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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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婚外情問題有急劇上升的趨勢，嚴重威脅婚姻與家庭的穩定。從事家

庭輔導工作的社工，常常要處理一些涉及婚外情的個案。所謂婚外情是指夫婦其中一方對

配偶不忠，而以丈夫有婚外情最為普遍。當妻子發覺丈夫有婚外情時，她們都會有強烈的

情緒反應，譬如震驚、被欺騙、出賣、丟臉、自卑、疑神疑鬼、對丈夫失掉信心，甚至有

自殺的念頭及行動。在照顧家庭方面，由於受到強烈的負面情緒所影響，可能令她們從前

做得很好的工作都變得很差；她們不能繼續照顧孩子，或會亂發脾氣。丈夫更變成家庭的

罪人；妻子埋怨他、責他，而孩子亦覺得父親是壞人，甚至視他為敵而對他不瞅不睬。 

 

在以下的個案裡，香港家庭福利會的社工梁玉珍姑娘會與大家分享她怎樣處理一宗婚

外情個案的經驗。梁姑娘會運用家庭系統角度與認知行為治療去處理這宗個案，協助家庭

系統重新取得平衡。輔導的目標是希望透過婚姻輔導，令陳太及其丈夫明白婚外情所引致

的家庭混亂情況；瞭解婚姻出了甚麼問題；並且協助夫婦重建彼此間的互信與默契。由於

婚外情對親子關係也會造成負面影響，社工亦可以透過輔導，協助他們重建健康、愉快的

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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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背景簡介 

 

陳太與其丈夫是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結婚十六年，育有一名十五歲的女兒及十歲的

兒子，一家四口是一個小康之家。陳先生是一個塑膠廠的管工，兩年前因為公司北移，他

便要到國內工作，每星期約逗留三天；陳太則是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大約在半年前，陳太發覺丈夫的行為怪異，便開始留意他的行為與衣物，最後揭發了

丈夫在國內有一段婚外情。當她知道丈夫有婚外情後，她的情緒反應很大，經常大吵大鬧，

對孩子的態度亦變得很差。陳先生對妻子的情緒與行為反應覺得難以忍受，因此向家庭服

務中心尋求幫助。 

 
 

陳氏家庭圖 

 
         已婚十六年 
 
 
 
 
 
 
 
 

陳先生 
陳太 

   

10 15 

36  39 



 5

預習 

 

在觀看影片前，請先回顧你對婚外情的認識： 

♣ 何謂婚外情？ 

♣ 婚外情的成因是甚麼？ 

♣ 婚外情個案可分為那幾類？ 

♣ 怎樣協助受婚外情困擾的夫婦及第三者？ 

 

 

問題與思考 

 

1. 在第一幕裡，案主怎樣發現丈夫有婚外情？揭發後，她的情緒反應與處理方法如何？ 

2. 在第二幕裡，社工怎樣與陳先生建立契合的工作關係？ 

3. 在處理陳先生的婚外情問題時，你認為社工是扮演著甚麼角色呢？ 

4. 陳先生對輔導有甚麼期望？ 

5. 在第三幕裡，試列出案主的五個負面想法。這些想法對她有甚麼影響呢？ 

6. 社工怎樣改變案主的負面想法呢？ 

7. 在第四幕裡，社工的主要工作是甚麼？社工對案主提出甚麼建議去改善婚姻呢？ 

8. 在第五幕裡，陳先生面對甚麼抉擇？他的考慮怎樣？你可以用甚麼原則去幫助受婚外

情困擾的夫婦作出去留的抉擇呢？ 

9. 社工怎樣協助陳先生去做抉擇與及處理第三者呢？ 

10. 整體來說，你認為社工運用系統角度與認知行為治療這兩種理論去處理這宗個案是否

適合呢？ 

11. 試評估社工的輔導表現，並且列出須要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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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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案主的創傷反應、評估危險性） 

 

社工： 陳太，其實件事係點發生？ 查問事件 

陳太： （憤恨地）有一晚，我佢衫袋裡面見看到一幅相，係佢

同埋個女仔影。冇（搖頭），我乜都冇晒！（低下頭） 

唔… 

社工： 佢點答妳當時？  

陳太： （搖頭）佢話個係普通朋友！  

社工： 唔，但都好難相信，係唔係？ 反映想法 

陳太： （搖頭）根本唔可能，如果….如果真係普通朋友，點解

有時佢會唔返？（憤怒地望看社工）如果佢係普通朋

友，點解我話返大陸去探佢時候，佢總係話唔好！ 

 

社工： （點頭）似乎呢係籍口，係嗎？ 反映想法 

陳太： （搖頭）…根本佢就係有！  

社工： 知道呢件事時候妳都好嬲，係唔係？ 反映感受 

陳太： （搖頭）我唔知可以點！  

社工： 當時妳都好失望！ 反映感受 

陳太： 我唔知可以做到乜？ 

社工： （沉默）好難接受！ 反映感受 

陳太： 好難接受！（搖頭）  

社工： 點解會對住咁耐老公可以背叛自己？ 想法問句 

陳太： 係！我二十歲就嫁俾佢，幫佢生一個仔、一個女。由

細到大仔女佢都冇幫手照顧過（陳太搖頭），但係我冇埋怨

過一句。但係而家佢…（低頭想哭） 

 

社工： 同佢捱十八年，換只不過係一個大話，妳好傷心！ 反映處境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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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 （沉默、搖頭）佢…最後都承認喇同個女人有。但係…

我真係唔知點做！ 

 

