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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108年「兒童少年保護服務」公益勸募活動 

募款使用報告 

2021.06 

壹、緣起 
本會秉持「及時的幫助、溫暖的關懷、基督的愛心、社工的專業」之兒

童少年福利服務理念，將各界關懷與愛心，直接注入於遭受虐待或嚴重疏忽

之兒童少年個人與其家庭的救援、輔導、醫療或家外安置等服務，藉由積極

的服務介入，盡可能降低並預防兒童少年與其家庭的危機傷害，確保兒童少

年能獲得各項健全身心成長及發展的醫療、教育、安全照顧、輔導…等權益，

並協助家庭修復親子關係、改善家庭互動模式，也提供情緒處理、創傷復原

等服務，使家庭重拾安頓生活、健康身心與正常發展的機會。 

 

貳、計畫目標： 

一、針對兒童少年個案與其家庭，提供完整適切的預防性、支持性、補充性、

替代性、保護性的三級預防處遇服務。 

二、建置並充能各提供兒童少年保護處遇與家外安置服務的處所及人員，完

備兒童少年個案的救援與輔導工作。 

三、為上述服務對象，以及本會其他有創傷經驗的服務對象，提供心理諮商、

治療的創傷復原服務。 

 

參、服務對象： 

本會各地分事務所(家扶中心)及附屬機構所服務之： 

一、 受虐、或有受虐之虞兒童少年。 

二、 受虐、或有受虐之虞兒童少年之原生家庭。 

三、 家外安置之兒童少年。 

四、 家外安置兒童少年之原生家庭。 

五、 寄養家庭。 

六、 安置機構。 

七、 社區民眾、社會大眾。 

 

肆、經費用途： 

一、 兒童少年保護服務方案：用於三級預防的各項服務工作，包含： 

1、 緊急救援及保護安置 

2、 生活照顧-經濟扶助與物資協助 

3、 兒童少年保護-積極預防處置工作（如：保護宣導與社會教育、用愛

包圍服務之家庭支持服務） 

4、 家庭處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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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親職教育與輔導 

6、 追蹤輔導服務 

7、 其他，如：就學輔導、醫療協助、法律轉介、團體活動等相關服務。 

 

二、 家外安置服務方案：提供家外安置的兒童少年及其家庭、寄養家庭與安

置機構各項服務，包含： 

1、 家外安置兒童少年及其家庭：身心照顧服務、生活輔導服務、生涯

發展服務、生活育樂活動等。 

2、 寄養家庭、安置機構：專業服務、宣導招募、教育訓練、支持性服

務等。 

 

三、 提供上述相關服務對象心理創傷復原服務，包含： 

1、 個別心理諮商服務 

2、 家族或親子諮商服務 

3、 團體諮商服務 

 

伍、勸募所得及執行金額 
表一：勸募執行一覽表 

 

陸、經費使用期限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 

項次 方案 項目 
勸募所得 

(含利息) 
執行數 

1 

兒童少年保護服務 

兒保宣導 

53,918,662 

1,473,099 

2 社區興力計畫-兒保宣導社區服務 213,639 

3 兒少保護網絡建構計畫 6,242,242 

4 家庭處遇服務方案 5,974,667 

5 用愛包圍服務方案 7,454,079 

6 

家外安置服務 

親屬安置服務方案 97,941 

7 寄養安置服務方案 7,085,169 

8 寄養安置-少年自立生活協助方案 1,648,116 

9 機構安置-少年自立生活協助方案 3,715,121 

10 機構安置-兒少自主規劃服務 783,938 

11 心理創傷復原服務 16,050,234 

12 勸募活動必要支出 3,180,417 

總計 53,918,662 53,91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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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服務執行與成效 

本會為求募款使用之責信控管，2019 年度為募款期、2020 年度~2021 年第

一季為募得款經費使用期、2021 年第二季為經費與服務成果彙整期，故就本會

服務整體概況加以陳述如下。 

 

一、兒童少年保護服務 

（一） 兒保宣導 

1.服務說明 

本會執行兒保服務 30 年餘，預防處置工作一直為本會所重視，故訂定每年

3 月~7 月為本會兒童保護季，以「用愛包圍受虐兒」為口號，推廣 4/28 為「兒

童保護日」，於全台各地執行兒童保護宣導，盼喚起社會大眾共同關注兒少受虐

問題，致力「守護兒童零兒虐」之願景。 

年度中除大型兒保宣導活動，本會也常態於全台各地的社區、各級學校，針

對各類型對象(社區民眾、家長、教師、學生、責任通報人…)實施兒保宣導，期

待藉此深刻受宣導對象的自我保護意識，並可以多一分敏銳與主動，在傷害事件

未發生或嚴重蔓延以前，即可以實際行動讓風險移除。 

另為落實社會教育責任，本會長年耕耘兒童保護宣導教材的研發與推廣，使

專業社工可以多元的媒材(現有製作：兒保繪本、兒保桌遊、兒保樂遊學習網線上

互動教學平台；2019年本會創設台灣第一個透過虛擬實境技術、配合 VR設備來

完成具有教育性質的兒童保護宣導體驗遊戲，在 2020年全國各地已有多場次的

執行和推廣運用於各宣導對象，提升宣傳的效果。2020年底、2021 年初，本會

開始著手策劃設立「親子壓力檢測遊戲網頁」，預期協助民眾透過網路小遊戲檢

測親子關係狀態、並導引相關的支持和援助管道，協助本會較不易觸及的潛在對

象可以多一項資訊來源。最後，本會也將持續建構積極預防處置服務，增強本會

對社會大眾之諮詢有轉介和後續追蹤關懷的工作。 

 

2.服務內容及成果 

2020年度，本會於 24處單位實施兒保宣導，計 507場、62,784人次參與。

積極預防工作方面，有 203人次民眾諮詢兒少保護相關問題，本會社工人員更延

續諮詢者的狀態，有 45次主動追蹤與資源連結；此外，各單位也持續對媒體揭

露之兒保議題保持敏感，以針對議題研擬宣導主題，並且持續地倡議兒少保護的

重要性，積極避免更多憾事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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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服務內容 

宣導活動 
507場 

62,784人次 

對象：一般社區民眾、國民教育各級學校、學前教育幼托

園所、其他責任通報人、會內服務對象/工作人員 

積極預防

工作 

兒童少年保護相關諮詢 203人次 

對諮詢案提供積極追蹤或資源連結 45次 

各單位自發兒保宣導/倡議之新聞露出 184則 

 

3.兒保宣導照片 

 

 
428兒童保護日活動(2020.04.28) 

 

 

校園兒保宣導：透過兒保 VR遊戲體驗學習兒童

保護的知識 (2020.11.20) 

校園兒保宣導：透過大富翁遊戲互動學習兒

童保護的知識和求助方法(20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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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兒保宣導-廣播電台合作：各單位與多家地方

廣播電台合作，使宣導倡議及社會教育內容讓更

多民眾收聽、潛移默化。(2020.04.07) 

社區兒保宣導：至市場等社區中，進行宣導

倡議及社會教育，提升民眾兒童保護意識。 

(2020.09.12) 

  
兒保宣導團體：透過單位自行研發創新設計的兒

保互動媒材、教具與教案，向社區親子進行問答

和教育。(2020.09.06) 

