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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社會環境快速的變遷，家庭結構、組成也隨之改變許多，影響家庭

的樣貌與功能，進而產生不同的型態；現今社會的家庭型態多屬單親家庭、隔代

教養、重組家庭等，且支持系統較薄弱及缺乏資源的家庭比例逐年上升（謝幸蓓，

2008），然而緊跟隨的少子化與人口老化問題，同時也讓家庭的支持與因應能力

愈加單薄脆弱，當風險升高、危機產生時，主要照顧者面臨生活上的各種壓力，

若無法負荷或者維持經濟平衡，則有可能衍生許多問題，甚至導致家庭功能喪失。 

當家庭面臨大大小小的風險危機，若又無後援的情況下，即減弱家庭原有的

功能，對家中的兒童或青少年，無法繼續提供完善的支持與照顧，就可能導致疏

忽或虐待等情事出現；馮燕（2010）指出如家庭中的不安因子增加，將削弱家庭

的親職及照顧功能，易發生兒童及少年受到虐待、目睹家庭暴力或攜子自殺等悲

劇，而同時家中成員有身心疾病、死亡、入獄、藥物濫用、酗酒等情況，則會讓

家庭內部的關係不穩定處於危險邊緣，可能導致更多衝突與憾事發生。 

2004 年我國政府開始實施「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乃因應兒

童及少年虐待事件的預防措施，爾後 2015 年修正為「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關

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透過主動及提前介入有潛在高風險危機的個案家庭，提

供預防性服務，降低危險因子，協助發揮家庭功能。2018 年我國政府再度檢視社

會重大事件，如家庭暴力、無差別隨機殺人、兒虐致死、性侵害、殺子自殺等，

冀望建構一張更緊密的安全防護網：即「強化社會安全網」；這張安全網的補強，

在於檢討既有的機制缺漏，透過提升或改善體系，強化聯結、縮小漏洞，讓社會

大眾同心協力推動與執行，從根本解決影響社會安全的各項風險因子。 

據此，筆者先列出高風險家庭定義與具體評估指標，再簡述本文欲探討之高

風險個案，最後針對高風險家庭給予親職輔導的建議，其包含：社區建構安全網

絡、學校組以輔導團隊，永續協助個案以及教師對於個案家庭親職輔導的策略；

以下分述說明。 

二、高風險家庭的定義與評估指標 

(一) 高風險家庭定義 

黃秋霞（2016）定義高風險家庭是指：家庭功能不彰、家暴凌虐、物質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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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刺激不足、社經地位不利等。而在社會安全網服務體系中，高風險家庭可分

為：脆弱與危機家庭；脆弱家庭為「因貧窮、風險與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

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之家庭」，危機家庭則是指「家

庭中已發生暴力、性侵害或兒少、老人、身障者等受虐問題」（蘇湘雲，2018）。 

(二) 高風險家庭具體評估指標 

根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21）修正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

十四條」規定，其高風險家庭具體評估指標如下列六項： 

1. 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如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吵、無婚姻關係帶年

幼子女與人同居、或有離家出走之念頭者等，以致影響兒少日常生活食衣住

行育醫等照顧者功能者。 

2. 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罹患精神疾病、酒癮、藥（毒）癮並未就醫

或未持續就醫，以致影響兒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醫等照顧者功能者。 

3. 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有自殺風險個案，尚未強迫、引誘、容留或

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惟影響兒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醫等照顧者功

能者。 

4. 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以致影響兒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

育醫等照顧者功能者。 

5. 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負擔家計者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等，以致