社工： （沉默地望陳太） 其實…知道呢件事之後都冇晒心機，

係唔係！ 

反映感受 

陳太： 我成日都唔，仲無端端就會發脾氣。 

社工： 唔，妳成日都會諗住件事，點解會發生自己身上呢？ 反映想法與處境 

陳太： （點頭） 我更加唔明白點解佢要咁樣對我？每一次，當我問

佢同個女人點樣時候，佢總係話冇、冇！ 

 

社工： （點頭）妳越想知佢就越唔肯講，係唔係？ 意譯 

陳太： 係！佢總係…無意之間就轉話題。  

社工： 佢一路都想逃避! 意譯 

陳太： （搖頭）我唔知！  

社工： 似乎呢件事都冇人同妳可以傾得到喎。  

陳太： 可以點講？我只怕呢會俾人成為一個話柄！出到街俾人笑

到面都黃晒！ 

 

社工： 咁妳覺得唔開心時候，自己點樣做？ 應付問句 

陳太： 我可以點做？我真係想死佢， 一了百了，乜都唔想再理

！ 

 

社工： 幾時有呢個諗法？ 查問自殺的意念 

陳太： 當我知道…佢出面有第二個之後。  

社工： 唔……而家呢？  

陳太： 而家，我間唔中都會咁諗！  

社工： 其實呢個反應係可以理解（陳太點頭）。 妳好失望，對佢

冇晒信心，身邊亦都冇人可以講到呢件事，乜都屈住心

裡面。 

平常化 

陳太： 但我可以搵乜人講？有乜人會聽我講？仲有乜人

可以幫到我？ 

 

社工： 其實講出會舒服少少，係唔係？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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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 （點頭）  

社工： 其實妳而家面對係一經歷、一情緒。好多女士知道丈夫 普遍化 

 出面有第三者時候都有咁經歷：極度失望喇；對周圍

人冇晒信心喇（陳太點頭）；好亂、好驚、好擔心將來係點呢？ 

反映情緒 

陳太： （點頭）但我真係有將來咪？乜都冇晒！（搖頭）  

社工： （點頭）妳都唔敢諗將來呵！ 意譯 

陳太： 我可以點諗？  

社工： 對佢冇晒信心？ 感受問句 

陳太： 咁多年，我對佢係最大信心。但係竟然令我最失望係佢！  

社工： （點頭、靜默）仲諗緊乜？ 想法問句 

陳太： 諗緊…佢而家梗係同個女人一齊。  

社工： 唔，好嬲、好憎佢！ 反映感受 

陳太： （搖頭）我都唔明，點解佢唔可以對我坦白！  

社工： 唔…妳好想知道究竟發生咩事？點解佢要咁樣做？妳好想同

佢傾。 

反映想法 

陳太： （點頭）但係每次佢總係逃避，總係唔想同我傾。  

社工： （靜默）除唔著呢，會唔會做都冇晒心機？ 後果問句 

陳太： 成日都覺得好驚，好似冇人再值得我相信咁。  

社工： 好驚佢會走，唔再理妳！ 感受問句 

陳太： 係…我更加驚唔知點照顧對仔女！(大家沉靜)  

社工： 驚時候妳會點？ 應付問句 

陳太： 我會想自殺，唔想去面對。我好驚俾人知道…我好驚、好驚

個女出事！佢最近成日都兩三點先返。但係我覺得好似

冇能力、冇能力再照顧佢！ 

 

社工： 亦都冇人幫到妳！妳好驚淨係得番一個人自己，一個人處理

唔到，好驚，好想人幫！ 

反映感受與處境 

陳太： 係，但係我真係唔知道邊個可以幫到我！  

社工： 其實妳好期望妳先生可以幫得到妳。 反映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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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 或者係！但係…當每一次我見到佢時候，我都會諗到佢同

個女人一齊時候…（搖頭）我冇辦法面對佢。好痛，每

次見到佢就（搖頭）好似俾支針咁。 

 

社工： 唔…呢個打擊實在太大！ 反映想法與處境 

陳太： 我真係唔知道我可以點做！  

社工： 留低還是走？ 去留問句 

陳太： 我唔可以走！如果我走，對仔女點算？但我留低，

我每日都接受緊好多折磨咁！我真係唔知我可以點做！ 

 

社工： 亦都唔捨得，唔捨得頭家？ 反映感受 

陳太： 我唔知！（搖頭）  

社工： 唔想失去晒一切！ 反映想法 

陳太： 我只係得呢！  

社工： 留低好痛苦，走又唔知點算！ 反映矛盾心情 

陳太： 我真係唔知應該點做？  

社工： 十幾年感情唔係咁易放得低。 反映處境 

陳太： 但佢令我太失望！  

社工： 呢個十字路口，可以點行呢？ 比喻 

陳太： 我真係唔知道，唔知可以點做！  

社工： 其實，呢個決定係唔容易，要時間慢慢去諗清楚！ 建議 

陳太： (靜默) 真係冇晒辦法，我唔知可以點！  

社工： 其實，妳而家情緒係好難控制得到。好多時都忍唔住會發  

 脾氣，但係妳其實又唔想。但又可以點呢？會唔會有時

掙到對仔仔都會比較挑剔一，發脾氣咁？ 

探討虐兒情況 

陳太： 有時都會，我唔想！我知道咁樣對個仔唔好，但係我真係

冇辦法控制！ 

 

社工： 尤其是對住妳先生時候。  

陳太： 我冇辦法忘記佢對我唔住！我真係好想同佢好好咁傾，但

係我控制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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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 (靜默) 似乎成個家庭突然間轉變好大，因為呢件事。 反映後果 

陳太： 成個家都冇，散晒！  

社工： 唔，自己個人都好似散晒咁樣。冇人可以依靠、冇人可以信

任！ 

反映處境與感受 

陳太： 每一晚當撻落床時候，個腦總係不停咁轉，諗番起以前開

心喇！(笑) 又諗番起好多佢對我唔住，總係冇辦法

得。我好癐，我好辛苦！(搖頭) 

 

社工： 每一晚都係咁樣？  

陳太： 係，直至到天光先至可以得到。  

社工： 呢件事真係令妳好痛苦！ 反映感受 

陳太： (搖頭) 好煩!  

