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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鴻達  

引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素來有積極關懷社會的信仰實踐精神，除了設立社會服 

務機構外，也致力於社會工作教育。因此，台南神學院早於 1963 年成立「教會

社會服務系」（註一）；台灣神學院則於 1985 年成立「教會與社會系」；而玉山神

學院也於 1997 年成立了「教會社會工作系」。相較於其他兩個神學院 37 年及 15

年的社會工作教育歷史，玉神的社會工作教育可說是剛起步、發展中的階段。而

玉神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社工教育，更是國內社工教育界的首創，還有很多值得開

展與探討的地方。筆者近三年來，參與玉神社工系課程的規劃、教學與輔導，從

兼任到成為專任教師。雖然個人的社工教育經歷仍有限，但為了本系有更好的發

展，僅將所知的本系現況與展望提出來，就教於關心教會社工教育與原住民社工

教育的各界人士。 

 

本文 

一、社會工作的涵義、重要性與在台灣的發展 

在說明玉神社工系的現況之前，讓我們先簡要說明社會工作的基本概念。 

（一）社會工作的涵義 

    「社會工作」是由英文”Social Work”直譯而來，是二十世紀才開始的一門

新興學科與行業，已被列為專門職業之一，也被納入政府公共事務中；在學術領

域中則屬於應用科學的一種。它的早期可追朔到人類因生存互助的需要而興辦的

各項慈善服務，包括政府、私人及宗教團體所舉辦的各項助人活動。而今它已發

展為一門蘊含科學知識與藝術化運作的專業人群服務，其宗旨在於預防和解決社

會問題，恢復和增強人們的社會生活功能，以達到個人、團體、社區和整體社會

之最佳福利狀態的制度化（註二）。 

 

（二）社會工作的重要性 

    當前整個世界面臨巨大的社會變遷，不論在技術、政治、經濟、社會、宗教、

觀念上各方面都迅速變遷，而人際關係及各種人群服務的連帶因素未能相對因

應，導致社會上有各種社會問題的存在，從個人的危機到家庭的解組，從社區的

問題以致整個社會制度的失調，在在顯示必須有某種變遷媒體（change agents）

來重整人類失去的社會生活功能，或調整社會體系以滿足人類基本需求。而日漸



組織化與專業化的社會工作體系即為一種變遷媒體（註三），因此現代社會對專

業社會工作的需求愈來愈殷切。 

 

（三）社會工作在台灣的發展 

    歐美各國比較早面對社會變遷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再加上他們有教會界關懷

社會的傳統與經驗，因此他們的社工專業起步較早。而在此專業化過程中，頗得

力於各大學及學術團體之倡導，社會工作在台灣的發展也與社會工作教育的推展

頗有相關。自民國四十年代以來，台灣的大專院校相繼成立與社會工作相關的科

系，並開設有關社會工作之課程，訓練及儲備了許多社會工作人才（註四）。隨

著台灣經濟及社會的快速發展，台灣的社會資源及社會問題日漸增多， 

社會工作在台灣的發展有了更多社會背景的基礎。近年來全國性社會工作專業人

員協會及社會工作教育學會相繼成立，更促進了社會工作專業制度，並提升社工

專業教育水準（註五）。而政府也於民國 86 年通過社會工作師法，顯見台灣的社

會工作漸趨專業化，教會界若要積極從事社會關懷，自然在社會工作教育上不能

落於人後，只是我們要認清自己的限制，並將自己的特色加以發揮。 

 

