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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动案例教学法在社会工作教学实践中的应用表明，以真实生活场域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将学生的行动

过程与学习过程相融合，能够有效地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创新

能力，使得教学焦点更为明确，内容更加集中。在深化教学改革的进程中，应当积极发挥行动案例教学

法的实践效果，强化价值导向，落实教书与育人相结合的使命；加强“数智教学引领”，增强专业教学

的时代性；重视学情分析，减少师生认知差异；优化课程体系，建设数字教学资源；强化过程性评价，

增进评价体系的多样性等方式，不断创新行动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模式，以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作

用，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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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tion case teaching method has shown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that by focusing on 
the real needs in the context of everyday life and integrating the students’ action and learning pro-
cesses, it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and enhance students’ abilities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solve problems, and innovate. The focus is clearer, and the content is more focused. In the process 
of in-depth teaching reform, strengthen value orientation, and fulfill the mission of combining 
teaching and educating; enhance “digit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guidance”, enhance the timeli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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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teaching; attach importance to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reduce cognitive differ-
ence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build digital teaching re-
sources; strengthen process evaluation, enhance the diversity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contin-
uously innovate the implementation mode of the action case teaching method. By doing so, we ca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r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
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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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4 年 11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社会工作事关社会和谐稳

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强调教育应“正确处理

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 
自 2008 年我国启动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的职业水平考试以来，通过职业水平考试、学历学

位教育、在职在岗培训等方式，专业社会工作得到快速发展。截至 2024 年，我国共有 116.1 万人取得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1]，在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通

过“高等教育先行”，为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和时代化作出重要贡献。社会工作

教育实践证明：运用行动案例教学法，契合社会工作应用性强的特征，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

升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核心竞争力，促进社会工作专业高质量发展。 

2. 核心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界定 

1) “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Teaching Method)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策略，最早在 1870 年美

国哈佛大学法学教育改革中提出，其核心在于通过案例讨论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2]。随后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商业管理教学领域。1990 年之后，我国教育界开始对案例教学

法进行研究。案例教学法本质是构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教师在其中扮演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引

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强调启发式教学，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促使其从多维度审视问题，是一

种有效的教育模式[3]。 
2) “行动案例教学法”(Action Case Teaching Method)在社会工作课堂教学实践中，强调通过实际行

动生成案例。学生通过参与督导式讨论或观摩老师指导实践，以此促进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践知识的

融合学习。施晔红(2009)认为，行动导向教学是一种新的教学范式，其核心在于将行动过程与学习过程相融

合，通过学习者对出现的问题的发现、探讨和尝试，体验并反思行动过程，最终实现知识和能力的获取[4]。 

2.2. 理论基础 

场域论由德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创建，认为个体行动受行动所发生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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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影响，场域不仅仅包括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的作用更不可忽视，如社会成员之间的行为互动和关系网

络([5], p. 34)。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拓展了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社会个体参与

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可以解释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和场所中的权力、关系和实践，为深入理解社会现

象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6]。如在教育场域中，可以分析师生关系、学校与教育政策的关系等。 
建构主义理论是行动案例教学法的另一理论基础。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一种基于当前情境的

解释和假设，并不是现实问题的最终答案[7]。学习并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学生需要与同伴、教师

等人员互动、分享，从中不断丰富、更新自己的理解，并主动建构自己的所学内容，才能习得知识[8]。
在行动案例教学法的实践中，学生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积极参与案例分析和行动过程的主体。

教师则是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案例资源和实践机会，帮助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情

境中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学生通过实践操作、观察反思和互动交流，主动探索和建构专业理论知识

与实践技能，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文在借鉴场域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行动案例教学法契合两个理论的核心观点，即

社会工作教学实践，需综合考虑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以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开展学习和实践。任敏

(2021)指出，案例教学法侧重理解型学习，其案例虽来自真实情境或实践，但均为既定事实。行动案例教

学法则侧重开展实际、真实的行动，案例在真实场域中动态发展，以真实问题和实际需求为导向。在此

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主体性，实现“理解型 + 应用型 + 研究型”综合成效，有助于提升社会工作专

