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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實習辦法 
                             本辦法於 2022 公告後實施 

一、     總則 

    社會工作是一種助人的過程也是助人的專業和藝術並結合福利的提供，而透過實務操

作，是專業化的重要方法。其焦點在於人類與環境的互動，目的在協助個人、家庭、團

體、社區能適應所在的社會環境脈絡，增強或恢復其社會功能的能量，及創造有利於達成

目標的社會條件的一種專業活動，以預防或舒緩社會問題。由社會工作者協助人們認清困

難和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改善生活環境，改變行為、態度及動機，並促進生活能

力與潛能之發揮。 

    實習是一種體驗教育。實習生在實習場域中，透過實習機構督導安排適當學習機會，

讓實習生在此情境中能夠完成「做中學」、「學中做」。  

    為將服務經驗傳承，培養專業人力，因此提供各大社會工作相關學系實習生一實習機

會，藉由提供實習生實務訓練、結合並應用相關理論與實務之機會，增進對社會工作的認

知，瞭解社會工作內涵，以期了解自己未來有興趣投入的社工職場。 

  

二、     實習目的 

(一)   提供實習機會，協助實習生完成社會工作專業目標。 

(二)   協助社工相關學系實習生對於無家者領域社會工作流程與內容有所了解。 

(三)   提供對於無家者領域領域有興趣之實習生在相關理論與實務有所應用與整合之機會。 

  

三、     實習資格 

(一)   各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三年級以上之在學實習生。 

(二)   需修習社會工作相關必修科目且及格者 

(三)   在校須修畢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等專業科目。 

  

四、    申請流程 

        檢附：1.學校實習公文 2.實習計畫書 3.實習申請表 4.實習辦法 

 (一)   寄送實習申請資料（履歷自傳含照片、實習計劃書、成績單等資料） 

 (二)   通知面試 

 (三)   面試一周後通知徵選結果 

  

五、    名額及實習時間 

 (一)   每年招收實習生之名額不同名額，由本會每年評估督導人力，提供定額實習名額，請先 

        來電本會詢問，並根據各校實習生書面申請資料進行審查。 

 (二)   每週時數由本會各單位決定，實習週數依學校學期制。 

  



(三)   研究生專案實習（含國際實習生）：實習期間及方式由督導個別訂定。 

(四)   不接受假日實習及每週不足 32 小時以下實習，實習總時數不得少於各學校規定之 

   時數。 

(五)   需配合實習單位上班時間。 

 

六、    實習內容 

  (一)   每日實習觀察紀錄、每週週誌一篇 

  (二)   每兩週個別督導一次一至二小時 

  (三)   協助社工組填寫相關服務對象資料或是申請文件表格 

(四)   每週帶領服務對象進行團體活動二次，並撰寫活動紀錄 

(五)   選擇一位服務對象進行研討，並撰寫研討紀錄 

(六)   查詢社會福利相關資源 

(七)   參與並協助實習單位之相關活動 

(八)   個案工作：陪同訪視會談、專業關係建立、個案評估與處遇 

(九)   團體工作：團體活動設計、執行與評估 

(十)   實習內容依各單位屬性進行調整 

七、     實習需知 

(一)   恪遵社會工作倫理守則，須遵守本會規定。 

(二)   實習生於實習中對所服務的個案資料應負保密之責，並簽署保護服務對象隱私同意書。    

       未經同意，不得隨意翻閱、攜出或自行影印機構資料。個案紀錄不得以任何理由攜出辦 

   公室，並負保密之責。不論在實習中或實習結束後，對於實習中所服務之個案資料，應   

   負保密之責。個案基本資料不可置入實習成果報告，各式紀錄或方案執行計畫與報告等 

   需將任何呈現個案相關資料、照片部分刪除或遮掩後，始得放置於實習成果報告。 

(三)   實習出勤時間務必詳實記錄，實習時數將依此計算。不得遲到、早退或無故缺席。無故 

       缺席、遲到或早退逾三次，除扣實習成績外，並報請校方處理。因實習內容需要配合加 

       班者，需事先徵得督導同意後以補休方式補償。 

(四)   有事請假，應先徵得實習督導同意，病假例外。且請假總時數不得超過規定之實習總時 

       數的十分之一。如請假時數過多影響學習效果時，督導得要求延長實習補足時數。實習 

   若無故缺席兩次以上，實習成績將不予以計算，且通知校方是否終止實習。 

(五)   實習期間服務儀容應整潔樸素。實習時間不得從事各種私人活動，如玩手機、講電話、  

       看報、聽音樂或閱讀社會工作以外之書籍。應注意辦公室之整潔、秩序及安寧。應注重 

       電話禮儀、愛惜使用本會公物設備，若有損壞則照價賠償。 

(六)   實習生應保持自動自發的精神，善用觀察力，主動積極地學習。 

(七)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應繳交作業為實習日誌或週誌、觀察記錄、接案記錄、會談記錄、個 

