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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工具理性:社会工作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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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习教育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实习教育将学校空间拓展到组织和社会空间，将社
会工作机构、项目委托方等纳入教育主体中，在多主体的碰撞中产生了角色、关系和专业性等三重困境。这些困境背后的根
源是各个主体所秉持的工具理性思维，使整体的实习教育被分割为具有不同目标的不同部分。超越工具理性，回归到社会工
作的本质和社会工作教育的本质，促进学生成为自身素质与能力提升的积极主体，推动实习单位、项目委托方嵌入人才培养
过程，加强高校实习教育的统筹管理，从而形成协同效应，将实习教育聚合为整体，实现人的培养和人的服务两个维度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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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社会工作是实践性非常突出的学科，强调价值、理论与
实践的统一。在社会工作发源的欧美国家，实习教育是培养
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必要条件，由于高等教育中社会工作实习
非常稀缺，因此有必要通过专业实习的设置，来发展学生的
知识和能力［1］。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明显呈现出
“教育先行”的特点［2］，高校社会工作教育者对专业发展的
推动作用很大，但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工作更需要与实践的结
合［3］。基于这种思路，我国高校的社会工作教育将实务能力
培养作为发展的重点，突出了实习教育在专业教育和人才培
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以“实地”“在场”为特征的实习教育，
将专业教育从学校场域拓展到组织和社会空间，将受教育者
与机构督导、项目委托方、服务对象等多方主体关联起来，既
使教育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大大增加，也使实现预期目标的
影响因素更加多元。不同空间的转换、不同主体的碰撞为社
会工作专业的实习教育带来哪些困难和挑战? 对该问题的
思考和讨论，直接的价值在于改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教
育，发挥其培养学生实务能力的重要功能; 同时，更深层次的
意义是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模式的一种反思，即在实地实习
中对各种张力的应对，或许可以回应目前社会工作教育中出
现的所谓“降维”现象［4］。

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教育设置中，目前不同高校基本

上采取了集中式和分散式相结合的方式。在集中式实习中，
又有与实践类课程同步的实习模式和相对独立的实习模式。
相对而言，与课程同步的实习模式集中体现了不同空间和不
同主体对于受教育者的共同塑造，既呈现了最多的张力，也
显现出最高的培养预期。因此，我们以 L校实施的具有典型
性的同步实习模式为例，通过案例分析和深度访谈①，来探
析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的多重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层因素。

二、文献回顾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教育除了
对于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还在专业的自我认同和
社会认同上起到很大作用，这就是有学者谈到的使“师生获
得了对社会工作的自我承认”以及通过社会服务来“赢得政
府承认”［5］。在承认实习教育重要性的同时，伴随着中国社
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进程，关于专业实习的问题和困境也在持
续的探讨中，并且涉及学生和学校、机构等不同角度。

从学生角度看，主要涉及个体的伦理困境和角色冲突
等。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实习教育中，因为种族、文化、地
区等因素而产生的伦理问题非常明显，实习学生往往会遇到
保密、自主和自我决定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因此在文化和社
会经济因素的背景下反思伦理问题尤其重要［6］。国内研究
也有很多相关分析，比如，基于实习生的身份而在实习过程
中遇到的个人期望与多元社会期望之间引发的角色冲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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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与多重角色扮演过程中引发的角色冲突等［7］，因为
缺乏较为系统的专业价值观而产生的与服务对象交往时的
伦理困境［8］，特别是项目实习如果不以学生实习为第一要
务，那么就会违背实习的本质，再加上如果直接让实习生提
供服务，没有考虑服务对象的利益，会违背“案主利益至上”
的伦理原则［9］。这种伦理困境还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如
案主自决与专业权威之间的困境、执行保密原则的困境、对
不同对象( 服务对象、社会工作机构等) 的忠诚困境、个人价
值观与专业价值观冲突的困境、专业伦理守则不完善的困境
等［10］［11］。

从学校和机构角度看，督导的专业性和实习制度的设计
是主要的关注点。学校的实习基地布局在有些地方多数集
中在社区和民政部门，缺少具有专业社会工作性质的非政府
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督导的实践经验比较少，机构督导
也缺乏专业性［12］。除了专业性以外，督导缺位的状况也或
多或少存在，具体表现为无督导、有督导无指导、督导形式化
等现象［13］。也有研究详细从机构层面探讨了影响实习成效
的因素，认为社工专业实习教育的组织环境有显著改善，专
业性、规范性显著，但机构运行和服务的专业性会受到政府
治理逻辑的影响，机构资源支持有限与服务对象迫切需求的
矛盾、机构实习管理制度的规范程度等，都明显影响实习效
果［14］。

