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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情 摘 要



案 情 摘 要

案母 17歲時與 22歲的案父結

婚，在結婚登記後1個月後即

生下案主，並向戶政機關進

行案主出生登記。



案 情 摘 要

戶政人員得知案母年僅 17

歲，擔心小媽媽能否妥善照

顧案主，便拿出「溫馨關懷

服務需求調查表」，了解案

母是否有需要協助的地方。



案 情 摘 要

案母：

平時與案父租屋在外，但娘

家親友有足夠的資源，可以

提供育兒上的幫忙，無需其

他協助。

戶政人員便未再特意詢問。



案 情 摘 要

案父在青少年時期曾接觸在地

的幫派，因吸食海洛因遭警方

逮捕，並在去年假釋出獄。

出獄後，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個管 師 與 案 父 多 次 電 話 聯

絡，但都未獲回應，家人也都

說很久未聯絡，不知其生活狀

態。



案 情 摘 要

某次聯繫時，個管師從案父家

人口中得知案母懷孕及案主出

生的消息，個管師想進行家

訪，了解案父組成新家庭後的

生活概況

案父家人在幾次拒絕後，在某

次案父帶著案主回到原生家庭

時，答應個管師可進行訪視。



案 情 摘 要

個管師與案父討論藥癮戒治情

形，了解案父生活與工作狀況。

同時觀察到當時4個月大的案主

身形正常、穿著合宜，詢問案父

平時的照顧安排。

案父：因為工作的關係，案主都

由案母和案母的娘家親友協助照

顧，自己平常很少和案主互動。



案 情 摘 要

然而，案主在6個月大時，案

母帶案主在家附近的衛生所

施打疫苗，衛生所公衛護士

發現案主體重過輕、體型也

很瘦，但身上並無明顯的外

傷。



案 情 摘 要

公衛護士詢問案母平時照顧情形。

案母：案主食量很小、吸收也不

好，已經很盡力在餵食案主，之

後會再向專業醫師諮詢。

公衛護士衛教案母嬰幼兒餵養相

關知識及資源，並留下聯繫方

式，告知案母如有需要可撥打電

話，請求相關協助。



案 情 摘 要

時隔 3個月，案父又被警方

抓到與轄區中的毒品交易集

團有聯繫，循線搜到案家租

屋處，發現案家有毒品吸食

器，當場將案父逮捕。



案 情 摘 要

警方另依據兒少法第 54條之

1查訪案主之照顧情形時，案

父稱自己不知案母及孩子的

去向，經員警循循善誘，案

父始告知案母與案主的租屋

處。

（參考圖片來源：民視新聞網）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0321C07M1


案 情 摘 要

員警前往案母租屋處，發現：

 案母結交同居男友

 兩人都有施用毒品之狀況

 查看案主受照顧情形時，

發現案主身上有菸疤，頭

部臉部也有幾處新舊瘀青。



案 情 摘 要
案母：

 坦承兩人因不諳嬰幼兒照顧技

巧，半夜案主哭鬧時，受不了其

打擾睡眠，就用燃燒的菸燙傷案

主，或徒手搖晃他

 也曾因情緒失控毆打案主頭部及

臉部，以致案主小小身軀上有多

處新舊交雜的傷痕

 員警立刻將案主送醫，並通知轄

區兒少保護社工出勤處理……



兒虐的警訊



兒虐的警訊1.案主年幼

2.案主生長情形落後

3.未成年小媽媽

4.照顧者施用毒品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案主
年幼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1)新生兒或嬰幼兒幾乎無自我保護能力及表達能力，且完

全依賴家中照顧者滿足其一切生心理需求，受照顧品質

對其安全影響甚大

案主
年幼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2)6歲以下的嬰幼兒多未就學或就托，平常的生活場域

在家中，如受到任何不當對待，較難有機會被外界發

掘及協助

案主
年幼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嬰幼兒於例行性的預防注射或預防保健服務時，如被發現