社區兒保宣導：辦理親子野餐及宣導活動，

設立 VR體驗攤位，增進親子互動關係。 

(2020.07.11) 

 

（二） 社區興力計畫-兒保宣導社區服務 

1.服務說明 

近年家暴及虐童案件頻頻躍上媒體版面，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及討論，有些民

眾主張政府應修法提高刑責嚇阻類似案件發生、有些正義民眾甚至動用私等，然

而這樣的思考與作為，並無法有效解決類似社會事件的發生，雖然事件發生後，

司法系統可予以制裁，啟動最低的道德制度，但事實是傷害已造成，如我們從源

頭檢視，真正應執行的是事件發生前的預防，其中關鍵的角色亦包含政府、社福、

警政、衛政及社區鄰里等，而最能在第一時間介入的，莫過於社區內的互助能力，

我們期待挹注更多的資源、提升和培力社區民眾，共同成為社區守護家庭的前哨

站。 

南台中家扶中心社區興力計畫於 2018年 5月成立 「拉拉門社區家長劇團」，

結合組織規範和理念，充權成員並加深訓練，保留既有成果與劇本，讓劇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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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樣貌呈現給不同類群的民眾，達到普及性的預防宣導。期盼透過戲劇演出和

相關課程活動辦理，增加不同的服務人群，擴展社會大眾對兒少與家庭關係議題

的重視，另增加社區親子活動，提升親子正向互動經驗維繫情感。 

 

2.服務內容及成果 

「拉拉門劇團」團員目前約有 10幾位媽媽成員，近兩年的時間一起學習戲

劇、分享家庭故事。期盼透過戲劇走進社區，邀請社區民眾觀賞戲劇與互動，同

時進行家庭親職教育、兒少自我保護等宣導工作，將「愛與關懷」的態度帶進家

庭。 

 
表三：執行狀況一覽表 

場次 項目及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合作單位 人力 

參與人次 
社工(人) 志工(人) 

1 社區家扶日(一) 02/22 大仁公園 無 6 40 200 

2 拉拉門社區劇團(一) 03/13 家扶中心 無 3 2 17 

3 拉拉門社區劇團(二) 05/15 家扶中心 無 3 3 20 

4 拉拉門社區劇團(三) 

05/29 

家扶中心 

臺灣體育運

動大學 

舞蹈學系 

3 3 

17 

5 社區家扶日(二) 05/30 大仁公園 無 4 39 162 

6 拉拉門社區劇團(四) 

06/12 

家扶中心 

臺灣體育運

動大學 

舞蹈學系 

3 3 

14 

7 拉拉門社區劇團(五) 06/19 家扶中心 無 3 3 14 

8 家長正向親職培養班(一) 07/09 家扶中心 心理師 2 3 16 

9 家長正向親職培養班(二) 07/16 家扶中心 心理師 2 3 13 

10 拉拉門社區劇團(六) 07/17 家扶中心 無 3 3 15 

11 社區家扶日(三) 07/25 大仁公園 無 3 34 110 

12 家長正向親職培養班(三) 07/30 家扶中心 心理師 2 3 16 

13 家長正向親職培養班(四) 08/06 家扶中心 心理師 2 3 14 

14 家長正向親職培養班(五) 08/13 家扶中心 心理師 2 3 18 

15 家長正向親職培養班(六) 08/20 家扶中心 心理師 2 3 17 

16 拉拉門社區劇團(七) 08/21 家扶中心 無 3 2 15 

17 拉拉門社區劇團(八) 09/25 家扶中心 無 3 2 15 

18 拉拉門社區劇團(九) 10/16 家扶中心 無 3 2 14 

19 拉拉門社區劇團(十) 10/30 家扶中心 無 3 2 14 

20 家扶社區學堂 10/31 家扶中心 心理師 2 2 17 

21 
拉拉門社區劇團 

(十一) 

11/06 
家扶中心 

無 3 2 
15 

22 拉拉門社區劇團 11/20 家扶中心 無 3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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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23 
拉拉門社區劇團 

(十三) 

11/27 
家扶中心 

無 3 1 
13 

24 
拉拉門社區劇團 

(十四) 

12/04 
家扶中心 

無 3 0 
15 

25 
拉拉門社區劇團 

(十五) 

12/05 
台中女兒館 

台中女兒館 3 0 
15 

26 
拉拉門社區劇團 

成果發表會 

12/06 
台中女兒館 

台中女兒館 3 5 
174 

 

3.服務照片 

  

社區家扶日_家長陪同孩子完成親子活動

(拍攝日期：2020.5.30) 

拉拉門劇團成果發表會 (2020.12.6) 

 

（三） 兒少保護網絡建構計畫 

1.服務說明 

近年來，對兒童及少年的保護服務，家扶基金會積極投入預防處置工作，希

望透過社區、鄰里對兒童、少年關懷的強化，及時覺察到具潛在服務需求的兒少，

預防兒少遭受不當對待情事的發生。 

兒童及少年保護網絡除正式資源的服務外，如何透過非正式資源的引入，長

期來都是家扶基金會思考的目標，兒童、少年最常活動的地方，除了家庭、學校

外，便是所在的社區中，因此必須從社區資源開始建構，透過與當地緊密相連商

家的合作，逐步建構家扶基金會希冀的兒童及少年保護網絡，讓社區中每一個關

心兒少福祉的資源，都成為紮根當地的夥伴，使家扶基金會兒少保護預防處置工

作更臻健全與完善。 

 

2.服務成效 

本會社資處以及 24處分事務所共招募 3,754家兒保好鄰居，並持續增加中，

兒保好鄰居除協助張貼兒童保護相關海報，置放兒保宣傳單張，並會一起參加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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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宣導活動，共同關心社區兒少，未來家扶基金會亦將持續擴展兒保好鄰居的數

量，促使兒少守護安全網絡得以更加綿密。 

 
表四：兒少保護網絡建構計畫-兒保好鄰居店家數 

單位 店家數 單位 店家數 單位 店家數 

會本部 1,483 南台中 70 屏東 101 

基隆 147 彰化 365 宜蘭 58 

台北 76 南投 82 花蓮 153 

新北 47 雲林 40 台東 44 

大同育幼院 58 嘉義 46 澎湖 13 

桃園 32 北台南 108 金門 47 

新竹 34 南台南 249 馬祖 21 

苗栗 77 北高雄 148 
合計 3,754 

北台中 136 南高雄 119 

 

3.服務照片 

  
好鄰居招募(拍攝日期：2020.7.9) 向好鄰居店家說明兒保宣導(2020.10.22) 

  

花蓮家扶與在地兒保好鄰居「珈琲鋪子」

合作辦理轉機人生故事展 

(拍攝日期：2020.9.26) 

好鄰居招募(拍攝日期：20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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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庭處遇方案 

1.服務說明 

兒童少年是國家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源，提供兒童及少年安全的環境，確保其

健康成長，不僅是每一個家庭的責任，也是國家與社會責無旁貸的工作。然而，

並非所有的兒童少年均能獲得妥善的照顧與保護，本會自 1981年起於國內推展

兒童少年保護服務，從倡導、立法、設置兒童保護熱線、提供救援服務、輔導施

虐家庭等，建構我國兒童少年保護服務的模式與內涵。 

兒童及少年一旦遭受虐待，除了可能造成身體傷殘、心智受創、發展困難、

學習受阻、行為異常、社會適應等障礙之外，嚴重者因而致死，甚而會有自傷行

為、虐待下一代的暴力循環問題，而社會也將為此付出長期且鉅大的成本與代價。

鑑此，本會從不間斷地辦理兒童少年保護宣導工作，並積極投入救援與輔導服務，

防止虐待事件再次發生，以及減輕兒童少年及其家庭因虐待事件所造成之負面影

響，列為本會的重要使命與組織目標。 

 

