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我想跟你說…」家庭支持親職活動 

成果報告 

壹、 緒論 

監所的家庭服務支持方案常侷限在收容人本身，本次活動為南投看守

所創新方案實踐，規畫將監所家庭支持方案連結社區家庭教育中心資源，

在收容人家屬端服務由家庭教育中心委由暨大社工方案實行小組辦理，將

收容人及收容人家屬端相關服務一起辦理，改善家人的溝通方式以增進家

庭功能，讓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產生效益最大化，期使收容人順利復歸家庭

及社會。 

家庭支持親職活動規劃所內收容人參與 5 次親職活動課程，連結家庭

教育中心委由暨大學生拜訪收容人家庭進行 4 次家訪，提供家屬有品質的

陪伴，增加家人間互動與溝通方式，第 5 次由本所提供家人間對話空間，

活動過程連結矯正署推動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以枕邊細語方案讓收容人錄

音給家屬。 

 家屬端 所方端 

方案目的 本方案小組想藉由優化故有

之收容人家庭的連接管道，

讓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產生效

益最大化。並預計透過個案

工作提供為期共六週的家庭

相關服務，將監所內家庭支

持方案之成果帶進家庭，並

讓參與者給予回饋，進而改

善甚至提供家庭中的溝通方

式，並於每次的服務後進行

反饋並將結果送至監所收容

本活動提供收容人家庭相關

服務，將監所內家庭支持方

案成果帶進家庭，進而改善

家庭中的溝通方式，讓家庭

主要照顧者跟子女看到收容

人改變，更了解監所家庭支

持方案達到優化家庭目的。 

 



人端。綜上所述，本方案小

組方案目的為：「優化收容人

家庭連接管道。」 

方案目標 （一）提升方案參與者的家

庭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二）提升方案參與者對家

庭（父母）之情感溝通與表

達能力。 

（三）提升收容人子女替代

照顧者之親職功能。 

（一）提醒收容人對自己該

負擔的家庭角色跟責任。 

（二）讓收容人練習對家人

情感溝通及表達能力。 

（三）提升收容人親職教育

功能。 

 

 

貳、 活動辦理成果 

所謂家庭是指兩人或以上的社會單位，通常源於血緣，婚姻及領養。彼此

關係存有互相照顧及情感支持，而關係的維持是基於承諾或責任而沒預設跟時

間限制的。 

1、 成員背景資料整理： 

基本資料：參加男性，共 5人。 

表 1 參與成員國籍別 

國籍別 本國籍非

原住民 

外籍配偶 本國籍原

住民 

資料不明 

人數 4人 0 1 人 0 

表 2 參與成員年齡 

年齡 30 歲-40 歲 40 歲-50 歲 50 歲以上 

人數 2人 3 人 0 

表 3 參與成員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國中 高中 專科 

人數 3人 1 人 1 人 

 



表 4參與成員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已婚 離婚 其他 

人數 3人 1 人 1 人 

2、 個案家庭概況： 

 哲生家庭 承霖家庭 宏逸家庭 文豪家庭 志文家庭 

低/中低收

入戶 
     

身心障礙者      

單親家庭      

受刑人家庭      

主要照顧者 案妻 案妻 案父 案姊 案妻 

子女數 4 3 2 2 2 

參加成員家庭為經濟弱勢身分，除承霖家庭外，皆有 2種以上經濟弱勢

身分，主要照顧者有 3個家庭是案妻，1個家庭是隔代教養，1個家庭是手足

照顧，子女數為 2人以上。 

3、 親職教育期待服務目標： 

服務目標 哲生家庭 承霖家庭 宏逸家庭 文豪家庭 志文家庭 

提升家長

親職知能 
     

子女管教

議題 
     

增加教養

功能 
     

提供教育

技巧方法 
     

改善家庭

氣氛 
     



改善家長

行為觀念 
     

增進親子

良善互動 
     

協助處理

在校問題 
     

其他      

由資料可知收容人對子女管教議題跟提供教育技巧方法想要多了解，觀念以

上對下期待提供家庭與子女互動協助，增進親子良善互動觀念為平行有 2家庭較

為正向積極，僅有 1個家庭自覺失功能無法保護子女希望介入子女在校問題協

助。 

4. 尊重個人資料保護法參與家庭支持親職活動之收容人成員填具「家屬資料告知

同意書」所方依個別訪談了解家庭情形完成「開案評估表」將資料交給家庭教

育中心委託家訪之暨南大學社工方案實行小組連絡家訪事宜。 

5. 聯繫家庭教育中心委託家訪之暨南大學社工方案實行小組成員填具「收容人家

庭支持親職活動參與保密切結書」。 

項目 出席 預計人員 總計 

收容人家庭 1.哲生家庭 妻*1、孩子*2(含 1 名 2 歲以下幼

兒) 

3 

2.承霖家庭 妻*1、孩子*2(含 1 名 2 歲以下幼

兒) 