二、玉山神學院教會社會工作系的現況 

（一）成立與目標 

1.成立 

    有鑑於原住民社會與教會界對社會工作人才的需求漸增，玉山神學院於多年

前即開始有設立教會社會工作系之構想。礙於東部地區適當師資之難求，直到主

曆 1997 年七月才正式設系並開始招收第一屆新生，當時有 5 名新生入學。 

雖然我們還不是教育部所承認的學制，但玉神社工系的成立，應可以算是台灣較

正式之原住民社工教育的開始。 

2.目標 

  本系乃針對原住民及東部的社會與教會之需要，擬培育以下兩種人才： 

 （1）具有社會工作知識與能力的未來傳道人。 

 （2）具有社會責任感與傳道使命感的專業社工人員。 

3.補充說明 

玉神宗教系自 1999 學年度停止招收新生，教務處要求當時升上來讀宗教系 

二、三年級者轉至其他系繼續就讀，因此本系 1999 學年的二、三年級學生有超

過半數以上由宗教系轉來。這些同學入學時有清楚的目標是要走傳道人的路線，

因此本系現階段會偏重第一項目標，希望讓他們在學院部期間受到足夠的社工教

育，能夠在將來的牧會中運用社工知能。而筆者預估將來入學者，為了接受社工

教育而來者可能會增加（2000 學年度招生考試中已看到略有此趨勢）。因此，我



們也努力朝第二項目標邁進，讓本系不只是神學研究所的預科，期待學生經過四

年的造就，能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在原住民的社區與社會服務機構從事社工服務，

甚至能勝任台灣一般社工機構的要求。而作為神學院的社工系，我們也期待將來

的畢業生有能力、有使命作一位社工傳道。 

 

（二）學生之組成與特色 

    本系的主體是受教的社工系學生。若不計算 2000 學年度擬招收的 12 名新

生，過去三個年級曾註冊者 30 名，休學中者 9 名（有 6 名去服役）；目前在學學

生 21 名，有 18 名原住民，包括阿美、泰雅、太魯閣、布農、排灣等族，另有 3

名漢人學生；在性別上男多於女（14：7），有別於一般社工系女多於男的情形（因

為原來的宗教系男多於女），2000 學年度的新生則男女人數頗平均。 

    學生入學前教育程度以高職為主，也有少數高中及五專的畢業生。平均年齡

高於一般大學生，約半數已有工作經驗。根據目前就讀中的學生而言，三分之二

以上是有意將來繼續讀神學研究所，因其入學時目標是要當傳道人，但就讀社工

系以後對社工的興趣慢慢增加中。筆者常鼓勵較年輕的學生，社工系畢業後可以

先到社工機構服務兩年，更了解社會與教會現況後再決定是否繼續讀神學研究所

及走傳道人路線。 

 

（三）現有師資 

    本系至主後 2000 年八月所擁有的師資陣容如下（計有專任教師 1 位、兼任

教師 7 位）： 

1.專任講師--林鴻達牧師（台大社會學應用組碩士、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曾 

                       有三年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及兩年半牧會經驗） 

  教授科目：社工概論、社會學、社區工作、台灣社會問題研究、自我探索 

           與成長、婚姻與家庭、家庭社工、研究報告寫作、社工機構實習 

2.兼任教授—萬育維博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工作博士；現任慈濟社會 

                       工作研究所所長） 

  教授科目：方案設計與評估      

3.兼任副教授：郭登聰博士（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博士；現任慈濟社會工作研 

                          究所專任副教授） 

  教授科目：社會政策與立法 

4.兼任講師--陳文華教師（東吳社會工作碩士；現任慈濟社會工作系專任講師）  

  教授科目：醫療社工、社會工作研究法、社會個案工作 

5.兼任講師—鄭宏生執行長（美國春田大學社區教育碩士；現任得榮基金會 

                         執行長） 

  教授科目：青少年社工、社區工作、教會與機構行政 



6.兼任講師--門菊英教師（東海社會工作碩士；現任花蓮中學輔導室專任老師） 

  教授科目：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 

7.兼任講師：郭瑟芬教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諮商教育碩士；現任東華與慈 

                       濟的兼任輔導老師、心靈成長與潛能開發工作坊中 

                       英現場口譯） 

  教授科目：協談理論與實務 

8.兼任講師：黃秀雲教師（東海社會工作碩士；現任東華大學體育行政職員、 

                        空中大學兼任講師） 

 教授科目：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勞工問題研究 

 

※ 本系原有師資陳進昌牧師於 2000 年七月底因年滿 65 歲而退休，他具有神

學碩士及臨床心理學、哲學兩個博士學位。曾教授心理學、發展心理學、 

協談理論與實務、臨終關懷、青少年問題研究、婚姻與家庭等課程。 

※ 另曾有展望會多位富學經歷背景之社工主管或督導前來支援開課（如：原 

   住民社工）。本系將逐年視需要增加專任及兼任的師資。 

 

（四）現有社會工作課程 

    本系學生修業期間四年，修滿 134 學分得以畢業。其中屬社工專業訓練必修

與選修之課程計 73 學分以上。作為一個以原住民為主的神學院之教會社工系，

本系學生須修習與神學、教會服務及與原住民有關的學科計 40 學分，另有中英

文及電腦課程計 21 學分。以下列出本系已規劃的 28 項專業課程的名稱，這些課

程除了有助將來從事專業社工以外，其中大多數對從事牧會工作者也很有啟發與

應用之價值，課程名稱列舉於下（註六）： 

 

