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高點‧高上社工師‧全套詳解 

《社會工作》 

試題評析 

本次考試的申論題難度不高，均屬於基本題型。 

第一題是社會工作理論的熱門題，考生應該很容易發揮，葉老師在上課及總複習時不斷叮嚀，相信

同學印象深刻！ 

第二題是考「跨文化能力」，葉老師在總複習時花了 30 分鐘補充「跨文化能力」，相信同學記憶猶新，

高上考生應該游刃有餘，惟仍須關注舉例的適切性，若能有掌握跨文化工作模式的內涵及文化覺察

之論述，相信分數可以不錯。 

考點命中 

【第一題】 

1.《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三回》，葉上峰老師編撰，頁 127-133。 

2.《高上社會工作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老師編撰，頁 88-93。 

【第二題】 

1.《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一回》，葉上峰老師編撰，頁 33-34；或《高上社會工作總複習講義第一回》，

葉上峰老師編撰，頁 15-17。 

2.《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五回》，葉上峰老師編撰，頁 31；或《高上社會工作總複習講義第二回》，

葉上峰老師編撰，頁 106-108。 

 

甲、申論題（50%）： 

一、請解釋說明增強權能（empowerment）社會工作取向（模式）的本質、倫理價值、以及社工的專

業關係和角色。（25 分） 

【擬答】 
Webster 定義增強權能是「給予權力或權威；給予能力；使能，給機會」，這暗示權力能被給予其他人。Staples

認為增強權能如同增加權力的過程，發展權力，抓住權力或是促進權力。增強權能是幫助案主尋找自己問題的

解決之道的因果媒介(cause agents)，讓案主瞭解社會工作者的知識和技術是案主可以使用的；讓案主瞭解在解決

問題時，社會工作者是朋友也是夥伴。讓案主瞭解權力結構是複雜的，且只有部份是可開放、可影響的。以下

就簡要敘述增強權能之本質、價值基礎以及專專係和社工角色等基本概念。 

(一)增權的本質： 

1.增強權能(Empowerment)又可稱為賦權、權力等，就是指讓案主能夠得到或再得到與環境互動的能力，使其

需求能得到滿足，亦即增強案主的自我效能，並協助其發展新技能，同時也包含協助案主發展引起非公平

正義現象的覺醒，特別是弱勢族群(例如：移民、難民、窮人、有色人種等)常受歧視，以致無法獲得社會

資源，因此，協助案主發展出能力，利用能力得到應得資源，是賦權的重要目標。 

2.增強權能取向社會工作乃是透過助人的專業方法，經由對話，針對社會結構層面提出挑戰，界定努力的方

向，著重於授予案主充分之權力及能力，協助案主能自我覺察，定義自己的優點與長處，並增進其分析資

源的能力以形成解決方法，協助案主擁有更美好的未來。社會工作者透過與案主發展成為合作夥伴，破除

階級上與意識型態上的差別，以力行實踐作為服務的主軸，並強調從實務經驗中深切思考與反省。 

(二)賦權理論的價值基礎： 

賦權理論強論人們都應有公平的機會獲得知識及技巧，以避免遭受到不公平的對待。要去除對於不同膚色、

社會階層、性別的偏見，並讓工作者及案主都能瞭解其不同的角色。 

1.針對貧窮、受壓迫或被烙印的案主，加強其個人的適應能力，促使環境／結構的改變。 

2.並藉由社會政策及方案提供案主機會及資源取得的公平環境。 

(三)專業關係： 

1.增強權能取向的工作關係特色是一種雙向的協同關係，社工人員與案主建立一種比較類似聯盟的工作關

係，隱含著互相、互惠，權能共享與患難與共的意思。 

2.在此關係中，案主與社工人員建立一種平權關係，和對等夥伴的工作聯盟，也就是說案主和社工人員都是

可用的資源，個人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案主的長程目標都是社工人員的目標，社工人員必須儘可能避

免採取權威角色與賣弄專業知識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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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協同歷程中，社工人員與案主展開「對話」，鼓勵案主「說自己的話」來描述經歷過之壓迫經驗，社工

