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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洲的兒少保護民間團體相當蓬勃，發展各類服務模式以回應家庭需求，澳洲

兒少家外安置中，以親屬安置類型提供替代性照顧的比例約 5成，為全球之冠，爰

為瞭解澳洲推動兒少保護及家外安置工作經驗，據以學習交流，本次邀請民間團體、

地方政府、專家學者等 20 人(名單如附件 1)，共同赴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參與「家

庭暴力及兒童保護國際研討會」，參訪 8個單位，包含與其州政府社區及司法部門

(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and Justice, NSW)進行交流，及參訪辦理兒少保護

及家外安置服務之 7 個相關民間單位，含：Association of Child Welfare 

Agencies、Uniting NSW.ACT、Mackillop Family Services Blacktown、Key Assets、

Family Spirit、Adopt Change、AbSec|NSW Child, Family and Community Peak 

Aboriginal Corporation。 

本次參訪印象深刻，澳洲兒少保護公部門人力與台灣同樣面臨人力不足情形，

惟澳洲非營利組織發展蓬勃，澳洲政府在家庭處遇服務，透過公私協力，廣泛由民

間團體提供處遇服務，依據兒少年齡、家庭議題與危機度等，發展接近家庭需求的

各類服務方案；另外也深入了解澳洲親屬安置比例高的原因，以及澳洲政府在家外

安置的議題上，將替代性照顧服務納為協助原生家庭處遇的一環，並提供寄養家庭

及親屬家庭充足人力、物力等支持，不論是針對工作者或照顧者皆有一套訓練工具

與規劃，並強調媒合親屬照顧外，更重要是幫兒少建構與重要關係的連結，才能真

正有助於兒少未來的復原。值得一提的，澳洲與台灣一樣面臨龐大的通報案件，澳

洲政府近年來強化責任通報單位採取精準通報，分級回應，並且將再通報的概念視

為服務介入的契機等。這些珍貴的交流過程，可作為我國未來在精進兒少保護政策

與制度上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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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我國近 3 年兒少保護通報案自 110 年 4 萬 4 千餘件，到 112 年達 5 萬 6 千餘

件，成長近 3 成，每年經列為保護個案提供處遇服務約 1 萬 2 千餘件，其中約 800

餘件接受家外安置。另統計兒少家外安置類型，安置於機構比率 54%、寄養家庭

34%、親屬家庭 12%，以機構安置為大宗；相較澳洲，安置於住宿型機構 7%、親

屬家庭 54%、寄養家庭 37%、其他型態約 1%，以親屬安置為大宗。相關研究與實

證顯示，兒少安置於家庭型態的安置處所，尤其是親屬安置模式，兒少經驗較少創

傷與分離、有較強的歸屬感，適應狀況也較佳，並且維持與親友互動，有助於其文

化連結與安全感建立。我國為強化推動親屬安置量能，透過補助各縣市政府相關

親屬媒合支持費用、安置費用補助、透過訓練及督導，將尋親與媒合親屬安置列為

安置的優先作為，期以保護兒少權益，接軌國際趨勢。 

有鑑澳洲在推動親屬安置的比高，以及近年來澳洲發展各類的兒少保護處遇

模式，並朝減少兒少移出家外安置的創傷，及重視家庭參與精神共同擬定處遇計

畫之作為。為精進兒少保護服務業務整體發展，提升兒少保護替代性照顧服務品

質，增加親屬安置服務量能，以及深化家庭處遇服務內涵，辦理此次考察與交流活

動，活動目的分述如下： 

一、了解澳洲兒少保護及家庭暴力政策、法律及相關服務，包含新南威爾斯政府家

庭及社區服務部門，其網絡單位、民間團體合作分工情形等。 

二、了解兒少保護專業發展、教育訓練規劃，包含教育訓練課程認證、親屬安置評

估、支持、輔導追蹤等評估與訓練內容等。 

三、針對澳洲替代性照顧資源服務規劃與布建，了解親屬安置家外安置服務體制、

親屬安置、寄養家庭相關支持服務方案、替代性照顧服務品質督導與評核機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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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流澳洲家庭處遇資源規劃與佈建，因應家庭處遇問題多元，澳洲發展各類家

庭處遇，爰了解各方案的服務對象、運作內涵等整體推動經驗，藉以檢視我國

相關處遇模式是否有可參採或借鏡發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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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過程 

時間:第一天（113年 8月 26 日） 

地點:新南威爾斯州社區及司法部（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and Justice, 

NSW） 

主講人:Briana Jurgeit(Director)、Ms. Danielle Makin (Manager of Child 

Protection Policy) 

一、  澳洲新南威爾斯兒保系統簡介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簡稱 NSW）兒少保護主責體系為司法和社區部（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and Justice，以下簡稱 DCJ），原為家庭和社區服務部（NSW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FACS），2019年與司法部

合併成為社區和司法部，司法與社區、非營利組織合作，提供家庭暴力、性侵

害被害人、弱勢兒少、身心障礙者、老年人、原住民、遊民、進入司法體系的

少年等相關服務。 

二、DCJ在兒少保護工作的角色與功能 

(一) DCJ 主要負責評估兒少是否需要照顧與保護，針對經評估需要保護的兒童與

少年，DCJ會與其他政府部門、非營利組織及社區合作，提供預防及早期干預

措施，增強家庭與社區的能力與量能，以降低兒少被家外安置的風險。服務內

容以家庭維繫(Family preservation，簡稱 FP)1，重要方案內容如下： 

1.安全照顧(Safe Care) : 針對 0-5 歲遭疏忽或虐待風險兒童的父母，透過一

對一的輔導模式，在父母既有優勢上，教導父母如何為孩子創造安全且有利於

孩子成長的家庭環境，服務期間約 5個月。 

2.密集家庭維繫服務( Intensive Family Preservation，簡稱 IFP)：針對 0-18

歲且經評估有 ROSH 風險的家庭提供 6個月(至多 12個月)密集式服務，透過每

                                                      
1 詳參 DCJ 網址 https://dcj.nsw.gov.au/service-providers/deliver-services-to-children-and-

families/family-preservation/family-preservation-progra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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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少 2次以上的家訪，協助家庭成員運用相關資源，提升家庭的親職功能，

以增加兒少在家的安全。 

3.家長責任契約(Parental Responsibility Contracts)：個案管理者進行服務

時，會協助家庭制定如何提升親職能力的計畫，在跟家長簽定家長責任契約 

(PRC)，透過設定和追蹤目標，以支持家長做出積極改變，並採取措施實現家

庭重建。 

4.新穩固支持計畫(New Pin)：是針對父母和孩子需求的一項長期、以中心為基

礎的密集支持計畫， 包括育兒課程、同儕支持和基於依附的親子關係建構。

這項計畫以依戀理論、創傷知情實踐、對兒童發展的理解和基於價值觀的文化

為基礎，許多參加 New pin的父母在自己的童年時期都經歷過嚴重的創傷和

虐待。透過治療方法來培養父母的能力，從以人為本到全家庭干預的各種支持

組合來修復和加強親子關係。 

(二)DCJ 針對被家外安置的兒少，則提供永久性支持計畫(Permanency Support 

Program，簡稱 PSP)，以支持家庭恢復功能，以及早讓受安置兒少返家重聚無

法返家者，則會進一步採取監護或收養等措施。重要方案內容如下： 

1.家庭團體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 FGC)：以兒少為中心，將孩子置

於所有計畫和決策的中心，與兒少相關的家庭成員聚集在一起討論。 

2.功能性家庭治療(Function Family Therapy -Child Welfare, FFT-CW): 是

一種以家庭為基礎的治療模式，適用於 0-17 歲兒童遭受身體虐待或疏忽的

家庭。 

3.虐待及疏忽多系統治療(Multisystemic Therapy for Child Abuse and 

Neglect)：針對 6 至 17 歲兒少及其家庭，該計畫是跟兒少及其所有家庭成

員合作，主要透過與家長和其他系統(鄰里、社區、學校)合作來改善兒少的生

活，以減少兒少受虐風險。 

三、DCJ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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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洲政府於 2007 年制定《犯罪(家庭暴力與個人暴力)法》(Crimes (Domestic 

and Personal Violence) Act 2007)，聯邦政府於 2010年訂定 2010-2022減

少婦女及兒童受暴國家計畫(National Plan to Redu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並於 2022年訂定 2022-2032 終止婦女及兒童

