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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賦能計畫
陪伴「兒少保護家庭」前進

為了促進兒童與照顧者發展正向親子互動關係，衛福部自 2022年起推動「兒少保護 6歲以下親
職賦能服務計畫」（簡稱親職賦能計畫），由各地方政府自行或結合民間團體協力辦理，針對 6

歲以下兒童保護家庭，引入到宅親職引導員，透過專業陪伴，讓家庭功能恢復健全與正向。

10 衛福季刊｜� 41期 ｜ 2024. 06

焦點



陪伴更重於指導　 
到宅一對一新模式

據衛福部統計，臺灣去（2023）年兒少保護

通報案件共 5萬 6,796件，其中 1萬 2,646件經

調查評估後列為保護個案，受虐類型包括：身心

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疏忽、目睹家暴、遺

棄等。

這些案件中，被害人年齡小於 6歲者計

2,868件，其中 3歲以下 1,202件，占 41.9%。由

於在 0至 3歲的大腦發展階段，兒童與照顧者間

的互動不僅影響兒童身心發展，更牽涉到未來的

人際關係發展與社會適應，因此衛福部突破過往

向施虐者提供諮商輔導或一般親職教育課程的

作法，引進國外SafeCare、NFP（Nurse Family 

Partnership）等方案，給予到宅一對一指導，在

服務過程中承接與理解家長的生活壓力與管教

情緒，幫助家長學習情緒調節，藉此與家長建立

信任關係，一起觀察孩子的行為或特殊性，拓展

家長對孩子行為的理解，同時藉由親子按摩、共

讀、共遊等活動增進親子互動與情感，從日常生

活脈絡中陪伴照顧者找到適合的教養方式，以減

少不當管教風險，阻斷暴力的代間循環，更協助

兒童與照顧者建立正向互動關係。

陪伴照顧者處理情緒　 
累積教養經驗

照顧者為何會成為施虐者？主要原因為缺

乏親職知識、習於體罰或不當管教、負向情緒行

為特質、親密關係失調。因此要幫助他們走出習

以為常的打罵教育模式，不僅要充實育兒知識，

也要讓他們從內而外長出能力，這正是「賦能」

二字的關鍵所在。

研究顯示，0至 6歲的兒童若能與照顧者發

展早期正向經驗，對往後的人際關係發展與社會

適應有正向助益，尤其 0至 3歲正處兒童大腦發

展階段，照顧者與兒童的互動關係影響其整體身

心發展甚鉅。綜整國內外親職教育方案的經驗，

若能在兒少保護家庭日常生活的脈絡中，透過立

即的邀請、引導與示範，引導照顧者反思、理解

兒童的行為，讓照顧者以新學習到的方式取代舊

有教養方式，將有助減少不當管教風險。

因此，衛福部補助各地方政府召募、訓練親

職引導員每週到宅 1-2次，至少服務 3個月，在

家庭的生活情境中以一對一的方式陪伴家庭，深

化父母或照顧者親職技巧與因應，讓需要服務的

兒童保護家庭得到妥善照顧，預防兒童虐待事件

再發生。在這段歷程中，處理照顧者的內在情緒

問題是最優先也最關鍵的課題，要陪伴其覺察自

我與原生家庭的議題，瞭解自己在教養孩子過程

中情緒被引發的關聯，以理解情緒脈絡，減少遭

莫名情緒的影響，進而在衝突當下做出對孩子有

利的選擇。

在各地方政府推動上，臺東縣政府與財團

法人台東縣好事日常教育基金會（簡稱好事日

常）攜手進行當地親職賦能計畫，雖地處偏遠，

資源、人力相對缺乏，仍能運用過往長期投入兒

童及家庭工作、推廣正向教養的經驗，在本計畫

推動之初，即迅速以符合本計畫核心精神方式

來推動執行。好事日常總監蔡美燕回顧，有些照

顧者很堅持自己的教養方式是對的，且抗拒外來

的介入，親職引導員要走進他們的心，靠的是一

次一次的陪伴，讓對方感覺到自己有需要的時候

有人陪在身邊。親職引導員陪伴照顧者正視並同

理他們的教養困擾，然後討論能如何做，透過親

職引導員在服務過程中的傾聽、同理、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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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提升父母親職功能，也帶來親子關係的促
進，在成功的時候分享愉快與成就感，失敗時仍
給予陪伴與支持，一起累積教養上的成功經驗並
內化到日常生活，以迎向下一次的挑戰。

曾有位參與計畫之重度憂鬱症的媽媽，在
親子衝突急躁數落孩子的各種行為，也加重藥
量來緩和自己，親職引導員以「我看到了你好努
力的想辦法讓自己不要傷害孩子」，對其表達同
理，讓原本固執的母親釋懷哭泣。蔡美燕解釋，
在工作過程中要先讓照顧者感受到親職引導員
接納與不批判的態度，才有機會彼此討論更有效
能的親職教養策略。

