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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試題評析 

本次直接服務的考題較偏重個案工作，其中第二題和第三題皆屬於個案工作範疇，團體工作和社區

工作各考一題，雖然題目的難度不高，但著重於三大方法實施過程中的相關議題，故在答題時，考

生需要多一些思辨能力，一般程度者應該可以在六十分左右，程度較佳者約在七十分上下；第三題

的優勢觀點在授課的補充資料、第四題的團體倫理在授課講義中皆有所鋪陳。 

 

一、推動社區工作一再強調的是「社區居民自主、自助和自決的參與」，但是阻礙社區居民參與的可

能因素有那些?（10 分）如何增進社區的參與？（15 分） 
 

【擬答】 
(一)阻礙社區居民參與的可能因素 

1.發生社區衝突情形 

有一危脅行為產生，此危脅行為乃是與社區價值、工作目標或社區政策不一致，以致造成社區的緊張，居

民不願意參與社區工作推動。例如社區工作者是以「外來者」或「介入者」的角色出現在社區，某些社區

在未意識到其社區內部發展需要仰賴外來力量協助時，會出現抗拒行為與態度，而可能的原因是來自社區

內在既得利益者的阻擋。 

2.社區資源不足 

社區資源的不足，一方面是現有資源不曾被使用或發現；另一方面，有可能是社區居民不知道什麼是資源。 

(二)增進社區居民參與的方法 

1.理解社區工作的價值觀與哲學 

(1)以社區居民的需要為前提 

(2)以社區均衡發展為前提 

(3)民主參與勝過寡頭決策 

(4)協同合作勝於孤立無援 

綜括上述即為「社區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1)以社區作為政府最基礎之施政單位，強調社區的主體性及自主性。 

(2)社區居民參與：培養社區自我詮釋之意識及解決問題之能力。 

(3)由下而上：培育社區營造人才，強調培力過程（empowerment）的重要性。 

2.善用衝突管理的技巧 

去面質社區衝突的行為，協助居民產生調適的行為，而願意投入社區工作。社區工作者宜召開社區發展說

明會，廣邀社區居民參與，目的在讓他們有表達意見的機會，同時要訂定規則，即以多數為依歸，並尊重

少數意見，盡量在以獲得整體社區最大利益下，做出方案計畫的推動。 

3.引進社會資源的挹注 

社區工作者宜扮演資源開發者與計畫者的角色，會同社區重要人士，共同針對社區需求，與待解決之社區

問題所需資源，尋找社區內部所能提供的能力，包括人力、物力、財力、軟硬體等。引導社區居民去開發

潛在的資源，鼓勵他們以自己的力量，來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 
4.重視社區工作原則的運用 

(1)個別化原則 

社區居民的需求都不同，各社區情況也不同，他們各有特色，所以處理時要因個別的差異而作個別處理，

以提高工作效率。 

(2)居民自覺原則 

以居民為主體，工作者只能從旁輔導協助，不能一切以工作人員決定，而應由社區居民自己來決定。 

(3)整體利益原則 

社區的態度與個人的人際關係或行為都應以全體的利益為前題，不能以個人的立場或利益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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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民參與原則 

