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1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所屬系所 社會工作 

社群名稱 社會工作概論第 11組 

指導老師 秦燕 

成員 
葉宇屏(102040028)、謝念恩(102040021)、許恆瑜(102040089)、李翊寧

(102040118) 

主題類型 

■日常課後小組討論；□專題研究；□影片欣賞；□藝術表演；

□參觀展覽；□其他： 

1. 讀書會/學習社群介紹 

    社會工作概論課程的需求，而成立的讀書會，書本為:「與你同行家扶社工的故事」。為了使讀書

會能夠進行得更有效果，在每一次的聚會之前，組長會要求組員事先將當天要討論的部分閱讀一次，在

正式開會時，就能針對重點和不懂的地方加以討論，更能夠精準的提出有意義的問題，讓成員們可以互

相交流並且表達自己的看法。聚會的時間是每個禮拜二的早上，每次進行一個小時，成員有社工1A的葉

宇屏(102040028)、謝念恩(102040021)、許恆瑜(102040089)、李翊寧(102040118)。 

2.反思心得 

貧窮家庭經濟扶助 

(1)我要與窮人在一起，這誓言，我怎能忘 

作者畢業後任中學總務一年，覺得不適任，到家扶中心應徵，面試官卻問了一句:「如果被任用，服務

地點是否在意?」，他說:「何處需要我，我就去哪裡」。他到澎湖工作，一開始心很猶豫，但最後獲得

支持。去了之後，發現澎湖是一個資源缺乏，卻知足常樂的地方。為一位孩子申請扶助金，但錢卻被父

親拿去花在喝酒上，讓他覺得扶助金要做最好的運用。之後作者擔任了育幼院院長，讓年輕的他有些不

知所措。他發現育幼院設備完整，但是小孩的內心很孤單，常做一些破壞的動作，雖然院裡有保母，但

是保母畢竟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而且經常換人，使小孩有爭寵現象，為解決問題，搬進了育幼院，進

修自己，最後幫孩子找家。曾經有位母親把小孩遺留在門口，卻為小孩而回到育幼院當義工，因無法承

受骨肉分離，回到院裡辦領養。 

(2)面對不同族群的見忍與堅持 

作者到澎湖就職。有個單親媽媽帶著兩個小孩，與姑姑同住，媽媽與姑姑是痲瘋病患者，爸爸因海難過



世，生活困苦。媽媽因痲瘋病而自卑，即使他的痲瘋病已無傳染力，在別人眼中痲瘋病是骯髒病。雖然

作者試著說服媽媽踏出家門，在他一年半調回台灣後，依然沒有成功說服媽媽。雖然有些挫折，他還是

決定尊重個案。另一個個案是年輕媽媽帶著三個小孩，丈夫去世又留下一筆債務，扶助金領回就被拿去

抵債，全家吃生蟲的地瓜簽，作者用了辦法讓債權人等孩子十八歲後再回債，案主也說不賭了，但案主

偶爾還是會去小賭，讓作者困擾是否停止扶助金。還有一位黥面阿嬤住在偏僻的山區，和孫女過著簡陋

知足的生活，但他們的煩惱是每當有颱風時，溪水暴漲上學的孫女就會無法回家，坐著希望他們搬離山

區，但阿嬤卻堅持守護家園。 

(3)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有一個失明的男生，再三十歲時娶了一個弱智的太太，生了四個小孩，小孩中有兩個接受輔助金，爸爸

希望再多輔助一個，但社工建議他治療眼睛。結果，太太又意外的在治療期間懷孕了。所以三人經過協

商後，丈夫決定帶太太去婦產科結紮，之後案主也治療成功，有能力養家活口，一家人幸福美滿。 

(4)每個階段都在享受 

一個酗酒的原住民單親父親，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因為過動，而被送往寄養家庭，在寄養家庭的細心

呵護下，使他終於克服障礙，在校成績名列前茅。之後爸爸接下有機農莊的工作，兒子也回到家庭，一

家人終於圓滿。 

(6)離島的孩子多麼渴望你的每一次到訪 

到澎湖做家訪時，案主總是熱心的招待，自己卻捨不得吃那些好的東西，每當他要離開時，案主的小孩

總是羞澀的叮嚀他騎摩托車時要注意安全，這樣的小舉動作者感到十分窩心。 

(7)主，我願向祢 

作者利用周六下午幫助課業較差的小孩，並和小孩一起玩耍。他發現有一個小朋友每次都躲在角落，他

就鼓勵他和其他小孩一起玩耍，慢慢讓小孩一起融入他們，作者用他的耐心去改變小孩，也同時影他的

心理層面。 

貧童家庭經濟扶助篇 

(1) 齊心打拼,姊姊妹妹站起來 

在花蓮的家扶中心，舉辦一個家庭生活發展帳戶的計畫，協助單親媽媽、沒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重建他們