受暴國家計畫(National Plan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NSW 亦陸續訂定 2016-2021 新南威爾斯州家庭暴力改革藍圖

(NSW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Blueprint for Reform)、2022-2027新

南威爾斯州家庭暴力行動計畫(NSW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Plan)及

新南威爾斯州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預防途徑(Pathways to Prevention: NSW 

Strateg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omestic, Family and Sexual Violence, 

2024–2028)。 

(二)DJC家庭暴力防治重要方案： 

1.警方或被害人可向法院聲請暴力禁制令(Apprehended Violence Order，簡稱

AVO)，加害人必須遵守 AVO，否則會成為刑事犯罪。AVO分為兩種，ADVO是針

對家庭成員暴力行為所核發，APVO則是針對非家庭成員暴力核發的。AVO內容

除了禁止加害人施暴(含毀壞財物及對寵物施暴)外，亦包括命禁止聯繫；禁止

擁有槍枝；命加害人遷出、遠離學校、工作、住家等一定距離；命加害人歸還

財物；並定兒少暫時監護權等。 

2.警方受理後，會將被害人轉介給專門的家庭暴力服務機構提供協助。專業人員

透過電話聯繫進行安全評估，提供安全規劃的協助及服務。針對評估為「嚴重

威脅」傷害者，會將該案件轉介至安全行動會議。安全行動會議是政府與非政

府服務提供者每二周進行，會議中分享相關資訊並制定優先行動，以減少每位

被害者目前面臨的威脅，提供服務時也會考量不同性別、性取向、文化或年齡

等。 

3.家庭暴力綜合服務  (The Integrated Domestic and FamilyViolence 

Services，簡稱 IDFVS)：為 DCJ、NSW警察局和非政府組織間的多機構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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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旨在防止高風險目標群體的家庭暴力升級。IDFVS目標賦予婦女保護自己

和家人安全的能力；支持透過法院提起訴訟；施暴者被轉介至家庭暴力行為改

變計畫；家庭處遇評估以實現個案計畫目標。 

4.男性行為改變計畫 (Men Behavior Change Plan)：透過團體工作與男性合作，

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暴力行為並訂定阻止他們使用暴力的策略。 

5.應對暴力（Tackling Violence）: 應對暴力是新南威爾斯州政府的社區教育、

早期介入和預防計畫，由社區和司法部資助。該計畫利用男性參與橄欖球聯盟

作為改變對家庭暴力的態度和行為的平台，並透過社交媒體和其他溝通管道支

持更廣泛的社區宣傳活動。 

二、NSW兒少保護處理程序: 

(一)澳洲也是責任通報制度2，賦予責任通報人員通報前，可運用決策樹針對兒少所

遭遇的情形（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疏忽、心理傷害、遺棄、照顧者有藥

物濫用、心理健康或家庭暴力議題、胎兒風險)進行評估。通報後，DC J會運

用 SDM 初篩表，評估該事件是否有重大傷害風險，經評估有重大傷害風險，

便會進行面訪，並運用 SDM安全評估、風險評估及風險再評估。 

(二)NSW 一年約接獲 20 萬餘件兒少保護通報事件，除社區居民通報外，兒少保護

的網絡單位及警察有通報責任，警察也進行刑事調查。經過初篩後，約 11萬

2,000 件下派，經 DCJ 電訪評估後約 3 萬 5,000 件具嚴重傷害高風險者派至

兒童保護體系進行面對面調查，其餘案件則由原通報體系持續提供協助。下

派至兒童保護體系之案件，經評估後需要家外安置者約 2,000件。 

(三)澳洲解讀通報高，並不代表兒保服務失靈，在澳洲家暴和兒童保護也會接獲重

複通報或再通報， DJC 也會詢問是否需要協助。針對再通報情形， DCJ認為

                                                      
2 詳參網址：https://dcj.nsw.gov.au/service-providers/deliver-services-to-children-and-families/nsw-

interagency-guidelines-for-practitioners/reporting-responding-wellbeing-and-safety-concer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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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報不是一件壞事，這代表家庭的風險提高，需要政府挹注資源協助，以利

兒少得以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而是將此當作資源介入的契機。 

(四)原住民僅占澳洲人口 5%，但在兒保體系中，原住民兒少卻占了 25%，原住民兒

少被安置在白人家庭的狀況，使得原住民兒少與其原來的社區、文化產生斷

裂，成為失竊的一代。為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DCJ已開始重新檢視 SDM相關

題項是否不利於原住民，並規定原住民兒少安置時，必須優先安置於親屬家

庭或原民社區中，並由 DCJ 認證之原住民自治組織提供文化協助，俾使原住

民兒少能跟既有的社區、文化產生連結。  

二、公私協力: 

(一)公部門及受委託之民間團體約有 3,000名兒童保護個案工作人員，不全是社工

專業，而是由相關專業擔任。其中 DCJ 個管人員主要負責案件初篩及調查，

由於兒少保護案件通報量大，政府部門量能有限，故針對需進行家庭維護服

務或家外安置的案件，則委託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及個案管理，平均每人在

案量為 10案。 

(二)政府為監督 NGO執行情形，建構系統給 NGO 上傳服務資訊，以利各種案件後續

聯繫及互動。針對家外安置的案件，DCJ仍需掌握個案處遇情形，並定期向法

院提出處遇計畫，以利處遇執行。公部門也透過平台進行對 NGO履約管理。 

▲與澳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官員於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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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第一天（113年 8月 26 日下午）  

地點: 兒童福利機構協會(Association of Children's Welfare Agencies) 

主講人: Jo Roach(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Manager) 

一、ACWA簡介 

(一)兒童福利機構協會(ACWA) 

1.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的非政府組織聯合機構，為倡議弱勢兒童、青少年及

其家庭提供服務的社區組織，成立於 1958年，ACWA與成員、合作夥伴及政

府機構密切合作，推動系統性改革，以改善兒童和青少年的生活，特別是寄

養中的兒童。 

2.ACWA透過下列方式支持其會員： 

(1)倡導弱勢兒童和青少年的權利、需求和利益。 

(2)提供行業領導，匯集知識、探索新概念並推廣最佳的操作方式。 

(3)成立社區福利培訓中心（Centre for Community Welfare Training,CCWT）

提供靈活、負擔得起和量身定製的培訓和發展。 

二、服務亮點與特色 

新南威爾斯州針對兒少的家外安置以親屬安置及寄養安置為主，不論成為親屬

照顧者或寄養家庭照顧者，均需通過與兒童工作審查(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WWCC)及接受相關教育訓練，並評估其擔任照顧者之適切性。 

