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3年 3月 28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姜泰安

委員：黃郁婷、林軒名、陳思帆、張翊雋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報告為113年度第1季之視察報告，本季視察主題為姜泰安委員提出，欲了解臺南監獄高齡收容人在監情形及相關處遇。

(二)本季進行視察業務之情形，簡述如下：

1.本小組於113年 3月 6日在臺南監獄召開本年度第1季視察會議，於此次會議邀請該監教化科及衛生科就高齡收容人處遇進

行專題報告。(簡報內容詳如附件1) 

2.本季共開啟三次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皆未收受陳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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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高齡收容人

處遇 

一、視察重點及說明:為因應監所收容人口高齡化，認有了解

該監高齡收容人在監情形及相關處遇之必要，特邀集相關

業務承辦單位於本季會議進行專題報告。

二、臺南監獄針對委員建議與提問回覆說明:

(一)針對高齡收容人之定義、評估、處遇目標和需求期待：

  1.參加的收容人是否皆設定在 65歲以上？或者其他年齡較

大者也可以參加？對於 65歲以上高齡收容人有 42%屬於精

神疾病患者，對於此類高齡收容人是否有特殊處遇？請南

監多加留意精神疾患之高齡收容人。

  2.對於罹患不同疾病的高齡收容人，其相關活動是否適合其

屬性、符合其需求。另外，如有肢體障礙或精神疾患者納

入活動中，該如何有效的因應或克服，亦是重要的一環。

  3.對於高齡者處遇，是要協助其延緩老化，或是成功老化?

高齡處遇是要使其在監所適應即可，延緩老化的歷程，或

是期待高齡者有一天出監能成功老化？

  4.對於相關活動，是否有符合高齡收容人的期待或需求？對

於健康促進方式，建議在量能可負荷的範圍內，做到類別

區別化，留意部分特定高齡者的需求。

    該監答覆：

  1.該監表示由文康、心理和社工人員所承辦之高齡收容人相

關活動中，因每個教區高齡者人數不同，對於高齡者報名

一、針對高齡收容人之定義、評估、處遇

    目標和需求期待：

(一)建議可用國民健康署對高齡之定義，

將高齡處遇對象設定為65歲以上之收

容人。另外，考量收容人之特殊性、

生理疾病和心理狀態，仍與一般人存

在差異，未來也能考慮將 55歲以上之

收容人，列入高齡前瞻處遇對象，比

如毒品犯。

(二)該監以團隊合作取代單打獨鬥的方

式，值得讚許，但單看書面資料較難

以了解各個活動的主要目標為何。建

議未來撰寫計畫或下個年度執行計畫

時，能更精進去思考目標的定位，並

聚焦於計劃目標，規劃各項處遇，以

達到預期成果。

(三)對於相關活動，是否有符合高齡收容

人的期待或需求，這些可從活動參與

人數或狀況看出端倪。建議在擬訂計

畫時，可參考前一年度高齡收容人參

與情形進行分析與修訂，或者可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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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較多的教區，會請各教區教誨師篩選時，優先讓 65

