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我開始的關係功課 ▸ 

當家庭成了重擔，他們該怎麼辦？ 

參與者：⼩虎、慧玲、劉淑瓊教授、戴如玎科長 

鄭秋⽟： 
⼤家好，我是語⾔學者，鄭邱⽟，⽣老病死是⼈⽣必經之路，當家⼈老了病了的時候

再⽣跟死之間，我們可以⽤什麼樣的⽣命態度陪伴他們走過這⼀段旅程，⼜如何保有

⾃我，活出⾃⼰想要的樣⼦？這些問題從來沒有過⼀定的解⽅，照顧者付出⼈⽣都是

未來我們可以參考的路，也許在別⼈的故事裡，你可以找到屬於⾃⼰的答案。 

楊⽉娥： 
照顧⼈⽣從來無法預期何時會來，如何預備⾃⼰的未來呢？⼤家好，我是主持⼈楊⽉

娥，聆聽做好預備的明天將有更多機會做出適合你的選擇，歡迎podcast搜尋先來⼀杯
我們再聊 

⼩虎： 
本集節⽬與衛⽣福利部合作播出，hello歡迎來到從我開始的關係功課，我是⼩虎 

慧玲： 
我是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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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今天這⼀集很特別 

慧玲： 
不要⼀直學我，因為我每次都講的很特別，然後你就學我， 

⼩虎： 
我就會，我就會嗆他這樣，好，那今天特別的是是這樣⼦的，因為我們今天要談的1個
議題，說起來，可能會有那麼⼀點點的沉重跟嚴肅，但是今天我們是希望可以帶來更

多的希望，那我們的節⽬名稱叫從我開始的關係功課，⼀直以來，我們在做的事情就

是我們如何回到⾃⼰，我們如何成為⾃⼰，所以我們談夢想，然後我們談我們在這個

夢想過程當中的故事，我們如何去這個堅忍不拔的努⼒等等的，但是在這個過程當

中，有1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們要能夠成為⾃⼰，⽀持系統很重要也就是家，所以我們
很幸運的是，我們出⽣在可以⽀持我們夢想的家⼈，還有我們⾝邊有很多很棒的朋友

能夠⽀持著我們，可是你想想看，如果說今天我們在家庭的部分，他沒有這樣的⽀

持，甚⾄我們得回過頭來很⽤⼒的照顧這樣的家庭呢？那會是什麼的⼈⽣，今天我們

請到了兩位來賓，很特別喔。第1位是台⼤社⼯系的教授劉淑瓊博⼠， 

劉淑瓊教授：： 
⼤家好 

⼩虎： 
我們都叫他淑瓊老師，那淑瓊老師曾經獲得了紫絲帶獎，那這是我們台灣保護服務⼯

作的最⾼榮譽喔。好，那第2位來賓呢？是從很遠很遠的地⽅來的戴如玎科長 

如玎科長： 
⼤家好，我是如玎 

⼩虎： 
那如玎科長呢，是在某個縣市政府社會處服務的科長，這部分我們就不能透露太多

了，對不對？只能知道很遠啊。 

慧玲： 
我覺得今天這⼀集很特別，我這個延續⼩虎的很特別的意思是，因為其實其實很開⼼

受到了衛福部的邀請，然後⼀起和老師還有科長錄製這集節⽬，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

收到邀請的時候，我跟聯繫的窗⼝說，喔，我覺得好讚喔，我⾨要來談社會安全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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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議題，因為我從⼩就是我爸爸是警務⼈員，所以我在讀⼩學之前，我在警眷宿舍長

⼤的，就是我每天放學的時候，那個幼兒園的娃娃⾞送我到⾨⼝都是警察來接我下課

的喔喔。真的是我覺得我超級被保護的，你知道嗎？然後呢？我的寫作業的範圍啊玩

遊戲的範圍就是在派出所的那個範圍裡⾯，然後也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我覺得很幸運

從很⼩的時候就會知道社會有很多跟我不⼀樣的⼈，然後我覺得可以希望藉由這⼀集

節⽬，老師和科長的分享讓更多⼈知道其實有很多⼈，他們不⼀樣，那我們可以怎麼

透過比如說社會的幫助，這整個系統社會安全網的幫助，還有我們⾃⼰⼩⼩的⼒量來

幫助到⼤家 

⼩虎： 
好，那我們我們要從1個⼩⼩的故事開始，因為我們剛剛就講到了，如果今天家庭無法
變成⽀持我們的系統，反⽽是我們的很努⼒、很努⼒的去維護它，那這個⼈⽣會如

何，那我們請聽眾朋友們⼀起來想像1個這樣⼦的畫⾯，請在你⼼中的空⽩圖畫紙上，
⾸先呢有1個⼩寶寶，在1個⼩⼩的家庭裡⾯，有1個1歲的⼩寶寶，他有爸爸跟媽媽，
那這個媽媽是1個這個輕度智障的⼈，那爸爸則是中度智障，聽到這裡是不是突然覺得
好像這個有點困難了呢？那因為他們的這個障礙的關係，在求職⽅⾯，⼀定比⼀般⼈

