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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從事教授輔導工作多年，我發覺老師與同學們每每因為本港缺乏適合的教材，而影響

教學的質素。有鑒於此，我特別邀請香港家庭福利會攜手合作，製作《輔導教室》系列

一及二兩套教材，以充教學之用。 

 

《輔導教室》系列一包括以下三集： 

 

（一）精神病（焦慮抑鬱症）個案 ⎯ 透過社工的幫助，阿恩最終克服精神困擾，能

應付日常的工作，與朋友保持交往，並且獲得家人的支持。 

（二）丈夫婚外情個案 ⎯ 在國內有婚外情的陳先生，決定終止與第三者的關係，留

在婚姻裡，與妻子改善婚姻及重建家庭關係。 

（三）多種問題的複雜個案 ⎯ 身患癌病的吳太，透過社工的幫助，明白她管教孩子

困難的癥結所在，並且同意邀請其丈夫協助，面對個人健康及管教孩子的問題。 

 

《輔導教室》系列二包括以下三集： 

 

（一）虐兒（青少年）個案 ⎯ 長期遭受父親虐待的子聰，願意跟隨母親離開家園，

踏上新生活。透過社工的幫助，他續漸克服創傷後遺症的症狀，重拾自信與自

尊，積極面對生活。 

（二）虐妻個案 ⎯ 遭受丈夫虐待的陳太，決定與孩子離開家園，入住婦女庇護中心。

兩位社工分別協助陳太及其丈夫處理虐妻問題。最後陳太明白丈夫的暴力行為

對她及孩子的影響，決定不再容忍暴力。陳先生亦察覺其暴力行為對家庭的影

響，願意承擔責任，學習控制情緒，停止暴力行為。 

（三）家庭暴力論壇 ⎯ 由幾位資深的社工討論怎樣協助面對家庭暴力的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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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設合本地師生的需要，這兩套《輔導教室》系列都有以下的特點： 

 

甲、由真實個案改編 ⎯ 每集都是改編自香港家庭福利會的個案，案情只略加改，

以盡量保留案情的真實性。 

乙、由資深社工演繹 一 每集都是由經驗豐富的社會工作者（以下簡稱社工）負責處

理個案。同學既可以觀察社工怎樣演繹輔導理論與其熟練的技巧，亦可以觀摩社

工的個人風格。 

丙、用廣東話編寫 一 輔導過程的對話是用廣東話來書寫，保留了本地輔導語言的藝

術，促進同學們學習輔導語言的詞彙與精粹。 

丁、詳盡分析 一 每集都列出反思問題及詳盡的分析，務求加強同學對輔導與實務的

掌握。 

 

《輔導教室》系列的出版是香港城市大學與香港家庭福利會的專業合作成果。在此，

我謹向參與每集製作與演出的同工致謝，感謝他們付出的努力與極高質的專業演繹；更感

謝香港家庭福利會在促進社會工作優質教育方面的貢獻。最後，我也要感謝香港城市大學

質素增強撥款（8710160 號）及應用社會科學系「增強學生學習獎」撥款的慷慨贊助製作

這兩套教材，提升社會工作培訓的質素。本人更希望日後各同工能陸續推陳出新，製作更

多的教材，做福本地社工界。 

 

 

 

 

楊陳素端編著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二零零一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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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年來，香港的家庭暴力問題有急劇上升的趨勢，對家庭成員構成嚴重的影響。所謂

家庭暴力，廣義來說是指在親密關係中，其中一方對另一方採取傷害或維持控制權的所有

行為。這些行為的性質，主要包括身體虐待、精神或心理虐待及性虐待三方面。一般來說，

家庭暴力的受害者以兒童、妻子及老人最為普遍。隨著針對家庭暴力問題的社區教育日益

普及，愈來愈多受害者都主動向警方、醫院或家庭服務中心尋求協助。 

 

在以下的個案裡，香港家庭福利會的社工鄧曾嘉儀姑娘及源而德先生會與大家分享他

們怎樣處理一宗虐妻個案的經驗。在輔導虐妻個裡案時，安排由兩位社工一起去處理個案，

可以確保社工保持客觀中立的角色，避免可能因為偏幫任何一方而防礙輔導的進展。鄧姑

娘與源先生會運用多種理論，例如家庭系統角度、危機介入理論、認知行為治療、婦女主

義理論等等去處理這宗個案。輔導的主要目標是保障陳太及其孩子的安全；協助夫婦雙方

理解虐妻問題對家庭的負面影響；鼓勵陳太考慮婚姻去留的決定；並且協助陳先生正視其

問題的嚴重性，鼓勵他承擔責任，學習怎樣控制脾氣，停止暴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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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背景簡介 

 

陳太太與陳先生結婚二十年，育有一個十歲的兒子及八歲的女兒，一家四口住在一個

自置的公屋單位。陳先生是經營士多的，陳太則是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陳太最初向家庭

服務中心求助是因為兒子與丈夫的關係十分惡劣，兒子亦很仇視父親。後來，社工發覺這

是一宗涉及虐妻的個案。 

 

 

陳氏家庭圖 

 
         已婚二十年 
 
 
 
 
 
 
 
 

 

預習 

 

在觀看影片前，請先回顧你對虐妻問題的認識： 

 何謂虐待配偶？ 

 虐妻的成因是甚麼？ 

 虐妻問題對夫婦及其孩子有甚麼影響？ 

 怎樣協助受虐婦女及其丈夫呢？輔導的目的又是甚麼？ 

 

陳先生 
陳太 

   

10 8 

3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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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思考 
 

1. 在一幕裡，陳太最初是因為丈夫與兒子的關係不和而去尋求社工幫助的。社工怎樣從

呈現的問題去發掘問題的癥結呢？ 

2. 社工怎樣鼓勵案主披露虐妻的情況？ 

3. 社工怎樣評估案主面對的危險程度？ 

4. 社工怎樣保障案主及其孩子的安全？ 

5. 在第二幕裡，案主為何突然帶同孩子一前去見社工呢？ 

6. 社工怎樣減低案主的焦慮，保障她與及孩子的安全？ 

7. 在第三幕裡，社工怎樣與陳先生建立初步的工作關係？ 

8. 在第四幕裡，社工的主要工作是甚麼？ 

9. 在第五幕裡，你認為陳先生對夫妻衝突與暴力行為抱持甚麼態度呢？ 

10. 社工怎樣去改變陳先生的想法？ 

11. 在第六幕裡，陳生主動尋求社工的幫助去控制自己的憤怒。社工怎樣改變他的認知與

行為呢？ 

12. 在檢討這宗虐妻個案的進展時，社工的主要工作是甚麼？ 

13. 請問你覺得這類個案何時可以結束呢？ 

14. 試評估社工的輔導表現，並且列出須要改善的具體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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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歷程與分析 

第一幕：社工與陳太的第一次面談 （建立初步的工作關係） 

 
鄧： 請坐，我係家庭福利會社工，妳可以叫我鄧太就

得！ 

自我介紹 

案主： 鄧太。 

鄧： 係呢，點稱呼妳？ 

案主： 我先生姓陳。 

鄧： 我叫妳陳太，好冇？ 

案主： 好。 

鄧： 係呢，陳太，有乜可以幫到妳？  

案主： 其實我今次上想搵妳幫忙，就係因為我個仔同先

生關係非常之唔好，佢以前唔係，而家最近先

係咁樣。我先生返呢，佢就入房，甚至食飯都

唔出聲睬佢。 

鄧： 係？ 

案主： 睇電視都用背脊得住佢。 

鄧： 咁情況有幾耐？ 查問 

案主： 都有幾個月，唧係佢同我先生係無講，可能

我先生對佢又唔係咁咩喇。佢都好多同我講，

但係同先生就冇講。 

鄧： 啊，佢同妳關係就係好，同爸爸就唔好，點解會

咁唔同？ 

對比問句 

案主： 我都唔係好清楚，不過呢應該係有問題。 

鄧： 妳察覺到問題度？ 反問 

案主： 係。哎 (歎氣)，其實佢爸爸都係有少少脾氣唔好

囉，一返呢好多時都鬧，好鍾意發脾氣，咁可

能佢驚佢都唔定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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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咁都可能會喎，爸爸好大脾氣？ 

案主： 都好大脾氣。 

鄧： 除鬧仔仲會唔會鬧埋妳？ 探討虐妻情況 

案主： 會，如果佢一飲酒呢，佢就好唔好脾氣。 

鄧： 仲差添？ 

案主： 係，咁所以我今次上想妳幫，睇我個仔點解

會咁樣囉。其實我先生都有郁手郁腳。 

鄧： 係，對妳郁手郁腳？ 澄清問句 

案主： 對我郁手郁腳，可能佢見到咁情形就對個爸爸唔係

咁有好感。(社工：我明白多。) 有時，我成日

聽到佢呢自己自言自語就話收埋武器，打佢咁

樣。（鄧：個仔咁樣？）係，同老豆關係都好唔

好。 

 

鄧： 妳話個老豆有時都會打妳，老豆係咪都會拎武器出

？個仔係唔係學老豆？ 

假設問句 

案主： 唔清楚佢有冇學到個老豆，但佢個老豆一發脾氣，就

鍾意掟，佢都曾經郁手打過我。 

鄧： 聽妳講呢個仔唔知係咪會睇到爸爸對妳唔好，所以個

仔呢對爸爸又驚又唔鍾意咁，係咪？ 

反映循環因果 

案主： 我諗會係，佢以前讀書好聽話，而家連讀書都冇

晒心機，都唔知點算！ 

鄧： 咁其實爸爸個情緒都幾影響個仔喎！ 指出後果 

案主： 係。 

鄧： 佢脾氣，係咪？  

案主： 佢脾氣好唔好！ 

鄧： 對妳呢？對妳影響係點？ 後果問句 

案主： 哎 （歎氣），其實我唔知應該點樣講，佢好多時都

郁手打我。 

鄧： 好多時？ 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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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 係，佢一唔如意呢，一好唔開心呢就打，有時

細路仔面前打，我覺得唧係唔係咁好囉。 

 

鄧： 係，陳太，我諗要妳講番呢咁唔開心事呢都唔

容易，不過呢妳講出我會細心聽，同埋我會盡量

幫妳諗辦法去解決，妳試講多俾我聽。 

支持與鼓勵 

案主： 哎（難氣），我唔知應該點樣講，佢脾氣愈愈差，

一唔開心就鬧人，兩個細路仔都好驚佢，我

都唔知點樣先至令佢開心。 

鄧： 陳太，或者咁樣，我試問妳問題，因為依家我

睇到妳個心都好煩、好亂，又想幫個仔，但自己呢都

唔知點樣去做，或者我問妳直接問題，妳唔好

介意。如果妳答得，妳試答我，如果妳唔想答呢，

妳話俾我聽，我都明白，因為有時未必一次過可以

講晒所有，好唔好？我試咁樣，好嗎？ 

反映感受與處境 

 

提出直接查問 

 

表示尊重 

案主： 唔。 

鄧： 我想問呢，妳先生郁手最犀利次係點樣？個事

情係點樣發生，同埋為乜發生？ 

查問最嚴重的虐妻事件

案主： 郁手最犀利次？  

鄧： 係囉。 

案主： 佢真係好無埋取鬧，佢講我都一定要聽，如

果我駁一駁咀，佢就發脾氣，佢唔知點樣無端端

都可以鬧人一餐。如果我稍為大聲同佢講，佢

就一巴打過，唧係我都無佢符。 

鄧： 咁妳咪忍得好犀利。 反映應付方法 

案主： 忍得好犀利，愈愈多添。 

鄧： 佢最差次會係點？ 追問最嚴重的事件 

案主： 最差次直情打我。 

鄧： 點樣打法？ 

案主： 捉住隻手囉，或者一巴打過喇，有時真係頭咁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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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唔理妳感受，佢唔理細路仔唔度，佢