的經濟能力，所以社工創立了一個花蓮家扶愛心小舖，其實要創立這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資源匱

乏、人力吃緊，一開始的設備也都盡量用二手貨是回收的物品代替，透過方案的培訓與協助，這些媽媽

學會了縫紉商品，心中也有了想當設計師的夢想，這個計畫讓參與的媽媽對自己更有自信，也給了他們

一個靠自己、自助的機會。 



(2)跨海送溫情，天涯若比鄰 

有一個荷蘭人，在台灣認養了一個小孩，他為了替那個小孩慶生，特地從荷蘭坐飛機來台灣，一開始他

們之間有點陌生，小孩看到外國人心裡也有點怕怕的 

，但他為了與孩子拉近關係，還幫他辦生日派對、送他禮物，後來他們也漸漸地熟悉彼此，這個外國人

的精神，讓社工員很敬佩和感動，因為很少有外國人來台灣就為找他認養的孩子。 

(3)一個行動改變一個人 一封書信感動一個人 

有個社工很努力地募集資金讓孩童能去上學，因為這個地區小孩都很窮，想上學也都因為家裡經濟負擔

不起，他就覺得這樣很可惜，然後他就開是藉助媒體的力量，寫新聞稿、追著記者跑，想盡辦法說服媒

體幫他登報，讓這消息散播出去，後來漸漸的就有資金進來，這個社工員最特別的地方是他會寫信給案

主，他認為寫信寄給對方會讓對方感到滿滿的感動，他希望別人收到時不只有白紙黑字的收據還又真實

的溫情。 

(4)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台中家扶員在發展學員新館落成時，心臟病發，緊急送醫急救，醫生說他手術只有 2到 3成的存活機率，

雖然手術成功，但是也因為這樣他無法繼續當社工，他覺得有點可惜，而這是他生命的第一次挑戰，而

第二次挑戰則是他的女兒出車禍被送進加護病房，沒多久醫生就跟他說不用再等了，他就很難過，但因

他的女兒是音樂老師，很多人就說也許是天上缺了一個指揮樂隊的老師，這樣轉念一想，他的心情就比

較好些。早年在台灣認養兒童都是外國人，這些外國人要與認養童通信都必須藉著社工員幫忙翻譯，常

常信件堆得像山一樣，整個桌上都是，工作量很多，壓力很大，但是看到兩方都很開心，他就覺得很值

得。 

(5)自立歲月，伴你同行 

剛從社工系畢業的這個學生，到了台北的家扶工作，家福就給他一個大專青年自立釣竿計畫，主要對象

是大專院校的年輕人，希望他們畢業後可義靠自己不用靠別人，教導他們儲蓄、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

學習規劃未來和志工服務，其中參與這計畫的一個年輕人，畢業後就到了法國去留學，大家都覺得很不

可思議，因為參與這計畫的年輕人大部分都是家裡經濟狀況比較不好。 

(6)看見對方的需要，賞識他人的付出 

有個社工到了恆春去找他的案主，但是他找不到，因為那裡比較鄉下，沒有門牌，最後問了很多人，繞

了很多路才找到，他發現很多爺爺奶奶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好，到了應該是含飴弄孫的時候還是要工

作，因為案主的父母都沒有工作能力，所以社工在發物資時都會盡量多帶一些給他們，因為他們真的很

需要，社工員也提到給案家多一份關心，就多一份資源，多一份資源，就給案家少一份負擔。 



(7)堅持到底，一定可以 

有個社工他在做幼兒教育啟蒙專案，幫助沒有接受教育的小朋友，讓他們可以融入其他小朋友，也讓他

們的父母上親職教育，告訴他們如何教導小朋友、如何與他們培養感情，社工員看到小朋友未來有好的

發展就覺得很開心。在這過程中最特別的就是有一個爸爸，他想要參加這個方案，可是他的工作很不穩

定，又要照顧年邁的母親和兩個小孩，而這個方案又希望報名的人一定要全程參與，原本在考慮的他，

經過社工的鼓勵最後還是報名了，而且每堂課都到，因為他一直把社工員的話「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