在专业实习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一些研究者
的关注。有研究者讨论了社会工作实习中院系、个人和机构
等三大主体的互动，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整体目标与个人目
标、个人目标与机构目标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其中，实习生个
体具有学习者和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角色，是联结整个实习活
动链条的关键节点，因而将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具体呈现出
来［15］。还有研究者从学生角度探讨了与实习机构和服务对
象的关系问题，并提出处理一切关系的关键是学生的专业自
我等［16］。

针对实习教育中的问题和困境，一些研究者对解决的策
略和方法进行了讨论。目前，国外学者特别强调社会工作实
习中的跨学科性，比如，公共住房领域涉及公共卫生、社会工
作、工商管理、建筑等不同学科的跨学科框架［17］，应对多文
化需求、持续心理健康问题的跨专业实习模式的设计等［18］。
国内研究的特点也强调不同主体的合作和建立系统性的体
系。例如，有研究者提到，我国社会工作实习教学应以学生
为主体，以各个实习教育参与主体的需求为导向，统一考虑
学生成长的需求、社会服务的需求和机构的专业推动力量，
构建由不同目标组成的多维度的实习教学目标体系［19］。还
有从社会系统理论出发，将社会工作实习教育视为一个系统
工程，描述社会工作实习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研究对象以
及存在的问题，从互动系统、组织系统、社会系统等方面提出

建设路径［20］。
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基于一些案例和调查数据从不

同层面探讨了社会工作的实习教育问题，但仍缺乏对这一问
题的综合性分析和深层次反思。实习教育的困境需要放置
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虑其典型性表现
以及形成的基础和原因，反思专业本质和教育本质，进而寻
求专业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完善。

三、角色、关系与专业性三重困境

专业实习将社会工作的教育空间从学校拓展到更广泛
的组织和社会空间，实施教育的主体也相应多元化，从学校 /
教师扩展到机构 /督导、政府和社会等，同时实习学生自我教
育的主体性也更加明显。我们以学生为中心来反思实习教
育，将实习教育中的问题从个体角色、主体关系和主体专业
性等三个维度进行概括。

( 一) 角色困境
在实习教育中，实习生的专业身份被多重化，从学校空

间中的受教育者，到服务场所中的社会工作者，以及自身能
力培养和成长的教育主体。这些骤然增加的身份及其所蕴
含的不同角色期待，容易给实习生个体带来困惑，也让服务
对象对其身份产生疑虑。

1．学生自身角色不清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在面对机构、督导和服务对象的不

同需求时，对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没有清晰的认知，不清楚在
特定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适当行为。在访谈中，一位从
事青少年矫正服务的学生 X 的困惑非常明显: “我的问题就
是对自己的角色认识不明确，我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我在机
构中是什么角色? 我在小组中是什么角色? 我在个案中又
是什么角色? 甚至我觉得我做的这些工作没有什么价值，我
根本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的角色不明确、模糊，甚至是有
我没我都行。”

2．其他主体对学生身份的疑虑
与中国目前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状况相关，从高校走出

来的实习生尽管在一些机构中已经承担起很多服务工作，但
实习生在实务能力、角色认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会引
起社工机构的担心。在面对服务对象的时候，实习社工的角
色往往得不到对方的认可，其专业性和发挥的作用经常受到
怀疑。这在医务、司法等领域，由于涉及相关的行业服务，因
此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在医院实习的 Y同学说: “如果以
一个实习医生的角色去的话，服务对象也会接受你，但是你
告诉他你是社工，他们就不怎么能接受了。就比如在给服务
对象起针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不是专业的医学生啊，不行的
话就找教师来吧。我觉得他们就是不信任实习社工这个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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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关系困境
实习生从学校进入更广的社会空间，从理论到实践、从

专业价值到社会价值、从单一关系到多元关系，交往对象和
所处情境的复杂性也带来关系处理的很大困难。我们通过
案例的解析，从与案主、与机构、与政府以及与同事等四个方
面阐述交往关系问题。

1．与案主的“互动困境”
实习生在开展活动时，常常会遇到不配合的服务对象，

主要两种情况: 一种是非常消极的服务对象，表现出来的行
为是全程不说话、零互动、对实习生的安排没有回应;另一种
是过度积极的服务对象，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会无视小组规
则，比较强势地控制整个小组，进而取代实习生在小组中的
“带领者”角色。受访学生 D对此进行了描述: “非常消极的
人全程不跟节奏，全程消极无反馈。那种积极的对象，刚来
的时候也是不说话，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但是通过破冰活动
之后，他的积极性被带动出来，这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
放松了，就经常无视规则，觉得自己那么做就可以带动小组
赢，取得胜利，这种过度积极的行为就会导致小组变得非常
混乱。”