都係咁樣。 

鄧： 啊，細路仔都睇到。 強調對兒童的影響 

案主： 係，我真係唔知點樣講。佢係男人，我係女人，我

點樣還手呢？我冇得還手！ 

鄧： 係，妳還手咪仲論盡。  

案主： 係囉。 

鄧：  妳忍幾耐？  

案主： 好耐喇，應該係舊年事。佢最近都仲係時時郁

手郁腳。 

鄧： 最近今次係幾時？ 查問最近的虐妻事件 

案主： 最近一次應該係上個月事。 

鄧： 上個月事，咁佢郁手時候有冇整傷妳，或者有

冇留低咩傷痕？ 

查問傷勢 

案主： 有，佢好大力佢。 

鄧： 係嘛，佢做乜工？ 查問丈夫的工作 

案主： 我係開舖頭，開雜貨店。咁佢可能工作又忙

喇，脾氣係幾唔好囉，我又幫唔到佢乜喇，咁但

係佢唔可以將細路仔出氣嘛。細路仔佢都鬧，

唔開心就鬧喇，所以細路仔唔同佢傾得埋，

冇傾，咁如果長遠落去咁關係，真係唔想睇到

咁樣。 

鄧： 唔，妳都睇到咁樣落去唔係辦法。 確認觀察與想法 

案主： 唔係辦法。同埋仔呢愈愈變，好曳，講都唔

聽。 

鄧： 有冇用過咩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以前曾經有冇

話試過用過咩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有婦女或者

都會話俾自己屋企人聽，或者朋友聽，甚至有

會試過報警咁樣。 

應付問句 

 

自我表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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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 冇，因為如果我講俾人聽，佢仲更加變本加厲喇，

佢好要面。 

鄧： 哎，妳會唔會擔心講俾人聽之後呢… 反映感受 

案主： 佢仲會鬧我添。 

鄧： 仲鬧得犀利可？咁今次妳咪好鼓起勇氣行出一

步… 

讚賞 

案主： 係為個仔，因為個仔對佢真係好唔鍾意，我係為

個仔，我唔想個仔第日長大會有乜問題。 

鄧： 陳太，妳好錫個仔？ 讚賞案主是慈母 

案主： 係，我好錫我兩個細路仔。 

鄧： 係，我睇得到，如果為自己妳都忍得，但係為

細路仔妳就唔想再咁樣忍法。 

對比 

案主： 唔可以再忍，我應該點樣做呢？妳可唔可以幫我

呢？ 

鄧： ，陳太我聽妳咁樣講呢，其實妳有兩個主要情

況：一呢就係、妳好擔心個仔同個老豆有衝突。 

小結關注 

案主： 係，真係會，以前個仔脾氣都好好，而家都唔

好。 

鄧： 又擔心個仔而家變，由本來好乖讀書各樣，而

家都變好仇視個老豆咁樣，呢個係妳第一個關心。

第二個關心呢，其實佢都有郁手對妳，咁究竟佢會唔

會繼續變本加厲呢？ 

小結關注 

案主： 我唔知，佢脾氣真係好曳，佢唔知受乜

委屈呢？我真係唔明，我做錯乜事呢？ 

鄧： 好多時呢唔係妳做錯乜事，可能真係佢脾氣 問題外化 

 問題。妳講俾我聽，雖然我第一次聽妳講，但係

我都信如果妳唔係咁困擾呢，妳唔會搵我傾。 

確認故事 

案主： 係，我都諗好耐。 

鄧： 可能妳都忍好耐添，妳都話忍唧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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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 好耐。 

鄧： 係囉，忍好耐時間先同我講，所以我信妳講

係真，亦都妳同我講時候，我未必明白得晒妳

點樣生活，或者咁多日子裡面妳都冇搵過人幫

手，自己一個人承受晒。係喇，咁所以我覺得個情況

呢可能複雜過我想像。可能我未必一次過解決得

晒個問題，但我好肯定話俾妳聽呢，既然妳講得俾我

確認遭遇與困境 

 

 

 

 

 

 聽，妳咁有勇氣講俾我聽呢，妳又咁錫妳個仔，我一

定會嘗試幫妳諗辦去法解決。咁我依家呢我想瞭解

表示樂意幫忙 

 ，其實佢一路咁樣去發脾氣咁，有冇後果？ 後果問句 

案主： 我相信佢唔諗後果。 

鄧： 佢都冇理妳感受。  

案主： 冇，佢唔顧感受！ 

鄧： 唧係冇後果，佢發完妳脾氣，妳又冇。 反映後果 

案主： 佢發完脾氣之後呢，因為佢飲酒，佢好容易就

，佢唔理我，我就算點樣。 

鄧： 就當冇？ 應付問句 

案主： 第二日佢當冇事發生咁樣，但係呢佢一飲酒就係咁

樣，我又唔可以唔俾佢飲，我叫佢唔好飲喇… 

鄧： 佢唔會聽妳喇。  

案主： 唔會聽我講，佢當我講根本就唔尊重我講。 

鄧： 係，咁樣，陳太妳有冇諗過呢，妳而家一路都啞

忍住喇，有冇諗過如果佢做乜或者佢會點樣做，

妳就覺得我就唔再忍佢，有冇諗過呢一個問題？

鼓勵設定底線 

案主： 如果佢打得我好厲害呢，甚至出刀呢，佢試過拎起把

刀，不過佢放番低。真係，我好驚！但係如

果佢真係再把刀嚇我呢，我就唔忍。 

鄧： 妳就覺得唔可以再忍。 強調 

案主： 太過份！太過份！用手打我我已經係忍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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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佢仲話用刀恐嚇我。雖然佢係未郁手，但萬

一如果郁手，咁點算呢？ 

鄧： 係喇，妳係人嘛，俾細路仔見到咁樣，就算有時

刀唔斬落，可能個心已經好驚。 

強調與支持 

案主： 我驚佢傷害到我兩個細路仔，呢樣係我好緊要。 

鄧： 所以呢就係妳底線？  

案主： 我底線，所以如果佢再出刀，再用刀恐嚇我，

我就唔會再睬佢。 

鄧： 係，陳太，或者我再講深入少少，可能呢件事呢

就未必會發生，但係因為妳都同我講得到呢，我都關

心妳安全。假設有一日，真係去到呢個底線，佢

真係拎起把刀，妳會點呢？ 

假設問句 

 

 

 

案主： 如果佢真係拎住把刀，唯有帶細路仔離開佢喇。 

鄧： 唔，如果離得開梗係之後再諗喇，我講緊呢就係 強調 

 話，如果佢屋企夜晚，如果佢發脾氣，咁點算？ 假設問句 

案主： 咁我應該點做？ 

鄧： 唔，係囉，我就係想同妳商量。  

案主： 咁妳可唔可以教我應該點樣做呢，如果佢夜晚黑突然

間發起脾氣？ 

鄧： 都有咁機會，會唔會？  

案主： 有，我相信有。 

鄧： 都有可！第一件事呢，因為妳有小朋友，佢幾大

？ 

 

案主： 十一歲。 

鄧： 有幾多個？  

案主： 兩個，一個仔一個女。 

鄧： 個女幾大？  

案主： 個女八歲。 

鄧： 咁唧係自己都識得會返入房，或者閂埋房門，保護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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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都識得可！ 

案主： 會。 

鄧： 咁可能平時呢，或者我傾完呢次偈呢，妳可能返屋

企呢同佢講，如果爸爸發脾氣時候呢，叫佢呢

就盡量匿入房，閂埋門。妳自己記住拳頭在前，就算

妳幾有道理，妳幾，佢幾唔都好呢，妳唔好同佢

駁。首先妳保護自己先，尤其佢拿起刀呢，妳帶 

建議安全措施 

 埋細路仔，可能話就匿入房，然後打電話報警

喇，又或者妳可以帶埋細路仔，話：「哎，你唔好

講住，我遲先再講，我出去行、兜，費

事鬧交咁樣！」借意呢就或者買，帶細 

示範暫停 

 路仔落去行。咁然後呢，我俾定電話妳，有庇

護中心喇，妳可以去暫住，佢二十四小時夜晚黑

會開放。依個只不過係以備不時之需，因為夜晚

黑妳想搵社工，妳想搵我，我想幫妳，妳都未必搵到

我，係唔係？所以我俾定電話妳，咁妳抄低佢，咁

妳唔好寫係庇護中心喎，妳可能打粒星咁樣，妳自己

知就得，因為我唔想妳返到去好似俾佢知道，我諗

妳就仲論盡，因為我聽妳講妳都好驚，如果逆佢意

，唔知有乜後果。 

提供資源 

案主： 佢蠻不講理。 

鄧： 呢個呢，我都覺走唔係最好方法，其實最好

方法呢就係妳先生個情緒問題係能夠改善到，我相

信妳都係最珍惜個家庭。 

建議丈夫接受輔導 

案主： 係，真係，家庭對我講係好重要。 

鄧： 係囉，咁走未必係最好方法，但係為安全情況，妳

同埋妳細蚊仔呢，可能都要暫時避一避囉。 

建議 

案主： 如果萬一有事情發生，我都有撻地方可以求救囉。 

鄧： 係喇！陳太，我都有一樣講俾妳聽，就係我都做好 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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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婦女呢係個先生情緒係好反覆。咁佢呢都係

好難去決定究竟係留屋企定離開個屋企，唔係淨

係妳咁樣。咁情況呢，如果妳覺得我暫時都想留

屋企，我都係明白，妳可以咁樣揀。最緊要就係

話，如果妳留屋企時候，一定要確保有方法，

譬如個袋袋定錢，或者有散紙、提款卡，

同埋身份證、手提電話隨時都袋住，有袋褲，

咁就方便妳有咩求救都方便。 

 

 

 

 

鼓勵採取安全措施 

案主： 以防萬一。 

鄧： 係，咁但係如果妳選擇，即使係咁妳都想俾機

會，就算留屋企我都係可以接受。唔好覺得話妳

同我講，我一定想妳走先為之叫做最好，我都唔

係有咁立 䁖 。 

尊重案主選擇 

案主： 我明。 

鄧： 有乜妳隨時返同我商量，好唔好？  

案主： 好。 

鄧： 仲有乜問題妳想問，或者有擔心妳想講？ 詢問關注 

案主： 我相信暫時都冇喇，我而家都係希望個仔關係同佢

好。如果佢脾氣收歛呢，我相信都好

，因為佢個人呢冇乜點，佢係發嚫脾氣上先至

得人驚。如果佢唔發脾氣，又冇飲酒呢，佢應該係幾

好，家用佢都好足。 

鄧： 所以妳都想留度睇有冇轉機囉。 反映期望 

案主： 係。 

鄧： ，我就想提議咁，而家呢我會見妳喇，大約每隔兩

個禮拜見一次。我亦都想見妳小朋友，因為我聽

妳講佢都有見到爸爸郁手，甚至佢都同妳講話佢都想

搵武器，想收埋武器咁，而且妳又咁鍚… 

面談架構 

要求會見兒童 

案主： 佢成日都話我冇用，我好難過！（鄧：啊，係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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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係好難過！  

鄧： 佢好想保護妳。我都想有時候呢探一探佢，或 反映兒童的心願 

 者之後呢又請佢，同佢傾偈，睇佢困

擾去到邊，咁希望呢一樣都會紓緩到佢壓力

喇。 

解釋會見兒童的目的 

案主： 希望妳幫到佢喇。 

鄧： ，記住亞陳太，有乜都好喇，都可以打電話

俾我，（案主：好。）好嗎？我盡量會覆番妳，

如果妳有突發事件，妳一定要同我講喎。 

強調 

案主： 多謝妳關心。 

鄧： 同妳傾到呢度。 

案主： Okay，多謝妳 

 