 1.社會工作概論         2.社會學               3.研究報告寫作 

 4.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5.社會個案工作          6.社會團體工作  

 7.社區工作             8.社會工作研究法        9.教會與機構行政 

10.社會政策與立法      11.台灣社會問題之研究   12.協談理論與實務 

13.方案設計與評估      14.基督教社會思想       15.社區宣教 

16.機構實習            17.發展心理學           18.自我探索與成長 

19.兒童社工             20.青少年問題研究       21.青少年社工 

22.原住民社工           23.婚姻與家庭          24.家庭社工 

25.醫療社工             26.身心障礙社工        27.老年社工 

28.臨終關懷 

 

※這些課程中有些也開放給本院其他系所的同學或外界有興趣的人士選修， 

讓本院的社會工作教育成為整體神學教育重要的一環。譬如「自我探索與成長」



這項課程特別為神研所的學生加開一班，希望增加學生的自我認識，以有助將來

的牧會或機構的工作。 

 

（五）與其他院校社工系師資與課程的比較 

1、師資的比較 

  以下列出幾所有基督宗教背景的私立大學社工系與神學院社工系來比較： 

 

  東 吳  東 海  輔 仁  長 榮  南 神  台 神  玉 神 

專任教師人數   16   14   11    4    4    3    1 

兼任教師人數   27   27   15   10   13   12    7 

 

    從以上教師人數可見玉神社工系的師資還很有限，但若以學生人數比教師人

數，則稍有不同的看見。以上學校中，專任教師最多的東吳社工系，有 430 名學

生，平均約 27 位學生才有一位專任教師，16 位學生有一位兼任教師。本系 2000

學年度在學學生約 33 位，專任教師 1 位，兼任教師 7 位；專任教師明顯不足，

但是平均不到 5 位學生就有一位兼任教師，相對比例上是很高的，表示我們對每

一個學生的投資相當高。並且我們的兼任教師對於能到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玉神上

課，都頗有興趣，因此特別熱心且用心。我們的師生在課堂內、課堂外都可以比

一般大學的社工系有更密切細微的互動，我們可以更充分地去協助學生個人在社

工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特別是原住民的社工教育，因學生較難掌握抽象觀

念，很需要老師以具體的經驗及做中學的方式來進行教學，所以本系小班制確實

有必要（註七）。未來當學生人數增加時，我們的師資也須相對增加，以保持教

學效果。 

2、課程的比較 

    各大學的社工系，扣除人文通識、語文與軍訓等課程後，必修與選修的專業

課程約在 100 學分左右。我們的兄弟學校南神、台神，也都有 90 個學分以上，

而本系目前專業課程約 75 個學分，相對之下顯得較少。這是因為本系在信仰造

就與原住民相關課程佔了相當的份量。因此，在總學分數、師資與學生人數的限

制下，不得不在社工專業課程的設計上，比一般大學的精簡或有些取捨。以下作

整理與比較： 

（1）有些科目的學分數濃縮 

    如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個案工作，多數學校都是上下學期各 2 學分， 

共上 4 學分，本校只上一學期 3 學分。 

 （2）有些科目各校大部份有而本系尚無 

    如：社會心理學、社會統計、社工哲理、社工專題、團體動力、精神病 

理社工、學校社工、社工與法律、工業社工、個案管理、家族治療等。其中，「社

會統計」雖重要，但考慮多數原住民學生的數理基礎較弱而暫時未開課，但會將

「社會統計」中的重要概念放在「社會工作研究法」課程中來重點說明；「學校



社工」與「工業社工」未開課是考慮師資與學生將來可能出路的問題。還有其他

課程則受到總學分數的限制而暫時未開課。 

 （3）有的科目各校大部份沒有而本系已有 

    如：原住民社工、臨終關懷、基督教社會思想、社區宣教、自我探索與成

長等。其中「原住民社工」在上學期開始嘗試，由展望會的同工負責授課， 

偏重台灣原住民社工實務經驗的傳遞，將來希望能增加世界各國原住民社工服

務理念、政策與實務經驗的介紹。另外本校有原住民歷史、文化與社會方面的

課程，並且由本院原住民籍的教師授課，這是本系之特色。這些原住民文化課

程，是原住民社工教育中不可忽視的ㄧ環。因為掌握服務對象所處之文化，往

往是社工處遇是否能成功的關鍵（註八）。 

   

