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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 

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一、何謂文化勝任能力（cultural competence）？試從生態系統觀點說明社會工作者為何需要有多

元文化視角（diversity cultural perspective），以覺察社會的不正義？（25 分） 

【擬答】 
(一)文化勝任能力

文化勝任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是跨文化社會工作的核心概念，一般傳統將文化勝任能力定義為「一

個體系、機構或專業中具有一組相容的行為、態度與政策，使得該體系、機構或專業可以有效地在跨文化情

境中工作」。Tsang & George 將文化勝任能力理論再區分為文化能力學習模式（cultural literacy）與經驗現象

模式（experiential/phenomenal）兩種。前者是指傳統的文化勝任能力理論，認為跨文化工作者只要認識異文

化的文化特徵即可；後者認為跨文化是個經驗過程，工作者必須同時檢視自身的文化限制，保持開放才能進

行跨文化工作。

增進社會工作者多元文化敏感度與提升社會工作者多元文化能力是進行跨文化社會工作的關鍵，美國社會工

作教育學會（CSWE）規範社會工作人員應具備三個層面的多元文化能力：

1.瞭解文化及其對人類行為和社會的功能。

2.具備服務對象文化背景的知識基礎，並且在提供服務過程中，能展現對服務對象文化及不同族群服務對象

文化差異的敏感度。

3.能透過教育過程，致力於對多元文化及權力壓迫的瞭解。

(二)社會工作者的多元文化視角──生態系統觀

生態系統觀點是依據人與環境介面間之互動關係的特質為概念架構，理解個人所在的複雜網絡力量如何正向

地影響個人與其行動的場域，也關心阻礙個人成長、健康與社區功能的負向生活情境。此觀點認為案主所經

歷的困境為「生活中的問題」，並非個人的病態或性格的缺陷所致，社會工作干預的標的對象是指個人、家

庭、次文化、社區等各個層次系統，主張運用多元面向和多元系統的干預政策。

是故，生態系統觀點提供「人在環境中」的思維，說明問題的分析與介入需從多重環境/系統中為之，因此

社會工作者必須能夠從案主所在的文化脈絡中之物理及社會情境（此為棲息地的概念）去理解其處於所在環

境中所擁有的位置。因而在生態系統觀點中，所討論的不只是個人層次的能力提升，亦包括對外在與鉅視系

統（如文化、環境、民族團體、經濟與政治處境等）的回應，所以社會工作者具備多元文化視角（diversity cultural
perspective）才能理解案主所在的處境與困境，並從中覺察結構性的壓迫。

以東南亞籍的臺灣新住民女性為例，有學者研究指出，東南亞地區婦女普遍為經濟弱勢，改善娘家經濟狀況

是她們願意婚嫁到臺灣的主要原因之一，部分臺灣男士以經濟優勢將這些外籍配偶視為「傳宗接代」的工具

及廉價勞工，便造成不平等的婚姻關係基礎（夏曉鵑，2000；蕭昭娟，2000，蔡雅玉，2001）。而臺灣早期

的新住民服務多集中在提升新住民女性的文化適應與中文識字能力，此作法完全忽視了新住民女性在傳統父

權體制下婚姻關係的不平等處境，亦否定了其原生文化意涵。

故有學者提出從壓迫觀點看待新住民女性的社會位置：Thompson（1997）指出壓迫是多層次的議題，呈現

在個人、文化、結構三個層面中：

試題評析

本次考試的申論題難度適中但具鑑別度。第一題為基本概念題，文化勝任能力是近年來的命題重點，

但搭配生態系統觀點的論述，考驗考生對多元文化議題及生態系統理論的理解程度；第二題從社會

工作專業化的議題切入，考生除了具備對社工專業化發展歷史的瞭解外，不妨從社工理論發展的脈

絡切入，同樣可探得社會工作專業典範轉移的路徑。本次社會工作考科的命題核心概念，聚焦在考

生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與相關理論的理解，個人認為命題得宜且合乎考科內涵，同時考題難度亦

具有鑑別度，平均得分可能低於 30 分，然程度較佳之考生的得分有機會突破 40 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一回，劉文定老師編撰，頁 31-35。

2.《高點‧高上社會工作講義》第三回，劉文定老師編撰，頁 92-93。

3.《高點‧高上 107 社會工作總複習講義》第二回，劉文定老師編撰，頁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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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人（personal）層次的壓迫：新移民女性常需在社會中承受「異樣注視」的眼光，及被夫家親戚罵是「被

買過來的」。

2.文化（cultural）層次的壓迫：起源於相信自己的文化比較優越，以致於臺灣新移民婦女被媒體建構為社會

問題的導因、來臺賣淫、會降低臺灣人口素質的群體（夏曉鵑，2001）。

3.結構（structural）層次的壓迫：意指社會將壓迫的概念制度化。如對新移民的同化政策，就是標榜主流優

勢文化，新移民無法獨立取得身分證、先前學歷不被承認、有利於夫家的離婚監護權判定、政府開辦的語

言課程等。（當社會工作發展出的介入模式多是協助弱勢適應社會主流文化，且支持同化政策時，社會工

作機構有時也成了結構壓迫的一環。）

(三)結語

許多多元文化學者皆強調多元文化論述應能涉及權力本質的討論，而不是只討論文化之間的差異。若社會工

作者不具備多元文化視角，便可能在專業關係中複製了社會控制的權力關係，因缺乏尊重非主流價值的能

力，而忽略了服務對象的主體性。

二、當代社會工作專業化演進過程，出現幾種觀點，試說明「實證派觀點」和「服務使用者觀點」之

內涵並比較之。（25 分） 

【擬答】 
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是指在一個動態的歷程中，建構起某職業的從業人員要能勝任該工作所需要具備之