 

 

評論一：與案主一同經歷她知道丈夫有第三者後的情緒反應 

 

剛才，我與大家及陳太一起去經歷，當她知道有第三者介入她的婚姻之後的一些情緒

反應。這些受創傷後的反應，包括驚慌、情緒失控、對所有人都失去信心等等。同時，我

們亦要評估她的精神狀態，例如是否有抑鬱的傾向、自殺的傾向，或者把情緒發洩在孩子

身上而導致有虐兒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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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社工與陳先生的第一次面談 （建立初步的工作關係和澄清工作員的角色） 

 

社工： 陳生，其實上次電話度都傾過你現在面對問題都好困擾 表示關懷 

 你。其實，今次約你就想聽番件事係點發生？ 查問事件 

陳生： 其實件事係好簡單，佢無意中有一次，佢我衫袋度見到

我上面同事幅相，開始對我有懷疑，就話我對佢唔忠心。妳

知女人幾煩，打電話上我公司度問長問短。公司度，男人

喇，最怕呢樣嘛！咁樣嘈都冇意思嘛！明知我出做

，好緊要嘛。有咩事咪返屋企講，唔駛打電話上公司嘈

嘛！ 咁樣令我好難做，冇乜意思囉！ 

 

社工： 唔 （點頭）， 成日 check 住 check 住，令你覺得好唔尊重你，

係咪？同埋個地方都可能唔係咁方便，成日都打電話， 

甚至上去搵你，都好無面。其實，我覺得你都好辛苦！ 

同理心回應 

陳生： 唔，係，好辛苦！同埋你知，做根本係好枯燥！上面

做時間長，一個禮拜落兩日，一早又要走返上去，好

辛苦! 返到屋企，妳家嘈屋閉，係咁好似隻「黑白天鵝」，

好慘、好辛苦！ 

 

社工： 係，佢似乎都唔係好明你出面咁辛苦。佢有冇特別問番件

事？ 

意譯 

陳生： 佢成日度問長問短囉，單單打打咁囉！同理成日你知道

仔女喇，當我好似仇人！（社工：好難受？！）好難受！所

以要打電話搵妳幫忙。 

 

社工： 唔，其實聽你講上面生活好長，生活又枯燥， 咁平時你

有咩娛樂？ 

查問生活情況 

陳生： 我冇乜娛樂！收工，有時都好早。有時間中成班同事

出去唱卡拉 OK。 

 

社工： 唔，咁同同事特別好。  

陳生： (點頭) 唔，可以咁講！  

社工： 係點樣發生？ 查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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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生： 妳知大家做同事，佢又年紀細，咁我年紀又咁大，咁當佢

係朋友囉！傾得埋咪傾囉！ 

 

社工： 唔，大家同一個環境工作，又知道大家發生咩事，自然會投

契，係嘛？年紀相差都遠? 

反映處境 

陳生： 廿一歲  

社工： 佢廿一歲，但大家都可以傾得到？  

陳生： 都可以，我係一個好鍾意講人。  

社工： 唔 (點頭)， 會覺得同佢一齊時候，佢會明你多一？ 反映感受 

陳生： 唔 (點頭) …  

社工： 都會關心你多一？ 反映感受 

陳生： 大家一齊做同事覺得傾咪傾多幾句囉，就係咁簡單！  

社工： 係，但係你太太似乎對呢段關係好敏感。 反映妻子的反應 

陳生： 係。  

社工： 佢好擔心！ 反映妻子的感受 

陳生： 佢發覺呢擔心係唔緊要，但要俾番少少尊嚴我，唔可以

打電話去我公司。我返到，妳當我係咩？時都幾好

嘛，未結婚之前都好開心！但係有仔女之後，佢直情當

你唔係第一位囉，乜都係仔女，全部擺晒佢緊要。

有時好似我放假去街喇？唔得，個子要考試。有時見

戲好睇，叫佢睇場戲，佢又話唔得，個女未返，要睇住

個女先，我變好似好悶囉。 

 

社工： 係！佢好似忽略你。 意譯 

陳生： 係。  

社工： 你都想人關心、想人鍚！但係似乎佢掛住對仔女，都冇乜

理過你，係咪？ 

反映需要 

陳生： (點頭) 所以屋企好似冇乜地位咁。  

社工： 唔 (點頭)， 但係聽你講你都好緊張對仔女喎！ 讚賞 

陳生： 咁係你仔、你女，一定會緊張佢喇。  

社工： (點頭) 唔，其實你都係一個好負責任人。 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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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生： (點頭) 可以咁講。  

社工： 出面捱咁多年，都希望建立到個家庭，咁都希望係開開

心心。但去到而家似乎段婚姻係因為呢個關係而起一變

化，令你雙方都覺得好唔開心，希望`搵人可以幫手。 

對比 

陳生： (點頭) 係。所以打電話妳幫手，最低限度幫我開解

我太太，解釋俾佢聽。你社工讀得書多會比較好，

會明日事理。同埋有時男人根本真係好辛苦！同埋返到屋企

要求咩，妳對我好少少，我冇乜要求！咁多年！ 

 

