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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本学位点立足于复旦大学的厚实基础和区位优势，以及

2001-2009 年与香港大学合作被国际认可的社会工作硕士、

社会工作行政管理硕士两个学位项目累计的经验，扎根中国

大地，精准把握学科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前言优势，积极借鉴

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模式和研究经验，致力于打造体现复旦

特色的教学研产一体化的学科发展机制。

聚焦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紧扣快速转型中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建设“健康社会”为基

础，业已形成“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管理”、“健康社会工作”、

“家庭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四大特色方向，专注于

从宏观政策研究到临床在地服务相整合的学科体系建设，培

养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扎实的理论知识、科学的

研究能力、严谨的批判性思维和多元的创新能力的整合型实

务领军人才。

凝聚 34 名专任 MSW 导师、３名专职督导和坚实的校外

督导梯队力量，精耕思政与专业教育融通的本土化培养模式。

现有 224 位在校生，2021 年度招收 79 人，并增设社会政策

非全日制方向。推免生源以双一流高校为主，约占 35-40%。

毕业生兼具过硬的专业能力和优秀的综合素质，超半数以上

毕业生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升学等相关领域，在国内

外同行中享有良好声誉和重要影响。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自 2010 年启动招生以来，本学位点招生规模保持稳定，

生源质量稳步改善，招生方向设置合理，巩固基础知识与理

论功底，注重在校生培养质量，严密指导论文选题开题，全

面提高实务动手能力，全力保障学位论文质量。通过全国优

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学位点进一步吸引全国范围内著名高

校优秀大学生积极参与，优秀生源更加多元化，生源质量稳

步改善。

目前，社会工作硕士在校生全日制 201 人；非全日制社

会政策方向 23 人，主要来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公益团体组织等。全日制 MSW 项目中，56 名 2019 级

研究生基本完成论文写作、学位论文评审、完成答辩，76 名

2020 级别研究生大部分完成课程修读任务、全部完成 800 小

时实习工作；63 名 2021 级研究生已完成学籍注册、确定导

师，相关课程修读临近学期尾声。

根据学位论文审查及答辩情况，近五年 MSW 硕士项目学

位论文共有 355 篇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共有 28 篇荣获学院

优秀学位论文。其中，2020 年通过答辩获得学位者 77 人，

2021 年 62 人。历次学位申请与论文审查过程中，论文盲审

抽检一次性通过率为 100%，未出现论文评审结果异议或者申

诉情况，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率为 100%，在历次上海市毕业生



学位论文抽检等重要环节中，MSW 硕士学位论文未出现异议

或抽检不合格情况。

社会工作硕士项目注重学位论文选题指导，狠抓学位论

文质量。历届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较高，毕业生素质较高，

得到业界的广泛赞誉。参照《全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指导委员会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指导性培养方案（修订

稿）》、《上海市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和评价

指标体系》研究报告，及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专业学位

培养基本要求，学院制定《研究生培养必修环节实施细则》，

对本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及学位论文提出明确要求，项目

针对社会工作硕士学位论文，还制订《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硕

士（MSW）专业学位论文的基本规定》。通过上述文件起草修

订和制定规章制度，全力保障在校研究生培养质量与学位论

文撰写水平。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本学位点立足学科特点，全面构建育人体系，紧紧围绕

立德树人的根本问题，将育人工作落实到课程教学、社会实

践、科学研究、组织管理和思政队伍建设等每个环节之中，

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专业人才。

1.聚焦“整体需求”，深化价值实践。围绕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能力的核心目标，着力提升本学位点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在锻造学生理想信

念和科学道德之基中的内涵式作用，以价值之“道”点亮知

识之“学”、能力之“术”，呼应专业价值、知识、能力三位

一体的培养要求，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

领的专业实践。

2.推行“过程评估”，落实党建引领。构筑以学生为中

心的过程管理机制，培养学生爱国为民的社会关怀意识，在

专业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知行合一。每门课程中融入 0.5

个实践学分，藉由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圈层效

应，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落实党建引领。

3.直面“当时当地”，践行实践育人。注重本土资源导

向，整合境外优秀师资资源，持续做大夏令营、国际暑期班

等平台效应。夯实和开拓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聚力打造“服

务学习”等实践教学品牌，提升专业实践的本土意识和全球

意识。强化导师科研育人意识，定期面向学生开展“科学道

德与学风建设”系列参与式主题教育活动，强调科研诚信、

学术伦理，形成良好学风。

4.注重“集体增能”，加强团队建设。以班级学生党支

部为引擎，以团支部为助力，扎根班级一线、面向全员研究

生，做实专业学习、社会调查、实习实践、论文撰写，积极

开展党史教育系列主题活动，导师全员参与思政工作，构建

管理服务育人体系。定期赋能导师，依托基层党组织，全力



保障专硕研究生培养质量与学位论文撰写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