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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心理療癒守門員
-目睹暴力兒少個案專業輔導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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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生氣的男人和生氣的女人之覺察與省思

目睹兒少與直接受虐待心理的影響相似
（陳怡如，2001；Edleson,1999）

目睹兒少與兒少受虐有高的共存現象
（沈慶鴻，2001；沈瓊桃，2003；陳怡如，2001；Edleson,1999）

在表達媒材中進行心創評估、諮商輔導

目睹兒少諮商資源聯繫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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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童年負面經驗/童年逆境經驗
ACEs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童年負面經驗ACEs

 ACEs研究是在1990年左右由美國醫師
Vincent Felitti 等人所做的研究

當時研究了17,000多個對象，又簡稱為
ACEs(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研究發現童年創傷與成年時期的各種身
心狀況有關聯，像是飲酒問題、藥癮問
題、肥胖症、高血壓、憂鬱症、自殺傾
向、性傳染病、癌症、或心血管疾病等

關於各種ACEs相關研究可於美國疾病控
制與預防局的ACE研究網站查看



受傷童年，受創的大腦

童年時期的負面經驗，像是肢體、言語、性
相關暴力或騷擾、或是目睹暴力等，讓孩子
常常處在一種充滿壓力以及警覺的狀態

孩子需要一直保持警戒隨時處於「反擊或逃
跑」(fight-or-flight)模式中

腦神經科學和創傷的研究都指出了負面經驗
會對大腦杏仁核、前額葉皮質發展造成影響
，並且會影響到這些孩子思考、理解事情、
行為、以及情緒的控制



受傷童年，影響情緒行為

童年創傷經驗影響情緒控制、較衝動等

史丹佛大學兒童心理學家Hilit Kletter
表示，常常有創傷(trauma)的孩子所表現
出來的行為會被誤診為注意力缺失/過動
症 (簡稱ADHD)

 Kletter也表示，有創傷經驗的孩子常常
無法調節自己的情緒與行為，故常在學校
惹上麻煩(Starecheski, 2015)



面對負面童年經驗個案
我們可以…

遇到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孩子，可試著理
解，這位孩子是否正在經歷某些創傷，
理解其行為是求救與反應其系統不穩定

雖然創傷經驗會影響孩童的大腦，腦神
經科學家的研究顯示了大腦的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

心理諮商、運動、良好的飲食、正面思
考、良好的人際關係等等。給孩子充足
的愛和關懷，讓孩子知道他被愛、他是
重要的等可正面的影響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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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理解 (realize) -家庭暴力與目睹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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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兒少分成十類(Holden,2003) （1）

受害（victimized）：指在父母衝突中，亦
受到言語或肢體傷害的兒少

介入（intervences）：指嘗試用言語或肢體
阻止暴力進行的兒少

參與（participates）：指兒少自願或被強迫
加入父母的戰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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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兒少分成十類(Holden,2003) （2）

目睹胎兒（exposed prenatally）：指懷孕
的母親受到婚暴並進而對腹中的胎
兒造成影響

親眼目睹（eyewitness）：兒少直接看到暴
力攻擊行為

親耳聽到（overhears）：兒少沒有看到，
但聽到吼叫、哭喊、威脅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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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兒少分成十類(Holden,2003) （3）

 觀察到暴力的後果（observes the initial effects）：

例如看到瘀傷、救護車救援過程等

 經驗到暴力的後果（experiences the aftermath）：母
親的憂鬱、父母教養態度的改變、與父親分離
等經驗

 聽說（hears about it）：聽母親或親友訴說家暴
事件

 不知情（ostensibly unaware）：暴力發生時，兒少
不在家或已熟睡，故不知道有暴力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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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對目睹兒少影響相關研究

 直接與間接的影響（陳怡如，2003；Wolak ＆

Finkelhor,1998）

 長期與短期影響（Holden,1998)

 情緒、認知、行為、身體及社交等影響
（陳怡如，2003）

 行為的內、外向問題等（Barnett et al.,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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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兒少直接的影響

 人身安全的威脅與傷害

 自尊及情緒的衝擊

 權力控制等認知

 信念的影響

 暴力攻擊等行為的影響

 學校與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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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兒少間接的影響

 雙親管教態度不一致

 親代承受高度壓力狀態

 親職功能角色的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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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目睹兒少之影響的相關因素
 兒少的年齡與發展階段

-年幼影響大
 性別上的差異

-男
 出生序的差異

-功能性位置、涉入程度
 目睹暴力型態

-「兒少知覺」較「父母實際暴力情況」
 兒少涉入程度

-男比女容易成為代罪羔羊
 母職損傷程度

-「母親的態度」、「親子間的黏著程度」和「認同學習」
 兒少的復原力

-個人的歸因、情緒穩定度、自我價值感、學業成就、社會
適應力、與母親的正向關係及家庭內外及社會支持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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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辨識(recognize)-

評估目睹兒少與其需求



目睹家暴兒童面對的壓力源

 暴力的不定時出現→失控感、無力感、乏安
全感

 生活環境改變(安置、搬家、逃離、轉學) →
次級失落與創傷

 家人關係改變(父母離婚、分居、手足分離)
→安全依附與依附客體的轉變

 與警察、社工、醫護人員、司法人員接觸→
其他系統的介入、適應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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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是孩子第一個告知的人

孩子會揭露通常是因為事情剛剛發生，或者
是暴力事件變得比以往更具有威脅性，讓孩
子覺得相當不安

孩子在揭露之後可能會感到矛盾，一方面很
高興自己終於說出來了，但一方面又擔心事
情說出來以後，會被施暴者發現或發生後續
的困擾。這樣的矛盾是因為生活在暴力家庭
的孩子，多半都會擔心激怒施暴者，以及生
活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