身形過瘦、體重過輕等生長落後之情況，可能反映兒少受

照顧情形不夠妥適與良好，其健康狀況值得進一步掌握與

追蹤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未成年
小媽媽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1)未成年小媽媽因身體發展尚未成熟，較育齡婦女容易有

早產或產下帶有身心發展問題的孩子，較其他新生兒照

顧難度更高

未成年
小媽媽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2)未成年小媽媽心理發展尚不成熟，多半未作好成為母親

的準備，相關親職知能及因應哭鬧能力不足，嬰幼兒較

難受到好的照顧

未成年
小媽媽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3)未成年小媽媽有可能與原生家庭關係較為淡薄，非正式

支持系統較為匱乏，當遇到嬰幼兒照顧困難時，無人可

提供適時協助

未成年
小媽媽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照顧者
施用毒品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1)照顧者長期施用毒品，其衝動控制能力較差，甚而出現

身心失序的現象，無法滿足兒少的基本需求，甚至在無

法因應兒少哭鬧行為等狀況下，可能出現暴力行為，影

響兒少身心健康甚鉅

照顧者
施用毒品



兒虐的警訊

案主
年幼

案主生長
情形落後

未成年
小媽媽

照顧者
施用毒品

(2)施用毒品之成人生活環境複雜，常與吸毒的友人互動，

甚至將兒少交由其照顧，與兒少沒有感情基礎又在藥物

影響下，常導致兒虐行為發生

照顧者
施用毒品



網絡合作之挑戰



網絡合作之挑戰1.網絡合作面向

2.個別專業面向



1.網絡合作面向

(1)不熟悉其他網絡專業與資源

(2)網絡間資訊揭露程度不足



兒保、公衛、戶政、毒防、警政及其他相關網絡單

位對於彼此專業及掌握資源不夠熟悉，以致無法適

時運用，服務成效無法更全面地發揮

例如：公衛護士發現案主過瘦時，考量案母為未成

年人，照顧知能較不足，可考慮善用社政「育兒指

導」資源協助

(1)不熟悉其他網絡專業與資源



(1)不熟悉其他網絡專業與資源

專業人員服務上發生困難或卡關時，因不知可尋

求其他網絡協助，無法從不同角度提供建議或協

助，難以快速有效疏通服務的障礙

例如：毒防中心個管師多次無法聯繫上案父時，

可尋求成年觀護人的協助，可有效掌握案父及案

主行蹤



(2)網絡間資訊揭露程度不足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雖以保護性及脆弱家庭系統

為核心，建立跨網絡資訊介接之功能，然現行其他網

絡系統未同步達到相同的介接程度，以致難以評估案

家發生兒虐的風險性

例如：毒防個案未與兒少保護、脆弱家庭等系統交換

相關資訊，無法知悉案家過往是否有保護性通報紀

錄，以加強關懷家中兒少



2.個別專業面向

(1)兒少保護服務

(2)預防接種服務

(3)戶政登記服務

(4)毒品危害防制

(5)警政毒品治安顧慮人口查訪



(1)兒少保護服務

社工人員面臨兒少本身較為脆弱的狀況（如年幼、

發展遲緩、身心障礙等），以及照顧者的特殊照顧

風險（如年輕父母、施用毒品、心理健康議題、親

密關係衝突等），需要花費更多的心力與資源請求

網絡協助，以管控這些風險因素可能對孩子的傷

害，維護兒少的安全



(2)預防接種服務

公衛護士處理兒童預防注射業務時，接觸兒少及照

顧者的時間短暫，如何從兒少的外觀與發展及家長

提供之資訊，辨識兒少是否受到不當對待或不妥適

之照顧，並適時向社政單位諮詢、甚至是通報，需

要敏銳的觀察力



(3)戶政登記服務

民眾赴戶政單位辦理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繼