业教学质量([9], p. 6)。 

3. 课程概述与建设历史 

《小组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课，在 G 高校现行人才培养方案中，安排于大二学年第二学

期，旨在《社会工作概论》《个案工作》等课程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小组工作理论和模式的知识积

累，深化学生对小组工作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的理解，并在小组实务练习过程中，熟练运用小组工作技巧，

以此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综合竞争力。 
《小组工作》课程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具有显著特色，特别适合采用“行动案例教学法”。在

理论教学环节，教师通过讲授理论、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实现课

程互动的多元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课程重点与难点的理解。在实务教学环节，教师强

调学生应基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如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中关于老年人口的数据，针对“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22%，其中，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5.6% 
[10]”的老龄化背景，通过小组形式落实实践教学内容，如自主搜集背景资料，评估服务对象的需求或问

题，设计服务目标并策划活动方案，借助 AI 等互联网技术设计招募海报，并实际开展 4~6 期小组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将面临真实的人群和动态变化的现实案例，这有助于提升学生在专业原则、伦理和

技巧方面的应用能力，并促进专业价值观的内化。教师则以督导的角色提供指导，协助学生开展活动并

进行客观评估。经过七年的《小组工作》教学实践，笔者观察到“行动案例教学法”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升学生数智融合能力，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017 年 8 月，G 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开启招生工作，迄今为止已历经七轮教学实践。2018 年 8 月，

《小组工作》课程开始授课，设为 72 学时，其中理论 48 学时，实务 24 学时，共 5 个学分。2020 年，进

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时，经过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和系内教师进行深入沟通，对《小组工作》课

程的学时进行调整，定为 64 学时，4 个学分，并新增《社会工作综合实训》课程，共 32 学时，2 个学分，

其中 16 学时为《小组工作》的实践学时。在保持总学时和学分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强调了《社会工作综

合实训》课程的重要性。同年，《小组工作》课程成功获批为 2020 年学校混合课程建设项目，并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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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项目建设任务。2024 年，《小组工作》课程获批为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目前正处于建设周期之中。

(见图 1) 
 

 
Figure 1. History of the “Group Work” course development 
图 1. 《小组工作》课程建设历史 

4. 行动案例教学法的实践探索和成效分析 

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曾有学者对教育研究领域中“重物轻人”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认为传统

教育学过分聚焦于“课程、教学”等物质性因素，而对儿童、青少年等人的因素研究不足，这种做法实

际上构成了“无人教育学”。近年来，尽管教育改革持续深化，但多数改革措施仍主要与物质性因素(如
课程改革、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联，与人的因素关联较少[11]。在此背景下，行动案例教学法

的核心理念在于将行动过程与学习过程融合，强调开展基于真实情境的行动，使学生面对真实问题或

实际需求，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人”与“物”的和谐统一，进而提升社会工作教学的质量。 

4.1. 行动案例教学法的授课实践 

《小组工作》运用行动案例教学法，在传授课程的核心与难点知识之后，教师指导学生在“选题、

策划、招募、开展活动、评估”等教学环节中，将课堂案例教学与实践性行动研究相结合。在选题环节，

教师阐述“重要性、可行性、创新性”等标准后，学生以小组形式(一组约 7~8 位成员)参与，鼓励学生基

于地区经济社会现状进行选题，以激发学生的内驱力。在 G 高校近年《小组工作》课程实践中，学生选

择的主题(见表 1)与大学生和周边居民生活场域高度相关，更易于实现知识与实践的相互促进，践行“服

务地区、服务群众”的专业使命，达成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和服务社会的“双赢”效果。 
 
Table 1. Summary of selected topics for the “Group Work” course 
表 1. 《小组工作》课程部分选题汇总 