 

評論一 

 

在剛才的片段裡，陳太最初是不願意披露被丈夫毆打的情況，於是我做了兩件事：第

一是鼓勵她去多些表達。透過直接查問去瞭解究竟發生了甚麼事呢？最嚴重的暴力事件是

怎樣呢？最近的一次事件又怎樣呢？我把討論的焦點由父子衝突轉變為虐妻問題。第二、

我們明顯看見陳太在此時此刻是不願意離開家庭的，所以我沒有強迫她，最緊要是與她討

論自己的底線，協助她去保護自己及其孩子的安全。第三、我亦確認陳太能夠表露被虐打

的經歷已是幫了自己踏出第一步。 

 



 16   

第二幕：社工與陳太的第四次面談  

（兩個月後，陳太突然與子女前來找社工協助，商討離家的考慮） 

 

鄧： 陳太，坐低先，做乜搞到個額頭咁樣？ 表示關懷 

案主： 哎，我今日咁早搵妳，其實尋晚發生事！ 

鄧： 係，我見妳帶埋細路。  

案主： 係，佢尋日打我，係好犀利，係無理取鬧事；

係為少少事，打得我好緊要。妳睇，好痛。

鄧： 嘩，打到妳隻手都瘀埋，痛唔痛依家？ 表示關懷 

案主： 痛，好痛，仲有頭暈！尋晚冇覺好，諗成

晚，佢為咁小事打得我咁緊要，我真係忍無可

忍！ 

鄧： 話俾我聽尋晚發生咩事？ 查問暴力事件 

案主： 其實好小事。我睇緊電視，佢返，一返就

叫我即刻熄電視，話要休息。咁我咪將音量教細

囉，咁應該係冇問題。佢一陣間房走出，話

我唔聽佢話，唔熄電視喎，無理取鬧咁打我一巴，

咁我緊係要駁佢喇。冇可能你要我咁做就咁做，佢咪

即刻拉住我，扯我入沖涼房，搵水喉係咁射我。 

鄧： 嘩，咁都得！ 表示不接受暴力 

案主： 妳話我點樣忍？我駁佢兩句之嘛，佢就好似傻

咁打我喇，又將我個頭砍埋牆。 

鄧： 所以妳瘀晒。 反映後果 

案主： 個仔見到咁情形都好驚，佢走入勸個爸爸，佢仲

連個仔都發埋脾氣，將個仔咁踢、踢出去。 

鄧： 係。  

案主： 我好驚，我一定要保護住兩個仔女，咁我就同佢嗌起

交上。佢走入廚房把刀出，我好驚！我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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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唔可以同佢再嘈落去喇，如果佢真係斬落，點算

。咁我咪離開屋企囉。 

鄧： 哎，陳太，佢拎把刀出。 強調 

案主： 係，我上去閂埋房，唔理佢。 

鄧： 喂，陳太，咁咪過妳上次講個底線囉？ 強調已超越案主的底線

案主： 好過份，我都諗唔到佢會出刀。 

鄧： 係囉，好小事佢就可以變咁大件事。 確認想法 

案主： 佢為乜事發咁大脾氣呢，我都唔明。我覺得自己好

冇用，我連仔女都保護唔到。 

鄧： 陳太，妳盡力，依家妳面對梗一個脾氣咁大

先生，其實妳每一次都忍緊佢，妳可以做妳

都做。 

確認能力 

案主： 咁點算，佢連仔都打。 

鄧： 係喇，我一陣間都想同細蚊仔傾一傾，同埋我都想

睇佢傷係點，老豆都有踢開佢，係咪？ 

關注兒童的傷勢 

案主： 係，打佢一巴添。 

鄧： 係。 

案主： 佢說佢（仔）好管閑事喎。 

鄧： 就算佢身體冇傷，可能個心都會好驚，我諗妳都係

一樣。 

反映後果 

案主： 所以我諗諗我都係應該，妳幫忙。 

鄧： 係，妳真係要大家商量，睇可以點樣，因為

呢情況唔可以再發生，我都好擔心再演變落去會

點。 

支持尋求專業幫助 

案主： 佢傻佢，黐線咁樣，我冇乜得罪佢。 

鄧： 陳太，我一路聽妳講呢我都見妳好幾次，我睇到

妳每一次都係盡量忍佢，俾機會佢，不過佢都冇珍惜

呢一機會，係咪？ 

反映應付方法無效 

案主： 係喇，都唔明，仲要出刀添。尋日真係好危險，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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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如果我再頂多佢兩呢，佢真係斬落。 

鄧： 好彩妳而家冇事咋喎，走得甩咋喎！ 強調 

案主： 但係我已經俾佢打到頭都傷埋喇！ 

鄧： 妳除呢度同埋額頭，仲有冇其它傷？ 查問傷勢 

案主： 我相信冇，但係個頭都好暈，俾佢撞埋牆。 

鄧： 尋晚又成晚冇。  

案主： 係喇。 

鄧： 我覺得妳都要去一去驗傷喎，同埋細蚊仔一齊去驗

驗傷都好。不過驗傷裡面呢，可能有警崗度，佢

或者叫妳要落案都唔定！ 

建議驗傷 

案主： 咁咪唧係要報警囉！ 

鄧： ，報唔報警呢個程序就係話，首先落案話有件咁

事發生，佢再問妳口供時候，妳再決定俾唔

俾佢。 

提供資料 

案主： 可唔可以唔報警，如果俾佢知佢一定仲打得… 

鄧： 妳可以備案先囉。妳有咩擔心，不如妳講俾

我聽。我諗妳依家有好多諗，妳慢慢逐樣講…因

查問關注 

 

 為呢度家庭福利會係好安全。，我依家打一打電話

出去，如果有任何男人，亞陳生或者我係未見過佢，

或者有任何男人呢，我會阻住佢先，我呢度有

後門。首先我幫妳安排細路坐去另外一間

房，因為我唔想陳生佢到呢度，雖然我唔知佢會唔

會搵到妳，但係因為佢唔見妳，可能佢會周圍搵

妳。我首先同妳安排細路去一間房坐先，最少

佢入到我大門呢，佢係見唔到細路呢，咁就唔知

妳係度喇，好唔好？，我首先做呢個安排先，

咁然後呢，妳就慢慢同我講，然後我先至諗一個比

較詳細，可以保護到妳同細蚊仔方法，好唔好？

解釋安全措施，令案主

安心 

案主：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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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如果佢真係，我就同妳後門走，咁妳可以安心

個安全先，好唔好？ 

安撫 

案主： 好。 

鄧： 咁我打個電話先。「喂，唔該你幫我安排細路可以

去另外一間房坐住先，咁變呢如果有一個陳生，或

者有先生佢太太有冇走，咁你答佢我個案

係保密就得。咁請佢坐一陣，社工同佢傾，唔

駛番我，任何一個社工傾就得，唔該晒，

好，拜拜。」咁我安排，妳可以安心慢慢講，佢入

唔到。咁妳有乜擔心先，妳講俾我聽，或者

妳考慮緊咩？ 

安排緊急安全措施 

案主： 我考慮緊咩。如果我走，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幾妥

當，因為佢放工返咁辛苦，我又唔度；但如果我

唔走，佢為少少事都可以大發脾氣，我又唔可以

再咁樣忍。 

鄧： 唔，呢件事應該係件好小事囉。 自我表露 

案主： 好小事之嘛，佢點解發得咁大脾氣出刀呢？我唔可

以再忍佢出刀，如果將來因乜事再發起脾氣斬落

，咁我點算？我人生冇晒保障。 

鄧： 妳諗得，妳係人咋，唔係受得好多刀咋！

妳真係要諗一諗妳自己同埋細路仔安全。如果

妳留度，妳又驚佢再出刀。 

確認安全的權利 

案主： 如果再次發生，咁我應該點做呢？如果我離開佢，妳

上次咪提過話有乜宿舍。 

鄧： 係。 

案主： 如果我去度住，咁我生活上係點樣呢？我係一個主

婦，我仔女要返學，我點樣可以安排到佢呢？ 

鄧： 其實妳而家個心好亂，要妳決定任何都好難。庇

護中心其中一個目的呢就可以俾妳有一個冷靜

反映感受與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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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可以諗一諗妳自己想點，不過呢一個決擇都係唔

 容易，但好多婦女都要經過好耐先可以決定得到，

因為而家呢妳主要係希望安全第一先，個地方俾

自己落腳呢，可能都會俾你可以慢慢諗一諗。 

建議考慮安全為優先 

案主： 但係，我細路仔要返學。 

鄧： ，而家仲放緊復活節假期喇，係咪？咁有幾日緩

衝住，如果佢返學呢，事實上妳都諗得，因為

如果爸爸突然間去學校度，因為知道佢返咩學校

嘛，去度截佢呢，可能就會細蚊仔去，咁

支持想法 

 

 

 

 我諗妳一定會擔心，所以返學問題呢，可能妳趁呢

幾日放假都要安排一下。如果佢暫時唔返學住，但

最少安全先，亦都可以咁諗。 

建議孩子暫時停學 

案主： 咁我住宿舍生活呢有冇問題？ 

鄧： 宿舍度呢，我就唔會話俾妳聽…條路都係好長，

但最緊要係解決妳安全問題先。住個度係有庇護

中心喇；錢個度呢我都有社會福利署，可以有一

基金可以幫妳申請住綜緩先，咁暫時呢都解決個

生活問題先。妳自己有冇積蓄？ 

強調安全 

提供資源 

案主： 有，但突然間出，我唔係帶好多出。 

鄧： 係，呢樣妳都唔駛擔心住，可以慢慢安排，最緊要

呢就係妳話自己要有個決定，就係話暫時妳離開

先。 

忠告 

案主： 我諗我應該係要暫時離開佢，等佢冷靜先。如果

佢繼續係咁樣呢，我唔可以俾佢咁樣做，等佢知道

我係應該係要反抗，唔可以俾佢成日都郁發脾

氣，因為我都有自尊嘛！ 

鄧： 係，我諗妳都諗好耐妳先至會決定得到呢一步，因

為我之前見妳呢，妳都係好多猶豫。 

支持決定 

案主： 咁妳同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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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好，Okay。咁我而家見細路先，咁然後呢再

幫妳安排。咁細路我都會帶佢入呢個房，咁我

諗會保密一。 

案主： 好，多謝妳。 

 

 

評論二 

 

在剛才的片段裡，當陳太述她的先生已經拿出刀來，我便立刻提醒她其先生的暴力

行為已超出了她的底線。第二、我看見陳太提出了許多問題，它們都是反映她正在考慮離

開家園，我便逐一為她解答疑難，減低她的憂慮。倘若社工對社會資源有較深入的的認識，

便能提示案主有那些地方須要留意。在處理虐妻個案中，這些有關個案管理的知識與輔導

技巧，都是同等重要的。第三、保護陳太的工作是由她踏入辦公室那一刻便開始，我小心

安排地方讓陳太及其孩子可以安全地與我傾談。另一方面，我亦會教導陳太怎樣預備孩子

入住宿舍後，可能面對的各種適應情況，例如孩子在初期可能會感到有些困擾，但習慣了

宿舍的常規後，問題自然便會消失。但在這幕裡，我並沒有演繹最後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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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社工與陳先生的第一次面談 （建立初步的工作關係） 

