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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度第三季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出席委員5位：(林委員、辛委員、陳委員、楊委員、葉委員)(依筆劃排序)             開會日期：110年9月6日(視訊會議)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針對事件發生經過及視察小組處理過程概述。) 
機關處理情形 

監所教化科報告 (1) 承前次視察小組提議由教化科進行報告。 

(2) 整體建議: 

1. 所有委員皆肯定教化科例行工作之辛勞與成果。 

2. 委員們主要提問摘錄： 

(1) 主要針對教誨志工與輔導頻率提問，並得知目前監

所教誨志工61人，輔導對象包含個人及團體輔導，

以最大限度運用教誨志工為目標，也會安排心理

師、社工師及教誨師實施各種諮商輔導，輔以更生

保護會及社會局、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及毒危中

心等社會資源。 

 

(2) 毒品犯接受心理師及社工師的晤談專業諮商輔導的

頻率及次數上，所得到結果為：科學實證部分安排

多元及豐富的課程，向陽班也有安排喪禮服務丙級

證照課程及輔導考照，疫情期間採遠距教學，在這

波疫情之前的結訓有辦理個案研討會，並呈現課程

前、中、後的差異及成果的比較分析，以提供個案

建議，例如個案若與家庭連結薄弱，提供明信片或

活動成品寄回家中讓家人感受收容人的進步與改變

的心；或是收容人出監後沒有工作，協助其接受職

業訓練等；亦或是就業資訊不足，協請就服中心提

供適當的職缺訊息。 

 

 

 

 

 

 

 

 

 

 

 

該監目前有社會志工28名、教誨志工33名，每月開

設團體輔導班如佛學班、查經班及不定期個別輔導

等，每月個別輔導人數約120人許，然自今年5月疫

情爆發迄今該監暫緩教誨及社會志工入本監。 

 

 

 

毒品犯處遇部分，分為基礎處遇及進階處遇，「基

礎處遇」由該監勞務承攬社工心理師及約聘心理師

以團體輔導方式實體授課，截至9月底止共計輔導

383人，執行184堂次、292小時、552參與人次；

「進階處遇」部分由個管師晤談篩選具需求及意願

者進入科學實證戒毒班，七大面向課程截至9月底

止共計69人參與，執行40堂次、80小時、950參與

人次，深化治療團體截至9月底止共計69人參與，

執行30堂次、90小時、334參與人次，此兩大部分

由外聘師資進行團體輔導方式實體授課，然下半年

度為因應肺炎疫情，改採視訊授課。此外，亦安排

科學實證戒毒班學員接受每人至少1次之個別諮

商，並辦理課程檢討暨個案研討會，以矯正署頒問

卷之羅德島大學改變量表、衝動量表及毒品施用者

團體個別前後測問卷做為成效分析之呈現，並藉由

學術專家及實務工作者的處遇建議，給予個案後續

適當處遇安排。科學實證戒毒班之參與者亦接受台

灣更生保護會雲林分會個管員每人1次個別輔導(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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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性侵犯在監內之處遇內容及作法?此得到回覆

為：性侵犯及家暴犯在逾報假釋或期滿前2年半會移

監至專責處遇專監(中區是嘉義監獄)，但在疫情嚴

峻期間禁止移監時期，曾有家暴收容人在出監前由

本監代為處遇。 

 

 

 

 

 

 

 

 

 

 

 

 

(4) 監方有舉辦支援家庭方案，例如懇親會及白玫瑰協

會等，但因疫情關係而停辦，雲林縣婦女協會業務

之一是成人藥癮的家庭支持服務方案，有辦理團體

輔導亦有社工可以協助，不知有無本會可以協力之

處之問題當中，答覆為：疫情期間，外部師資無法

入監，只能遠距上課，並開放 LINE 視訊接見，待疫

情緩和，各界及貴會等外部師資的支持對於收容人

是很大的幫助，收容人復歸社會最需要的是家庭支

持及謀生技能，這部分會持續努力。 

 

(5) 此外：疫情期間停辦家庭日等活動，收容人及家屬

個案情形持續開案)。全監之即將出監毒品犯，由

個管師彙整名單分派勞務承攬社工心理師進行每人

1次出監前輔導(視個案情形持續開案)，該監約聘

社工員亦進行每人1次出監生活計畫晤談，截至9月

底止共計執行199人。 

 