影響兒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醫等照顧者功能者。 

6. 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以致影響兒少日常生活食衣住

行育醫等照顧者功能者。 

三、高風險家庭個案 

筆者於國小任教，在教學現場中看到無數高風險家庭學童亟需伸出援手的個

案。本文將探討在教學現場所遇一國小女童案例，並瞭解學校對於高風險家庭因

應，其案例說明如下： 

A 女童為國小二年級轉學生，由於該女童在年紀尚小時，已被社福機構安置

過，因此學校導師及輔導教師將該生列為重點關懷對象；根據導師轉述，該女童

家庭為低收入戶，家中成員有父親、母親及偶爾回家的奶奶，女童的主要照顧者

為父親，但父親因案件入獄，女童目前僅由母親一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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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的母親沒有工作能力，經濟不穩定，需靠政府單位領取補助度日，鄰居

知其狀況，會給予食物及衣物協助母女日常生活；但自從父親入獄後，女童從外

觀穿著、行為表現及言談中可知母親有疏忽照顧之責，其一，女童常未吃早餐就

上學，向導師反映肚子餓及腸胃不舒服；其二，女童在中午用餐時狼吞虎嚥，向

老師訴說因昨晚飯沒有吃；其三，女童並未隨著天氣轉變而改變衣裳，且衣裳明

顯未洗及散發味道，引起其他同學反應；其四，女童在校常與同學因小事而起爭

執，與同學相處不睦，有情緒不穩及暴力等傾向。 

某日，女童被導師發現身上有明顯傷痕，詢問之下女童因吵鬧被母親制止體

罰，而母親表示為正當管教；但自此之後，女童被母親責罰次數變多，在校行為

表現更為不妥，與同學起爭執時就是直接動手，暴力相對。某次與導師談話時，

該生表示家裡有陌生人出入，言語中略顯不安；經導師了解後是奶奶帶著男朋友

及朋友回家小住幾日，並與女童及母親同住屋簷下數日，然而女童無法清楚說明

相處情形，只能描述片段，但導師認為茲事體大，經由與學校商討後隨即請社工

到校介入，並再次通報相關單位，後由社工及社福單位評估了解後，再次將女童

安置並轉至其他學校。 

四、高風險家庭的親職輔導之建議 

筆者深感其家庭結構及成員對女童身心的影響，且該家庭成員關係紊亂，偶

有家庭衝突，甚至有奶奶的男朋友在家同住，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品質。莊文芳指

出（2018）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認定「家庭」既作為整個社會的基本單位，則應

提供兒童成長和幸福的自然環境，給予必要的保護和協助，使父母與照顧者皆能

肩負起撫養和保護兒童的主要責任，讓孩子在幸福、互愛和諒解的氣氛中自然發

展。據此，本文將從社區、學校及導師三面向，提出親職教育之建議。 

(一) 社區建構安全網絡 

依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為強化整合兒少保護服務及兒少高風險家庭

服務，自 2019 年起，有疑似監護或照顧不周之高度風險家庭列為通報「保護事

件」，有福利需求之中低度風險家庭則通報「脆弱家庭服務事件」；一般民眾則可

透過社會安全網站「關懷 e 起來」，或者撥打 113 專線進行通報，也可就近向當

地主管機關（社會局）尋求協助。 

在第一期「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的執行成果中，除了普設社會福利中心，

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服務外，還有精進社區脆弱家庭預警機制，讓社區中風險

性及脆弱性較高的家庭能夠及早被發現，適時給予協助。另在第二期計畫中設定

的策略一即為「擴增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其作為包含：拓展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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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支持資源以提供家庭支持及知能成長服務、強化社區式家事商談服務以降低