承等各項戶籍登記項目時，戶政人員接觸民眾的時

間不長，要如何在短時間內了解民眾可能有兒少照

顧風險或相關福利議題

需要有高度的敏感度及問話技巧，以適時轉介需要

服務的家庭給社政單位



(4)毒品危害防制

多數毒品施用者為警政系統常客，常因害怕行蹤或

不當行為曝光，對政府部門有較多抗拒與躲避

需要與警政、觀護等系統密切合作，以掌握其真實

行蹤、用藥狀況、家庭關係及親職能力等資訊



(4)毒品危害防制

毒品施用者用藥後，常出現情緒反差大、對於嬰幼

兒哭鬧忍耐度低、身心失序等情形，對兒少照顧品

質有非常大的影響

因藥物反應快速，這些因毒品而起的照顧問題，需

要與社政等網絡單位討論因應對策



(5)警政毒品治安顧慮人口查訪

查緝犯罪及查訪治安顧慮人口為員警的重要工作

員警以現居地查訪這些有犯罪素行的人口，發揮敏

感度兼顧查訪關懷兒少的責任，需要與社政單位有

即時的溝通管道及互通訊息，讓員警最能夠發揮網

絡團隊功能，有效率地及早發現及保護轄內區中可

能受虐的兒少



實 務 建 議



實 務 建 議1.網絡合作面向

2.個別專業面向



1.網絡合作面向

(1)提升網絡合作概念

(2)強化網絡合作模式

(3)建立資訊共享機制



實務建議(1)提升網絡合作概念

 運用新進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在職專業人員進階訓練或個案研

討等方式，介紹最常接觸的網絡成員、專業特質與規範以及所

有資源

 透過工作表單的設計，引導專業人員納入網絡合作的概念，例

如：針對第一線戶政登記人員進行教育訓練，請其於受理未成

年媽媽出生登記時，察覺其隱約透露有社福需求時，可電請社

政單位予以協處



實務建議(2)強化網絡合作模式

A.戶政機關×社政單位

戶政登記人員如發現辦理兒少出生登記之家長年齡較年輕、可能

有育兒協助需求、面臨經濟困難等狀況，除民眾明確表達社福需

求之情形可直接上「關懷E起來」進行通報或填寫溫馨關懷需求

調查表進行轉介外，可事先與社政單位聯繫說明家長情形，以利

社政單位更完整評估並提供協助



實務建議(2)強化網絡合作模式

B.預防接種×兒少保護

公衛護士遇家長帶嬰幼兒前來施打疫苗時，除明顯有非意外造

成的傷害應通報兒少保護外，如發現兒童有生長情形落後或疑似

發展遲緩狀況，除提供家長衛教外，應與兒少保護、脆弱家庭及

早療單位密切討論，考量家長及照顧者是否有照顧知能不足等需

要協助之處，適時予以通報或轉介



實務建議(2)強化網絡合作模式

C.毒危防制×兒少保護

毒防中心個管師倘知悉案家有兒少，特別是6歲以下的嬰幼

兒，經個管師進行家訪，評估用藥照顧者身心狀況不甚穩定或缺

乏親職知能，可能影響兒少受照顧狀況者，應通報兒少保護

後續雙方共案服務時，考量施用毒品高度影響兒少身心健康，且

各自專業評估面向不同，應適時共同訪視，以完整評估用藥家長

對於兒少之受照顧情形



實務建議(2)強化網絡合作模式

D.毒危防制 ×警政、觀護系統

因施用毒品之個案具備高度變動性、不確定性、行蹤飄忽不定的

特質，公權力色彩較不明顯之個管師往往無法確切掌握個案狀

況，難以進行深入處遇，因此可運用個案至警察局定期尿液採

驗、至成年觀護人保護管束報到之機會，與警政及觀護單位密

切聯繫，作為提供個案深度服務的切入點，並可適時關心家中兒

少之受照顧情形



實務建議(2)強化網絡合作模式

E.警政查訪×兒少保護

警政依法進行毒品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時，倘發現兒少有受虐之

情形，除應即時維護兒少之安全、立即聯繫兒少保護社工人員到

場處理

受虐情形嚴重者，雙方應啟動「重大兒童及少年受虐案件司法早期

介入及三方（社政、檢警及醫療）合作流程」，以維護兒少權益



實務建議(3)建立資訊共享機制

以本案為例，長期與案家工作之網絡單位為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個管師，倘個管師當時通報兒少保護或脆弱家庭系統介入處

