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帶來進步，也帶來危機，資訊爆炸

讓正值青少年階段的孩子在還未真的

成熟為大人前，就被動或主動的接受超過這

年紀的訊息與觀念。根據臺灣芯福里情緒教

育推廣協會和親子天下雜誌，在2014年針對

全台中小學生做的情緒力大調查中，反映出

這時代的青少年普遍有的現象：

一、 有情緒困擾的學生越來越多：在2008

至2013年6年間，有情緒障礙的學生人

數就成長了45%，主要原因歸納為①課

業、人際、感情；②孩子普遍缺乏挫折

忍受力、衝動易怒以及缺乏同理心；③

霸凌仍是校園難解的問題。

二、 輔導人力不足：在學校輔導體制方面，

65%輔導老師認為，輔導人力不足；

58%輔導老師認為，家長和任課老師的

輔導知能不足；另外共有71%的中小學

生認為老師需要提升情緒管理能力。

三、 親子溝通不順暢：調查發現，即使孩子

有心事不會解決，也不想和大人說。共

計有62%的孩子表示心情不好時不知道

該怎麼辦；碰到困擾時，有50%的孩子

不會先找老師談，另大約40%的孩子不

想找爸媽訴苦。

 以上調查顯示，青少年階段孩子生活中的

兩大重點場域：家庭與學校的功能一旦不

足，孩子在轉變成大人的過程中易因為困擾

未獲解決，開始向外尋求安慰。這時，因為

時常被訓斥、課業跟不上或被霸凌的學生開

始在外遊蕩，遇上看似同病相憐或志同道合

的朋友時，邊緣化的機率即開始增加。

家庭功能不彰 青少年教養缺口
 現在教育部修訂的「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中第三章第19條針

對「低學業成就學生之處理」規定：「先請

教師（導師）了解其學業成就偏低之原因，

並針對成因採取有效之輔導與管教方式，當

輔導無效，教師認為應進一步輔導時，得以

書面申請學校輔導處（室）處理，必要時並

應尋求社政或輔導相關機構支援或協助。」

因此，國中小學輔導室除了有學校編制內的

輔導老師之外，社工也是可尋求的另一管

道。

 目前在新北市汐止區青山國中小服務的學

校社工師劉芷吟說，行為偏差的學生，除了

學習成就低之外，來自暴力與破碎家庭的孩

子佔大多數。但她表示，破碎家庭不代表有

經濟困境，最主要的原因是關係不好、溝通

有困難。這時候，學校社工師的角色即是要

深入家庭，主動釋出善意地與父母溝通。

 劉社工師舉自己服務的對象為例，有位孩

青少年求救時，師長可以這樣做

少責備、多關心  
用愛包容青少年

文．林潔欣

調查資料提供．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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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每天遲到得很嚴重，甚至不來上課，經過

了解發現，他每天都沈溺在電動中，父母也

縱容他打，認為「反正孩子也乖乖在家沒做

壞事，既然不想去上課就不要去好了」。社

工師一開始與這位同學聊的時候，他並不理

會，但當她帶著玩具坐在旁邊陪孩子幾天

後，孩子開始主動攀談。當時，劉社工師沒

有一下子就質問孩子怎麼不去上課，而是漸

進式的建立關係，花了整整一學期的時間說

服他。接著與父母和老師討論，每天限制他

打電動的時間，老師則像鬧鐘一樣於晨間叫

他起床上學，大家通力合作後，終於讓這孩

子上學去了。

 另一位個案是就讀國中一年級的小哲，

「從小生長在單親家庭，由從事臨時工的父

親照顧，家裡還有年邁的祖父母，小哲父親

因工作無法照顧他，媽媽不在身邊又沒有兄

弟姊妹，所以在成長過程中很渴望有同儕的

陪伴，加上有輕微的智能問題，在學業成就

低、反應慢、不擅言

詞等情形下，導致他

在學校大多像小弟一

樣跟在大哥角色的同

學旁邊。久而久之，

他遂從原本乖巧的個

性轉變成幫大哥買

菸酒或做壞事的小

弟了。」

 劉社工師回憶到

剛接觸小哲時，個

性害羞內向，對於

社工的問題多以

「嗯嗯啊啊」帶

過。但他不願意參

加資源班，覺得會被同

學譏笑和欺負，「他甚至只要聽到『資源

班』三字就會崩潰大哭」，經過老師及社工

師的評估後，小哲目前仍留在普通班級，但

因為課業對小哲太難，只能跟著大哥型同學

在班上遊走、擾亂班級秩序。當時班導師透

過班級會議告訴同學關於小哲的狀況，讓同

學了解並接納他，另外定期安排心理師和志

工媽媽與小哲會談，了解他近期的生活情

形；家庭部分提供經濟協助改善家庭生活，

增強父親對小哲的照顧責任，提醒他須注意

孩子的生活及就學。之後，劉社工師欣慰的

說：「小哲的行為有逐漸改善，沒有再翻牆

出學校，能夠認知到自己不當的行為，也與

同學的人際關係逐漸改善。」這亦是一個三

方配合讓孩子回到正軌的例子。

建立關係  彼此了解
 除了學校輔導室老師和社工師之外，在公

辦民營的機構中，也有不少是服務區域性青

劉芷吟社工師（右）
用遊戲引起學生興趣

（圖．劉芷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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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勵友中心是其中一個。該機構針對

