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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後、回家前
　陪他一段

　放學後、回家前，孩子們，人在哪裡徘徊呢？萬海慈善接受社福團體申請的補助提案

中，這一年來課後輔導的提案量大幅增加，從南到北、東部花蓮、台東，無論是人口密

度低的偏遠地區，或是擁擠的大都市，都有單位提出申請。這些課後照顧單位，補充家

庭與學校間的缺口，免費幫助弱勢家庭的孩子課後輔導，像半個父母也像半個老師，有

的小朋友身上髒兮兮的，在學校交不到朋友，教保老師及社工們，要先教會衛生清潔；

有的孩子，餓到沒飯吃，起了偷竊的行為，店家找不到父母，卻會先報告課輔班老師。

採訪後，覺得課輔教室也有點像里長辦公室，因為每個弱勢孩子背後的家庭大都需要外

界物資的援助，所以課輔站裡可能有衣物、米糧，準備送到孩子家裡。

　這些課輔單位普遍面臨的情況是經費拮据及師資難尋，然而看著這些孩子從小學一路

升上國高中，笑容多了，也漸漸有自信、有禮貌，再怎麼辛苦運作，課輔班的大門卻永

遠敞開著。

　半個爸媽加半個老師加半個里長的課輔單位，默默的幫助這塊土地減少社會問題，有

人關心的孩子，走偏的機率一定會降低，長時間的陪伴是無法以金錢衡量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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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波波的寒流來襲，即使是位於南台

灣的高雄，也感受到刺進毛細孔

的冷意，尤其時間來到凌晨一點，這樣的

時間，早該窩在暖和的棉被裡正是好夢，

然而睡眼惺忪的小宇，爬出棉窩，揉揉眼

睛，背起書包，半夢半醒的跟教保老師及

社工蘇奕瑋揮手再見，下班後的小宇媽媽

趕緊來接兒子回家，發動機車，在深夜裡

揚長而去。

　望著母子倆的背影，有點心酸無奈，一

幕幕底層的人生百態流轉著，男主人不知

去向，單親媽媽無一技之長，選擇到八大

行業上班。

直到凌晨一點的課後照顧

　吉祥臻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簡稱吉祥

臻)，民國93年首創從下午四點到凌晨一

點的夜間照顧服務，照顧父母從事夜間工

作的4至16歲兒童，夜夜看著小宇被叫醒

的那一刻，想到弱勢的家庭無言的掙扎換

口飯吃。

　吉祥臻的創會人蕭鉉晁，看到瑞豐夜市

的攤販們努力賺錢，小孩挨著板凳寫功

課，於是以夜間照顧兒童為需求成立基金

會，協助課後輔導、品格、生活教育，來

報到的第一個家庭，倒不是夜市人生的攤

商，而是家暴案從台北轉換環境到高雄的

護士，值小夜班時，護士不用擔心孩子單

獨在家，有個地方共同守護她的寶貝。

　越弱勢的家庭，工作的選擇機會不多，

而且還要付出更長的勞力時間換取金錢，

通常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有一份工作，晚

上七點再去兼差一份工作，吉祥臻的社工

從「心」開始

先有EQ再問成績 
文．陳錦惠

課 後 輔 導　高雄吉祥臻／彰化路上教會

因應夜間課後照顧搭設的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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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思宜觀察到：「大部分都會從事服務