不容易⼀些，於是為了能夠很好的去⼯作等等，所以孩⼦就必須得交由爺爺來照顧也

就是爸爸的爸爸，⽽爺爺則是有⾝障的1個狀況，所以其實在很多⽅⾯，其實都不是特
別的⽅便，所以在經濟的問題，加上這個育兒的問題裡⾯，其實有各式各樣的壓⼒存

在，⽽且更何況這個故事裡頭，因為爸爸媽媽對於這個理財的這個概念可能不是很清

楚，所以還曾經有被詐騙的1個遭遇，那這個該怎麼辦才好呢？ 

如玎科長： 
提到這樣⼦的案例，其實是我們社福中⼼在社會處承接，社安網有社福中⼼，很多案

例的⼀環⽽已，其實就是我們要⽀撐起這樣⼦的1個家，⽀持家的另外1個家其實都是
我們社福中⼼在推動很重要的理念，那在這個家庭裡⾯會有1個最⼤的因⼦，家有6歲
以下的嬰幼兒，他其實是很脆弱性的，那再來家裡⾯⼜有多名⾝⼼障礙者，有肢體障

礙有⼼智障礙，那他們在那個過往在⾦錢使⽤上⾯⼜被詐騙，其實因為⼼智障礙者，

他們對關係上在法律上的概念沒有那麼清楚，很容易被誘拐，那還有他們的⼯作經濟

不太穩定的脆弱性，還有在育兒經驗上，我可以想像這個家庭，我⾃⼰也是3個孩⼦的
媽，那剛開始第⼀胎的時候，我對於孩⼦怎麼安撫他，然後半夜為什麼吵著不讓我睡

覺，其實對於這樣⼦的1個育兒的家庭，他們的照顧負荷是⼤的，那我們社⼯界怎麼看
到有這樣⼦的需求的家庭，我們該怎麼介入，其實很挑戰，他有經濟上的問題，就業

上問題，育兒的問題，那麼多重⾯向的問題，難道求助社⼯⼀切都解決了嗎？那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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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慢慢的資源的導入，然後讓他們的⼼房打開，我們可以把資源進場，這是很挑戰，

這也很考驗，這是我們看到這個家庭的樣貌 

⼩虎 
這樣的家庭他是怎麼樣跟你們接觸到的？因為我⾃⼰知道的事情是，因為我前陣⼦為

了這個說書，我看了⼀本⽇本的，也是社⼯寫的⼀本書，關於無法努⼒的孩⼦們，他

們他們是無法努⼒，他們不是不願意努⼒，⽽是無法努⼒了，也就是打⾃⼼裡⾯，認

為就是這個，即使再努⼒，我也沒有辦法再好了，所以就不努⼒了的這⼀種，那其實

這跟那個我們的家庭⽀持等等，有很⼤、很⼤的1個關係，那所以有些時候他們甚⾄可
能不知道應該要去伸出⼿求援耶 

如玎科長： 
好，那我來介紹⼀下這樣，其實因為整個社會安全網，其實慢慢慢慢佈建的，我覺得

這幾年我投入實務⼯作那麼多年，我也有看到他的網變綿密，為什麼呢？因為他多數

家庭會以經濟議題尋求協助，最早他就是公所，因為剛開始這個媽媽，他們其實是沒

有結婚的，所以沒有結婚的話，就是未婚的，家庭裡⾯可以到公所申請經濟補助，這

個補助較特殊境遇家庭的經濟補助，過往還沒有推動社安網之前，⼤概都是經濟型，

希望給這個家庭經濟，他就可以獲得幫忙，但是進來之後，我們就有主動關懷，覺得

這個家庭去再去確認他有沒有更多脆弱性，那我剛剛說的，他有育兒的問題，對不

對？然後還有發現就業，還有家裡⾯有⾝障的議題，社⼯的敏感度就要提⾼，就會覺

得我們要更瞭解這個家庭，所以我們才會更收集更多的訊息發現他們在育兒上遇到⼀

些困難，包括還有我們會觀察，早⼀點觀察孩⼦的有沒有發展遲緩的1個情形，這個就
是整個網絡上已經，你看村⾥長或市公所，他們這個已經寄議題進來，我們窮盡⼀些

⽅式去把這些漏掉的⼈接住，這⼤概是我們在推動社會安全網這個部份很努⼒朝這個

⾯向去撈更多潛在的個案 

⼩虎： 
你剛剛講到那個那個個案的這個經濟之外的背後的更多議題，我順便跟聽眾朋友分享

⼀下，因為是可能也是在後來在瞭解的過程當中才知道，哇，這個寶寶在9個⽉⼤的時
候，還沒有辦法⾃⼰的很好的翻⾝，那才會知道說原來他們在這個養育⽅⾯也有很

⼤、很⼤的，這個需要幫忙的地⽅ 

如玎科長： 
對，沒有錯那現在其實在脆家進場之後，我們也會看孩⼦的⽣長狀況，那因為他每個

⽣長曲線他都有固定的要怎麼走成，所以我們就發現他有這樣的需求就育兒指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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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且這個主要⼯作者不是只有跟爸爸媽媽，他其實還有跟主要照顧者⼀起去對

話討論，因為有我們的⼼智障礙的⽗⺟，對於育兒上，他是覺得他跟他玩起來很開

⼼，他想要當1個⼤哥哥⼤姐姐，可是當孩⼦哭鬧的時候，他就想要躲起來，所以這個
部分很微妙，所以我們育兒指導的那個指導員很重要喔，他怎麼從備餐準備開始，也

會叫⽗⺟慢慢怎麼做⼀些參與，所以我們社福館有辦很多活動，那我的⽬標都會說我

們要邀請家長想辦法進來，本來爸爸都不跟了，然後我們現在都在想說不⾏不⾏，⼀

定要想辦法要爸爸要怎麼跟來，⼀起跟來，然後我們透過⼀些活動啊。誘拐他們來，

因為我們這時候想要介紹⼀下社福館，你想聽嗎？ 

慧玲： 
我想聽 

如玎科長： 
因為社安網裡⾯有1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怎麼樣讓資源可以深入服務，不是只有說社
⼯到家裡跟你講講怎麼教⼩孩，對不對？我們也提供了1個環境跟場域 