記在心裡，他也告訴自己，只要真的想做，永不放棄，就能成功。 

兒童保護篇 

(1)一位喜愛寫文章的國二女生突然自殺，經過了解後發現她是為了減輕媽媽的壓力，所以選擇離開世

界，社工在她的文字間發現深藏的憂鬱。 

(2)小莉遭受遊民侵害後，面對的不只是心靈的創傷，還深陷長期病痛的折磨，但小莉非常勇敢地迎接

病魔。雖然最終小莉還是離開了這個世界，但她帶給大家無限的愛。 

(3).有位媽媽不堪丈夫長期家暴而離家出走，丈夫為了報復媽媽，所以性侵了大女兒。媽媽在知道後帶

著六名孩子離開，並訴請離婚。大女兒因心靈受創，加上在暴力的環境下長大，所以會欺負弟弟妹妹，

久而久之手足之間的相處便充滿暴力。社工對這件事感到非常苦惱，不知道該怎麼解決。有一天他們又

打架了，社工狠下心腸報警，在此之後手足之間的關係終於恢復正常。 

(4)小美自幼由阿公、阿嬷扶養。她的母親和父親離婚後再婚，但是卻住在同一個村子，父親無法接受

這個事實而整天酗酒。社工初次與小美接觸時，發現小美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他問社工:「如果你是我，

