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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在社会工作课程教学中如何运用标准化案主评估学生的实务能力及其实施效果，通过质性研究分

析，结果显示，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中运用标准化案主能更好评估学生的技能掌握程度；能增强学生的

考试参与度，提高学习积极性；有助于学生对理论和实务的整合；帮助学生熟悉社工咨商的流程，培养

其临床思维；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态度。但在教学中运用该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教学者引起

重视。 
 
关键词 

标准化案主，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学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Standardized Clients to Evaluate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Social Work Students 

Dian Lin1, Yuci Gong2 
1Law School,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2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Aug. 26th, 2022; accepted: Oct. 2nd, 2022; published: Oct. 9th, 2022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o use the standardized clients (SC) to evalu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 in the teaching of social work cours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qualit-
ative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SC in the teaching of social work can better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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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ate students’ level of skill mastery; it can enhanc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examination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enthusiasm; it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integrate theory and practice; it 
can help students get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of social work counseling and cultivate their clini-
cal thinking; it also helps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ttitud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e-
ficienc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 in teaching, which need the attention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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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应用性学科，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以下简称社工教育)理应评估所培养的学生是否具备实务能力和

迎合职业场域的需求。然而，我国社工教育对此却缺乏有效的评估工具与方法[1]。同属助人专业的医学，

早在 1960 年代就开始运用标准化案主(Standardized Clients, SC)以突破传统课堂授课与纸笔测验无法有效

评估学生实务能力的局限，该方法的信度与效度均获得研究肯定，并被部分国家执照考试所采用，现已

在医学教育蔚然成风[2] [3]。境外社工教育在近晚期也已开始借鉴和推展 SC 的应用，同样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4]。但回顾已有的文献，我国社工教育却鲜少有关于 SC 作为评估手段之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旨

在梳理 SC 的内涵，并探讨在课程中如何运用 SC 评估社工学生的实务能力及实施效果，期待能引起更多

同仁的共鸣。 

2. SC 的内涵 

SC源自于医学教育的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 SP)训练，其最早是由美国神经科医生Howard 
Barrows 所缔造。1963 年，Barrows 创造性地雇用了一位艺术性的模特来扮演真实病人的临床病征、肢体

语言及焦虑情绪等，并将其应用于医学生的临床考核中[5]。Barrows 发现这种考核方式具有重要的教学

和研究价值，它不仅可以客观地评估学生的临床技能，还可以减少在临床考试中因真实病人的反感情绪

而造成的彼此伤害，甚至还可以经由模拟病人和教师的适时反馈提高学生的临床技能[6]。因此，Barrows
和 Abrahamson 于 1964 年将 SP 的概念正式引入医学教育中，藉以改善临床医学教育的训练和评估[7]。
此后，随着各国医学教育广泛应用客观结构式临床测验(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方法[1]，而 SP 作为 OSCE 的重要构成环节，其在医学生临床技能的综合评估功能也得到相当重视，目

前已广泛应用于医学院各个科系的教育训练和考试中[5]。 
SP 于近晚期被引入社工教育中，考虑到社会工作案主的性质，同时为凸显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

视角与医学病理视角的不同，社工教育由此将 SP 这一术语称之为 SC [8] [9]。结合社会工作的学科特点，

所谓的 SC 是指根据一定的教学标准选取与个案类型相似的人士，依撰写好的案例剧本，对其进行模拟

训练，使其在与社工学生互动的过程中能够依照剧本重复、恒定和逼真地扮演案主的角色，以达到临床

实务能力的教学训练与评估的目的[4] [5]。换言之，在教学训练方面，SC 可以为学生提供模拟社会工作

处遇的情境，如模拟真实案主的状况，提供学生开展接案、建立关系、社会背景调查和评估等处遇的机

会，并配合不同教学方式的运用以更有效训练学生的实务能力。在教学评估方面，SC 具备客观的评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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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以将受试学生互动的情形记录于评估表，作为学校评估学生学习表现的方式之一，提供以个案为