計畫中甚至有照顧者在覺察自身原生家庭
議題與帶養經驗的連結後，開始對幼兒情緒議
題充滿興趣，在結案後並先後完成托育人員培

訓與基金會提供的在職教育，將成為育兒指導

計畫的指導員。

找出專屬「愛的語言」　 
培養親子間正面力量
「其實世界上沒有所謂最好的父母，每一個

人都是獨特的。」蔡美燕指出，親職賦能計畫強

調的是陪伴而非指導，除了協助處理作為一個家

長可能面臨的困難外，更重要的是陪伴家庭成員

如何看到彼此的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每

個家庭也都有自己專屬的「愛的語言」、「愛的行

為」，親職引導員透過一次次的服務，引導家長

接納自己及家人原本的樣子，也去欣賞自己和家

人的優勢能力，在這樣的基礎下，家庭才有機會

邁向正向功能發展。

親職賦能服務目標與切入點 

日常照顧與親子互動

家長 孩子

與家長一起觀察孩子，理解
孩子的發展或特殊性，拓展
家長對孩子行為的理解，學
習正向教養。

藉由親子按摩、共讀、共遊增進情感，
從日常生活與家長討論帶養困難。

承接家長生活壓力及管教下的情緒，
幫助家長學習情緒調節；與家長一同
發現原生家庭議題與過去的創傷如何
影響教養與親子關係。

情感的共同調節

服務目標
1.促進親子關係，預防
兒虐再度發生

2. 阻斷代間循環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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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照顧者接納了自己是怎麼樣的人，也接納

了孩子還那麼小就是會吵鬧會頑皮，但也仍有其

優點，當不再強求事事要如想像一般完美，也開

始有能力暫停過往慣性的負面思考，並找出不同

觀點的看法，也就能逐步找到有利孩子的新的教

養方法。「有了覺察，也有了新的選擇。」例如

在面對孩子鬧脾氣時可以嘗試不聚焦在孩子的

脾氣上、從親職引導員有耐心教導孩子的示範中

思考如何不被暴躁的情緒牽著走。當照顧者自己

的心情先放鬆下來，親子關係也較容易從緊張轉

向為互相給予正面力量。

「照顧者好，孩子才會好。」蔡美燕強調，

6歲以下的兒童就是需要依附著家庭才能生存，

最理想的幼兒發展環境是家庭式、有穩定的照

顧者，過往經驗中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即便狀況再

不佳，但孩子還是不願意離開父母到不熟悉的地

方生活。相較之下，雖然安置機構有資源、有人

力，但機構照顧者較無法給予孩子穩定的教養，

也不易跟孩子共同磨合出一個對家的共識，這都

顯示讓孩子在原生家庭成長是最好的選項，也因

此親職賦能這項工作更顯重要。

第一線工作者有後盾　 
合力張開社會安全網
「即便孩子被安置了，我們也會持續跟原生

家庭工作，希望他們做好準備讓孩子回家。」政

府提供了大量資源陪伴原生家庭復原，當孩子被

帶離身邊後，照顧者通常會更為積極的配合與學

習，盼望爭取重新團圓的機會。蔡美燕認為，既

然都要協助這些家庭，那麼她希望在家庭走到孩

子安置之前，能多一點努力先接住他們。

親職賦能計畫的親職引導員需要與地方政
府的社工密切合作，社工是主責工作者，引導員
則是協力的夥伴，除了到宅提供照顧者支持外，
當他們進入這些家庭後，也有機會看見家庭的需
求，也許是照顧者成長過程帶著的原生議題、也
可能是伴侶關係，甚或是需要就業協助等，他們
就能將這些資訊與社工分享，讓社工再去連結兒
少保護家庭充權計畫或其他的服務資源，協助家
庭進行居家環境改善、提供兒少及其家庭就醫、
治療、教育與托育等費用、物資服務等，讓家庭
的需求及時被滿足，支持並協助家庭穩定功能，
進而提供兒少安全的生活與學習環境，降低家庭
的壓力與風險。

蔡美燕認為，親職賦能計畫嘗試以到宅一
對一的模式，透過陪伴與親職示範來提升兒童
保護家庭的教養功能與親職能力，另衛福部每季
舉辦分區督導，傾聽與陪伴第一線工作者的心得
與感受，彼此經驗分享，大家合力張開社會安全
網，不漏接每個需要的人。

財團法人台東縣好事日常教育基金會 
總監 蔡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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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兒少保護親職教育互動式
數位教材－幸福敲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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