每天看著自己的媽媽關心別的孩子，但是她卻連看都不想看我一眼，你還可以接受這個母親媽?看到自

己父親每天酗酒躺在地上，被伯父用腳踹，卻一點方法都沒有，你要怎麼活下去?」社工運用同理心，

了解他的處境，終於讓小美接納她。 

(5)小芬被媽媽送去歌仔戲團學唱歌，媽媽可以月領五千。二妹在三歲時被媽媽用剪刀刺穿腸胃，因而

由祖父母帶回家照顧。弟弟出生三天時被媽媽餵米飯導致腸胃發炎高燒住院，最後仍過世了。社工介入

並幫小芬安排寄養家庭，在一次與他父親交談時竟被小芬母親賞了一巴掌。 

(6)有個女孩在母親不知情下，被父親長期性侵了五年，妹妹很幸運的躲過類似傷害，然而這種情況卻

造成了姊姊痛恨妹妹的心理。但這女孩卻十分痛恨社工的介入，認為被硬生生地拆下偽裝五年的面具而

感到十分難受，最後女孩終於走出幼年的創傷。 

(7)小婷的父母因吸毒而雙雙入獄，社工發現她們姊妹倆都曾被爸爸性侵，所以將他們安排至寄養家庭。

在高中的時候，因為小婷有霸凌、說謊、偷東西的習慣，因此在一次同學遺失東西的時候，被老師認定



是她偷的，並且要求她轉學。在社工據理力爭下，小婷得以在原班就讀。也有人選擇相信小婷，因為感

受到大家的關懷，讓小婷開始轉變，在長大以後終於有一穩定的工作。 

不幸兒童少年安置輔導與兒療育照護 

(1)搶救待放的小蓓蕾 

在花蓮一帶有很多原住民賣小孩，有一個女孩叫小珍，課業還不錯，可是在小學畢業後不到兩天就被帶

走了，社工覺得很奇怪，因此要求她的母親把小珍帶來給他看，看了後發現原本樸實的她怎麼燙頭髮、

穿洋裝還被打賀爾蒙，兩個星期胸部就長出來了，原來是被賣去色情行業，因為那地的貧富差距大，有

些住樓房有些住鐵皮屋，可以住樓房的大多都是把小孩賣去色情行業，所以小珍的媽媽也把她賣給色情

行業，後來社工就覺得要改變這個情況，方法就是提高他們的教育。 

(2)鋼鐵般的男子 

苗栗有個學校–希望學園，剛開始他們在別人眼中是一群小混混，但社工還是很照顧他們並且依他們的

興趣讓他們學習，後來他們就開始學習跳街舞，也慢慢地找到他們自己的方向，他們的團長--光頭原本

是很叛逆，但現在的他期許自己能夠成為一位專業的街舞老師，不過後來有一天，警察就來到了希望學

園找光頭，理由是偷機車，大家都無法相信，連社工也說他現在已經不會做這種事情了，不料，團長承

認機車是他偷的，雖然他不是故意要偷竊，只是想兜兜風，但還是要面對法律接受感化教育，這件事的

發生嚴重的打擊了社工，因為社工一直相信他們會變好，裡面的學員心理也覺得有種被背叛的感覺，後

來社工就集合大家，光頭就留下大家未曾看過的眼淚並跟他們說「我對不起大家」，這次的教訓就讓他

們向前成長一大步。這個社工也常在她們跳舞時請他們喝飲料，讓他們知道他們是有人支持與鼓勵。 

(3)看到這群孩子的可能 

宜蘭家扶83年開辦中輟生輔導服務，89年正式成立家扶「向陽學園」，為願意學習但不適應學校體制的

國中青少年提供另一個學習環境，以銜接國中義務教育。向陽的孩子常挑釁師長、辱罵老師、霸凌同學，

社工進入向陽後，就覺得照顧這些孩子很辛苦，但至今也持續了十幾年，有些從這畢業的孩子，還會到

處宣傳向陽學園的好，勸導學弟妹要好好珍惜這段時間，不要找老師的麻煩，曾有個孩子說:「將來我

賺了錢，如果有100萬，就捐50萬給家扶。」，後來他不幸在一次車禍中過世，他媽媽就將賠償金的一半

捐給家扶，感謝向陽陪伴孩子的叛逆期，那是孩子最懷念的國中日子。社工一直深信，只要不放棄孩子，

孩子也不會放棄自己，他們就有希望。 

(4)愛讓生命充滿力量 

在一次的團體課程中，社工給孩子看了一部性侵害的影片，結果有個孩子看到一半就趴下來，社工覺得

不對勁就將她帶離現場，到了走廊，他狂叫嘶吼起來，一直喊到自己沒聲音才停下來，也流了一攤淚水，



這社工知道那傷痕如影隨形，是孩子一輩子的痛，我們能做的就是陪伴在她身邊，社工也對離開安置學

員的孩子說:離開之後，還是可以隨時來找我，因為受害者的傷痛經由一次一次諮商治療之後，即使情

緒穩定的時間越來越長，但仍可能復發。 

(5)溫馨托育情 修練思維，最佳抉擇 

有對夫婦結婚了八年都沒有生小孩，他們就決定領養一個小孩，可是那小孩是自閉症，雖然他們想還給

家扶，但沒有放棄能繼續為她復健，後來也成長得很好，在國小二年級就能從資源班轉到普通班，所以

愛是能改變一切的。 

(6) 樂由心生，第一線社工最快樂 

有一個女生她出生時，父母都很年輕也很忙，所以小女嬰就給婆婆帶，但是四個月過去了，小女孩還是

不會翻身，她媽媽就覺得很奇怪，但她婆婆就安慰她說大隻雞慢啼，後來他們四處求神，不肖的神棍就

藉機說孩子是被附身，必須改運，改運要花大錢，他們把房子拿去抵押，做了不少法事，孩子的狀況還

是沒改善，後來高燒不退，與死神搏鬥了61天，還是過世了。她媽媽後來又生了一個男孩，情況跟姊姊

一樣，這個媽媽就很難過，社工接到消息後，就馬上評估並安排療育服務，母親在專業人員的協助下，

懂得轉換情緒，藉著信仰讓自己遠離傷痛，後來這位母親還成為早期療育的優秀義工。 

1. 如果要將你派任到像澎湖或金門等離島工作，你願意嗎? 

翊寧:我不會去，因為我還有家人要照顧。我可以嘗試去找其他地方的工作。 

宇屏:我喜歡旅遊，而且到不同地方可以體驗不同的風俗民情，所以我相當樂意前往。 

念恩：或許離島離自己的故鄉有一段距離，但是我想趁年輕的時候多去嘗試，多幫助別人。 

恆瑜：不一定，我會藉由禱告來決定。 

2.如果遇到案主把扶助金拿去買酒或賭博，你會把他的扶助金停掉嗎?接下來應該要怎麼處理? 

念恩：我想這是當社工最感到挫折的一件事，想要幫他卻幫不上忙。我一定會把他的扶助金停掉，

因為他這麼做就違背這筆善款的美意。也許我會先勸告案主，請他要珍惜這筆資源，如果屢勸不聽，

就改採其他方式幫助他們。 

恆瑜：我不會馬上停止，會先跟他進行溝通，如果情況沒有改善，就會立刻停掉。 

翊寧:會，我會利用這一筆錢買實質的物資給他們。 

宇屏:我會陪著他們一起去採買所需要的物資。 

3.到個案家訪視的時候，如果有被強暴的危險會怎麼做? 

