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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启蒙目标下“视读—分享”

参与式教学模式研究

———以社会工作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为例

曹迪，盛存昊
（沈阳化工大学 人文与艺术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２１）

摘　要：专业启蒙教育是本科阶段专业学习的基石，而本科新生的专业启蒙教育尤为重要。传统的“传授—接受”
单向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专业启蒙不够重视，也不适用于社会工作这一实务类专业的专业教育。为打破传统的“传授—接

受”单向教学模式，结合学生特性和社会工作专业特性设计出“视读—分享”参与式教学模式，以专业启蒙为目标，以“社

会工作导论”课程为载体，以Ｓ市某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问卷、访谈进行实践研究，发现阶段
性课程能够使学生建构专业知识体系，感知专业社会价值，转化积极学习行为。参与式教学模式可以为专业启蒙教育提

供新思路，为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创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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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问题提出
２０世纪初，黄炎培提出“人欲受职业训练，必

先受职业陶冶”。本科教育阶段，学生的专业启

蒙教育是本科专业培养的基石。谢秀丽认为启蒙

教育非常重要，专业的价值观培养应从大学一年

级开始，不仅要让学生对专业有大致了解，还应设

法培养学生自我定位、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

力［１］。汪钢强认为开展启蒙教学工作不仅可以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还可以为学生就业、考

研创造有利条件［２］。同样，初入大学的社会工作

专业低年级学生大都处于懵懂状态，缺乏基本专

业认知以及对专业价值观的了解。因此，结合当

前社会工作教育体系，探索适合社会工作专业的

启蒙教育模式对推动专业教育发展是十分必

要的。

现行的社会工作教学模式较为传统，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社会工作专业启蒙教育的发展。朱爱

华提出必须针对社会工作课程教学进行实务性改

革［３］。陈潭等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改变传统的“传

授—接受”单向教学模式，研讨式与情景式教学

方法能更好地促进课程教学中的“教学相长”［４］。

秦琴等对社会工作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后提出

要采用影视案例分析、模拟小组讨论等形式进行

理论教学，研究也表示对于这种新型教学方式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５］。将实务案例引入课程进行

理论和实践教学的模式，非常符合社会工作专业

特性，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但要使专业启蒙教育

融入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教学，就必须协调好两

者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一种专业的教学模式。谢

泽宪提出教育改革者要打破割裂和封闭的教育方

式，把教育的过程与学生求知的自然过程连接起

来，创造最佳联结方式［６］。结合当今大学生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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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影响的特殊性，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笔

者认为在参与式课堂中，视频、读物、小组活动三

者的结合更契合现在学生群体对新事物的接收方

式，能够让教学过程与学生求知的自然过程联结

起来。

因此，本文以 Ｓ市某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低年
级学生为例，在社会工作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中

以启蒙教育为切入点，打破原有“传授—接受”单

向教学模式，结合学生特性和专业特性，以专业启

蒙为出发点设计出“视读—分享”参与式教学模

式。通过选取具有启蒙性的视频、读物来吸引学

生，通过分享让学生主动反思专业学习及提升专

业认知，在课程教学中探索出社会工作专业启蒙

的新思路。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案例介绍

初入大学的学生对其所学专业的概念、价值

观、工作方法等往往一无所知，甚至部分学生选择

社会工作专业的原始动机并非兴趣和理想，缺乏

对专业知识的主动性。因此，本文选取 Ｓ大学社
会工作专业具有启蒙作用的“社会工作导论”作

为案例课程对Ｓ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大学一年级的
６９名学生进行１１个阶段性课时的“视读—分享”
参与式教学，以期为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创新提供

借鉴。

２．２　“视读—分享”参与式教学模式
２．２．１　“视读—分享”介绍

“视读—分享”是笔者为突破传统的“传授—

接受”单向教学模式而探索的新型社会工作参与

式教学模式。蔡小华表示社会工作作为应用型社

会学科，其显著特征是实践性［７］。结合社会工作

专业的实务特性，笔者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启蒙应

当由实务转化而来。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实务很

难直接开展，所以笔者通过“视读”把教材以外符

合启蒙教育的视频和读物引入课堂，让低年级学

生在课堂的学习过程中感受社会工作实务。洪佩

等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课堂进行实践活动的

过程中可以生成三种类型的实践知识：策略性知

识、反思性知识、自我知识［８］。

笔者将社会工作专业的启蒙学习与这三种类

型的实践知识相结合，分为专业初步认知、专业认

知转化、认知总结提炼三个阶段。“视读—分享”