2.服務成效 

(1)服務量 

本會各家庭扶助中心 2020 年度深入輔導協助 3,464 戶 4,228 名遭受虐待的

兒童及少年，相較往年，仍呈現增加的現象。這些因遭受虐待而在社會角落暗中

哭泣的兒童少年，不僅需要政府持續的正視、社福機構的專業服務，更需要社會

大眾共同關懷與守護，協助他們走出傷痛與陰霾。 

 

(2)對兒童少年及其家庭提供之服務 

本會針對遭受虐待之兒童少年及其家庭，提供的保護服務內容如下： 

A.家庭處遇服務及追蹤輔導服務 

家庭處遇服務著重兒童少年及其家庭的需求，以家庭為基礎，提供有計畫性

的相關服務。以此增強兒童少年復原力、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之親職能力、改善

及提昇家庭功能，進而提供兒童少年完善照顧與安全的生活環境。 

在具體服務提供上，本會在縣市政府轉介受虐待之兒童少年個案後，由專業

的社工人員定期安排家庭訪視與聯繫，了解其身心發展、生活安全、學習適應與

家庭狀況，並依其個人及家庭需求，提供個別及計畫性的處遇服務與必要的支持、

協助，積極維繫或重建家庭功能，促使受虐兒童少年可以在妥善且安全的照顧與

保護下順利成長，甚有效防止兒童少年再度遭受虐待之情事發生。本會各地家庭

扶助中心於 2020 年度共提供 3,464 戶 3,706 名受虐待之兒童少年及其 522 名手

足，提供其家庭良好的處遇及追蹤輔導服務，85%以上的家庭皆能在本會服務 1.5

年內有正向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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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生活照顧服務 

對於因經濟困難而疏於提供兒童少年完善的生活與身體照顧的家庭，本會運

用社會資源與志工人力，給予經濟或實物補助、家務整理、家庭環境改善、重整

生活規範與秩序、托育服務、家庭或機構式安置服務等。 

C.醫療協助服務 

當兒童少年因虐待事件造成身體傷害而需要醫療時，本會立即連結相關資源，

提供即時的醫療照顧與協助；此外，若施虐者、受虐兒童少年之主要照顧者有酒

癮、藥癮或是精神疾患困擾，本會亦協助連結或轉介至醫療單位，提供進一步的

戒治協助。 

D.親職教育服務 

部份兒童少年保護個案的家庭，家長因沒有正確的親職知識、能力與技巧，

而難以適當教養、照護自己的子女。因此本會於 2020年度共有 8處家庭扶助中

心接受縣市政府委託，提供 592位兒童少年保護個案家長的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

服務，以符合家長需求的方式提供多元服務。共計提供 1,232戶次的家庭訪視與

會談，辦理 300 場次、980 人次的親職與親子團體/講座/活動，協助家長學習正

確的親職教養觀念，提升其照顧與保護子女的實質知能。 

E.諮詢及法律服務 

2020年度本會提供 5,000人次以上電話、面談、書面、網際網路等方式的諮

詢，協助社會大眾解答有關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的疑問，提供相關知識、資訊與

社會資源；對於無戶籍兒童則協調戶政等單位，協助其取得戶籍，以維護其身分

權益；若有涉及法律訴訟問題，則轉介法律專業人員予以協助。 

F.預防宣導教育服務 

兒童少年保護服務中，從一般民眾的兒童保護知能進行教育、宣導、告知可

以協助其家庭的資源，是最基本的預防方式。2020 年度本會各地家庭扶助中心

均發展不同的宣導教材，共辦理 507 場次的兒童少年保護宣導活動，針對全國

62,784人次的兒童少年、家長、相關專業人員以及社會大眾，宣導正確保護兒童

少年的觀念、知識與技巧，更發出共近將近 200則的兒童少年保護宣導與教育的

新聞進行社會倡議，以期減少虐待事件的發生，共同維護兒童少年的安全與權益、

建立起關照兒童少年安全與權益的網絡。 

 

(3)結案狀況 

經本會積極提供兒童少年與其家庭有計畫性的家庭處遇服務之後，85%的家

庭能在服務 1-2年內，解除兒童少年受虐危機、重建親子關係、提升家長親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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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恢復家庭功能、建構社會支持網絡、不再發生兒童少年受虐事件，達成服務

目標。 

 

3.案例故事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天自安排】 

參加活動的小明畫了一張圖，裡面有自己、媽媽跟妹妹，圖畫的角落裡，有

一個小小的人，社工問他：那是什麼？他說：「那是我想像中的爸爸。我總是羨

慕別人的家都有爸爸，我跟妹妹沒看過爸爸，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同學的

媽媽都會到學校參加班親會，會溫柔的照顧自己的孩子，但我的媽媽都不理我跟

妹妹，媽媽還要我照顧好幼稚園的妹妹，有時候媽媽晚上跟叔叔出去，要我跟妹

妹乖乖待在家，我們都很害怕壞人或魔鬼會把自己抓走」。 

在另一次慶生會的活動上，小明說他的生日願望是：我希望媽媽多陪我，我

想要有一個爸爸。讓社工聽了很心酸，而一起參加活動的媽媽，似乎也感受到了

小明的期盼與需求。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社工終於知道，原來媽媽的童年也是沒有爸爸的，所

以長大後，只要有男生對她好，她就無怨無悔的全心付出，甚至是作為別人外遇

的對象、懷孕、被毆打，她都無所謂，以為自己可以得到那種從小就渴望的、被

照顧、被呵護的關愛。所以，她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地與不同的男人交往，但卻

一直一直地落空。在她的心裡，還是有個小女孩，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樣，希望能

有個男人（父親）陪伴她、保護她。 

於是，我們帶著媽媽看到她心裡的小女孩，再緊緊地擁抱這個小女孩，輕聲

地告訴她：要先愛自己，之後一定會有人懂得欣賞妳、愛妳的。也請她看看她自

己的 2個孩子，如同當年的她一樣，成長過程中，需要媽媽的陪伴與疼愛。於似

乎她懂了，接下來，她比較願意認真地上親職教育課程，準時的帶著孩子出席親

子活動，社工也建議她參加了職訓課程，希望能幫她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照顧

好自己跟孩子。 

本會服務結束 1年多，社工才在賣場遇到這家人，遠遠的就認出了長大的小

明跟妹妹，媽媽身邊也有一個男人，他提著採買的物品，跟他們有說有笑的走著。

社工沒有上前與他們相認，逕自離開，嘴角掛著微笑，一顆心終於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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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務照片 

  

家長個別輔導（攝於 2020年 12月） 
受虐兒童成長團體（攝於 2020年 8

月） 

  
受虐兒童個別輔導（攝於 2020年 12

月） 
家長成長團體（攝於 2020年 8月） 

  
親子活動（攝於 2020年 6月） 親職教育講座（攝於 2020年 5月） 

 

