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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暴力的基本概念

家庭暴力對兒少的影響

防治家庭暴力的學校角色

陪伴及輔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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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家庭暴力的基本概念

家庭暴力可能發生在各種社會階層、宗教
、種族、學歷背景等群體之中。

暴力行為是學習而來的，所以暴力行為是
可以被改變的。

施暴者必須為其個人的暴力行為負責，暴
力是施暴者造成的。

不論任何理由，人都沒有權力以暴力傷害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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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的家庭暴力類型

身體暴力：推撞、踢打、刺掐、灼燙、掌

摑等。

言語暴力：羞辱、曲解、不信任、苛責、

挑剔、嘲弄等。

情緒暴力：恐嚇、威脅、控制經濟、限制

行動自由、攻擊自尊心等。

性暴力：強暴、亂倫、不當性對待等。



什麼是目睹暴力？

直接看見：當場看見家人受到身體暴力、言

語暴力、性暴力等傷害。

間接聽到：聽到爭吵、打鬥的聲音。

事後觀察：事後看到家人的傷痕、損毀的物

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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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分的世界

這一群兒童的家庭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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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暴力兒童怎麼看待施暴者



人身安全的威脅

兒童有較高的風險受到虐待、疏忽或是被
暴力波擊

經常為躲避暴力而離家躲藏

拿刀挾持受害人，問小孩要先砍受害人哪個部分

小孩會主動介入以制止加害人的暴力行為

持瓦斯桶揚言玉石俱焚



人身安全的威脅

施暴的一方以兒童安全作為威脅控制的手段
「如果你不…，我就讓你永遠看不見他」

帶著孩子去飆車

家庭暴力使兒童可能失去重要的照顧者，或
情感依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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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暴力傳遞什麼樣的訊息？

處理衝突是要用肢體或語言來激烈表達

利用權力與控制對待比自己弱小的人

你是不重要的

沒有所謂的穩定、安全



目睹暴力對兒童的影響

基本人身安全的焦慮

生理發展的不適

心理的衝擊

家庭關係

行為認知

學校及人際適應



目睹暴力對兒童的影響─生理發展的不適

作惡夢、失眠

精神不濟、恍神、忘東忘西

注意力缺損

身心症或其他生理狀況，如：強迫症-拔毛症

不利腦部功能發展，如：過動症

退化行為



目睹暴力對兒童的影響─心理的衝擊

難過、憂鬱

害怕、焦慮、緊張

麻木、否認

羞愧

無力感、低自尊

自責

自我概念-低自尊、低價值感



目睹暴力對兒童的影響─家庭關係與互動

對父母的感受

1.夾在父母對立的衝突中，擔心自己的未來， 會跟誰，討
好、操控

2.忠誠議題

3.「媽媽為什麼不帶我離開？」(由同情心疼轉變為怨恨) 

手足衝突-爭取注意力、爭寵

親職化的孩子



目睹暴力對兒童的影響─行為認知

暴力學習與模仿暴力是正常的、普遍的

沒有真正安全的地方

難以與人建立信任關係，沒有值得信任的人

性別角色僵化或混淆

判斷能力、獨立思考能力較差-不確定何為真相

問題解決能力差

情緒表達與調適能力差



目睹暴力對兒童的影響─學校及人際適應

難以和人建立關係

拒學(失去生活的動力) 

孤立

急於投入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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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齡的發展特質 家庭暴力可能產生的影響

自我意識強烈，家庭也賦予更多獨立
空間及自治權

兒童進入青春期可能使原本家庭暴力
關係更加惡化(追求獨立違反加害者控
制及強權)

身體變化，關心身體的發育，企圖照
顧自己及希望具吸引力

將身體的發育視為可對抗暴力的工具
自我傷害：自殘、自殺

深受同儕影響，強烈渴求獲得同儕認
同、接納

為家中暴力所苦，多滯留外面少回家
無力與無法結交及選擇朋友，易與負
面同儕團體結合，或遠離群體
易出現負面偏差適應行為

異性交往所引起的性、親密及兩性關
係技巧

困難建立健康的兩性關係，有極高的
可能與有暴力傾向的異性交往或過早
嘗試性關係

家庭暴力對青春期孩子的影響



認識家暴防治網的團隊

警政司法

醫療心衛

教育

社政

暴力家庭



為何學校要重視家暴議題

家庭暴力不是家務事

預防暴力循環

老師幫忙的優勢

學校是孩子第二個重要的社會

傳道 授業 解惑 +支持性的角色

自然而然



學校在保護兒童上所扮演的
角色

辨識/通報(預防性)

暴力的預防和宣導

暴力學習的阻斷

增養復原力的重要他人



暴力防治(一)辨識與通報

如何發現受虐/目睹兒?