就是在课堂实践中生成这三种类型实践知识的过

程，即组织学生对具有专业启蒙性质的视频、读物

进行自主学习，通过小组协作交流实现专业认知

转化，最后以不同形式来将专业认知进行课堂展

现的一种参与式教学模式。

２．２．２　“视读”作品
本研究中的“视读”是符合社会工作专业启

蒙特性、能够与课程教材相辅相成的视频、读物。

本研究选取的“视读”作品为微电影《做社工不只

是打一份工》和书籍《坚守信念———给社工学生

的３０封信》。这是香港城市大学甘炳光教授的
两个作品，能为社工专业学生学习如何做好社会

工作提供启示和参考，对未接触过专业学习的学

生具有专业启蒙作用。

微电影《做社工不只是打一份工》主要讲述４
名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在社会工作机构实习的过

程中思考从事社会工作要具备何种职业素质的故

事。选取此微电影主要是为了让学生直观了解社

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也让学生站在服务对象的

角度去了解社会工作者应有的素质。电影归纳了

社会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如工作态度、做社会

工作者拥有的十个“心”）、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社

会工作者如何处理与服务对象的关系等。书籍

《坚守信念———给社工学生的３０封信》以书信的
形式，围绕社会工作的本质和理念，以及社会工作

实务涉及的伦理规范、工作守则等展开，通过书信

的方式启发读者代入当事人的角色，使社会工作

者了解实务中的不当行为及其成因，从而强化社

会工作者的伦理意识。

笔者认为所选取读物的内容更加基础，能让

学生了解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理论知识以及实务

中理论的运用等。所选取电影的内容更为综合，

通过电影中的案例，不仅能让学生了解社会工作

的服务流程，学会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而且可以

让学生了解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态度、处事方式等。

因此，笔者认为学生在读物中学习到的基础知识，

在视频中又有综合展现，两部作品具有承接性。

２．３　专业启蒙
目前学界对专业启蒙还没有准确的定义。

《辞海》一书中对“启蒙”的定义为“开发蒙昧，指

教育童蒙，使初学者得到基本知识”［９］。笔者认

为专业启蒙，不只是让初学者了解基本知识，还要

多维度引导学生去体验专业理论知识、专业实质

９５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５年第１期

性工作内容及专业价值观等。为了从不同层面激

发学生对专业启蒙的兴趣，笔者结合社会工作专

业特性，将社会工作专业启蒙分为三个维度即认

知、情感和行为方面进行概念界定。

本研究将认知、情感、行为分别对应学生初步

了解专业、学生感受专业价值观和认同感以及学

生在社会工作专业学习中的积极行为，对学生的

专业启蒙进行测量。

２．４　问卷设计
２．４．１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以Ｓ市某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新生为研

究对象，在“视读—分享”阶段性课程结束后向受

试者发放问卷，问卷回收后筛除无效问卷。本次

调查共发放问卷７１份，回收问卷６７份，其中有效
问卷６６份，有效率为９８．５１％。

本研究问卷采用从“完全赞同”到“完全不赞

同”的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问卷共三部分，从

宏观（专业认同度等）、中观（课程中的学习方式

等）、微观（个人的专业认知、专业意志、专业行为

等）的角度设计问题，旨在了解“视读—分享”学

习方式是否对新生专业启蒙具有一定的作用，如

表１所示。

表１　调查问卷设计

主题 题号 具体内容

个人信息以及主要背景 问题１～７ 基本的个人信息以及从宏观角度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度

“视读—分享”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 问题８～１０ “视读—分享”教学模式是否对学生的专业启蒙有所帮助

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以及

发展前景的看法
问题１１～１４

学生在阅读《坚守信念———给社工学生的３０封信》和观看影片《做社工不

只是打一份工》之前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了解程度以及态度

专业认知 问题１５～１９ “视读—分享”教学模式是否让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有了初步的认知

专业情感 问题２０～２２
“视读—分享”教学模式是否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规范学

生学习专业知识的行为等方面有启蒙作用

专业行为 问题２３～２７
分享的形式是否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否丰富了学生对社会工作