（五） 用愛包圍服務方案 

1.服務說明 

家庭是兒童少年最重要的成長環境，本會的用愛包圍服務，以「以兒少為中

心、家庭為單位、社區為基礎」的理念，運用團隊工作的形式，由社工與接受專

業培訓的家庭夥伴，進入家庭與家庭一起工作，提供以需求為導向且密集的個別

化服務。工作團隊透過與家庭成員召開家庭小組會議，並擬訂照顧及安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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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優勢觀點，引發家庭改變動力，並連結所在地的社區資源，共同協助兒少之

家庭發揮或提昇照顧等功能，使家庭能提供兒少完善的照顧、安全的環境及良好

的親職教育，降低兒少遭受虐待、疏忽或管教不當等事件的發生，確保兒少在安

全、健康的環境下成長，共同實現家庭新願景。 

 

2.服務內容及成果 

2020年度（統計至 2021年 3月 31日），本會於 21處單位，由 289位家庭

夥伴（包括親代和子代夥伴），提供 268戶家庭（751位家庭成員），共 8,022次，

計 14,132小時的到宅服務，並召開 286場家庭會議；其中有 91戶因家庭狀況獲

得積極的改善而結束服務。 

從服務內容統計，可見本服務落實多元內容以提供家庭個別化需求之特質，

除常態實施的「關懷支持」、「家庭關係促進」與「生活習慣指導與培養」，家庭

夥伴也致力家庭照顧者的「親職教育協助與示範」及兒少的「行為輔導」。其成

效則展現於家長親職技巧提升、增加親子間的正向互動經驗、家庭環境之改善與

維持及兒少負向行為之減緩，可見服務的實施均能回應家庭所面臨之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度雖然因為疫情影響，影響服務提供的頻率，然而在「輔

導運用社區/社會資源」以及「親職教育協助與示範」卻較往年呈現更密集的服務

次數，分別較往年增加許多，顯見家庭夥伴的服務，更能切合家庭成員的需求，

協助家庭成員增強家庭內部較缺乏的能量，進而提升家庭整體動力！ 

相信「家庭」是解決自家問題的專家為服務秉持的理念，從發掘每一戶家庭

獨特的優勢力量做起，細緻地陪伴家庭有品質的抵達他們想要的目的地。 
表五：服務內容（複選，單位：次） 

項目 

餐點

預備

示範 

親職教

育協助

與示範 

就業

協助 

家務

管理

指導 

生活習慣指

導與培養 

課業輔導/ 

生涯規劃 

關懷

支持 

行為

輔導 

輔導運用

社區/社會

資源 

家庭

關係

促進 

協助

就醫 

召開

家庭

會議 

舉辦 

家庭 

慶祝會 

其

他 
合計 

共計 220 2,524 114 802 2,823 1,310 6,913 1,903 1,050 3,157 466 286 116 163 22,002 

 

服務品質維護方面，本會提供家庭夥伴個別/團體督導、職前與在職等多元

教育訓練，強化關係建立與優勢眼光之技巧；為家庭夥伴儲備、增加服務的知能

與能量，成為服務家庭優質的示範與陪伴者，提供家庭適切的服務。 

 
表六：服務狀況 

項目 
家庭夥伴 

訓練時數 

合格 

家庭夥伴數 

提供服務 

家庭夥伴數 

服務 

戶數 
服務人數 結案戶數 

積極結案 

戶數 

共計 1,353.5 533 289 268 751 126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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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故事 

「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這是多數重組家庭裡可能面臨到的狀況，夫妻

雙方帶著各自前段婚姻的小孩，共組了另一段新的婚姻關係，在這過程中往往「母

親」這個角色相當難為，要如何兼顧子女的照顧。故事中的小佑，便是來自重組

家庭的孩子，小佑的父親帶著他與繼母結婚!繼母除了有前段的小孩外，也與小

佑的父親生下兩名子女。 

小佑是名患有過動症的小孩，且晚上睡覺時常會有尿床的現象，未穩定服藥

時，則會出現失控行為，如：罵髒話、捉弄同學、任意哭鬧等。而父親患有輕度

智能障礙，面對家庭問題、子女照顧等事情，都拋給繼母一人承擔。小佑曾對繼

手足出現不當的撫摸行為，當下遭繼母狠狠地修理。小佑平時也不懂得如何與父

親互動，雙方親子關係較為疏離。繼母平時需整理家務及處理子女間的爭執，時

常還需要擔心父親的工作不穩定，是否影響家中經濟生活，整個人精神壓力緊繃。

在面對小佑不當的行為議題時常常不曉得該不該管教，也會向個案社工表示「我

該做的都做了，他還是這個樣子，到底該怎麼辦啊？」 

個案社工在訪視過程中，看見了繼母的無助與也觀察到家庭親子互動的需求，

輾轉透過分享邀請家庭使用用愛包圍服務，用愛包圍從 2019年 11月進入家庭服

務，初期夥伴先從基本的信任關係開始，慢慢地引導繼母分享平時的生活型態及

遭遇子女衝突時，繼母的處理方式，每每說到激動處，繼母的情緒就容易被燃起，

高漲的情緒容易造成繼母換氣過度，親代夥伴先陪伴繼母整理自身情緒，提供自

我照顧之方法，並在繼母冷靜後，與其繼續討論，提供繼母合宜的互動方式，協

助家庭找到較佳的親子互動模式。 

子代夥伴則陪伴小佑聊聊他的平常生活，並帶著小佑一起整理充滿髒亂的臥

室，以及堆積數天的臭衣服。小佑因過動症及自身衛生習慣不佳，在學校人際關

係也不太好，加上小佑不懂得如何正確的與他人互動，有界限不明的現象。在子

代夥伴耐心的陪伴下，小佑逐漸卸下心防，更願意分享了！ 

長達一年多的服務期間，社工帶著夥伴們一起討論家庭現況，逐一評估家庭

現階段的需求，以及連結學校、醫院等資源。夥伴持續陪伴繼母持續關係小佑的

行為議題，並邀請父親承擔照顧責任，如提醒小佑早上服藥、帶著孩子們一起清

理廚房等，繼母現在也能修正管教技巧，在與夥伴分享時可以先具體說明自己的

處理方法，不再像過往一味要求親代夥伴代為處理；透過演練與練習後，小佑在

與家人的互動上減少了緊張感，並可以用語言表達情緒。用愛包圍進入家庭後，

在每個重要節日裡，舉辦慶祝儀式，為家庭帶來正向的連結，也從中看見小佑與

家人的相處模式一點一滴地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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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務照片 

個案社工帶領家庭一起召開家庭會議，
一起討論服務近況及訂定未來服務目
標。（攝於 2020年 08月） 

辦理夥伴面試說明會，當天參加人數
踴躍，並仔細聆聽用方案運作模式。

（攝於 2020年 04月） 

 
家庭開心出遊，在戶外與孩子們互動，

享用餐點。 
（攝於 2020年 03月） 

 
辦理家庭結案慶祝會，社工帶著家庭
一起回顧服務歷程，看見家庭的改變
與成長。（攝於 2020年 10月） 

 
夥伴與孩子互動，並寫下對自己的期
許，希望自己可以努力做到。 
（攝於 2020年 11月） 

 
夥伴進入家庭服務，教導孩子簡單料
理能力，減輕行動不便媽媽的負擔

（攝於 202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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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夥伴至冒險學校進行低空體驗及漆
彈射擊，培養夥伴間的溝通及凝聚力。