社工： 係，每一個人都需要俾人關心。之前你都同我提過，我見你 確認需要 

 太太呢段時期都有進步，係咪？ 強調改變 

陳生： 好好多，冇咁多依依哦哦，同埋打少電話去我公司！(社

工：唔…) 同埋呢排都有靚湯飲，有日叫佢去睇戲都

Okay，都同我去！ 

 

社工： 你覺得你做乜令到佢有咁轉變？ 循環問句 

陳生： 我同佢講已停止，上面已經冇同個女同事一齊囉！  

社工： 已經停止冇來往，咁佢就安心？ 反映處境 

陳生： 比較好少少。  

社工： 唔，所以其實段婚姻呢都係要靠兩個一齊去改變，去做一

，係嘛，去令到情況轉好，呢個好緊要，同埋正如你頭 

建議 

 先所講都希望我幫忙。其實我作為社工，我都好願意

去幫，同埋最緊要呢係我會保持保密；你講，或者佢

講，未經你同意呢我係唔會傳話，因為始終係你，

避免傳話當中有誤會喇！ 

澄清角色 

陳生： 通常，我發覺如果一個人講句呢，第二個人講呢唔可

以十全十美，只有加多，只有更加麻煩！ 

 

社工： 係！所以其實我輔導形式就個別又會見喇，安排大

家坐低兩夫婦由我幫手大家去傾亦都會。咁同埋好老實，

感情唔係咁簡單，唔係三言兩語就可以講得晒。我都好

尊重當事人佢自己覺得舒服，覺得可以講時候呢就可以去

面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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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唔緊要，你想講時候，就可以去講，我唔會批判， 

 冇話同錯。咁以下落日子裡面，我就會慢慢慢慢

去將個問題處理。正如你講大家都要有改變，去希望段婚

姻係有改善。（陳生：我都希望。）你需要，佢需要，

大家都可以知道，大家都可以互相去回應，呢個係好緊要。 

強調 

陳生： (點頭)  

 

 

評論二： 

 

剛才，我嘗試與陳先生建立一個互信的輔導關係，讓他明白我是體諒他的心情。我們

不會批判他有第三者的行為是對或錯；我們明白他是一個負責任的人。第二、我亦會澄清

社工的立場是保持中立、保密和尊重他的個人感受。倘若他覺得舒服的時候，他可以披露

個人的想法與感受，否則亦可以有所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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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社工與陳太的第四次面談（認知重整） 

 

(休息過後) 

 

社工： 陳太， 頭先十分鐘呢，妳寫低乜經常諗法係纏擾住

妳？ 

想法問句 

陳太： 我寫低幾點。第一點係點解佢唔早講俾我聽，我成日都

會諗！ 

 

社工： 係，咁妳嘗試用咩正面句子去代替呢句句子呢？ 正面想法問句 

陳太： 我諗佢怕傷害我，怕我一走了之！  

社工： 係，其實佢都好驚妳會走。 確認想法 

陳太： 我諗都會。  

社工： 係喇，於是就遲遲都唔肯坦白講。  

陳太： 第二點係我成日諗，佢上大陸一定係同個女人一齊。  

社工： 冷靜諗番時候，妳又諗到乜呢？ 想法問句 

陳太： 咁我諗佢可能上面做，因為佢始終都答應過我唔再同

個女人來往！ 

 

社工： 係，呢個係好有信心說話，係嘛？俾番個信心妳先生！ 確認想法，強調 

陳太： (笑) 我都會成日諗佢同個女人一齊親密片段！  

社工： 唔，每當妳諗起時候，妳就會好嬲咯可！ 反映因果關係 

陳太： 唔 (點頭)。  

社工： 咁妳又寫邊句正面諗法呢？ 正面想法問句 

陳太： 不過當我諗起佢上個星期，我一家人一齊去睇戲、食飯，

係幾咁溫馨， 我就忘記！(笑) 

 

社工： 唔， 其實妳都感受到佢好關心妳，係嗎？ 反映感受 

陳太： 有時我都突然間好驚佢會向我提出離婚！  

社工： 患得患失咁樣！ 反映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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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 唔，不過近佢都有進步，都主動關心我。呢十幾年感

情應該冇咁容易放棄！ 

 

社工： ！  

陳太： 不過，個女人咁後生，男人就梗係鍾意後生女喇。 強調 

社工： 唔，所以妳好驚佢唔揀妳！ 反映感受 

陳太： (笑) 不過，人都話我生兩個仔女都算 keep 得幾好！

（社工：係！） 扮起都唔錯！(笑) （社工：係！） 所

以有番信心！ 

 

社工： 係，我覺得妳都唔似呢個年紀，我對妳有信心！ 安慰 

陳太： (笑)  

社工： 其實呢陳太，我今次個練習呢，其實就好希望透過寫低

呢五個成日纏擾妳負面思想，令到妳成日個情緒都會返

，都好唔穩定思想，搵正面句子去代替。返到去

時候，每當妳負面思想出番，令妳好辛苦時候， 

解釋練習的目的 

 番呢張紙出提醒自己，俾番信心自己，正面去面對。咁

時候應該可以幫到妳呢，就唔會成日咁樣，就一而再、再

而三諗番一東西令自己好唔開心。有冇信心做到？ 

建議 

陳太： (笑) 我嘗試喇。  

社工： 可以試，好冇？  

 

 

評論三：重整案主的想法 

 

剛才，我最主要是協助陳太嘗試重整她的思想概念。我嘗試叫她寫下一些在揭發丈夫

這段婚外情後，在她腦海裡不斷重覆的想法。我亦嘗試叫她將這些想法換轉為一些正面的

句子去提醒自己，希望可以幫助她回家後，每當受到思想困擾時，亦可以同時想起一些正

面的句子。我希望可以幫助她紓緩情緒和放低一些經常出現的負面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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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幕：社工與陳太的第五次面談 （討論如何平衡妻子與母親的角色） 

