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1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所屬系所 社會工作學系 1B 

社群名稱 社會工作概論課程之讀書心得 

指導老師 南玉芬 

成員 林珈均、林久丰、林佳穎、毛呈安、謝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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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目的:了解社會工作者的工作環境和經歷。 

進行方式: 相約共同有空時間進行【社工員的故事】導讀，首先平均分配每章節負責人，並使用臉 

書聯絡彼此。 

聚會頻率:每周一次聚會 

每次進行時間:依照每一位導讀而異，約十到二十分鐘。 

2. 反思心得 

(一)毛呈安的學習反思: 

1.在他心裡，播下一顆愛的種子 

如果你是社工員，你要如何設身處地站在案主的立場，也許他們並不是不願意踏出去，而是我

們用錯了方法。多一些陪伴，多一些耐心，多動動腦子，你可能又多一個可能，一個生命轉折的可

能。 

也許你的辛苦不會馬上出現結果，但它們已經默默埋進，埋進他的心裡。 

2.這是一份很棒的工作 

人生中，轉移不同的跑道，身處不同的位置，也許會面臨前所未見的困難，但到頭來，一切都

將化為你生命中歷練。適時的接受你生命中的小插曲，在未來他有可能變成你與他人分享的小故

事，更可能使你拉近與案主的關係。 

勇於接受每一次，你生命的歷練，它將變為你的故事。 



3.在他們心中搭起一道彩虹 

我們對原住民的了解，往往來自於教課書、節目與口耳相傳，就如同我們對許多弱勢家庭的認

知一樣，非常的陌生。原住民更被層層的山川原野懷抱著，我們對他們的認識又更加的稀少了，不

是我們不關心他們，更不是他們不願親近我們，而是少了拉近彼此的橋梁。 

誰來，建立起那座橋梁？ 

4.搭起舞台，陪伴翱翔 

每個人都有一雙翅膀，但不是每個人，都已學會飛翔。雖然每個人學習飛翔的時間，有所不同，

但並不代表他們不會飛翔。只要再多一些時間，多一些陪伴，一步步踏實的練習，我們都能在同一

片藍天翱翔。 

5.太陽公公出來了 

為了讓驢子前進，你可以用皮鞭打它，也可以將一個紅蘿蔔掛在它面前，讓它追著食物跑。如

果你是驢子，你希望人家怎麼對待你呢？ 

6.讓我們一起為愛存款 

人都喜歡自己的聲音被別人給接納，可是我們往往都忘記去認真傾聽別人的發言。有時候，其

實父母親與孩子都沒有錯，只是因為他們沒有徹底的了解對方的想法，因而產生了誤會、爭吵。 

7.做事或做人？這門課我竟修了這多年！ 

如何在做人與做事中取捨，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免不了的問題。事與人都能圓滿，這是我們最希

望達到的，可是往往都事與願違。 

做事與做人都圓滿，這門功課真的很需要多年的智慧。 

(二)謝易辰的學習反思: 

1. 比公主童話好聽一百倍的故事 

一個從小喜歡聽故事的小女孩，長大幫人一起創造他們的生命故事，從文章中真的看到了社工

老師的熱情，從這章也提醒我只有個案子己有權決定自己要走什麼路，做什麼抉擇，社工只是協助

他而不是幫他做決定，我們有時會以自己的想法教人一定要這麼做，我以後要小心不要自視過高。 

2. 原來，我從不孤單 

如果社會可以改變對少女懷孕的歧視，提供合適的環境給他們帶著孩子勇敢活下去的力量，讓



他們完成教育讓他們有一技之長，有立足在社會上的力量，那社會就會少一點被拋棄的小孩，多一

點溫暖的家庭。 

3. 安置，真的是最佳利益嗎? 