（攝於 2020年 09月） 

 
舉辦用愛包圍年度分享會，邀請夥伴
一同分享服務歷程及生命故事。 

（攝於 2020年 11月） 

 

二、家外安置服務 

（一） 親屬安置服務方案 

1.服務介紹 

依據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當兒童少年受到虐待、不當照顧，或無法繼續在親生家

庭生活時，政府單位可經由評估後，將其帶離親生家庭，交由合適之親屬家庭、

寄養家庭或兒童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照顧、保護。 

因此，「親屬安置」是一種以家庭為基礎的替代性服務。當兒童少年的親生

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如：虐待、疏忽、遺棄、主要照顧者亡故或入獄…等），失

去其原有之照顧養育功能時，或兒童少年不適宜在親生家庭中接受教養時，經由

政府單位社會工作人員進行專業評估後，將兒童少年安置於適當之親屬家庭中，

由親屬家庭代為照顧、養育及保護。 

根據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親屬家庭、寄養家庭及

兒童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同為兒童少年家外安置的場域，屬於兒童少年福利體系

中的正式資源，雖然將兒童少年交給擴大家庭的成員代為照顧是一個存在已久的

社會現象，然而多數都是在沒有政府單位正式的介入下運作，直到最近的三十幾

年間，各國才逐漸將親屬視為正式的家外安置資源。其後，基於兒童少年權利、

文化認同、實務需求、財政精簡等因素，親屬家庭成為家外安置服務中的優先選

擇之趨勢越來越明顯，西方國家如美、英、澳等，將需要接受家外安置的兒童少

年安置在親屬家庭中之比例也在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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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成果 

本會自 2011年開始接受政府委託此方案，2020.1-2021.3共有台北、桃園、

新竹、苗栗、雲林、屏東、宜蘭、台東、澎湖等 9 個單位承接此方案，2020.1-

2021.3新增親屬安置兒童少年數為 58名，每季平均有 78名兒童少年，結束安置

的兒少共 54名。 

表七：服務數據 

2020.1-2021.3 

親屬安置服務 

2020 

第一季 

2020 

第二季 

2020 

第三季 

2020 

第四季 

2021 

第一季 
總計 

每季新增兒少數 11 7 16 15 9 58 

每季結案兒少數 9 4 18 4 19 54 

 

2020.1-2021.3每季服務中親屬安置兒少數 (人) 

2020 

第一季 

2020 

第二季 

2020 

第三季 

2020 

第四季 

2021 

第一季 

75 78 74 80 81 

為協助兒童少年穩定的成長及發展健全的人格，並協助其適應新環境，使其

於親屬家庭中學習正確的生活規範與行為模式，待親生家庭的親職照顧功能重建

後，能帶著良好的身心狀況返家。因此，兒童少年安置於親屬家庭後，本會即針

對其個別需要，詳列輔導計畫進行服務。 

社工人員藉由每個月的家庭訪視、學校訪視、電話聯繫等方式，來了解兒童

少年生活適應的狀況，也透過個別會談輔導、成長團體、育樂活動、課業輔導、

早期療育與親生家庭維繫服務等，來滿足其各項成長之所需。 

此外，為提升親屬家庭照顧兒童少年的資源與能力，本會規劃一系列的在職

訓練，並且主動建構與提供在照顧兒童少年時的支持性服務。期待藉由更完備、

專業化的服務，協助親屬家庭可以更為妥適帶給兒童少年良好的照顧。 

 

3.個案故事 

小浮媽媽因詐欺入獄，爸爸因毒品案四處躲藏，將小浮託付友人，因小浮無

人照顧且親友皆無法協助照顧，故緊急進行保護安置。後續安置於小浮的保母家。 

安置於保母家後，雖然小浮情緒控制仍有困難，但保母(親屬家長)提供穩定

關懷與照顧，此依附關係讓小浮穩定於親屬家庭中成長。隨著小浮漸漸認同保母，

願意敞開心胸的在家中生活；逐漸熟悉新生活的小浮，能夠自在的學習，小浮甚

至可以成為保母和導師的小幫手，在家協助照顧年幼的弟弟，在校則可協助老師

進行簡單文件的傳遞。看見了小浮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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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務照片 

  
親屬安置兒少參加親子活動 

(拍攝日期：2020.10.31) 

親屬安置說明會 

(拍攝日期：2020.11.28) 

 

（二） 寄養安置服務方案 

1.服務說明 

寄養安置服務屬於兒童少年福利中替代性服務之一，當父母罹患嚴重疾病、

入獄；或照顧者不適任親職，虐待兒童少年或疏忽照顧等因素，造成兒童少年員

生家庭無法繼續穩定且有品質的提供親執照顧，甚至阻礙兒童少年身心健全成長

時，國家透過公權力的介入，安排適合的寄養家庭，作為提供兒童少年一個有計

畫期間的替代性照顧。 

為協助寄養兒童少年穩定的成長及發展健全的人格，並協助其適應新環境，

使其於寄養家庭中學習正確的生活規範與行為模式，待原生家庭的親職照顧功能

重建後，能帶著良好的身心狀況返家。因此，寄養兒童少年於接受本會寄養安置

後，即針對個別需要，詳列輔導計畫進行服務。藉由家庭訪視、電話聯繫或到校

訪視等方式，來提供寄養兒童少年包含生活適應協助等各類服務。另外，藉由個

別會談輔導、育樂活動、課業輔導、早期療育與原生家庭維繫服務等，來滿足其

各項成長之所需。 

 

2.服務內容與成果 

(1)寄養兒童少年服務概況 

2020年度，本會服務中的寄養兒少數為 1,754名，其中新增寄養兒童少年數

為 537 名，結束寄養安置的兒童少年有 505 名。以下針對各項類別進行數據統

計，並綜整服務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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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年「新增安置」、「安置中」與「結束安置」期間寄養兒少「性別」與「身

份」佔比 

項目 
新增安置 安置中 結束安置 

個案數 百分比 個案數 百分比 個案數 百分比 

男性 
一般 232 43.20% 748 41.73% 209 41.39% 

原住民 39 7.26% 140 7.64% 41 8.12% 

女性 
一般 219 40.78% 732 42.65% 221 43.76% 

原住民 47 8.75% 134 7.98% 34 6.73% 

 

(3)2020年「新增安置」、「安置中」與「結束安置」期間寄養兒少「年齡」佔比 

年齡 
新增安置 安置中 結束安置 

個案數 百分比 個案數 百分比 個案數 百分比 

0歲~未滿 3歲 168 31.28% 263 14.99% 50 9.90% 

3歲~未滿 7歲 176 32.77% 695 39.62% 186 36.83% 

7歲~未滿 12歲 143 26.63% 575 32.78% 187 37.03% 

12歲~18歲 50 9.31% 221 12.60% 82 16.24% 

 