 

社工： 陳太，其實你平時點樣相處？  查問夫婦相處的 

情況 

陳太： 其實我平時好多時都係講番仔女喇！  

社工： 咁妳先生有冇要求話同妳去街咁？  

陳太： (笑) 都有。不過妳知喇，一頭家有好多做嘛，而且我

成日都掛住仔女，邊度可以放低佢同佢出街！ 

 

社工： 唔，妳朋友又會點？妳覺得佢都相處得幾開心家

庭，佢又會點樣？  

朋友應付問句 

陳太： 佢，佢又好放心得落喎！（社工：係呵！）對仔

女，有時會擺低佢奶奶或者媽咪屋企咁樣囉！(笑) 去

旅行都試過，不過我就唔放心。 

 

社工： 其實，妳先生都要求多同妳單獨相處時間，但係妳始終

妳就放唔低。 

反處境與想法 

陳太： 始終都係擔心仔女嗎！  

社工： 唔，要求好似好唔同呵！ 反不同要求 

陳太： 其實都有分歧。  

社工： 係，妳估妳可以放低得多仔女，妳估妳先生又會點樣？  

陳太： 其實佢都好想我兩個人單獨去睇戲、行街。 (笑) 佢話

自從拍拖之後，都未試過囉喎！ 

 

社工： 唔 (笑)，其實佢都好想。 反丈夫的期望 

陳太： 我諗佢都幾想。  

社工： 咁可能呢以後妳可以呢方面諗多，咁可能就會好。  強調 

陳太： 我嘗試喇 (笑)。  

社工： 唔，其實妳一路之前都好為個家庭喇，其實都好少時間去睇

番自己需要，係嗎？其實，妳都想妳先生關心妳，（陳太：

我當然想 ﹝笑﹞。）正如佢都需要妳關心一樣。 

  反映需要與期望 

社工： 咁如果妳放鬆多、平靜自己多，咁可能又會好。 建議 



 18

陳太： 我諗我以前可能都係忽略自己，但係點樣可以放鬆自己

呢？ 

 

社工： 呢個就係以後大家去諗多一點樣安排時間！點樣令妳覺

得俾先生關心，而佢又關心妳呢！呢個可以係以後方向

囉！  

建議 

陳太： 或者以前我真係好忽略自己……  

社工： 前排，妳都同我提起妳感覺到妳先生都有轉變，係咪？

開始關心番妳，係嗎？ 

指出丈夫的改變 

陳太： (笑，點頭) 佢都開始會問我做家務忙唔忙？  

社工： 妳都覺得好開心？ 感受問句 

陳太： (笑，點頭) 佢未試過咁樣。  

社工： 係喇，妳都係經驗番以前感覺，係咪？ 反映感受 

陳太： (點頭) 唔……  

社工： 其實呢兩夫婦相處開唔開心呢同個家庭、同仔女相處開

唔開心都好有關係，係嗎？ 

指出家庭關係是 

互相影響的 

陳太： 都好大關係。  

社工： 係喇，係同步呵！兩夫婦開心教起小朋友上自然就傾到

多囉。平時，你兩個傾乜？ 

 

陳太： (笑) 好多時我都係傾番仔女乖唔乖囉。  

社工： 唔！有冇試傾大家苦處，呻咁樣？ 建議 

陳太： 較為少，通常我同佢呻嚫話又貴，打理頭家又唔容

易，佢就覺得好煩，佢就話覺喇，好癐。 

 

社工： 但係其實妳覺得佢想唔想同妳傾呢？佢對妳有要求，佢曾

經要求同妳去街，不過妳拒絕。其實妳覺得佢想點樣？ 

反映丈夫的要求 

陳太： (搖頭、笑) 我都唔知道。  

社工： 其實佢都想妳多關心佢，係咪？ 反映丈夫的需要 

陳太： 唔，我諗係！  

社工： 唔，正如妳想佢多關心妳咁解唧嗎？婚姻裡面兩人相處

係咪，兩個人需要都係要互相滿足，先至有一段開心婚

分享夫婦相處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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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嘛！其實兩個人相處一都唔簡單。溝通，點樣去睇

到對方一需要呢，自己可以嘗試去回應呢，呢個都係重

要。其實亦都係一個轉變，可以嘗試夫妻生活度可以更

開心。其實大家可以再繼續傾，妳覺得呢？ 

陳太： 其實，我都有做一事。有時見到佢大陸返，都會煲

湯；佢唔舒服，都會真係幫佢煲涼茶！但係，佢有好多

事都唔會話俾我聽，我都唔知點樣關心佢？ 

 

社工： 其實有時仔女面前，可能佢作為爸爸係唔方便講，係咪？

但係如果係得兩個人靜靜傾偈時候，或者出街時

候，咁就會自然好。妳問佢，佢就會覺得妳關心佢喇，可

以試做多？ 

 

建議 

陳太： 其實好難抌低仔女同佢去街！  

社工： 其實妳仔女都唔係好細，一個十五歲，一個十歲，係咪？ 對質 

陳太： 但始終係唔放心！ 

社工： 唔（點頭），可以安排佢外婆屋企，其實你之前都試

過，一個星期約會一次個感覺都好好！ 

建議 

陳太： （笑）好開心，好似拍拖時咁。  

社工： 係！其實可以多開心，大家需要都可以得到滿

足，呢個好重要，係嗎？ 

強調 

陳太： 我嘗試。  

 

 

評論四： 

 

