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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探討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與價值體系。

 了解社會工作倫理的意義與重要性。

 學習社會工作與倫理決策模式。

 了解社會變遷對社會工作倫理決策的影響。

 認識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及重要性。

在研讀本章之後，學習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



前 言

 而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體系與倫理規範是社會工作
者實務重要基礎及規範，其重要性原因可歸納有以
下七大項：

1.避免濫權及隨性而為。

2.避免造成專業傷害及人身安全問題。

3.避免個人情感反轉移。



前 言

4.有助於同僚與專業團隊合作。

5.有助於專業關係的建立。

6.提升專業的服務品質。

7.有助於達成社會工作之服務使命。



第一節 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與價值體系

 社會工作是以人的尊嚴與價值為核心的專業價值體
系，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發展，促進全民
福祉。

 在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其具有極為寬廣的服務精
神與正義的眼光，社會工作倫理亦建立在此專業價
值體系基礎上。



第一節 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與價值體系

壹、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

1.社會工作專業有其理論與專業知能，且重視專
業知能提升。

2.社會工作專業有其專業的獨特性與自主性。

3.社會工作專業有其專業價值、專業倫理與法的
規範。

壹、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



第一節 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與價值體系

4.社會工作專業有其專業組織、案主體系與機構
體系的服務輸入與輸出。

5.社會工作專業受到家庭、學校、機構、社區及
社會等認可。

6.社會工作專業有其專業文化，且考量社會及多
元文化的發展。

壹、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



第一節 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與價值體系

貳、社會工作的價值體系

主要以維護人的尊嚴與人的價值為核心，使服務
對象不管是個人、社區等，都能獲得人性尊嚴及
其價值的生活條件。

貳、社會工作的價值體系



第一節 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與價值體系

一.人生來皆具有其尊嚴與價值

講求尊重人的價值，尊重軟弱的人，不因所擁有
的條件而更改，都視其為有尊嚴與價值的人。

二.人的生命價值是生來平等

不管一般人或是兒、少、老、殘及婦幼者，其生
存的權利、生命的價值都是完全平等的。

貳、社會工作的價值體系



第一節 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與價值體系

三.人是有自由意識與目標導向

在服務過程絕不可把個案視為愚笨沒有主見的一
群人，需視之為有自由意志的人，能夠找到自己
所需的目標。

四.人與環境互動中形成其獨特性

人的獨特性格主要是透過人在與環境互動中逐漸
形成，人也能在與環境互動中作出調適或改變。

貳、社會工作的價值體系



第一節 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與價值體系

五.人應運用適當資源激發潛力或增強
能力，以期自我實現

透過社會工作者專業服務讓受服務對象激發潛力
或增強自己的能力，以期自我理想生活的實現。

貳、社會工作的價值體系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壹、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

為達成實踐人權、人性尊嚴和族群平等的使命，
要重視社會工作專業工作者和專業組織的相關倫
理責任的釐清。

壹、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一.培育社會工作人員超越性價值與整
體性的發展

社會工作者需要培育超越性價值觀與人生信念，
才能在面對困難的案主時具有優質的策略，又不
失人性化的倫理守則。

壹、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二.提供社會工作者行為規範與兩難處
理

倫理的存在提醒工作者注意規範，而能提升工作
品質。

三.工作倫理建立起集體化的良心

個人的良心能判斷是非善惡，是內在的倫理機制
，是真理的呼聲。

壹、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貳、社會工作倫理的倫理觀點

一.效用主義

1.意義：強調行動的後果是要帶給社會最大的快
樂或最小的痛苦。

2.基本假設：

a.社會之善乃個人之善的總和。

b.考慮行動的結果促進了多少大眾的福祉。

貳、社會工作倫理的倫理觀點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c.因為每個人對快樂的計量是一樣的。

