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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了解社會團體工作的目標與功能。

 認識社會團體工作的歷史。

 知道社會團體工作的模式與類型。

 認識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過程。

 了解社會團體工作實務進行前選擇成員及團體結構
設計考量。

 了解社會工作者宜遵守的社會團體工作倫理。

在研讀本章之後，學習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



前 言

 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團體生活中學習，從家庭、到鄰
里、到學校、到職場等；在歷史發展脈絡中也有集
體狩獵、農忙幫辦，即使在未來的世界也將以團體
生活的面貌延續。



第一節 社會團體工作的概述

壹、團體的定義

指兩個人以上的組合，但實質上的團體，成員之
間必須有所互動、產生關聯。

一.團體有共同目標

個體無法憑一己之力達成目標，團體的組成是個
體為了達成目標而結合在一起。

壹、團體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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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體成員間有互動、互相影響

成員與成員間、團體與成員間交互影響，而團體
的氛圍也會影響個體。

三.團體成員認同團體

成員對團體有認同，團體才能成為一個有機體，
也才能朝共同的團體目標前進。

壹、團體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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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團體工作的定義

一.是一種助人的工作方法，有其程序
與技巧

藉著團體工作者的規劃、設計，引導成員在團體
活動中互動，可達成個人、團體、社區發展的目
的。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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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達成團體目標為目的的工作方
法

其目標可以是幫助個人滿足情緒，促成人格成長
或態度改變，或是解決團體與社區之問題。

三.團體工作需要結構化的運作

團體工作要有成效，則不能過度鬆散、完全無規
劃，如時間、地點就要事先的安排。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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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團體工作的功能

一.提升個人內在的功能

1.復健性功能：恢復原有的功能。

2.成長性功能：透過成員間彼此的接納，促使成
員發展與成長。

參、社會團體工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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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人際關係的功能

1.社會化功能：學習與人相處及做社會可接納的
事。

2.矯治性功能：協助遵守社會法律或道德。

3.解決問題功能：解決複雜及所關心的事。

參、社會團體工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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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環境的功能

1.社會行動功能：改變環境。

2.預防性功能：準備面對可能發生的任何事件。

3.發展社會價值功能：發展人性化的生活取向。

參、社會團體工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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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西方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

一.始於教會活動－YWCA使團體工作組
織化、正式化

團體工作是教會所提供的一種社會服務模式。

壹、西方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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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睦鄰運動中團體成為與貧民工作的
方法

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與社區工作的發展是密切相
關的。

三.1930年代初“social group 
work”名詞出現

一詞開始使用於1930年代，1935年的全國社會工
作研討會同意成立團體工作部門。

壹、西方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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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融的社會團體工作觀點出現

在不同層面的干預之間，社會團體工作開始有綜
融式的發展，涵融不同的觀點。

五.社會團體工作的復甦

在1979年之後，教學者與實務工作者重新肯定團
體工作的重要性，重視正規的團體訓練與研討。

壹、西方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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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

一.早期偏重娛樂性功能

YMCA為青少年提供團體活動、救國團於1961年開
始辦理各項青年活動等。

二.團體工作專業化

運用社會團體工作方法來有效處理兒童的問題，
如利用暑期辦理兒童快樂營之類的活動。

貳、臺灣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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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團體工作運用廣泛且方法多元

從非營利組織、到政府部門、委託辦理的方案，
都可見運用社會團體工作的方法協助服務對象。

貳、臺灣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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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會團體工作的模式

功能涵蓋下列三項：(1)儲備與預防；(2)復元與
復健；(3)企圖包含與調和前兩項歷史的主流。

一.社會目標模式

定義

藉由共同參與團體情境，個體就能影響社會變
遷。

壹、社會團體工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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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是一個「影響者」或「使能者」，讓成員了解
民主的觀念，鼓勵、增強成員的行為模式。

二.治療模式

定義

以治療個人作為團體工作的功能，透過團體經
驗來治療成員心理、社會與文化的適應問題。

壹、社會團體工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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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在治療團體中扮演「改變的媒介」，其任務是
研究、診斷及治療。

三.交互模式

定義

強調團體成員及社會間存有互助關係，團體是
有機的。

壹、社會團體工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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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為「調解者」或是「使能者」，團體是「社會
工作者與案主體系」的一部分且互相影響，社
會工作者協助案主形成互助關係。

壹、社會團體工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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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一.處遇性團體

側重社會心理處遇，是能同時滿足團體成員工具
性與情感性需求的團體類型。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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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團體

目的

•為協助成員互助、處理生活中的壓力事件，
有效的適應和應付生命中的危機事件。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第三節 社會團體工作的模式與類型

工作者角色

•1.採取催化取向的作為。

•2.協助成員分享他們的共同經驗，以因應壓
力事件。

•3.提供機會，讓成員可透過自助與互助，激
勵他們改善因應技巧。

•4.也可以透過非專家的領導者來間接協助支
持性團體。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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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性團體

目的

•幫助成員學習、增加新的資訊。

工作者角色

•1.須將心力放在個別學習及整個團體學習的
情形。

•2.若是社會經驗學習團體，會著重在團體討
論與團體活動，而非教導式的方法。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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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性團體

目的

•(1)提供讓成員了解、擴大與改變其對自己
及他人思想、感覺與行為的機會

•(2)促進社會情緒上的健康。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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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角色

•1.團體中提供支持的氣氛，讓個人可以洞察
自己、實驗新的行為。

•2.團體的溝通是以成員為中心，互動頻繁，
期待深度的自我揭露。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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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性團體

目的

•(1)協助成員改變行為、因應及改善個人問
題；(2)減輕症狀、舒緩情緒或解決問題；
(3)著重治療和復健。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第三節 社會團體工作的模式與類型