序号 小组选题 备注 

1 星河浩渺，你我“童”行——儿童安全意识教育提升小组 获甘肃省第一届高校社会工作案例大赛优秀奖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打造社区老年文艺圈小组 获兰州市第二届社会工作实务技能大赛优秀奖 

3 大学生职场礼仪能力提升小组  

4 引领长者使用电子工具——乐享智能新时代 获甘肃省第二届高校社会工作案例大赛三等奖 

5 “空巢不空心”——关爱独居空巢老人 获甘肃省第二届高校社会工作案例大赛三等奖 

 
在小组筹备阶段，教师在讲授策划书撰写及目标设定相关知识后，引导学生以大学生和周边社区居

民等服务对象的实际问题和需求为出发点，各小组独立设计活动方案。方案中应包含对服务对象需求的

评估，设定合理、可操作、可观察及可量化的目标，并规划所需资源及经费。在小组招募阶段，学生通过

自主搜集资料，运用“互联网+”理念设计招募海报，并实际执行线上与线下的招募任务。在这一阶段，

学生通过电话、面谈等方式与服务对象进行直接交流，有效提升了其沟通与应变技能。在小组活动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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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阶段，学生依据活动方案，围绕“儿童安全意识、社区老年文艺活动构建、大学生职场礼仪能力提升、

关爱空巢老人”等主题，开展 4 至 8 期的小组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学生需进行分工合作，选择合适的

主持人、协调者、记录者等角色，并负责主持活动、协调矛盾、调动资源，以及记录文字、图片、音视频

等资料，从而全面锻炼学生的协作与沟通技能。最后，在评估和汇报阶段，教师要求学生全面回顾“选

题、策划、招募、活动执行、评估”等各环节，重视对服务对象“认知、行为”等效果的评估，以及“投

入时间、人力、精力”等成本性评估和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评估等，通过服务成效和成本评估等，学生以

PPT 或文字汇报的方式，检验行动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成效。 
在《小组工作》课程中应用行动案例教学法的教学实践中，依据 G 校近年的课程考核规定，将传统

的“期中、期末考核”模式调整为“期中、期末及过程性”考核三部分，并扩充了过程性考核的内容，

严格了考核标准(见表 2)。其中，过程性考核项目不少于 6 项，如在《小组工作》课程中，过程性考核共

包括“线上自主学习(10%)、课堂参与(10%)、课程笔记(10%)、平时检测(10%)、个人作业(30%)、小组作

业(30%)”。过程性考核仅次于期末考试，且考核方式多样化，要求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投入更多精力，以

此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动力。 
 
Table 2. Summary of assessment methods for “Group Work” 
表 2. 《小组工作》考核方式汇总 

考核方式 具体指标 评分标准 

过程性评价
(40%) 

线上自主学习(10%) 根据学生在线学习时长，分为 5 个等级，最高 100 分，之后依次递减。 

课堂参与(10%) 学生每参与一次记 20 分，累计 5 次得 100 分。 

课程笔记(10%) 根据课程笔记完整性、条理性和整洁性打分。A+得 100 分；A 得 95 分；

A−得 90 分；B+得 87 分；B 得 85 分；B−得 80 分；以此类推。 

平时检测(10%) 开展 2~4 次检测，最后计算个人平均分。 

个人作业(30%分) 共记 6~8 次个人作业，A+得 100 分；A 得 95 分；A−得 90 分；B+得 87
分；B 得 85 分；B−得 80 分；以此类推，最后计算个人平均分。 

小组作业(30%) 共计 4~6 次小组作业成绩，A+得 100 分；A 得 95 分；A−得 90 分；B+得
87 分；B 得 85 分；B−得 80 分；以此类推，最后计算小组平均分。 

期中(10%) 策划书 根据各组《小组工作》策划书质量和个人承担的工作量，综合评分。 

期末考核
(50%) 