 
袁： 陳生，我姓袁。 自我介紹 

陳： 袁生，你打電話俾我，又話我老婆走佬，叫我究竟

有咩事？ 

袁： 啊，因為我都收到你老婆電話喇，佢話俾我聽前晚

屋企發生衝突，佢自己都好驚，所以佢就暫時同

細路仔走出，靜一靜避開先。佢希望你俾時

解釋接觸的原因 

 

 間佢平靜，同埋佢自己都好關心你囉。佢想打電話 傳達妻子的需要與對丈

 俾我，希望我能接觸你，同埋睇有冇可以

呢段時間同你一齊商量。 

夫的關懷 

陳： 咁佢而家去邊呢，佢走去邊唧。 

袁： 佢而家都係一宿舍個度。  

陳： 宿舍？ 

袁： 宿舍就係專門俾婦女，佢因為有陣時有一

衝突，佢可能都俾佢有時間度靜一靜，暫住一陣

。 

提供資料 

陳： 真係莫明奇妙，無端端就走去宿舍，咁你知佢邊嘛，

袁生？ 

袁： 因為宿舍個地址、電話都係保密，咁我就唔知

佢邊。不過呢，其實我都知道佢都係主動打電話俾我

，我覺得佢都好關心你，同埋可能遲佢都或者可能

再打電話俾我囉。咁不過亞陳生，我都想問喇，其

介紹保密原則 

 

 

 實佢咁樣走，會唔會都令到你都好辛苦？ 探討處境，表示關心 

陳： 梗係踢晒腳添喇直情，你知一返屋企，人又唔見；大

又唔見大，細又唔見細喎，自己一個人，間屋空嘐嘐，

真係算點咁樣！佢走去，你同我番佢返，老

老實實，你幾時可以番佢返先？ 

袁： 係，陳生，我諗咁，我都好想幫到你，等佢返， 表示樂意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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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呢，我諗都需要一時間喇。因為第一，我諗你都

要俾佢有少少冷靜時間先喇，因為如果佢返到，佢

都係未預備好，就算佢返到，可能佢講唔定又會再

走過。 

建議 

陳： 因乜事走去得？ 

袁： 其實我都想知道，陳生，佢就話俾我聽前晚呢大家都

有嗌交喇，有拗撬喇，或者亞陳生可唔可以講其

實當晚發生咩？ 

查問衝突事件 

陳： 拗撬就個個都有喇，邊個冇拗撬，你話係咪？咁

都唔駛走去。有咩事發生過唧，我就話完全冇發生

過，我就話完全冇事，有咩事？ 

袁： 唧係晚其實就發生拗撬，不過呢其實一路以來，

你同佢之間都會有咁情況。 

反映問題 

陳： 不摟都有嗌交，倆公婆梗有嘛。不過晚呢我諗你

係講前晚係咪，前晚就大家大聲，咁就真，其實

都冇乜，真係冇乜。 

袁： 前晚係為乜事，大家開始嗌交？ 查問引發衝突的事件 

陳： 啊，前晚係咁，我放工返屋企，你知我做士多好辛苦

嘛，伙計又告晒假，我一個人做到踢晒腳，癐到死，

返屋企緊係想好好覺喇。點知一打開度房門，嘩

，個電視機開到大聲到不堪，好似開舞廳咁，唔到

嘛。(社工：好癐，想休息。) 好，我都唔理佢，

埋頭睇有冇法子可以得好，都唔得，嬲起上

咪走出廳囉，熄鬼個電視機，同佢講：「喂，妳唔人

要，隔籬鄰舍都要嘛。」唔？ 

袁： 唧係你熄個電視機。 反映應付方法 

陳： 唔先，嘛！點知佢惡過我喎，愈嗌愈大聲，愈

吵就愈鬧。 

袁： 係，你就同佢嗌交。 意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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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直情郁手打我，咁我就唔同佢理論，我都想入房，

佢都追住我。咁我見佢愈來愈衝動，唔得了喎咁樣

搞法，咁我就拿住佢束頭髮，拉佢入沖涼房，開水喉射

佢，等佢清醒嘛，係嗎？ 

袁： 係。 

陳： 咁搞到仔女又入晒咁樣，提起仔女先嬲。 

袁： 當時咁你就想滾水沖佢，就想佢冷靜。 反映動機 

陳： 係。 

袁： 因為當時我諗佢都好興可！ 反映妻子的感受 

陳： 好興喇，我都好興喇老實講，仔女入原來又唔係

幫我，幫埋個老母鬧我，咁你話我幾嬲呢！嬲起上我

咪走入廚房拿把菜刀出諗住嚇佢喇，嚇佢之嘛，嚇

佢收聲嘛！ 

袁： 以前有冇試過咁樣樣？ 比較應付問句 

陳： 以前，你講刀？ 

袁： 係囉。 

陳： 咁又未試過，嗌交就經常嗌，把刀出真係使得，立

刻收晒聲，覺，一覺到大天光。咁一早我開工嘛，

開鋪嘛。鬼咁辛苦返到屋企呢，夜晚，即尋晚喇，

返到屋企，啊，走晒，全部冇晒影。打電話俾朋友又話

冇去到，係嘛，你話算點！咁冇幾耐你就打來喇，接

到你電話，約我今日呢度，我睇點樣情形。 

袁： 亞陳生，咁其實老婆呢以往有冇試過咁樣走過？ 查問妻子離家情況 

陳： 冇，從未試過，第一次之嘛，就係咁先至突然嘛，乜

事幹？ 

袁： 譬如話頭先你一路咁講，咁你覺得今次大家嗌交同以

往有乜唔同，以至佢好似今次會出去、走去。

對比問句 

陳： 我點知佢點解走去唧，我就覺得冇乜唔同；嗌交就

時時都係咁嗌格，家常便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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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不過今次就好似，你話以前就未試過把刀出可？  

陳： 咁刀就未試過，出刀就都係第一次！咁佢都未試過咁

惡喎。 

 

袁： 係，不過今次呢會唔會我就咁樣諗喇，會唔會就因為你

把刀出，咁佢都好擔心或者好驚即你會傷害佢，

或者傷害到小朋友。 

自我表露 

陳： 咁佢點諗我又都真係唔知，係都唔定喇！不過真係嚇

之嘛，我點會真係斬落佢，你諗。 

袁： 不過亞陳生，你唔好介意我咁講喇，我覺得呢當然你

就會諗住想嚇佢喇，但係可能佢心裡面呢當時真

係會好驚，甚至佢唔知道你會唔會真係郁手，真係斬落

反映妻子的處境 

 

 

 去，尤其是你陣時好激動喇，會唔會你都當時…你有

冇除拎起把刀，有冇真係會講說話或者話俾佢聽叫

佢收聲，如果唔係真係會斬落去，會唔會咁？ 

假設問句 

陳： 咁就梗會講喇，唔通住把刀唔出聲咩。 

袁： 係，咁變佢可能真係驚你會郁手囉，所以今次佢變

有好似迫於無奈，都好驚會受到傷害，所以佢先會走

。 

反映妻子的感受與處境

陳： 咁都唔駛走去咁耐嘛，又話攪到要入宿舍，住乜乜，

唔駛咁。 

袁： 我諗其實佢意思都係想等大家有時間平靜喇，咁同

埋我都睇到佢都主動俾電話我，希望我接觸你喇。

咁我覺得佢除自己出去喇，其實佢都有關心到你

反映妻子的期望 

 情況，都希望你自己都會能夠呢段時間有人幫你

，或者同你傾。 

傳達妻子的關懷 

陳： 家咁你意見點，袁生。 

袁： 係，我自己就覺得可能都發生呢件事喇，佢而家可能

都係好驚，個心緒都未能夠平靜。咁會唔會我都可以

俾時間佢，我相信佢今次能夠主動接觸我，咁我覺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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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佢可能平靜時候呢都會再我囉。咁所以我就

希望你都俾空間同時間佢等佢平靜，同埋我都好希

望陳生我都可以傾點樣避免呢事再發生喇，咁

同埋唧係我都唔希望再有機會咁樣樣，大家衝突得咁犀

利，甚至有個危機度囉。 

陳： 咁平靜，咁靜到幾時先得？一年半載，都要有個

時間，唔可能話永遠外邊住平靜喎。 

袁： 唔，係，我相信呢其實佢都係希望有短時間可以平靜

落。咁我諗佢心情平伏呢，可能佢都會主動

再我喇，甚至我唔知道佢會唔會直接打電話俾你同

你傾，咁我都唔知。 

反映妻子的需要 

陳： 咁樣，咁或者兩個星期好唔好？俾兩個星期佢夠

晒時間冷靜喇，諗乜都得喇兩個星期。返就返，唔

返就算數，後果佢自負，好唔好？ 

袁： 陳生，咁喇，我又覺得其實好好，你能夠俾時間

佢，容讓佢能夠靜落。但係另一方面呢，我就希望我

暫時唔好有一個期限喇，因為如果兩個星期，我又唔

知佢會唔會覺得我可能迫得佢好緊要，反為如果佢有

電話，或者佢接觸我時候，我都會同佢再講番你

意願呢就係好想等大家能夠有機會坐低，大家傾偈， 

（陳：係喇。）我會將你呢一個意願再同佢傾，或者

如果佢打電話俾你咁樣樣，我希望呢你都可以咁樣同

佢傾，你話你都希望大家平靜。至於透過乜方法

，可能譬如話透過電話喇，或者係甚至你話唔知會唔

讚賞 

 會大家約埋見面喇，咁我諗個方法度大家可以都慢

慢傾。不過最緊要我諗呢就係大家都要有一個平靜

心，同埋佢準備好先至得。咁我覺得會唔會我都睇番

佢反應先，希望佢有一個平靜情緒，佢準備好，

咁我先大家見面囉，咁可能係兩個禮拜，或者係多少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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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時間我都未知，咁我就希望亞陳生可以寬鬆一，

俾時間佢。 

陳： 好喇，咁如果你有乜進一步消息，你就隨時通知我

喇，好冇，袁生？拜托晒你。總之搞掂佢，快快趣

趣返就安安樂樂喇，搞咁多做乜。 

袁： 係囉，我都好贊成大家需要有時間去傾偈，大家去

講番事件，同埋睇點樣可以俾到大家有個信心喇，

一齊生活喇！ 

強調 

陳： 好。 

袁： 或者我都可以有時間…或者咁，聽日唔知你會唔

會有時間大家可以再傾傾？譬如話如果真係太太打

到電話返，或者佢真係聯絡我喇，或者佢直接聯

絡你喇，我都傾究竟點樣樣可以同太太傾番，以致

到佢都感覺到你，俾佢知道其實你係好願意平靜同佢

傾。 

 

陳： 聽日，聽日咩時間呢？ 

袁： 聽日晏晝，好冇？兩點零鐘。 

陳： 下晝，下晝我都行得開，好，冇問題，咁我聽

日下晝再呢度你！ 

袁： 好，咁聽日再見你。 

陳： 唔該你喎。 

袁： 好，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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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三 

 

陳先生來見社工的目的只是想尋找妻子回家，我們當然不會拒絕他的要求。我建議大

家最少要聆聽陳先生的述十五分鐘，幫助他表達內心的憤怒與無助感。第二，當詢問陳

先生時，我會盡量保持中立，避竟令他產生被對質的感覺。譬如：我會問他這次衝突和上

次有甚麼分別？妻子從前是否有離家的情況？第三，我希望陳先生不要就妻子回家的時間

設立限期，反而要多去留意妻子的感受及對長遠夫婦關係的影響。總而言之，只要陳先生

願意再回來面談便已是很足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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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幕：社工與陳太的第五次面談 （陳太已入住庇護中心一個星期） 

 

