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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概要》 
試題評析 
【申論題部分】 
第一題為社區工作的重要技巧之一，對高考三級或社工師來講是難易適中的題目。對普考來講算是有點難

度。第一子題領導的重要性容易發揮，至於如何發掘及培養社區領袖，應扣緊三大工作策略。 
第二題屬於社工實務議題，這一題對於普考來講真的太難了。首先，兒童中心取向即是案主中心取向，屬

於微視觀點，考生不一定能反應過來。案主中心取向如何鋪陳又是另一問題，家庭中心取向是目前家庭社會工

作的核心價值，正課講義有提及，因此高上學生有能力應付。至於兩種取向之比較，要以身心障礙兒童為例，

就顯得太難。畢竟普考重概念，竟然考到社工師跟研究所層級的內容，可預期今年社工概要申論題不易拿分！

【選擇題部分】 
普考社工概要今年是第一次考選擇題，察看相關歷屆試題僅有初等或五等之社工大意有考選擇題，因此在

正課時老師已經將歷屆社工大意試題提供同學了，加上選擇題都是考基本概念。因此，對於考生不是壓力，比

較特別的是，因今年倫理守則翻新，所以考了不少倫理題。也考了不少個案題型之選擇題來讓考生知道如何運

用。整體而言，選擇題出得很好，難易適中，符合命題大綱的需求。 

 

甲、申論題部分： 

一、試說明社區領袖在推動社區工作中的重要性，以及社區工作者如何發掘與培養社區領袖？（25

分） 

答： 
(一)社區領袖之重要性： 

1.社區領袖可能在特定領域上有專長，可適時提供技巧、知識的援助。 
2.社區領袖會參與社區變革，察覺環境變化、提出行動。例如：當官員被每日繁瑣的問題困擾時，草根組

織的領導者通常是洞燭先機。 
3.社區領袖可以促使居民說出他們的需要，並為其勾勒理想社區的藍圖。 
4.在作決策時，社區領袖必須作資訊的提供者，提供有用而適當的資訊，以幫助作成正確決策。例如領導

者可以指出團體成員中誰具特殊才能、技術，並可幫忙尋求外界的技術支援。幫助居民勾勒出理想未

來，並提供足夠資訊後，領導者要作的便是指出可能的行動方案，理想狀態下，應提供許多策略並評估

可能後果。 
5.領導者可以刺激居民及草根組織對行動表示支持，使其成為參與者，藉著參與使民眾感到有力量。另外

領導者可吸引資源，不論是本地或外來的。 
6.尋求支持與吸引資源皆依賴社區內組織的平行連結，與社區內外組織的垂直連結，連結網絡的強度與複

雜性影響此二功能的運作。 
(二)發掘與培養社區領袖之策略： 
發掘社區領袖主要是為了建立居民參與社區發展的強固基礎，藉著培養、強化草根組織，使居民有興趣參

與社區決策與行動，增加市民參與的媒介物，以建立社區能力，以下就三種策略，一為擴展市民參與基

礎、二為加強聯合領導、三為擴展之事基礎，相關內容簡述如下： 
1.擴展市民參與的基礎： 

(1)行動調查：在社區發展實務中已有很長的一段歷史。調查的重要議題與方法，有四個主要問題：什麼

需求將會被估量？誰將做此估量？(政策決定者、草根組織、市民、外界媒體)如何估量？(初級分析、
次級分析)估量會被如何使用？(描述、目標設定、行動參考)。調查的目的是要居民、草根組織、社區
官員來界定出社區的需要，評估服務，試著規劃未來可能的情況。可尋求外界顧問的技術支援，對調

查內容作分析。使市民根據自己對社區歷史、傳統的了解界定重要議題，可提升市民的參與層次。篤

此調查可用來描述社區，設定未來的目標，發展行動計畫。 
(2)鼓勵鄰近地區的人們發生連結。可作為社會行動的小單位，在學校、教堂等地附近組織而成。某些情

況下可用居民普遍、共同的關懷將之動員起來；另一些情況下，他們可能已是社區生活中的行動者。

由於鄰里之連結是社區能力中不可缺少的一個元素，可為社區發展帶入新的行動者，因其與個人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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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不同於政治、職業、商業上的連結，它可引發與個人家庭直接有關的議題。 
2.加強聯合領導： 

(1)發掘潛在領導者：領導者是養成的，而非天生的，每個人都有技術，才能承擔領導者地位。有愈多領

導者的連結，社區發展愈容易。根據研究，領導型態有「專門化」現象，亦即不同領導人才負責不同

的行動計畫，提供不同領域的知識。因此，擴展潛在領導者的集結是必要的，可確保社區發展中擁有

足夠的領導技術。 
(2)增加領導技術、才能：幫助潛在或當代領導人了解領導過程(不同型態的領導、領導者與成員間的互

動、動員支持力量的方法)，加強他們的資訊。領導人需有和外界接觸的能力和這方面的知識。外界的

支持對社區發展的成功關係很大。 
(3)培養企業家：刺激社區經濟發展，帶來工作機會；將地方資源、技術及能力的比較利益轉換成現行商

業活動形式。小企業反較大公司提供較多工作，而且多半是原先沒工作或首次工作者。 
3.擴展知識基礎： 

(1)前二項策略(擴大市民參與的基礎、培養領導)擴大了社區資訊基礎。 
(2)在變動快速的環境中，社區所需要的資訊遠超過技術、人力資源等方面。即前二項策略帶來的

information並不足以供應社區所需。 
(3)擁有過多資訊或只有一種形式的資訊並不能幫助作成良好決策，必須同時擁有資訊與知識。 
(4)技術支援被視為擴展知識基礎的一個主要手段，它依賴外來專家、學者提供對特定事項的知識，但只