三、玉山神學院教會社會工作系的展望 

由於本系在國內的原住民社工教育屬於首創，再加上缺乏有經驗的社工專 

業教育同工共同討論與規劃，近三年來，筆者常有摸索中一步一步前進的感覺。

筆者為系主任，僅就自己所思所想，提出個人對玉神社工系未來的展望，作為我

們全系師生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積極建立與各社工機構之合作關係 

自 1999 學年度後的暑假開始，已安排三年級升四年級學生到社工機構實 

習。目前可能安排的實習機構先以花東地區的基督教社會工作機構為主，但也會

考慮學生住處與特殊期待而容許至外縣市實習，如有人申請至中部震災地區的關

懷站實習。近期內應加強與花東地區社工機構間的聯繫，建立合作之關係。 

 

（二）推展教會內的社會工作實習 

過去神學院的實習只有分「牧會實習」及「教育實習」兩種。當社工系逐 

漸上軌道後，我們期待與教會牧長溝通，開展與以往的教育實習有所不同的「社

工實習」。內容至少包括三方面： 

1.個案工作：一學期接 2-3 個個案，由牧師指定特別需要個別關懷的對象。每 

           週探訪、關心與協談，並作訪視記錄。 

2.團體工作：針對該教會或社區某些兒童或青少年的需要，設計並帶領一個 

           團體，每週 1.5 小時的活動，持續 8 週以上。須有清楚的預定目 

           標與事後的評估報告。 

3.社區工作：設計問卷，對社區居民與各團體領袖做調查，了解社區的需求 

           及居民對教會的看法與期待，所得結果提供教會牧長參考。並實 

           際協助教會舉辦社區活動。 



 

（三）增加專任與兼任師資 

目前按學生人數，僅有一名專任教師顯然是不足的，理想上應有三名專任 

教師以上，以利整個系上學務及各項事工之發展。本系期待的專任教師是能夠兼

有基督信仰熱誠與社會工作專業的背景，以便能達成本系成立之目標。在專任教

師不足時，本系須積極尋找足夠的兼任教師來協助各項教學工作。目前系上專兼

任教師尚無原住民籍教師，為了增進社工專業與原住民文化的相容相適，具有原

住民籍或有原住民社會工作經驗者，將是本系尋求師資時的重要考慮。另外為了

長遠的未來，培養社工專業的師資是玉山神學院應積極考慮的事。 

 

（四）重新規劃適合原住民處境的社工課程 

    「現有社工理論中，以個人為導向的理論對於處在社會結構劣勢地位的原住

民而言，是有所不足的。應以社會改革的結構性工作理論為實務導引，以幫助處

於結構矛盾的社工員了解自身的處境與原住民的集體社會位置，以『充權』 

（empowerment）的原則促進原住民整體社會處境的變革」（王增勇，2000： 

 126）。這是王增勇助理教授在「我國原住民社會工作教育之初探」一文中的一

段話，該文對本系將來重新規劃課程時有頗多應參酌之處，以使本系的社工課程

真的能配合原住民處境，能更有效協助原住民弱勢社會地位的改革。 

 

（五）增加專業書籍、期刊與專業教材 

近一年來，本系專業書籍已快速增加中（約增加 30%以上），為達理想階段 

，未來幾年，每年應保持 20％以上的增加速度。至於專業期刊及專業教材，目

前仍然較為缺乏，需要再積極增加。特別如果有一些教學錄影帶，譬如有實際的

角色扮演、會談過程與團體工作帶領過程等的專業教材，對於要習慣具體操作的

原住民同學的專業領悟應有頗大的幫助。 

 

（六）推展學院內的學生輔導及校內體制的適度改革 

本院學生將來回到原住民社會與教會，都逐漸要擔負起社區領導人的責任， 

對其個人在校期間的心理衛生及輔導工作應予重視。本系應促成學院內「會談室」

的設立，提供學生學習適應方面的會談諮商的服務。如果有些學生的適應困難主

要來自校內體制問題，則本系應發揮「學校社工」精神，促成學校主管或行政人

員與學生間有良性溝通，在不違反本院宗旨下，尋求校內體制與規定的適度改

革，以使學生有更佳的學習環境。 

 