⼩虎： 
實體，對不對？ 

如玎科長： 
所以我們籌設了1個社會福利綜合館，那綜合館裡⾯有1個叫親⼦教育的親⼦館，在做
⼀些親⼦的活動，育兒活動，那邊有好多的教材，⽽且也會有育兒背景的夥伴在裡

⾯，就是透過玩的部分去教⽗⺟怎麼帶孩⼦ 

慧玲： 
然後我想要Echo科長說的社福館，因為我剛剛想到的是<我曾經受邀到某1個社福館裡
⾯去教學講課，那我的聽的對象就是⼀群年輕媽媽，但是10幾歲就成為媽媽，那加上
我本⼈也是23歲就成為媽媽，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東⻄可以交流，然後因為我們⾃⼰也
有⼩孩，在我們因為我們家住台北，所以我們也會其實帶孩⼦去很多的親⼦館，所以

其實有很多的資源是⼤家是可以運⽤上的，只是我們不知道⽽已，然後我想要就是詢

問科長跟教授，因為剛剛⼀直有提到脆家進場什麼⽅式的進場，然後我幫聽眾朋友科

普⼀下，我想問什麼是脆弱家庭 

如玎科長： 
脆弱家庭，其實脆弱家庭好饒⼝喔，什麼叫脆弱，脆弱這個兩個字就很難理解，以前

這個再早的年代叫⾼風險家庭，⾼風險，光那個名詞怎麼界定其實也很挑戰，但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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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我們會有其實有幾⼤⾯向的1個評估說你就進到脆家，比如說家裡發⽣意外事
件，突然主要照顧者⾞禍重傷死亡，他突然會⾯臨的1個經濟的議題或者是說家裡有不
利兒少的⽣長環境，我剛剛講的有⼀些是，他可能三餐飲食上本來就不規律⼜晚睡，

然後⼜不能到校，就遲到，這類型的不利兒少⽣長的環境，或是不利⾝障者或老⼈的

⽣長環境，所以我們有很多不是老⼈也不是障礙者的，他有照顧的需求，其實有不少

就是鹿島病患，突然你也不知道他的家屬怎麼聯絡，那要找誰？就找社福中⼼，或者

是還有⼀些個⼈⽣活適應遇到⼀些困難的，有⼀些⼀些社會適應的⼀些議題的，其實

很廣的⾯向，你能想像的，就可以來跟我們尋求協助，尋求協助也很簡單，就是上

線，在網路上只要搜尋關懷e起來，你就可以做線上通報啊。或者是說，你尋求⼀些資
源像村⾥長也都知道，那地⽅政府都有社福中⼼，其實這個管道還蠻多元可以獲得⼀

些尋求、⼀些協助，我們希望把這⼀群⼈撈出來，然後我們也更因為這是很⼤的⾯

向，還有潛在⼀些，我們沒有辦法想像，所以我們也常常從⼀些案例裡⾯的學習經

驗，然後在系統裡⾯，看系統跟系統間介接會不會有斷裂或是沒有接住的這個地⽅，

我們就盡量把它撈起來 

⼩虎： 
這邊就想問問看劉老師，就是因為你在這個領域這麼多年，然後看過這麼多的個案，

然後做各種研究，然後也提出很多的這個政策等等的調整，那以劉老師的這個經驗跟

專業想問問說，那關於這樣⼦的脆弱家庭，⼀旦我們社⼯能夠跟他們有所連結之後接

下來會怎麼樣開始幫助他們啊 

劉淑瓊教授： 
對，就像剛剛如玎講的其實我們社會的每1個⾓落裡⾯都有這樣的家庭，那我們其實也
不知道說⾃⼰的家庭當然能夠風調雨順能夠平平安安的度過最好，但有時候真的是天

有不測風雲，所以有些時候可能有⼀些事情他就突如其來，就你必須要去⾯對，那有

些事情我們⾃⼰就可以處理，或者是我們的親朋好友，⼤家伸出援⼿就可以度過難

關，但有些時候可能事情太⼤條了，或者說好幾個事情同時 

⼩虎： 
同時發⽣ 

劉淑瓊教授： 
對，那可能就承受不了，所以剛剛如玎講得非常好，就是其實我們台灣社會也是經歷

過了⼀些事件，所以政府也注意到，原來我們的社會裡⾯有這麼多的家庭是處在⾼風

險，那其實他是兒童虐待的⾼風險，就是這樣的家庭，他現在可能沒有兒童虐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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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但是以我們的瞭解，我們很擔⼼他沒有辦法好好照顧孩⼦，然後後來就開始就把

他像剛剛如玎說的，⼤家覺得⾼風險好像貼他標籤，那我們就想要去表達說，這樣的

家庭⼀陣風吹來，他可能風⼤⼀點，他就承受不了了，ok那剛剛⼩虎問到說，那我們
怎麼去幫助他，那剛剛如玎講，我們可以在線上，你就看到關懷e起來，你就可以線上
通報，當然其實在我們的社會裡⾯，彼此都很有愛，就是在我們的周圍，可能左鄰右