歲以上參加高齡組活動，有多餘名額，才會開放給 60歲

以上人員參加，其餘 60歲以下者，則報名一般組，不會

有未符合高齡定義者參加高齡組活動的情形。因此，高齡

者的範圍，目前優先邀請 65歲以上之收容人參與，其次

才開放給 60歲以上人員參加。

  2.依據深化受刑人個別處遇實施計畫及高齡收容人處遇實施

計畫，透過場舍協助、辦理適性團體活動、個別關心輔

導、強化家庭連結等方式，以促進在監環境適應、減緩生

理老化衰退、增加心理自尊、歸屬感及安全感、協助未來

復歸社會等目標。

(二)針對高齡收容人處遇之內容設計和執行狀況：

    單看書面資料，較難以了解各個活動的主要目標和內容為

何，比如文康的球類活動、身心科門診或身體復原力支持

性課程等，是屬於體適能運動、宣導衛教性課程，或是屬

於教育層面知能的提昇？

    該監答覆：

  1.該監表示依據深化受刑人個別處遇實施計畫及高齡收容人

處遇實施計畫，安排增進身心健康之娛樂性或保健性等多

元適性活動。另外，就高齡受刑人之特殊問題(如失落、

無意義、社交疏離、依賴、失能或死亡恐懼等心理議

題)，聚焦安排支持性或治療性團體，如促進情感支持、

認知功能訓練、敘事治療或生命回顧等團體，以增加自

畫階段與高齡收容人討論，以符合高

齡者期待與需求，亦可更有效地運用

有限的資源。

二、針對高齡收容人處遇之內容設計和執

行狀況：

(一)高齡者有其豐厚的生命歷程，相關活

動除了運用媒材介入，建議可嘗試增

加懷舊療法，協助他們能重新檢視整

理自己的生命經驗，增進其對自我的

了解與接納。

(二)報告中提到高齡收容人活動以球類為

主，建議如要推廣老人體適能運動，

或可聘請外部專家來評估高齡者適合

什麼類型的運動，也可避免監內高齡

者因活動意外而受傷。  

三、針對高齡收容人處遇之參與度、普及

度、滿意度、質量分析、限制與成

果：

(一)高齡收容人是否都有接受計畫內的處

遇，收容人的回應跟反饋是什麼，正

向反饋的比例為何，如能有詳實的數

據可參考，對於之後精進此項業務才

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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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歸屬感及安全感，減緩衰退並促進在監適應。

  2.由衛生科辦理，利用門診候診的空檔，與醫院社工師合作

辦理小團體課程，設計課程內容包括從自我察覺、疾病的

認知、家庭支持修復、人際關係觀念建立等，有一整套循

環的課程。

  3.由文康教誨師辦理，高齡組靜態文康活動或動態運動比

賽。舉例來說，籃球比賽是請高齡者定點投籃，距離設定

也不會太遠，大概在罰球線上；桌球比賽，則是在球桌對

面區域設定得分區，發球進得分區即可得分，比較不會讓

他們激烈對打，或者是數獨比賽，採用 2*2、4*4、6*6的

比賽難度給高齡者作答。目前所辦理之高齡者運動比賽，

並非激烈運動，會以保護高齡收容人的前提，鼓勵參與。

此外，高齡者有豐富生命歷程，因此，在辦理比賽過程，

也是讓高齡者可以分享他的人生經驗，可幫助其他場舍的

高齡者建立正向情緒，抒發其在監心理壓力。

  4.由心理人員辦理，以情感支持、敘事或是生命回顧等為主

的支持性課程或適性團體活動，相較於酒駕、毒品、性侵

或家暴等法定課程，高齡收容人所參加之輔導內容，課程

設計會相對簡單、紓壓和溫馨。

  5.由社工人員辦理，團體課程目標為在監適應、身心壓力及

調整、情緒調整、家庭關係及家庭經驗回顧等，課程內容

也會針對高齡收容人之特殊性，安排一些和緩的手眼協調

肢體活動。

(二)建議可建立相關數據並持續追蹤，除

了量的紀錄，也要加上質的呈現，可

經由問卷調查或收容人之其他反饋，

分析後作為下次處遇計畫的參考，也

可讓成果報告更加完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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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高齡收容人處遇之參與度、普及度、滿意度、質量分

