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工作妇女服务领域简介

领域特色

妇女服务领域的研究生培养以我校社会工作学院为依托，旨在培养遵守专

业伦理守则、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身心健康；掌握与妇女服务相关的理论和

方法；熟知我国与妇女服务相关的政策；了解妇女服务领域的热点问题；具备

开展与妇女服务相关的社会服务所需要的策划、执行、督导、评估和研究能力

的研究生。

社会工作学院由社会工作系和社会学系组成。社会工作系成立于 1993年

11月，是国内高校较早设立的社会工作系之一，其前身是 1984年成立的妇女

运动系。社会工作系成立二十年来，已累计培养 14届近千名本科毕业生，并于

2013年起招收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工作系拥有全国一流的社会

工作实验室，可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其学习条件、教学资源等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先后获得了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北京市特

色专业建设点、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市优秀

教学成果奖、北京市精品课程、北京市精品教材等，有两位教师获得北京市教

学名师称号。社会工作学院以学生为本，注重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性别意识，实践能力突出的应用型专业人才，专业毕业

生受到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和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肯定。

社会工作学院与全国妇联、北京市妇联、深圳市妇联、海南省妇联、赤峰

市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等保持长期密切合作关系，承担了多项有关妇女工作

及政策的重大研究，在妇女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实

力。近年来，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办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论坛

会议，研究成果丰硕，与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港澳台地区保持着良好的合

作交流关系。

师资队伍



妇女服务领域具有强大的师资队伍，共有专业教师 17人。其中，拥有正高

职称的教师占比

23.5%，拥有副高职称的教师占比 30%。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

71%。导师由院内优秀教师及校外行业专家构成。校内导师全部拥有博士学位或

副高以上职称，校外导师拥有硕士以上学位，任重要行政职务。

就业方向

学生毕业后可在与妇女服务相关的工作领域，如全国及各省市妇联及其下

设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等从事项目设计、服务、管理与研究等

工作。

社会工作妇女服务领域主要校内导师简介

张李玺

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共十六大、

十七大代表。兼任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婚姻家庭学会副会长。从事

妇女学教学和性别研究工作，主要讲授女性心理学、妇女社会工作、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等课程。先后出版了《女性学心理学》等专著，在中外杂志上发表了

《父权制的复苏和中国妇女的回应》等多篇中英文论文。主持了多项国家社科

基金、省部级项目和课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

教学（高等教育）成果奖获得者。

刘梦

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工作

教育协会副会长，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编

委、国际社会工作杂志（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 编委、社会政策评论

（Critical Social Policy）编委。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本



土化、家庭暴力、妇女社会工作等，主要讲授课程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儿

童福利、小组工作、质性研究、社会工作评估研究等。《小组工作》获北京市

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十余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几十篇。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教学（高等教育）成果二等奖获得者。

李敏

女，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社会工作学

院院长助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实务项目、北京市共建项目等十余项，参与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

点）、教育部、工信部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十余项。主要讲授课程有社区服

务与社区发展、家庭社会工作高级实务、儿童社会工作、社区工作、社区服务

管理实务等。研究领域为社区工作、家庭社会工作、性别研究。在国内外学术

期刊公开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中华女子学院第三届学术骨干。

矫杨

女，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华

女子学院研究生处处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理事，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民办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工作委员会理事、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

会工作协会专家委员。教授的主要课程包括社会工作概论、人类行为与社会环

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科入门指导、社会工作理论、游戏与活动设计、精

神健康社会工作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工作教育、妇女社会工作、家庭社

会工作等。主持和参与各类课题项目二十余项，出版《社会工作基础》、《家

庭暴力干预-医务工作者培训手册》、《家庭暴力的医疗干预》等著作，在国家

核心期刊及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北京市优秀教学（高等教育）成果奖

获得者。

朱东武

女，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婚姻



家庭研究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北京社会工作者协

会理事。主讲社会工作伦理、社区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导论、优势

视角社会工作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工作、社区工作和家庭暴力干

预等。

齐小玉

女，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社会

工作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承担全国妇联与联合国四个机构合作的“社区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手册”的主编和相关培训。主要教授课程：家庭社会

工作实务、妇女社会工作实务、老年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社会政策、社

会保障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性别研究，家庭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老年

社会工作和反对家庭暴力干预实践与研究，具有丰富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参

与编著《中国精神卫生服务：挑战与前瞻》、《城市社区多机构干预家庭暴力

的实践》等和《妇女社会工作》、《自我认识与成长》等教材。北京市优秀教

学（高等教育）成果奖获得者。

杨静

女，博士，副教授。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近

邻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教授个案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实验室、妇女社会

工作、自我认识与成长小组等主要社会工作课程；研究方向为性别视角的妇女

问题和妇女工作，农村工作，研究领域包括妇女参政、农转居新型社区工作、

社会工作教育、行动研究等。著有《政治理想与现实冲突——女领导干部生命

故事研究》；编著《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经典著作读书札记》

、《个案社会工作》等五部著作。参与编写《妇女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

作》等多部教材，在国家核心期刊以及其他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