的看法

２．４．２　信效度检验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可靠性，本研究通过ＳＰＳＳ对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０．９４６（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即克朗巴赫系数α，用于描
述一组测量技术的内部一致性，是衡量其所测量

变量总体可靠性的一个标准），总量表信度指数

高于０．８，显示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各量表
的内部体系与结构一致性较显著，各项结果经数

据分析后可予以采纳，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维度可靠性统计分析

维度名称 克朗巴赫系数α 题目数量

专业认知 ０．８９１ ５

专业情感 ０．８９３ ３

专业行为 ０．８２９ ３

总体 ０．９４６ １１

研究采用 ＫＭＯ检验检查变量间的偏相关
性，采用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判断各变量是否相对

独立。ＫＭＯ＝０．８９９＞０．７，达到了理论标准，同时

显著性为０．０００，表明问卷效度良好，如表３所示。
表３　ＫＭＯ和巴特利特检验

ＫＭＯ取样适切性量数 ０．８９９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１２１９．２３１

自由度 １９０

显著性 ０．０００

３　“视读—分享”参与式教学模式的应用
３．１　“视读—分享”学习方式应用思路

结合“视读—分享”教学模式来设计“社会工

作导论”课程的教学活动，探讨此教学模式的实

施是否能正面影响学生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

行为。教师选取适合的“视读”内容后，要充分组

织、引导学生来保证实施过程的稳定性。同时，在

给予学生充分自主权的前提下，要及时通过评价

来激发学生思路，从而达到教学目的，如图 １
所示。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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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应用思路