念恩:要有危機意識，發現情況不對的時候要趕快逃跑。 

翊寧:身上帶著防狼噴霧或電擊棒。 



宇屏:門始終保持開啟，以便逃跑。 

恆瑜:帶著同事一同前往。 

4.如果工作不順利，壓力很大時會怎麼做? 

念恩:找同事一起討論，透過彼此的交流抒發情緒。 

翊寧:做喜歡的事情並忘記工作的內容。 

宇屏:一直找別人聊天，讓自己停不下來。 

恆瑜:上教會，藉由禱告來取得心靈的平靜。 

5.如果遇到案主不配合應該怎麼辦? 

(1)換個方式跟他溝通 

(2)說服他配合，並跟他說明如果不配合會影響到他的權益 

(3)尋找另一個解決方案，不要使用此方案 

心得 

社工其實是一個很幸福的工作，因為我們是別人生命中的貴人，只要救一個，其實就是救了他一生，

連帶的，他的家人也會因為你的幫助而受惠，家庭更和諧。雖然工作時數長，但是當你看到案主因為你

的幫助，生活變的更好，經濟有所改善，臉上的笑容逐漸增加，那麼之前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其中最讓

我感動的是有些人在長大有經濟能力之後，會回過頭來回饋這個社會，鼓勵別人，讓這份溫情繼續傳遞

下去，這是很難得的。只要對這一份工作有熱誠、有堅持，就沒有什麼考驗能夠將你打倒。因此我深深

的佩服本書所有的社工人員，也期許自己能以他們為目標努力向前邁進。  

      社工人生裡的故事，有些令人感到心酸，但作者都會用盡全力去想辦法幫助他們，使他們恢復並

擁有比較完善的資源。雖然有些資源會被那些無情的父母拿去花掉，但社工們依然保持熱心去幫助他

們。他們熱愛這份工作，不會計較工作時間的長短，即使遇到挫折也會想辦法克服，甚至笑著去面對。

有些社工人在退休之後，還會繼續擔任志工，讓熱情的火永遠不熄滅。社會工作是一份充滿愛的職業，

也許會比別人多接觸一點社會的黑暗面，但就是因為看到的比別人還多，所以更能體會在艱難之中生活

的痛苦。正因為這樣，才能讓我們更有同理心去看待每個不同的家庭、每個不同的生活。社會工作者不

只是給予案主關懷與支援，他們也從案主的身上學習各種不同的人生態度，這並不是單方面的給予，更

是一種獲得。  

        在書中，我看到寄養家庭用愛來接納寄養兒童本來的樣子，並且相信愛心與溫暖能夠軟化孩子

的心，我覺得這是我需要學習的，因為常常我們的愛都是有條件的愛，會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回饋。但是

原來的樣子才是最真實的樣子，所以我要用愛來接納每一個我所接觸的人。當我們有這樣的愛的時候，



我們才能陪伴案主到底，不會因為他們的不配合、叛逆的個性而有討厭他們，甚至是不想與他們接觸的

想法。 

負面的情緒使我們看不見案主的優勢與需求，身為社工人員我們要敏銳而不敏感，面對事情時要公

正客觀，如此才能從容不迫的解決問題。只要每個人給予一點的關心與陪伴，就能讓世界的冷漠變成溫

暖的愛，關懷不是社工的責任，而是需要你和我的加入。  

3.學習討論照片（請放入學習討論照片至少4~6張，並請加註說明） 

 

葉宇屏(導讀)、謝念恩(紀錄)、許恆瑜、李翊寧 

’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428544410701673&set=gm.172101462996117&type=1&relevant_count=1&ref=nf


葉宇屏(紀錄)、謝念恩(導讀)、許恆瑜、李翊寧 

 

葉宇屏、謝念恩、許恆瑜(紀錄)、李翊寧(導讀) 

 

葉宇屏(導讀)、謝念恩、許恆瑜、李翊寧(紀錄) 



 

葉宇屏、謝念恩(紀錄)、許恆瑜(導讀)、李翊寧 

4.指導老師的話 

能運用圖書館團體討論室等場地專心進行導讀，反思討論，且有積極的企圖心，主動要參加圖書館所辦

的讀書會心得競賽，預祝收穫豐碩外，並能競賽獲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