目睹家暴兒童受傷警訊教師檢核表



收集家庭暴力資料

家庭衝突的形式

家庭衝突之頻率

孩子及其它成員因應的方式

孩子對此的認知及情緒

孩子的安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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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的原則

1.讓學生感受被關心和被重視，不是有問題而被老

師找來問話。

2.鼓勵學生將煩惱說出來，是抒發心情的健康方法

。

3.讓學生知道他不孤單，每個人都會有壓力或是秘

密，這是正常不用感到羞愧的，也曾經有別的學

生家庭有類似的狀況找老師幫忙。



Page 　 25

會談的原則

4.暴力事實的了解在於學生個人的感受和對暴力的
危機因應，不需探究太過仔細的暴力事件過程，
或是對暴力行為做出評價或解釋。

5.敏感注意學生的情緒反應，尊重學生當下的坦露
意願。

6.堅定傳達暴力不是孩子的錯。

7.讓學生感受老師在校持續的支持和陪伴，鼓勵學
生未來有需要可在求助老師。



與學生談自保策略

1.協助辨識危險訊號

2.討論安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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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兒童的處理

1.進入通報系統
當兒童被發現有疑似兒保危機：疑似遺棄、疏忽、虐待

或性侵害

2.尋求其他資源協助
當兒童明顯出現目睹兒症狀指標，且問題非教師個人能

處理

3.已有保護令或兒童監護權被轉移之特殊兒童
注意學生接送安全和聯繫問題，居住庇護所住所保密原

則，秘密轉學等協助



校園的通報責任

通報及處理流程（附件一）

家庭暴力防治法第50條：教育人員為責任通報

台北市兒童及少年保護與家庭暴力及性侵害事
件教育人員通報調查及奬懲處理作業規定（附
件二）

家庭暴力與兒童少年保護事件通報表（附件三
）

校安通報



通報的擔心

要不要通報？通報有用嗎？

有那麼嚴重嗎？

會不會有什麼影響？

何時該通報?

社工會如何處理

通報來源的保密性

113專線是您可以諮詢合作的好窗口

讓社政加入一起共同評估目睹兒的危機



通報之後…

社工會先與學校系統聯繫並與兒童見面

共同討論介入的最適當方法

必要的痛苦期

系統合作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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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力防治(二)暴力的預防和宣導

將暴力預防帶入課程教學互動

資源工具書

扭轉生命旅程
24個協助目睹兒少的實驗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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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生命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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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的學習活動方式

例如媒體教學、研討小組、邀請貴賓講座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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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力防治(三)暴力學習的阻斷

非暴力的情緒教育

示範解決衝突方式

運用學生在校人際互動和衝突發生時機

機會教育非暴力的行為,重新學習情緒EQ
和衝突解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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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怒和暴力的連結

憤怒和暴力是不同的

我們可以生氣，但是不可以使用暴力

學習不用暴力表達自己的憤怒

接受自己生氣的情緒

了解自己生氣的原因

找出正向宣洩憤努的方法

不要尋找受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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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力防治(四)增養復原力的重要他人

直接關懷兒童生活狀況，給予情緒支持和安全
提醒。
創造更多正向經驗與成就，例如請兒童擔任小
幫手或是發展興趣，鼓勵學生參與活動並肯定
其付出。
協助學生在生活化的校園事件中，發展衝突解
決和人際互動技巧，學習應用非憤怒暴力或非
退縮忍耐的兩極化問題解決方法，因應生活挫
折和衝突。
持續保持警覺觀察危機變化，必要時轉介其他
系統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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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見沒有傷的痛

make a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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