判断题 1 题 1 分，约 15 分。 

单选题 1 题 1 分，约 20 分。 

多选题 1 题 2 分，约 10 分。 

简答题 约 20 分。 

综合分析题 约 35 分。 

4.2. 行动案例教学法的成效分析 

第一，有助于提升学生实践能力。行动案例教学法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参与，以真实情境中的实际

问题为导向开展教学活动，场景具备“未来导向、动态性和模糊性”等特征，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和探索精神([12], p. 125)。这正好契合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好动，且数智应用能力强等特征，因此

更利于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掌握其方法，从而提升了实际应用能力。如学生 A 在课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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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写到“回顾这次实践，让我深刻认识到沟通的重要性，我的组织、协调、表达等能力均有很大提升。我

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热爱将一直保持下去，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社会工作专业的意义与

价值”；学生 B 则写道“在湿地公园，保安叔叔脱下手套，双手接过我们的卡片时，我是诧异的，我从

来没想过我们的心意会被如此珍重。此刻，我明白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意义”。这些文字都反映了学生在

行动案例教学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的实践成果，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第二，有助于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理念，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姆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学生的体验和学习动机的重要性”，均指出

学生主体性的重要性。在行动案例教学法的实践中，该方法强调学生作为教学实践的主体，通过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体验和反思教学情境，促进了行动主体和思想主体的有效融合，有效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惰

性。教师在此过程中扮演引导者、激励者和评估者的角色，利用“行动案例”作为教学的驱动力，引导学

生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开展实践行动，激发和提升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增强其在现场场景中的观察和

行动能力。通过行动案例教学法，学生可以较好地意识到自身力量，从而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

成为学习的主体和掌控者。此外，该方法还增强了学生与他人沟通建构生活的能力，促进终身学习能力

的培养，真正实现“助人自助”([10], pp. 171-172)的教育理念，实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效

果。 
第三，有助于提升社会工作教学质量。行动案例教学法的教学任务更明确，教学内容更集中，与近

年高校教学改革理念和方法相契合，如“北京指南”、“安吉共识”。在实施行动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

应持续创新“教、学、思、践、研”五位一体的教学改革模式，实现这五个方面的有效整合，致力于提升

高等教育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通过打造充满活力、热情和情感的教学环境，促进教师与学

生在教学和实践中的相互提升与成长。此外，鼓励学生利用课程案例参加“互联网+”和挑战杯等竞赛，

提升“以赛促教、学赛融合”成效，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自我学习效能感。在此过程中，内化学生专业价值

观，厚植专业情怀，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从而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四，有助于提升课程思政效果。2024 年 1 月 11 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了“强化高等教育的

龙头作用，着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教育新生态新格局”。社会工作专业在促进社会公平、维

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康幸福。本研究提出的行

动案例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秉承“一融双高”的指导原则，坚持党建引领，通过知识点和课程思政深

度融合，立足于地区社会实际，选择与学生及周边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案例，增强学生“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服务意识。通过与周边群众的互动，加强学生的现实关怀，普及社会工作价值观和

技巧，提升高校在教书育人和服务社会方面的成效，实现“双融共促”，促进高质量的思政工作和社会

工作共同发展。 

5. 行动案例教学法融入社会工作教学的模式创新 

行动案例教学法综合考量了学生的理论学习、实务技能培养、研究性思维训练等多方面需求([4], p. 
7)，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因此，推动行动案例教学法与社

会工作教学的深度融合，构建一种可推广、可复制的教学模式，对于拓展教学效果、深化专业情感、培

育社会责任感以及增强学生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5.1. 强化价值导向，落实教书与育人相结合的使命 

“以育人为根本，以德育为首要”，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为国家和社会培育能够“构

建和谐社会、解决人际矛盾、缓解社会问题”的复合型人才。高等教育在促进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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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贯彻行动案例教学法的课程思政导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地区社会需求为导向，注重从现实

生活中提取教学素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行动案例教学法在教学实

践中，教师应发挥价值导向的作用，以新时代大学生的兴趣为动力，激发其自主学习和奋斗的激情，将

“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等融入教学内容，促进“理论课堂”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培养学生

