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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會工作的理念

陸偉聰 ＊

前 言

社會工作是一門專業，它不單從理論層次脫離了社會學的約束，自成一門獨立的

學科，而且從實用的層面發展出多個不同的工作領域，包括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
區工作等不同的工作方法，同時也發展出以不同的服務對象的工作實踐理論，包括學

校社會工作、工廠社會工作、醫院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老人社會工作、兒童社

會工作、青年社會工作等多種不同的範疇。

青年社會工作的概念

青年社會工作主要的服務對象是青少年和青年人，由於不同的社會對年青人的界

定有不同的標準，因此在闡述青年社會工作的同時，很難將青年的年齡界限作一個放

諸四海而皆準的尺度，不過雖然對青年的界定沒有一致的標準，但不會影響我們探討

青年社會工作的概念。

青年社會工作是指將社會工作實施於以青少年及青年人為主要服務對象的身上；

運用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對於青年人的需要，包括在經濟的、社會的、情緒

的，以及家庭方面提供預防、治療及培育發展等方面的專業服務。因此青年社會工作

沒有局限於某一個指定的服務場所，青年工作可以在青年中心、社區組織、教育機構

或戶外場所進行。

＊澳門理工學院行政暨應用科學學校兼任講師、澳門青年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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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服務的價值與意義

青年服務是青年社會工作的具體表現，是針對青年人作為特定的服務對象，透過

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配合具體的工作技巧，來達到服務社會的目的。然而，在我們

開始運用專業的時候，必須要找到它的價值與意義，才能驅使我們契而不捨地推動我

們的服務。

1．重整社會動力

青年人是社會動力的來源，以人口的比例來說，一般都佔有生產力的大部分，根

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司一九九三年七月公佈的《第十三次人口普查暨第三次住屋普查》

人口統計數字顯示，年齡在1 0歲至39歲之間的人口，佔了總人口的55．48％，顯示
在澳門居住的人當中，有超過一半是屬於青年人這個層次的。而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

司公佈的另一份《就業調查－1 996年第一季》的資料顯示，在勞動人口方面，1 4至

34歲間年齡層的人士，也佔了總勞動人口的44．96％，可想而知青年人在社會動力

資源上，佔了近一半，對社會的發展是舉足輕重。

然而，社會的人力資源是否能夠得到充分開發，而人力資源之運用又是否能充分

地被利用，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從有關的統計數字來分析，25歲至34歲的

人口有83862人，但這個年齡層的就業人口只是62531人，只佔了該年齡層人口的

74．57％，可見大約還有25％的青年人仍未投入勞動力市場，影響這些人投入社會的

因素很多，如能有效協助青年人突破發展的障礙，發掘青年人的潛能，這將對社會的

發展有莫大的裨益，青少年服務的目標就是要重整這些社會動力，讓社會的資源盡量

發揮。

2．緩和社會矛盾

社會上的資源分配，不是完全平均地分佈在每位成員當中，往往因為年齡、性

別、種族、信仰，甚至因為個人的經濟環境、健康狀況及教育程度的差異而令社會上

出現不平等的現象。

因年齡關係而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就更為明顯，而傑達·馬特拉斯（J udah Mat ras）

也說：“一般而言，社會係由成年男性所支配與控制：女性附屬於男性，兒童附屬於

成人，而中年人往往支配年輕人與老年人。”1

這就是說社會上大部分的資源是掌握在成年人手中，尤其是中年人的手中，而這

群社會的中堅分子擁有經濟的決策權，同時憑着優先的權力取得較高的回報，包括金

錢、名譽、地位與權力。

1. 《社會不平等—— 社會階層化與流動》，1 05頁。

傑達·馬特拉斯著，李明 譯， 台 灣： 桂 冠圖 書 公司 ， 1 9 9 0。

年青一群在未進入這個社會權力階層之前，都要面對在教育、就業、政治參與和

其他權益方面的競爭，青年社會工作的作用，就是如何幫助青年人在這場競爭中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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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保持理性的態度，積極和有建設性地去融入這個社會，以圖減少因為社會不