舍，你就看到說，這個家庭好像就是現在比較過不去，其實我們台灣很可愛，很多⼈

都很願意幫忙，但是這樣的幫忙就是⾃願的啦。那他也沒有強制性，那可能也是有想

到有餘⼒再去幫他，但是政府的這個資源就不⼀樣，就像剛剛如玎講，我們每1個縣市
都有，我們有去，佈建這個社會福利服務中⼼就叫社福中⼼，那裡⾯就有非常多的專

業社⼯，那政府在這幾年裡⾯⼤概在社安網1.0的時候，我們增加了3021位的社⼯，然
後到2.0，其實公部⾨跟⺠間部⾨加起來，將近10000名社⼯，那當然還是很少，因為
現在社會變遷的太快嘛。那⼤家的問題很多，⽽且很複雜 

⼩虎： 
很多家庭也是隱形的，根本看不⾒ 

劉淑瓊教授： 
所以就像如玎剛剛講的，我們希望把他撈出來，那這個撈出來，⼀⽅⾯是他知道有這

個資源，他主動求助，這個是我們最期待的，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今天聽的⼩虎跟慧玲的節⽬，那你有這樣的概念，也許你給他1個資訊，或者幫他打1
通電話，這個家庭就會有完全不同的這個未來的走向，所以簡單講，就是政府有社福

中⼼，裡⾯有專業社⼯，那他們接到了這個通報或者接到了這樣的1個求助的訊息，那
他們就會去做訪視對或者電話，然後他們就會去做專業的評估，評估之後，像剛剛如

玎講，就是⼩虎陳述的，那個家庭還有⼼智障礙，⽗⺟都有這樣的議題，然後阿公、

阿嬤那⼀代也是，然後經濟上有困難，⽣下的孩⼦有早療的需求，那你看這麼多元，

那我們的社⼯接下來做了評估之後，就會根據這個家庭的需求，我們去找資源來幫助

他，像如玎剛剛提到的育兒指導，那就很實在，那甚⾄就是我們會去，也許這個⽗⺟

他們雖然有智能障礙，但是能⼒可能還可以去做職業訓練，去找1個簡單的⼯作，可以
改善他的經濟等等的，社⼯就會去扮演那個，有點，像我們端午節的⾁粽上⾯那個⾁

粽頭有沒有 

⼩虎： 
這個很有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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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瓊教授： 
對對他就會把各種需求，他能夠做1個統整 

如玎科長： 
其實社福中⼼的社⼯，他不只是做個案服務，他背後還有1個跟系統間串連這件事情，
對因為有⼀些服務資源，不⼀定是完全都是社⼯服務，我先說，因為像育兒指導他的

頻率次數可能階段性要很⾼，那社⼯⼤概都1個⽉訪視⼀案⼀次到兩次，可是如果要到
每週，他其實是有困難的，所以⽀撐這個家庭的照顧，我們就會去評估說這個育兒指

導資源次數密度是要跟他⽣活有關的，所以我常常說像像這個孩⼦，我們如果可以進

到幼兒的系統，我已經可以入學了，入幼兒園我就很⿎勵說，我們來找資源⽀撐這個

家讓他到幼兒園學習，他就可以可以透過這個同儕的學習，因為媽媽爸爸的育兒能量

沒那麼⾼，我們需要靠社區來⽀撐起，那社⼯還要串什麼呢？像我們經濟上的議題，

⼤概我們要掌握有⼀些經濟補助，所以我們會串，像現在有1個兒少發展帳⼾，先幫忙
宣傳⼀下，兒少發展帳⼾針對家裡有1個低收的1個情形的，我們會幫他存1個帳⼾，那
相對提撥，政府就會相對提撥對等的⾦額，那等他到18歲的時候，他就有⼀筆1桶⾦，
以前對於這種低收入⼾的家庭，可能會覺得我們都⼀直在⽀助他，我想沒有希望，所

以希望透過兒少發展帳⼾這個做⼀些⽀撐，對，那我們還要串什麼呢？其實還有⼀些

就業的議題⾝⼼障礙的就業，其實也會在思考說怎麼就所⽣長的環境適合的⼯作，那

有⼀些鄉村型的縣市，他⼤概都是臨時的1個⼯作，那怎麼適合是屬於庇護性的⼀些就
業，這也需要社⼯跟就服系統做串聯，所以社福中⼼跟系統間的串連的⼯作，其實很

重要的就是那個粽⼦的那1條，⼀直在講這樣對，⽽且我覺得那個很貼切，所以我們也
⼀直在定位很清楚，社福中⼼社⼯要跟系統間做⼀些聯絡，因為如果⼤家都去，我們

我常常在說的就是很怕我們就是⼈⼈都是個管，就是個案管理⼯作，有沒有，最後各

個都沒⼈管，因為就是各⾃做各⾃的，所以社福中⼼很重要，要扮演這個我們現在在

講的1個主責，然後互相要互相協⼒幫忙這樣⼦。 

慧玲： 
我想要詢問就是科長剛剛提到了1個兒少發展帳⼾，有提到，1個是會提撥對等的⾦額
進到帳⼾，這是什麼意思 

如玎科長： 
啊，他的意思是說，假設我存500塊，然後政府提撥500塊，所以要對等 

慧玲： 
所以家長努⼒多少，政府就會回饋給你多少，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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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玎科長： 
他會有1個額度對 