業，很多家長有卡債的問題，工作需要拿

現金；也有遇過家長早上在一家便利商

店，晚上到另外一家便利商店工作，到凌

晨都還在工作。」夜間照顧服務開辦以

來，最高紀錄到凌晨四點，家長才下班接

孩子回家。

　符合收托條件的條件為高風險家庭、低

收入戶、清寒、單親、隔代教養、新移民

子女及其他需要協助的兒童，父母細心呵

護、用心教養的孩子，大都有自信、滿足

快樂，在弱勢家庭成長的孩子，在實務經

驗裡，常常伴隨情緒障礙、缺乏安全感、

自卑等等。

　國小、國中大約有34個孩子天天報到，

依年齡分成四個班級，「教保老師說，不

可以問我們有狀況的孩子有多少個，應該

問我們情緒穩定的有多少。」社工林思宜

苦笑著，指出箇中的辛苦，她分享其中一

位小學四年級的女孩，剛來報到時，發脾

氣就賴在地上打滾、或爬上桌子扯下窗

簾、晚餐讓食物灑在桌上，在家裡阿嬤管

不動，學校老師叫她睡覺以免吵到其他同

學上課。

　「為什麼34個小朋友，需要四位教保老

師？」心裡疑問漸漸得到答案。有句話說

「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生命中缺愛的孩

子，無法在環境薰陶中學會愛自己、愛別

人，小學四年級，算算十歲了，生氣了只

能用最原始的氣憤態度處理，家裡有一位

這樣小朋友，父母就要頭痛了，而在吉祥

臻的孩子，大約有七成的比例要先整理情

緒與品格教養。

　完成學校功課是身為一個學生份內的責

路上教會課後陪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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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然而留在孩子心裡的垃圾，如果不及

早清除，如影隨形跟著長大成為毒瘤。

　彰化縣芳苑鄉路上教會開辦的弱勢家庭

課後陪讀班主任黃佳音，回憶起至今仍然

心酸的小音：「從小看她長大，我娘家在

二林，嫁到芳苑15年了，她三、四歲我就

認識了。」

愛的呼喚

　小音是一個非婚生的孩子，媽媽不知去

向，親生爸爸入監服刑，她是由褓姆帶大

的，心裡老是覺得沒有人愛她、不值得被

愛，親如媽媽的褓姆為求生存，必需離家

到市區工作，而養父（褓姆的先生）糖尿

病臥床，反而需要小音照顧，對於這個身

世坎坷的女孩，黃佳音特別關心，「國中

要讀高中時，幫她找好學校，學費也籌到

了，結果她照生父的意思讀建教合作學

校，開學不到幾天就輟學了。」

　陪讀班的師長，像是半個父母，好不容

易拉拔一個孩子長大，其中一個環節沒扣

住，方向就偏了，小音重演上一代的情

節，跟男友同居懷孕後，男友入監服刑，

不到20歲，國中畢業的單親媽媽獨自扶養

兩個小孩，這會兒，她離開芳苑，躲在彰

化市區，對於陪讀班裡有十多年感情的師

長，更避不見面了。

人才回流　注入活力

　路上教會陪讀班在當地深耕八年，從最

早期周末一天的課輔，逐漸發展為天天迎

接小朋友放學的中繼站，八年來從孩子的

身上看到改變的曙光，小薇母親的情況是

肢體障礙、父親身心障礙，她是在陪讀班

長大的孩子，目前就讀暨南大學社工系，

畢業後也要投入助人的工作，苦過來的小

薇能體會對人伸出援手的溫暖。

　「希望小孩可以回來故鄉，我們稱為鮭

魚回流計畫，可以幫助地方產業。」青少

年關懷專員沈屏芳秀出一張教會做的「彰

化縣芳苑鄉路上社區導覽地圖」，告訴我

們全台灣大約三顆雞蛋裡面，有一顆是芳

苑出產的，「做第一級產業後，其他公司

收購後做品牌行銷；牛奶也是，這裡有目

前全東南亞最大的牧場，牛奶也是賣給其

他公司行銷。」

　位於海邊小鎮的陪讀班，願望不僅於照

顧當地弱勢孩子平安成長，偏遠鄉鎮必需

發展地方產業，留住人才，從導覽地圖看

出路上教會的企圖心與願景。當初牧師成

立陪讀，是不願看到放學後小朋友跟中輟

生廝混學壞，進而從旁補充家庭的親職功

能，孩子長大後，就業的需求將隨之而

來。

　365行、行行出狀元，無論孩子長大會

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在這之前，品格、價

值觀打下穩定的根基，放手飛翔了，才不

致於走偏重重摔下來。

　有一句話是「多一所學校、少一所監

獄」，現在少子化的浪潮，學校只會縮編

不至於多蓋，改成「多一份關心、少一件

社會新聞」依然貼切，很多你我未曾注意

的角落，許多規模不大的民間非營利組織

透過課輔班的運作，長期持續進行默默

「認養」孩子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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