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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融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社会工作概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的要求和内容

1、考试的要求

社会工作概论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理论课程，主要包括社会工作总论、社会工作方法和社会工作实

务三个部分，社会工作总论涵盖社会工作的概念，类型、性质、功能、发展演变、价值体系、理论基础、

过程模式、实施模型等基础理论知识；社会工作方法系统地讨论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

行政、社会政策、社会研究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社会工作实务结合中国实际，介绍了老年、儿童、残疾

人、医疗、工业、矫正、反贫困及社区福利服务等社会工作主要实务领域的基本知识。要求考生比较全面

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工作方法，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

2、考试内容

第一章 社会工作导论

一、社会工作的性质（重点）

二、社会工作的意义与相关领域的关系（次重点）

三、社会工作的功能（一般）

第二章 社会工作发展

一、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社会工作实践（重点）

二、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次重点）

第三章 社会工作价值

一、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重点）

二、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重点）

三、价值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意义（次重点）

四、行程中的我国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一般）

第四章 社会工作理论

一、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重点）

二、社会工作理论的范围及结构（重点）

三、社会工作的实施理论（重点）

四、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建构（次重点）

五、社会工作理论的意义及发展（一般）

第五章 人的行为与社会环境

一、人的行为的三个层面（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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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行为与社会工作概述（一般）

三、人的行为与生命周期（次重点）

第六章 社会工作过程

一、社会工作过程要素（重点）

二、社会工作的主体与对象（次重点）

三、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一般）

四、社会工作过程模式（次重点）

第七章 个案社会工作

一、个案社会工作的实施原则与程序（重点）

二、个案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历史沿革（一般）

三、个案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重点）

四、个案社会工作的技术、技巧（次重点）

第八章 小组社会工作

一、小组社会工作的意义及其历史（一般）

二、小组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重点）

三、群体运作的过程与小组社会工作的程序（重点）

四、小组社会工作实施的原则与技巧（次重点）

第九章 社区社会工作

一、什么是社区社会工作（次重点）

二、社区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重点）

三、社区社会工作实施的原则与程序（重点）

四、中国的社区社会工作（一般）

第十章 社会工作行政

一、社会行政概述（一般）

二、社会行政的发展演变（一般）

三、社会行政的功能（一般）

四、社会行政的基本过程（重点）

五、社会工作督导（一般）

六、社会工作咨询（一般）

第十一章 社会福利政策

一、社会政策的含义与类型（次重点）

二、社会政策理论的发展（重点）

三、社会政策的一般过程（次重点）

四、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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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社会工作研究

一、社会工作研究概述（一般）

二、社会工作研究的基本程序（重点）

三、社会工作研究的主要方法（次重点）

四、评估研究法（一般）

第十三章 老年社会工作

一、老年问题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一般）

二、老年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重点）

三、老年社会工作的目标和原则（次重点）

四、老年社会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次重点）

五、中国的老年社会工作（一般）

第十四章 儿童社会工作

一、儿童社会工作概述（一般）

二、儿童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次重点）

三、儿童社会工作的实施策略（重点）

四、中国的儿童社会工作（一般）

第十五章 残疾人社会工作

一、残疾人社会工作概述（一般）

二、残疾人社会工作实务（重点）

三、中国的残疾人社会工作（一般）

第十六章 学校社会工作

一、学校社会工作概述（一般）

二、学校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重点）

三、学校社会工作的实务基础（重点）

四、中国的学校社会工作（一般）

第十七章 医疗社会工作

一、医疗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发展历史（一般）

二、医疗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及基本内容（重点）

三、医疗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与过程（重点）

四、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次重点）

五、中国的医疗社会工作（一般）

第十八章 工业社会工作

一、工业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职责（一般）

二、工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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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方式和方法（次重点）

四、中国的工业社会工作

第十九章 矫正社会工作

一、矫正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起源和发展（一般）

二、矫正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重点）

三、中国的矫正社会工作（一般）

四、中国的社区矫正（次重点）

第二十章 反贫困社会工作

一、贫困的概念及其测量（一般）

二、对贫困现象的理论解释与现实分析（重点）

三、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务基础（次重点）

二、考试的形式和结构

1、考试形式：闭卷

2、考试时间：120 分钟

3、试题类型：选择题、基本概念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三、教材及考试参考书

《社会工作概论》（第三版）（李迎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广东金融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社会学概论》考试大纲

一、 考试的要求和内容

1、考试的要求

社会学概论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基础理论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化与社会互

动，初级群体与社会组织，社区与城镇化，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制度与制度建设，社会问题及其对

策，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以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要求

考生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基本概念，理

解社会学基本流派，了解社会学的发展历史，能够综合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理论来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

解决社会问题。

2、考试内容

第一章 社会学的对象与学科性质

一、社会学的学科特点与功能（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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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次重点）

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般）

第二章 社会及其构成

一、文化的内涵（重点）

二、社会的构成要素与类型（次重点）

三、社会的特点及类型（一般）

第三章 人的社会化

一、人的社会化的含义与内容（重点）

二、社会化的机构与过程（重点）

三、社会化与个性发展（次重点）

第四章 社会互动

一、社会互动的类型及意义（重点）

二、社会互动的理论（一般）

三、社会角色与社会网络（次重点）

第五章 初级社会群体

一、社会群体及其类型（重点）

二、初级社会群体的特征与功能（重点）

三、初级社会群体的典型——家庭（次重点）

第六章 社会组织

一、社会组织的特征与结构（重点）

二、组织目标与组织运行（重点）

三、社会组织的管理（次重点）

四、中国的社会组织（次重点）

第七章 社会阶级与社会阶层

一、社会分化与阶级（重点）

二、社会分层（重点）

三、社会流动（重点）

第八章 社区

一、社区的基本概念（次重点）

二、社区的类型（重点）

三、城市社区（重点）

四、城乡关系（重点）

五、城市化的进程（次重点）

六、我国的城市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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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制度

一、社会制度的含义与类型（重点）

二、社会制度的构成与功能（重点）

三、制度化与制度变迁（次重点）

第十章 社会问题

一、人口问题（重点）

二、劳动就业问题（重点）

三、贫困问题（重点）

四、社会问题的一般特征（次重点）

五、社会问题的认定（次重点）

第十一章 社会控制

一、社会控制的含义与功能（重点）

二、越轨行为（重点）

三、社会控制的手段（重点）

四、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越轨行为与社会治理（重点）

第十二章 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

一、社会保障的理念与制度类型（重点）

二、社会保障的功能（重点）

三、社会政策的功能（重点）

四、社会政策的过程（重点）

五、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一般）

六、社会工作的内容及其功能（重点）

第十三章 社会变迁

一、社会变迁及其类型（重点）

二、社会变迁的理论（次重点）

三、社会规划与发展战略（一般）

第十四章 社会的现代化

一、“现代化”的含义、内容与特征（次重点）

二、理解“现代化”的主要理论模式（一般）

三、后发展国家及中国的现代化（次重点）

四、“后工业”时代与现代化（次重点）

第十五章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一、社会调查研究基本过程概述（次重点）

二、实地调查前的准备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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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资料的收集（重点）

四、资料的整理与分析（重点）

二、考试的形式和结构

1、考试形式：闭卷

2、考试时间：120 分钟

3、试题类型：选择题、基本概念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三、教材及考试参考书

《社会学教程》（第四版）（王思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