CCWT 為新南威爾斯州從事弱勢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的工作者和照顧者提

供具成本效益且易於獲得的培訓機會，其亦發展一套結構化的寄養和親屬照顧者訓

練及評估工具(Step by Step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Tools)，提供親屬及寄養

家庭照顧者教育訓練，及訓練工作者成為評估者(assessor)，以評估相關照顧者的

適切性。 

其申請程序、教育訓練及評估工具內涵如下： 



12 
 

(一)工作者培訓： 

1.申請者依據 ACWA 的要求提交申請，並提供必要的證明文件和經驗背景，通過

考試或其他評估來證明申請者的能力，成為評估者(assessor)，評估者持續參

加專業發展和再培訓，保持對最新工具和方法的了解，透過這些步驟，可以成

為合格的「Step by Step Assessors」，有效地運用評估工具來支持社區工作

者和照護專業人士。 

2.為有效控管品質、確認延續性及規律性，成員受訓後仍要提供 case review（個

案報告）給訓練中心，由組織 3名批閱者審核，通過之後才會給註冊號碼（類

似受訓證明），未通過者則會給予回饋以改進並追蹤，直到完成註冊。 

3.8 年來有 1000 名取得註冊，成為訓練合格可以從事寄養、親屬安置服務的專

業工作者，目的是提供有品質的服務，以維兒少權益。 

(二)照顧者教育訓練： 

1.寄養照顧(Shared Lives Foster Care)：提供給機構和有意擔任照顧者的申請

人必要資訊，以決定照顧工作是否適合自己，同時提供有關照顧兒童的入門資

訊給申請者。 

2.親屬或重要他人照顧(Shared Lives Relative and Kinship)：專為即將成為

或正在照顧特定兒童或兄弟姊妹群體的親屬照顧者和重要他人照顧者設計的

一對一培訓工具。 

(三)評估工具：含寄養評估、親屬關係評估、監護人監護能力評估、家庭恢復情形

評估、照顧者審查評估、兒童照顧者配對評估工具等3。 

 

 

                                                      
3 詳參 ACWA/CCWT 網站 https://www.acwa.asn.au/step-by-step-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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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兒童福利機構協會（Association of Children's Welfare Agencies）交流 

 ▲與兒童福利機構協會（Association of Children's Welfare Agencies）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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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第二天（113年 8月 27 日）下午 

地點：澳洲聯合關懷組織(Uniting NSW.ACT) 

主講人：Anne King / State Manager 

一、  機構/單位簡介 

Uniting NSW.ACT 是一個宗教結合社會服務的機構，是澳洲第三大的基督教會

總部，也是澳洲最大的非營利組織之一，位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州雪梨市，致力

於提供廣泛的社會福利和宗教服務，提供各類安置兒少照顧，包含:喘息服務、

修復式照顧、親屬照顧、政府監護兒少、長期照顧兒少或緊急照顧服務。 

二、發展各類照顧服務方案 

(一) 家外照顧：為那些無法暫時與原生家庭生活的兒少提供緊急、短、中長期的家

外照顧服務，親屬照顧為首選，寄養照顧為次要，並提供上述安置照顧者的喘

息及支持服務。強調為安置中兒童建立與其原生家庭的連結的重要性，原生

家庭成員可包括：父母、手足、祖父母、叔伯、阿姨、堂／表兄弟姊妹等重要

關係人。 

(二)長久支持計畫：提供持續性支援的計劃，主要目的是為了幫助兒童和青少年在

安置系統中獲得穩定和持續的家庭支持。 

(三)兒童與家庭支持服務：提供親職教育、親子共學、育兒支持及指導、早期介入、

家庭處遇（維繫及重整）、行為治療和創傷治療等專業服務，幫助兒童和家庭

克服困難。 

(四)NEWPIN 計畫：以依附理論、創傷知情實踐、對兒童發展的理解和文化價值觀

為基礎的家庭密集修復計畫，目標是為父母提供機會，以治療方式解決他們

的個人和家庭問題，並幫助孩子從安置到回家庭。 

三、服務亮點： 

其永久性支持計畫(Permanency Support Program -Family Preservation, 



15 
 

PSP-FP)運用在預防0-17 歲兒童被安置，該組織所發展方案可分為「社區預防

性服務方案」與「家庭維繫性服務方案」。以下就兩種服務方案進行簡介： 

(一)社區預防性服務方案 

1.遊戲支持小組：遊戲小組輔導員幫助育有0歲至5歲兒童的家長，提供兒童發

展相關資訊、支持和建議，並提供有關當地社區服務的最新資源。Uniting

遊戲小組會提供免費的活動與早茶服務，包含：提供孩子可以玩耍、學習的

安全友善的空間，並可以與住在附近社區的其他家庭聯繫。孩子在此環境可

以玩得開心，盡情發揮創造力，提供感官活動來培養小大腦並鼓勵語言和運

動技能的發展。 

2.父親支持服務：幫助居住在雪梨西南部的男性照顧者維持和改善與孩子的關

係，這項免費服務由社會服務部(DSS)資助，提供資訊和建議、育兒小組、

治療支持小組、個人支持服務、支持父親和男性照顧小組等服務。該方案會

結合社區、學校與警局的行銷與宣傳策略，促進男性或單親照顧者參與此服

務。 

3.HIPPY(the Home Interaction Program for Parents and Youngsters) ： 

HIPPY是一項為期兩年（45 週）的家庭幼兒強化計畫，家庭老師會進入家中

提供幼兒學習、提高兒童入學準備的方法。家庭老師本身先前就是HIPPY成

員的父母，由有經驗的老師每週舉辦一次有趣的互動遊戲小組，另一週則進

行一次家庭拜訪。家訪是向他們展示如何進行HIPPY活動，其中包括以遊戲

為基礎的教育活動，鼓勵他們提出問題和嘗試新事物，培養信心和學習熱情，

這些活動可讓孩子進行社交並熟悉小組學習，同時支援家長瞭解學校教育系

統，並可以與該計劃的工作人員討論任何問題。家庭老師會支持家長根據孩

子的優勢和興趣來塑造孩子的學習機會，從而鼓勵孩子對學習的熱愛，同時

加強家長與孩子之間的關係。家庭老師會在開學前兩年定期拜訪家庭，分享

免費活動包和故事。活動包和故事書讓孩子們可以輕鬆閱讀、繪畫、交談和

跳舞等等很多的學習方式。透過將閱讀和教育遊戲作為日常活動，賦予並鼓

勵家庭擴展養育技能並與孩子互動。HIPPY也在社區中每兩週舉辦一次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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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讓家長和孩子進一步培養他們對學習的熱愛，以活絡他們與社區間的

關係。 

(二)家庭維繫性服務方案 

1.更光明的未來(Brighter Futures):個案來自於社區轉介，是一項針對性、

早期干預的兒童保護計劃，針對那些家中有變故或照顧能力面臨挑戰的家庭

（家庭暴力、濫用藥物或酒精、父母心理健康問題、缺乏養育技能、將懷孕

的家庭、監護不周的家庭、有嚴重學習困難或智能障礙的家長）。該計劃透

過提供介入和支持，為至少有一名9歲以下兒童的家庭提供服務，包括個案

管理、關注家長壓力與困境、結構化家訪、支持的遊戲小組和育兒計劃（運

用團體小組或在家1對1）。 

2.強化家庭保護(IFP-Intensive Family Preservation ):IFP個案的轉介僅

來自司法部門。是針對有0-17 歲兒童的家庭的密集家庭支持計畫。該計劃

可以與家庭合作長達6-12 個月的密集性服務，家長如有需要協助亦可延長

18個月，並可以聯繫每週7天24小時待命的社工。為期6 個月的計劃可分為

兩個階段： 

(A)強化階段：個案工作者在前3個月每週家訪至少2次(在初期頻率有可能會

高達3-5次)，以擬定並執行處遇目標。 

(B)減壓階段：3個月後，個案工作者每週家訪至少1次(也有可能會2-3次)，

討論進展並努力實現處遇目標。在6個月即將結束時，我們準備透過回顧

進展和慶祝成就來結案。該計劃強調與父母一起工作，協助和教導父母和

家庭為他們的孩子創造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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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澳洲聯合關懷組織(Uniting NSW.ACT)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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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第三天（113年 8月 28 日上午） 