不论是消极服务对象，还是过度积极的服务对象，他们
在小组中的行为都会给实习生带来困扰。而且在实习过程
中，实习生与服务对象一开始并没有建立关系，他们在活动
中也是第一次碰面，并且每一次小组活动的服务对象都有不
同，这种现实状况也影响小组活动的专业性，并大大增加了
活动难度。

2．与机构的“目标冲突”
在实地实习中，实习生迫切地期待能够接触服务对象，

了解他们的需求，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来解决问题，但机构对
实习生的目标定位是辅助性的，对他们的要求是不能与服务
对象单独建立专业关系，即使想要与服务对象见面，也要征
得机构社工的同意，并在机构社工的带领下进行。自身期待
与机构要求不符，结果只能是实习生降低工作期待，并由此
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甚至会出现排斥机构任务安排等各种
负面情绪。例如，受访学生 X这样表述: “机构对实习生不是
特别重视，就是那种我知道你就工作三个月，不太希望你打
扰到案主，有点排斥我们去跟案主交往。专职社工对实习生
没有很大的期待，不希望我们过多参与案主的活动……事实
上，我自己很希望能够做一个引导者、治疗者或者更重要的
角色，但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夭折了。我自己的期待和机构对
我的要求不能符合，二者权衡下来，我就只能降低自己的期
待，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工作中会产生不适应感，甚至有点
排斥，就会想自己来这里干什么呢? 也没有什么要做的。”

3．与政府的“价值冲突”
这是学生专业价值与目前社会价值相冲突的一种典型

形式。目前，我国社工机构的很多项目都是政府部门购买的
服务，对于部分委托项目，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甚
至不在意社会工作的价值和理念，他们的诉求更多的是通过
照片和文案等方式呈现的活动本身，以及由此达到的宣传效
果、对政府部门业绩的展示等。比如，受访学生 D 谈到自己
进行社区矫正实习时: “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是在政府工作的
公务员，但是他们事实上对于社工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他们理解不了我们社工的方法，他们只是追求他们的利益最
大化，他们要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效果，想让别人知道他
们为社区服刑人员做了哪些事情，所以社工在里面就很难开
展工作。”

参与社区营造实习的受访学生 C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我写过很多策划，但我的想法根本不重要，社区居委会的想
法才最重要。因为是政府购买项目，政府( 居委会) 给钱，所
以不听他们的不可能。而且居委会有他们自己对活动的考
量，他们要的是最后的效果，能不能拍出好的照片，到时候做
出来好不好看、漂不漂亮，他们就关注这些东西。”

4．与机构同事的“交往问题”
机构同事是学生在实习中相处时间最长的对象。尽管

同事交往不是严格的专业关系，但也是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必
须面对的问题以及必经的能力培养过程。很多实习生不容
易融入机构同事的话题圈子，他们之间常常会因为职业兴
趣、工作经历等方面的差异而缺少共同话题。特别是当出现
特定事件的时候，如何恰当地进行应对是实习生非常纠结的
难题。比如，受访者 Y谈到处理同事关系的一件事: 当机构
领导向他询问机构工作人员( 同事) 的工作状况时，使他陷入
了“是如实回答，还是说谎”的困境中。

( 三) 专业性困境
尽管高校实习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但从 L校同

步实习的实施情况看，无论是校内督导，还是机构督导，都还
存在一定程度的专业性问题。

1．机构督导专业性不足
机构督导的角色非常重要，负责具体指导学生开展实务

工作，帮助学生内化专业技巧、专业方法以及专业伦理等，衔
接起理论与实务两个领域，但从客观上看，近些年国内社会
工作机构大量出现，很多机构的创立者并非社会工作科班出
身，更不用说这些机构中的从业人员，因而不同机构的专业
性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能够胜任学生督导工作的实务工作
者还比较欠缺。

受访学生 A所在的机构承担社区服务项目，他说: “机构
督导的专业水平不是很高，不知道可以给我们什么专业的建
议……他们写过的策划书也特别简单，两页纸就没了，就没
几个字。”在工会组织所属的部门实习的学生 Z，也谈到机构
督导对小组工作方法的陌生，结果自然是难以达到初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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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 “我的督导不太熟悉小组方法，他只是按照上面的要
求来做。当时是开一个书画班，它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大家的
国学爱好，促进大家一起沟通，应该有这样一个目的，但最后
这个活动就变成了一堆人来这边画画，画完就走了。”

