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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院 
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 
社會工作學學士學位課程 

學科單元大綱 

 

2021/2022 學年 第 1 學期 

 
學科單元 弱能與社會工作 班別編號 SOWK3115 

先修要求 沒有 

授課語言 中文 學 分 3 

理論課課時 45 課時 實踐課課時 0 課時 總 課 時 45 課時（包括考試 3 小時） 

教師姓名 劉秉權博士 電 郵 pklau@ipm.edu.mo 

辦 公 室 總部致遠樓，A 座 208 室 電 話 8599 6416 

   

學 科 單 元 概 論 

本課程是一選修科目。此科旨在讓學生探討澳門弱能人士的現況，歧視導致的問題。讓學生

基於平等及社會公義的原則，了解與弱能相關的社會工作處遇模式，包括理論、評估、服務

方案和工作技巧。 
 

學 習 目 標 

修習完此學科單元後，學生將能夠： 
1. 剖析澳門為弱能人士提供的康復服務及介入手法的現況及趨勢。 

2. 闡釋相關理論/概念，掌握及應用評估及不同的服務方案和技巧。 

3. 批判性地分析因弱能引發的社會後果，反思社會工作員在澳門康復服務的角色。 

 
 



SOWK 3115-311/312 

第2頁，共6頁 

 
本學科單元與課程預期學習果效關聯表 

知識果效 Knowledge 技巧果效 Skills 價值果效 Value 

K1 K2 K3 S1 S2 S3 V1 V2 

  批判分析不

同專業社工

範疇，評議

介入手法，

制定有效能

回應方法 

 有系統地

和獨立地

分析澳門

社會與相

關的社工

介入手法 

專業地履行

通才而能幹

的及社工專

業職務 

自由開放態

度，尊重社會多

元性，持守平等

及社會公義等

核心價值 

擁有通才又專

業社工實務取

向意識能持守

專業社工倫理

價值和操守 

  +  + + + + 

 

教 學 內 容 

1. 課程簡介及導論 (3 小時) 
1.1 殘疾 Disability 與損傷 Impairment 的意涵 
1.2 殘疾人權利公約回顧 
1.3 殘疾人士在房屋、醫療、就業、社區生活的挑戰 

2. 理論篇 (15 小時) 

2.1 復康社會工作的重要概念、系統取向家庭中心工作模式 

2.2 系統及發展評估模式 

2.3 行為分析及行為改變技術 

2.4 社會護航模式 Convoy model of social relations、社會支援網絡及家長組織工作 

2.5 社會角色珍貴價值概念 Social role valorisation(前身概念稱為正常化 normalization) 

3. 復康服務專題研討  (24 小時) 

3.1 科技發展與視障、聽障人士服務 

3.2 專業團隊工作模式及輔導就業服務 supported employment 

3.3 照顧者壓力、及雙老家庭及雙老家庭 Double aging families 

3.4 早療服務、自閉症兒童 TEACHH 整合訓練課程、社交故事訓練 

3.5 院舍服務：管理主義 managerialism、當事人為本 person-centered、 

3.6 弱能人士性教育與婚姻 

3.7 澳門殘疾評估機制回顧、澳門 2016-2025 康復服務十年規劃、大灣區發展 

4. 考試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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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方 法 

課堂教學、專家分享、個案討論、分組討論 
 

教學方法與預期學習果效關聯表 
 預期學習果效 

果效 1： 
剖析現況及趨勢                       

果效 2： 
闡釋及應用理論/

技巧                       

果效 3： 
反思社工角色                

課堂教學 + + − 
課堂活動：專家分享 + − + 
課堂活動：個案討論 − + + 
課堂活動：分組討論 + + − 
 

 

考 勤 要 求 

按《澳門理工學院學士學位課程教務規章》規定執行。如未能達至要求者，將不能參加期末

考試和補考，及此學科單元成績被評為不合格(“F”)。 
  

評 分 標 準 

採用 100 分制評分：100 分為滿分、50 分為合格。 
 
形式 百分比 要求 
持續評估 
1. 專題報告 30% 日組：2-3 人一組；夜組：1 人一組 

堂上報告時間：每組 1 小時口頭報告及討論 
題目及日期： 
 第 1 組 – 早療服務家長小組(12/10)  
 第 2 組 – 自閉症兒童小組訓練(社交技巧) (12/10)  
 第 3 組 – 專注力及多動症兒童訓練 (19/10)  
 第 4 組 – 智障人士院舍生活訓練 (19/10)  
 第 5 組 -- 視障人士融入社區生活的挑戰(26/10)  
 第6組 – 殘疾人士(在當代澳門社會)生活質素及社會工作者的