人員鼓勵案主用基變分析的取向來檢視案主所經歷的情境，雙方都就此情境提出問題以分享彼此的基變反

思與意識覺醒，營造一個協同的關係，促進行動的發展，使案主終能成為有效地、建設性地運用權能。 

(四)社工人員之角色： 

1.Solomon 最早在建構增強權能取向的概念時，指出增強權能的社工人員扮演的角色是案主的老師或訓練

員、資源的諮詢者、提升意識的大師，在團體中的社工人員則扮演團體的領導者，訓練案主成為領導者，

比較強調社工人員的教育者角色。 

2.在增強權能的實施協同關係建構中，社工人員則被視為案主的協同夥伴，會因應案主的不同的問題需要與

助人歷程的階段發展扮演不同的角色，例如：照顧者、中介者、仲裁者、倡導者、諮商者、個案工作者、

個管員、團體領導者、組織者、評估者、行政者以及政策形成者等多元角色。 

至於增強權能取向之介入的焦點包含增加自尊心、增加自我效能、發展團體意識以及分析可能的行動。工

作者可協助案主考慮導致其現況的社會與結構因素，鼓勵案主有創意地思考自己的潛力、遺忘的技能或個人特

質、過去生活的支持系統等，以幫助其再利用資源。 

二、「少數族群的社會工作服務，應由同膚色及同種族的社工員提供服務更有效」的爭議。有人主張：

由同膚色及同種族的社工員提供服務是必要的；也有人持不同意見，主張：種族不是問題，個人

特質和能力才是重要因素。你的意見為何？請舉例說明。（25 分） 

 

