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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社會工作概論的書籍，無不直言社會工作是一門藝術，既稱之為藝

術，就意味著工作內容與方法具有彈性的性質、且是需時間涵養出來的。而當

我們所使用的盡是國外教案，讓初出校門的社工學子，面對獨具在地特色的個

案、團體、社區，是空有一身內力，卻不知何從施展；若進入社會工作的實務

領域後，又缺乏良好督導，常因此挫折連連，不僅折損了其工作熱忱，也折損

了多年的社工教育投資，實在是相當相當地可惜！

筆者目前任職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以下簡稱社工專協），不論

是在辦理相關在職教育時，或是就讀於社工系所時，感覺到相較於其他兩大方

法，社區工作的教材明顯較為陳舊，教材也缺乏明顯的一致性，可說是呈現出

「百家爭鳴」的情況，而辦理社區工作課程時，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分享相當精

采，但易有見樹不見林的空乏感；而現階段的教材多著重在理論的整理、部分

工作方法的介紹，或是個別案例的講析（李易駿，2011），一來說法分歧（即

使其內容指涉的是同一件事情）、二來缺乏整體觀，三來是太過學術的語言難

以化為處事時的借鏡或工具，對一個剛進入社區的社會工作者來說，可能增添

較多的是無力而非如虎添翼！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在多年的方案審查、經費提供的經驗中，發現

實務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上其實是缺乏方向指引，讓很多立意良善的方案，受限

於執行能力而成效不彰，讓投入的經費沒有太多的成效回饋。因此興起與社工

專協合作的想法，邀請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共同編撰三大社會工作方法的實務指

引手冊，並且將此手冊發展成教材巡迴全台教學，一方面協助具基礎經驗的實

務工作者銜接學院教育與實務場域，另一方面可瞭解此（3）手冊對實務工作

者的幫助程度何在、有沒有進一步的改善空間，乃在分區課程辦理完後，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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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手冊內容之評估等，決定後續的出版及推展方式。

在三大社會工作方法中，社區工作對象的規模的確遠大於個案工作或團體

工作，而社區具有多元的面向與需求。不可否認地，三種工作方法所需的專業

也各自有不同，然近十年來社區社會工作者似乎漸漸從社區工作撤離了，相信

筆者心中的諸多疑問「社會工作者在社區中能做些甚麼？怎麼做？社會工作的

獨特性在哪？」也一定在各位社工新鮮人心中問過不下數百次。

筆者擔任此實務手冊編撰方案的管理者，在過程中認識了多位具社區實務

經驗的青壯學者，他/她們來自台灣各地，在不一的民情中工作過，不論是在

社區工作教學、研究或實務上，他/她們都有其各自專長的領域與經驗（各章

節作者請見文末附表）。為了達到出版的整體性及體例一致「強迫」他/她們將

自己的實務經驗架構化、步驟化、適時地提點「撇步（台語）」與容易犯錯之

處、應特別注意的部分等，進而讓「knowledge」真正成為「know-how」！在

整個撰寫討論中，曾經對是否進行成功案例介紹而有所抉擇。最後因為擔心在

成功案例的介紹上，容易掛一漏萬引來非議，甚而因資訊的更新、案例成功結

束，都可能會讓所推薦的資訊過時及所連結的網站失去連結。因此，僅大致推

介一些耳熟能詳的案例，不做深入的案例報導。除此之外，當 9 位作者完成手

冊初稿後，亦由專協邀請在社區工作多年的實務工作者1預覽草稿，也由於本

手冊的定位是實務與學術的介面（interface），各章節也以本土口吻為撰寫語

言，務求能協助新進的實務工作者可以之為導引，將學院教育所累積的內力發

揮出來！

由於本手冊的訴求讀者是具備社會工作基本知能的新進社區工作者，因此

1 感謝吳竹芸（新竹縣政府社工員）、李永展（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周雅萍
（前台北縣政府社工師）、周維勇（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工師）、林義盛（前台灣家庭扶
助基金會社工師）、蔣玉嬋（文建會專門委員）、謝詩華（台北縣康復之友協會副總幹
事）等人，他/她們皆是長年著力於社區關懷據點、社區營造等工作的實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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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編排邏輯是從基礎知識出發，以銜接讀者曾修習過的基礎知識，第一章總

