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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傳善獎分享會報告書 

 

機構名稱：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計畫名稱：用愛守護–受暴婦女及家庭社區支持方案 

執行期間：2021/01/01~2023/12/31 

一、補助前 

(一)、機構當時概況 

    現代婦女基金會推動性別暴力防治工作 33 年的歷程中，我們從事個案服務，幫助

身處家庭暴力和性侵害被害者；從事法律制度推動和宣導倡議，改變國家制度和社會意

識，讓被害者有法律制度得以保護，身心安全感提高，社會氛圍對性別暴力被害人的同

理也有進展。然而，我們發現，國內家暴被害人 20 年來的服務，一直未能走進社區。

家庭暴力的私密性，常使受暴婦女的社會支持不足，孤立的處境惡化其生活困境，如加

害人的隱微控管、育兒、接送小孩與工作間往往難以取得平衡，導致婦女經濟力發展有

限，有的人只能尋求臨時工作，甚至落入貧窮與暴力的惡性循環。 

    展望未來，我們希望透過傳善獎的挹注，嘗試有別於過往法定保護性業務的服務模

式，將從個案工作、法律制度推展至社區工作，建立個案身邊的社區安全防護網，同時

也期待將性別暴力預防工作落實到社區，發揮深化的功能。本計畫將同步於台北市文山

區及花蓮市推行，將視都市及鄉村社區不同特性，試行推展兩項方案。在台北是以「在

地愛陪伴─親密暴力家庭支持社區紮根計畫」推行關係議題，含括就業、人際、教養、

關係等多元議題，支持木柵次分區的家庭因應生活中遇到的壓力及挑戰，培力社區中受

暴家庭的韌性；花蓮市則是「後山後頭厝─從賦權到追夢的實踐之路」，以花蓮工作站

的服務家庭為主，家暴社工脫離安全管理的工作視角，練習轉換至全人觀點進入案家世

界，才能真正開展在地復元的服務去回應權能喪失、失去連結的家庭，開展家庭韌性，

長出能夠因應挑戰的能力。 

(二)、機構許下的三年願景 

1. 影響力 

(1) 知名度： 

A. 為增加受暴婦女的社會支持及協助生活重建，我們希望成為被害人的「後頭厝」，

不僅協助受暴婦女處理家暴問題，更進一步走入個案生活。本計畫主要行動為研發、

實踐家暴社區據點工作模式，扎根社區、開發社區資源，以深入提升個案的經濟力

及陪伴生活困境，預計透過提供社區工作、開發支持資源，為受暴婦女/家庭建立社

區資源綠洲。我們將努力讓 80%當地主管機關及在地組織認識本會及服務，並能獲

得當地社政、勞政系統、里長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的支持，建立更綿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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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關係，讓社區組織人員遇到家暴家庭或相關問題就能想到現代婦女基金會。 