青少年的服務項目很多，有邊緣危機、性交

易少年短期安置、家庭服務與培力服務。潛

能開發班則是中心透過團體課程進駐學校的

一個方式。

 負責的石志偉主任和我們分享，在他的觀

察，孩子成長到青少年，已經有獨立思考與

溝通能力，藉由遊戲與個別訪談，的確可以

漸漸地突破孩子的心防。「現在造成青少年

問題最大的主因是因為『疏離』，無論是與

家庭、與學校老師和同學，甚至與整個社會

都存在著疏離感。」在成長中的孩子，正是

大量吸收外界事物的年紀，這時假使沒有正

向引導的大人，很容易就走偏。

 所以社福團體進駐學校，主要得先和孩子

建立關係。用面談了解孩子的喜好，在上課

時準備他們愛吃的點心，討論他們喜歡的議

題，漸漸地，孩子會發現原來有人尊重他。

之後再從遊戲中互動增添熟悉感，最後深入

內心地詢問他們希望自己未來是什麼樣子。

「有些孩子會說：『我以後就是會去那種不

用成績就可以進去的學校啦∼」石主任說，

在他聽來，會說這些話的孩子其實還是在意

念的學校，「既然不想念那些學校，為什麼

不再努力一點點？」他順勢提出這個疑問，

沒想到，真的有孩子願意請石主任教他們功

課。「那次期中考，大部分的孩子都及格

了，還有三個拿到最佳進步獎。當他們拿著

獎狀來和我說：『這是我們第一次拿到學校

發的獎狀。』時，我覺得好感動。」

 而青少年在這個階段，學習理解別人很重

要，許多霸凌與破壞，都是因為不能感同身

受。例如，剛剛石主任提到的那個班級，有

天一群男同學表示可能會被記過，因為生輔

組長說他們霸凌一位女同學。「她很白目

呀，我們只說『妳憨喔』，她就哭了。老師

就說我們霸凌她。」後來石主任找來這位女

同學進入團體，請兩方把話說開，才發現，

原來這女同學小四時被醫師宣判有輕微智能

問題，從此她認定自己是「智障」，只要有

人說到類似的言語，就會刺激到她。有趣的

是，當女同學說完，有好幾位男同學紛紛附

和自己也是這樣，所以很了解她的心情。

「事情最後的發展是：女同學進入了這個團

體，和大家一起學習成為好夥伴。」石主任

笑著說，經由互相了解，霸凌者和被霸凌者

也會成為朋友。

等待成長  耐心期盼
 許多服務青少年的社工們都表示，其實這

個階段的孩子很單純，只是在家庭失能或學

業落後的沮喪下，找不到認同感，當他們發

現有人關心時，多半會給予直接的回饋。第

一份工作就在善牧基金會負責青少年的蘆洲

少年中心侯雯琪主任說，她常和新進或實習

的社工們說，我們不能奢望一位已身處邊緣

的青少年短時間內被改變，哪怕是他從「打

死人」轉變為「打傷人」，都是一種進步。

她說，很多青少年因為身處的環境關係，

無法脫離這樣的情境，可能是打架鬧事，

可能是隨著宮廟陣頭遊行，延誤了學業。

孩子在社區遇到社工人員，一開始或許不

想理，但久而久之，「發現我們會每週定

時定點出現，他們遇到的問題可獲得解決，

即便是『懷孕』這樣的事，我們也會幫忙處

理。再加上定時辦出遊或社團活動，每天至

少供一餐，將這個開放空間營造成家人的關

係，為青少年補足家庭應該有的養育和教育

功能。」侯主任說，每到寒暑假，中心就會

出現許多「100元小孩」，可能父母都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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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給孩子100元吃飯，他們帶著錢在外面

遊蕩，有時一天只花10元買飲料，其他錢都

拿去買煙，「其實大部分的家長都不清楚孩

子是怎麼過的」。

 對家長來說，這些孩子外型已經像大人

了，當希望他們負責任時，把他們當大人；

當想管教時，又把他們當小孩。「有些活動

我們邀請家長一同參與，才發現他們連和子

女一起坐下來聊天都不會。」侯主任說，中

心有位女生，因為和媽媽吵架離家，國中都

沒讀完就去學種睫毛，前陣子聯絡上，在言

談間成熟許多，還說她想回去學校念高中。

另一位孩子，之前因為吸毒觸法，出來後當

了爸爸，「我看到他折著一件件的小衣服，

問我一些關於寶寶的問題，忽然覺得好感

動。」

 「我時常告訴孩子，他們是很重要的，要

在意自己的價值，要看重自己。」侯主任舉

她曾經服務過的例子：「有位爸爸過世，家

庭狀況很多、遭到家人性侵，被帶去安置的

女生，每次陪她去掃墓都在抽煙，有次我和

她說：『妳在外面抽煙我無法說什麼，但我

希望妳不要帶回機構，除了我很為難之外，

也希望妳可以不要做這行為。』下車時，我

看到她把煙留在車上沒帶下去。後來我寫信

給她提到：『當我看到香煙留在車上時，我

知道妳開始做不一樣的選擇。』如今她開始

上班了，因為我的那句：『妳可以做不一樣

的選擇』。」

後記：採訪了三位第一線接觸青少年的社

工，都不約而同地希望師長們對於青少年能

多點包容，畢竟每個人都經歷過，只要我們

相信孩子有無限可能，試著給他們空間和時

間，哪怕進步的很慢或只有一點點，都是好

的開始，不是嗎？

勵友中心社工與學生們互動（圖．勵友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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