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系領域專長課程介紹 
本系自 1102 學期起，將於校內開設 2 個領域專長課程群組，提供校內同學選

修。 
【心理衛生與法務社會工作】 

領域專長主責教師：吳慧菁（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1. 學習目標與預期學習效益 

(1) 成立全台灣首要之「心理衛生與法務社會工作」專業課程，運用教學與

研究，提升學生專業知能，培力教訓用合一之社工專業一線工作人員。 

(2) 調整課程內容及建立專業實習，培養學生專業能力，並能學以致用，補

足現行實習之強度不足及，強化專業基礎，使學生能提早了解心理衛生

與法務社工實務職場之流程，發展職涯與瞭解就業市場專業領域，更貼

近實務面。 

(3) 連結三校相關系所或國際之相關專業課程，提供系統性教材，以促進各

專業人才之連結及交流，得以協助學生建立及強化工作資源網絡。 

(4) 連結良好及固定合作之實習機構，能與系上更深入共同討論實習內容細

部，以有效提升實習強度，為學生提供穩定、有品質之實務練習機會，

以鞏固學生實作能力。 

(5) 結合跨領域專業，發展創新課程，符應實務工作現場知能及技巧，提升

專業領域工作人員服務品質及降低人才流動率。 

(6) 設計社工人員自我保護之課程，以回應現行訓練課程之不足，強調社工

人員心理素質的培養，減低日後進入場域之不良適應。 

2. 課程架構 

    「心理衛生與法務社工專業課程與訓練制度建立」，首要運用社會工作

基礎必修課程 (Ａ：社會工作概論、個案社會工作、團體社會工作)奠定學

生基礎理論與工作技巧，再修習必選修課程Ｂ：精神醫療領域與會談技巧之

專業培訓課程，建立應有之心理衛生知能與溝通會談助人技巧，接下來針對

服務族群與領域 (Ｃ：家族治療與健康專題、兒童遊戲治療、司法矯治與精

神醫療社會工作、創傷輔導) 進行選修，發展志趣，最後媒合相關實習機

構，確認職涯發展方向。同時，也能自行選擇修習Ｅ類課程(如:健康行為、

自我照顧、團體動力、創傷與創傷知情照護、其他治療學派等)，在學習過

程中以增進服務技能外，也注重工作期間助人者自我照護或降低高壓工作環

境疲憊感，情緒負擔、擔心受傷害而退出職場等，降低機構社工人力的流動

性。 

  







 

【多元平權】 

領域專長主責教師：陳怡伃（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1. 學習目標與預期學習效益 

(1) 文化多樣性、人權及永續發展等價值為國際共識，深入於許多國家政

策、學科領域研究、公民社會關懷以及專業知能之中，本模組課程可作

為特定議題之基礎，培養學生由自身覺察，推展到個人或群體行動的動

能。 

(2) 本模組針對本學系核心能力之多元與自我覺察，扣連人權及人性尊嚴等

倫理價值，增強學生對於相關概念、理論、方法及應用的知能，養成社

會工作及相關助人專業的重要才能，以促成專業及社會群體可欲的社會

改變。 

2. 課程架構 

本領域專長模組以促進人權的社會改變為目標，以本系欲培養學生的「多

元與自我覺察」核心能力為串聯主軸（圖一）。納入常態課程評估之資料蒐

集和分析範圍，預計配合系所評鑑進程，於 110 學年第 2 學期開辦後三個

學期進行初次評估，了解學生修習情況及教學成效。 

  表一列出模組所包括的課程，共有 5 門、13 學分。首先，開設一門新

的基礎課程「多元平權與社會改變」（2 學分）帶領學生從自我覺察開始建

立人權相關國際知能，再以多元平權相關主題整合出本系既有選修專業課

程三門「兒少福利與權利」、「交織性與同志社會工作」、「原住民族與社會

工作」（各 3 學分），這部分以特定人口群為主題深化人權相關價值之內

化，闡述相關理論和方法，最後將「社會倡導實務工作坊」（2 學分）定調

為學生融合應用前述課程的總整課程，透過授課教師及實務業師的指導，

提出行動方案以創造有利人權的社會改變。 

  五門課程之間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兩公約以及相關國際人權約章為

共同價值基礎，且針對此計畫之學習目標，全新規劃了適合各系所學生的基

礎課程，深入淺出的從生活經驗當中理解多元平權的意義，同時，實務應用

課程透過實際案例來引導學生理解社會改變如何可能，實作的部分則透過教

師指導和同儕共學來從頭理解一個特定議題，所以，本領域專長不設先修課

程之要求，以達到最大的推廣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