(4)寄養「安置中」與「結束安置」兒童少年「安置時間」佔比如下，50%以上兒

少安置時間皆落在「6個月至未滿 3年」期間。 

安置時間 安置中個案數 百分比 結束安置個案數 百分比 

未滿 3個月 170 9.69% 51 10.10% 

3個月-未滿 6個月 169 9.64% 38 7.52% 

6個月-未滿 12個月 267 15.22% 71 14.06% 

1年-未滿 2年 381 21.72% 118 23.37% 

2年-未滿 3年 296 16.88% 96 19.01% 

3年-未滿 4年 176 10.03% 43 8.51% 

4年-未滿 5年 108 6.16% 34 6.73% 

5年-未滿 6年 66 3.76% 21 4.16% 

6年-未滿 7年 37 2.11% 11 2.18% 

7年-未滿 8年 23 1.31% 6 1.19% 

8年以上 61 3.48% 16 3.17% 

總計 1,754 100% 505 100.00% 

 

(5)「安置中」寄養兒少福利別以「一般戶」為多數，佔 56.73%，其次為低收入

戶佔 27.77%。 

兒少福利別 個案數 百分比 

一般戶 995 56.73% 

低收入戶 487 27.77% 

中低收入戶 202 11.52% 

特殊境遇家庭 14 0.80% 

其他 29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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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寄養家庭服務概況 

2020 年度本會服務期間寄養家庭戶數 1,160 戶，新加入寄養家庭服務為 70

戶，結束並退出寄養家庭服務為 103戶。本會於寄養安置服務推展過程中，為讓

更多有愛心的家庭加入寄養服務行列，家扶中心全年度不定期招募寄養家庭，

2020年度全國共辦理 390場招募活動，參與人數共計 33,131人次，主要透過報

章雜誌、口耳相傳、宣傳簡介等發佈招募訊息，因此共計 666戶詢問、136戶家

庭提出申請。為了帶給兒童少年更完善且健全的服務，近年來本會對寄養家庭審

核標準、專業訓練的把關與規範皆更趨嚴格，經過資格審核及培訓合格者，共有

70戶新寄養家庭加入寄養服務工作，核准率為 10%。 

 

A. 2020 服務中寄養家庭，一般寄養家庭 998 戶、單親寄養家庭 131 戶、

專業寄養家庭 31戶，總計 1,160戶。服務中的寄養家庭父母年齡分佈

如下，寄養家庭父母年齡仍以 55歲以上佔多數。 

年齡 寄養母親 寄養父親 

30歲~未滿 35歲 1.16% 0.81% 

35歲~未滿 40歲 3.03% 1.93% 

40歲~未滿 45歲 7.40% 5.47% 

45歲~未滿 50歲 16.58% 10.84% 

50歲~未滿 55歲 23.44% 20.77% 

55歲以上 48.40% 60.18% 

 

B. 2020 結束服務寄養家庭，一般寄養家庭 88 戶、單親寄養家庭 15 戶、

專業寄養家庭 0戶，總計 103戶。結束服務的寄養家庭原因如下： 

結束原因 戶數 百分比 結束原因 戶數 百分比 

倦怠 10 10% 不符合寄養家庭條件 4 4% 

失望 0 0% 不適任 12 12% 

遷移 7 7% 不能與機構配合 20 19% 

生病或死亡 7 7% 對機構不滿 2 2% 

家人不支持 5 5% 退休 23 22% 

家庭發生變故 3 3% 其他 28 27% 

受到原生家庭之威脅或騷擾 0 0%    

 

C. 2020結束服務寄養家庭年資以 10年～未滿 15年及未滿 1年占最多。 

結束服務年資 戶數 百分比 

未滿 1年 20 19% 

1年～未滿 2年 12 12% 

2年～未滿 3年 6 6% 

3年～未滿 4年 6 6% 

4年～未滿 5年 5 5% 

5年～未滿 6年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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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未滿 7年 1 1% 

7年～未滿 8年 4 4% 

8年～未滿 9年 6 6% 

9年～未滿 10年 3 3% 

10年～未滿 15年 19 18% 

15年以上 15 15% 

 

3.案例故事 

阿尼因年幼時嚴重受虐，家人把阿尼當狗養，也當狗打..寄養安置後發現阿

尼有智能與情緒議題，甚至出現嚴重行為問題。因為照顧不易，使得阿尼寄養安

置期間更換家庭及轉學。阿尼有ㄧ段時間就像個外星寶寶，除了寄養媽媽外，拒

絕與外界溝通，加上阿尼常有許多失序的行為，讓大家傷透腦筋。 

我們也發現，阿尼小小的身體竟然如鋼鐵般僵硬，我們決定讓阿尼從身體療

法開始，透過如照顧嬰兒般的按摩得到了撫育的力量，重新經歷生命初期的照顧，

後續銜接到馬術團體，藉著動物的敏感與療育，重建與他人信任關係與學習同理

心，接著透過遊戲治療協助阿尼與學校接軌，也讓阿尼能清楚自己狀態與人際界

線，逐漸展開人際關係，甚至參與了馬術小選手比賽。 

 

4.服務照片  

 
 

【寄養家庭表揚暨授證典禮】 

(拍攝日期：2020.3.7)  

【寄養兒少英語冬令營】 

(拍攝日期：2020.2.6) 

 
 

【寄養/儲備寄養家庭在職訓練 【寄養家庭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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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日期：2020.11.9) (拍攝日期：2020.8.1) 

  
【寄養家庭招募說明會】 

(拍攝日期：2020.12.11) 

【寄養兒童成長團體】 

(拍攝日期：2020.8.15)  

 

（三） 寄養安置－少年自立生活協助方案 

1.服務說明 

安置服務做為兒童少年保護服務最後一道防線，在孩子接受安置的期間，替

代家庭的功能，協助兒童少年能夠獲得生活、教育、醫療等基本照顧，維護兒童

少年基本生活權益。因此，就像每個家庭對於孩子的期待，我們希冀每個孩子離

開家外安置的服務時，都能擁有在他的年紀應該具有的能力。 

家外安置體系的孩子，因為家庭功能的不足，更需要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學

習到該年齡階段應該具有的能力，如基本的自我照顧、自我保護、尋求資源的能

力等。 

原則上，住進寄養家庭的兒童少年皆會依其年齡及發展進行獨立生活能力的

養成跟訓練，讓孩子有基本的自我照顧能力。參與自立服務方案的年齡為 12歲

以上至 18歲少年，其中又依年齡分成進行不同階段的能力建構與準備，分別為

自立生活能力建構、自立生活準備、自立生活適應服務。 

 

2.服務成效 

少年自立生活協助方案服務對象為 12-18 歲之本會家外安置少年，2020 年

有 17個中心提供少年自立生活協助方案，平均每季參加自立方案的寄養兒童少

年共有 65名。方案辦理形式多樣且豐富，各中心在規劃少年自立生活協助方案

皆有不同的形式及主題。自立能力發展主題包括生活能力、社會能力以及心理能

力等，依照成員的需求，以團體或個別的方式規劃相對應的活動。服務對象除了

提供家外安置少年，亦針對其寄養家長辦理本方案的服務說明，讓寄養家庭具備

相關知識及服務的理念與目標，協助寄養兒少建構、適應自立生活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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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21.3 每季服務中寄養自立少年數(人) 

2020 

第一季 

2020 

第二季 

2020 

第三季 

2020 

第四季 

2021 

第一季 

69 69 56 65 64 

 