析、限制與成果：

  1.對於符合高齡處遇計畫的收容人，是否都有接受計畫內的

處遇？另外，高齡收容人參與處遇計畫時，收容人的回應

跟反饋是什麼，正向反饋的比例為何？

  2.公務機關添購設備或敦聘外部專業人員入監授課，都有相

關經費需求，除了上級機關核發或自身經費預算外，是否

能對外尋求資源，以利業務順利運作。

  3.對於南監所做的高齡者處遇深表肯定，惟對於健康促進方

式，建議在量能可負荷的範圍內執行，報告中也可以把執

行高齡者處遇時，遇到的困境或收容人真實的反饋顯示出

來，才能更清楚未來應如何精進。

    該監答覆：

  1.該監表示辦理教化輔導活動時，會橫跨各教區進行召募，

可以邀請到不同的高齡收容人參加，以避免重覆參加或資

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雖然實務上，部分高齡者確實缺乏參

與課程動機，有些成員則可能因為認知能力或肢體動作等

較為退化，影響下次參與課程的意願。但是，多數收容人

過去在監外可能沒有機會參加這種活動，因此，參加者大

多覺得是新的生活體驗，例如在團體活動中帶領成員紓壓

練習，成員回饋他們藉由練習，感覺到了緊張與放鬆的不

同，也學習覺察情緒與放鬆的技巧，對他們而言都是新的

經驗及探討，也希望下次還能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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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目前量能確實有限，也儘量在有限的資源內去幫助高齡收

容人。在經費部分，是由該監編列預算。

  3.辦理高齡處遇時，皆需戒護人力支援，以維護各項安全。

因此，高齡者文康活動較難獨立辦理，需戒護科派員現場

戒護，但戒護人力吃緊，難以負荷過多的教化活動，所以

在辦理高齡者的文康活動時，也儘量與一般收容人同時辦

理。另外，衛生科門診活動，在戒護安全的框架下，能進

行處遇的時間勢必會被壓縮，而實務上遇到的困難，則為

受處遇的對象無法每次都參加。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2 2 一、報告中可加入執行面的紀錄，除了照片

外亦可加入量化指標，例如每季收容人

列管人數及現況為何。

二、訓練、講座或不同分級的活動，建議加

上量化紀錄，例如舉辦場次、輔導次

數，或轉介精神科就診等紀錄，如能透

該監於會議後提出 112年 1至 4月自殺

防治具體作為，內容對所提建議事項已

加入量化紀錄。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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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量化呈現則可讓報告更完整。

112 3 建議每年都要統計流感疫苗施打率，如果

沒有達到施打目標，應該要提出改善專

案。

該監每年都有統計疫苗施打率，去年目

標設定為 90%，符合流感疫苗公費施打

之人數 673人，施打人數為 658人，施

打率為 97.77%，有達到施打目標。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2 4 1.建議針對收容人造冊管理，註明已篩檢

者為陰性或陽性、篩檢後感染者治療情形

以及哪些人尚未篩檢等，後續才有利於追

蹤未篩檢者及未治療者。尤其是不願意篩

檢的收容人，後續是否有介入輔導等，造

冊管理可使內部做更有效的掌控。

2.統計的數據呈現方式建議修改，例如要

從數據探究刺青或吸毒的族群是否比其他

人感染C肝的比例高時，分母應為刺青或

吸毒群體，而不是把 C肝陽性者當成母群

體，否則結論可能會有問題，也可能有標

籤化的疑慮。另外在簡報中，感染危險因

子及工作展望等部分內容，建議應註明清

楚以利閱讀。

該監針對本小組建議事項回復辦理情形

如下：

1.收容人篩檢清冊、結果及後續治療

情形，名冊本有掌握，進入篩檢

者，醫院願投入更多心力衛教，不

願意篩檢者，則隨意編造理由搪

塞，最常見就經濟無人資助，無法

支持看診，承委員指點，將反映予

醫院，能否以公益方式吸收可能衍

生之費用，達成防治 C 肝之最終目

標。

2.對於數據之呈現確有不妥，吸毒族

群因常使用多種毒品或嘗試各種方

式吸毒，致比率失真，剌青群體亦

是。爰此，已將簡報內容修正，避

免誤導，引發標籤疑慮。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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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1-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113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簡報

    附件2-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113年第1季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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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收容人
處遇業務報告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

教化科 113.03.06



 109 年 1 月 15 日法務部矯正署監獄行刑法第40條
1. 對於受刑人，應施以教化。
2. 應參酌受刑人之入監調查結果及個別處遇計畫，施以適當之輔導與教育。