2．学校督导支持不足
学校督导对学生的指导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在学生需要

的时候未能及时在专业知识、心理和情感上为学生提供相应
的指导和支持。原因一方面是督导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教师重理论轻实务以及自身实务水平
不足的问题。学生 B就很直接地提出，自己的学校督导教师
“一次督导会议也没有开过”，学生 Z也反映自己的学校督导
“太忙啦，基本上很难约到时间开会”，导致很多问题只能寻
求机构督导或同侪督导的帮助。

四、工具理性思维:实习教育困境的反思

上述角色、关系与专业性上的教育困境，体现出不同教
育主体在不同空间中各行其是的一种状态。实习教育作为
一项专业教育活动，由于各个主体的分立，未能形成一个内
部衔接紧密的完整体系。学生作为实习活动中的最关键主
体，为什么会轻易陷入迷茫? 机构和学校作为协同育人的教
育主体，为什么会在专业性支撑上尽显不足? 学生从项目委
托方( 其中包括一些政府部门) 的身上为什么难以获得正面
的专业影响? 这些相互牵连的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因
素和力量在发挥作用?

我们借用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来反思这些问题。韦伯
将合理性区分为两种类型，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
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
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
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1］。工具理性指
引下的行动，聚焦的是达成目标的最有效手段。这种理性思
维在现代社会中所向披靡，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
而形成韦伯所称的“理性铁笼”。在本文所讨论的社会工作
实习中，各个主体和领域也因为渗透着工具理性思维，而在
相关的行动和活动中呈现出各自分立的行为特征。

学生的工具理性思维影响对专业本身和实习教育的认
知，进而限制了学生在实习活动中主动应对问题和积极寻求
专业能力提升的动力。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从 1988 年开始恢
复和重建，发展时间并不长，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建设虽
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总体上社会认知度还不够高，职业地
位仍然没有得到较大提升。基于这种比较现实的考虑，不少
学生在专业实习中的主要诉求，仅仅是希望能够完成规定的
学习任务，或者是希望能够获得从事社会实践或社会服务的
经历证明，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仍有不足，对社会工作行
动本身的专业性心存疑虑，对社会工作职业的未来发展不甚

清晰，以致在实习过程中容易放大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从而
陷入比较迷茫的困境。

学校和机构的工具理性思维体现出重视形式理性而忽
略实质理性的特点，将专业实习教育作为一个必需的人才培
养环节，但对于实习教育的内在质量和效果关注不足。在整
个社会工作教育中，实习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高校
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在一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比如教师投入、与机构的沟通等，学校有时候容易将实习教
育的实现等同于学生进入实地空间、完成规定的时间和项
目，而未能去考量实习究竟为学生带来了什么。实习机构的
理性思维不仅如此，还表现为通过大量招聘实习生来缓解人
员不足、任务繁重的问题。一些受访学生认为，实习生已经
撑起了机构的“半边天”，但是没有在实习补贴、专业支持等
方面得到很好的考虑。

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项目委托方的工具理性思维体现
了目前对于社会工作的工具性社会观念。我国社会工作发
展中“政府—专业”合作下深度“嵌入”的发展模式［22］，使社
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稳定机制的特征非常突出。社会工作
的价值目标主要有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
健康发展等，但是如果把它简单地工具化，单纯作为实现社
会稳定的工具，就会忽略最核心的价值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
和社会公平，忽略社会工作在人的觉悟培养、能力提升方面
的重要价值。此外，项目委托方在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中，片
面追求活动形式的丰富绚丽和宣传效应，也是非常典型的工
具理性思维。

五、回归本质:工具理性的超越

社会工作实习教育中的多重困境有很多具体的应对方
法，很多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比如，社会工作
要加快职业化进程，争取政府部门更多的资金支持，加强专
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23］，社会工作的教育界与实务界应
该根据实习教育目标的分层框架，发挥各自的优势，联合进
行指导等［24］。当然，基于对实习教育困境深层因素进行的
反思，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必不可少，但
关键还在于对工具理性思维的超越，回归到对社会工作本质
和教育本质的思考。

社会工作应通过社会服务、政策倡导等方式来实现在人
的全面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虽然是一项教育活动，
但是已经拓展到社会空间中，本身已成为一项社会服务活
动，具有教育与服务的双重属性。作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工作
专业实习，其本质就是要服务于案主的潜能提升和全面发
展。因此，在专业实习的情境中，无论是项目委托方，还是承
接项目的社会工作机构和包括实习学生在内的社会工作者
群体，不能单纯追求工具性的目标，而应当坚守社会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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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和发展人的本质特征。
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培养。实习教育作为社会工作专业