案主： 鄧太，妳好。  

鄧： 妳好，陳太，尋日有冇睇電視咁。 查問在宿舍的生活 

案主： 有，呢幾日都好輕鬆。 

鄧： 中心有冇煮食？ 

案主： 有。 

鄧： 婦女傾唔傾得埋？ 

案主： 太太好好傾。 

鄧： 都有傾大家心事可？ 

案主： 係喇，大家都傾大家經歷，其實都唔係淨係我一

個個家庭係咁樣，原來好多家庭都有問題。 

鄧： 係，所以妳行出保護自己，呢個係妳權利，

唔係淨係妳一個會經歷到咁樣。 

確認權利 

 

案主： 係喇，唧係我發覺到原來社會真係有好多咁事情發

生，最近我聽講話我先生有同妳社工有接觸

喎。 

鄧： 係，上次同妳傾過妳同意之後呢，我有一位

袁生，咁佢就主動番妳先生亞陳生傾，咁佢都

傾一兩次，咁亞陳生都願意去。 

表示尊重 

案主： 咁我都有同老公傾過電話，但係我聽佢語氣都算係

好，叫我返去。(社工：佢都求妳？) 係，但

我諗如果我而家返去，佢會唔會又再古態復萌呢？

再打我咁點算呢？ 

鄧： 妳會唔會再擔心。 感受問句 

案主： 我會擔心，同埋我同個仔傾過偈，我個仔唔係好想

見佢，佢而家仲係好驚，晚晚都唔，覺都

會發惡夢， (社工：係…) 好驚！咁如果我而家返

去，又唔知點樣，但係我唔返去，亞媽又話我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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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樣走出。 

鄧： 啊，妳同妳亞媽都傾過電話。 重述 

案主： 係，佢話我咁樣走出唔，唔理屋企。但係我細

路仔係唔想返去見到佢。 

鄧： 我其實就覺得妳好理屋企妳先至會咁做。如果妳唔係

盡力去保護細路，保護妳自己，妳就唔會行呢一步

喇。有邊個鍾意住庇護中心，調番轉我反而覺得

妳係保護屋企一步。 

讚賞 

案主： 我覺得自己好冇用囉，連保護自己兩個細路仔都保護

唔到，令到佢咁唔開心。 

鄧： 陳太，妳而家做呢一步已經係保護佢。不過好

似妳話齋，長遠咁落去呢都係要諗辦法，尤其是妳

確認能力 

 

 定落呢，諗情況就多，又諗得多，

或者聽埋唔同人講，中心人又叫妳小心，可

能返去唔知佢改未，係嗎？媽媽又會提妳忍佢

就算喇。 

反映處境 

案主： 但係我呢幾日中心呢，我都唔係得話唧係好咩

，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好唔好原諒佢呢？或者係

返去呢？但而家我問題就係，如果我返去，佢再打

我咁點算呢？我可以忍受，細路仔唔可以嘛，

佢咁細個。 

鄧： 同埋妳其實唔應該要再忍受俾人打呢個生活喎！ 強調不應忍受暴力 

案主： 但係咁我應該點做呢？我可以點做呢？我可以做得

乜呢？ 

鄧： 好似好難去選擇咁。（案主：係。）我聽到妳頭先

都有內疚，好似覺得自己咁都諗唔到。 

反映感受與想法 

案主： 係喇，我以前唔係咁，我以前做事都好決斷，自己

可以諗到做乜，但而家我真係好模糊，我都唔知

應點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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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妳以前係點，我都好少聽妳講妳以前係點。 查問強項 

案主： 我以前做呢唔係咁拖泥帶水，可能因為佢打得我

多，同埋我成日同佢嗌交，覺得自己都唔知應該係點

樣做，係做得唔。我頂佢，還是姑息佢呢？

鄧： 好似點樣做都錯咁樣，變冇晒信心。 反映處境與感受 

案主： 冇晒信心！如果我忍佢，如果繼續係咁樣，唔係辦

法；我同佢嗌交都唔係辦法。 

鄧： 唔，妳有冇睇到呢頭先妳話妳冇信心，以前妳唔係咁

樣。 

對比 

案主： 唔係，我以前唔係敢。 

鄧： 其實妳會唔會覺得佢打妳情況，佢經常發脾氣，同

埋打妳呢，點樣影響緊妳對自己睇法？ 

後果問句 

案主： 佢打到我冇晒自尊心，有時我講佢都唔接納，其

實我都唔知自己係咩身份？我係佢太太

嘛，可以有商有量嘛，但唔係喎，佢認為佢自己做

乜都。 

鄧： 咁所以佢打呢，除打傷妳皮肉痛苦之外，其實妳

個心當然驚，加埋呢其實呢種打法同埋喝妳呢，影響

緊妳信心。 

反映後果 

案主： 影響緊我身心添，做事冇晒信心。 

鄧： 係囉，依家今日妳冇信心，其實就唔係因為妳決定

唔到，而係長年累月佢打妳而形成。 

反映循環因果 

案主： 細路仔都唔好過。 

鄧： 係，妳睇唔睇到個關係幾咁緊要？  

案主： 我都明白到呢點。 

鄧： 係囉，其實如果妳愈信佢講，一定要聽佢話先

得，一定要佢話，佢話一妳就唔敢話二，咁妳咪愈

愈冇信心。 

反映循環因果 

案主： 但如果長期係咁樣，冇晒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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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係囉，妳愈信佢妳咪愈亂囉，妳行出呢妳先至…我

先第一次開始聽妳講開妳諗自己，點解我以前唔係

咁，我以前冇聽妳咁講過，妳而家開始諗其實我

係點呢？點解冇番我以前，係咪？ 

強調自愛 

案主： 冇晒自我。 

鄧： 屋企時候呢妳諗多會係點樣走、避就算

咁樣，完全冇自己！就係因為妳踏出，先

會諗多，會唔會？ 

對比 

案主： 會。 

鄧： 係，可能呢段時間呢，妳係要俾妳自己靜一靜，

番妳自己係點樣諗，妳想點樣保護。不過，妳頭先講

到細蚊仔度呢，妳咪話佢都唔想見番亞陳生。 

建議 

案主： 係，佢仲係怕。 

鄧： 又會發惡夢咁樣。我都覺得妳可以做多一樣，如果

妳精神好日，咁妳自己有多一精力時候喇，妳

可以都話番俾細蚊仔聽呢，肯定番佢呢，首先一

樣就係妳唔會離開佢先，妳點都同佢一齊，妳會

諗埋佢，妳會好顧住佢，等佢安定，因為可

能佢冇安全感。本來一家人，而家就好似分開

兩家人咁樣。 

建議安慰孩子 

案主： 我有同佢傾偈。 

鄧： 都有講呢可？係喇，如果可以話就安慰番佢喇，

我都會咁樣同傾，係。咁另外就話返屋企度，

建議 

 如果佢都仲未係有心理準備呢，其實貿然返屋企

呢，可能細路仔呢又未適應到都唔定喎，係嗎？

咁呢個因素都要唸一唸。 

反映孩子的感受與處境

案主： 所以我諗都係唔想返屋企住，住先，睇佢點樣、

點樣做法先，或者佢再打多次電話睇點樣囉。 

鄧： 係囉，如果電話上比較安全，妳可以電話同佢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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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喇，係咪？妳都覺得好。同埋仲有一樣我都想提

一提，就係話如果當我社工袁生接觸妳先生

時候呢，有人就會覺得佢都肯聽人講喇，佢會變

咁樣。咁其實我睇法呢，就話唔係覺得佢唔會

變，不過變呢就未必咁即刻。咁如果妳依段時間以

為佢會變而返去呢，我驚個危險性，而妳又疏於防

範時候呢就會更加得快，所以我都提一提妳

呢，可能呢段時間妳都要俾時間佢，去慢慢聽多

，明白多先。而妳呢亦都番妳自己同細路 

建議提高警覺性 

 仔，因為以前咁驚好多妳想講或者都未必有機會

，咁依家可以做番呢功夫先囉，好唔好？ 

建議自愛 

案主： 好。 

鄧： 呢度呢都可以住多幾個月，咁妳都安心少少先。如果  

 真係都未決定到呢，我再同妳商量，唔好因為住屋

問題而影響妳決定，好唔好？ 

建議 

案主： 我都好多謝妳幫助我。 

鄧： 係，因為我覺得其實最重要就係妳自己幫妳自己

好多，呢個係最緊要，我亦都睇到妳已經做。

讚賞 

案主： 我都會努力咁樣去嘗試同我先生關係，睇點

樣。 

鄧： 係喇，我都想見到妳可以好好地咁生活，可以好似番

妳以前咁話好決斷、有能力、保護到細蚊仔。

給予希望 

案主： 我希望社工都可以幫助到我先生脾氣唔好咁

大，因為知道佢自己脾氣錯到邊度先得。 

鄧： 係，我都覺得妳講得，因為有妳做妳已

經做盡，其實要控制脾氣呢就要留番妳先生度去

做，好唔好？。（案主：好。）咁我就傾到呢度

先。 

案主： 多謝晒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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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好。 

 

 

評論四 

 

剛才，我是集中處理陳太覺得自己沒有用及內疚的情緒。她覺得自己未能保護孩子的

安全，所以感到十分內疚。我立刻確定她帶了孩子入住庇護中心，已是保護了他們的安全。

第二，陳太在婚姻去留的問題上豫猶不決而感到十分困擾，於是我便替她把問題外化，讓

她明白其丈夫的暴力行為是令她失去信心，難以去抉擇的原因。第三，我向陳太重申，她

是絕對有權去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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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幕：社工與陳先生的第二次面談 

（陳先生到外父家與外父發生爭吵，但他仍然能控制自己的脾氣。） 

 

袁： 陳生，。  

陳： 唔好意思，尋晚本來約你，臨出門口，外父就打電話

，同佢電話度嘈一餐，又嗌一餐交。 

袁： 啊，唧係佢尋晚打電話俾你。 重述 

陳： 咪又嘈一輪囉，咁咪收線囉。收線，諗諗咦佢唔

知會唔會返外家，咁我咪走去外父屋企囉，點知佢又

唔俾我入門口喎，閉門羹，又嘈一輪。 

袁： 啊，門口嘈一輪！ 重述 

陳： 搞到隔籬鄰舍走晒出來，鬼咁唔好意思嘛！我咪費

事，費事我老婆一陣間又話誤會我上去搞事、搞搞震

咪仲衰，係嗎？咁我咪走囉。走陣時睇睇個鐘都晏

喇，咁就冇，真係唔好意思。 

袁： 不過你上到去都費時老婆誤會，雖然係嘈，但係遲

你都算數咁樣樣，唧係都唔會話搞到好大件事？ 

反映想法 

陳： 冇，咁我咪後尾冇到你度囉。 

袁： 啊，唔緊要。 表示體諒 

陳： 咁，諗諗呢我都想講我老婆俾你聽，唔好等

佢講冇我講至得。（袁：係。）佢脾氣其實好大，話

我唔好脾氣，佢脾氣仲曳過我好多；我講一句，佢頂

十句；我硬，佢仲硬過我，結果就嗌交喇，次次都係嗌

交，嘈囂巴閉，家嘈屋閉收尾囉。 

袁： 佢脾氣好犀利可？ 反問 

陳： 直情好犀利喇，犀利到不得了。老實講，如果我硬佢

軟呢，根本就冇交嗌，你話係咪，袁生？係咪咁講。

袁： 唧係你就想你發脾氣時候，佢就可以軟。 反映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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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係，咁咪冇交嗌囉。 