有言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對於做兒童保護的社工來說到底要不要把孩子從父母身邊帶走，怎麼

做是最符合這個孩子的最佳利益，都在考驗著社工的智慧和觀察力，所以當社工真的要學會細心，

多一點聆聽和觀察絕對不可以自以為是。 

(三)林珈均的學習反思: 

1. 上面的風景這麼漂亮 

經驗的累積和實際的摸索讓我漸漸明白，孩子未來的主導權在孩子本身，我們社工只能多陪孩

子、多聆聽孩子們的心聲，了解他們。但該如何讓孩子對社工產生信任呢？ 

2. 我與我的年少兄姊 

我們應該適時低下頭來聆聽孩子們真正的需要是什麼，盡可能的了解他們的需求。但該如何讓

孩子們說出自己的需求呢？ 

3. 這些年，家扶教我的三堂課 

第一課 我願意，善的力量一直在 

 想想自己當初為何選擇當社工員，是否是為了幫助社會大眾，聽他們說聲謝謝？ 

第二課 只要相信，慢飛天使也能快快飛 

 在面對早療孩子時，我們該如何將他們當成一般正常的孩子來教育與看待？ 

第三課 社工不是神，卻是雞婆的人 

 社工的態度必須是主動積極，要能主動發現問題，主動協助家庭去改善，盡可能的幫助社會大

眾。雖然我們不是神，但我們是否可以盡可能地做到社工的本分? 

4. 分享探視國外兒童的幸福旅程 

過去社工對於扶助窮人的觀念是「doing for」──「我來為你做什麼？」現在的新觀念是「doing 

with」──「我陪你一起成長！」「我陪你一起做！」但是受扶助者真的願意踏出他們的第一步嗎？

還是他們會認為一切已成定律，無法改變？ 

5. 英雄力量──國際服務在蒙古 

未來，孩子的英雄力量將能用於幫助蒙古社會、並跨越疆界去幫助其他國家。但是在幫助其他



國家的前提下，是否應該先將自己的國家處理好呢？ 

(四)林久丰的學習反思: 

1.熱血青年大冒險 

如果有一天走在路上的你，突然被綁走並且脅迫你要跟他結婚，那我們每天會活得多麼膽顫心

驚呢？那如果現在你信任的國民警察，有天莫名帶著槍直問你是否偷竊並且要你拿出價值的東西給

他，你該怎辦呢？又如果某天你生了重病被宣告無藥可醫時，國家政府決定把你丟進死亡的監牢

裡，你又能如何呢？ 

平時看似理所當然的自由和平等，是多少先人努力而來的？我們該時時保持感恩的心並且學會

有站出來的勇氣，讓全世界生活在困境的人們也能夠享受我們的「理所當然」，幫他們改變我們無

法想像的世界。 

2.打造遊戲魔法城的追夢人 

當別人不了解你的用心時，是否你就會選擇放棄先前的努力？還是你會改變方式說服別人了解

你呢？或者只是一味的抱怨呢？ 

人的思想很複雜也很奇妙，也因為如此造就了人類的文明，卻也因為如此讓大部分的人們產生

誤解而厭惡對方，或許我們該學會更用心傾聽對方的聲音，而不是只會抱怨眼睛看到的一切。 

3.迢迢重建路，深深感恩情 

你看到的世界是什麼，那你的世界就是什麼，相信嗎？ 

身為社工，永遠健康的心理絕對是必要的，如果你都不愛自己？那你憑什麼要別人愛他自己

呢？發自內心地想要讓對方享有更好的人生，對方多少一定能感受到，陪他們重建心靈，才有辦法

讓他們重建自己的家。 

4.我與天使一起飛行的時光 

如何強大自己的力量讓更多人能受到幫助呢？「合作」絕對是最強大的力量，只是我們還需要

各項的專業能力和那顆願意付出的心，少一點計較，多一些協助，工作上的歡樂自然就會跟著來，

而我們所想要的成果也會慢慢的提升，一切都從先學會「尊重一事無成的自己」和「友愛別人」開

始吧！ 

5.面對危機，我不曾停下腳步 



在幫助人的同時，也要記得自保，或許有時真的很難割捨，但得學會負責自己的選擇是吧？不

管結果是好是壞，我們都得勇敢面對，不要氣餒、不要停下腳步，克服吧！ 

你是否深信「善」是一個循環呢？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你一定會做出很多善的事情，因為你明白它

