业人员。培养学生协助社会组织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心理辅导、社区服
务等领域发挥功能，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评估。回应社会对基层社会治理人才
的需求，培养学生深入学习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掌握社区
治理和乡村振兴改革和创新实践的前沿动态；在社会组织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发
挥社会工作的独特作用与价值。

2.心理健康社会工作：主要面向各部门各行业、城乡社区、学校、各类医疗机构
及社会化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培养学生深入学习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
观、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和咨询心理学的专业教育和训练，
将社会工作、心理健康辅导与心理咨询的专业知识、方法、技巧有机融合，使学生掌
握心理健康综合评估和提供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技能，具有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危
机事件应对与处理的综合能力，培养具有社会心理服务高级岗位技能的专业人才。

3.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主要面向大中小企业、各级各类工会组织、政府及一般社
会组织中从事企业社会工作的从业人员和企业公益部门、公益慈善组织、慈善基金会
等的从业人员。培养学生深入学习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协
助企业承担社区福利投资、社会慈善事业、保护自然环境等社会责任；增强学生效管
理运营公益慈善机构各项业务的能力；促进企业及公益慈善组织通过救济、援助或者
捐赠等手段来增加社会福利，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公益慈善的时代使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1%E6%B5%8E/90875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F%B4%E5%8A%A9/5098498


培养
方式

1.在培养方式采取非全日制招生，非脱产在职学习，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集中授
课。课程学习采用学分制。采用课程讲授和专业实习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2.在教学方面，采用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实地调研、实验室教学等方式，强
化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实地调研与实践、模拟训练
等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在实践实习方面，要求学生至少有 1000 小时的专业实习。发挥学校督导与机构
督导的双重作用，重视实习效果。

4.在学生指导上实行双导师制，双导师指具有专硕指导资格的专职教师与专业社
工机构（服务平台）富有社工实践经验并具备专业督导能力的实务工作者共同指导。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

课程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硕士 备注

公共必修课

硕士生≥8学分

30901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秋 必修

309012002 形势与政策 1 秋 必修

304012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秋 必修

307012001 综合英语 4 秋 必修

专业必修课

硕士生≥14 学分

304162001 社会工作理论 2 秋 必修

304162002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3 秋 必修

304162003 高级社会工作实务 3 春 必修

304162004 社会工作伦理 2 秋 必修

304162005 社会政策分析 2 春 必修

304162006 专业论文写作与训练 2 春 必修

专业选修课

硕士生≥6学分

304172026 社区治理专题及案例分析 2 春、秋 选修

该模块课程学生可以选修≥3门，其
中根据研究方向本方向课程至少选
修 1门，选课人数不足 10 人不开课。

304172021 社会服务管理 2 春、秋 选修

304172028 社会工作评估 2 春、秋 选修

304172029 社区治理与社会组织研究前沿 2 春、秋 选修

304172001 健康社会工作 2 春、秋 选修

304172030 家庭社会工作 2 春、秋 选修

304172027 表达性艺术治疗 2 春、秋 选修

304172006 抗逆力与正面成长计划 2 春、秋 选修

304172031 叙事疗法 2 春、秋 选修

304172032 健康社会工作前沿 2 春、秋 选修

304172033 社会与公益：实践与研究 2 春、秋 选修

304172034 慈善事业管理研究 2 春、秋 选修

304172007 企业社会工作 2 春、秋 选修



必修环节及要求

必修环节 编号 内容或要求
学
分

硕士 考核时间

开题报告 ZS182001

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应在校内
导师和校外导师的共同指导下
进行论文选题。开题报告应符合
基本的学术规范。开题报告在社
会工作专业领域以答辩形式公
开进行，由培养单位召集相关学
科专家对开题报告进行综合评
估，就课题的研究工作提出具体
意见和建议。开题报告未通过
者，必须重新开题。开题报告通
过后正式进入学位论文阶段。

1 必修 最晚在第三学期结束完成

中期考核 ZS182002

从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对
研究生的学业进展、学习能力、
论文进展、日常表现等进行全面
检查，并对其后续学业安排提出
意见、建议和要求。