袁： 不過陳生，講開又講，我自己覺得呢有陣時雖然好

似你話，女人有陣時都會就男人，但係有陣時我覺

得佢都有脾氣，我老婆呢有陣時都會發脾氣。 

自我表露 

陳： 係，冇佢咁緊要。 

袁： 我諗可能冇佢咁犀利喇！不過我有陣時又會覺得，如果

佢發脾氣時候喇，如果我軟落呢，其實有情況又

會好。你頭先講開喇，你想你硬時候，你想佢軟

就你喇。咁我又諗到，會唔會有陣時又調番轉，如

果佢硬時候，佢發脾氣，或者佢情緒唔好，有時你

又會唔會諗軟去就番佢呢？ 

自我表露 

 

 

建議 

陳： 唧係佢硬，我就軟。 

袁： 唧係有陣時候喇。 建議從小開始 

陳： 咁佢咪食住我，咁我咪冇企？佢咁就惡過我囉喎，咁

講點通？ 

袁： 一個諗法，可能覺得佢會唔會食住上呢？不過有陣時我

又會覺得呢，如果我能夠軟呢，特別佢發脾氣時

候呢，我經驗呢有陣時佢亦都會軟落喎。佢會

有陣時見到丈夫都咁就佢喇，咁佢情緒又會鬆一鬆，

或者唔會咁惡，我就試過有情況係咁囉。 

 

自我表露 

陳： 得唔得，袁生？ 

袁： 或者咁樣，呢個都係一個建議，或者你即管諗先

喇，如果有機會你又試，睇會唔會個情況有唔

同。 

建議 

陳： 好，又試。 

袁： 你都講好多關於太太，其實我又好有興趣呢想

知道，你又可唔可以講你自己，你自己又點？ 

探討丈夫的情況 

陳： 我，我冇乜好講，我咪生意佬一個、粗人一個，讀得

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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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唔係，我覺得你講都好爽。 讚賞 

陳： 講得好聽就爽，講得直接就粗魯、粗人。 

袁： 唔好咁講，不過呢我又好有興趣知道你覺得自己對太

太，對細路，你覺得自己對佢點？ 

查問與家人的關係 

陳： 咁，我又覺得唔錯，我對佢都算係咁。呢好似上

個月之嘛，佢話鍾意去旅行，咁我又買張機票俾佢去旅

行。 

袁： 你同佢一齊去？  

陳： 我邊度得閒去，我要睇舖嘛，唔駛做咩？仔女陪

佢去囉。 

袁： 唧係佢就同仔女一齊去旅行，你就留番香港睇舖。 意譯 

陳： 係，佢就風流快活，我就做到一隻狗咁樣。 

袁： 嘩，咁你真係好唔話得喎！ 讚賞 

陳： 咁都係應該，又唔覺得乜功德，咁係應該做呢

！ 

袁： 你好關心佢囉。 讚賞 

陳： 層樓都兩份喎。 

袁： 唧係你特登寫埋佢個名度。  

陳： 係，唧係萬一我唔處就係佢。好多人都做唔到，

袁生，係咪？佢仲唔心足。 

袁： 我諗其實佢又會知道，知道你好處喇，同埋你關心

過佢，我相信佢心裡面係知道囉。 

反映妻子的想法與感受

陳： 我睇都好難，家乜都唔記得晒，淨係記得我打

佢。 

袁： 我又唔知道，不過我自己感覺就係會唔會係其實一

方面，可能而家呢時刻喇，可能好困擾住佢，可

能就係你曾經郁過手，過刀呢就困擾住佢

喇。但係另一方面，會唔會佢亦都記得到以前你咁樣關

心佢，特登俾佢同細路去旅行，或者特登寫埋個名落

反映同時並存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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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契度；唧係我自己感覺會唔會佢都一方面佢又

驚，因為發生呢事，發生呢件事；但係另一方面，

其實佢都心裡係知道你係錫佢囉，所以我諗佢對你都

又愛又恨囉。 

陳： 咁就好難講，唔知佢點諗喇，總之一句講晒，我就受

害者，係嘛，你話係嗎？返到屋企咁樣乜都冇，你話

佢就出去喇就風流快活喎，我屋企呢就對住四梆牆

。 

袁： 係，其實陳生，我就明白你咁辛苦做，返到得番間

空屋，真係好慘，好辛苦囉！ 

反映處境與感受 

陳： 你話點？ 

袁： 我都知道呢件事對你一定係好大影響，同埋我諗都令到

你好辛苦。 

陳： 直頭係困擾到極添喇！ 

袁： 不過我就覺得其實佢出面呢都未必係風流快活囉，因

為你諗佢帶住兩個咁出去，咁自己又冇乜經濟能

力；工作方面，又唔知做乜，可能佢會諗都前路茫茫。

反映妻子的處境 

 如果諗返番，又唔知你會唔會俾佢返番，或者又

擔心返之後會唔會又再打過，係嗎？所以我諗你係受

害者，我係贊成，但係我又覺得可能唔單止你囉，而

係佢方面，佢都係一個受害者。 

指出夫婦的困境 

陳： 不過咁老實講，就算我肯俾機會佢返番，佢都未必

會返番，因為我就咁諗。佢走到咁決絕、咁快、

聲漏夜走，已經好有計劃喇，我諗佢諗好耐

喇。 

袁： 我諗佢漏夜走，其實都係因為擔心、因為驚囉，唔知仲

會有咩發生。咁不過其實我同你都唔會知喇，佢會

唔會返。真，或者佢會返，或者唔返。不過，我覺

 

 

 得無論佢點樣都好喇，我諗最主要就係話，首先都要 建議輔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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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樣處理，或者俾佢知道你有個心，改變自己

脾氣，或者等佢有個信心、有個安全感喇。唔知佢返唔

返，但係起碼做我部份先喇，會唔會咁呢？ 

陳： 老實講，脾氣真係好難講，唔係水喉嘛，話閂

就閂咩。 

袁： 明白，明白。  

陳： 你明喇，盡量試自己，試唧係唔好咁燥，就可以

咁講。話戒喎，點減輕發脾氣機會，呢樣好難

應承你喎，袁生。 

 

袁： 係，我都知道唔容易咁樣樣，不過我又留意到你頭

先呢你同我傾偈呢，你話上到外父度呢，其實當時我

諗你都好嬲，佢唔俾你入去。 

 

陳： 當然係喇。  

袁： 不過你又講到唔想俾太太誤會，係嗎？你又好似覺得費

事搞到有個好嚴重後果喇，咁時候呢變你就都控

制到自己脾氣喎，始乎你咁樣諗法時候，又可以唔

會話爆晒出，都可以收到自己脾氣。 

強調成功經驗 

陳： 咁又係，當時好似有效。 

袁： 係囉，咁我都希望或者多由呢個角度去諗，有時睇

個後果，如果諗到時候，可能又會幫到我控制到

個脾氣多。 

建議考慮後果 

陳： 係喇，或者試喇，不過老實講，脾氣呢真係谷住

谷住好辛苦嘛！ 

袁： 唧係唔發脾氣陣時。  

陳： 你發佢出，開心，成個人鬆晒。你谷住谷住，

真係，哎，你都唔知幾頭痛。 

袁： 係，明白，所以有陣時老公都同我講，有陣時谷

住，或者出去食口煙，行開，甚或有落街行，

等自己平靜先。咁我都覺得可能有陣時要控制自己

自我表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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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氣真係會辛苦。但係呢辛苦一時，你控制到時候

 呢，可能個關係呢長遠講就會有好大幫助喇。同埋

可能都俾到太太有安全感。如果你話佢可以睇到，真

係喎，就算佢鬧你或者佢發脾氣時候，你都可以應付

得到，又唔會話有暴力，又唔會話刀盛，可能佢都

有安全感，又對大家關係亦都好好多喇。咁講唔定佢

真係都會再考慮，大家都可以繼續相處。 

建議 

陳： 好，好，試喇。 

袁： 好唔好？ 

陳： 好，盡量喇。 

袁： 或者咁陳生，我就好想呢繼續同你有機會傾控制脾

氣度，因為覺得呢樣都係好重要。咁不如下個禮拜

，下個禮拜我都約時間，大家見面，或者都集中

傾有乜方法幫到你可以控制到多自己脾氣

喇。 

陳： 好。 

袁： 好冇？或者如果太太再打電話咁樣呢，咁我都會

將你心意話聲俾佢聽，你都好希望平靜，好嗎？ 

陳： 隨時聯絡喇，總之就費心晒你。 

袁：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好，咁遲再見。 

陳： 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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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五 

 

在剛才的一幕裡，我有幾方面想同大分享：第一、陳先生只想妻子改變，而不想自己

改變；他認為自己「硬」的時候，妻子便應該要「軟」去遷就他。我嘗試去改變他這個想

法。第二、我在面談中盡量避免說教，嘗試套用陳先生的詞彙，譬如：「軟」、「硬」，及他

的境況去表達及改變他的想法。第三，在虐妻事件後，陳先生可能已經飽受許多人的批評，

所以我盡量肯定他在婚姻中的付出及努力。第四，陳先生常常用一種「非此則彼」的思考

方法，我提醒他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同時發生的。例如：妻子對他可以是又愛又驚，或者妻

子與他都可以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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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幕：社工與陳先生的第三次面談 

（陳先生與妻子在電話裡發生爭吵收線，他要求社工協助控制自己的憤怒。） 

 

陳： 袁生，尋日我老婆打電話俾我喎。 

袁： 咁好。 

陳： 個電話傾唔得兩句，扯晒火，我咪鬼線囉，嬲起

上，都冇講。（袁：佢扯晒火，抑或大家都扯晒火

！）大家都扯火！我又扯火，咁佢電話又扯火，

咁有乜好傾唧，係咪！  

袁： 唧係變都傾唔到偈。 反映後果 

陳： 傾唔到偈。 

袁： 講得兩句，你又線。 

陳： 我又線，佢又線，咁我線都有後悔，點解

脾氣起得咁快。咁我今日就特登所以請教你睇有

乜法子教我，（袁：唔好咁講，大家傾。）幫我

點樣脾氣可以唔好起得咁快，我又衰！我又真係

衰！ 

 

袁： 不過脾氣呢，其實我諗有時發脾氣，我都未必可以預

料得到可！不過有陣時我發脾氣呢，好多時都會有

先兆囉，或者可能我脾氣呢其實係逐漸逐漸，

到到一個地步呢就可能就真係火山爆發，真係爆晒出

。咁其實我發脾氣之前，都會有一先兆，我所

教導辨別憤怒訊息 

 謂先兆就係可能我有陣時一路傾呢，我開始有興

興，譬如話興興當一把火咁樣，到傾到咁上下

呢，兩把火，到第三把火呢我就爆出，會咁。

我唔知你會唔會留意到呢，有陣時你自己嬲個時候

呢，我身體都會有反應，譬如話有人嬲時

候呢開始會覺得會有手汗、手震、覺得自己會緊個

火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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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頭，甚至呢有人會話俾我聽條頸會愈愈興。 

陳： 會，我條頸前面好似硬晒。 

袁： 唧係好硬。 

陳： 一嬲就慢慢硬、慢慢硬，咁得意。 

袁： 係喇，咁呢其實都係一話俾我聽呢我開始個

情緒，或者個心情愈愈唔好，愈愈嬲。咁我諗我

 