地點: 麥克基洛普家庭服務組織（MacKillop Family Services） 

主講人：Jude Ekerick / State Director 

一、  機構/單位簡介 

MacKillop Family Services 是澳洲一家非營利組織，致力於為兒童、青年和

家庭提供支持服務。該組織成立於 1997 年，由三個天主教修會（聖約瑟夫教

會、聖心修女會和聖方濟修女會）合併而成。總部位於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

MacKillop 的使命是促進兒童、青年和家庭的福祉，特別關注那些面臨困難和

弱勢兒童及青少年，並提供以下服務：寄養和親屬安置、永久支持計劃、專業

的心理服務、教育支持、家庭暴力支持服務。 

二、服務特色與亮點 

功能性家族治療模式(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Child Welfare，簡稱 FFT-

CW)是針對 0-17歲兒少保護和疏忽的家庭，特別是面臨行為問題、情緒困擾的

兒少家庭，提供以家庭為基礎的處遇模式，方案融合理論、實務操作和以實證

為基礎的研究，其服務目標為促進家庭在一起，避免家外安置。 

1.服務目標： 

(1) 減少兒少保護再通報率：通過有效的家庭處遇，減少兒童返回兒童保護

系統的機會。 

(2) 增加家庭成員的連結：增強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和互動，促進家庭的健

康運作。 

(3) 提升家庭保護功能：提高家庭保護兒童的能力，減少虐待和忽視的風險。 

2.服務內涵：針對家庭的治療模式，透過家庭系統的改變來解決行為問題和情

緒困擾，它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互動和關係。核心技術包括：動機增強、

關係重建、行為改變和技能培訓。 

3.適用對象：0-17 歲的兒少保護及疏忽家庭，特別是那些面臨行為問題、情緒

困擾或兒童保護系統中的兒童和青少年；家庭成員包括父母、監護人和其他



19 
 

主要照顧者；包括家庭維繫及安置返家 6-8 週內的兒少家庭，或親屬安置、

寄養家庭，參加方案之家庭均為自願性加入。 

4.服務人力：該單位的工作人員稱為 Case Worker，成員多為心理與教育背景，

透過該組織的家庭治療培訓課程，經取得認證即可接案進入家庭服務(澳洲心

理治療沒有規定需要特定執業場域)。 

5.派案方式: Case Worker透過評估表評估家庭需求，分高度追蹤組(High Track)

與低度追蹤組 (Low Track)。高度追蹤組每組有 1名督導、4名組員，每名組

員負責 8 個案件，每周至少訪視案家 1 次與其工作，為期 6 個月，當案件被

評估治療有成效後可轉入低度追蹤組。低度追蹤組每組 1名督導、4 名組員，

每名組員負責 10 個案件，每周至少訪視案家 1 次與其工作，為期 6-9 個月。 

6.治療過程與步驟： 

(1) 接觸與動機增強：召集家庭成員，建立治療聯繫，創造一個安全環境，

增強家庭成員的動機，促使其參與治療過程。 

(2) 關係重建：通過改善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將個人需求與家庭需求連結，

重建積極的家庭關係。 

(3) 行為改變：針對特定問題，採取行為改變策略(重新歸因理論、認知改變

理論、訊息處理理論)，促進正向積極行為的形成。 

(4) 技能培訓：培訓家庭成員必要的技能，提升家庭能力，以應對日常生活

的挑戰和壓力。 

7.服務成果：參與並完成功能性家族治療的家庭，其兒童在 12 個月內進入家

外安置的可能性顯著降低。例如，完成高度追蹤服務的兒童進入家外安置的

機率比未完成兒童低 14.3 倍。研究和評估顯示，在實施了功能性家族治療

後，能夠有效的減少兒少進入家外安置，這個計劃的彈性和治療性質被認為

是其成功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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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acKillop Family Services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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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第三天（113年 8月 28 日下午） 

地點: Key Assets 

主講人: James Isles (State Director) 

一、機構/單位簡介 

(一) Key Assets 是 2007年成立的非宗教性質 NGO組織，主要提供兒少、家庭與

社區服務。目前服務遍及澳洲各州。他們的核心業務是寄養服務，但近年也擴

及對脆弱兒少與家庭、身障兒少與家庭與深度家庭支持服務(intensive 

family support services)，Key Assets 很重視與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

和他們的組織的夥伴關係，以精進文化敏感度與繼續朝向和解之路前行。 

(二)Key Assets 的組織文化與核心價值包括：每個人都很重要且能夠自我負責、

提供高品質與安全的服務、透過持續精進以追求最優的服務、累積知識、創新

與學習、尊重多元(diversity)與包容(inclusive)。 

二、服務特色與亮點 

(一) 寄養服務 

1.提供各種形式的寄養服務，喘息、 緊急、短期、中長期、過渡性、收養。 

2.召募寄養家庭：現行澳洲寄養家庭數明顯不足，因此建立寄養家庭召募行銷

團隊，透過社群媒體、社區海報宣導、網站等多元管道增加曝光度，另也透

過口耳相傳，由現有寄養家庭進行口碑行銷，進而召募更多寄養家庭。 

3.培訓寄養家庭：成為寄養家庭之前，需要經過3~6個月的培訓，訓練課程除

重視理解受虐兒少之創傷、行為反應與適當的回應方式外，相關主題包括創

傷經驗對兒童腦部發展的影響、胎兒酒精症狀、依附關係、復原力、發展年

輕人的認同與自尊、認識與回應性化行為、文化意識、生母觀點、團隊合作

與溝通、為自立做準備等。 

4.成為寄養家庭的歷程： 

（1）填寫問卷初篩適格性。(要求寄養家庭必須能提供寄養童獨立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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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人員家訪提供資訊，協助申請者在充分知情下做決定。 