社區組織是強調居民參與，大家來關心自己的社區，而一起參與社區活動，以達社區目標。 

(5)民主自由方式進行原則 

社區組織是由居民自動自發、自願參與，是講求多數人的意見與決定的一種工作。 

(6)社區需要原則 

社區組織是不講傳統的問題，只依實際社區需要而推展的工作。 

(7)訓練人才原則 

社區組織是一方面解決社區問題或建設社區發展社區，另一方面是利用居民參與機會來培養社區領導人

才、促進社區發展。 

(8)消弭社區不滿原則 

社區組織解決社區居民所不足或不滿的問題，促進社區進步的工作。 

(9)宣導、溝通原則 

為順利推展其工作，減少阻力必須加強宣導及溝通工作，使居民的看法、觀念趨於一致，以便工作之進

行。 

 
二、近年來社會工作處遇也被要求提出服務績效。因此，任務中心派的處遇模式受到重視。試舉一例

說明如何訂定處遇目標（treatment goal）後，如何將目標轉化為可行和可評量的處遇任務

（task）。（25 分） 
 

【擬答】 
以酒癮者為例說明任務中心之處遇目標及評量方法。 

酒癮者乃是已經有喝酒成癮之行為，不但容易因為飲酒而耽誤其生活功能之運作，例如工作的穩定性，加上飲

酒失控後的行為，例如暴力行為等，也容易造成家庭生活之緊張衝突。 

任務中心學派乃是希望能事先確定目標問題之所在，進一步去分析診斷問題產生原因，之後再確定為緩和

受助者問題的行動，最後定出工作的時限、方法和技術。 

故針對酒癮者之任務中心學派工作方法如下： 

1.處遇目標 

依酒癮者的目標問題〈target problem〉設定以下處遇目標： 

(1)降低飲酒量和飲酒頻率。 

(2)減少飲酒後的失控行為發生率，例如暴力行為。 

(3)增進酒癮者情緒管理技巧，學習紓解壓力的方法。 

2.可評量的處遇任務 

(1)降低飲酒量和飲酒頻率 

處遇任務：前三個月讓案主由每日四瓶高梁酒的飲酒行為，轉為第一個月每日只喝三瓶，第二個月每日只

喝二瓶，第一個月每日只喝一瓶，後三個月改喝酒精濃度低於 5%的酒精飲料。 

(2)減少飲酒後的失控行為發生率，例如暴力行為。 

處遇任務：前三個月讓案主學習飲酒後，打人或毀損物品的行為，由每日一次減少為每週一次，並讓案主

簽定契約，每次失控行為發生後隔日，須學會為失控行為負責任，例如道歉、寫悔過書、賠償等。 

(3)增進酒癮者情緒管理技巧，學習紓解壓力的方法。 

在降低酒癮者飲酒量和飲酒頻率的同時，學習一些放鬆技巧和情緒紓解方法，例如在感覺有壓力想喝酒

時，便去沖澡、或聽音樂、唱歌。 

3.訂出期限，並在期限內完成任務 

以下處遇任務，分為二階段進行，第一階段是前三個月的時間，著重於處遇目標的進行，第二階段在後三個

月，則依案主狀況調整處遇目標，期待在半年內完成處遇目標，顯示服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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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個案工作服務時，需要對案主的需求（或問題）做評估。試舉一例說明從病態觀點和優勢觀

點會有何不同的評估結果和處置焦點。(25 分) 
 

【擬答】 
病態觀點乃是傳統的醫療模式觀點，個人被視為「個案」，重視個人的症狀診斷治療，採取問題取向。優

勢觀點則是以正向觀點對待案主，強調案主優點的發掘，激發與運用，並著重案主非正式支持體系之運用，符

合社會工作的原則與人在情境觀點。 

以下以受暴婦女為例，討論二種模式的評估結果和處遇焦點： 

受暴婦女問題 病態觀點 優勢觀點 

 

受虐原因的分析評估

探索個人問題成因是為了讓診斷有所依

據。認為受虐者本身人格結構亦有問題，

童年創傷經驗和目前的問題有必然的因

果關係，傾向責難個人。 

探索個人問題成因是為了瞭解及

欣賞個人，而非歸因。故認為童

年的創傷經驗和目前的問題不必

然有因果關係，但可能有影響

力。個人具有復原力和韌性，朝

向肯定及發掘個人的優勢。 

 

處遇焦點 

1.強調案主不足，處遇計劃是來自實務工

作人員的設計，實務工作者是問題解決

的專家。 

2.對案主而言，社會工作者是專家、學

者。 

3.有限的案主自決，資源的動員主要是經

由專業人員的知識與技巧的運作。 

1.強調案主能力，處遇的計劃是

由個人及家庭來啟發。由案主

來引導處遇的方向和計畫擬

定。 

2.個人及家庭是問題解決的專

家，與社會工作者是平等的夥

伴關係。 

3.完全開放的案主自決，資源的

動員主要是靠個人及家庭的長

處、能力及調適技巧的運作。

助人過程強調找出及發展個人

及家庭的價值和優勢。 

 

四、團體活動（exercise）對催化團體發展動力和成員的學習很重要。如何正確運用團體活動？（10

分）運用活動在團體工作上，會涉及倫理問題之可能情形有那些？（15 分） 
 

【擬答】 
(一)團體活動的運用─要能正確運用團體活動，必須注意以下事項： 

1.了解團體工作的價值信念 

包括減少歧視、互助合作的價值、強調自主性、參與的自由、成員及團體的個別化。 

2.了解團體動力現象 

團體動力係指團體由於成員的互動而產生之力量。這種力量可以改變成員的行為，引導團體的走向，決定

團體的目標，左右團體的行程。團體活動領導者必須善用團體發展各階段的不同動力現象，來引導團體的

運作 

3.領導者組織團體的技術 

領導者要具以下專業知能：(1)了解社區背景(2)認清機構狀況：使團體能接受機構功能內所包含的機會和限

制(3)研究團體實情：了解該團體的各種狀況和資料(4)工作者個人團體經驗的豐富。 

4.注意團體活動設計的原則 

特別是目標的設定，要能兼顧團體目標、機構目標、成員目標和領導者目標的調和。 

(二)團體倫理問題 

1.對案主的責任 

(1)要讓案主自決，工作者要尊重個人的獨特性與尊嚴，也尊重個人權益與自主性。 

(2)工作者應提醒團體成員對團體活動與討論之內容必須要保密，藉由對案主資料的保密，守護成員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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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3)要能保護案主在團體過程中不受傷害，工作者保護案主與社會大眾，不受非倫理、不守法、不適當的團

體治療工作。 

(4)運用團體活動應考慮案主文化背景、年齡因素。 

2.專業標準 

(1)工作者有責任維持其專業技能，且工作者可以透過正式的教育訓練和非正式的學習經驗來達成。 

(2)工作者可以透過實務者、調查者、研究者等各樣的角色，來達到工作要發展的團體心理治療與目的之責

任。 

(3)工作者有責任對於違反倫理守則的同行專業工作者予以提醒，或將這樣的事件請專業團體來處理。 

(4)機構應選用合格的人員擔任團體領導者，並選派適當人選擔任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