慧玲： 
然後，剛剛講到希望是這個意思 

如玎科長： 
對，他也期待家長要有⼀些儲蓄，因為很多低收入家庭，他們其實不太會儲蓄，那我

們為了要加速他儲蓄，所以對等的提撥這件事，希望很⼤的誘因，但不少還是會有困

難，所以針對於沒有辦法提撥的，也會變成我們的1個關懷的對象這樣， 

慧玲： 
就是1個⿎勵性質的⽅式，但是不是說你今天拿出了那個憑證，我就會給你相對的補
助，⽽是你也要有努⼒， 

如玎科長： 
你要存入⼀定的⾦額，然後他相對就會提撥 

劉淑瓊教授： 
我想補充啊，其實存錢是1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當我們⼿上的錢很少的時候，我們常
常講說⿔爬壁，就是那個烏⿔爬牆壁，爬⼀下就掉下來了，就是存錢其實是很困難

的，對於收入不多的⼈，那我們在討論貧窮的議題的時候，常常就有所謂這個貧窮的

世代的循環，也就是說，好像這⼀代窮，下⼀代也會跟著窮，好像就是如玎剛剛講的

看不到未來，所以政府看到了這樣的1個問題以後就有了這個兒少發展帳⼾，那他的基
本概念就是說我⿎勵你存錢，你不要怕少，那你只要存⼀點，我在⼀定的額度裡⾯你

存多少，我就給你多少，那這個很有誘因，那另外呢？其實這個帳⼾還有1個功能，其
實也是剛剛如玎提到，就是萬⼀，就你本來都有照正常在存，忽然停了，那其實這就

亮紅燈，這個家庭可能出了狀況，所以政府這邊看到你都有存到，這個⽉，這兩個⽉

都沒有耶。追蹤的效果，對那政府就會主動去關懷是不是是發⽣了什麼事情，你需不

需要我們協助 

⼩虎： 
這個太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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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瓊教授： 
對，然後第3個就是剛剛如玎講，我覺得那個第1桶⾦，對這樣家庭裡頭的孩⼦其實特
別重要，他是1個希望，然後我有1個開始 

⼩虎： 
但我覺得好像有些什麼可以可以去做可以去發展，或者是我難得燃起的動能，甚⾄是

這1個下去，可能會翻轉我的⼈⽣，這個這⼀筆錢就會是很⼤很⼤的動⼒的，我這個特
別想要去，因為聽到現在，其實真的覺得他很像⼼理諮商，就是我們⼀般⼈，就是在

遇到這種可能⼼理的問題的時候，可能就會很快的擔⼼，說⾃⼰是不是這個有問題

的，所以就很害怕等等的，所以就不願意去找⼼理諮商，但事實上，⼼理諮商能夠提

供的服務，提供的資源都是很好的，⽽且不會讓你難堪，所以也是⿎勵⼤家勇敢的去

⾯對這件事情，然後剛剛劉老師也說到，因為天有不測風雲，也有可能像是我們在疫

情來的時候，確實在事業上⾯獲得很⼤的衝擊，那個時候我們都很脆弱，那除了疫情

之外，⼈⽣當中會發⽣很多不⼀樣的事情導致我們變得脆弱，所以我們知道這個資源

對我們來說的重要第1個，我們有機會能夠去幫助別⼈，幫助社⼯去做連結，第2個，
是連結我們⾃⼰，如果哪1天我們變得脆弱了，我們是不是也能夠透過這些資源來幫助
⾃⼰，然後因為我⾃⼰真的很有畫⾯，我⾃⼰呢？我有⼀個椎間盤突出的問題，對不

對？這其實就是1個脆弱的狀態，那社⼯提供這些服務，或是說牽連這些資源，就很像
是幫我們套上⼀些護具，當我們，我⼀定聽完剛剛那個故事都很擔⼼那個⼩朋友，對

不對？那個1歲的寶寶，他9個⽉都還沒能翻⾝，9個⽉他們不能翻⾝，那他的照顧怎麼
辦然後他爸爸媽媽的經濟怎麼辦？那社⼯就會把這個1個、1個的護具套上去，對吧？
透過這個資源的連結，那孩⼦暫時有了⼀些⽅向知道該怎麼做減少了焦慮，這是1個護
具，然後再來是幫助爸爸媽媽找到了⼀些⼯作的⽅向這是第1個的護具，然後再來就是
說那在家庭裡⾯有哪些東⻄可以怎麼樣設置然後更⽅便我們的長者來照顧孩⼦呢，這

也是1個護具，當這些護具建立起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慢慢慢的強壯起來，⽽強
壯以後就會得到更多的動⼒的那個⼒量，最後護具脫掉了就可以⾃主了 

劉淑瓊教授： 
你講的很好 

⼩虎： 
椎間盤突出給我的⼈⽣的教訓啊 

如玎科長： 
很有智慧耶。你講的真的很貼切，那個畫⾯很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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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玲： 
那如果這是剛剛社⼯跟政府，還有整個社會安全網可以提供給脆弱家庭的幫助，那我

想要幫聽眾問的是，因為我剛剛就在聊的過程當中想到的1個廣告，不知道⼤家有沒有
印象，就是他是1個在講防治家暴發⽣的1個廣告，然後就是同1棟⼤樓裡⾯的鄰居會⼀
直不斷的輪流去某1個家庭裡⾯敲⾨，比如說不好意思，那個羅先⽣，對我想跟你借把
鹽，其實他的眼睛在瞄裡⾯到底發⽣什麼事情，或是突然隔天換另外⼀家聽到這個家