身後無限的價值。 

(五)林佳穎的學習反思: 

很多時候社工員會陷入倫理的兩難之中，如案主自決還是干預、專業價值和個人價之間衝

突……，或許在我們看來以某種方式來處理最為理想，但真的可以這樣幫他們決定，變成「引導式」

的處遇方式幫助案主嗎？案主會有自己的想法，案主自決在個案的訪談技巧中是很重要的一環，身

為社會工作者，傾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們所被賦予的任務，應該是「以案主為中心」，而非「專

家中心」，可能社工會以為案主希望用「補助津貼」來幫忙度過難關，然而案主可能會覺得自己好

手好腳的有能力養活自己，並不需要這些補助，同時，我們的態度也很重要，我們所提供的幫助指

的是使案主能夠有改變的主導力，而不是聽命於社會個案工作者。 

(一)毛呈安的學習心得: 

當你一股熱情被潑一大桶冷水時，你是擦乾身子；繼續向前？還是讓風將它自然撫平？當你看

見別人身處深淵卻不願走出來時，你是站在高處給他鼓勵？還是一頭栽進去？你，有你的答案。他

們，寫出了他們的故事。 

「用生命，去影響生命。」在每一個故事中，案主與社工員的生活總是緊密連結的，不管是工

作、教育、成長他們都早已成為對方生命裡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會很喜歡投入

「社工」的原因。 

「是啊，社工是一份人性化的工作，人性化的考量不外乎感受。我是在做是還是做人？問題解

決後人的感受呢？真的只是其次嗎？做是不只求是圓，還要人好才對吧？這門課，我修了許多年才

悟透呀！」 

人際處理，是每位社工必須擁有的技能，它不僅僅影響你與案家的關係，也是你生命裡一大課

題，如果你自己人際處理很好，不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別人也會對你留下好的印象，增

強人際網絡的連結。我想，我會去閱讀更多的書籍、與更多長者們對話，從中去學習更多的人際處

理技巧，才不愧對社工系學長姐們的叮嚀。 



每當在課堂上聽到「社工員的職業道德」時，我總是皺眉頭，我想能將「官場道德」、「商場道

德」完美達成的人應該就很少了，而「社工員的職業道德」的達成率，應該跟「新聞職業道德」差

不多吧！社工要用感性而不失理性的心，與案主洽談；用理性又不失感性的心，將個案紀錄完成。

下班了要能完全放下心中的工作；結案時，要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我深深覺得這是一個「修

行人」的自我要求水準了！「社工」，真不是人做的職業啊！ 

(二)謝易辰的學習心得: 

看完了這本書真的讓我感覺很感動，看到台灣有那麼多的社工默默著為社會上弱勢的人們服

務，雖然早期的環境不是很好，但他們不放棄自己心中那把助人之火，努力的去爭取，讓政府重視

社會福利並制定相關的法源依據，也在各大學開設社工專業的課程，我們真的要以這些前輩為榜

樣，以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絕對不要忘記當初選擇要念社工系時的熱情和抱負。 

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要選擇念社工，社工是一個很累薪水又不高的工作，而且台灣目前的社會

福利制度也不是很完善，去選一個以後可以賺大錢的科系，還比較實在，但我覺得讀書不是為了賺

錢，人生更不是只有賺錢是最重要的目標，社會工作和一般的工作很不一樣，一般的工作你只要想

著如何達到業績就好，但社會工作遇到的案主都不一樣，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不一樣要處理的事情

也不相同，沒有一套標準程序，是個充滿挑戰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的幫助可以幫助一個人改變一

生，我想，看到案主的臉上露出的笑容就是支持社工員最好的動力，這比賺更多錢都還有意義，所

以我要好好趁著唸大學期間充實自己的專業，以後也可以像這些家扶社工一樣站在第一線為人群服

務，就算力量很微薄，無法幫助所有人，能救一個是一個。 

(三)林珈均的學習心得: 