能滿足社區對某方面資訊的立即性需要，並不足以使社區應付未來對資訊的需求(建立社區能力)。 
(5)最好增加社區應付對資訊需求的能力之策略是利用社區內已有的能力和技術。在此情況下，技術支援

是被設計去幫助草根組織、領導官員成為社區發展的參與者。使社區對資訊的需求與社區內原有資源

相結合。例如，有些公司提供時間給雇員去參加當地學校所舉辦的教學課程等社區活動。同理，當地

政府推行財政計畫、經濟發展策略時應與地方上草根組織合作。 
 
【參考書目】 

1.97年高上葉老師-社會工作第四回講義，社區工作部分。 

2.林萬億，「當代社會工作：理論與方法」，第十一章「以社區為對象的社會工作實施」部分內容。 

 
二、何謂兒童中心取向(child-centered)的服務計畫？何謂家庭中心取向(family-centered)的服務

計畫？這兩種計畫取向都常被用於幫助身心障礙兒童學習的服務上，試比較兩者之異同。(25分) 

答： 
(一)兒童中心取向： 
實務即為「案主中心」取向為原則。對應到理論觀點，貼近「職務中心」取向方法。其理論重點包括：在

理論的知識論的本質上和Perlman所提的「問題解決」個案工作模式相似，著重在界定案主的「問題」與類

別，工作的過程重視去執行可以解決特定問題的實際性任務行動。再者，採用職務中心取向的工作員會嘗

試瞭解案主的問題解決行為，他們相信案主的欲求(wants)和動機(motivation)是有方向(direction)和強度

(strength)的，會啟動或阻礙案主的問題解決行動(actions)。案主的信念系統(belief system)會模塑與形成其欲
求與動機，因此檢查案主的信念系統可以建構其認知基模的基石，以新的認知系統取代舊的信念，而找到

問題解決的行動。 
(二)家庭中心取向： 
實務上以一般系統理論或生態系統理論為原則，國內學者曾介紹「家庭社會工作」實務方法時，強調「凡

以社會工作方法或理論，並以家庭為中心(family-centered)及維護家庭的完整，視家庭為一個整體(wholeness)
及顧及到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需求，提供各項家庭服務，以從事各項社會問題之解決。」國內有關生態系

統理論的概念基礎，大致上是立基於Gitterman(1996)生態系統觀點的概念架構： 
1.生態觀點認為個人之所以會產生困擾或經驗問題原因有三：經歷生活變動與生活壓力事件的困難、來自

環境的壓力和人際歷程的失能。因此，Hartman和Larid(1983)主張實務人員在與「家庭」工作時，可以將
「家庭」切割成三個範圍來進行家庭評量(family assessment)，其內容包括：內在系統評估(inner system 
assessment)、家庭生命週期(assessment in time)及生態評估(ecological assessment)。 

2.在介入行動(intervention)方面，她們則建議可以採行兩個角度切入家庭的脈絡來進行改變的行動，一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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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家族治療」的取向來重塑案主的家庭關係的內在系統與代間互動(intergenerational system)，二是採用
「個案管理」的方法整合案主所在的生態資源系統，其最終的目的是在促進家庭中個別成員間的衝突關

係、家庭與其所在生態環境間的失衡交流能夠恢復平衡(balance)，因而使家庭生活功能得以圓滿達成個別
成員的身心發展與生活功能的發揮。 

(三)兩種取向之比較： 
1.對問題的看法： 

(1)兒童中心(案主中心、職務中心)： 
人是理性的且具有解決問題的潛能，人之所以陷入問題狀態，乃是因能力暫時受限，或環境資源不

足。 
(2)家庭中心： 
個人的問題乃是個人與其所在空間的生態系統之間的不協調，個人的生命發展歷程中會遭遇一些可預

測或不可預測的壓力，調適的狀態是個人運用環境資源與環境對個人支持的程度而定。 
2.處遇目標之比較： 

(1)兒童中心(案主中心、職務中心)： 
協助案主釐清相關的問題與優先順序，並決定欲改變之目標（任務），以及達成改變的具體步驟、方

法和執行；透過契約的訂定確保案主改變之動機和具體行動，以及細部任務的演練和實施達成問題的

解決。 
(2)家庭中心： 
協助個人提升壓力管理的能力；影響社會及改善環境條件以滿足個人發展所需；增進個人運用環境資

源的能力，協助重建，或建立個人與環境的良好交流。 
3.專業關係之差異： 

(1)兒童中心(案主中心、職務中心)： 
案主和社工員為伙伴關係，特別重視案主自決及參與之精神。 

(2)家庭中心： 
強調與案主一起工作原則，較重視增強社會功能及社會適應。 

 
【參考書目】 

1.高上葉老師社會工作第三回講義：理論篇。第13-14頁之理論比較表。 

2.高上葉老師社會工作第五回講義：實務篇。第134-135頁之家庭社會工作實施的知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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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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