B. 三年後，希望所建立社區據點能具備複合式功能，除了能做為守護家暴個案的社區

基地外，更希望能進一步發展成為性別暴力預防的情感教育中心，透過設置體驗式

的場域、互動式教案、真人圖書館等硬軟體，讓據點效益擴大，成為大台北、花蓮

地區各級學校推動性別教育的戶外教學場域，並創造每年約 800 人次造訪。同時，

也希望將據點開設成商店，提供婦女手作品、本會商品展售，或輕食咖啡廳等，創

造就業機會的可能。  

(2) 社會影響力： 

A. 透過社區蹲點的扎根的方式，與社區組織發展夥伴關係，形成策略聯盟，同時吸引

更多在地各行業的資源投入，共同協助社區內的家暴家庭及其他弱勢族群，提升家

庭經濟、照顧、心理支持、教育等功能。  

B. 邀請及培力家暴過來人參與據點運作，透過做中學的方式，將個案「被害人」的位

置，翻轉為「助人者」的角色，自助助人。  

(3) 政策影響力：  

A. 長出「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特色方案：行政院自 107 年推出「強化社

會安全網」政策，其核心精神是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佈建社會安全網，

撐住各種弱勢族群。在家暴防治工作，期待能跳脫過去公私部門一、二線的分工模

式或區域分工的垂直整合模式，希望運用民間機構的活力，發展復原服務方案。雖

有此規畫，然人力、創新方案、資源等都無法在二、三年全部到位，家暴的公私模

式合作模式可說尚無太大進展。本會希望透過本計畫實驗性的操作，發展出家暴社

區工作與家庭工作模式，回應政策、提供建言。  

B. 倡議多元的家暴社區據點模式：過去家暴個案服務多具隱密性，社區能量不易挹注，

當事人也難在社區中復原。我們希望在台北市、花蓮市發展不同模式的家暴社區據

點，前者以社區組織工作為重點，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促進社區聯盟的產生。後

者以「婦女經濟力培力社區中心」的模式，結合社政、勞政、民間財務專家等，讓

婦女在社區中裝備自己、生活重建。  

(4) 對外募款能力：設置服務據點，具有明確且可參訪的位置，讓家暴服務不再只是看

不見、摸不著的熱線、個別服務，而是能落實在我們的周遭。透過情感教育中心的

設置，可以號召更多資源、經費的挹注，參訪者購買體驗教育服務，不僅落實使用

者付費的概念，而且更支持情感教育中心的運作；企業也藉此能具體了解中心所提

供的服務，相對而言也能增加贊助的意願和動力，期待三年後能為中心募得超過

200 萬的經費。 

2. 行政管理 

(1) 從熱線模式跨足社區工作，據點的尋覓、設立、營運成本等都要進行評估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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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社工人身安全議題為首要需調整之處，並包括周遭鄰居的安全維護，都需

特別著力。社工的社區工作多在社區中遊走，與熱線模式在辦公室打電話非常不同，

人員的差勤行政管理需更具彈性。  

(2) 受助婦女參與據點工作，可能非全職工作，並有「以工換服務/資源」的機制，必須

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  

(3) 社區據點與社區界限不再完全封閉，如何適用對社區居民開放、開放時間、值班人

力安排、防疫措施、安全衛生等，都需要規畫安排。  

(4) 社區物資湧入及共食活動，都需要貨品管理、分配原則、食品有效期間管理、共食

食物的安全及衛生維護等也須善盡管理。  

(5) 社工人力管理，使人力穩定、人力異動時服務不中斷，不影響個案權益。第三年營

運商店/情感教育中心，引進專業經理人員，評估商店位置、客群、營業時間人力安

排、銷售/帳務系統的引進、相關機具採購等，讓據點具備商業模式營運的可能。 

(6) 三年後學會如何營運社區據點及複合式商店，發展合適的商業模式及目標客群的行

銷，將機構理念及婦女故事化作相關商品進行銷售，讓婦女及機構都能有穩定的收

入。 

3. 專業成長 

(1) 發展社區工作模式，工作者必須進入社區蹲點，具備田野工作、參與觀察、與社區

建立關係等能力，因此本案可讓本會社工在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外，再發展社區工

作能力。  

(2) 本案可磨練本會家暴社區據點的安全維護能力。  

(3) 本案有讓工作人員增進就業、創業輔導知能。  

二、補助中 

(一)機構三年將資源用到哪？按項目、年度、執行了什麼？ 

1. 社區據點開辦費用 

    透過下表觀察之，每年度最高的費用項目皆是「人事費」，次之是「設備/租金」。

在家持的部分，2021 下半年於木柵次分區尋覓適合場所，在社區中常設據點，除了租

金之外，需添購服務相關設施設備。至於花蓮則是經營兒童課輔，擴大孩子們的生活

體驗，從做中學為主軸，因有別於過往一站式服務提供方式，陸續充實活動辦理所需

設備。 

2. 社區服務擴展所需的人力 

    因執行「用愛守護–受暴婦女及家庭社區支持方案」需增加人力，當會內尚在摸

索、調查階段，或是未找到專職人力的過渡時期，需有兼職人力、正職加班等人事相

關費用，讓各階段的計畫皆得以運轉。除了本會工作人力之外，因強調服務可近性，

花站媒合計程車接送的經常性人力，排除孩子外出參與課輔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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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善獎三年實際計畫支出表 