在導讀的過程中，我學習到了如何將一本書的重點快速且有效率的找出來並整理好為同學們介

紹，過程中有學習反思的問答，同學們能適時地提出自己有問題的部分，導讀者會一一的為大家解

答，也會一同討論，進而形成一個良好的同學自助讀書會。 

這本書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宗教信仰，基本上十篇之中會有七篇說自己有信仰基督教，讓我

知道心靈方面有個寄託是個不錯的紓壓方法，有個可以與自己說話的對象，有個缺口可以宣洩壓

力，別把壓力都積在心中，是件很重要的事。 

看完這本書之後，讓我知道社工真的很忙碌，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手上個案太多等等都是



問題與困難，但我還是會堅持下去，不想讓家人失望、不想放棄自己能做到的事、想為這個世界多

付出一點點，都是我走下去的動力。 

(四)林久丰的學習心得: 

這本書是對我來說很重要的社工老師送給我的，他告訴我：「用心去體會，加油！」雖然很少

和他聊，但只要聊過的內容，總是深深印烙在我心裡影響著我，對我而言「社工」這份職業是多麼

的偉大。 

在看這本書的過程中，每看到一個段落時，總是有一股衝動想要吶喊，想大聲地吼著：「我也

要成為偉大社工師！我也要幫助很多很多人。」以前常常有很多衝動做出了許多對自己的承諾，其

實有很多都沒有達成，但是卻也因為這些悸動的衝動造就了很多不一樣得我，「我！要成為一個偉

大的社工師！」時常這樣告訴自己，也時常告訴別人，所以總有很多朋友會用這句鼓勵我，最令我

感動的是，某次回家扶上台演講，又說出了這句，下台後，那位對我很重要的社工老師似乎也被我

感動到了，而笑笑地對我說：「偉大社工師。」 

看完了這本書，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多少，也不能確定自己是否能完全接受任何挑戰，但我明

白能用自己的生命態度影響很多人，不只是需要幫助的人，也包含需要鼓勵的人，對我來說，自己

就是最平凡並且最不平凡的人，我相信自己，永永遠遠地相信。 

(五)林佳穎的學習心得: 

社會工作學系於民國六十八年始設於東海，而考取社工師執照的社工師和其他地方相比比例上

明顯的少了許多，至 101年為止，全國共計 6,332名社工師，平均每一位社工需要服務 3,000名台

灣民眾，是美國的六倍，香港的三倍，在低薪、勞力缺乏的狀況下，社工承受著高壓力、高勞動量，

於是在台灣而有「血汗社工」一說，這樣的情形也造成了台灣社會福利的失能。 

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工作者除了理論的運用外，更多的是對於服務所抱持的熱忱，有這樣一

項信念才可以支撐著社工們突破現實的層層艱難而有所服，以「莫忘初衷」四字來勉勵自己。 

現在的社會不管從事何種工作都講求「專業」，而社工與志工的不同之處除了義務性和志願性

的差異外，還有能力上的不同，社工是社會上能力資源的結合者，需要有很強的統整性，分發和調

配以及結合社會上的種種資源，在人力缺乏的現下，社會工作者更要擁有妥善運用人力、物資的能

力。 



未來一定會遇到很多的問題，自信心也會受到一定的打擊，作為社會工作者不僅要有充分的專

業能力，也需要有高度的熱情，但就怕像一支在空氣中燃燒的蠟燭，到最後只剩下灰燼，相對的在

服務之中獲得滿足的快樂，便會成為一路向前的動力，正如同泰戈爾所說：「我們的生命是天賦的，

唯有獻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引用家扶社工第二集之中的一段話，我們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

一群人」，用這樣豐富生命的意義來期許自己或許能做得更好。 

3. 學習討論照片 

 

以上兩張皆在二宿前面相約導讀 

 

以上兩張皆在圖書館討論室相約導讀 

 



以上兩張皆在社會工作概論課後相約導讀 

4. 指導老師的話 

透過閱讀，同儕們一起對於社會工作進行對話與交流，釐清對社會工作的想像，傾聽不同的觀點，

開始學習如何成為一為更好的社會工作人員。而這樣的讀書會對於大一新生，也是一個加速人際互動

的管道，讓陌生感可以在每一次聚會中逐漸消彌，更加適應學校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