中心、主观评分或行为的描述性评估[5]，籍此评估社工学生处理此个案的实务技巧、价值观和伦理规范

等的了解程度与运用状况。同时，在评估过程中，SC 还可以对学生的临场表现给予直接反馈，并配合现

场录影的方式，让学生事后有进一步反省实践的机会[3]。 
由上述定义可看出，SC 具有模拟逼真的实务情境的特色，相较于传统的纸笔测验，可以更有效评估

学生对临床技巧、职业操守、伦理判断和价值观等多面向实务能力的掌握程度。同时，由于 SC 是专门

训练的演员，他不仅可以对临床个案作重复、一致和标准化的演出，还可以熟练运用各种量表评估学生

互动中的表现，因此相较于角色扮演，其在评估学生的实务能力上更具有信度和效度[10]。 

3. 在课程中运用 SC 的设计 

《社工咨商技巧》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实验实训课程，目的是训练学生熟悉从事社工咨商的重要职业

操守，掌握咨商历程中从准备期到结案期的基本技巧，达到具备胜任社工咨商的基本能力。从课程属性

来看，《社工咨商技巧》很适合运用 SC 评估学生是否掌握社工咨商的基本能力。笔者从 2018 年就开始

尝试在该课程中引入 SC 作为教学评估手段，已积累一定的教学经验。现以该课程为例，就 SC 的设计说

明如下。 

3.1. 准备阶段 

3.1.1. SC 的选择与训练 
通常，理想的 SC 应有参与社工教学且愿意帮助学生学习的热忱；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能与教学

者和学生互相配合；个性诚实可靠，能够充分配合教学指引，不擅作主张；与剧本角色有共鸣，能熟练

模拟案主角色，不掺杂个人情绪；有一定的人生经验，能体会不同角色心态；与学生无利害关系，能保

证教学评估的客观和公平[2] [11]。不过能招募到理想的 SC 可谓可遇而不可求。笔者结合教学实际，以

立意取样的方式邀请 N 位社工专业四年级学生担任 SC1。他们的年龄与性别与剧本角色类似，也均修读

过《社工咨商技巧》课程，熟悉课程内容，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同时，他们均经历过一次专业实习，

了解社工处遇的流程，对真实的“案主”也有一定的角色体会。总体而言，所选取的扮演者能接近理想

SC 的特质，可以胜任本课程的教学工作。 
SC 训练的重点是使其模拟社工处遇的情境，能够对角色作一致性和标准化地扮演，能够客观评估学

生的表现并给予适时反馈。因此，在正式演出之前，笔者安排了 3 次，每次 1~2 个小时的训练。第一次

训练课程的重点是剧本导读和细节建构，教学者引导扮演者熟悉剧本内容，并组织他们对剧本的细节进

行建构，如剧本角色求助的心态、家庭结构、潜在的问题等，以使扮演者对演出内容和细节形成共识。

此外，第一次训练也介绍了训练与演出场地，对 SC 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说明，并与扮演者签署聘用协议。

第二次训练课程的重点是熟悉剧本角色的扮演。由于使用的是相同的剧本，在剧本导读后，笔者安排扮

演者分别模拟 SC 和受面试学生的角色进行相互演练，并在每次演练后进行团体讨论。目的是让扮演者

熟悉剧情，能对不同的“学生”做重复的演练，及时修订剧本细节以及总结演出的经验。第三次训练课

程的重点是使 SC 具备客观的评估和回馈的能力，内容包括教学评估表的介绍，使用评估表观察和记录

学生表现的演练，以及学习个别回馈技巧。 

3.1.2. 剧本及评估表的设计 
通常，社会工作教学的剧本内容至少应说明处遇的情境，个案求助的问题状况，个案生理、心理和

 

 

1 招募 SC 的数量最理想的结果是与评估的学生呈 1:1 的比例，但考虑到教学成本、场地和教学效率，本课程是以 1:4 的比例招募

SC，即 4~5 位学生对应一位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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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特征等，不过，剧本内容不一定要很琐碎，可以精简的内容描述，甚至可以适当融入即兴创作的理

念重塑 SC 的活动[12]。笔者参考此理念，从社工实务中级案例库中选取与扮演者年龄和性别相似的案例

依照剧本语言进行精简说明，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 SC 训练活动中组织扮演者共同参与剧本细节的设计

