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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了解社會工作理論的功能。

 了解理論的組成元素。

 知道社會工作有哪些常見的理論。

 對於社會工作理論有初步的認識與掌握。

 能簡單地運用社會工作理論的觀點來分析問題。

在研讀本章之後，學習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



前 言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複雜程度超乎想像，身為助
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如何在有限的時間、高度的
期望與壓力之下，快速且正確地描述案主的情況、
問題的成因及規劃處遇的重點，這有賴於實務工作
理論的協助。



第一節 社會工作為什麼需要理論

壹、何謂理論

是一套有系統且相關的陳述命題，試圖用來對社
會生活中的某些現象進行解釋。

壹、何謂理論



第一節 社會工作為什麼需要理論

學術界對於理論有以下的基本要求：

1.理論應該要合乎邏輯，即各項論述之間不會相
互牴觸。

2.理論應該要合乎實證資料。

3.理論應該要明確、可驗證、不累贅。

4.理論應該能合理地涵蓋科學上的大領域並且整
合之前的研究。

壹、何謂理論



第一節 社會工作為什麼需要理論

貳、理論的構成

兩組以上的命題構成「理論」，而不確定性高的
理論謂之「模型」或「模式」；當理論擴大延伸
成為一種價值、信念態度、世界觀時，則成為一
種「典範」。

貳、理論的構成



第一節 社會工作為什麼需要理論

一.觀點

是指一種分析事物可能的切入角度。

貳、理論的構成



第一節 社會工作為什麼需要理論

二.概念

是一個抽象或符號，用以表達一個事件、行動或
客體的單位；是一種簡化的溝通語言，用來代表
某種經驗的現象。

貳、理論的構成



第一節 社會工作為什麼需要理論

三.命題與假設

「命題」是由至少兩個以上的概念所組成的正式
敘述，而這些概念之間是具有邏輯相關的。

「假設」則是一種可以經過實驗來加以驗證，但
卻尚未被驗證的命題。

貳、理論的構成



第一節 社會工作為什麼需要理論

四.理論與模型

「理論」是用來解釋某些已存在事實的一個有組
織概念體。

「模型」則指一個比理論更沒有共識的概念，相
較之下理論則有解釋的功能。

貳、理論的構成



第一節 社會工作為什麼需要理論

五.典範

是一套觀念、信念與態度，以此作為理論發展的
背景與架構，並指引出研究努力的方向。

貳、理論的構成



第一節 社會工作為什麼需要理論

參、理論的功能

1.描述的功能。

2.解釋的功能。

3.預測的功能。

4.修正的功能。

參、理論的功能



第一節 社會工作為什麼需要理論

肆、社會工作理論的功能

目的在於描述社會工作干預目標及組織社會工作
的活動，並解釋這些活動如何有效地達成目標。
根據理論提供解釋或服務可以有以下的功能：

1.避免主觀。

2.確保安全。

3.提升效率。

肆、社會工作理論的功能



第二節 社會工作理論的基礎

壹、社會工作理論的價值基礎

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即人道主義與民主的價值。

人道主義簡單地說就是相信每個人都是重要的；
民主的價值即認為每個人都能決定自己的生活。

壹、社會工作理論的價值基礎



第二節 社會工作理論的基礎

貳、社會工作理論的知識基礎

指社會工作實施之理論化，或是指其他理論運用
於社會工作實施上。

一.外借理論

是社會工作實施時，常會借用其他相關學科之理
論。

貳、社會工作理論的知識基礎



第二節 社會工作理論的基礎

一般來說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有三大面向：

1.關於人的知識。

2.有關社會歷程的知識。

3.有關助人的知識。

二.實施理論

是社會工作實施時，為達成助人工作之目標，依
實際工作經驗所研擬之助人工作模式。

貳、社會工作理論的知識基礎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壹、社會工作理論的種類

一.依社會工作的方法分類

1.社會個案工作相關理論。

2.社會團體工作相關理論。

3.社區工作相關理論。

壹、社會工作理論的種類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二.依社會工作領域分類

包括醫務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等，以此進行
社會工作理論的分類。

三.依目的與活動分類

1.反射－治療取向。

2.個人主義－改革主義。

3.社會主義－集體主義。

壹、社會工作理論的種類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四.依系統觀點分類

1.微視理論。

2.中視理論。

3.鉅視理論。

壹、社會工作理論的種類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五.依「人在情境中」的觀點分類

1.完全著重個人內在的改善者。

2.以結構面來詮釋問題者。

3.介於個人內在與社會結構中間者。

壹、社會工作理論的種類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若從「人在情境中」的觀點來思考社會工作的理
論，簡單地說：