理兒少受照顧議題，雙方為共案合作之狀態，除約定共訪外，各

自服務掌握到的資訊應進行分享與交流，可透過非正式（電話或

通訊軟體）交換資訊，或正式共案網絡會議進行討論，以提升服

務綜效



2.個別專業面向

(1)兒少保護服務

(2)預防接種服務

(3)戶政登記服務

(4)毒品危害防制

(5)警政治安人口查訪



實務建議(1)兒少保護服務

A.工作規範

評估並監測兒少風險的變化

運用家庭歸戶風險資訊、兒少保護SDM安全與風險（再）評

估工具，評估兒少安全與受虐風險，並隨服務期程了解案家

風險程度的變化，如持續於高風險狀態，應思考調整處遇計

畫的可能性



實務建議(1)兒少保護服務

A.工作規範

多重風險兒少應納入跨網絡個案討論會議

針對兒少及案家有多重風險及問題者，應納入定期跨網絡個

案討論會議，以掌握各網絡單位服務的進度，以利提出後續

服務行動之建議



實務建議(1)兒少保護服務

B.精進策略

受理階段宜考慮分工進行調查

對於多重問題及複合因素較多元的案家，建議初始接觸案家

宜指派2名社工結伴訪視調查，1人與主要照顧者訪談、1人幫

忙「照顧」並觀察案主生理外觀與身心反應



實務建議(1)兒少保護服務

B.精進策略

兒少保社工×警政

如受訪案家有毒品等治安顧慮人口或拒絕訪視者，可請求轄

區家防官協助，由家防官指派員警陪同訪視，以降低訪視案

家的風險，並提升案家配合度



實務建議(1)兒少保護服務

B.精進策略

兒少保社工×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案家相關風險因子中，長期接受處遇服務者為案父之施用毒

品議題，為降低案父施用毒品對照顧兒少造成之負向影響，

應與毒防個管師共案合作，以深入掌握案父用藥情形、對身

心之負面影響、嬰幼兒照顧知能，並採取合適之工作方法



實務建議(2)預防接種服務

A.工作規範

第一線進行兒童預防接種之公衛護士或基層醫療院所人員，

如發現兒童身上有不明傷痕或受到不當照顧，應進行社會安

全網保護性案件之通報



實務建議(2)預防接種服務

A.工作規範

針對逾期未完成預防接種之個案，公衛護士於半年內進行3次

催種不到，將進行家庭訪視，如未能查找到兒童及家長，將

依「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函請社政單位處理



實務建議(2)預防接種服務

B.精進策略

針對嬰幼兒生長百分位低於5%，顯有發育遲滯的情形，應主

動向照顧者蒐集其照顧情形與困難，並向社政單位諮詢討

論，評估是否應進行通報或轉介



實務建議(2)預防接種服務

B.精進策略

如前有逾期接種紀錄又跨轄施打疫苗之個案，公衛護士應蒐

集並於系統登打案家現在的聯繫資訊，以利後續追蹤案家兒

童接種疫苗情形



實務建議(3)戶政登記服務

A.工作規範

針對辦理出生登記的未成年父母，應依「脆弱家庭之兒童及

少年通報協助與資訊蒐集處理利用辦法」第3條規定，依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所訂「溫馨關懷服務需求調查表」，詢