 111年2月11日法務部矯正署深化受刑人個別處遇實施計畫-保護性處遇-
高齡收容人

1. 針對高齡受刑人，安排增進身心健康之娛樂性或保健性等多元適性活動。
2. 就高齡受刑人之特殊問題(如失落、無意義、社交疏離、依賴、失能或死
亡恐懼等心理議題)聚焦安排支持性或治療性團體，如促進情感支持、認
知功能訓練、敘事治療或生命回顧等團體，以增加自尊、歸屬感及安全
感，減緩衰退並促進在監適應。

 112年12月8日臺南監獄高齡收容人處遇實施計畫
1. 透過教化科文康、教誨師、社工、心理、教輔小組成員之橫向合作，
針對高齡收容人適時予以場舍協助，適性活動和關心輔導，強化家庭
連結，減緩在監適應與未來復歸社會之困擾。



高齡收容人
處遇內容

文康+
教誨師

適性活動

社工 心理

適性團體活動

支持性課程

家庭支持

教輔小組

個別輔導



文康+教誨師
適性活動

工作內容：
各教區高齡者參與文康活動、比賽、讀書會，及針對高齡者規劃
之計劃性、專案之活動。

實施方式：
辦理春節環境佈置、懇親、心得徵文、漫畫創作、戲劇表演、繪
畫、棋藝、書法等文康活動。
辦理長青組比賽(比如九宮格擲準、數獨、技術投籃、桌球、排球
等)、讀書會等適性活動。



高齡收容人參加排球比賽 高齡收容人參加桌球比賽

文康+教誨師



社工
家庭支持

工作內容：
就高齡受刑人之家庭支持薄弱、生活適應或人際關係等議題提供團
體及個別輔導。

實施方式：
由外聘治療師或本監社工人員帶領團體輔導課程，預計一年兩梯次，
團體內容包含探索家庭關係、家庭關係轉變歷程、增加關係聯結、
促進正向情緒及在監生活適應等。



針對高齡收容人家庭支持薄弱、社會資源需求，進行個別訪談與輔導。
111年計25人次、112年計共15人次。

社工



111年與心理師共同辦理「高齡收容人沙盤成長團體」，透過沙盤創作投射生活及討論家庭經驗；
「銀髮族暖心電影院」，透過影片討論人際關係與生活適應，共7場次，共計59人次。
112年高齡收容人家屬發布「電子家庭聯絡簿」傳送家庭關懷與支持者，計3人次。