（3）參加培訓課程，認識做為照顧者的責任與義務。 

（4）社工專業評估，透過 4至 8次家訪收集寄家成員的相關資訊，回答他們

的問題，為安排寄養做準備。 

(5)通過評估後會進入最後的面試，取得資格。 

(6)社工會開始聯繫與安排合適的寄養童。 

5.提供寄養家庭支持服務： 

(1)團隊照顧取向：以寄養兒少為中心組織照顧團隊，成員包括寄養家庭照顧

者、主責社工、寄養家庭社工、治療師及相關專業工作者，以團隊合作、

資訊共享實踐兒少最佳利益為目標。寄養家庭服務的 5個重點包括：關係

上安全(Relational Safety)、自我調節(Self regulation)、文化相關

(Culture)、創傷知情(Trama inform)、以家庭為中心(Family-center)。

以團隊取向進行替代性照顧工作，由工作者給予照顧者支持、協助，讓照

顧者有能力照顧孩子，造成善的循環、持續正向改變。 

(2)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諮詢服務：寄養照顧工作是全年無休的，溝通聆

聽交流很重要，因此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寄養家庭電話諮詢支持服務，

由所有社工(含管理階層)輪值 on cal，必要時亦進行到宅訪視。 

(3)訪視服務與會面：每月至少訪視 1次寄養家庭，若原生家庭與寄養童、寄

養家庭關係安全，亦可一同會談、訪視；另服務目標之一是希望寄養家庭

能與原生家庭自行聯繫溝通，以減少原生家庭與寄養家庭需透過社工安排

會面，惟會面處所須以兒少最佳利益來安排，不會直接到寄養家庭會面。 

(4)寄養家庭喘息服務：以團隊概念照顧孩子，一個寄養家庭搭配兩個喘息寄

養家庭。 

(二) 家庭支持 

1.家庭維繫：受理政府部門轉介經評估需要提供家庭支持以避免兒少被安置之

家庭，目標是與家長一起工作，協助其改變以提升保護與照顧功能。採取循

證模式，運用導師與教練工作取向，與家長一起面對需要解決的風險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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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確保孩子可以留在家與他們共同生活。 

2.家庭重整：針對孩子被安置的家庭，提供家庭重整服務，確保孩子返家後，

家長能夠提供孩子安全的成長環境。 

3.親屬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到宅、密集、文化敏感及創傷知情等服務，以支

持親屬照顧者能力提供兒少安全與適切的照顧。 

4.治療模式PACE model介紹： 

PACE方法被廣泛應用於寄養和收養服務、創傷治療、學校和其他兒童服務中，

用於改善孩子的行為和情緒健康，並幫助他們與照顧者建立更安全和更深層

次的聯繫。PACE是一種基於遊戲的治療方法，特別用於照顧和支持那些經歷

過創傷的兒童和青少年。PACE 是「Playfulness, Acceptance, Curiosity, 

Empathy」的縮寫，代表「遊戲性、接納、好奇心、同理心」四個核心元素。

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了一種互動方式，旨在促進與孩子之間的連接，支持他們

的情感和心理康復。 

(1)Playfulness（遊戲性）：透過輕鬆的遊戲性互動，幫助孩子放鬆並感受到

安全和信任。 

(2)Acceptance（接納）：無條件地接納孩子的感受和行為，而不是試圖去改

變或評價他們，這能夠讓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納。 

(3)Curiosity（好奇心）：對孩子的行為、情感和想法表現出好奇心，幫助他

們探索和理解自己的內在世界。 

(4)Empathy（同理心）：以同理心回應孩子的感受，讓他們感受到被支持和理

解，從而促進他們的情感表達和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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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離開機構之自立生活準備計畫：當兒少滿 16或 17歲，社工會與兒少討論自立

生活準備所需之支持服務，包括：提供財務支持以找到適合住所、適合的教育

訓練、協助就業及諮商與其他服務。 

▲與 Key Assets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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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第四天（113年 8月 29 日上午） 

地點: Family Spirit 

主講人：Sheree James(CEO)、Lauren Ficarra (Executive Manager of IFP)、

Lisa Wick(Snr Manager of IFP)、Nicholas Johnson(Case Work Support) 

一、單位簡介：Family Spirit 是新南威爾斯州的天主教非營利組織，辦理寄養和

收養機構，為雪梨的偏遠地區的弱勢兒童和青少年尋求安全和關懷的家庭，也

提供自立服務。該機構的價值為致力於為所有人建立社區、歸屬感並促進家庭

精神，透過將兒童的最大利益置於所有決策和實踐的核心，確保兒童的聲音和

觀點得到考慮，重視家人和照護人員的觀點和需求，與兒童和家庭並肩同行，

幫助他們應對挑戰。 

二、重要計畫/方案：辦理密集式家庭維繫方案（IFPP）、家庭重整的支援、寄養（包

括喘息、緊急情況、親屬關係、短期和長期）、監護和收養以及支持年輕人從

安置過渡到自立生活。 

(一)案件分類及服務方案： 

    通報案件經政府部門 DCJ轉介至 NGO後，依據案件風險程度進行派案，新南威

爾斯州最近一年有效通報案件約 11 萬 2,558 案，其中約 7 成案件結案由原單

位持續服務或經評估未達服務門檻，約 3成案件進行調查訪視，調查後約 4成

案件進到及早預防服務方案，12%案件進入家外安置。新南威爾斯州政府的分

類回應及各類案件服務內涵如下： 

1.Category 3：提供及早預防服務(Early Intervention，類似我國脆弱家庭服

務)，服務內涵包括：經濟、住宅、親職知能等，若案件經多次通報，即進入

Categroy 2，提供密集式服務服務。 

2.Categroy 2：提供家庭維繫服務，服務方案包括: 

(1)密集式家庭維繫服務(The Intensive Family Preservation Program, 

IFPP)：是一項自願性家庭支持服務，服務家庭至少24週，每週訪視家庭2-

3次，提供家庭育兒技巧、親職教育、再犯預防和支持、家庭調解、轉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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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其他支援服務、安全規劃等，以避免兒少進入家外安置。本服務以家族

治療理論為實證基礎，並定期檢視服務成效。 

(2)多系統治療模式(Multisystemic Therapy for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MST-CAN)：針對6-17歲兒少虐待和疏忽的家庭，提供以實證為基礎的全年無

休密集治療服務模式。本服務由治療師提供整個家庭至少每周3次、持續至

少9個月的全天候線上諮詢服務。本服務聚焦於運用家庭優勢處理家庭需求，

發展及建立家庭和社區的支持網絡並賦權家庭。 

3.Category 1：家外安置服務，民間團體配合政府及警察進入案家帶離兒少進

行安置。家外安置案件亦由民間團體個案工作者擔任主要個管，政府部門為

次要個管。澳洲父母主動向政府請求協助安置兒少的個案相當少，針對這類

案件仍然須透過評估，確認家長無法提供兒少適當照顧與養育後，才能由法

院裁定家外安置。 

(二)兒少保護家外安置服務系統： 

1.寄養服務：申請成為寄養家庭者，須通過與兒童工作檢核(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WWCC)，另須接受心理評估，如檢測過往相關創傷經驗，基於

個人過往創傷經驗對照顧兒少有相當程度影響，且亦可能造成申請人再次創

傷，因此亦提供相關諮商服務。 

2.收養服務：為新南威爾斯州經過認證的收養服務提供者，也提供寄養照顧者

評估、培訓和認證，如寄養照顧者對家外安置兒少有收養意願，亦可協助辦理

收養。 

3.家庭重聚服務：提供服務和資源，包括育兒技能發展和教育、家庭調解、預算

建議和其他實際支援，以及轉介其他有用的支持服務，也協助親屬照顧和申

請兒童監護權。 

4.兒少自立服務：針對 15-25 歲的年輕家庭提供支援，幫助其離開安置機構的

年輕人自立，並提供結束安置和援助計畫，包括過渡和長期住宿方面的援助，

以及通過個案工作、外展和經濟服務解決個人問題的支援。此外該機構也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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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年輕人學習所需的技能，不僅幫助他們獨立生活，而且幫助他們真正茁壯