家庭關係衝突、布建家庭服務資源以支持家庭多元需求、從網絡合作推進到扎根

社區的關懷互助等；從計畫中的各項措施來看，無非是希望建構出能涵蓋各家庭

的安全網絡，讓社區與家庭能發展為合作互助與支持的關係。 

據此，以個案為例，女童鄰居與社區人士皆會提供該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物

資，且左右鄰居平時也會關注該家庭生活情況，適時給予關心與問候；而當地村

長則依照該家庭狀況協助申請相關補助，透過結合社區的力量幫助該家庭度過難

關，落實社區與家庭之間的互助與支持。 

(二) 學校組以輔導團隊，永續協助個案 

導師在與女童談話中知曉家中情形，藉由密集的對話機警發現問題並展開輔

導機制；另校內認輔老師及輔導老師數次對女童進行輔導對談，與女童建立良好

關係，藉此釐清家庭狀況，並給予生活關懷及協助改善人際關係。當女童主動告

知家中情形，讓學校更為了解女童困境，透過多方力量給予該家庭支持，如：物

資支援、協助請領補助、課業輔導等；另學校社工師透過家中訪視，瞭解與指導

母親照顧女童的情況及檢視家中資源，以期讓該家庭教養情況能導向正軌。然而

母親多次有責罰施虐情形，情緒管控不恰當之外，女童奶奶交友關係較為複雜，

讓女童心生不安，雖然女童未曾明確表示受到侵犯，建議校方應即時啟動輔導機

制，與導師商討適切的輔導策略，依規定再次通報並交由相關單位介入處置。 

學校除了給予女童輔導支持以及課業扶助、人際關係改善、提供適當協助之

外，社工師針對母親有定期每週訪視，希望幫助母親增強親職功能與提升照顧女

童能力。其實政府的介入是幫助這個家庭能找回原本屬於親職的能力，讓這個充

滿危機與風險的家庭找到支持的力量，希望藉由社工師穩定的陪伴與協助，以及

周邊的援助網絡，讓孩子能盡早回到原本溫暖、健康的家。 

(三) 教師對於個案家庭親職輔導的策略 

由個案所知，家庭對於子女的重要性，而倘若透過親職教育能將原先搖搖欲

墜的家庭功能適時的給予扶助與導正，或許能有效的降低高風險家庭的產生，補

強家庭功能不彰的部分。何華國（2013）提及家庭的功能型態，包括有：經濟、

健康、休閒、社會化、自我認定、情意、教育與職業功能。除了學校端啟動輔導

的機制外，身為面對學生第一線的教師，在發現學生在身心、行為上有些異常時，

應須有敏銳的覺察意識，並細心的觀察能力，將每位學生都視為重要的關心對象。

因此，建議班級有高風險家庭的學生之導師，善用親師座談，提供父母瞭解孩子

在班級的學習狀況，也讓家長能夠明白導師帶班的策略。此外，導師宜建構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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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班級經營氛圍，與學生建立雙方信任關係，以利學生能願意分享家庭的相處情

況，提供導師進一步了解學生家庭生活實況。 

五、結語 

筆者處於國小教育現場，能觀察到許多學童與家庭、父母之間的互動與所建

立的緊密關係，深知家庭與父母對學童心理、生理發展的影響力。楊國樞（1986）

指出家庭能影響一個人的生、心理發展，父母教導子女時的認知、情感、行為意

圖及實際的行動與做法，其內涵包含態度與行為層次，且父母的教養與期望會直

接影響個體的發展。對於處在高風險家庭的孩童更是如此，家庭的氛圍及父母激

烈或不妥的行為，會直接反映在孩童的生理及心理上，所造成的傷害可能衍生更

多的問題。 

高風險家庭可依照個案需求提供家庭服務，包含社工師關懷訪視、照顧服務、

心理輔導、親職示範、家務指導、增強親職功能等；另社福單位也會舉辦親職教

育活動藉以增強父母或照顧者親職知能，促進親子參與及改善親子關係。而在社

會福利服務中心可提供的親職教育宣導方面，對象也包含一般社會大眾及社區、

團體組織等，能結合社區關懷與支持機制，合力推動預警機制，及早發掘有潛在

危機的高風險家庭，達到預防宣導的目的。想要孩子能回到溫暖的家，那就更需

仰賴眾多的援助網絡、社會大眾的支持與幫助，能整合更多資源與人力，串連社

會大眾對家庭的關愛、熱心，期許每個孩子都能在健康的家庭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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