3 

3.志文家庭 妻*1、孩子*2 3 

4.宏逸家庭 父*1、孩子*2 3 

暨大 暨大老師 1 名 1 

暨大學生 7 名 7 

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 1 名 1 

 社工員 1 名 1 

   22 



6. 活動參與成員(22 名) 

7. 出席座談會參與人員名單：(16 名) 

項目 出席 預計人員 

本所 所長 1 

來賓 專業手作老師 1 

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 2 

暨大 老師 1 

 學生 7 

戒護科 科長 1 

 教誨師 1 

 專業人員(心理及社工) 2 

總計  16 

8. 活動成果照片： 

家庭日回顧 

  

 

 



 

 

參、 家屬端資源合作心得感想 

家庭教育中心資源，在收容人家屬端服務由家庭教育中心委由暨大社工方

案實行小組辦理，將收容人及收容人家屬端相關服務一起辦理，改善家人的溝

通方式以增進家庭功能，讓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產生效益最大化，期使收容人順

利復歸家庭及社會。 

暨大學生參與過程，在第 1次活動討論將案家資料交給學生時，看到學生

面對問題家庭不是擔心害怕，而是要如何協助這些家庭，在家庭信任度上，學

生有固定主責家庭，避免家庭對不同人的不適應，有些收容人家住在仁愛，學

生還是完成家訪陪伴家人，詢問學生感想每次跑那麼遠不會累嗎？學生表示不

要當工作當作陪伴當作渡假心就不會累，心累的是看到家庭資源不足自己無力

幫忙才是最累，在整個活動過程，所方人員與暨大學生開設群組，溝通彼此所

方端跟家屬端的互動點滴。 

跟暨大丁映君老師互動部分，肯定學生付出與面對收容人問題家庭的態

度，老師提到在團督中，學生提出收容人家庭的信任關係與資源連結的因應方

式，更指出學生連結中華民國紅心字會協助收容人家庭子女捐助玩具及教具，

在家訪過程更擔心學生騎乘機車安全，對老師來說承受很大壓力，對協助收容

人家庭這件事是創新體驗從未操作過這樣的學生方案實習。 

家庭教育中心廖才蓉督導表示在陪伴學生實習過程，學生為收容人家庭盡

心盡力都看在眼裡，很擔心這些學生放棄實習，其中看到收容人家庭的習得無

助感，對家庭親職角色的無力及學生無法協助其他資源連結的無奈點點滴滴，

肯定學生做到對收容人家庭的付出，後續對這個方案辦理無人力資源是無法延

續的，在資源提供上家庭教育中心業務項目為親職教育部分，對收容人家庭而



言是無法滿足收容人家庭其多項資源不足的所有需求，未來仍有合作空間在人

力與物力充足情況下，這次活動是個創新成功案例，為未來跨領域合作奠定實

際執行經驗的基礎。 

肆、 回饋與建議 

一、外部資源回饋： 

1. 本活動對學生專業養成教育有其幫助，讓學生感受刺激有挑戰性，無論是所

方、家教中心及老師每人都是戰戰兢兢，這是第一次創新方案實行，感謝這

次活動所有人的付出，丁老師帶領的團隊更是幕後隱形功臣。 

2. 本活動把收容人家庭不同需求展現，學生提供陪伴，期待對脆弱家庭及自覺

汙名化之心態有正向的轉換。 

3. 本活動感謝相關單位主管、老師，讓收容人家庭發覺接受幫助不是壞事，在

自己有能力能幫助他人這才是有意義的堅持。 

二、內部收容人回饋： 

總結收容人的心得的回饋，有力的家庭支持能讓他們心安，對未來有希望

感是收容人出所後復歸家庭最重要的動力，回到學者文獻所提：在回歸正常生

活以及順利融入社區的前提下，收容人能更有效地融入社會，其中與重要他人

關係維持需要協助和訓練，以幫助其重建家庭關係，對其更生復歸會有很大助

益（陳玉書、林健陽、鄒啟勳、楊采容、廖秀娟，2019）。 

三、建議： 

1. 本活動提升收容人擔任家庭角色責任與家庭影響認知，所方跟相關單位傾

盡全力協助收容人家庭個別化與多元需求辦理與執行活動，但在長遠資源

提供上仍需外部資源持續滿足。 

2. 本活動讓收容人在沉澱反思中增強改變的意願，提升家庭情感溝通與表達

功能，對收容人家庭協助是「質」的改變，在面對現實生活突發性情緒跟

挫折時能有所反思，讓家庭有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3. 本活動因應家庭教育法修正依收容人不同家庭需求，確認收容人家庭需協

助的部分仰賴社會安全網推行幫助脆弱家庭，納入更多跨單位的資源，期

望能在問題發生前達到預防的成效是大家共同的期望與期許，達到收容人

家庭親職教育功能與替代照顧者之親職功能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