工作者角色

•1.診斷成員的問題，發展出治療目標。

•2.藉由處理一位成員的問題，引發其他成員
的體悟與改變。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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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團體

目的

•幫助成員學習社會化技巧，以及社會可以接
受的行為模式。

工作者角色

•1.透過團體活動學習，而非只有團體討論。

•2.幫助成員改善人際互動的技巧。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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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性團體

目的

•幫助成員解決個人或社會問題。

工作者角色

•通常團體領導者亦是團體成員，專業工作者
並不積極介入，避免干擾團體自主性。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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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務性團體

為特定的任務而設，主要來解決問題、提出新想
法和決策，當任務完成時，團體便告結束。

工作小組

組成

•工作小組由數位各自具有特殊知識及技巧的
工作人員聚在一起。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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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任務

•工作小組的組成是為了達成某一特定的目的
或特定案主利益。

治療會議

組成

•包含所有為同一案主工作的專業助人者，也
包含並未直接為案主服務的專家。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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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任務

•1.協助特定案主或案主體系，發展、監控與
協調治療計畫。

•2.在一段討論時間內只關注一個案主。

•3. 團體將注意力放在案主需求，致力達成
團體成員所同意的治療計畫。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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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發展團體

組成

•員工發展團體是針對機構員工而設立的團體
，領導者是專精於某特定領域的專家。

目的、任務

•透過團體發展、更新和重新喚起工作者的技
巧，以便對案主提供更有效的服務。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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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組成

•委員會是由一群人透過指派或經由選舉而組
成的團體。

目的、任務

•1.成員要提出報告、完成任務、公布推薦或
做成決策。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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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員被期待分享個人觀點，自我揭露的程
度是非常低的。

•3.經常要面對複雜的議題，需以團體任務分
組方式來達成。

顧問團

組成

•通常是在組織中具有權力地位的督導、部門
主管或資深的管理者。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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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任務

•1.主要是針對整個組織或各部門的政策問題
提供忠告。

•2.顧問團會議的議程通常是保密的。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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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行動團體

組成

•共同察覺到現行社會結構中的不正義、不公
平及需要改變。

目的、任務

•1.採取擔任使能者的角色，以協助團體獲取
所需要的資訊。

•2.應為團體負起「教導性」的倡導角色。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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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

組成

•所有組織、社會行動團體或個人集合在一起
的團體。

目的、任務

•1.促成聯盟成員同意去追隨共同的目標。

•2.建構聯盟的形成與發展，維持意見一致與
良好的夥伴關係是主要任務。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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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會議

組成

•會議的成員需要負責向代表會議轉達代表單
位的觀點、主張與立場。

目的、任務

•1.主要功能是在會議進行中，代表其委託單
位的立場。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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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表會議關心的議題通常足以影響部分的
機構、一群人或廣大地理範圍的人口。

休閒團體

組成

•由機構依照服務對象的需求，特別設計給予
符合條件的成員參與。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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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任務

•1.滿足成員個人的需要，可以達到休閒、娛
樂的目的。

•2.在與別人的交往過程中，學習一些待人處
世、人際交往的技巧。

貳、社會團體工作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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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何種性質的團體工作，都是一種助人的活動，
必須依一定的程序進行，始能達成預期的目的。

壹、團體準備期

在團體準備期為團體初期，又稱構思期或團體前
期，即準備階段。

壹、團體準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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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思團體結構

1.物理環境：團體辦理的場地。

2.團體規模：團體所能分配給每一位成員的時間
多寡，主要取決於團體的大小。

3.開放或封閉的團體：允許團體成員自由進出的
程度。

4.團體的時間：包含團體的期間、會期的長短、
聚會的頻率與聚會的時間。

壹、團體準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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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員初篩

1.年齡。

2.性別。

3.團體問題的性質。

4.成員行為特質的考量。

5.成員價值系統。

壹、團體準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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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體工作期

一.團體聚集期

是團體成員開始第一次聚會的時期。

主要在達成共識，訂定團體目標。

貳、團體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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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體形成期

(1)協助成員彼此認識；(2)澄清團體目標；(3)
創造安全、信任關係；(4)建立團體規範；(5)領
導者以身示範；(6)讓成員了解團體是大家的。

三.團體衝突期

成員彼此試探過某些行為之後，團體內的一些衝
突、彼此意見的不合等會逐漸浮現檯面。

貳、團體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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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體維持期

歷經團體衝突期後，若團體工作者處理得當，團
體的共識會逐漸形成，團體凝聚力會日益增強。

五.團體結束期

當團體工作結束，任務完成，團體則進入結束階
段，成員準備結束團體中的關係。

貳、團體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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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尊重隱私與保密

對於團體過程之文字記錄、錄音或錄影，需徵得
成員同意，並告知成員用途，不得轉作他用。

壹、尊重隱私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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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維護成員身心安全

團體成員互動難免會有意見不合、衝突狀況，工
作者應嚴守中立，秉持對事不對人的態度處事。

貳、維護成員身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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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讓案主自決

團體工作者事前應讓成員了解整個團體的工作程
序，且提供足夠資料給成員考慮，而不是有所保
留，以誘使成員參與。

參、讓案主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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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需是合格的團體帶領人

社會團體工作有其獨特的知識與技巧，機構要選
用合格的人擔任團體工作者，並選派適當人員擔
任督導。

肆、需是合格的團體帶領人



結論

 社會團體工作是社會工作者的工作方法之一，發展
歷史較社會個案工作晚，被認定為專業工作方法的
過程也較為坎坷，甚至是實務應用都不似社會個案
工作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