社工



113年將辦理2梯次家庭關係、生活適應相關議題團體輔導
預計共10~12場次，共60人次參加。

社工



教輔小組
個別輔導

工作內容：
由場舍主管、教誨師、心理、社工和志工關心輔導。

實施方式：
場舍主管協助舍房管理、教誨師提供生活輔導、作業導師協助作業
及技能訓練、心理人員提供諮商輔導、社工師給予家庭支援或社會
資源、志工提供宗教支持。



心理師關懷高齡收容人身心狀況 教誨師關懷高齡收容人適應狀況

教輔小組



心理
適性團體活動
支持性課程

工作內容：
就高齡受刑人之特殊問題(如失落、無意義、社交疏離、依賴、失能
或死亡恐懼等心理議題)，安排適性團體活動或支持性課程。

實施方式：
辦理促進情感支持、認知功能訓練、敘事治療或生命回顧等團體或
課程，以增加自尊、歸屬感及安全感，減緩衰退，並促進在監適應。



高齡收容人身心科門診支持性課程
112年2月10日至7月14日，共18場次，共392人次參加。

心理



高齡收容人身體復原力支持性課程
112年5月3日至8月16日，共4場次，共33人次參加。

心理



高齡收容人適性團體活動
112年5月4日至6月29日，共7場次，共55人次參加。

心理



高齡收容人適性團體活動
113年3月5日至8月9日，預計共25場次，共200人次參加。

心理



收容人年齡分佈

衛生科補充資料



65歲以上收容人場舍分佈
場舍 計數 比例

九工場 14 13%

十三工場 13 12%

六工場 10 9%

五舍上 8 7%

十九工場 7 6%

病舍下 7 6%

十八工場 5 5%

二十一工場 4 4%

十七工場 4 4%

十五工場 4 4%

十四工場 4 4%

八工場 3 3%

十二工場 3 3%

場舍 計數 比例

二十二工場 2 2%

二工場 2 2%

十六工場 2 2%

五工場 2 2%

農藝 2 2%

學士班 2 2%

二十工場 1 1%

十一工場 1 1%

五舍下 1 1%

六舍 1 1%

分監戒毒班 1 1%

分監農藝 1 1%

高中 1 1%

醫院 1 1%

總計 108 100%



高血壓 人數 比例

否 42 39%

是 66 61%

總計 108 100%

心臟病 人數 比例
否 70 65%
是 38 35%
總計 108 100%

糖尿病 人數 比例

否 92 85%

是 16 15%

總計 108 100%

腦中風 人數 比例
否 101 94%
是 7 6%

總計 108 100%

失智症 人數 比例

否 102 94%

是 6 6%
總計 108 100%

65歲以上收容人罹病分析一



癌症 人數 比例

否 102 94%

口腔癌 2 2%

大腸癌 1 1%

舌癌 1 1%

肝癌 1 1%

直腸癌 1 1%

總計 108 100%

愛滋感染者 人數 比例

否 104 96%

是 4 4%

總計 108 100%

精神疾病 人數 比例

是 45 42%

否 63 58%

總計 108 100%



身心障礙種類 人數 比例

無 98 91%

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4 4%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2 2%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2 2%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1 1%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1 1%

總計 108 100%

身心障礙嚴重度 人數 比例

無 98 91%

輕度 6 6%

中度 4 4%

總計 1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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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 113年第 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13年3月6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地   點：本監會議室 

主   席：姜副校長泰安                       紀  錄：許士淵 

出席人員：黃律師郁婷、林主任軒名、陳助理教授思帆、張副分局

長翊雋、李秘書招宗、蔡科長銘豪、梁科長博政、楊教

誨師庭維、陳心理師夢屏、郭社工師玟蘭、蘇社工員怡

安。 

壹、 主席致詞 

秘書、各位委員以及南監同仁大家好，今日召開本年度第 1 季外

部視察小組會議，因應監所收容人口高齡化，為了解貴監高齡收容

人在監情形，特請業管單位就高齡收容人處遇進行專題報告。 

貳、 高齡收容人處遇業務報告：詳如簡報(略) 

主席： 

謝謝南監同仁的報告，請各位委員就本次議題提出相關意見及建

議。 

林主任軒名： 

謝謝南監同仁在有限的資源內辦理高齡收容人處遇計畫及給予相

關協助，個人建議如下：第一，對於符合高齡處遇計畫的收容人，

是否都有接受計畫內的處遇，建議可建立相關數據並持續追蹤。對

於相關活動，是否有符合高齡收容人的期待或需求，這些可從活動

參與人數或狀況看出端倪。在擬訂計畫時建議可參考前一年度高

齡收容人參與情形進行分析與修訂，或者可在計畫階段與高齡收

容人討論，以符合高齡者期待與需求，亦可更有效地運用有限的資

源。第二，有關計畫施行後之成果報告，建議除了量的紀錄，也要

加上質的呈現，可經由問卷調查或收容人之其他反饋，分析後作為

下次處遇計畫的參考，也可讓成果報告更加完整豐富。 

陳助理教授思帆： 

謝謝衛生科補充的高齡收容人背景資料，建議可參酌上述資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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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以幫助閱讀者了解貴監進行相關處遇活動時，對於罹患不同

疾病的高齡收容人，其相關活動是否適合其屬性、符合其需求。另

外，如有肢體障礙或精神疾患者納入活動中，該如何有效的因應或

克服，亦是重要的一環。對於貴監以團隊合作取代單打獨鬥的方

式，值得讚許，比較可惜的是，單看書面資料難以了解各個活動的

主要目標為何。比如說身心科門診的支持性課程，究竟是屬於宣導

衛教性課程，或是屬於教育層面知能的提昇？與身體復原力的課

程差異性為何？至於活動成效也應將改善情形列入，希望未來能

更精進去思考目標的定位，讓高齡者在貴監收容下，未來能與生活

做連結。而對於高齡者處遇，是要協助其延緩老化，或是成功老化?