庭裡⾯乒乒乓乓，然後結果那個阿姨⼜下去說不好意思，我是⽔電，我們來看⼀下，

我例⾏檢查，就是我覺得他是1個很可愛的創意，那這個創意比如說延伸到我們⾃⼰⾝
上，透過科長和老師的專業的⾓度來看，會建議我們，比如說我們是別⼈的鄰居好

了，我們可以怎麼樣幫助到⼤家 

劉淑瓊教授： 
對我覺得慧玲講得太好了，因為我⾃⼰是做兒童虐待的議題跟家庭暴⼒，你知道這兩

件事情都是對，都是在親密關係裡頭1個很⼤的衝擊，最愛的⼈傷害你，那他⼜是發⽣
在家庭裡頭，所以他具有非常⾼的隱蔽性，外⾯的⼈無從得知，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很

多的那個兒虐案件可能重⼤到死亡，然後上了新聞，那隔壁鄰居可能說有啊，有我都

聽到半夜孩⼦哭得很慘啊。可是那記者問他說他說他有沒有做什麼，別⼈家的事情不

好意思啦之類的，那我們在實務上也經常接到⼀些電話，就是我們台灣不是有113婦幼
保護專線，那這個會接到1個電話，我們把它叫做，我們專業上叫哭哭案，什麼意思
呢？ 

慧玲： 
哭哭案 

劉淑瓊教授： 
對就是會打電話，說我有聽到哭聲，⼩孩⼦在哭，那我們那個接線的社⼯就會請教說

是在你知道幾號、幾樓嗎？不知道，就是在我們這個這個⼤樓對⾯，在我們這附近，

可是我覺得這樣都是很好的，就像剛剛慧玲講，就是我們對於尤其在都會地區，坦⽩

講，隔1個⾨就是另外1個世界，可能真的是老死不相往來，那我們也覺得說別⼈家的
事少管，不要惹⿇煩之類的，尤其是這⼀類的家庭他會⼀⽅⾯有兩種樣態，⼀種是他

不跟別⼈來往或經常性的搬家，沒有⼈跟他熟，那另外⼀種也很有意思喔，出了那個

⾨都客客氣氣⼈模⼈樣，可是回到家⼜是另外1個樣⼦，所以不管怎麼講，當我們聽到
我們的鄰居有不對的動靜的時候，那個守望相助真的很重要，因為我常常講說兒虐都

不會是第⼀次，都是越打越重，那親密關係暴⼒也是⼀樣，可能從剛開始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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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越講越難聽，再來就動⼿了，動⼿、還⼿等等的，那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在事

情才剛剛冒出1個苗頭的時候，我們多關懷⼀下，那事情可能會有很多有不⼀樣的改
變，說不定你就救了1個孩⼦ 

如玎科長： 
這個部分我想要接續就是，其實我覺得社區鄰⾥關懷，這個是台灣在推動家暴法到兒

權法等等的變化，我這10幾20年來，我看到⼀些很⼤的轉變，以前我們著重責任通
報，責任就是說專業⼈員、專業⼈員對對專業⼈員通報有醫⽣護理師公所這些，你因

為職務你會接觸到這⼀群⼈，叫做責任通報，那還有1個就是這個推廣之後，最重要的
就是鄰⾥社區，鄰⾥要怎麼推動，那社區鄰⾥，他其實我們也很努⼒在邀請⼀些社區

做防暴社區，所以為什麼要去推動防暴社區，或是讓防暴社區可以⾃主來關注到鄰⾥

因為他才是⽣活在社區裡⾯的雷達，不管我的警政單位護理⼈員，我們多麼多訓練，

他都不是跟⺠眾⽣活在⼀起的，是怎麼樣讓社區裡⾯可以關注到這1塊，然後去宣導，
然後知道要通報，他們也很害怕，之前還說那個去通報說就問我說科長會不會被報復

之類的，我就說現在關懷e起來就是匿名的，你們不⽤那麼擔⼼，對那你只是要以關⼼
之名，然後來跟我們社⼯尋求協助，我們就有啟動主動關懷的機制，所以我覺得防暴

⼯作真的是要跟社區鄰⾥⼀起推動， 

劉淑瓊教授： 
對其實剛剛如玎講到的通報，現在都很⽅便，⼀⽅⾯是保密這是⼤家最擔⼼的，左鄰

右舍去通報我，這個這個以後，真的怎麼辦？那另外1個我們有1個關鍵就是疑似就通
報 

⼩虎： 
疑似 

劉淑瓊教授： 
什麼意思，就是說你不⽤確認 

⼩虎： 
你只要懷疑 

劉淑瓊教授： 
你只要覺得那個聲⾳，⼩孩⼦哭成這樣不對，或者你聽到隔壁乒乒乓乓，那個已經已

經不是⼀般的搬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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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不像在搬家喔 

劉淑瓊教授： 
對對對，可能是可能是1張椅⼦⾶過去，或者是怎麼樣，那這種情況就通報，那當然這
個對我們的⼀線社⼯當然是1個很⼤的壓⼒，就是⼯作量會變很⼤，但是就⽬前來講，
政府還是希望⿎勵⺠眾疑似就通報 

慧玲： 
從剛剛科長和老師的分享裡⾯，我們聽到很多如何去關懷脆弱家庭，或者是除了⼀般

⺠眾之外，整個社會安全網的系統怎麼樣⽀持他，那其實我們知道，除了現在在關懷

脆弱家庭之外，政府其實也都在關注1個叫做⾼照顧負荷家庭，可以請老師跟我們分享
⼀下，什麼是⾼照顧負荷家庭嗎？ 

劉淑瓊教授： 
其實這幾年，尤其是這1年以來，在⼤家也都知道新北市曾經發⽣1個案⼦，我們把它
叫乾屍案，那就是這家裡⾯有4個⼈，然後後來發現居然有3位已經死亡多時，那這個
事情⼀上報之後，幾乎是⼤家都非常的shock，就怎麼台灣還會發⽣這樣的事情，然後
深入去了解，就發現，其實跟我們今天講的案例很像，就是這個家庭裡頭，他的照顧