和修订，以达成演出的共识。 
由于本课程教学所要传达实务技能较多，涉及到专业操守、咨商技巧和处遇过程，因此，为更有效

评估到学生对实务技能的掌握程度，本课程按照咨商过程设计四次 SC 参与的评估，分别是准备期到探

索期，预估期到签订契约期，辅导期，结案期。每次评估均对每个阶段涉及到的技巧，同时结合专业操

守，进行指标化并以李克特量表作 5 点积分。 

3.1.3. 学生准备 
教学者须在第一节课堂上就教学进度、教学考核方法、SC 的原理等基本信息向学生进行说明并回应

他们的疑问。在正式面临 SC 考核前一周，教学者还应将模拟案例发放给学生，并说明此次考核的规范

和任务，使其提早做好考核准备。同时，教学者还可组织学生以抽签的方式抽选相对应的 SC (4 次模拟

均对应同一个 SC)。 

3.2. 执行阶段 

原则上每位学生均有 30 分钟的时间与 SC 开展模拟咨商，在模拟过程中，学生应结合该咨商阶段的

工作要求向 SC 提供相应的服务。每次模拟结束后，SC 须就个人感受及学生模拟所呈现的专业态度和技

巧等向学生进行反馈，并及时填写评估表，反馈的时间通常为 10 分钟。反馈结束后，SC 有 15 分钟的休

息时间，此时，教学者可就个人的观察及时与 SC 沟通，也可利用这个契机对 SC 的表现进行鼓励和肯定。 
每个学生的模拟均有录影记录，每次评估结束后，录影记录也会发放给相应的学生，以使其课后有

自主学习和反省的机会。然后，紧接着的一次课堂，教学者会安排团体督导活动，引导学生分享参与评

估活动的感受，并总结经验以增强课程知识点的掌握。 
每次评估活动结束后，教学者也会组织 SC 间的聚会，通常会以轻松的方式进行，除了总结单次模

拟的经验，及时弥补模拟的不足，也让每个 SC 有机会分享彼此的成长，保持参与活动的热情。 

4. 运用 SC 评估社工学生实务能力的效果 

4.1. 积极效果 

自 2018 年秋季学期开始，笔者已开设三轮《社工咨商技巧》课程，累计有 58 名学生修读，共 13 名

SC 参与。每次课程结束后，笔者均要求学生撰写学习心得，以反思参与课程的感受、收获和建议，并表

达对 SC 教学法的想法。本文分析资料就以这 58 份学习心得为主，辅以笔者的观察和 13 份 SC 教学反馈

记录。通过对文本资料的分析、编码、分类和提炼主题，研究结果显示，运用 SC 评估社工学生的实务

能力具有积极效果，表现为以下几点。 

4.1.1. 更好评估学生的技能掌握程度 
传统的纸笔测验并不能切实地评估学生在实务场域中的技能掌握程度，就以本课程重点讲授的探索

技巧为例，学生可能掌握探索技巧的概念，但不一定懂得在实务场域中如何运用这些技巧。而 SC 的引

入则可以创设逼真的情境，使学生在互动中能真实地反映出其所学技能的掌握程度。学生 5 就提到：“课

上觉得这些技巧也没什么，就像专注和聆听技巧，感觉就很普通，但真正与 SC 互动时该表现专注和聆

听的时候感觉有劲使不上似的。”同时，结合评估表的使用，SC 在考核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技能

掌握做到客观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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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增强学生的考试参与度，提高学习积极性 
运用 SC 进行考核，使得学生必须在逼真的情境中展现出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迫使学生在

考前要花大量的时间总结和演练相应的知识点，避免了考前“临时抱佛脚”的心态。学生 10 就在心得体

会中提到：“每次模拟都有压力，因为是真实的人，如果不知道怎么互动气氛就很尴尬，所以每次模拟

前都要花很多时间准备。”同时，在与 SC 的互动过程中，学生由传统的考核被动者转换成主动者，可

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主导与 SC 的面谈过程，相对于传统的纸笔测验，学生的考试参与度有了大幅

度地提高，学习积极性也有明显增强。参与本课程的 58 名学生均反映该课程的考核形式很新颖、有趣、

具挑战性，学习兴趣浓厚。 

4.1.3. 有助于学生理论和实务的整合 
通过在课堂中引入临床典型个案，以 SC 为载体，使学生在模拟的情境中实践所学知识和技巧，再

配合团体督导的运用，能协助学生精准发现自身所学的薄弱点，并及时进行知识的整合，这在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学生增强知识的理解运用。学生 6：“老师以前就讲过社工是很实务的专业，但上了两年的课

程感觉学习的都是理论知识，具体在生活中怎么用就不知道。但这门课就很不一样，很多抽象的知识在

与 SC 的互动中就变得很真实。现在我大体就知道怎么在沟通中运用同理心、具体化、反映的技术，这

是很有成就感的。” 