這是個人比較想了解的，究竟這些處遇是要使其在貴監適應即可，

延緩老化的歷程，或是期待高齡者有一天出監能成功老化，對於未

來撰寫計畫或下個年度執行計畫時，建議可更聚焦於此目標。另

外，高齡者有其豐厚的生命歷程，相關活動除了運用媒材介入，也

建議可嘗試增加懷舊療法，協助他們能重新檢視整理自己的生命

經驗，增進其對自我的了解與接納。 

張副分局長翊雋： 

首先，因參與的對象是以高齡者為主，當監方辦理這些處遇計畫

時，收容人的回應跟反饋是什麼，正向反饋的比例為何，如能有詳

實的數據可參考，對於之後精進此項業務才有依據。其次，公務機

關添購設備或敦聘外部專業人員入監授課，都有相關經費需求，除

了上級機關核發或貴監自身經費預算外，是否能對外尋求資源，以

利業務順利運作。教誨師於報告中提到高齡收容人活動以球類為

主，建議如要推廣老人體適能運動，或可聘請外部專家來評估高齡

者適合什麼類型的運動，也可避免監內高齡者因活動意外而受傷。

最後，建議報告中也可以把貴監在執行高齡者處遇時遇到的困境

或收容人真實的反饋顯示出來，才能更清楚未來應如何精進。 

主席： 

首先想了解貴監在辦理活動時，參加的收容人是否皆設定在 6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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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或者其他年齡較大者也可以參加？第二，對於 65歲以上高

齡收容人有 42%屬於精神疾病患者，想請問對於此類高齡收容人是

否有特殊處遇？再請貴監多加留意精神疾患之高齡收容人。另，個

人對於貴監所做的高齡者處遇深表肯定，惟對於健康促進方式，建

議在量能可負荷的範圍內，儘量做到類別區別化，留意部分特定高

齡者的需求。 

蔡科長銘豪： 

感謝主席與各位委員所給的建議，本監目前量能確實有限，也儘量

在有限的資源內去幫助高齡收容人，惟高齡者文康活動較難獨立

辦理，需戒護科派員現場戒護，但戒護人力吃緊難以負荷過多的教

化活動，所以在辦理高齡者的文康活動時，也儘量與一般收容人同

時辦理。另，在經費部分，是由本監編列預算，未來仍會努力精進，

希望能真正幫助到高齡收容人。 

梁科長博政： 

有關主席提到的精神疾病部分，誠如蔡科長所言，在戒護安全的框

架下，能進行處遇的時間勢必會被壓縮。所以利用候診的空檔，與

醫院方面合作辦理小團體課程，由社工設計課程內容，包括從自我

察覺及疾病的認知到家庭支持的修復及人際關係觀念的建立等，

有一整套循環的課程，而實務上遇到的困難則為受處遇的對象無

法每次都參加。 

楊教誨師庭維： 

在文康活動中，高齡者的範圍，本監目前是設定在 60歲以上，因

每個教區高齡者人數不同，對於高齡者報名人數較多的教區，優先

讓 65 歲以上參加高齡組活動，有多餘名額，才會開放至 60 歲以

上人員，其餘 60歲以下，再去報名一般組，不會有未符合高齡定

義者參加高齡組活動的情形。另外，委員提到動態比賽可能造成高

齡者運動傷害部分，目前本監所辦理的高齡組活動，比較屬非激烈

的運動。舉例來說，籃球比賽是請高齡者定點投籃，距離設定也不

會太遠，大概在罰球線上；桌球比賽，則是在球桌對面區域設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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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發球進得分區即可得分，比較不會讓他們激烈對打，或者是