公平而導致的各種衝突。

3．推動社會改革

社會的運動往往是由於傳統的社會制度未能配合到社會環境的改變而產生的，傳

統的社會制度是操縱在社會一群既得利益者手中，在既得利益的利誘下，原有的勢力
會竭力維持社會原有的制度，卻忽略了社會環境的變遷，青年工作的焦點就是如何洞

察社會的變化，使原有的社會制度可適應社會的演變。縱觀中國歷史上多次的社會改

革，包括清末光緒期間的維新運動、1 91 7年的五四運動、以及1 989年的六四事件

的發生，都是由一群對社會的變遷具有前瞻眼光的年青知識分子所推動。

社會改革的實現通常需要從制度層面着手，但在蘊釀的過程中，則需要經過社區

教育、社會動員、團體互動及制定政策等步驟，才達到社會改革的目的。青年工作的

目的是推動社會朝向積極的方向發展，以科學和理性的態度去探討社會的問題，透過

社區教育活動讓更多社會人士去認識改革的需要，並組織一些中堅分子去推動有關的

工作，以便能結集出團體的力量和共識，形成一個有組織的群體去表達具體的素求，

從而在制度的層面來確立社會改革的實現。

4．治理社會問題

犯罪問題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矛盾現象，社會的發展愈快，社會的犯罪問題就更複

雜，這包括了犯案類型的多樣化和嚴重化、犯罪行為的組織化、犯罪者的年齡年輕化

等 。

根據澳門社工學院兼職導師陳欣欣博士發表的《澳門青少年犯罪問題》一文中指

出：“在1 993年及以前，澳門的青少年最普遍是在1 5歲時犯罪，1 989－1 992年達

33．5％、1 992年達38．2％、1 993年達37．6％，但在1 994年時，則以1 4歲時犯

罪的青少年佔最多，達36％，而1 5歲者則只有20％，這是青少年罪犯年齡下降的

一個象徵。此外，1 989－1 992年1 4歲及以下犯罪的青少年佔1 7．3％、1 992年的佔

55．9％、1 993年的佔56％、1 994的佔70％，而年齡在1 3歲以下的青少年罪犯在

1 989－1 992年中佔29．1％、1 992年的佔27．6％、1 993年的佔32．3％、1 994年的

佔34％；由此可見，青少年罪犯年齡在1 4歲及以下者佔全部青少年罪犯人數一半以

上，近年更達七成之多，而年齡在1 3歲及以下者也在逐年增加之中，這也是青少年

犯罪年輕化的另一個象徵。”

因此青少年犯罪的問題已經成為社會上一個令人關注的課題，青少年的服務也因

而承擔了一個重要的責任。青年工作針對青少年與社會不協調的關係，從年青人對社

會的疏離感而陷於社會邊緣的處境出發，提供有效的心理輔導和團體活動等治療性的
服務，使青少年在明白了自身的處境後，逐漸脫離犯罪的誘惑，又或者為那些自覺性
較低，依賴性較強的年青人提供一個支援系統，使他們能夠在社會工作者的協助下，
建立一個較積極的生活目標，重新面對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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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會工作的理論架構

1．倫理道德

從事青少年服務的人士，在工作中必然碰到很多與社會價值觀和倫理道德標準發

生衝突的問題，如果青年工作者本身能有一套清楚的倫理道德觀念和專業的守則，當

遇到挫折與挑戰時，便可以堅定自己的信念，不會迷失於價值標準的灰色地帶中。因

此，人生觀和職業道德是支持一個青年工作者提供服務的信念基礎。

·人生觀：人生觀牽涉到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探討，青年工作者的工作

範圍通常以着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調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青年社會工作者首

要的工作任務，一方面是與案主建立互信的關係，另一方面清楚與案主的工作關係，

工作員在面對案主的時候不能有以下那些不正確的觀念：

1．工作員是強者，案主是弱者，所以你需要我的協助。

2. 工作員是施恩者，幫助案主是出於同情他。

3．工作員要徹底幫助案主，以致可介入他或她的私人生活，與案主建立親密的感

情關係。

4．工作員是道德仲裁者，對案主的行為進行批判。

人生觀的另一個課題是青年社會工作者必須要深信每個個體存在的價值，無論案

主的遭遇如何，工作員必須堅持案主的問題必有出路的信念，而且工作員對事物的看

法也要採取樂觀的心態，這樣案主在工作員支持下，才可以慢慢建立起自信心來。

·職業道德：青年工作者的工作內容，絕大部分是接觸人，因此社會工作者必須

持守嚴格的專業守則，才能發揮到最佳的服務水準，以下是澳門社會工作人員協進會

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制定的《澳門社會工作專業守則》中有關“一般職業道德行為

標準”的條文，可以作為青年工作者在提供服務時的參考：

1 . 尋找並了解本身的價值及行為狀況與所服務的宗旨。

2．維護並提高專業價值、知識和專業方法，避免任何損害專業功能的行為。

3．認明專業或個人的限制，鼓勵所有相關知識與技術的使用，並應用科學方法做

探 討。

4. 提供專業知識與技術，以促進良好政策與方案的推展，提升社會中每個人生活

的品質。

5．認明並說明個人、團體、社區、國家與國際社會問題的社會需要，以發揮社會

工作專業作用。

6．有義務向所服務的人士、機構和社會交代，確保服務的質素。

7．在服務時應廉潔、公正、有禮，並勇於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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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從事研究工作時，須審慎考慮所採用之手段對個人和社會可能導致的後果，