剛才，我嘗試令陳太明白她妻子的角色與母親的角色，兩者之間的衝突，鼓勵她去反

思與留意自己及丈夫的需要。我希望可以藉此促進他們日後的婚姻生活更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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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幕：社工與陳先生的第二次面談（協助陳先生去處理婚外情，鼓勵他終止婚外

情） 

 

社工： 陳先生，你太太前幾日搵我傾過，似乎近排你兩公婆關係

又再返番轉頭。 

指出逆轉 

陳生： 係，呢輪又唔知黐乜線，我好辛苦！我都唔知發生

咩事？ 

 

社工： 佢點樣？ 具體問句 

陳生： 佢點樣！好小都出發脾氣囉，雞蛋裡挑骨頭，好

難頂！（社工：好針對你?）好針對！（搖頭） 我都唔知咩

問題，早輪都好，唔知點解突然間會咁黐線！ 

 

社工： 佢問你乜？ 具體問句 

陳生： 成日問問去都係問上面個女人囉！  

社工： 係，佢似乎都好想知道究竟而家發生緊乜事，你同個女

士，係咪？ 

 

陳生： 我都同佢講喇，我同佢都斷絕來往喇，而家都唔理佢。

但係佢都信唔過我，我都唔知點解？（搖頭） 

 

社工： 佢似乎都仲未肯信任你，佢依然覺得係未斷。 反映想法與感受 

陳生： 係。  

社工： 唔，咁其實係點樣樣？  

陳生： 佢叫亞珍，年紀廿一歲。妳知道喇大家做同事，咁收工咪

一齊行街、食飯、唱卡拉 OK，幾好玩，同埋我覺得同

佢一齊好開心，同埋對方年紀又細喇，同埋我覺得始終有

一樣，佢對我冇乜要求囉。妳知喇， 男女間收工，行

街、睇戲，發覺好似去番同太太以前拍拖時段，全部

都返番晒。總之一句講晒，好開心、冇乜壓力囉！ 

 

社工： 你感受到俾人關心、俾人鍚（陳生：係），所以其實都俾

感情落去。 

反映需要與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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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生： 都有少少。  

社工： 但我睇到你裡面呢，其實個掙扎都好大。呢段感情，同亞

珍呢段感情，已經動情！但係同時間，呢邊家庭你

又好掛心。 

反映處境 

陳生： 唔，可以講好難抉擇囉！因為始終二十年感情，同埋仔女

都咁大個。同埋我發覺自己都係幾負責任人囉，覺得始終

家庭都係緊要，因為我都唔想屋企家嘈屋閉，好辛苦！ 

 

社工： 但同時間妳都唔想負亞珍，唔知點同佢講。 反映想法與處境 

陳生： 係（點頭）。  

社工： 係咪？其實你有冇同佢傾過？ 應付問句 

陳生： 遲少少喇！遲少少我會同佢講喇，我就係諗用乜方法

同佢講，因為我而家已經搬返去宿舍住。 

 

社工： 係，其實我見到陳生你嘗試開始去做一，開始去停同亞 強調 

 珍關係。 （陳生：可以咁講！）不過實在亦都好難同亞珍

去交待，係咪？所以你夾住中間，好辛苦！ 

反映處境 

陳生： 唔，真係好辛苦！我都唔知點算好，所以麻煩你。始終人

好複雜，發覺而家好辛苦，我都唔知點算！ 

 

社工： 但係你都感覺到喇，呢排你太太又開始好懷疑。咁其實女人

感覺呢，尤其佢係你太太，你都好清楚。她都會感覺得到

係未完，係嗎？咁點算呢？ 

反映妻子的感受

與想法 

陳生： 我而家就係度抉擇緊，但係好辛苦囉！  

社工： 唔，係難！ 確認處境 

陳生： 始終人係感情動物，同埋我而家都好享受一刻。我發覺我

鍾意上面多過香港，情形就係咁樣！ 

 

社工： 係。（點頭）頭先我聽到你講，就係同亞珍一齊時候呢都有

番最初同太太拍拖感覺，係嗎？ 

反映感受 

陳生： 唔，覺得自己都後生好多！  

社工： 咁其實你太太曾經亦都俾到你關心、俾到你關懷！ 強調 

陳生： 曾經有過喇。  



 22

社工： 唔，不過而家可能就係為小朋友忽略你，係嗎？ 反映處境 

陳生： 唔 （點頭）。  

社工： 你覺得好難受，而亞珍俾到，就係現階段太太可能俾唔到。 對比 

陳生： 係。  

社工： 咁但係同樣段感情二十幾年，你亦都覺得好難去斬斷。咁所

以就需要一個過程去秤，究竟點樣揀呢？ （陳生點頭）揀

時侯點樣去處理，需要時間。咁但係我都想陳生你知道，

你太太感覺係好準喇，始終紙係包唔住火。 （陳生：呢

個我都承認！）始終有一日你要去面對，係咪？在點樣去

處理、同亞珍去交待、去傾。 

 

 

 

比喻 

建議 

 

陳生： 我諗住俾時間自己囉！但係太太方面壓力真係好辛

苦。妳知女人癲起上好難頂！同埋始終做度，妳知男

人出面搵錢，妳俾番少少尊嚴我囉，妳唔可以嘈到我

公司，我好辛苦！ 

 

社工： 係，其實我都嘗試呢幫亞陳太取個平衡。咁但係，我想你

都明白，就係呢件事發生任何人身上，佢反應都會係、

係亂。佢其實好驚你走喇！你亦都驚個家亦都會散喇！大

家呢段婚姻裡面都好辛苦！ 

普遍化 

 