1. 依100年3月31日法矯署醫字第1000600014號函

說明(一)及法務部 109年 7月13日法矯字第

1090200489E號函示修正「妨害性自主罪與妨害

風化罪受刑人強制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實施辦

法」第7條之規定，於假釋逾報日期或刑期屆滿

日期前2年6月，檢附相關資料移送新制性侵家

暴專監，施予必要之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容

先敘明。 

2. 未移專監前由該監勞務承攬之專業心理師或社

工師個別專業處遇，另由教誨師給予集體、類

別及個別教誨，暨團體輔導教育課程；如宗教

教誨、傳統文化、傳統倫理…等課程，課程內

容涵蓋行為認知、生命價值、人格成長暨闡明

人生大義，啟發人性良知等普世價值，希助是

類收容人建立正向價值觀，與社會良善互動。 

 

 

該監本年度原預計於5-7月與雲林縣婉美女性成長

協會配合辦理該監女性收容人毒品成長團體，然因

疫情關係本年度皆暫緩辦理，俟明年若疫情趨緩會

繼續與該協會合作。 

 

 

 

 

 

 

該監目前已裝設視訊硬體，主要用於毒品酒癮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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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能透過視訊方式來達成類似遠距家庭日活動

的概念?答覆為：家庭日活動對於向陽班及科學實證

班的收容人而言，都是很珍貴跟家人親情連結的機

會，同學也都非常踴躍參加這樣的活動，但就遠距

家庭日這樣的想法，這部分可能尚須研議，舉凡家

人的時間、或年邁家屬使用3C 設備視訊的能力等等

都是有待克服的部分。 

 

(6) 疫情目前二級警戒，建議外部師資在使用快篩試劑

後可以進入戒護區執行教化輔導工作，以減輕教化

人員的壓力?其答覆為：依矯正署函示規定，目前外

部師資尚不能進入戒護區，但有條件的開放技能訓

練老師入監授課，針對技訓師資須有施打疫苗才可

入監，目前並無針對技訓老師快篩，但老師配戴透

明面罩授課，落實防疫相關措施。 

 

(7) 提醒及建議:目前開放之團體課程或輔導，應保持適

當1.5公尺以上之防疫距離。其答覆為：目前皆開辦

5人以下之小班制課程，保持1.5公尺以上之防疫距

離；團體輔導部分採遠距教學方式，同學約十來

人，也能保持1.5公尺以上之防疫距離。 

 

(8) 有參加毒品及酒癮戒治之收容人出監後再犯率如何?

若是仍為高再犯率，那相關機制是否有調整之必要

性?其答覆為：收容人出監後，個管師會定期電話連

絡本人或其家人，追蹤其就業情形或有無再犯罪之

狀況。 

 

 

 

 

 

 

(9) 少年觀護所少年之教化輔導如何進行?與成年犯差異

程使用，因家庭日等活動需使用 google meet等軟

體較為專業，且家屬資格審查等不易，目前暫無考

慮此項方案。 

 

 

 

 

 

因矯正機關為超級群聚團體，只要有一名收容人染

疫，全監皆有暴露於染疫風險，為使染疫風險達到

最小，該監目前暫無考慮此方案。 

 

 

 

 

 

該監目前皆嚴格遵守防疫措施，收容人輔導心理師

及社工師皆使用透明隔板，降低防疫風險。 

 

 

 

 

1. 關於酒駕(酒癮)收容人曾接受過該監安排之處

遇(包含酒駕認知輔導課程及酒癮認知行為治療

團體)者，於其出監後三個月內逐月電話追蹤輔

導，以109年統計數據為例：總計追蹤30人，其

中有16名聯繫未果，追蹤成功率為46.6%；其中

12名表示已就業、 2名未就業，就業率達

85.7%；另外在飲酒情形中，有5名表示仍偶爾

喝酒、5名表示已無飲酒情形，各佔35.7%。 

2. 關於毒品犯部分由法務部矯正署利用前科查詢

系統等追蹤，由其調整毒品處遇之政策。 

 

1. 依矯正署頒之「少年觀護所處遇精進計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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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其答覆為：本所收容之少年多為收容短期數天

或一個月的情形，與矯正學校收容對象是有差異

的，學校教育方面延請退休師資入所教課，及講授

人文通識教育等。 

 

 

 

 

 

 

 

 

 

 

 

 

 

 

 

 

 

 

 

 

 

 

 

 

 

 

 

 

 

 