論的部分，先簡介了本手冊的定位與處理範疇，述明三種主要的社區工作模

式，奠定整本手冊的整體觀；第二章社區工作的步驟可說是本手冊各章之導

引，使稍後第三章到六章之間可彼此整合，因此作用在提綱挈領，讓讀者可以

本章為導覽地圖，隨章節開展各步驟內容之細節。

第三章社區評估開始進入社區中，作者介紹了很多工具與方法，協助實務

工作者了解社區的過去與現在，在稍後社區規劃一章（第四章）鋪設了如何構

成社區的未來，其中包括了擬訂方案計畫、經費補助、評鑑方式、事後核銷等

鉅細靡遺的內容。第五章組織社區則說明社區如何真正發揮功能，包括了從社

區組織的籌畫、組織能力等部分，協助新進社區工作者逐一開展在地組織工

作。當組織成型之後，第六章的策略行動則引導組織如何以行動做為社區變遷

的策略，包括如何凝聚共識、爭取社區派系支持、正向資源募集等面向；而社

工員以一個專業工作者的角色進入社區，不論有意無意其實都涉及權力的議

題，而社區工作的目標通常是能夠讓社區永續發展。第七章充權與社區工作也

應與第三到五章交相參照、融會。因為權力是發生在整個工作的過程中，不論

在評估、規劃、組織到行動，社區工作者應隨時謹記社區充權才是工作的主要

目標，期許社工員真正成為充權的社區工作者。第八章社區能力建構與運用可

用在事前的評估與事後的評鑑上，也可與第五章交相參照。作者在這裡將抽象

的「社區能力」箤化出具體的指標，在事前可以評估社區能力目前的位置，在

事後可以看出投入社區行動後的改變，甚至在事中可以讓社區工作者隨時檢核

目前的工作，是相當有幫助的工具。

接下來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則將焦點放在社區工作的應用上：社區發展一

直是台灣社區工作的主要模式，然而社區總體營造的聲量較響，型態上的多元

也讓外界霧裡看花，因此第九章社區總體營造下包含了六種主要的工作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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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產業發展、社區守望相助、社區文化發展、社區照顧

服務、社區健康營造等，從工作取向的選用、個別的運作步驟、案例的提點，

協助讀者更深入了解其多元的樣貌。第十章社區防災則特別因應台灣位處地震

帶、夏季豪雨型的氣候型態，而特別從社區的角度專章討論針對天然災害該如

何進行防災整備，其中也包括了社區及家庭對防災的不同因應工作，社區的部

分除災害的預防外，也將災害發生後的重建復員做了精要的整理。又因為台灣

原住民的文化殊異性，更是需要在地扎根的社區工作經驗才能掌握，第十一章

部落工作的作者從跨國觀點到台灣的經驗，闡述在原住民社區從融入到行動的

工作過程，文化的敏感度更是部落工作歷程中不可忘記的部分。

然而本書的編撰是站在一個工作手冊的想法著手的，呈現的多少是「工作

提醒」的方式，因此若沒有基礎社工知識背景的讀者來說，會有些不知如何使

用的缺憾，建議想深入研究的讀者可以利用參考書目來延伸閱讀；第九章到第

十一章是台灣很多教科書付之闕如的部分，而在今日可以累積成冊的經驗，也

是靠著很多台灣的實務工作者與學者的努力而來，筆者也期待在新住民社區逐

漸形成之際，未來的在地工作經驗可以為這本手冊增添新的樣貌，讓本來僅規

劃三年的實務手冊編撰計畫，可以隨著台灣社會的生命歷程而不斷增修、延

續，持續地激勵更多社工新血投入這塊領域中。

附表：社區手冊章節及作者表
章節安排 章節內容 作者
理
念
篇

第一章
總論

壹、什麼是社區
貳、什麼是社區工作？
參、臺灣的社區工作發展史
肆、社區工作模式

林萬億

第二章
社區工
作的步
驟

壹、助人歷程與社區工作實務
貳、社區工作的實務工作步驟（一）：公開行動前的預備階段
參、社區工作的實務工作步驟（二）：組織社區居民推動工作
肆、永續發展階段：落實工作原則與工作者退出社區

李易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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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社區手冊章節及作者表
章節安排 章節內容 作者

第三章
社區評
估

壹、進入社區與關係建立
貳、認識社區

李宜興

第四章
社區規
劃

壹、社區議題與目標形成
貳、行動方案與計畫成形

李宜興

第五章
組織社
區

壹、組織社區的意義、功能與類型
貳、組織社區的方式
參、組織社區必備的能力

賴兩陽

第六章
策略行
動

壹、增進對社區問題的覺察
貳、策略行動實施

黃彥宜

第七章
社區充
權

壹、充權概念的起源
貳、權力是充權的核心概念
參、什麼狀況下社區會無力
肆、充權的實踐
伍、社區充權的策略
陸、檢視社區充權的指標
柒、如何成為充權的社區工作者

黃彥宜

第八章
社區能
力建構
與應用

壹、社區能力的意義與發展
貳、社區能力的建構與運用
參、社區能力與社區工作

吳明儒
林欣蓓

應
用
篇

第九章 壹、社區總體營造 林萬億

貳、社區產業發展 李易駿
參、社區守望相助 吳明儒
肆、社區文化發展 李易駿

伍、社區照顧服務 賴兩陽
陸、社區健康營造 賴兩陽

第十章
社區防
災

壹、臺灣常見的天然災害
貳、社區防災整備
參、家庭防災整備

張麗珠

第十一

部落工
作

壹、議題背景
貳、從多元文化的觀點來檢視臺灣原住民社會工作
參、部落工作實務

黃盈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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