反映處境與感受 

陳生： 係 (點頭)。  

社工： 但係我都睇到呢其實陳生、陳太既然得搵社工幫手，亦都

好努力想嘗試去改變。我都睇到陳生其實屋企心亦都好

大，好想留低 (陳生點頭) ，負番你責任。在點樣去斷同

亞珍關係，係需要時間。，好唔好呢就係其實你都應承

得到，亦都你做行為去嘗試去停！好唔好就係俾多

時間，譬如話傾多兩次，集中傾番點樣去停段關係。

跟住兩公婆再修補番大家關係，因為如果唔停止話，我

做輔導工作亦都冇意思。正如你之前經驗過返覆去，係

咪? 佢係你太太，佢知道你兩夫婦，你覺得呢？ 

讚賞 

強調 

陳生： 但係男人‧妳知感情唔可以話掉低就掉低！不過，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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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我試盡量去講，我都應承妳喇！ 

社工： 我可以去傾，我可以再傾點樣去處理，係難， 係難

 (陳生點頭)，需要時間！但係你下決心時候呢，就

一定會處理得到囉。你願意去傾時候… 

反映處境 

給予希望 

 

陳生： 因為我始終認為呢係要解決囉！同埋，拖落去大家都辛

苦！ 

 

社工： 你又辛苦，你太太、你仔女同埋第三者都辛苦！(陳生：！ 

﹝點頭﹞) 長痛不如短痛 (陳生：唔…﹝點頭﹞)，愈拖落去

時候呢，可能個後果仲不可收拾。 

反映後果 

忠告 

陳生： 唔 (點頭)。  

 

 

評論五： 

 

在剛才的對話當中，陳先生已開始對工作員建立信任，願意漸漸披露有關婚外情的情

況，他亦表達結束這段情是非常困難。作為一個社工，我表示很明白他的困境，亦願意給

予他多些時間去商討怎樣處理這段感情。同時，我也清楚表明在婚姻輔導中，如果他不停

止這段婚外情，是會影響輔導的結果。他亦十分同意我的忠告，承諾處理這段婚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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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剛才的個案裡，梁姑娘與大家分享怎樣運用認知行為輔導理論去處理婚外情的個

案。我想提出兩點請大家留意：第一是情緒方面。許多時，有婚外情的男方會有很多複雜

矛盾的情緒，特別是對第三者難捨難離的感覺。妻子方面亦常常有很多複雜的感覺，例如

傷痛、內疚、自責、憤怒等等，我們要幫助他們處理這些情緒。第二、在剛才的個案中，

丈夫是願意放下與第三者的關係，與妻子重建夫妻關係。可惜，很多時男方是不願意捨棄

婚外情的。那麼我們輔導的焦點便是幫助女方去面對這個創傷，陪她一起去體驗、經歷那

種苦痛；陪她一起走過這段傷痛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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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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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幕裡，案主怎樣發現丈夫有婚外情？揭發後，她的情緒反應與處理方法如何？ 

 

1.1 案主是無意中發現丈夫有婚外情的。某個晚上，她在丈夫的衣袋裡看見一幅丈夫與一

位年輕女士的合照而產生疑心。當她向丈夫提出執問時，他解釋與那位女士只是普通

朋友，但案主並不相信。 
 
1.2 揭發丈夫有婚外情後，案主遭受沉重的打擊，她有以下的心理反應： 

♣ 震驚 ⎯ 像晴天霹靂，驚慌失措。 

♣ 失掉 ⎯ 失去對丈夫及其他人的信任；覺得失去婚姻與家庭；失去自己擁有的一

切。 

♣ 多種複雜情緒 ⎯ 難受、失望、驚恐、擔憂、埋怨、憎恨、憤怒、心痛、不公平、

丟臉、羞恥、抑鬱，甚至有自殺的念頭。 

♣ 情緒動盪不定與失控 ⎯ 情緒十分波動，有時甚至會無緣無故向孩子發脾氣。 

♣ 疑團 ⎯ 不明白丈夫為甚麼對自己不忠。  

♣ 矛盾猶豫 ⎯ 對去留的考慮心情矛盾；擔心若丈夫離去，自己未能照顧孩子，特

別是女兒近日更呈現一些行為問題。 

♣ 創傷後壓力紊亂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症狀： 

 不斷回憶起丈夫有婚外情的件事；不斷回憶起昔日美好的日子與目前的情況

而覺得煩躁，不能入睡，身心疲累。 

 有些退縮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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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極度敏感及高度警戒。 

 

1.3  案主的處理方法是： 

♣ 不斷追問與盤問丈夫，希望明白他為何對自己不忠，為何要瞞騙自己。 

♣ 逃避，不想去面對，間中亦有自殺的意念。 

♣ 沒有尋求任何親友的幫助。 

 

2. 在第二幕裡，社工怎樣與陳先生建立契合的工作關係？ 

 

2.1  社工運用以下的態度與技巧和陳先生建立良好的工作關係： 

♣ 耐心聆聽 ⎯ 陳先生在三角關係中的困境，他對妻子的不滿、投訴與責備。 

♣ 從他的角度去理解引發婚外情的原因 ⎯ 例如陳先生單獨在國內工作的辛勞與枯

燥生活；妻子長期疏忽他的需要；與及第三者的吸引力等等。 

♣ 關注婚外情對婚姻與親子關係的負面影響 ⎯ 陳太經常致電陳先生公司絮絮不休

地盤問他的行蹤，令他十分丟臉。回到家裡，夫妻亦經常發生衝突。孩子似乎亦

知道父母衝突的理由；他們傾向同情母親的處境，把父親視作敵人，對他不瞅不

睬，令親子關係十分緊張。 

♣ 讚賞他的優點 ⎯ 指出他是一個對家庭負責任的人。 

♣ 同理心回應 ⎯ 表示明白他的需要、渴求與期望。 

 