問家長是否有社會福利諮詢或協助之需求



實務建議(3)戶政登記服務

A.工作規範

另針對辦理出生、結婚、離婚等各項戶籍登記之民眾，倘發

現其家庭或兒少有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等不利處

境，致兒少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依兒少法第54條通報社

政單位



實務建議(3)戶政登記服務

B.精進策略

適時詢問並向社政諮詢

針對辦理出生登記的未成年或年輕父母，應特別留意登記人

的身分，並適時詢問嬰幼兒照顧安排、家中是否有其他手足

等資訊



實務建議(3)戶政登記服務

B.精進策略

適時詢問並向社政諮詢

針對辦理離婚登記的父母，因離婚為重要的家庭壓力事件，

也應留意並適時詢問家中兒少的後續照顧安排；如家長主動

表達兒少照顧的困難，或戶政人員察覺兒少照顧問題，建議

向社政單位諮詢，以利後續社政評估及引入適切資源



實務建議(3)戶政登記服務

B.精進策略

適時詢問並向社政諮詢

如家長主動表達兒少照顧的困難，或戶政人員察覺兒少照顧

問題，建議向社政單位諮詢，以利後續社政評估及引入適切

資源。



實務建議(3)戶政登記服務

B.精進策略

提供福利資訊

針對年輕父母以及離異父母的需求，各縣市社政單位均有

相關的協助資源，可適時提供單張給前來辦理登記的民

眾，如其直接表達有相關服務需求，應立即轉介社政單位

接手處理



實務建議(4)毒品危害防制

A.工作規範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追蹤輔導模式」所訂標準，提供個

案訪視服務，若於服務案家的過程中，知悉案家有兒少同住

（特別是6歲以下兒童），可多加留心並詢問兒少受照顧情

形，並視需要連結相關網絡資源



實務建議(4)毒品危害防制

A.工作規範

辦理毒防合併家有嬰幼兒等多元照顧議題之專業訓練，以利

個管師具備處理共病個案及與其他網絡單位共案合作之相關

知能



實務建議(4)毒品危害防制

B.精進策略

以多元合作方式提供關懷訪視

除依「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追蹤輔導模式」外，應結合警政、

觀護、醫療、社政等與藥癮個案接觸密切之網絡資源，針對

毒品施用者家有年幼兒少等高風險情況，與網絡互通資訊並

嘗試安排家訪或突訪，以實際確認毒品施用者的整體生活情

形及照顧兒少的回應和感受，有助於評估及服務



實務建議(4)毒品危害防制

B.精進策略

讓網絡及案家成員了解毒癮照顧者的狀態

運用吸食毒品種類會產生的反應、作用時間長短、影響生活

程度等專業知識與資訊，可完整地評估毒癮照顧者對兒少的

特殊風險，並使接觸案家的網絡成員、毒癮照顧者及家人了

解這些可能發生的風險



實務建議(4)毒品危害防制

B.精進策略

與網絡及案家討論簡易的兒少安全維護措施

與網絡單位、毒癮照顧者及家人討論，針對特殊風險發生的

可能情境，每位成員能夠配合做到哪些事項，以保護兒少的

安全，例如：知悉照顧者用藥後提醒網絡成員、用毒後交給

適合的家人照顧、在毒品發作時效離開家中等簡易策略



實務建議(5)警政治安人口查訪

A.工作規範

掌握案家兒少相關資訊

在查緝犯罪或查訪治安顧慮人口前，先查詢戶役政及保護資

訊系統，掌握戶內是否有兒少及其他通報史等資訊



實務建議(5)警政治安人口查訪

A.工作規範

觀察及詢問兒少之受照顧情形

進入案家查訪，除執行查緝犯罪及查訪治安顧慮人口工作，

應發揮敏感度觀察兒少居住狀況與四肢外觀是否有新舊傷

痕、過瘦、發育不佳、受不當照顧或疑似學習遲緩等情況



實務建議(5)警政治安人口查訪

A.工作規範

觀察及詢問兒少之受照顧情形

如發現有前述情況，應即時完成脆弱家庭或兒少保護通報該

縣市家防中心；如兒少受暴情況嚴重者，應立刻帶離就醫及

通知社工提供保護措施



實務建議(5)警政治安人口查訪

B.精進策略

進行毒品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前，倘確認家有12歲以下兒少，

且為毒防中心、成年觀護人或保護性服務中之個案，應聯繫

前開網絡單位，請其提供相關具體服務資訊，以利事前準備

並有助於敏感兒少之受照顧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