負荷是很沉重的，那我們的案例裡⾯講的是這個⼼智障礙，另外還有1個9個⽉⼤的孩
⼦都需要被照顧，但是我們發現有更多的家庭，可能因為現在⼈⼝老化，我們到2025
年就進入超⾼齡的社會，所以我們老⼈⼈⼝增加，那你如果是健康老⼈那還好，⼈難

免嘛再老⼀點，可能臥病在床或甚⾄有失智症，我相信我們聽眾朋友⼀定有很多的家

庭裡⾯會有這樣的困擾，那失智症，他跟現實的中間的這個關係，可能他沒有那麼清

楚，然後可能會有多疑⼼，然後會懷疑這個懷疑那個或甚⾄還有的有暴⼒，所以照顧

起來是很困難的，那另外也有像多胞胎的家庭，這也是對⼀次帶來的挑戰就很⼤，所

以政府在檢討之後就開始關注，然後也啟動了這個⾼照顧負荷家庭的關⼼，那⼤概有

10個指標，我就很簡單的講，那你顧名思義，第1個⾼照顧負荷，所以他⼀定是照顧照
顧兩個⼈以上，你要照顧的對象是兩個以上，然後沒有照顧的替⼿，我們都養過⼩

孩，有沒有，就是你沒有那個喘息的機會 

⼩虎： 
天天熬夜會崩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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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玲： 
會崩潰上廁所也沒時間，他們會蹲在⾨⼝看你啊對不對？ 

劉淑瓊教授： 
就是你那個時候多麼希望有1個替⼿，讓你喘息⼀下，讓你休息半⼩時也好，所以這個
第2個就是沒有照顧替⼿，第3個是沒有照顧經驗，好像剛剛講的那個，他沒有育兒的
經驗，或者是我們可能有照顧老⼈的經驗，但是當老⼈更衰弱⼀點，他可能需要灌

食，或者是就像剛剛講失智症的問題，那真的會慌啦。 

⼩虎： 
需求不同了， 

劉淑瓊教授： 
不⼀樣，對，然後接下來第4個是⾼齡照顧者，現在可能是90幾歲的爸媽，然後70歲的
兒女，有沒有？ 

慧玲： 
真的，有有有 

劉淑瓊教授： 
老⼈照顧老⼈真的是⼼有餘⼒不⾜，然後接下來是照顧者本⾝，他可能他⾃⼰也是病

⼈，他⾃⼰可能年齡的因素，或者本⾝⾝體有⾝⼼的議題，那再來就是照顧者，他曾

經有⾃殺，或者是這個⾃殺意念或真的有⾃殺的⾏動，這也是我們⾼負荷、⾼照顧負

荷家庭裡⾯的1個指標，那第7個呢，是被照顧者，剛剛我們講過，他可能有這個嚴重
的情緒困擾，像剛剛講到的精神疾病，或者是失智症等等，那接下來，第八是他們倆

造過去有家暴的問題，有家暴問題⼜要去照顧，那個負荷，就是⾝⼼都很是很挑戰，

那再來是，第9個是他有申請政府的資源，但是資格不符，那第10個呢？就是照顧情境
有改變，那這就是10個我們現在其實聽眾朋友聽了之後，我們也會把資料再放到我們
的資訊欄，你們的資訊欄裡頭，因為我覺得這個東⻄很重要，就是我們⾃⼰，或者我

們周圍的朋友，我們都留意⼀下，有沒有剛剛講的這⼗種狀況，如果有的時候，你可

能就要亮紅燈，提⾼警覺，這個家庭需要被幫助 

如玎科長： 
所以就以我們實務界服務經驗，剛剛老師講的那個⼗⼤的指標真的很多，如果有兩三

種指標同時存在的時候，也很挑戰我們社⼯怎麼媒合資源來協助這⼀類型的家庭，那

就我們檢視幾個縣內有發⽣⼀些重⼤的⼀些案⼦，我覺得有⼀種特徵是我最近特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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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從⼀些案例的時候，很特別需要關注，⽽且這⼀群⼈很容易被忽略，就是中年成年