３．２　“视读—分享”应用过程
“视读—分享”教学模式的核心要素：一是选

取适用于专业启蒙且具有一致性和承接性的视频

与读物，分组展开讨论；二是在讨论反思过程中，

以不同的形式来进行课堂展示；三是对获取的社

会工作专业的知识、价值观等进行总结评价。在

具体教学中分为前期准备、中期实施、末期评价三

个阶段。

３．２．１　前期准备阶段
前期准备阶段，授课教师要在“社会工作导

论”课程正式开始之前提前选好适合启蒙教育的

视频和读物，并在课程开始时介绍选取的作品及

讲述教学方案，在课堂中完成分组工作。

（１）“视读”作品选取的重要性。选取社会工
作启蒙性视频、读物时，必须结合实务与专业知

识。同时，也应考虑本次阶段性课程所依托的

“社会工作导论”课程的教学任务。因此，选取的

作品要有一定的适切性以及专业启蒙性，同时，视

频和读物也应该相关联，尽量选取具有一致性和

承接性的作品。笔者认为，只有具备以上条件，才

能通过视频、读物的呈现，在了解社会工作专业的

过程中探寻启蒙教育。

（２）“视读”应用思路讲解的必要性。开展教
学活动之前，教师应预先向学生讲解“视读—分

享”学习方式整体思路。通过对整体方案应用思

路以及选取资料的初步了解，学生能更好地了解

本次阶段性课程的启蒙目标。以目标为导向，学

生才能有更加明确的学习方向。

（３）“视读”过程分组的科学性。在正式实施
方案之前，教师首先使用报数分组的方式将参与

课程的学生分为１０组，并通过内部推举的方式选
出各组组长负责组内整个阶段的课程组织规划。

报数分组方式，一是可以节省大量课堂时间；二是

可以打散关系好挨着坐的学生，防止“熟人”组成

的小组扰乱课堂秩序，影响教学质量。

３．２．２　中期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教师要在不脱离教学大纲的情况

下进行教学过程的设计，包括课堂分享方式、

“视”和“读”的先后顺序等。同时，教师不应只做

课堂的“旁听者”，也应在分享过程中及时发现漏

洞，并在适当的节点通过点评的方式引导学生改

进。最后，通过对每次课程的总结来有效激发

学生。

（１）实施方式的引领性。首先进行的是“视
读”中比较基础的“读”的环节。读物中每一封信

都对应社会工作的相应知识、价值观。１０组学生
选取１０封不同的书信进行分享，并在课前将选定
的书信告知同组学生，以便大家在课前阅读。同

时，教师通过使用 ６个“Ｗ”（分别为 Ｗｈｅｎ、
Ｗｈｅｒｅ、Ｗｈｏ、Ｗｈｙ、Ｗｈａｔ、Ｈｏｗ）的提问式来引导学
生，使学生详细全面地了解信中的案例，激发学生

的想象力，鼓励学生采用多元化形式分享，如视频

制作、角色扮演等。

（２）小组分享的考核性。为激发小组的学习
积极性，教师将小组分享的成果计入平时成绩。

小组分享成果包括课堂展示与小组海报。小组海

报是在所有小组分享结束后，各组将本组在信中

学到的价值观和专业知识，通过６个“Ｗ”的提问
式画出的小组海报。这样，不仅能促使学生积极

参与，也能提升组员的团队协作能力。

３．２．３　末期评价阶段
“读”的总结结束之后，教师会在阶段性课程

的最后一堂课上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观

看选取的微电影。观看结束后，小组针对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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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讨论，并给出相应答案。

（１）问题设置的导向性。观影前提出的问
题，必须以社会工作专业启蒙为导向，针对专业价

值观、专业基础知识以及社会工作者需要面对的

问题提问。同时，问题的设置要客观，不能有明显

的倾向性，需要学生在观看视频后经过分析和讨

论得出结论，这样才能引导学生对专业产生客观

的评价。

（２）专业评价的简短性。小组讨论后，教师
会让学生对“读”阶段设计的海报进行内容补充，

并限定小组用简短的三个词来回答，这样才能激

发学生对所得评价的深度思考，从而加深学生对

社会工作专业的认识与思考，同时提升问卷调查

的有效性。

４　“视读—分享”对专业启蒙作用的问卷
调查与分析

４．１　专业认知方面：建构专业知识体系，强化专
业理念认同

４．１．１　采用“视读—分享”教学模式前后学生专
业认知的对比

采用“视读—分享”教学模式之前，大多数学

生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均值较低，说明大一学生对

社会工作专业的认知程度低，如表４所示。

表４　采用“视读—分享”教学模式前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知情况

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５．填报志愿时，您对社会工作专业了解吗？ ６７ １ ５ ２．０９ １．２０３

１５．在“视读—分享”学习“社会工作导论”之前对社会工作专业感兴趣吗？ ６７ １ ５ ３．４２ １．０１７

２３．在“视读—分享”学习“社会工作导论”之前是否有从事社会工作的想法？ ６７ １ ５ ３．３４ １．２６２

　　“视读—分享”阶段性课程结束后，学生对社
会工作的认知均值均在 ４以上，说明“视读—分

享”教学模式对大一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与实现理

念认同具有促进作用，如表５所示。

表５　采用“视读—分享”教学模式后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知情况

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１６．“视读—分享”教学是否促进了您对本专业的认识和了解？ ６７ ３ ５ ４．３４ ０．７２９

１７．您是否在“视读—分享”教学中了解到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 ６７ ２ ５ ４．３１ ０．７８３

１８．您是否在“视读—分享”教学中了解到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及就业情况？ ６７ ３ ５ ４．２５ ０．７２５

　　以上数据显示，“视读—分享”教学模式对于
提升大一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知水平有较明

显的促进作用。

４．１．２　“视读—分享”教学模式促进学生专业知
识的积累及理念认同的实现

问卷结果显示，８５％的学生认为“视读—分
享”教学模式提升了自身专业认知水平。通过观

察学生的分享过程以及学生制作的海报，也能发

现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识程度在加深。

学生表示通过作品中的案例可以更好地理解

如“案主自决”“学会聆听”等专业理念，也了解到

社会工作是一个利他主义的职业。因此，“视

读—分享”教学模式能够使大一学生更好地了解

何为社会工作、如何学好社会工作，提高学生的社

会工作专业知识水平及理念认同程度。

４．２　专业情感方面：感知专业社会价值，打破固
有专业印象

问卷以“视读—分享”教学模式是否促进学

生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了解，是否让学生感受到社

会工作专业的成就感进行提问，对该教学模式在

学生专业情感方面的促进作用进行研究。大部分

学生通过案例学习对社会工作专业产生强烈的正

向情感，有６８．７％的学生认为通过这种模式能够
感受到社会工作专业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还有学

生表示“我更加了解了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是一

个伟大的专业”，以及“这种教学模式改变了我对

社会工作专业的看法”。在访谈过程中，有学生

认为“社会工作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以后要积极

投入实践，更好地服务社会”。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视读—分享”教学模式

能够让学生重构社会评价对社会工作的固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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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能够从主观意义上重新审视专业价值，也能激

