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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扶基金會社會工作處 藍元杉 

國外服務方法在本土情境落實的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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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找到愛、凝聚力、支
持與溫暖 

家庭的自尊與自我效能感
提高 

家庭成員能相互理解、彼
此接納 

工作團隊達成具體的目標 

家庭的社會支持與社會融
合增加 

家庭更能使用非正式資源與自
然支持網絡 

家庭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 

家庭善於看見自己的優勢 

家庭對於未來有希望感 

家庭變得能夠表達需求與知道
如何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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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效果追蹤：結案一年個案的家庭訪視與會談 

經濟弱勢家庭 

家庭編號 家庭類型 結案原因 結案成效追蹤觀察 

a 
雙親家庭，三名
未成年子女 

環境衛生改善 
生活規律性增加 
案母情緒獲得支持 
親子互動關係改善 

環境衛生改善幅度下降 
維持穩定的生活規律 
案母情緒負擔仍大 
親子互動關係良好 

b 
單親母親家庭，
三名未成年子女 

環境衛生改善 
親子關係漸佳 

環境衛生改善情形維持 
親子互動關係良好 

服務效果追蹤：結案一年個案的家庭訪視與會談 

兒童保護家庭 

家庭編號 家庭類型 結案原因 結案成效追蹤觀察 

c 
單親母親家庭，
三名未成年子女 

照顧者（案祖母）親職
能力改善 
案童自我照顧能力提升 

主要照顧者改由案母擔任 
案童自我照顧能力維持 
未有新的兒保事件發生 

d 
單親母親家庭，
二名未成年子女 

照顧者情緒管理與親職
能力改善 

照顧者情緒管理與親職能
力維持進步，親子關係良
好 
未有新的兒保事件發生 

e 
單親母親家庭，
一名未成年子女 

照顧者親職能力提升 
親子關係改善 

照顧者親職能力維持進步 
親子關係良好 

經濟弱勢家庭a 
39 28 

11 10 8 

65年次，手
部骨折開刀，
無法從事粗
重工作 

76年次，體健，生
活情緒負擔大 

93年次，
體健 

95年次，
體健 

96年次，
體健 

開案原因 

1.案父母與三子女溝通常遇困難障礙，三子女常有不服管教狀況。 

2.案父母於孩子教養自覺職能技巧與方法上有進步空間。 

3.三子女缺乏課業指導，成績不佳。 

服務目標 

1.透過親代夥伴與案父母共同討論，予以案父母教養技巧指導示範，使案父母照顧技巧提升並受肯

定，增進親子關係。 

2.透過子代夥伴陪伴三子女，指導課業並凝聚三子女彼此照顧、支持陪伴。 

服務期程 2016年2月~2017年3月，計1年2月。 

夥伴背景 

親代：女性，有擔任社區志工經驗；曾擔任過其他家

庭的親代夥伴。 

子代：女性(親代兼子代)，有擔任社區志工經驗 

家庭夥伴 

提供服務 

餐點預備示範-40次；親職教育協助與示範-99次；就業協助-2次； 

家務管理指導-60次；生活習慣指導與培養-65次；課業輔導-44次 

關懷支持-116次；行為輔導-68次；輔導運用社區/社會資源-3次； 

家庭關係促進-116次；就醫協助-1次 

結案原因 服務目標達成：家庭環境改善、親子互動佳、三子女生活規律、案母教養情緒壓力獲紓解。 

兒童保護家庭e 

開案原因 

1.案母教養青春期、有過動症的案主、且面臨案主與案弟手足爭寵等議題，需有親職示範，以緩

解自身在青春期也未獲解決的親子議題。 

2.案主因衝動控制不佳致人際議題，且因與案弟常有衝突，造成案主常被案母責罵甚至責打。 

服務目標 
1.案母的壓力紓解與親職示範。 

2.案主需要陪伴與正向的行為楷模，學習人際溝通技巧及生活常規 

服務期程 2016年4月~2017年4月，計1年1月。 

夥伴背景 
親代：女性，退休教師，有家防中心、少輔會志工經驗 

子代：女性，有代課教師經驗 

家庭夥伴 

提供服務 

親職教育協助與示範-41次；家務管理指導-1次；生活習慣指導與培養-8次； 

課業輔導-7次；關懷支持-46次；行為輔導-25次； 

輔導運用社區/社會資源-2次；家庭關係促進-42次 

結案原因 
1.家庭會議目標部分達成，實際對於案母的情緒整理及精神支持比較大，家庭關係亦有改善。 

2. 兒少保護危機已降低，家庭功能已有部分提升，家庭處遇也預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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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外縣市 

73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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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知道「家庭成長目標」 

• 在用愛包圍服務結案一年後，可以觀察五
個家庭中有四個家庭，仍可以記得服務期
間的家庭成長目標。 

• 對於家庭成長目標的理解，有助於結案後
持續表現出改變動能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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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表現「家庭凝聚力」 

• 服務對象多能表現出家庭凝聚力。可以觀
察親子間有好的互動關係，能表現出對彼
此的關心與重視。 

• 家庭成員可以一起表現家庭功能，例如共
同接待訪談者。 

服務對象有「穩定的家庭狀態」 

• 服務對象多能表現出穩定的家庭狀態，結
案一年後未出現嚴重的家庭問題或生活衝
突事件。 

• 能夠自立維持兒童成長及生活的基本需求。 

 

對服務保持正向的觀感 

• 服務對象對於服務提供者仍有印象，包含
社工與家庭夥伴。 

• 服務對象對於服務本身有正向觀感，並認
為服務對於家庭帶來好的改變。 

• 最為深刻的感受，來自於社工與家庭夥伴
給予的「陪伴」及「理解」。 

 

服務上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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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改變才開始，卻已結案？ 

• 家庭參與服務，說明對改變持正向動機。 

• 個案a、c對於持續接受服務仍有期待，並有
新的生活事件發生，包含照顧者健康與失
業問題（個案a）；以及照顧者轉換的案童
適應問題（個案c）。 

家庭是否具備足夠能力，以因應
生活風險？ 

反思-家庭夥伴的配對限制？ 

• 家庭對於夥伴所提供的服務持正向看待，
但期待有更合適的夥伴。 

• 個案b、e期待有更合適的子代夥伴（協助
提升未成年子女的生活適應能力）。但社
工受限家庭夥伴的召募情形，因此沒有太
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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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家庭社區資源的空缺？ 

• 按照理論基礎，社區是提供服務協助與維
繫家庭改變的，家庭夥伴源自相同的生活
區域。 

• 在訪談資訊上，家庭夥伴離開服務家庭後，
個案未有發展出其他與社區資源常態互動
的實際行為。 

社區資源涵蓋的範圍？社工在服
務期間對於協助家庭開發個人社
會資源連結的情形？ 

小結 

• 用愛包圍服務具有實質效用，特別是有助
於家庭成員形成改變的共同動機與實質行
為，並以此凝聚家庭。 

• 需持續累積實務研究，並要更為確認本項
服務方法接受與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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