 唔好等到自己成三把火咁先收囉，咁唧係可能我

一把火，兩把火，當我自己嬲嬲，發覺自己條頸關始

興，心跳加速，咁樣時候呢可能要話俾自己聽要算數

比喻 

 ，而家唔好再傾落去，或者如果你係同佢嗌交就

離開囉。如果傾電話，可能要話俾佢聽，話：「喂，而

家大家愈傾就好似愈唔好老脾，個心情愈來愈差喇。不

如唔好傾住，遲我先再傾。」咁呢就可以幫到自

己唔駛去到火山爆發一點咁先至停落囉，因為一爆

時可能大家都好唔好老脾，你鬧我，我鬧你，跟住

線，咁對大家又係一個好大傷害。 

建議與示範暫停 

陳： 或者線之前就要講。 

袁： 係，譬如可能你會覺得愈傾自己把聲愈大，情緒

又，愈愈嬲，同埋條頸又興時，咁咪同佢講「再

傾落去大家都發火喇，不如遲先喇。」，或者叫佢聽日

再打電話喇咁樣樣，咁我覺得就會好喇，唧係好似

好過你傾到興起上，可能一就條線，一聲，

可能你電話都打爛嘛咁樣樣。 

 

示範暫停 

陳： 係，電話筒都裂。 

袁： 係咪，係啦！咁我都唔想你每次同佢講電話就打爛一

個電話。 

強調 

陳： 我鬼咁鍾意個電話添。 

袁： 係，咁慘。 反映感受 

陳： 好，我又試你方法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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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係喇，咁我都相信佢都尋日俾電話你喇，可能遲佢

都會再你。咁如果佢開你，又請佢都俾個電話我

，咁或者佢打電話，我又可以直接同佢傾。 

給予希望 

陳： 好。 

袁： 好嗎？咁我諗我又覺都好好，亞陳生你可以主動咁樣

，同埋主動同我講番，你都想控制番你脾氣。

讚賞 

陳： 我自己都想話改變，係咪？事實上發脾氣都冇乜

益。 

袁： 自己都辛苦可！ 反映感受 

陳： 自己辛苦，人又唔開心。 

袁： 係，咁好，同埋呢我都有一鬆弛運動喇，可以

幫我，譬如我嬲時候，可以試一深呼吸喇，

去幫我自己平靜番。另外有肌肉鬆弛運動，我都可

以試，或者下次我傾時候，都試大家可以去

做，咁可以幫助自己，有時未必一定發脾氣，而係

有時精神緊張、壓力好重咁樣樣，有時做鬆弛

運動都幫我紓緩自己心情、舒適一咁樣樣。

建議鬆弛運動 

陳： 唧係你識。 

袁： 係，可以慢慢深呼吸，同埋可以放鬆，好冇？

陳： 好，咁我第日你指教。 

袁： 或者第時我試，或者下次，下次我試。 

陳： 咁我唔阻你咯。 

袁： 唔駛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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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六 

 

剛才，陳先生覺得憤怒是一觸即發的，不受控制的。我希望讓他明白憤怒是有階段性

的。我用了火來作比喻，憤怒便好像一把火，兩把火，最後才到達第三把火的爆發階段。

最後，我想在這裡做一個的總結：在處理虐妻個案時，我們必須注意男方、女方及孩子的

需要；家庭中任何一方的需要都是不能忽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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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 

 

(此部份為問題與思考的答案，有部份問題沒有提供答案，鼓勵同學自由討論與分享。) 

 

1. 在一幕裡，陳太最初是因為丈夫與兒子的關係不和而去尋求社工幫助。社工怎樣從

呈現的問題去發掘問題的癥結呢？ 

 

  探討父子關係不和的情況。 

 用對比的提問，探討父子關係與母子關係的分別及箇中的理由。 

 當案主提出丈夫常常在酒後發脾氣，社工進一步查問是否有虐妻問題存在。最

後，案主承認有家庭暴力的問題，包括虐妻及虐兒問題，導致兒子亦有暴力傾向。 

 

2. 社工怎樣鼓勵案主披露虐妻的情況？ 

  

 反映家庭暴力對案主及其兒子的負面影響。 

 對案主願意披露虐妻的詳情表示明白與讚賞。 

 表示尊重案主自我表露的意願。 

 稱讚案主講出實情的勇氣，並且讚賞她是一位愛護孩子的慈母。 

 把暴力行為的責任外化，歸究其丈夫，減低案主的自責與內疚。 

 表示明白案主不希望離開家庭的期望，所以沒有強迫她去做去留的抉擇。社工透

過自我表露自己輔導被虐婦女的經驗，反映案主期望丈夫能改過的心願與及對去

留的矛盾心情。 

 

3. 社工怎樣評估案主的危險程度？ 

  

 社工透過直接查問以下的問題，評估案主面對的危險程度： 

 最嚴重的暴力事件是怎樣？ 它是如何發生？ 

 最近一次的暴力事件是怎樣？ 何時發生？案主是否有受傷？ 

 孩子是否目睹父親毆打母親的情況？ 

 案主的丈夫是做甚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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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主忍受了暴力有多久？ 

 案主的處理方法是怎樣？ 她默默獨自忍受丈夫的暴力行為，從沒有向親友傾訴

或求助，因為她擔心會觸怒愛面子的丈夫而招致更嚴重的責打。 

 當案主提出丈夫有飲酒的習慣時，社工可以作更深入的查問，例如他的酒量怎

樣？酒後的言行如何？ 

 一般來說，社工亦可以要求案主填寫衝突處理問卷 (Conflict Tactics Scale, CTS2)

與目標問題量度問卷 (Target Problem Rating Scale, TPRS)（見附件）去進一步瞭

解暴力行為的性質，頻度及影響。 

 

4. 社工怎樣保障案主及其孩子的安全？ 

 

社工使用以下的方法去保障案主及其孩子的安全： 

 制定底線 ⎯ 協助案主反思自己對丈夫暴力行為的接受程度，設定底線，避免案

主長期苦忍，泥足深陷而不能自拔。 

 肯定案主的人權 ⎯ 她是有權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 

 商討安全措施 ⎯ 與案主一起詳細商討如何保障她及其孩子的安全： 

 建議孩子可以躲避入房裡及關上房門。 

 建議案主在危急時不要駁咀。 

 建議案主與孩子一躲進房裡、然後報警求助，或借故帶孩子一離開。 

 提供有關婦女庇護中心服務的資料。 

 教導案主隨時隨身預備好離家所需的東西。 

 提出安排跟進面談會見案主及其孩子，以便瞭解家庭暴力對他們的影響及紓

緩他們的情緒困擾。 

 建議案主若遇上任何困難或突發事件都要聯絡她，並且表示樂意提供幫忙。 

 

5. 在第二幕裡，案主為何突然帶同孩子去找社工？ 

 

案主述昨夜與丈夫因很小事發生衝突，她被丈夫掌摑、毆打、撞頭埋牆，並且強

行拖拉入浴室，用水喉沖濕。當時，孩子亦在場目睹父母的衝突。兒子表現得很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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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出言勸爸爸停手，卻被爸爸責罵、掌摑及踢開。稍後，丈夫更從廚房拿出一把

刀來，恐嚇要斬傷家人。案主擔心自己與及孩子的安全，所以帶同孩子一去見社

工求助。 

 

6. 社工怎樣減低案主的焦慮，保障她與及孩子的安全？ 

 

 緊急安全措施 ⎯ 社工立即在家庭服務中心，安排以下周詳的安全措施，預防危

險情況發生：  

 安排孩子由接待處進入另一個房間內。 

 通知同事若案主的丈夫或其他男士前來尋找妻子，便要截停他們。接待處的

同事可以告訴來者，本中心服務對象的個人資料是保密的，然後安排另一位

社工與他們傾談。 

 若有需要可以安排案主與及孩子由後門離去，避免碰上施虐者。 

 肯定案主保障自己與孩子安全的權利，建議她以安全作為首要的考慮，鼓勵

他們暫時離家入住婦女庇護中心。此外，孩子亦要暫時停學，以策安全。 

 商討案主對離家的擔憂，提供社會資源的資料， 

 強調底線 ⎯ 指出案主丈夫的暴力行為已超越了案主容忍的底線。 

 要求接觸施虐者 ⎯ 社工向案主解釋為何要接觸她的丈夫，並且獲得她的同意，

以便處理案主與及孩子離家後對其丈夫所造成的震撼。社工亦可以鼓勵他接受輔

導，停止暴力言行。 

 提供資料 ⎯  社工詳細解釋庇護中心的設施，規則與服務，協助他們做好心理

準備，適應宿舍的環境及生活。 

 保障安存與賦權  ⎯ 表示關懷案主與孩子的傷勢，建議他們到醫院驗傷及報警

備案，以保障他們的權利。社工解釋案主可以在報案後保留檢控丈夫的權利，而

她亦會尊重案主的決定。 

 

7. 在第三幕裡，社工怎樣與陳先生建立初步的工作關係？ 

 

 解釋接觸的原因 ⎯  社工告訴陳先生他是受陳太所托，傳達他們暫時離家的目



 49   

的及她對丈夫的關懷，希望社工能夠幫助他。 

 表示關心 ⎯ 瞭解家人離去後對陳先生的影響。 

 表示樂意幫忙 ⎯ 當陳先生向社工查問妻子的行及要求協助尋找妻子回家

時，社工一方面解釋庇護中心保密的政策，另一方面則表示樂意盡力提供幫助。 

 細心聆聽與同理心回應 ⎯ 社工從陳先生的角度去理解夫妻衝突事件的過程與

確認他的感受及動機。雖然陳先生對暴力事件與行為採取普遍化，否認責任及責

怪妻子的態度，社工沒有過早對質他的暴力行為或責任承擔，避免引陳先生的

自衛性或對抗性的回應。 

 保持中立 ⎯ 社工運用描述性的問題去瞭解衝突事件與中性的詞彙去表示他的

立場是中立持平、不偏不倚的；他不會站在夫妻任何一方去處理他們的問題。 

 讚賞與尊重 ⎯ 社工稱讚陳先生願意與妻子合作，不設定要妻子何時回家的期

限，以鼓勵妻子回家。此外，社工亦邀請陳先生接受婚姻輔導去避免及處理夫妻

的衝突。 

 

8. 在第四幕裡，社工的主要工作是甚麼？ 

 

 社工的主要工作大概可分為以下四項： 

 瞭解案主的適應情況 ⎯ 案主與孩子入住宿舍已有一個星期，她覺得生活輕鬆

了，不用再提心吊。她與其他院友保持良好的關係，並且從彼此的分享中，知

道其他婦女亦面對相同的家庭暴力問題。 

 處理案主的情緒困擾與去留的考慮 ⎯ 當案主的丈夫致電案主邀請他們回家

時，案主感到矛盾與猶豫。一方面，她擔心回家後丈夫會再毆打自己，而孩子亦

表示很害怕回家。另一方面，她的母親勸喻她要原諒丈夫，早日回家與丈夫修好，

令她覺得左右為難。她質疑自己是否應該繼續容忍丈夫的暴力行為，又覺得自己

未能保護自己與及孩子的安全而感到很無用、自責與內疚。社工的回應包括： 

 肯定案主重視家庭的態度與保護自己及孩子的決定與能力 ⎯ 面對危機時，

案主能夠果斷地帶同孩子暫時離開家園，便是顯示她的決心與能力的最佳證

明。 

 自我表露不接受暴力行為的態度 ⎯ 鼓勵案主不要再容忍家庭暴力。 

 把虐妻問題的責任外化 ⎯ 減輕案主的低自尊感、無助感、自責與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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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虐妻的傷害 ⎯ 透過提問令案主明白她的情緒困擾是因為長期生活在暴

力婚姻裡所造成的心理創傷。 

 留意孩子的需要 ⎯  建議案主留意孩子的適應情況，安慰孩子令他們有安全感。 

 提醒案主要提防丈夫 ⎯  雖然案主的丈夫表示願意改變，社工提示案主改變是

需要時間的，所以她切勿對丈夫存有不切實際的期望而疏於防範或匆忙回家。 

 

9. 在第五幕裡，你認為陳先生對夫妻衝突與暴力行為抱持甚麼態度呢 ？ 

  