成長，包括財務管理。 

三、家庭功能評估工具： 

針對服務對象之家庭功能評估，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引進美國北卡羅萊納大

學研發之北卡羅萊納州家庭評估量表（North Carolina Family Assessment 

Scale for General Services and Reunification, NCFAS-G+R)供州內所有

機構及工作者共同運用來進行家庭功能評估，該評估工具有 10個領域、70個

分量表，其評估面向包括環境、父母能力、家庭互動、家庭安全、兒童福祉、

社會/社區生活、家庭自給自足能力、家庭健康、照顧者/兒童的家庭功能矛盾

心理和家庭重整的準備度等。該評估量表為新南威爾斯州一致性之評估工具，

工作者必須運用該評估工具來評估案家家庭功能，法院才會採認，並做為裁判

依據。 

該評估工具為國家家庭維繫網絡單位(National Family Preservation 

Network)所有，目前在美國、英國、澳洲、拉丁美洲等國家均有採用。 

 

 

 

 

 

 

 

 

 

 

 

 

 

▲與 Family Spirit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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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第四天（113年 8月 29 日下午） 

地點: Adopt Change 

接待人員: Jennifer Clayton(Senior Project Officer) 

一、機構/單位簡介： 

Adopt Change 是一個倡導性質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推動與改善兒童收養和

寄養制度，專注於提高公眾對收養和寄養的認識，並呼籲政策改革，以促進更

高效和透明的收養過程。該組織的工作包括政策影響、教育、公眾宣傳以及直

接為收養家庭和兒童提供支持，旨在解決澳洲兒童收養制度中存在的障礙，並

為需要穩定家庭環境的兒童提供支持，與政府、部門和社區合作，尋求改變立

法和政策、透過教育瞭解創傷的影響、通過研討會和在線資源來支援家庭、收

養前和收養後的支援、資訊和社區活動，以及與政府、部門和部門合作，解決

有關兒童永久性安置的問題。 

二、主要服務項目包含：政策倡導與改革、教育與宣傳、直接支持服務、媒合支持

收養家庭，該組織在全澳洲範圍內運作，其服務對象包括正在考慮收養的家庭、

已收養兒童的家庭、以及需要穩定家庭環境的兒童。通過其廣泛的網絡和合作

夥伴關係，Adopt Change 能夠影響政策變革並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和支持服務。 

三、服務特色與亮點 

（一）支持性服務:Adopt Change 提供直接支持性服務，為兒童、青少年及其家人

和照顧者提供一系列服務、活動、資訊、培訓和資源。 

1.永久的家(My Forever Family NSW) 

2018 年 7 月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委託 Adopt Change 執行新的 My Forever 

Family NSW 計畫。內容包括招募(既有照顧者好的資訊分享、有行銷就有增

加招募數)、多元培訓(針對照顧者量身計畫：全職、半職、年齡較低的兒童、

年級較大的少年、高照顧負荷議題的兒少)，以支持寄養照顧者、親屬照顧者、

監護照顧者和收養家庭。 

2.教育變革(Educ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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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業人員、父母和照顧者舉辦關於創傷知情照護等主題的講座和資訊會議

進行教育培訓；提供收養前和收養後的支持。透過收養、永久照顧或長期寄養

加入家庭的兒童，通常會遭受一定程度的創傷，以至於他們的發展、安全感、

學習能力和與他人積極互動的能力受到嚴重影響。 

3.第一晚背包(MyPack) 

為 3 歲以上兒少提供第一晚背包，當他們被評估家外安置時，有時甚麼都沒

帶，只有身上穿的骯髒衣服，MyPacks 包括第一晚的用品(會依據安置兒少的

性別、年齡、文化、種族加以調整內容物品)，袋子裡會裝上毛絨玩具、手工

製作的毛毯、睡衣、內衣、牙刷、牙膏、水瓶、圖畫書/墊子和帶有文字的鉛

筆盒。這裡面所提供社區民眾捐贈的精心手工製作的毯子（針織和絎縫），讓

兒少感覺溫暖與舒適感。Adopt Change 堅信 MyPacks為第一晚來到家外安

置處所的兒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情感支持，當兒少的世界看起來可怕和不安

全時，一個屬於你自己的背包；一隻特殊的泰迪熊，當您找不到單詞時，它可

以提供安慰和取代文字來表達感受，這些都是情感滋養所帶來的好處，且創

造出無法用金錢予以衡量的價值。 

 (二)研究(Research) 

         透過研究與發表論文促進對兒童問題的理解，包括永久性的重要性；創傷的

影響；對家庭和兒童的收養前和收養後支援；以及在澳洲境內收養和永久性

的話題。透過召開照顧者的焦點團體，來蒐集照顧者實務經驗的反饋，提供

洲政府與該機構制定政策時的參考。例如：當地兒少過度轉換安置機構、複

雜性創傷孩子的醫療議題；跨區域工作者與照顧者短缺的議題。 

 (三)宣傳(Advocacy) 

1.立法倡議與制度改革 

         Adopt Change致力於幫助社會中的弱勢兒少能夠在安全、養育和永久的家庭

中成長宣導；為那些將生命大部分時間用於撫養子女並面臨許多挑戰的照顧

者提供發言權；於聯邦和州層級進行改革，宣導以兒童為中心的立法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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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該組織認為立法和制度改革是建立滿足弱勢兒童需要的制度的關鍵途

徑之一。通過以下方式推動這項改革：與政治家、政策制定者、顧問和政府

代表會面、回應聯邦和州政府的建議和意見呼籲、為兒童福利專業人員和社

區提供資訊會議和教育的機會、與媒體就與永久性、收養性、無常性和兒童

獲得創傷知情支持的權利有關的話題進行交談、通過宣傳活動提高認識。 

2.A Home and Healing For Every Child Podcast 

         這是 Adopt Change 設立的 Podcast ，創立主要為澳洲的每個孩子都有一個

家和獲得治療的機會。內容主要與全球思想領袖、專家和具有生活經驗的個

人就寄養和親屬關係照顧、收養、兒童福利、創傷和治療等主題進行對話。

可使用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上立即收聽，以達廣泛宣

傳之效益。 

 (四)招募與培訓 

澳洲的收養和兒童福利立法是在州政府層級制定的，每個司法管轄區都有自己

的部門，通常還有一些非政府組織（NGO），他們被委託提供家庭外照顧（OOHC）

和收養服務。每個司法管轄區、部門和非政府組織都有自己的流程，包括為潛

在的收養父母設定標準，以及開展培訓和評估過程。所有類型的收養和永久照

顧的基本步驟是： 

1.聯繫相關認可機構 

2.發布招募訊息(透過電話 Call in、電子郵件) 

3.進行評估(進行篩選合適的報名者、轉介給審核單位-OCG，15天後確認通知) 

4.進行培訓(錄影教學、課程教學、教練 1對 1 模式訓練、認證成為正式照顧者) 

5.等待媒合配對、開始照顧兒少 

6.收養/安置後支持(線上支持、當地照顧者支持團體) 

 (五)辦理活動(Events for Change ) 

1.舉辦研討會與高峰會： 

為了説明改善澳洲安置兒少的生活，定期為照顧者、家庭、教育工作者、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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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專業人士、政策制定者舉辦以州為基礎的研討會和全國性會議。在社區內