的男性，他可能有失婚、未婚，那過往他在⼯作有⼀些失利，後來就回到家鄉，那他

被承擔，因為他沒有去固定的⼯作，所以他就要負擔起照顧長輩的責任，可是男性照

顧者有時候對於網絡尋求協助的時候，他比較不會尋求協助，我會舉⼿，不會說我需

要，那他就是有⼀搭沒⼀搭的照顧，那他沒有驚覺到⾃⼰需要被⽀持的時候，有時候

就會動念，就是殺他後⾃殺的情形，那這是非常不樂⾒的，或者是也有⼀種類型，是

他長期都照顧很好，那也覺得說⾝為他也承擔起這樣⼦的家庭照顧，但是他沒有忽略

說他前⼀陣⼦我們也遇到疫情，其實疫情這個確診，當時確診的時候，他們覺得很渺

茫，很沒有希望，覺得我可能會染病沒有辦法恢復，所以他就想那不如我先動⼿，就

把他推下樓這樣，那這個我覺得這類型的，我們會更引起多⼀些關注。剛剛尤其那種

老老照顧的、雙老家庭的，所以政府對於雙老家庭也有⼀些主動的⽅案，先去做⼀些

預防性的關懷，那假設關懷他是有更有脆弱性的時候，我們會再做深入的評估，然後

評估是不是要開案，所以現在對於⾼照顧負荷不是只有社政系統，還包括衛政的長期

照護的系統，還包括你突然⽣病住院的這⼀種醫療的，其實這1塊都是錢，在我們對於
覺察是不是⾼照顧負荷很重要的1個介入點，所以也因為社會事件讓我們社政單位還有
整個社安網裡⾯就不斷的來思考關注這1塊，也因應超⾼齡社會的到來，整個的服務⽅
案，我覺得那個照顧經驗真的是要學習的，我最近也在照顧那個外婆，90幾歲，我開
始學管灌⿐胃管，⾃⼰家裡姊姊是護⼠，我想說這好難喔，我⼀直說網路寫的很簡

單，⾃⼰要管灌的時候做，⽽且你要翻⾝，你要學翻⾝，你要學習換尿布，那這是每

天routine的⼯作，可是我可能沒有辦法覺察我已經負荷不來了 

⼩虎 
對，那種陌⽣感就好像回到第⼀胎的時候 

如玎科長： 
照顧老⼈跟孩⼦不⼀樣了 

劉淑瓊教授： 
對，我正要補充，我覺得照顧孩⼦，因為我很常會看學⽣的臉書，那他們現在就是在

雖然是蠟燭好幾頭燒，⼜要就是⼜家庭⼜⼯作，可是他們是開⼼的，你知道嗎？因為

你看著孩⼦就是1天，1天長⼤，但是我覺得那種負荷⾼照顧負荷家庭不同，他是已經
有點燈枯油盡了，已經撐不下去，可是你知道我們的⽂化傳統好像會給⾃⼰1個壓⼒，
1個框架說，我要孝順，我如果抱怨就是我不孝或怎樣，所以我覺得這個壓⼒真的是非
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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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玲： 
我可以理解剛剛老師跟科長講的，因為我的媽媽就是我媽媽，前年就是突然中風，然

後因為我跟弟弟妹妹都是在台北⼯作跟讀書，所以瞬間就是我爸1個，就是我爸要去照
顧媽媽什麼的，然後我覺得對我們整個家庭來說也是1個新的挑戰，剛剛老師在講到那
個負荷家庭的指標的時候，我腦袋⼀直冒出很多的話，包含我們家還有親戚家庭，因

為我們是那個罕⾒疾病的家庭，所以其實我很多親戚是是真的很需要幫助的，那但是

怎麼樣去比如說我們怎麼樣去說，你需不需要幫助，或者是我可以怎麼樣幫你，那個

其實都是我覺得很需要去練習的，包含從未問到真的執⾏，我⼩時候不懂啊。然後我

都⼀直哭，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但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個家妹妹超喜歡我，所以也許

我的出現，我的那⼀點點的陪伴，就是我也算是這個社會安全網其中的⼀員了，對不

對？ 

如玎科長： 
是是的是的，是很好 

慧玲： 
所以我覺得今天節⽬很榮幸可以邀請到淑瓊老師和如玎科長跟我們分享怎麼樣去認識

到脆弱的家庭還有⾼照顧負荷家庭，以及我們⽇常可以怎麼樣去關懷他，收到這個邀

請的時候，我⾃⼰⼼裡⾯有1個想法是，我們的節⽬其實這⼀集很像是⼀陣風，為什麼
會這樣講，比如說我的爸爸、警務⼈員還有淑瓊老師跟如玎科長，我們在整個社會安

全網裡⾯的這些服務的⼈員，在種下的是1顆顆的蒲公英的種⼦，然後這⼀集節⽬有點
像是那陣風，⼤家想像⼀下，⼩時候我們拿到蒲公英，都是很喜歡去吹它嘛，然後那

個種⼦才會往外⾯去，這⼀集節⽬變成⼀陣風，就是希望可以把⼤家種下的這個種⼦

吹出去，散落到各個地⽅，然後今天如果有聽這集節⽬的聽眾的你，你走到某個地

⽅，⼜看到這些種⼦被就是⽣根的，然後你⼜拿起來吹，其實⼤家會延續著這陣風，

然後，你也可以成為這陣風，讓我們⼤家在這個系統裡⾯去努⼒跟⽤⼼做的所有的事

情被更多的⼈接觸，那也希望更多⼈可以藉由拿到蒲公英那個時候得到更多的歡樂跟

幸福跟愛，我覺得這是使命感的存在，對，很開⼼跟老師還有科長聊天 

劉淑瓊教授： 
講得太好了，謝謝 

⼩虎： 
非常謝謝今天淑瓊老師跟如玎科長今天來分享，那我也要特別謝謝。特別謝謝我們今

天的聽眾，你願意聽到現在我真的要謝謝你，因為各位可以成為我們接下來接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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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陣風，然後另外還要再謝謝，這是我們這次邀請我們的夥伴，這個因為他們在

背後非常致⼒於這樣的推動，所以在我們今天的節⽬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討論，我

們該如何更好地將這個使命感延續下去，然後跟更好的去傳播下去，所以我們我們就

非常感謝我們今天那個⾏銷公司，謝謝他們，好，那麼今天這⼀集節⽬就到這邊，希

望我們今天能夠把希望能夠帶下去，希望這⼀集節⽬不是讓你感到沉重，⽽是看⾒更

多的希望，還有看⾒我們原來有這麼多⼈在那裡努⼒的，好那麼從我開始的關係功

課，我們就下次⾒囉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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