（七）從事原住民社會工作議題的研究 

    社會工作實務若要持續進步，研究工作是有需要的。在原住民社工教育與服

務的研究上，本系不應缺席。在本系師資充實之後，宜有教師投入原住民社工議

題的研究，或應與其他院系合作研究。 

 

（八）舉辦相關的研討會與講座 

    為了提升本系的學術發展及與實務之結合，未來師資充實後時候，每年有必

要結合社會相關資源，舉辦相關的研討會與講座，內容如原住民社會政策、失業

問題、社區發展、婚姻與家庭問題、原住民社會工作教育的研討等。 

 

（九）推展學院對原住民及東部社區的參與及服務 

社會工作講求學中做，做中學。除了正式的實習工作外，在不影響課業的 

前提下，針對原住民及東部社區的特別需要，有必要結合各系所的資源共同來參

與及服務。可參與的事情很多，如：與原住民福祉相關的社會運動，設立婚姻與

家庭方面的協談中心，從事婚前教育、婚姻家庭協談及資源轉介等事工。寒暑假

可組織學生的社區服務隊或福音隊，到原住民社區舉辦社區活動，推動社區的民

主、家庭教育及社區發展意識等。而不論從事何種社區事工，應重視事前的詳細

計畫與事後的評估，以達成有效的學習效果。 

 

（十）在眾多社會工作系中尋找本系的特色與發展方向 

當台灣各大學的社工系愈設愈多，有志從事社工者的選擇愈來愈多時，我 

們需要更清楚自己的特色及要走的路。作為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社工系，我們

要認清原住民社工教育有其不同的特色。雖然一般原住民同學中小學的學識基礎

較弱，但我們相信原住民學生的資質是可造就的，只是需要多一點的鼓勵與引

導。另外，漢族的教師們需要彈性調整某些主流的社工專業意識形態，尊重原住

民的文化與既有知識體系，努力尋找適當的原住民社工教育方法（註九）。 

    本系多元化的課程內容，使得本系社工專業課程較其他各校社工系的為少，

無法兼顧所有的社工領域，但本系對基督信仰栽培與原住民文化處境之重視，可

以增進學生對上帝、對人性、對族群文化之了解，有助學生將來針對原住民從事

全人關懷的服務，這又是其他各校社工系所缺乏的。今後對我們自己的特色，我

們仍然看重，而在其他較缺乏的社工專業課程，我們也應尋求師資，隔年開課，

以增廣學生的視野。 

 

結語 



    在東部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下，玉山神學院的社會工作教育還是開

始了。若要達成以上各項的展望，我們將來所要努力的地方還有很多，特別是專

任教師的徵求還需各界關心。而一個系的發展畢竟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形成，也不

能只靠一、二個人的力量。在我們全系師生同心努力、繼續耕耘中，相信教會社

工系的存在及社工教育的推行，除了栽培有基督信仰及原住民意識的社工人員

外，一定也會對整個玉山神學院的神學教育產生影響，讓我們未來的傳道人更具

備社會關懷及助人的能力，也因而將對整個原住民社會與教會產生正面的影響與

貢獻。我們如此殷切期盼，也期待各界先進與教會牧長不吝賜教，給我們支持鼓

勵，也為我們禱告。 

 

 

註釋 

1 台南神學院的「教會社會服務系」於 1999 年改名為「宗教社會工作系」。 

  台南神學院並且已於 1994 年成立「宗教社會工作研究所」。 

2 參閱徐震、林萬億合著，當代社會工作，1983二版，3-6頁。 

3 同上， 25-26頁。 

4 台灣的東海、輔仁、東吳、文化、實踐、政戰、長榮等校設有社會工作學系，    

  台灣大學、中興大學的社會學系及師大的社會教育學系設有社會工作組。在    

  研究所方面，東海、東吳、輔仁及慈濟等校設有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班，台 

  大有社會學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組，中正大學有社會福利研究所，文化大學有 

  兒童福利研究所，而東海大學也於民國 83 年設立社工研究所博士班。另外慈 

  濟與屏東科技大學都將在 89 學年度成立社會工作系。 

5 參閱李增祿主編，社會工作概論，台北：巨流，1995：60-61。 

6 詳閱本系介紹之資料「玉神教會社會工作系專業課程簡介」。 

7 參閱王增勇著，我國原住民社會工作教育之初探，國立花蓮師院院住民教育 

  研究中心：88 學年度原住民教育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124 頁。 

8 同上，121 頁。 

9 同上，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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