部和通過媒體提高對經歷過創傷的兒童所面臨的風險的認識，以及兒童獲得永

久性和支援以實現積極生活成果的必要性，旨在提高認識的活動，包括：募款

活動、購買公益產品、設計師服裝、設定每月宣導不同的主題等。今年的高峰

會主題為「Thrive 2024 National Summit 」設置在一座可容納4500人的會

場，代表澳洲有4500個兒少無家可歸，會後並將此會議彙整一本意見報告書

(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paper)提供洲政府參考。 

2.Yesvember–全國收養和永久意識月： 

每 年 11 月 舉 辦 Yesvember– 全 國 收 養 和 永 久 收 養 意 識 月 ， 對

#aHomeForEveryChild 說“YES”，並提高政治家、社區、部門和媒體的認識

與交流，以關注圍繞永久和收養的關鍵問題。Adopt Change 的第一個全國收

養意識月（NAAM）是在2008年，旨在揭示澳洲弱勢兒童面臨的關鍵問題和系統

性挑戰。如今，NAAM 或 #Yesvember 是一項年度活動，旨在提高人們對兒童

永久性重要性的認識，並教育主要投入此行列的相關人員瞭解兒童和家庭的支

持需求。在整個#Yesvember 中，社區被要求支援「採用變革」的工作，這是

一個將決策者、教育工作者、兒童福利部門、更廣泛的社區和媒體聚集在一起

的機會，以關注圍繞收養和永久性安置的關鍵議題。 

 

 

 

 

 

 

 

 

 

 

 

▲與 Adopt Change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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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第五天（113年 8月 30 日上午） 

地點: NSW CHILD, FAMILY AND COMMUNITY PEAK ABORIGINAL CORPORATION(AbSec) 

主講者: Dakota Torrens 

一、 單位/機構簡介： 

(一)新南威爾斯州(NSW)兒童、家庭和社區最高層級(Peak)的原住民組織， 簡稱 

AbSec，是一個非營利性法人原住民自治(Aboriginal controlled) 的組織。

AbSec 致力於賦權受兒童保護系統影響/衝擊的原住民兒童、青少年、家庭和

社區，並支持一個優質的原住民社區自治(community-controlled)的兒童和家

庭部門，為全州的原住民社區提供所需的支持。 

(二) 組織目標：實現所有原住民和社區的自決，並為其兒童和青少年建立一個安 全、

有保障和充滿文化氛圍的關懷環境；支持原住民組織為所有原住民兒童、青少

年、家庭和照顧者、身障者和社區提供優質的全人支持服務；提供並支持為原

住民兒童、青少年、家庭、身障者及其社區提供服務的組織持續改進、學習、

成長和變革的機會，認識到自決原則；向政府和關鍵利益相關者傳達原住民兒

童、青少年、家庭、照顧者和社區面臨的問題，特別是在獲取終生福祉的全人

支持，與置身於族群文化環境中(surrounded by culture)；支持原住民勞動力發展，

確保有一個強大且有能力的勞動力來支持原 住民兒童、青少年、家庭、身障

者及其社區。 

二、 新南威爾斯原住民兒少保護工作現況： 

(一)在澳洲雪梨有 29 個原住民族群，AbSec 協助有關原民兒少的早期介入、家庭

維繫、家庭重整案件，並發展以家庭社區為中心的文化模式。另推動文化安全

(culture safety)，如：找到原住民親屬或家屬來照顧兒少，在過程中讓原民、

政府及家屬一起工作，並確保原民的聲音被納入。 

(二)原住民兒少保護通報、處遇案件，多數與一般兒少通報處理流程相同，惟並非

都由原住民專責機構來服務，其原因為原住民機構不容易找到原住民員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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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雖宣示尊重原住民文化，惟補助給原住民工作者之薪資較非原住民工作者

為低，且原住民機構經費支持上較不足，加以原住民兒少親屬不容易通過澳洲

照顧者之審查，如其中一項規定為照顧者需要 ID 認證(包含各類審核，如:需

要有兒少工作證、沒有銀行貸款問題、駕照處罰等紀錄)，該些標準對原住民

而言通過不易。不過目前已經透過政策，要求提供原民兒少個別服務，計畫內

容都要含括文化觀點考量兒少原本的網絡，包含:語言、知識、歌唱等各面向。 

(三)新南威爾斯的原住民兒少人口數僅佔全部兒少人口的 5.98%，惟其在安置兒少

中卻占 42.8%，原住民兒少家外安置人數是非原住民的 10.5 倍，究其原因，

主要係澳洲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兩者的文化差異與生活方式的差距，造就兩者對

「危險」與「風險」的認定有差異，舉例而言：以西方文化來說，認為每個小

孩都要有自己的房間，但原住民通常有很多小孩、社會經濟情況也多較為弱勢、

貧窮，要讓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獨立的房間是困難的。但貧窮是風險並非危險，

不能因此安置兒少。 

(四)澳洲政府刻正推動原住民家外安置過渡方案，即讓原住民家外安置兒少由原住

民組織進行個案管理及協助，以確保原住民兒少在成長過程中能與其原生家庭

之文化、親屬保持連結，此為兒少幸福感與生活適應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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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AbSec人員交流 

▲與 AbSec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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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澳洲政府對原民失竊的一代，理念與政策的深刻反思 

     本次參訪令人印象深刻之處，每個講者在交流開始前，都會先進行一段儀式，

承認並感謝原住民族及托雷斯海峽島民對這塊土地的付出與貢獻，以表達對原住民

敬意。介紹服務內容提到原住民時，都會坦承過去白澳政策對原住民族的傷害，以

及目前已採取的修復措施，強調兒童保護在安全評估，需納入文化因子指標。而台

灣兒少保護個案中，原住民兒少受虐為一般兒少的 3倍，台灣在檢視原住民或新住

民兒少家庭服務時，也逐步將文化敏感度的項度納入在工作者的相關評估工具及安

置議題上，從澳洲的血淚經驗中汲取教訓。 

二、重新定義親屬安置，增強家外安置照顧者支持資源 

    澳洲政府在家外安置順序上，以親屬安置為優先，與我國政策取向相同，惟其

對親屬安置的定義較廣泛，除血緣關係上的親屬外，包含有相同文化和社區連結關

係也算是。值得學習的是，澳洲的個案工作者試圖窮盡各種方法，找到跟孩子有意

義的連結或關係親屬、生活網絡中的重要他人，除了是希望媒合到親屬協助照顧外，

更重要是幫兒少找到重要他人，如果生活中可以幫其建構出 5個重要關係，並建立

連結，將有助於其後續復原，並且有更多的關注眼光，也可以避免在安置體系遭到

不當對待的情形。另外在擇定親屬安置後，更重要是提供照顧者心理、諮詢和經濟

等支持和資源，澳洲相信充分協助「照顧者」，兒少就能得到更好的照顧。因此不

論是親屬安置或寄養家庭，澳洲的做法是儘量提供充足資源以穩定照顧者的生活，

如:以團隊的方式非單一工作者來支持照顧者，照顧者享有住居補助、資助其清潔

打掃、送餐、優先入住社會住宅、甚至換大一點的車子等，擔任寄養家庭的甚至還

有搭配有 2個喘息家庭協助照顧，每年有固定時數可以將寄養兒少交由喘息家庭來

支援照顧等。 

三、多元家庭處遇服務方案值得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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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新南威爾斯州積極發展各類家庭服務方案，如:  newpin 方案:針對新生