保障他人免受傷害。

9．恪守專業道德守則。

2．宏觀認知

·歷史背境：青年工作者在提供服務之前，應該對服務的發展過程及其原有歷史

淵源要有一個概括的認識，否則工作員對服務有不知從何入手的困難，也比較難掌握

到服務對象、服務機構和服務社區的特質。如果工作員對有關的歷史背境有深入的認

識，實有助青年社會工作者對服務產生認同感，培養更積極的工作態度。

·社會環境：青年工作者在提供服務的時候，千萬不要只把焦點集中在案主的身

上，因為一個問題的產生，往往不單是由案主一個人所引起，問題成因的背後必然存

在着多種因素，可能是案主成長過程中身邊的家人或朋友、也可能是社會制度的問

題，導致問題延禍在案主的身上，因此青年社會工作者應該看清楚服務對象所處的社

會環境，包括案主周圍的人物、出入的場所、生活的方式和所處的社會制度，這樣工

作員才可以知道服務的目標與工作的重點。

·相對行為：人類的各種行為不會是由遺傳基因決定所起的自動反應，每一個行

為的背後，必然存在着誘因，這可能是由一個刺激所引起，又可能是行為發生前的動

機所驅使，甚或行為者本身在無意識狀態下的結果。

青年社會工作者對案主的行為，必須保留着一種客觀的觀察態度，不應該只從某

一個角度去判斷案主的行為成因，例如不要只從心理學行為學派的角度判定案主的行

為是因為有了刺激才發生，也不要以為案主的行為背後一定隱藏着某些動機，又或者

以為弱智人士的行為是沒有意識的。所以青年社會工作者在了解案主行為的時候，要

先找出與案主行為相關的線索，才判別那些是產生案主行為的相對原因。

3．微觀技術

·人際關係技巧：人際關係的好壞，決定了社會工作者能否提供到良好服務質素

的先決條件，如何開創良好的人際關係，與案主保持着一個互信和諧的關係是所有青

年工作者優先考慮的課題。

人際關係往往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上，社會工作者必須要認真掌握好溝通的

各種不同的模式，一方面明白案主所採取的溝通模式，另一方面警惕自己與別人溝通

的方式，以破除溝通過程中的障礙，這些溝通模式按照維琴妮亞·薩提爾（V i r ginia

M．Sat ir）所說的共有五種，即討好型、責備型、電腦型、打岔型和一致型，社會工

作者能夠熟識這些溝通模式的特性，一定能改善與案主的溝通 2 。

2.《家庭如何塑造人》，67頁。

維琴妮亞·薩提爾著，吳就君譯，台灣：時報出版公司，1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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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方面還有其他的技巧要配合，包括社會工作員要耐心傾聽案主說話，了解案

主的人格特質和觀察案主的身體語言，從案主說話時的眉目、眼神、嘴巴動態、手

勢、身體的移動和語氣等訊息來判斷案主的意向。

·諮商輔導知識：青年工作者經常會遇到很多因為群體生活適應困難，及缺乏自

主能力的青年，為解決這類型問題，往往需要到個案工作的介入，而個案工作主要是

透過諮商輔導來實施。

諮商輔導是一個增進當事人了解及處理自己問題的能力的一種助人的過程，因此

社會工作者因應不同的輔導環境及案主的狀態，而應用不同的諮商輔導知識來為案主

服務，根據游黎麗玲所歸納的諮商理論 3主要可分為五種：

1. 當事人中心治療法（C l i en t－cente red The rap y）

2．論理情緒治療法（Ra t i onal －emotive T herapy）

3．行為矯正法（Behav i our Mod i f i c at i on）

4．個人心理學（I nd iv idual Psy chology）

5．現實治療法（Rea l i t y T her apy）

·團體動力的運用：在闡述運用團體動力之前，我們也需要知道社會團體工作在

青年社會工作中的作用：團體工作運作的情境是在一群相互影響的年青人中，構成的
要素主要包括團體中的人、團體、問題及場所。因此團體工作在青年社會工作的功能

主要是利用團體中的各種要素，去介入青年問題當中，藉着團體的動力去推動團體朝

向事前所擬定好的目標。

團體動力的運用，要先具備三個先決的條件：同感、尊重和真誠。同感是要工作

員切身處地投入案主的感受當中；尊重是需要社工員對案主的人身自主權給予尊重；

而真誠可在團體成員中建立互信的關係 4 。

根據吉絜拉·克那普卡（Gisela Konopka）的論點5，青年社會工作者運用團體動

力的時候，是可以透過以下各媒體實施的：

1．社會工作員和團體成員間專業的人際關係的發展；

2．團體成員間的人際關係；

3．語言的溝通；

4．非語言的溝通；

5．意圖性的選擇、創造環境。

3．《學生輔導》，263－296頁。

游黎麗玲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 990。

4．《小組輔導與心理治療》，1 1 7－1 23頁。

林孟平著，香港：商務印書館，1 993。

5 .《社會團體工作》，1 64頁。

吉絜拉·克那普卡著，廖清碧、黃倫芬等譯，台灣：桂冠圖書公司，1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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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青年社會工作的發展是社會工作專業化分工的一個現象，而青年社會工作的特點

是透過各種社會工作方法，包括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的技巧，以青少年及青年作為服

務對象，利用青年中心或社區中心、學校及外展社會工作等情境的聯合，達到青年社

會工作的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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