4.1.4. 有助于学生熟悉社工咨商的流程，培养其临床思维 
为了更好体验社工咨商的流程，帮助学生熟悉接案到结案的过程，本课程设计四次 SC 参与的评估，

分别是准确期到探索期，预估期到签订协议期，辅导期和结案期，过程中每个学生均对应相应的 SC，同

样的案例。因此，对于被考核学生而言，他们能大体感受到咨商过程的延续性，并总体熟悉从接案到结

案过程中各阶段应注意的事项和技巧。同时，模拟过程贴合于真实的情境，每次模拟后也配合团体督导

的运用，可以协助学生进行经验总结，能系统培养其临床思维，更好适应将来实务工作的场域要求。学

生 11：“跟以前课堂上的角色模拟很不同，……感觉我们就是在扮演真实的社工，要用这些技巧来引导

案主进行改变。”学生 20：“就是有四次模拟，每次都对应不同的阶段，你就需要保证四次互动是有衔

接的，这个挑战性太大了。……但好处是我们能感受到咨商的流程，也学会在不同阶段要去注意的细节。” 

4.1.5.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态度 
社工教育非常注重对学生专业态度的培养，像社会工作概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主干课程均有

专门章节讲授实践中的伦理态度或原则，但课堂讲授并不能很好地协助学生体认这些专业态度，甚至反

省自身态度的不足与限制。而在课堂中引入 SC 教学方法，则可以使学生透过模拟情境的实际操作，学

习站在案主的立场思考，增强同理心的训练，也进而在模拟实务的态度碰撞中增强自我态度的反省。学

生 35：“第一次模拟结束后，SC 有反馈我没有做到尊重和聆听，我就很诧异。事后我看了录影，发现

自己反应得有些着急，经常打断案主的回应，也会把自己的想法套在案主身上。第二次模拟的时候我就

下意识控制自己的冲突，学会去引导案主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发现自己的态度就有了一些改变，这是

很有收获的。” 

4.2. 教学局限性反思 

由于笔者运用 SC 作为考核方法的经验还有限，本课程在运用该方法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

为以下几点。 

4.2.1. 课程负荷过重，学生学习压力偏大 
由于本课程既要安排知识的讲授，还要安排 SC 考核和团体督导，授课时间非常紧凑，以致每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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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都要占用课堂外的时间进行，同时，每次 SC 考核还需要学生花费很多时间准备和过程中的投入，这

些都无形中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压力，有 64%的学生反映课程学习负荷过重。学生 8 就在心得体会中提到：

“这门课考试要求的知识点太多了，每次模拟都要花很多时间准备，学习压力好大。” 

4.2.2. SC 的工作负担偏重，标准化把控程度有待提高 
由于教学资源的限制，本课程只能招募到有限数量的 SC，这使得每次考核均需要占用 SC 很多时间，

而每次考核还需要 SC 保证模拟的一致性和标准化，这对于要面对 4~5 名学生的 SC 而言，工作负担有些

偏重。SC1 就反映：“演出每次都需要保持相当大的注意力，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感觉也很累。而且

一次考核要面对 4 个学生，中间休息的时间也不够，一次考核下来感觉要心力耗竭了。”此外，SC 仅是

有过专业实习经历的大四社工学生，虽然模拟前有对其进行三次培训，但在实际的考核中仍会存在标准

化不一致的现象。 

4.2.3. 教学所需承担的人力和经济成本偏高 
运用 SC 进行考核要比传统的考试所承担的人力和经济成本更高，这表现在教学者需要花费较长的

时间招募和训练 SC；学校无专门激励政策给予 SC 支持，需要教学者额外的资金付出；更繁重的教学时

间；要求更高的教学设施配套等。 

5. 结语 

我国每年培养的社工专业毕业生超过 3 万人，然而人才培养的总体质量却难以达到实务界的需求

[13]。毋庸置疑，当前社工教育界应着力探讨如何有效评估所培养学生具备职业场域需求的胜任力之方法。

而源自医学教育的 SC 训练模式是可值得借鉴的方法，本文的探讨显示，在课程教学中运用 SC 评估学生

的实务能力具有明显的效果。虽然笔者运用此方法的经验还有限，但相信若有更多学界同仁实践和研究

此方法，其潜力将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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