兒，家長有創傷經驗，提供早期干預和支持，讓兒童能健康、安全的在家成長；針

對 5歲以下兒童家庭，提供親職到宅；針風險較高的家庭，提供密集性家庭維繫服

務；針對家中有特殊身心兒少，安排功能性處遇治療團隊服務；針對經歷過創傷的

兒少，運用遊戲治療(PACE model)支持情感和心理復原、兒少虐待及疏忽多元系統

治療方案、還有針對永久性支持方案等。對照台灣經驗，近年也不斷發展回應家庭

需求服務方案，針對 6歲以下兒保家庭提供密集親職到宅服務，透過現場示範學習，

強化親職教養技巧，增進親子依附與互動關係；針對家庭多元需求，發展充權家庭

服務方案，依據個別化需要來提供或購買服務；另外也發展針對輕微管教不當、缺

乏親職知能家庭，提供短期親職減壓方案等。有鑑於兒保個案高達 2成兒少有行為

問題、情緒困擾等議題，未來可以參考澳洲發展功能性家庭處遇治療團隊服務，以

及針對危機高或家庭重整類型案件提供不同的團隊服務模式，透過更細緻化、客製

化服務家庭服務方案，協助兒少及其家庭避免進入或再次進入安置系統。 

四、兒少安置目的是協助家庭一起照顧兒少 

   澳洲政府價值上認為兒少安置是短暫的，協助家庭才是目標，寄養家庭也具有

協助原生家庭的角色，原生家庭可聯繫寄養家庭，其出發點是減緩原生家庭被限制

或被剝奪感，原生家庭無需要透過工作者審核與限制，原生家庭能聯繫寄養家庭，

目的是讓彼此從中更能理解兒少教養成長環境，從中學習正向的親職教養能力。因

此在新南威爾斯州是由同一個案管理者同時提供寄養家庭支持與原生家庭處遇工

作。爰有鑑於澳洲處遇多元性並具有實證研究成效，未來鼓勵縣市政府從教育訓練

中納入此價值，從工作信念與體制的改變，方能有效協助家庭。 

五、澳洲保護體系與司法工作緊密結合 

澳洲司法系統在兒少保護服務中扮演重要角色，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家庭重整

服務是經由工作者與家庭討論、簽訂契約，並經法院認證方式據以執行，如家長拒

不遵守契約，法院則會採取相應之強制作為。台灣在兒童保護工作推動策略不斷與

國際接軌，不過台灣的體制，主要還是以社政為主體，家庭處遇、重整服務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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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體系中運作，針對家長不遵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訂有行政裁罰規

定，或向法院聲請保護令，由法院審理後核發 1款或數款保護令，維因聲請保護令

大約只有 2成，顯見台灣在兒少保護處遇工作強制力道不若國外是與司法單位緊密

連結，再來兒保工作者同時有監督與輔導的雙重角色，常有角色上的兩難。爰未來

透過修訂法制或工作策略上，強化運用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令之聲請作為，以提升

家庭處遇效能。 

六、強化公私協力、兒少家外安置服務品質評核機制 

澳洲政府與台灣一樣面臨通報量攀升，公部門人力不足之情形，澳洲政府在服

務模式上，以公部門(DCJ)進行兒少保護調查及評估安置，後續的家庭處遇及安置

後的家庭重整，交由專業量能充足的非營利組織，發展各類家庭支持、治療服務方

案，提供家庭相關服務，為督導民間團體的服務品質，澳洲有一個中立的兒童監察

使辦公室負責監督，定期檢視執行情形，並給予認證，對外公布評估結果。對照台

灣公部門人力也是明顯不足，社工忙於前端調查工作，處遇服務更亟需仰賴民間團

體來協力，培力充實民間團體蓬勃發展，應給予資源挹注、專業培訓、行政協助，

公私部門建構在一個合作的願景下，共同願意為兒少福祉努力。此外，有鑑於家庭

處遇、重整服務的品質管控甚為重要，澳洲是由第三方公證專業單位評核及認證，

參考此精神，從先透過建立工作檢核或指引，引進第三方中立單位協助檢核督導，

以確保服務品質及維護兒少權益。 

七、重申專業建構的理念與工作價值 

「要讓大眾相信服務而不是相信個案工作者。」從澳洲的服務方式與脈絡中，

比較強調服務專業性，而不是「由同一位社工提供服務」，從寄養家庭的分類（緊

急、短期、長期及喘息），安置兒少因家庭處遇評估不同，可能會從短期安置家庭

轉換到長期安置家庭；兒少保護調查評估是由政府部門社工負責，開案後的處遇服

務則由民間團體主責，處遇服務因為服務模式階段不同，也會轉換服務團隊，但基

於提供以實證為本之專業理念價值，有利於服務轉銜之專業溝通與服務銜接，因此，

台灣在兒少保護專業化發展歷程，應逐步建構以實證為基礎的保護工作服務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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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訓練計畫，未來方案推動執行過程，應納入實證研究的設計，除責信於大眾，

也增加對社政單位提供服務的信心。 

八、收出養制度的反思 

澳洲需要先經過寄養家庭的訓練後成為合格的寄養家庭，在照顧寄養兒少一段

時間後，若兒少有被收養的需求，組織才會幫助符合條件的寄養家庭收養被安置的

孩子，提供法律和行政支持，完成收養的程序，但在澳洲比較特別的是，即使孩子

被收養後還是可以保有跟原生家庭的連結，若收養家庭無法接受，就可能無法完成

收養程序。對照我國目前在收養過程中，收養家庭多無實際與孩子長期生活的經驗，

若在收養前有機會可擔任寄養家庭，在過程中亦可評估其受訓狀況及實際照顧情形，

應更符合收養孩子的狀態及條件，除可讓受安置的孩子不用因出養的處遇規劃而需

要轉換生活環境，讓符合收養資格又有意願的寄養家庭收養需出養的兒少，可讓孩

子在安全穩定的環境下成長。  

九、建立專責辦理社工專業訓練組織 

現行我國對於保護性社工雖已定有「保護性社工訓練實施計畫」規定各類新進

及在職之保護性社工所需接受之教育訓練課程主題，惟無專責辦理保護性社工教育

訓練之單位，針對課程內容尚未系統化及一致性，針對訓練成效亦無審核機制，以

兒少保護社工為例，除 SDM為全國一致性之教育訓練課程外，其餘相關訓練皆可由

地方政府自行發展與辦理，建議可參考澳洲做法，成立專責教育訓練機構，並由該

機構建立訓練審核及回訓機制，以提升保護性社工之訓練一致性及專業性。 

十、第一晚背包 

   澳洲針對 3 歲以上兒少提供第一晚背包的貼心舉動，讓人印象深刻，當兒

少評估被安置時，可能甚麼都沒有帶，工作人員提供第一晚的用品(依據兒少的年

齡、性別、文化、種族加以調整內容，袋子裡面有一些絨毛玩具、牙刷、睡衣、圖

書或文具用品等)，猶如是小叮噹的百寶箱，提供即時需要，當兒少到一個陌生處

所時，有一個專屬自己的背包、一個溫暖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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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1：參訪團員名單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國立臺灣大學 劉淑瓊 兼任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林敬軒 副教授 

衛生福利部 林春燕 簡任視察 

衛生福利部 黃瑞雯 科長 

衛生福利部 邱琇琳 科長 

衛生福利部 劉松燕 專員 

臺北市家防中心 廖秋芬 主任 

新北市家防中心 蔡欣達 組長 

臺中市家防中心 蘇嫻敏 副主任 

高雄市家防中心 林慧萍 副主任 

苗栗縣政府 彭翌驊 社工師 

南投縣政府 陳姵汝 社工 

雲林縣政府 吳秋燕 督導 

嘉義縣政府 蔡穎萱 高級社工師 

屏東縣政府 戴如玎 科長 

臺東縣政府 陳怡曄 專員 

家扶基金會 王金敦 主任 

家扶基金會 沈俊賢 主任 

家扶基金會 林淑月 社工督導 

家扶基金會 邱宜婷 資深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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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參訪機構簡報 

一、MacKillop Famil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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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Uniting NS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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