角色(26/10)  
 第 7 組 –在發展中國家或戰禍地區：社會工作者改善殘疾人士

生活的角色(2/11)  
備註：每組於報告一星期前，提交簡報內容予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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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論文 30% 提交日期：16/11 星期一(晚上 12:00) 前 
字數：3,000 字--4000 字 (字數不包括參考文獻) 
格式：雙行，APA 撰寫格式，附參考文獻 (不少於 10 份專業期刋或參考書

籍) 

題目：一、専題報告個人反思；或 
題目：二、澳門康復服務機構進駐大灣區的可行性 
(二選一) 

考試 40% 2021 年 12 月 4 日 
 
 

評分方法與預期學習果效關聯表 

 預期學習果效 
果效 1：剖析現況及趨勢                       果效 2：闡釋及應用理論/

技巧                        
果效 3：反思社工

角色                
專題報告 + + + 
個人論文 + + + 
考試 + + − 

 
若學生期末考試分數在 35 分以下，即使其總分（平時分加考試分）達 50%或以上，亦被視為

不合格，該學員必須參加補考。 
 

教 材 

課本 
1. 廖秀華等編(2017)。從系統視角探索智障人士及家庭社會工作。澳門：澳門弱智人士家

長協進會。 
2. Minuchin, P., Colapinto, J., & Minuchin, S., 著。劉瓊瑛譯(2002) 。弱勢家庭的處遇--系統取向家庭

中心工作方法的運用。台北：心理出版社。 
 
參考材料 
參考書 
 
一般性 
1. 邱紹春。(2013) 。重度、極重度心智障礙者的輔導。台北：心理出版社。 
2. Szymanski, E.M., 及 Parker, R.M., 著。林幸台校閱。王華沛等譯。 (2013)。工作與身心

障礙：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成效的背景因素、議題與策略。台北：心理出版社。 
3. Couwenhoven, T., 著。林純真、劉瓊英譯(2015)。智能障礙者的性教育：誰來教？教什麼？如何教？

(第二版) 。台北：心理出版社。 
4. 張世慧 (2017，第七版) 。行為改變技術。台中：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5. 劉秉權 (2019)。從生命歷程觀點及護航模式看雙老家庭的需要及服務發展。載於豐勒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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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線研討會手冊--探討智障人士及其雙老家庭的需要(44-63 頁) 。澳門智耆之友協進會：

2019/05。ISBN9789998194304 

6. 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 (2012)。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台北：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 Hepworth, D.H., Rooney, R.H., & Larsen, J.A., 著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 8th ed., 曾華源、翁毓秀、李自強、趙善如/主編 (2010)。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理論

與技巧(上下冊)。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 羅寶珍、劉秉權 (2012) 。如何回應障礙者及家庭的需求，收錄自李敬、程為敏主編，照

顧的困境突圍：成年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庭福利政策初探。國防大學出版，2012 年 11 月，

283-298. 

 
家庭社會工作理論 
1. 謝秀芬 (2011，第二版) 。家庭與家庭服務。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 周月清 (2015) 。家庭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台中：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3. Nichols, M.P., &  Schwartz, R.C. 著。Family therapy: concepts and methods,(9th ed.) 。劉瓊

瑛譯(2011)。家族治療概論。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 Goldenberg, H., Stanton, M., & Goldenberg, I. (2017). Family therapy: an overview. (9th 

edition). USA: Thompson Brooks/Cole. 
5. Nichols, M. P. (2016). Family therapy: concepts and methods, (11th ed.). Boston: Pearson.  
 
澳門研究報告 
1. 關志輝。(2011) 。住得其所：澳門智障人士住宿服務需求調查研究報告。澳門：澳門弱 

智人士家長協進會。 
2. 關志輝。(2009) 。澳門智障人士醫療需求調查研究報告。澳門：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

會。 
3. 陳根錦、林旭傑、劉秉權、馮淑貞 (2017) 。探討澳門智力障礙者家庭雙重老化的挑戰

與應對調查研究報告。澳門：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 
4. 劉秉權、郭靜晃、廖姿婷、林旭傑、陳根錦(2021) 。探討華人地區早期療育發展及因

應之比較調查 以澳門、香港及台灣為例調查研究。澳門：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 
 
主要期刊 
1.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 World Scentific Pub. Co. 
2. 臺大社會工作學刊。台灣：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網站 
澳門政府社會工作局：http://www.ias.gov.mo 
香港：社會工作者註冊局：http://www.swrb.org.hk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http://www.hkcss.org.hk 
中國：社會工作協會：http://www.cncasw.org 
澳門社會工作人員協進會：http://www.mswa.org.mo 

http://www.ias.gov.mo/
http://www.swrb.org.hk/
http://www.hkcss.org.hk/
http://www.cncasw.org/
http://www.mswa.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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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http://www.icsw.org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http://www.ifsw.org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http://www.basw.co.u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http://www.socialworkers.org/ 
UNC School of Medicine https://teacch.com/ 

http://www.icsw.org/
http://www.socialwork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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