3. 在處理陳先生的婚外情問題時，你認為社工是扮演著甚麼角色呢？ 

 

3.1 一般來說，婚外情個案都涉及多種三角的關係。在處理陳先生的婚外情問題時，社工

的主要角色是協助夫婦兩人減低婚外情所帶來的傷痛，並且尋求解決夫婦衝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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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工抱持以下的立場與態度： 

♣ 保持中立 ⎯ 採納不偏不倚的立場。 

♣ 非批判性的態度 ⎯ 不會批判陳先生有第三者的行為的是非對錯。 

♣ 尊重 ⎯ 尊重陳先生的個人私隱，保證面談內容是絕對保密，並且尊重他需要時

間去反思與評估各方面的關係。 

 

4. 陳先生對輔導有甚麼期望？ 

 

4.1 他對輔導的期望大致可分為兩項： 

♣ 社工能開解妻子，令她明白自己的需要與困境。 

♣ 減低家庭裡的張力，改善夫妻及家庭關係。 

 

4.2  社工在回應中強調： 

♣ 夫妻雙方的需要與努力都是同等重要的。 

♣ 邀請陳先生述自己與妻子的改變，肯定雙方為改善婚姻所付出的努力。 

 

5. 在第三幕裡，試列出案主的五個負面想法。這些想法對她有甚麼影響呢？ 

 

5.1 案主的五個負面想法是： 

♣ 『為甚麼他不早些告訴我？』 

♣ 『他上大陸一定是成日同那個女人在一起！』 

♣ 『我成日都會想起他同那個女人一起的親密片段。』 

♣ 『我驚他會突然間向我提出離婚！』 

♣ 『那汀年輕的女人，一定得到男人的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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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這些負面想法令案主對丈夫和自己都失去信心，終日生活在嫉妒、憤怒、痛苦之中，

甚至擔心丈夫會隨時提出離婚而驚惶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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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工怎樣改變案主的負面想法呢？ 

 

6.1 社工協助案主把以上的負面想法轉變為以下的正面想法： 

♣ 『他害怕會傷害我，怕我會一走了之！』 

♣ 『他可能是在上面工作。他答應過我不會再同那個女人來往。』 

♣ 『他上星期帶我們一家人去看電影和吃飯，很溫馨！』 

♣ 『我們十多年的感情，他應該不會輕易放棄！』 

♣ 『我生了孩子後都保持得不錯！』 

 

6.2 這些正面的想法，可以協助案主重拾對自己與丈夫的信心，重建互信與體諒的關係。 

 

7. 在第四幕裡，社工的主要工作是甚麼？社工對案主提出甚麼建議去改善婚姻呢？ 

 

7.1 社工的主要工作是討論案主在妻子與母親兩個角色之間出現的矛盾： 

♣ 確認其母親角色的重要性。 

♣ 對質案主以照顧孩子為理由或藉口，拒絕丈夫的約會，因而長期疏忽丈夫的需要。 

♣ 協助案主暸解與留意自己的需要。 

♣ 解釋父母的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兩者是互為影響的。 

 

7.2 社工向案主提出以下改善婚姻的建議： 

♣ 運用家庭支援去照顧孩子 ⎯ 增加夫妻二人獨處或約會的時間，紓解壓力及增加

婚姻生活的情趣。 

♣ 細心觀察 ⎯ 留意丈夫對她表示關心的行為。 

♣ 分享夫婦之道 ⎯ 鼓勵案主與丈夫要多些溝通，留意彼此的需要，並且嘗試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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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的需要。 

♣ 讚賞 ⎯ 稱讚案主為改善婚姻所付出的努力與行動。 

 

8. 在第五幕裡，陳先生面對甚麼抉擇？他的考慮怎樣？你可以用甚麼原則去幫助受婚外

情困擾的夫婦作出去留的抉擇呢？ 

 

8.1 陳先生面對新歡舊愛的抉擇；一個是目前的情人，帶給他無很歡愉與慰藉，另一個是

共同生活近二十年的配偶，又是自己孩子的母親，對她仍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他一時

間難以取捨，心裡充滿矛盾與掙扎。 

 

8.2 面對婚姻去留的抉擇，陳先生分別從情感、責任、處境各方面去考慮。 

 

8.3 由同學討論對婚姻去留須考慮的原則。 

 

9. 社工怎樣協助陳先生去做抉擇與及處理第三者呢？ 

 

社工運用以下的技巧，鼓勵陳先生留在婚姻裡，儘早終止婚外情：  

♣ 同理心回應 ⎯ 表示明白陳先生在抉擇上的掙扎與矛盾，因為分離的滋味是痛楚

難奈的。 

♣ 為婚外情解碼 ⎯ 協助他明白婚外情對他的意義，包括滿足他需要關懷、生活枯

燥及重獲年青的感覺。 

♣ 讚賞強項 ⎯ 稱讚他重視對妻子的感情與承諾；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而且已

採取一些行動去停止與第三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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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過去 ⎯ 提示陳先生與妻子曾經共渡快樂的時光，暗示重建婚姻生活後可以

獲得美滿幸福的生活。 

♣ 鼓勵 ⎯ 表示他只要立定決定，一定可以終止婚外情。 

♣ 提出忠告 ⎯ 陳先生似乎害怕傷害第三者，社工指出如果問題能儘早解決，可以

減低對妻子及第三者的傷害，否則長期拉扯下去，結果是三方面的創傷會更深遠。 

 

10. 整體來說，你認為社工運用系統角度與認知行為治療這兩種理論去處理這宗個案是否

適合呢？ 

 

由同學討論對個案的評估、兩種輔導理論的特點與怎樣選擇合適的介入理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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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的感想，並且列出具體的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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