3.案例故事 

今年剛滿 12歲的阿仁，過去需要獨自照顧妹妹與精神狀況不佳的媽媽，直

到母親長期住院療養後，阿仁便進入寄養家庭。 

在一次電腦課程練習時，阿仁驚訝表述他不知道電腦可以如此貼近生活；暑

假期間的自我探索團體，他重新看見自己，並整理與他人的關係。從活動中，看

見阿仁散發著自信，這種自信是能夠具體表達自己想要的，或是自己對事情的想

法；願意主動承擔責任，對於無法做到的事情，也能夠說得清楚。 

阿仁在每次團體參與中，總是努力表達自己的想法及全新投入，因為對他而

言，這不單單只是一場活動的參與，而是培育自己具有更多能力的機會。 

 

4.服務照片 
  

自立生活能力建構-探索體驗活動 

(拍攝日期：2020.4.18) 

自立生活能力建構-生活技巧 

(拍攝日期：2020.5.23) 
  

寄養少年自立團體活動-成長團體 

(拍攝日期：2020.8.1) 

寄養少年自立團體活動-生活技巧 

(拍攝日期：20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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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構安置─少年自立生活協助方案 

1.服務說明 

每位安置兒少都有離開家外安置服務的時候，幸運的兒少能夠順利返回原生

家庭，但也有為數不少的原生家庭無法恢復其應有之功能，使得兒少必須倚靠自

己的力量，獨自努力地渡過未來的生活。 

因此，對少年來說，自立過程相對也是艱辛的，安置服務作為少年自立前服

務關係密切的單位，扮演協助少年自立生活最為重要的角色，是故，本會安排自

立生活協助方案以作為少年離開安置體系前的一個過渡、預備的計畫，該方案分

為三大主軸，分別為自立生活能力建構、自立生活準備、自立生活適應服務，服

務階段則以兒童少年的年齡作為主要服務區別，希冀藉由服務的提供，協助少年

學習基本生活技能，離開機構後，能不依賴社會救助，順利過渡到成人，達到獨

立與自足。 

 

2.服務成效 

當安置兒少新進入園到本會接受安置服務，即開始接受服務與課程/活動，

本方案主要培育少年基本自立生活能力、自律能力以及自立後的適應狀況。據此，

109年本會總計 6所安置機構(大同、宜蘭、雲林、南投、花蓮、澎湖)，為 99位

機構安置兒少提供自立生活協助服務，主要服務內容以協助少年學習並具備自立

生活所需之能力，例如：家務清潔、簡易烹飪、財務管理、生活作息規劃與管理、

自我照顧、個人衛生與健康、租賃房屋、職場體驗以及生涯規劃等項目，希冀透

過課程、團體、職業探索、體驗學習等方式，讓少年學習負責、培養自尊、增進

自我認同，以有效提升少年未來離開安置機構後的社會適應。 

 

3.案例故事 

【失依兒讀大學】跌跌撞撞，我能自立！ 

 

儘管離開原生家庭，我仍然可以自己努力考取大學 

儘管父母不在身邊，我仍然可以自我摸索熟悉新學校 

「阿民」兩年前因為經常流浪在外未歸而來到家園生活， 

兩年來安置家園老師們努力陪伴與訓練下， 

阿民克服先天疾病限制， 

努力補修學分完成高中學業、努力學習情緒處理的方法、 

努力學習下廚打理自己三餐、努力勇敢不在遇到挫折那麼脆弱… 

 

澎湖希望學園投入在地兒少安置工作已 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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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民為唯二順利考取大學的孩子。 

在這段漫漫辛勤陪伴成長的工作歷程中， 

當孩子離巢，總是放不下擔心、總是嘮嘮叨叨的東提醒西提醒… 

而我們也會練習，將「擔心」化為「相信」， 

祝福孩子面對接下來生命中的困難。 

 

4.服務照片 

  
運用天下第一招-處理自我感受、自我肯定 

(拍攝日期:2020.01.23) 

攜手扶持創造孩子們共同的恆毅力 

(拍攝日期:2020.07.29) 

  
學習如何時間規劃 

(拍攝日期：2020.10.24) 

自立生活適應 

(拍攝日期:2020.09.12) 

 
 

自煮餐食 

(拍攝日期：2020.09.21) 

藉由城市間移動練習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拍攝日期：20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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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機構安置─兒少自主規劃服務 

1.服務說明 

伴隨著兒少權益的發展，機構安置逐步走向家庭式照顧模式，因此類家庭式

管理推動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安置機構依著團體管理的生活方式，有固定作息

時間、生活規範，服務過程中，觀察安置兒少因著管理方式而導致生活自主權低

落，造成易仰賴工作人員提供協助以解決問題。 

兒少自主規劃服務係以增權及優勢觀點為基礎，工作團隊可以從生活的各層

面落實兒少自主規劃，如家庭旅行，讓個案選擇地點並分工規劃旅行；寢室佈置

活動讓個案規劃生活的空間，營造友善，增加個案自主自決的能力，進而為自己

的權益發聲並學習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2.服務成效 

本服務主要以安置兒少為主體，加強兒少休閒、參與及表意權。109年本會

5所安置機構(大同、雲林、南投、花蓮、澎湖)、總計 75位機構安置兒少參與本

服務，主要規劃寢室佈置、家庭旅遊、社區服務、倡議活動等項目內容，藉此充

分引導、展現安置兒少於生活空間、生活安排等自主規劃能力與參與，提高安置

兒少生活滿意度，以期落實及保障兒少權益與需求，促進其身心發展。 

 

3.學員回饋 

在奧萬大，我放著方鬆的心情、輕盈的步伐，走完了那麼長的路程，途中有

雨水的相伴，它滋潤了大地，也滋潤了我，新鮮的空氣相隨讓我的腦袋不缺氧，

更加有活力。  

走吊橋時，我的腿都不敢抬起來，因為真的太可怕了，但是我還是把它走完。

在薰衣草森林，因為我本身就非常喜歡薰衣草，所以我超開心的。在新社古堡，

覺得那邊古色古香的，非常漂亮，也拍了許多照片。  

我覺得這次活動的時間和項目都安排得很好，我最喜歡的還是去涉水步道，

雖然下午不幸下起雨，但還是澆不熄我想玩水的心，下水時覺得非常冰涼，走在

健康步道上，覺得腳很痛，…，我超喜歡腳下那種冰冰涼涼的感覺，好想玩! 

青蛙石步道路途很長，要有耐心及意志力，走的時候才不痛苦，走完這一趟，

我的腳挺酸的，晚上要多多抬腳。謝謝阿姨及督導帶我們出來呼吸新鮮空氣!  