1.微視理論。

2.中視理論。

3.鉅視理論。

壹、社會工作理論的種類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貳、常見之社會工作理論

一.微視理論

心理暨社會學派

認為個人生活適應問題主要是受到內在心理壓力
與外在環境壓力的交互影響，其應付目前的問題
來調整內外在壓力。

貳、常見之社會工作理論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功能學派

協助案主釋放其內在希望及想要成長的力量，
並且藉由機構功能來支持個人功能展現。

問題解決學派

藉由提升案主的動機，以及提供物質、社會、
心理、技術上的協助來幫助案主解決問題。

貳、常見之社會工作理論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任務中心模式

強調有結構、有系統、有明確時限的短期介入
，以改善傳統長期治療缺乏效率的缺點。

危機介入模式

強調運用心理動力與自我心理學之理論概念來
協助處於危機狀態，提供快速與短暫調適的專
業服務。

貳、常見之社會工作理論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優勢觀點社會工作

其強調發覺和探索個案的優勢與資源，協助他
們建立和實現目標。

二.中視理論

社會支持理論

意指一個人相信自己是被關心、被愛、被尊重
、有價值並且具有歸屬感。

貳、常見之社會工作理論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系統理論

其主要擔任的是促進改變的媒介系統，促進個
人系統與環境系統間的平衡交流。

生態理論

強調人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係，是以人與環境
介面間之互動關係的特質為概念架構。

貳、常見之社會工作理論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三.鉅視理論

基變社會工作

對於「傳統」社會工作以心理學作為解釋社會
問題的依據，以及將既存社會秩序視為理所當
然之功能論論調的批判。

貳、常見之社會工作理論



第三節 社會工作常見的理論

女性主義社會工作

強調女性個體獨特的成長經驗，挑戰過去社會
工作介入方式造成的「去個人化」問題。

增權理論

指的是一種能力，個人可以掌控自己生活與發
展的有利動力，藉此過程個人、家庭及社區將
能夠採取必要的行動來改善他們的處境。

貳、常見之社會工作理論







第四節 社會工作理論的實務運用

壹、綜融與折衷

在解決個人問題時，應該要考慮個人內在因素及
外在的社會環境因素，以滿足案主及其環境系統
的需求。

壹、綜融與折衷



第四節 社會工作理論的實務運用

貳、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在此簡單地以一個單親媽媽所面臨的生活困境為
例來說明：

蔡小姐是一位32歲的單親媽媽，育有一個8歲的
女兒和5歲的兒子。為了家計生活，蔡小姐每週
在當地的一家小型超級市場工作30小時。蔡小姐
因長期承受高度壓力而罹患憂鬱症，有輕生自殺
的舉動，在女兒告知學校老師後，轉介到社福機
構尋求協助。

貳、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第四節 社會工作理論的實務運用

根據心理暨社會學派的觀點，主要是因為同時遭
遇內在心理壓力與外在環境壓力，在兩股壓力無
法調適之下所產生的社會適應問題。

運用社會支持理論的觀點，協助蔡小姐建立自己
的社會支持網絡，發揮社區中親朋好友的力量來
協助蔡小姐解決諸如托育、課後照顧的問題。

貳、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結論

 社會工作理論乃是根據許多的實務工作者的經驗，
並且受到許多人的驗證與認同，根據理論來進行實
務協助工作可以確保案主的安全及服務的品質與效
率。

 社會工作者在追求工作技術提升的同時，也應同時
加強理論的理解，而沒有根據理論地使用技術，更
是不負責任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