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會員，您好： 

 

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 

 

報考類別 機制別 現行機制 應變機制 

實習課程 

授課方式 
實習時數/次數 實體課程 

虛擬課程 

(如：線上、

視訊、直播

等) 

其他課程 

(如：模擬教

室、業師、臨

床 教 師 到

校) 

合計 

社會工作師 實習時數 至少 400小時/2

次 

300小時 50小時 50小時 400小時 

比率 100 % 75 % 25 % 100% 

備註:本表參考教育部「大專校院醫事類科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如附件

供參。 

 

因應 COVID-19疫情發展日益嚴峻，各校改採線上教學、機構暫停進入服務及實習。為確保實習

品質及學生權益，因應如遇疫情發展致有部分或全部機構停止實習時之參考應變依據，學會依教

育部「大專校院醫事類科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實習課程應變機制」，研擬社工相關系

所實習課程應變機制（如上表），經 5月 19日特函徵詢理、監事與系所主管意見後，補充說明

如下： 

 

 多數系所同意 25％的彈性原則，少數系所建議提升至 40-60％的彈性，惟彈性比例越高、專

業性越容易受到挑戰，不宜與社工相近的醫事類科（如護理 20％、輔諮 20％、臨床心理 33.3

％）相差太多，因此建議以 25％為原則。 

 25％的彈性原則並非強制性，只要在 25％以內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若實習領域不在醫院、

或受疫情影響較小，依然可以採用原來的實習計畫。 

 會不會影響社工師考試資格？ 

 貴系所如經考選部認證（即以畢業證書即可報考社工師，不需繳驗學分與實習證明），

不受影響。 

 貴系所如未經考選部認證（報考社工師需繳驗學分與實習證明），則會受到影響，建議

分散至學期中與方案實習，盡量達到 400小時的總時數。 

 因醫事類科也有彈性機制，即使真得發生考選部不承認彈性機制的問題，我們也可以聯

合其他醫事類科一同發聲倡議。 

 部分老師建議是否取消實習 2次的限制，只規範 400小時總時數，因「社工師至少實習二次

且合計 400小時以上」明訂在考選部實習認證標準中，除非修法、無法更動。 

 有那些彈性作法可以考量？ 



 應變機制除虛擬課程、其他課程外，建議亦可彈性使用專題式方案實習、遠距實習、延

後實習或其他實習方式等彈性方案，完成剩餘實習時數。（感謝中正社福系建議） 

 由實習機構自行安排，例如線上讀書會、討論會、特定議題研討等等。（感謝暨大社工

系建議） 

 因為暑期是接近疫情，建議可以就暑期實習用 6週 實地實習(8*5*6=240小時)+ 2週(80

小時)撰寫專題與實習心得報告(兩週是 25%(8/17-8/31)，期中實習則再看疫情發展，可

以將剩餘時數在實地實習即可!用虛擬線上並不具實地實習精神，但建議學校督導可採

線上督導。（感謝台師大社工所建議） 

 這次疫情中社工被定位為「必要服務」，在做好防護的前提下持續提供服務。每個機構

的做法不一，但最普遍的是把面對面接觸轉成視訊。所謂的"telehealth" 過去一年來幾乎

成為常態。個案會談，團體活動，督導會談，社區論壇，機構內的會議絕大多數都是以

視訊或混合模式進行。在這個情況下，學校基本上尊重機構：（1）讓學生持續實習活

動。（2）按機構決定方式 -- 面對面或視訊或混合模式。（3）教師督機構訪視以視訊

進行，除非機構希望面對面。（4）學期中實習課（seminar) -- NCNU應該是沒有，則以

視訊進行。（5）改為視訊後由於不像過去，學生到了機構後就開始累積時數，督導老

師就與機構督導及學生協商 “上下班” 時間計算方式，並確保學生有足夠時數。（6）

要求學生遵守機構防疫規定。（7）要求機構按州縣政府防疫規定要求及協助學生。（感

謝暨大王佩玲主任提供美國社工實習的經驗） 

 不論採用何種彈性措施，最終仍須視系所與實習機構溝通來決定，雙方的互信是讓彈性機制

順利運作的關鍵，因此強烈建議系所與實習機構在暑期實習來臨前作好備案的溝通。 

 

上述說明先行提供各系所參考，若有回饋意見歡迎隨時與學會秘書聯繫，我們在 6/14前會視三

級警戒的放鬆與否，再滾動檢討修正。 

 

感謝大家！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敬上 

聯絡人:品蘭 0985-052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