數獨比賽，採用 2*2、4*4、6*6的比賽難度給高齡者作答。機關文

康活動，會以保護高齡收容人的前提，鼓勵參與。此外，委員也提

到高齡者有豐富生命歷程，因此，在辦理比賽過程，也是讓高齡者

可以分享他的人生經驗，可幫助其他場舍的高齡者建立正向情緒，

抒發其在監心理壓力。 

陳心理師夢屏： 

謝謝各位委員的意見，我們的團體輔導活動橫跨各教區，可以邀請

到不同的高齡收容人參加，以避免重覆參加或資源分配不均的問

題；但實務上部分高齡者確實缺乏參與團體課程意願，團體課程內

容其實很單純，主要為情感支持、敘事或是生命回顧，因為服務對

象是收容人，除了這些團體課程外，他們也有法定課程，例如酒駕、

毒品，甚或性侵、家暴等，相較於這些課程，我們所辦的團體課程

對他們而言是較為紓壓的，會讓他們感到溫馨。未來會持續辦理並

考量委員所給的意見，年底將彙整相關成果報告，如有機會再跟委

員請教或分享。 

蘇社工員怡安： 

謝謝各位委員的回饋及建議，對於未來的實務工作上有很多幫助。

過去辦理的活動，參加者為教誨師先行篩選，也會告知教誨師篩選

時先找 65歲以上者，以符合高齡者的定義。過去辦理團體課程的

目標多為在監適應、身心壓力及調整、情緒調整、家庭關係及家庭

經驗回顧等，也會安排一些和緩的手眼協調肢體動態內容。多數收

容人過去在監外可能沒有機會參加這種活動，有來參加者大多覺

得是新的生活體驗，例如曾經有個團體活動之一是帶領成員紓壓

練習，成員回饋他們藉由這練習，感覺到了緊張與放鬆的不同，也

學習覺察情緒與放鬆的技巧，對他們而言都是新的經驗及探討。團

體尾聲，大部分的成員都希望下次還能來參加，而有些成員則可能

因為認知能力或肢體動作等較為退化，影響下次參與團體課程的

意願。 



第 5頁，共 6頁 

 

主席： 

非常感謝貴監的報告及說明，確實能感受到貴監的用心，也期許未

來能讓更多高齡收容人得到相應的照顧。 

叁、臨時動議 
主席： 

有關民間司改會來函內容，有三點提出與各位委員討論，第一，該

會提到外部視察小組訪談收容人之情形。第二，該會針對部分監所

外部視察小組進到監內試用遠距面談設備表示稱許。第三，外部視

察小組委員針對陳情之處理。想請教各位委員有關上述事項的看

法為何。 

黃律師郁婷： 

並非所有的事務皆須由面談才能了解，應該回歸事務性質。目前在

台南監獄有設置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也都有定期開啟，陳情

內容如屬於法制面，應該交由現行法制制度辦理，法制面未規範者

才交由外部視察小組處理，不應該讓小組無上限的介入原屬於法

制層面的事務，這樣會讓制度混亂。如果有特殊的事由，例如今天

報告有關高齡收容人，家屬來接見的頻率可能會越來越低，甚至到

最後都沒有人來探視，如出現這類案例，而監方也有特別的照護處

遇需求時，可由教誨師先做輔導分析，再將個案轉交小組委員面

談，進行個案處理，讓小組成為監方處理特殊個案照護處遇的支

持。外部視察小組的職責與申訴小組應該要有所區分，建議與申訴

小組的界線仍應劃分清楚，屬於法制面的，仍應走申訴程序，外部

視察小組應該是處理申訴以外的事務，不應逾越現行制度之權責

劃分。 

決議： 

本小組的立場仍維持在支持真正有需要的收容人，而非干預現行

的申訴制度，不逾越現行制度之權責劃分。  

主席： 

如無其他意見，本日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參與。 

肆、散    會：上午 10時 40分 



第 6頁，共 6頁 

 

本季外部視察小組開會情形 

 

 

 

 

 

 

113年第 1季開會情形 

 

 

 

 

 

 

113年第 1季開會情形 

本季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開啟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