1 必修

最晚于入学后第四学期完成
非全日制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在全部课程
学习结束后，最晚于入学后第四学期完成，
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学位申请环节。
（一般是第四学期进行）
（一）中期考核内容
1.思想品德和学术品行；
2.所有阶段性课程学习、应修课程及学分，
其他必修环节及学分完成情况；
3.专业实习情况
4.前沿文献阅读汇报、学术规范考查；
5.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是否适合继续学习
情况等。
（二）有如下情形之一者，视为中期考核
不合格：
1.思想品德、学术品行不符合培养要求；
2.开题未通过或开题后学位论文工作无明
显进展；
3.课程成绩和应修学分未达到培养方案规
定要求，或一门学位课考试不合格且重修
一次后仍不合格者；
4.逾期不参加中期考核者。
（三）中期考核成绩为“不合格”者处理
办法
中期考核不合格者，可在 3 个月后（第四
学期初）重新申请一次，仍“不合格”者，
或明显表现出缺乏科研能力或因其它原因
不宜继续攻读学位的，应终止培养。

专业实习 ZS182007

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
必须保证不少于 1000 小时的专
业实习时间，可采用同步实习与
集中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实
习主要根据课程的要求而开展
实习，以研一的课程为主，持续
一学期，实习时数约 200 小时，
同步实习安排在研一第二学期
暑假。研三第一学期第六周开始
进行集中实习，不少于800小时。
集中实习可以选择社会工作机
构、社会组织或者政府涉及到社
会工作、社会福利服务等领域的
相关部门。

6 必修

第五学期前完成
1.社会实践是非全日制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研究生在专职教师或兼职教师指导下，必
须在社会服务具体岗位参与实际工作的一
个学习环节，社会实践在于引导和培养学
生学以致用的素养和能力。
2.专业实习为必修的实践教学环节，分同
步实习和集中实习两大模块，分别为 1 学
分、5 学分，共 6 学分。专业实习不少于
1000 小时，其中同步实习不少于 200 小时，
集中实习不少于 800 小时。

预答辩 ZS182005

帮助研究生发现学位论文中的
问题，为其修改论文提供意见和
建议，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所有
研究生均须参加预答辩并通过
考核后方可进入正式答辩环节。

不
计

必修
正式答辩前完成，预答辩一般在第六学期

的第 1 周进行。



学位
论文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本学科硕士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应该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由硕士生

独立完成。
2.学位论文选题严格按照《全国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来选题和写作。
3.学位论文要有以实践或服务经验为基础，从实求知，论文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研究基于实际获得的，论证充分有力，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理，持之有据。
4.论文必须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做到逻辑自洽，文字通畅，格式必须符合本校

专业学位论文格式和写作规范。
（二）学位论文的必要环节
1.论文选题：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在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论文选题，

选题主要来源于社会政策或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社会服务项目的设计与评估、社会工
作案例研究与编写等领域。

2.开题报告：研究生提交的开题报告应首先搜集文献资料并进行实际调查，把握
学科发展前沿，重视文献知识产权和研究伦理，写好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开
题报告应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开题经过学生公开陈述和回答相关问题，经审核小组
评审通过后可进入论文研究的下一阶段工作。

3.阶段检查。研究生应在第三学期期末前 1个月向校内导师提交正式、规范的开
题报告。论文答辩前 2个月研究生应向校内导师递交正式的、规范的纸质版学术论文。

4.预答辩：一般在第六学期的第 1周进行毕业论文预答辩。预答辩不合格的学生，
延期半年到一年时间再参加预答辩，直至预答辩合格才能参加论文评审和正式答辩。

5.论文评审：学生应依照已经通过的开题报告，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论
文评审由 2位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进行匿名评审。不按时提交论文者，视为延期毕
业处理。学院一般于 4月 1日前送审，最晚 5月 1日前收到初审意见，若有修改后重
新送审的情况，5月 15 日前完成复审评阅。

6.论文答辩：凡通过论文评审者（含提出评审意见后允许修改者），且同时符合
研究生毕业标准（参见《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基本管理制
度》）即可参加论文答辩。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至少由 3位或 5位
副高级职称以上专家组成，其中外单位相关行业专家 1-2 位。论文答辩时间为第六学
期的五月份中下旬。

毕业与
学位授予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内容且思想政治素质
和品德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学校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

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应根据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修完全部学位课程，
考试成绩合格，总学分不低于 36 分；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完成不少于 1000 小时的实习
时间，且实务操作成绩合格；申请学位的研究生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论文质量符合所
申请学位的标准，格式符合要求，并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专业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