【擬答】 
「差異」創造了一個多元的社會，但「求同」的情緒讓我們看不見差異的美麗，以致於相異群體間的互動

存在著許多的衝突和緊張，外籍移工勞動條件普遍不符法令規定、外籍配偶飽嚐生活適應之苦、獨居老人未能

享有基本生活照顧、原住民部落居民不易親近醫療保健制度、農村人口大量外移，既有經濟生產體系的瓦解造

成生活艱困、跨國服務工作者面對語言、工作型態、生活環境的衝擊、受虐和失虐間複雜的情感依附。 

對一個接觸多元群體，希冀藉由理解群體的生命故事，建立適切的服務輸送體系的跨文化工作者、社會工作者

而言，多元的工作環境意味著複雜的互動關係，而這些看似好意的服務工作，背後卻隱含著許多衝突，讓好意

變成傷害。 

(一)支持理由： 

1.文化能力理論認為社工員有瞭解與掌握少數族群文化的責任，所以預設專業者的知識優越地位。 

2.文化差異被認為是存在於案主本身的因素，而非在社工員與案主之間互動過程中所建構的，忽略了社工員

在建構文化差異的角色，因而忽略社工實踐中社工員應有的自我反省。 

社會工作是一種專業實踐的時候，通常我們把它的專業界定在一套專業介入模，以及社會工作者對居民所

處的環境有比居民更廣更深更有理論的瞭解，此時就容易忽略居民對其自身環境的解讀以及從過去生活經

驗累積的智慧和經驗，因此你會發現專業者做出來的社區發展都一樣，因為都被專業化了，但其中失去了

居民本身的「味道」，然後居民開始向專業者和主流文化認同，自願放棄其文化，因為主流文化已經成為一

種挾制，挾制著專業者也挾制著社區居民。究其原因，不外乎是批評「主流文化社會工作」和「普遍主義

的社會工作」，忽視多樣性和壓制性存在，而且有違社會工作強調社會正義之價值理念，甚至被譏為支配階

級社會控制的幫傭，也就是說，「主流文化社會工作」和「普遍主義的社會工作」所關注的社會問題未考慮

到少數族群需求的特殊性，以及需求背後的文化氛圍或禁忌，且社福資源的分部長久以來都優先分配給兒

少父老殘，少數族群之福祉從未成為政府關注的寵兒。 

【舉例】 

以蘭嶼居家關懷協會為例，協會藉由當地志工來提供老年人的居家照顧方式，卻是牴觸達悟社會之禁忌。

因為達悟社會的老人照顧體系主要限制在家中成員，由老人配偶及子女為主要照顧，由外人來照顧有詛咒

死亡之意思；再者達悟人認為只要自己能力可及之事，就不太願意旁人來協助。 

(二)反對理由： 

認為社工專業教育可以培養出具備文化能力的專業工作者，採取反思的態度，執行反壓迫的社工實務，能

覺察文化差異，與少數族群一起工作。 

(三)關鍵因素－社工專業人員及服務體系應具備跨文化能力 

1.Tsang & George（1998）嘗試發展出一整合型跨文化社會工作模式，認為社工理論中對於文化差異處遇所發

展的理論以跨文化社會工作為主。其基本架構是採取強調人在情境中的生態架構（ecolog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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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人是存在於社會環境中，所面對的問題是環環相扣的，因此社工介入必須是全面多元化的。Lynch 和

Hanson 認為跨文化才能(cross-cultural competence)為「一種思考、感覺與行動的能力，而這種能力是建立在

對倫理、社會文化及語言多元性的承認與尊重之上」，旨在使屬於某一文化、語言的族群可以與另一族群

的成員有效地共同工作。然而，文化才能並非指社工員必須完全接受融入另一個族群的文化、價值、態度、

信仰和習俗，而成為其族群的一分子，過度的認同有時反而是一種矯情施恩的表現。而是指社工員能尊重

不同的文化、樂於學習與接受有很多人用不同方式來看待這個世界。 

2.文化覺察：Green 將此種過程視為發展「少數民族工作能力(Ethnic competence)」，其指出具有此種能力的工

作者，能覺察自己文化上的限制，能持開放的態度面對文化上的不同，和承認其他文化的完整性。在面對

複文化要發展出為少數民族工作的能力誠屬不易，甚至有些學者認為根本不可能。不論如何，1.承認自己

的不足，是一個積極且正向的步驟。2.跨文化助人者所需要的自我覺察能力，是作為一個「文化中介人」

所要思考的問題。藉著探討自己對本身認同的感受，工作者更能具文化上的敏感度。3.跨文化社工模式之

內涵： 

(1)態度：包括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對差異採取開放、正向態度、向案主學習、批判性的自我檢視。 

(2)知識：包括特定的文化內涵、對文化系統性的脈絡理解、對內化文化的掌握、跨文化溝通動力的理解。 

(3)技巧：包括對自身情緒反應的管理、對機構、社會政治的專業介入、溝通與人際關係的技巧、變革策略。 

【舉例】 

都市原住民工作者，在服務原住民受暴婦女之時，能關注讓原住民發現自己的能力，以提升案主自我形象，

找到案主優勢並幫助案主創造就業機會，承襲傳統文化並運用於社會工作，透過具體真實的福祉來協助都

市原住民社會適應，走出婚暴及族群壓迫的雙重壓力。 

不論如何，跨文化工作者應嚴格遵循之實務指導方針如下： 

1.尊重每個人的價值、尊嚴和自決的權利。 

2.使用有效的溝通、傾聽、同理及協商的技巧。 

3.避免攻擊他人及其觀點。 

4.瞭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被壓迫現象，並鼓勵從個人及制度雙方面來檢視族群歧視、性別歧視及同性戀問題。 

 

乙、測驗題部分：（50%）： 

考點命中 

1.《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60。 

2.《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66。 

3.《高上社工師講義第五回》，葉上峰編撰，頁 135-136。 

4.《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4。 

5.《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69-70。 

8.《高上社工師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20。 

9.《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53。 

10.《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1。 

11.《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70-71。 

12.《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48-49。 

13.《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50。 

14.《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72。 

15.《高上社工師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56。 

16.《高上社工師講義第四回》，葉上峰編撰，頁 40。 

17.《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3。 

18.《高上社工師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10-11。 

19.《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85-86。 

20.《高上社工師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77-78。 

23.《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1。 

24.《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76-77。 

26.《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72-73。 

27.《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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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45。 

29.《高上社工師講義第四回》，葉上峰編撰，頁 174。 

30.《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106。 

31.《高上社工師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45。 

32..《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8。 

33.《高上社工師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11。 

34.《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42。 

35.《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67-68。 

36.《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8。 

37.《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19。 

38.《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二回》，葉上峰編撰，頁 79-80。 

40.《高上社工師總複習講義第一回》，葉上峰編撰，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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