d.利他主義被視為一種相互的自利。

3.限制：

a.效用主義假設人們是理性的，但是快樂是一
個模糊的概念，很難理性計量。

b. 效用主義太強調個人快樂，而忽略制度的
因素會創造不快樂。

貳、社會工作倫理的倫理觀點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二.康德主義的義務論

1.意義：每個人應善盡其本分，且保有尊重與尊
嚴的義務。

2.基本假設：普遍認同遵循的行為法則。

3.限制：

a.這種普遍認同遵循的行為法則，也會面臨例
外情境之挑戰。

b.人們行為準則之建構各有差異。

貳、社會工作倫理的倫理觀點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三.權利論

1.意義：強調自由是一種權利，但也限制了個人
的某些自由。

2.基本假設：

a.好的社會是透過極大化那些吻合大眾正義的
個人自由範疇，來保障每個人的理性自主。

貳、社會工作倫理的倫理觀點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b.自由是一種權利，自由權應受到國家或他人
的保證不被干擾，而得以自主地行事。

c.國家是一個中性的政治工具，主要任務是保
障人民的權利。

3.限制：

a.對於人們如何理解其權利，有許多個別差異
性？

b.未明確告知哪些事物是社會福利所必須的。

貳、社會工作倫理的倫理觀點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四.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1.意義：協助社會工作者去思考權力或無力感的
重要性。

2.基本假設：

a.好的社會是一個能創造尊重、自由與公平持
續發展的社會與經濟制度。

b.創造有目的的勞動是基於人類自我實現與快
樂。

貳、社會工作倫理的倫理觀點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3.限制：強調增權觀念，挑戰政治結構、為案主
辯護。

五.直覺論的倫理觀

1.意義：認為所有倫理觀點都是直覺的。

2.基本假設：須考量各種因素後，再憑直覺來判
斷。

3.限制：容易陷入自我偏見而不自覺。

貳、社會工作倫理的倫理觀點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六.德行論

1.意義：應將倫理或德行覺知、思考、感受納入
專業中，並付諸行動。

2.基本假設：德行被認為是一種人類所欲求的道
德品質。

3.限制：美德會隨社會、經濟、政治條件而改變。

貳、社會工作倫理的倫理觀點



第二節 社會工作倫理的重要性與倫理觀點

七.相對論

1.意義：認為倫理的考量何者為正確。

2.基本假設：

a.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倫理守則。

b.要進入他人的思考裡，才能做出適當評斷。

3.限制：觀點愈多愈不容易做出正確的抉擇。

貳、社會工作倫理的倫理觀點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壹、五級倫理思考模式

1.獎懲導向。

2.機構導向。

3.社會導向。

4.個人導向。

5.原則或良心導向。

壹、五級倫理思考模式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貳、三種導向模式

1.機構政策導向。

2.專業關係導向。

3.個案需求導向。

貳、三種導向模式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參、倫理判斷模式

係指以直接訪問社會工作實務人員所定義的一些
倫理判斷面向，歸納分析出社會工作實務人員倫
理判斷的三個向度。

參、倫理判斷模式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一.行為評價方面：重視過程或強調結
果

若重視過程取向，在處理過程中，只要能為案主
帶來正向的結果，就可以放心去做。

決策時強調結果取向，則強調資源及利益增加到
最大及正面結果的重要性。

參、倫理判斷模式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二.個人取向方面：傾向相互性或共同
一致性，還是自主性或獨立性

在個人取向方面，一邊是強調相互關係，保護並
維持團體或社區的生存；而另一邊則強調助長案
主的自治力、自我取向、獨立。

參、倫理判斷模式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三.權威所在方面：內在化權威或外在
化權威

一端強調對決定、選擇及行為的自我責任；另一
端則是著重順從機構政策、社區規範、法律及其
他外在於個人的權威來源。

參、倫理判斷模式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肆、社會工作臨床實務的倫理決策模式

1.要明確地定義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所遭遇到的問
題是什麼，案主所面對的情況是什麼。

2.清楚說出倫理情境的背景資料。

3.價值判斷，同樣的要先明確界定這個倫理情境
關連到哪些價值。

4.針對兩難的困境提出所有的選擇。

肆、社會工作臨床實務的倫理決策模式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伍、倫理原則及倫理衝突考量