“理论应用 + 问题解决 + 素养提升”的能力，实现课程育人的时代功能。 

5.2. 推进“数智教学引领”，增强专业教学的时代性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 号)明确指出“积

极发展‘互联网 + 教育’、探索智能教育新形态，推动课堂教学革命”。[13]基于此，高等教育实践中

的行动案例教学法，应坚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围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推进教

育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在课程建设、学生培养、教学创新等方面，应体现“两性一度”的要

求，积极融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借助高校在线教学平台，不断探索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推动高校教学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升地方本科教学质量，为

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输送高素质人才。 

5.3. 注重学情分析，缩小师生认知差异 

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学者强调“注重当事人，关注服务对象内心需求”。当代大学生大

多数出生在 2005 年后，成长环境普遍优越，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广泛的兴趣爱好以及出色的互联网应用

技能。然而，由于年龄等因素，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往往缺乏全局观和前瞻性，容易在“自我”和“自我概

念”之间出现偏差。教师与学生之间因年龄、经历、学历、成长背景等差异，不可避免地存在代沟。因此，

在实施行动案例教学法时，教师应重视对学生知识储备、能力水平、心理特征、成长需要及非理性需求等学

情的深入分析，加强师生间的沟通和交流，帮助学生理解其所处环境，促进学生“自我”和“自我概念”的

融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通过对话式教育和共情，启动师生间的反思性对话[14]，掌握学生的真实需求，

减少师生间的认知差异。同时，教师应注重因材施教，寻找激发不同学生内驱力的撬动点，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习惯和批判性思维，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探索、发现与成长，实现师生双向的共同进步。 

5.4. 优化课程体系，建设数字教学资源 

在行动案例教学法的教学实践中，应以“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为目标，审视人才培养

目标和方案，持续优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首先，教师应深入研究教材，努力实现从“教学”观念到

“学材”观念的转变，关注教材体系和授课系统的联系与区别，重组课程知识体系，建构知识图谱，借

助人工智能技术如 AI 等辅助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其学习积极性。其次，教师应不断丰富课堂学习活动设

计，优化课程资源，利用高校教学平台建设数字教学资源，并积极探索研讨式、探究式、参与式等多种

教学方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着力提升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最后，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教学反馈信息，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互动，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课程

反馈。一方面，借助高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通过发布学情调研问卷等方式，征集学生建议和意见，根

据问卷结果提供针对性的教学指导。另一方面，加强专业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相互学习，借鉴经验，

切实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5.5. 强化过程性评价，增进评价体系的多样性 

过程性评价实质是教学管理工作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涵盖了教学内容的各个方面，以及对学习时间和

计划的科学、精细安排，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行动案例教学法的教学实践显著强调“教与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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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因此，在实施行动案例教学法过程中，应持续优化课程评价体系，构建包含“在线学习时长、

课程笔记、课堂参与、平时检测、组内互评、同伴互评、个人作业、小组笔记、课程报告、小组汇报”等

多样化的评价体系。该体系应兼顾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并与学生共同商讨评价方式和标准，赋予学

生在过程性评价中的监督权。如在组内互评环节，每位组员投出 2 票，选出自己认为小组参与度最高的 2
名同学，随后统计票数，并结合组内互评的权重计算个人得分，以减少组内搭便车现象的可能性。通过提

升学生在评价标准和评价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15]，激发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凸显其优势，

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进而提高专业技能，内化专业价值观，增强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6. 总结与反思 

高等学校作为教育系统的前沿阵地，其教育质量直接影响我国人力资源质量。人工智能等现代教育

技术的发展，使得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成为迫切需求。在教学实践中，行动案例教学法秉承《教育强国

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的指导思想，立足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倡教学方式的多元化。该

方法鼓励学生在“学中思”，在“思中行”，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能

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此外，该教学法还提高了社会工作的教学质量和课程思政的

成效，为地区培养了高素质人才，强化高等教育的引领作用，并推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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