當孩子告訴您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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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檢核表



觀察與晤談評估的向度

毅樺老師的評估五花瓣，進入孩子的

–感官

–感受

–想法

–期待/需求

–行動

評估內容要多方核對：兒童、導師、
家長、手足等



評估工具：談話過程-兒少

 收集孩子的成長史

 收集孩子的家庭經驗

 收集孩子目賭家暴的經驗(家暴方式、持續期間、兒

童涉入程度)

 孩子對自己的看法（外表、能力、人際）

 了解孩子與誰最親近？誰最關心他？孩子最怕誰？

 有無手足？相處情形？

 孩子在家中的重要性如何？地位如何？

 當孩子發生問題，父母如何處理？

 了解孩子媒材與遊戲偏好及優勢資源



評估工具：談話過程-主要照顧者
 與父母會談

– 母親懷孕時婚姻關係品質狀況
– 兒童的成長史
– 父母的管教態度
– 父母的管教方法
– 家庭氣氛
– 手足互動
– 家庭的經濟
– 家庭的目前壓力源
– 父母覺得兒童的主要問題
– 父母對兒童問題的假設
– 父母覺得當婚姻出現爭吵時，孩子的反應
– 孩子再父母爭吵後，日常生活有無改變
– 了解孩子媒材與遊戲偏好及優勢資源

 父母是合作者與同盟者



評估工具與實務操作(1)

紙筆自陳測驗

投射測驗

–語句完成

–畫爸爸或媽媽或手足

–家庭動力畫

–說書人



評估工具與實務操作(2)

牌卡的運用卡
–情緒卡
–釣感覺
–人格面具卡
–OH卡
–扮家家酒

桌遊
–諾亞方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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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回應(respond)與對抗(resist)

-與目睹兒少建立關係與介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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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兒少之復原之路

目睹兒童的保護因子包括:自我內在資源、家庭支持、社會學校資源
( Lehmann and Rabenstein, 2002, 引自沈瓊桃,2005) 

社會與學校的資源

同學間的關懷支持
老師的協助

社會資源的連結

孩子的家庭支持資源

正向穩定的照顧關係
良好的親屬或手足關係

孩子的自我內在資源

多元興趣、自我肯定
正向思考、懷有理想



與目睹兒少晤談原則與技巧
（內政部出版「人生領航員—協助目睹家庭暴力的孩子」）

 確認安全及安全因應計劃，如「你有想過可以怎麼做
來保護自己？」

 傳達支持與陪伴，不給不必要的承諾，避免說：「一
切都會變好的…」

 尊重兒少以自己的步伐揭露及復原
 「不是你的錯」 ，暴力發生是施暴者該負起的責任
 人和問題分開，避免直接批評施暴者，只需強調施暴

者的暴力行為是不對的。避免說：「他（施暴者）真
的很糟糕！」。應該要說：「不是他不好，是他（施
暴者）打人或罵人的行為不對」

 讓孩子知道他並不孤單，其他孩子也有類似的情況，
「老師也有遇過有些小朋友，爸媽同樣會吵架或打架
，他們有都不好受。」

 談話結束時強化孩子復原力，如「謝謝你願意告訴我
，你真的很勇敢，我們一起面對 」



依目睹兒少三種狀態定輔導目標

 孩子是否脫離暴力，目前是否安全？

–孩子還住在暴力家庭中

–暴力危機已經停止

–父母分居或者在官司訴訟中

上述非線性，可能來回循環



居住暴力家庭的孩子輔導原則

 不是你的錯，陪伴孩子一起面對家暴存在的
事實

–安全性評估(暴力內容、時間、能力及正向
資源)，是否合並受虐與危機

 協助孩子理解家庭暴力的歷程或模式，從中
找到因應策略，獲得控制感

–安全計畫擬定
–因應暴力的方式
–自我保護或自我照顧
–宣洩及調適情緒
–處理孩子自我分化



暴力危機中止的目睹兒少輔導

 協助孩子恢復生活步調

 整理暴力創傷經驗

 其他特殊身心評估與輔導



分居或官司訴訟中的目睹兒少輔導

 不穩定關係下，孩子可能有的情緒反應：
1. 無法參與決定
2. 承受秘密的壓力
3. 面臨效忠的議題
4. 害怕被拋棄的感覺
5. 依附關係受挑戰
6. 居住狀態不穩定
7. 主要照顧者不穩定
8. 司法議題或出庭的干擾
9. 搬家或轉學的現象

安全心堡壘的建立，法庭遊戲之預演



32

目睹兒治療目標(1)

提供兒少在危機階段的支持與因應

幫助兒少辨認和表達情緒

教導兒少問題解決的技巧

幫助兒少學習適當的因應行為

預防兒少虐待和教導基本的安全技巧

協助運用社會資源與提供支持

社交能力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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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自我概念與自尊

 對暴力責任的釐清與處理

 對家庭的期望

 重複性的分離和未來不確定感的處理

 對男性、女性之性別刻板印象和迷思的處理

 協助正向思考的練習

 親子關係修復與重見

 治療中後期讓孩子思考現在生活的好處等

目睹兒治療目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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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兒治療模式

個別

團體

手足

親子

家族

……



第五部分

相關法令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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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

善牧SEE MORE目睹

http://cwv.goodshepherd.org.tw/seemor
e/domestic_violence_help_seek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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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一起攜手當兒童保護工作的療癒型守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