发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同感。贾凡认为通过

意义体系（转化）进行的学习，才可潜移默化地实

现意义观点的转化［１０］。部分学生表示“我以后要

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传递希望”。因此，“视

读—分享”教学模式能够给大一学生提供具有正

向意义的专业情感导向，为学生的专业“初印象”

打下良好基础，对今后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

作用。

４．３　专业行为方面：认同课堂互动方式，转化积
极学习行为

对专业行为的评判，一方面是评判学生上课

听讲的状态以及参与课堂活动积极性，有学生表

示“‘视读—分享’教学模式让我们的互动增多，

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我以后会积极参与课堂活

动”。还有学生表示分享环节对自己的学习行为

有促进作用，“我要在以后的学习中经常与同学

分享感悟，通过交流提升创新思维”。这反映出

“视读—分享”教学模式在规范学生学习行为方

面起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评判学生是否有从

事社会工作相关行业的想法。“‘视读—分享’教

学是否让您产生以后从事社会工作的想法？”这

一问题的调查结果如表６所示，有将近４０％的学
生表示并没有让自己产生以后从事社会工作相关

职业的想法。在小组制作的海报中，仅有个别学

生提到以后会从事社会工作相关职业。因此，

“视读—分享”教学模式对学生职业意愿的促进

作用并不明显。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大一学

生，对他们来说考虑就业问题还比较早。

表６　“视读—分享”教学模式对学习行为方式作用的描述性分析

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２０．“视读—分享”教学模式是否让您产生积极的学习行为，并延续这一行为？ ６７ ２ ５ ４．１０ ０．８７３

２１．“视读—分享”教学是否对自己以后的专业学习有所规划？ ６７ ２ ５ ３．８８ ０．９１３

２２．您认为“视读—分享”教学模式是否对专业学习有启蒙作用？ ６７ ２ ５ ４．２７ ０．８４５

２４．“视读—分享”教学是否让您产生以后从事社会工作的想法？ ６７ １ ５ ３．６７ １．１４７

４．４　调查总结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视读—分享”参与式教

学模式能够在课堂上实现实践性教学。卢爱国等

认为实务训练是实践性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１］。

通过问卷调查可知，采用“视读—分享”教学模式

后，学生大都表示该模式可以激发其参与课堂学

习的热情。该教学模式能够引导低年级学生初步

建构专业知识体系，树立良好的专业印象，提升其

专业认同感，促使其产生积极的专业行为。因此，

“视读—分享”教学模式在学生专业认知、专业情

感、专业行为方面都产生积极作用，对低年级社会

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具有启蒙作用。

５　结语
本研究通过探究“视读—分享”参与式教学

模式对社会工作专业启蒙的作用，发现参与式教

学模式能够很好地应用在“社会工作导论”课程

教学。在阶段性教学中，“视读”教学能够使学生

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理念产生基本的认知；同

时，社会工作实务可以让学生直观感受本专业的

社会价值，异于传统教学模式的课堂更能改变学

生的传统学习思维，令学生产生积极学习行为。

因此，“视读—分享”参与式教学模式是符合专业

启蒙目标要求的教学模式。

同时，“视读—分享”参与式教学模式的教学

设计科学且合理，“视读”案例选取具有适切性、

一致性、承接性。在考虑教学大纲任务的前提下，

打破传统教育方式的限制，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

学方案。结合现阶段学生的特性，结合文化、社会

环境、娱乐等对学生的影响来设计实施方案。在

给予学生充分自主权的前提下，教师要扮演“引

导者”和“辅助者”的角色引导学生实施方案，包

括：对案例的理解以及对分享方式的创新，及时给

予学生鼓励与帮助，灵活掌控课程活动。因此，实

施此教学模式不仅能创新社会工作教学方式，还

能丰富教师的教学经验，提升其灵活应变能力。

但本研究对学生专业启蒙的考核不够完善，小组

成绩的同质性并未激发全体学生整体的深度参

与。因此，应当寻求适合专业启蒙的考核方案，通

过考核方案整合学生多元化学习成果，如分享方

式的创新、分享内容的丰富、海报作品组间的点

评、教师点评等，真正形成有效评价与学生成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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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反馈的良好模式。

总之，“视读—分享”参与式教学模式的专业

启蒙性还处于探索中，尽管在本次研究中已经看

到成效，能够为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创新提供经验，

但是仍需不断完善，不断优化社会工作人才培养

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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