1.促進服務對象的最佳福祉。

2.實踐弱勢優先及服務對象最佳利益。

3.尊重服務對象的個別性及價值。

4.理解文化脈絡及人際關係是改變的重要動力。

5.誠信正直的專業品格及態度。

6.充實自我專業知識和能力。

伍、倫理原則及倫理衝突考量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當面臨實務之倫理兩難及倫理衝突時的處理原則
，有以下4項原則：

1.所採取之方法有助於服務對象利益之爭取。

2.有多種達成目標的方法時，應選擇服務對象的
最佳權益、最少損害的方法。

3.保護服務對象的方法所造成的損害，不得與欲
達成目的不相符合。

4.尊重服務對象自我決定的權利。

伍、倫理原則及倫理衝突考量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Lowenberg和Dolgoff發展出倫理原則順序表七項
原則，有助於社會工作者服務時的倫理考量。

1.保護生命原則。

2.差別平等原則。

3.自主自由原則。

4.最小傷害原則。

5.生活品質原則。

6.隱私守密原則。

7.真誠原則。

伍、倫理原則及倫理衝突考量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陸、專業倫理抉擇的指南

1.當基本需求受到威脅的時候，必須即刻採取行
動加以維護。

2.對於一個人（甲）基本生存的保障，遠超過對
於另一個人（乙）自由權的維護。

3.對於一個人的自由意願之尊重，遠超過他本身
基本生存必須條件的維護。

陸、專業倫理抉擇的指南



第三節 社會工作倫理決策模式

4.社會工作者對於社會工作專業倫理的尊重超過
對於其他。

5.即使與其他法律或規定相牴觸時，當個人基本
生存權受到威脅時候必須優先處理。

6.免於饑餓及維持基本的住宅、教育和經濟所需
，優於對其他人財產的保障。

陸、專業倫理抉擇的指南



第四節 社會變遷對社會工作倫理決策的影響

 社會工作是「助人的專業」，其專業知能與倫理體
系的建構與思考，隨著人類社會變遷而有所改變。

 隨著知識界對「現代化」及「全球化」的反思，提
供我們更寬廣、更多創造性可能的思考與視野。

 因為家庭倫理中的孝道觀念減弱、社會思潮從現代
主義到批判的後現代主義的轉變等社會變遷，對社
會工作倫理決策都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第五節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壹、美國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增修，其社會工作的核心
價值包含服務、廉正及能力等重點。

壹、美國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第五節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美國1997年施行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重點如下：

1.核心價值：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包含服務、廉
正及能力等。

2.使命：

a.致力促進全體人類之福祉，並協助滿足其基
本人性需求。

b.增強案主的力量。

c.為弱勢與受壓迫者服務。

壹、美國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第五節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d.關注社會情境中的個人福祉。

e.促進社會正義與社會變遷。

f.尊重文化、族群的多元發展。

3.主要的內容：

a.保密。

b.案主自決。

c.專業分際。

壹、美國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第五節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d.充實知能。

e.社會正義。

2018年美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1.序言。

2.社會工作者倫理守則的目的。

3.倫理原則。

4.倫理標準。

壹、美國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第五節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貳、臺灣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1.8及1.9為新增條文，用以規範工作者與媒體互
動及在網路社群發文時，應注意服務對象隱私保
護及權益。

第五條中新增條文5.3，強化對於弱勢權益保障的
責任、對於受壓迫、受剝削、受欺凌者權益之伸
張。

貳、臺灣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第五節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新增條文5.6，說明在天災及社會安全緊急事件發
生時的因應。

我國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不僅對社會工作師，也
是所有社會工作人員實務指引及處理倫理申訴陳
情之基礎。

貳、臺灣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結論

 社會工作以人的尊嚴與價值為核心，努力促使案主
免於貧窮、恐懼、不安，維護案主基本生存保障，
享有尊嚴的生活。

 有此社會工作倫理守則與價值體系，將有助於社會
工作專業的提升及服務品質的改善，以期促進全民
福祉，協助個人、團體、社區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