從帶領參觀並解說居住環境，趣味團康活動設計安排，感受到都是非常的用

心賣力， 令人佩服感動，覺得我們也可以學太鼓，太吸引我了。 

機構交流中，他們表演真的很棒，打鼓、唱歌超級厲害的，而且雖然是男生，

但房間卻是整齊又乾淨，讓人感到很舒服，看來我們要自我檢討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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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闖關遊戲有拿到了禮物，覺得很開心；我在九族刺福球，刺到很多次，還

有紋面也很有趣；玩遊樂設施，真的很棒。  

這次的泡泡足球比賽，真得非常有趣，運動量絕對讓身體更好，最好每個禮

拜都來一次，可以運動健身。這次的比賽很開心，雖然我什麼都沒有動，但真得

很開心，也可以與其他機構的人交流，而且在服務他人的過程讓人相當愉快且覺

得有其意義。      

節錄自大同育幼院，108年度第十二屆家扶希望盃成果報告 

 

4.服務照片 

  

兒少環保倡議行動 

(拍攝日期：2020.12.12) 

小家旅遊 

(拍攝日期：2020.08.09) 

 

 

兒少權益討論 

(拍攝日期：2020.09.12) 

學習利用零用金購買必需品 

(拍攝日期：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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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出遊 

(拍攝日期：2020.08.09) 

家庭日 

(拍攝日期：2020.07.22) 

 

三、心理創傷復原服務 

1.服務說明 

在兒童少年保護個案工作的過程中，本會看到遭受身體或精神虐待、性虐待

與疏忽的兒童少年，以及因為家庭變故(父母離異、天然災難、親人死亡、安置過

程的創傷)使得發展需求被剝奪、抑制的兒童少年，在創傷經驗中變得自卑、社會

技能低落、攻擊性、退縮、憂鬱、被動、經常性的焦慮、害怕、恐懼、抗壓性低，

以及有深刻罪惡感等。這些傷害對兒童少年的身體健康、心理發展、人格、行為

和社會適應造成的極大傷害與負面影響。倘若這些受虐兒童少年心中壓抑著沮喪、

憤怒、焦慮、不安等情緒，將使得他們表現出不信任他人、孤立、退縮、攻擊、

學業挫敗、輟學、逃家、自殺、藥物濫用等行為困擾；或者因立即或延宕的創傷

後壓力症候，影響其社會適應及人際關係建立等問題。此外，身為成人的家長(或

照顧者)也會因為家庭變故、喪親哀傷、童年受暴、親職壓力、生活適應等因素，

影響生活上的功能，也在兒童少年的照顧上產生困境。 

因著看見服務家庭成員的心理創傷需要即時介入處遇，本會自民國 82年起，

整合心理創傷復原專業服務團隊，設立彩虹屋-「一個專為受虐兒童少年及其家

庭提供輔導的專業服務場所與設施」，為受虐兒童少年及其家庭提供完整的專業

支持與輔導，協助其從創傷中復原、恢復身心理健康，並有好的社會適應。 

2.服務內容及成果 

2020年度，本會於 33處單位，由 384位輔導服務人員，服務協助 811位兒

童少年，467位家長（照顧者），另協助 150戶家庭(222位家庭成員)進行家族/親

子諮商，全年度總服務時數為 16,240.5小時。並有 604位服務對象因所面臨困境

獲得改善而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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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個別諮商 結案 積極結案 團體輔導 

兒童少年 811名 8,909人次，共 10,473時 424人 337人 87次 

家長(照顧者) 467名 3,533人次，共 4,330時 275人 199人 45次 

家族(親子) 222名 1,372人次，共 1,437.5時 67戶 68人 24次 

 

服務團隊於年度中與各領域專家，召開近千場各式評估會議，針對服務對象

的需求、服務目標、問題改善程度，進行持續的評估，提供最貼近需求的服務並

掌握服務品質。年度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在兒少部分：主要處遇「心理問題」、

「行為問題」、「壓力紓解」、「親子關係」與「人際互動」；在家長部份：主要協

助「親子關係」、「心理問題」及「壓力紓解」。在服務影響層面，服務對象多因

創傷經驗而與「安全感」失去連結，也對關係的親疏感到焦慮，致產生各種適應

困難甚或負向試探的行為。因此，工作團隊以建構服務對象安全、接納的內在狀

態為首要目標，減緩服務對象的創傷反應與壓力，促進兒少在家庭內成長與發展。

其成效則進一步展現於親子關係的穩定，並以培育健康的依附為長程目標。另，

工作團隊致力提升服務對象的環境保護因子，在治療關係以外，持續經由社工處

遇、社區重要他人的協助，以維繫服務的成效。 

 

3.案例故事 

小羽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乖巧順從，然而總是給人一種彷彿置身事外的感覺，

常常投入在只有自己的世界中，也完全不會受外界刺激的干擾，在寄養家庭已經

生活 10年，然而與寄養家庭的依附連結也像抽離一般，無法建立深厚的連結。

過去為協助小羽修復早期不當管教的退縮、不信任等創傷反應，轉介了心理創傷

服務長達一年半時間，期間有二十次由專業諮商師提供服務，然而歷程中，小羽

的遊戲模式均沒有改變，爾後轉為實習生陪伴，遊戲模式均相同無變化，歷程皆

想保持自己完美的形象，服務沒有進展。 

「親子遊戲治療」是近年來推行的服務治療方式，透過邀請家長與諮商師共

同一起進入遊戲室，學習運用遊戲治療語言回應孩子玩玩具的歷程，目的是回應

孩子情緒，協助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緒發生了甚麼事，也協助家長與孩子有更緊密

的連結。 

因此，小羽的寄養媽媽在參加家長親子遊戲治療的課程至第四次時，對於親

子遊戲治療的操作模式感到有興趣，期待能親自與小羽一起參與操作，協助小羽

與他人產生信任的連結，也協助小羽了解自己的情緒，在經過半年的訓練後，寄

養媽媽開始個別與小羽進行親子遊戲治療，服務期間小羽開始有些轉變，遊戲內

容慢慢的從煮食、芭比的遊戲推展到其他多元的遊戲內容，而現實生活中，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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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進展則是開始會向寄養媽媽表達自己的需求，在生活中發現小羽開始能有

自己做決定的行為，寄養媽媽表示或許有些家長對於孩子會做決定感到頭痛，但

是在養育小羽這 10年的歷程，看見她會自己做選擇及決定，是一件讓她非常感

動的事情。在服務的推演中，寄養媽媽發現自己與小羽的連結越來越緊密，最讓

她意外的是，小羽對她表達我愛妳，在十年的養育期間，小羽未曾表達過愛，這

份情感也讓寄養媽媽知道在這段陪伴的歷程裡幫助了小羽敞開心房，也幫助了自

己對小羽更感同身受。 

這群參加親子遊戲治療的寄養家長們在這個歷程中皆具有強大的學習動機，

除了既定課程外，為協助孩子的狀況更為穩定，更增加了服務的頻率，持續與孩

子們進行了超過一年的服務，這段歷程，孩子的與寄養家長的依附關係更為緊密，

在過去的依附混亂關係中，孩子往往感到不安、焦慮，對於環境及人群都有許多

不信任並測試界線的反應，透過這段時間的親子遊戲治療陪伴，孩子們現在能展

現自信感、能力感，更能表達對他人的安全與信任，感動地聽到孩子們對寄養家

長表達「我好愛你」時，內心不禁悸動，感謝諮商師與工作人員一路在療遇過程

的努力不懈與無私地付出。 

 

4.服務照片 

  

親子遊戲治療（攝於 2020年 12月） 夫妻家長諮商服務（攝於 202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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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馬術治療 

（攝於 2020年 9月） 

諮商服務過程評估會議 

（攝於 2020年 9月） 

  

兒童性別教育團體 

（攝於 2020年 8月） 

兒童團體戶外活動 

（攝於 2020年 4月） 

  
親子遊戲治療團體督導 

（攝於 2020年 7月） 

諮商評估會議 

（攝於 2020年 11月） 

 

專員： 2021.06.08 

主管： 2021.06.22 2021.0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