       案研討之報告、實習總報告。 

(八)   應重視人的價值並注意文化差異，協助案主解決問題並增加案主解決問題能力。實習生 

       必須在督導之協助下處理個案，如有疑問應即與督導討論，不得擅作決定。不得危害機 

       構與案主權益。 

(九)   應與督導、機構其他社工、工作人員、志工維持和諧關係。 

 



 

    (十)     不得與服務對象私下交換聯絡方式或進行私人邀約、借貸等非專業關係，如遇服 

             務對象欲保持私人關係，務必主動告知督導。 

    (十一)   實習生生於實習結束後的三週內繳交實習總報告，實習最後一天為口頭報告。 

    (十二)   本協會所遴選之督導為機構實習督導，學校需發以正式聘書。 

    (十三)   實習生於本家實習期間，請自行加保意外險。 

    (十四)   實習生應自行負擔往返機構之交通與食宿費用。 

    (十五)   實習生如未能遵守實習實習生須知規定，本會得與校方聯繫，視情形決定是否終 

             止該生實習，且不予實習成績。 

 

  八、   實習生甄選與面談 

    (一)     目的： 

             為達到各項實習之預期效果，每位實習生在正式進入實習前，皆須進行個別面 

             談，以利實習生與機構雙方相互了解彼此的期待與想法。 

(二)     甄選標準： 

      1. 專業知識與服務熱忱  

      2. 自我表達能力。 

      3. 組織邏輯與分析評估的能力。 

      4. 自我開放的態度：具備開放的學習精神與態度。 

(三)     面談內容： 

      1. 了解實習生為何選擇本會實習的動機。 

      2. 實習生對於本會設立宗旨、核心服務了解程度。 

      3. 實習生過去實習與社會服務之經驗，包含社團參與經驗、班級幹部領導經驗等。 

      4. 實習生對於自我的認識程度。 

      5. 實習生對於實習之期待。 

      6. 實習生對自我的推薦，何以能夠來本會參與實習。 

      7. 實習生對於本會服務領域的認識與了解程度。 

 

九、  本會督導安排與職責 

 (一)    督導安排與資格： 

      1. 由機構單位主管指派資深社工人員擔任督導。(本會工作人員可在本會實習生督 

         導的同意下，帶領實習生進行相關實習內容) 

      2. 社會工作師或符合社工師考試資格之社工相關人員，且至少有 2年以上在本會實 

         務工作經驗者。 

 (二)    機構督導應盡職責： 

      1. 擔任督導前，應充分了解相關督導理論與實務，以具備督導能力。 

      2. 協助實習生了解機構實務工作內容。 

      3. 協助實習生規劃討論實習目標與計畫。 

      4. 安排個別督導及團體督導，以增能實習生之專業能力。 

      5. 安排實習生相關實習內容工作，並給予指導、示範與說明。 



 

十、  實習評核： 

             除根據學校所提供之評核表進行相關評核外，亦將以出勤狀況、各項紀錄、 

         報告繳交狀況及平日學習狀況、言行、能力為評量依據。 

  (一)   時間管理：實習出缺席狀況，有無曠職、遲到早退等情形，以及各項紀錄、報告 

                   等有無遲交缺交等情形。 

  (二)   學習態度：學習主動性、積極性，對督導功能之運用，瞭解個人能力與限制，具 

                   開放性的學習態度與精神，對自我的反思學習程度等。 

  (三)   人格成熟度：個人情緒的穩定性、與他人相處互動之情形、對人應對與關懷等。 

  (四)   專業與合作精神：對專業知識與技巧的運用、對跨專業領域的認識、專業服務熱 

                         忱及團隊精神，具有與其他人協調合作的能力與意願。與同事 

                         配搭之情形等。 

  (五)   專業關係建立：與本會之服務對象、工作人員、社區關係建立。 

  (六)   專業知識與技術運用：對專業理論、專業技術、專業關係及社會資源認識與運用 

                             的能力。 

  (七)   行政配合度：對機構規定的了解與配合、對主管督導交辦事項完成與配合程度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