 怪責妻子 ⎯ 陳先生表示妻子的脾氣很差，出言頂撞他而導致夫妻衝突。換言

之，妻子才是衝突的罪魁禍首。 

 不肯承擔解決衝突的責任 一 陳先生覺得在夫妻衝突時，只要妻子容忍、遷就

他，便能化解衝突。縱使社工嘗試做一些鬆土播種的工作，建議他可以間中遷就

妻子，他亦抗拒接納。 

  

10. 社工怎樣改變陳先生的想法？ 

  

 社工嘗試用以下的方法去改變陳先生的想法： 

 思考行為的後果 ⎯ 陳先生述在外父家中與外父發生衝突時，曾考慮到自己的

行為可能會引妻子的誤會而努力控制自己的情緒，避免了衝突進一步升級。社

工引用陳先生的成功經驗去鼓勵他繼續思考行為的後果，控制自己的情緒。 

 灌輸「男女平等」的觀念 ⎯  建議在夫妻衝突時，彼此都可以嘗試遷就配偶去

化解衝突。縱使陳先生對建議表示懷疑及有所保留，社工亦強調這是一個可行的

方法。 

 肯定強項或優點 ⎯  在發生虐妻事件與家人離去後，陳先生可能正面對親友的

批評與指責，嚴重打擊他的自我形象及自尊感。因此，社工刻意發掘他的強項，

並且稱讚他對家人所作出的貢獻及對家人的關愛，提高他的自信心和自尊感。 

 改變「非此則彼」的思考方法 ⎯  從談話中，社工發覺陳先生習慣用非此則彼

的思考方法，例如「妻子風流快活地享福，自己則要捱世界」；「當丈夫硬時，妻

子便要軟」等等。這種二分化的思考想法容易強化角色定型與偏執的觀念。有見

及此，社工提出另一種較富彈性的思考方法給予陳先生，即是許多感受或情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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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時並存」的。例如「妻子對陳先生的感覺是既關愛又驚恐」；「夫妻雙方都

同時是暴力行為的受害者」等。 

 避免說教 ⎯ 社工套用陳先生的詞彙與經驗去改變他的思想，例如用「軟硬」的

詞彙去討論如何化解夫妻衝突。 

 

11. 在第六幕裡，陳生主動尋求社工的幫助去控制自己的憤怒。社工怎樣改變他的認知

與行為呢？ 

  

 社工嘗試用以下的方法，幫助陳先生去控制自己的憤怒： 

 改變他對憤怒與對暴力的認知 ⎯  一般的男性施虐者都認為是其他人觸怒他，

令他失控才使用暴力言行的。社工透過「一把火、兩把火、三把火」的比喻，協

助陳先生認識暴力不是一觸即發而不可收拾的。暴力循環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在

不同的階段裡，我們都可以選擇是否使用暴力言行去處理問題。暴力行為是可以

停止的；我們可以透過學習去認識自己的暴力循環，注意身體發出的警訊及監視

內在的想法與感覺，管理自己的情緒，打破這個循環，停止使用暴力。 

 暫停 (Timeout) ⎯ 雖然暫停並不是解決衝突或暴力問題的方法，但它可以暫時

緩和衝突，直至陳先生能回復心平氣和與妻子一起去解決問題。社工教導陳先生

在憤怒正在不斷升級，快將爆發前必須簡短地告訴妻子，他需要暫停，稍後再商

討如何解決彼此的衝突。有時，我們可以建議施虐者暫時離開現䁖一段時間。在

這段期間，我們更要提醒他們切勿飲酒或服藥，亦不要開車，以免發生危險。 

 鬆弛活動 ⎯  社工建議陳先生做一些放鬆肌肉的動作，例如深呼吸都可以有助

紓緩緊張。社工亦承諾可以教導陳先生做一些肌肉鬆弛運動。 

 

12. 在檢討這宗虐妻個案的進展時，社工的主要工作是甚麼？ 

 

12.1   針對婦女方面，社工的主要工作如下： 

 查核身體虐待是否轉變為心理虐待 ⎯  社工可透過提問或要求案主填寫 CTS2 

或 TPRS 去瞭解暴力行為的情況。 

 預防暴力再次出現 ⎯ 社工應該邀請案主一討論現存的安全計劃是否能收到

預期的作用，有需要時可作適當的修訂。另外，社工亦要告訴案主其丈夫的暴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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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是有機會再重現的，並且與案主討論針對各種情境的應付方法，確保案主有

足夠的心理準備與能力去保護自己及孩子。 

 

12.2  針對施虐者方面，社工的主要工作如下： 

 承擔責任 ⎯  協助陳先生承擔對妻子使用暴力的責任，並且願意負責任去停

止暴力。社工透過提問及要求施虐者填寫 CTS2 與 TPRS 去瞭解他使用暴力的情

況。在夫妻衝突時是否還有身體或心理虐待的行為；他使用暫停時是否能有效地

停止暴力等。再者，社工亦會加強向陳先生灌輸「兩性平等」與「互相尊重」的

觀念，改善夫妻的關係。 

 減低壓力 ⎯ 社工可以協助陳先生尋求減低壓力的有效方法，如消耗體力的運

動、鬆弛運動等等。社工必須增強陳先生的自理能力，特別是當妻子決定與丈夫

分居或離婚後，令他懂得照顧自己的居生活。另外，社工亦可以邀請陳先生參

加特別為男性施虐者而設的輔導小組。透過小組輔導，可以協助陳先生建立支援

網絡，學習如何照顧自己的需要，學習正面的想法與行為，遠離暴力。 

 

13. 請問你覺得這類個案何時可以結束呢？ 

 

13.1   針對被虐婦女的考慮如下： 

 婦女已沒有遭受丈夫任何形式的虐待（包括身體、心理及性虐待）有一年或以上。 

 評估婦女所面對的危險程度很低。 

 婦女的情緒狀況已有明顯改善；覺得安全、平靜、自信及可以應付各種生活上的

問題。 

 婦女已決定去留的問題，回家與丈夫團聚或辦理離婚的事宜，並且適應了新的生

活。 

 婦女明白日後有需要時，可以隨時再向社工求助。 

 

 

13.2  針對男性施虐者的考慮如下： 

 他尊重妻子的抉擇，接受復合或和平分手。 

 他已停止對妻子使用任何形式的虐待 （包括身體、心理及性虐待）有一年或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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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男士的危險程度很低。 

 他的壓力管理方面或社會支援網絡都已有明顯的進步。 

 

14. 試評估社工的輔導表現，並且列出須要改善的地方。 

 

由同學自由討論對社工表現的感想，並且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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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衝突處理問卷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CTS 2) 
 
以下列舉的項目是當夫婦有意見不合時，有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回答每題的 a,b,c,d, …時，請先選擇曾經發生過的項目(可  多項)，然後在已選的項目右邊「發

生的次數」欄  一項。 
 
1. 我們二人意見不合時，我……(可  多項) 

   發生的次數 
    過去一年 或 夫婦分開前一年 
   1 次 2 次 3-5 

次 
6-10
次 

11-20
次 

20 次

以上

過去一年或夫婦分開

前一年並無發生，但

以前曾經發生 
□ a. 仍對她表示關心。 □ □ □ □ □ □ □ 

□ b. 尊重她對某事情的感受。 □ □ □ □ □ □ □ 

□ c. 說過我們可解決問題。 □ □ □ □ □ □ □ 

□ d. 向她解釋我不同意的想法。 □ □ □ □ □ □ □ 

□ e. 提出妥協。 □ □ □ □ □ □ □ 

□ f.  答應嘗試她提出的解決方法。 □ □ □ □ □ □ □ 

 
2. 我曾向她…… (可  多項) 
   發生的次數 
    過去一年 或 夫婦分開前一年

   1 次 2 次 3-5 
次 

6-10
次 

11-20
次 

20 次

以上

過去一年或夫婦分開

前一年並無發生，但

以前曾經發生 
□ a. 捏扭她的手臂或扯她的頭髮。 □ □ □ □ □ □ □ 

□ b. 推撞或推開她。 □ □ □ □ □ □ □ 

□ c. 把她撞向牆壁。 □ □ □ □ □ □ □ 

□ d. 用手抓住她。 □ □ □ □ □ □ □ 

□ e. 掌摑她。 □ □ □ □ □ □ □ 

□ f.  用物件擲向她，那可能會傷害她。 □ □ □ □ □ □ □ 

□ g. 用刀或利器指向她。 □ □ □ □ □ □ □ 

□ h. 用拳頭或其他物件重擊她。 □ □ □ □ □ □ □ 

□ i. 扼著她的頸項。 □ □ □ □ □ □ □ 

□ j. 打她。 □ □ □ □ □ □ □ 

□ k. 故意燒傷或燙傷她。 □ □ □ □ □ □ □ 

□ l. 用腳踢她。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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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行為方面，(可  多項) 

 

   發生的次數 
    過去一年 或 夫婦分開前一年 
   1 次 2 次 3-5 

次 
6-10
次 

11-20
次 

20 次

以上

過去一年或夫婦分開

前一年並無發生，但

以前曾經發生 
□ a. 就 算 她 不 同 意 ( 包 括 造 愛 次

數、方式、使用安全套等)，我

仍堅持要和她造愛，但我沒有

使用暴力。 

□ □ □ □ □ □ □ 

□ b. 我以武力或威嚇來迫使她與我

造愛。 
□ □ □ □ □ □ □ 

 

4. 在我們發生的衝突中，曾經令她 ……(可  多項) 

 

   發生的次數 
    過去一年 或 夫婦分開前一年 
   1 次 2 次 3-5 

次 
6-10
次 

11-20
次 

20 次

以上

過去一年或夫婦分開

前一年並無發生，但

以前曾經發生 
□ a. 扭傷、碰瘀或割傷。 □ □ □ □ □ □ □ 

□ b. 造成身體痛楚，到第二日仍然

痛。 
□ □ □ □ □ □ □ 

□ c. 頭部被擊中而失去知覺。 □ □ □ □ □ □ □ 

□ d. 求醫。 □ □ □ □ □ □ □ 

□ e. 需要求醫，但最終她沒有去。 □ □ □ □ □ □ □ 

□ f.  骨折。 □ □ □ □ □ □ □ 

 

 
5. 我們二人意見不合時，我曾…… (可  多項) 

 

   發生的次數 
    過去一年 或 夫婦分開前一年 
   1 次 2 次 3-5 

次 
6-10
次 

11-20
次 

20 次

以上

過去一年或夫婦分開

前一年並無發生，但

以前曾經發生 
□ a. 侮辱或辱罵她。 □ □ □ □ □ □ □ 

□ b. 用難聽的話說她肥胖或醜陋。 □ □ □ □ □ □ □ 

□ c. 埋怨她是一個好差的伴侶。 □ □ □ □ □ □ □ 

□ d. 向她喊叫或呼喝。 □ □ □ □ □ □ □ 

□ e. 大力地開／關房門。 □ □ □ □ □ □ □ 

□ f.  做了一些令她痛苦的事。 □ □ □ □ □ □ □ 

□ g. 破壞屬於她的物件。 □ □ □ □ □ □ □ 

□ h. 威嚇要打她或以物件擲向她。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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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問題量度問卷 

Target Problem Rating Sheet (TP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 
 
Three most important target problems at first assessment.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severity of problem is rat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cale: 
 
       0       1       2       3       4       5       6        7 
         
         
  no problem           mild          moderate                   severe 
 
Rating at first assessment 
 

Problem 
Rating 

    1        2      3    

 
By Client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Rat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ating at second assessment 
 

Problem 
Rating 

    1        2      3    

 
By Client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Rat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