108年7月30訂定本所「少年處遇精進計畫」並

依計畫執行各項少年處遇。 

2. 課程規劃及師資 

(1)安排多元適性課程，如愛音樂、藝術治療、戲

說人生、人文教育、心理健康、生涯探索等課

程，以提升少年學習興趣。 

(2)連結社會資源，加強犯罪預防：邀請少年保護

官入所教授少年法治教育課程；每月由毒防中

心派定專人入所進行毒品防治及衛教宣導。 

(3)提供適性教育，發展身心潛能：特教學生或其

他身心障礙（情緒障礙、學習障礙）學生入

所，考量其個別化需求提供特殊教育課程(如

簡單文字書寫或其他簡單操作型課程)；另連

繫該生學校教師或輔導老師入所提供相關教學

或輔導事宜。 

(4)積極邀請優質師資入所教學，聘請具有音樂、

藝術領域專長及輔導諮商專業背景之師資入所

教學。本所目前15位師資中，大學(專)以上學

歷93%；公教退休人員比例約佔53%。 

3.全面精進輔導機制，建立三級輔導制度 

(1) 初級輔導：新收入所少年由少觀所主管及輔

導員提供學生初步晤談輔導，以穩定情緒，

協助適應在所生活。 

(2) 次級輔導：遇有生活適應或學習狀況不良

者，商請學生原校教師、專輔老師或特教老

師入所輔導諮詢或轉介本所專業輔導人員提

供協助。 

(3) 三級輔導：特殊教育或身心狀況欠佳之學

生，評估其情況後轉介心理師或社工師，以

個別深入輔導之方式，協助適應及學習。 

4.志工老師入所輔導，關懷支持不缺席 

每週安排1-2名教誨志工入所進行認輔；少年保

護官亦不定期入所關懷少年在所收容情形；積極

協助安排學校輔導人員入所關懷學生；針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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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矯正署或機關對於教化人員本職學能加強有無具體

規劃或方案?其答覆為：心理師及社工師等參加遠距

研習課程，另矯正署針對教誨師安排業務相關之多

元課程，例如個別化處遇實施等與修法相關之研習

班等。 

(11) 監獄行刑法修法後，假釋程序面臨之最大挑戰是?其

答覆為：修法後，假釋救濟程序對於受刑人來說愈

加的完善，但相對的，對於教化人員則是教化之外

業務挑戰的開始，諸如提升撰寫訴狀的能力，以及

法學素養的養成等。另外，近來假釋相關之大法官

釋憲案亦讓機關的一些行政措施有所修正。可知，

收容人愈加的了解及重視本身在監之相關權益，例

如法定的申訴案或陳情等途徑皆有增加之趨勢。 

 

(1) 委員建議與回饋 

機關對於家庭支持不足的收容人，化被動為主動，主動

讓收容人可以郵寄信件(作品)或與家人情感連結的機

會，這是非常值得鼓勵也是讓人很感動的地方。建議團

體或個人之心理輔導方面之課程設計的內容應存檔備

用，可展現機關教化之特色及主軸，亦可讓外部或相關

團體看到機關在教化區塊專業之處。 

(2) 下季視察重點：戒護業務。 

(3) 針對前次會議結果委員回饋： 

關於收容人不具病識感，拒絕服藥，造成機關管理上的

困擾，而將藥物混於飯菜或飲用水之中之問題。經了

解：依醫學倫理四大原則，尊重病人自主、不傷害病

人、醫療行為行善原則及改善病情等原則，這部分都有

經過醫師診斷後，依醫囑給藥。 

品、曝險、需轉介之少年，亦連繫社會處、少輔

會、觀護協會社工入所關懷輔導。 

 

矯正署每年發函針對教化人員舉辦諮商輔導實務初

階及進階研習班，對於心理師及社工師部分矯正署

會依機關分區辦理專業訓練(如南區毒品暨酒駕犯

處遇人員教育暨督導訓練)。 

 

監獄行刑法修正後，明文條列有關受刑人相關權

益，如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向監獄申請閱

覽抄錄或複製假釋審查相關資料，使假釋程序為之

公開；另外，完善的假釋救濟程序，提供受刑人於

不服不予許可假釋或是廢止、撤銷假釋等處分時，

得以復審及行政訴訟等方式提出聲明。因此教化人

員於輔導等知能外，更需提升法學素養，俾面對爾

後種種行政程序上之挑戰。 

 

 

該監對於收容人團體等課程規劃皆有做成簿冊紀錄

留存，收容人創作作品若有較優等之作品，將置於

該監陳列室展示。 

備註： 

註：每年1月、4月、7月、10月之當月10日前報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