特定知識與技能，當只有少數經過嚴格篩選的人才能獲得此項工作時，則該職業的專業化程度越高。專業化包

含以下概念：有系統、專業自主、專業理論、專業倫理、社會認同、有專門性的訓練機構及科系等，因此專業

化在各類職業發展中具有重要之意義，意謂著其不可取代性。故社會工作專業化代表著社會工作專業之哲理

（philosophy）與價值（value）的建立，同時也意謂著社會工作人員有別於志工、義工，且與其他相近專業（如

心理師）具區分性。

當代社會工作專業化的演進過程出現過幾種不同的觀點，如早期的病理治療觀點（如精神分析學派），繼而發展

的社會觀點與人本主義（如心理暨社會學派），而後發展的環境生態觀點（如生態系統理論），以及後來出現批

判傳統病理觀點的後現代觀點，強調增強案主權能及運用案主優勢，尊重多元文化視角。而其中經常被討論的，

不外乎強調以證據為導向的「實證派觀點」，以及強調納入服務使用者立場的「服務使用者觀點」，以下將分別

說明此兩種觀點之內涵，並進行比較。

(一)實證派觀點

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社會工作不僅在知識體系上有更多的實證研究，而且整體社會工作的處遇觀點，也有

相當大的轉移與改變。在考量責信（accountability）與維護案主權益至上的倫理原則下，社會工作的處遇必

須取得案主同意，依據社工人員所提出的處遇方向，必須讓案主瞭解及預期可能的後果，證據於是成為有利

的依據，證據為本的實務工作（evidence-based practice）更是強調服務輸送系統的安全性與有效性。以證據

為本的實務工作指以科學證據為基礎的實務模式，其認為問題與結果是可以被測量的，資料的收集是用來監

督處遇與評估成效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被確認有效的處遇方法才適用於案主的問題。實證派觀點提供

社會工實務從科學的立場檢視服務結果，認為社工人員應對實務工作具有批判性的思考，以考驗假設與檢視

替代方案。

(二)服務使用者觀點

服務使用者觀點的發展有兩個脈絡。其一是受到新管理主義的影響，講求重視消費主義的新價值體系，強調

傾聽顧客的需求和對社會公眾負責，其重視消費者之照顧，重視經濟、效率和效能，因而發展出的消費者權

利觀點（consumer rights）。該觀點將社會工作傳統的「案主」（client）視為服務的使用者（services user），

改變了傳統的專業關係樣態，更關注社工人員所服務對象的消費者權利、選擇權與意見表達權，意即消費者

有能力對服務提供者產生影響力，以確保服務能夠反應需求。另一個脈絡則是從權能（empowerment）及優

勢觀點（strength perspective）的視角出發，對傳統社會工作從病理化角度將問題個人化歸因的作法提出批

判，強調應重視個人的主觀經驗與詮釋，同樣是一種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觀點。不過權能模式倡導者認為消費

者權利模式對低收入及許多社工所服務的弱勢者並無意義，因為案主所處的弱勢處境並不利於他們從服務中

「真正退出」，而服務使用者和專業者間的權力不均衡亦難以使他們的意見表達被重視，因而主張服務使用

者有權完全參與社會，在個人和集體層次上參與決定，即在政策與服務制定之初，便將服務使用者納入其中。 
(三)兩派觀點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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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筆者從助人情境的五個要素（機構、社會工作者、案主、干預行動、專業關係）比較實證派觀點

與服務使用者觀點之異同。

1.機構的功能：實證派觀點中機構的功能係提供一經過檢證為有效的處遇予案主，並在責信的考量下維持案

主權益、監督處遇的成效；服務使用者觀點所重視的機構角色則是提供服務使用者一個意見表達與社會參

與的平臺及場域。

2.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實證派觀點中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是治療者，為案主提供具科學性的預估（assessment）
與處遇計畫；服務使用者觀點中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是催化者、協作者，與服務對象一起工作。

3.案主的角色：實證派觀點中的案主是病人、被治療者的角色；服務使用者觀點中社工的服務對象是參與者、

協作者、使用者的角色。

4.干預行動的目的：實證派觀點強調因干預行動（intervention）而達到案主功能的恢復，強調治療（curing）

功能；服務使用者觀點強調服務對象因社會參與而達到充權，強調恢復功能的同時亦強調發展功能。

5.專業關係：實證派觀點中的專業關係是「專家/治療者」與「個案/被治療者」的不對等權力關係；服務使

用者觀點中的專業關係則是「服務提供者」與「服務使用者」的相對平等關係。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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