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这一本
质目标。教育者所有的工作，应当是围绕这个目标来展开
的。如前文所述，社会工作实习教育是多主体参与的教育过
程，机构督导不仅是学生参与社会服务的指导者，还是社会
工作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从教育的角度看，机构督导一方
面要带领学生完成实务项目; 另一方面，也需要与学校教师
协同，尽力为学生的专业成长提供支持和帮助。

因此，回归社会工作和教育本质，从实习教育主体的角
度看，需要教育理念的转换和行动的创新，用以克服理性化
的困境，形成不同主体之间有效协同的状态，使社会工作实
习教育在人的培养和人的服务两个维度都能获得良好效果。
具体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学生成为自身素质与能力提升的积极主体。在实
习教育过程中，学生不是被动接受的客体，参与专业实习也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学分要求，或者是为了获得必要的实践证
书，而应该成为培养自身能力、促进自身发展的重要主体。
引导学生走出功利性的诉求，推动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证明自己，才可以使他们在广阔的实习实践舞台上发展自
己，同时也可以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专业态度，并
最终建立起专业认同。这也是推动社会工作专业获得社会
认同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校、实习单位在实
习计划安排、工作流程安排、生活服务等方面为学生提供必
要的支持，激发学生的自主性。

第二，实习单位、项目委托方深度嵌入专业人才的培养
过程。就实习单位而言，不能游离于实习教育之外，成为单
纯的实习生使用者。目前常见的情况是: 学校与实习单位之
间的联系呈现单向性，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会主动与实习单位
对接，但此后双方的反馈交流则显得比较薄弱。在实习教育
中，实习单位需要进一步嵌入高校人才培养的进程中，把人
才培养作为实习岗位的主要目标之一，加强与高校的协商沟
通，在实习工作中制订科学合理的实习生培养和工作计划;
同时，作为专业性实习机构，也需要注重通过教育培训等方
式，不断提升实务工作者( 特别是学生的机构督导) 的专业水
平。

政府作为目前最主要的项目委托方，是购买社会服务的
主体。其目标从表面上看是确保具体服务项目的实施，而从
根本上看，它是在履行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所担负的社会责
任，即寻求有效的社会治理，并最终增进人民福祉。因此，培
育社会组织、培养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等社会力量，并推进他
们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也是政
府的基本职责所在。

第三，高校要加强实习教育的统筹管理。不同教育主体

之间的协同育人，最重要的链接者和推动者是学校。对于实
习单位和项目委托方，学校( 专业院系) 要思考如何能够推动
自身与对方的深入合作，以形成一种协同共进、更加紧密的
新型关系。这需要学校从两个方面形成制度化的机制: 一是
“请进来”，即行业专家进课堂，邀请经验丰富的实务工作者、
相关部门管理干部参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实践教育，进入
实践教学课堂，分享专业实践和政策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
二是“走出去”，即教师广泛参与社会服务，鼓励并支持专业
教师深度参与到实习单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适当的项目中，
为实习单位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机制，
形成链接校内外不同教育主体的牢固纽带。

对于学生，期望他们在实习过程中获得怎样的成长，如
何引导他们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是学校和教师必
须重点关注的涉及实习教育质量和成效的根本点。学校需
要进一步完善督导机制，规范教师在实习督导过程中的任
务、责任和流程，激励用心投入实习督导的优秀教师。督导
教师不仅可以定期召开督导会议，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实
习情况，有针对性地给予支持和指导，还可以定期对学生实
习情况进行评估，帮助实习学生完成阶段性的总结和反思，
以便对实习过程加以持续改进。

注释:

①学生社会工作专业的周晓彤( 笔者的学生) 在 2019 年 5 －

7 月期间，对参与专业实习的一些学生进行访谈，收集了相

关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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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Instrumental Ｒationality: Ｒeflections on the
Triple Dilemmas of Social Work Field Education

YE Peng － fei
( 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Ｒelations，Beijing 100048，China)

Abstract: Field pract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Field education expands school
space of education to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space，and turns social work agenci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to the education
subject． Pending the collision among multiple subjects，a triple dilemma of roles，relationships and expertise has formed． The root of
these dilemmas lies in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 thinking held by each subject，which makes the whole field educatio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parts with different goals． Only by going beyo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returning to the essence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promoting students to become the active subject of their own quality and ability improvement，propelling internship u-
nits and project clients to embed the talent training process into education，and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management of college intern-
ship education，a synergistic effect can be played among educational subjects，contributing the field education integrating a whole，so
a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two dimensions: training people and serving people．

Key words: social work educati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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