資料期間(累加) 2021.01-2021.12 2021.01-2022.12 2021.01-2023.12 

會

計

別 

科目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人事費 1,563,189 48.0% 3,763,751  51.2% 7,515,228  59.4% 

業務費 534,424  16.4% 1,305,435  17.7% 1,791,861  14.2% 

行政管理費 229,875  7.1% 462,248  6.3% 673,680  5.3% 

廣宣費 75,960  2.3% 93,460  1.3% 93,460  0.7% 

研究發展 45,300  1.4% 89,800  1.2% 162,310  1.3% 

設備/租金 809,667  24.8% 1,640,628  22.3% 2,407,846  19.0% 

小計 3,258,415  100.0% 7,355,322  100.0% 12,644,385 100.0% 

資料期間(不累加) 2021.01-2021.12 2022.01-2022.12 2023.01-2023.12 

實際計畫支出總額         9,319,539 9,758,560          9,699,410 

傳善當年補助比例 35.0% 42.0% 54.5% 

 

 (二)其中有哪些失敗/不如預期的項目？從中學到什麼？改善了什麼？ 

1. 家暴標籤化阻擋在社區復原 

    本計畫抱持著協助個案在地復原，以及進入社區前端預防的想法，於木柵（家暴

熱點）區域設點。然而在拜會社區資源網絡或是與民眾交流的過程，談及對於家暴預

防的想法，反讓人聞之色變，服務的個案或是有意諮詢的民眾，也對於社工陪同或是

進入據點，帶著擔心被閒話、被標籤的想法。 

    在面臨此情境下，在家持，建構社區中「學習關係經營」的空間，服務個案或是

有意學習關係議題的民眾，對於踏入家持據點都不再感到異樣。在花蓮，在民生社區

中醞釀開來的周六課輔，孩子不會被貼上「貧窮」、「受暴」標籤，且能以自在、開放

的態度對每一位好奇小學堂的人介紹課輔服務。我們透過重新定義，包含對於現代的

介紹、活動的規劃與設計，都改以正向的學習來面對家庭相處溝通的議題、促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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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擴大孩子生活體驗等方式，來減少機構服務與負向標籤的連結。 

2. 重新找到進入社區的鑰匙 

    現代雖然長期服務文山區、花蓮市區的通報家暴的個案，但對社區民眾而言，知名

度略顯不足，家持「社區講堂」首先面臨招生上的困難，花站一開始陌生拜訪在地資源

也常無下文。社工嘗試拜會在地里長、市場、商家、學校等等形式，但進展仍有限。家

持透過實際參與在地生活的觀察，找到木柵居民的特性－「網路社群的使用」約為 30-

50 歲（也是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服務的標的年齡）資訊交流重要方式，因而透過購物社

群、鄰里社群，據點的介紹與資訊更能普及到目標族群的生活場域；花站則是直至連結

上曾經營兒少據點的民生社區，找到相同投入意願的共通性，因而滾動出場地提供、社

區講師、轄區小學等關鍵資源，加速週六課輔的推行，確信在花蓮推展社區服務，在地

人脈關係的重要性。 

3. 經營專業網絡看待家暴的視角 

    在主流的家暴防治服務中，專業網絡常以「受暴風險」、「安全管理」的角度來解決

家庭暴力問題，包含本會社工也在練習轉換過往的片斷處遇介入，改以全人觀點進入案

家世界。在花蓮，重新以「阿德勒」之理論觀點，改變本站自立或就業服務架構，陪著

服務對象對焦個人生命價值，找回能動性。在家持，基於家庭兒少照顧需求，與文山社

福中心邀請結合在地兒少照顧據點所籌組的「文山兒少平台」，在長期穩定經營與交流

後，兒少據點工作者對於有家暴議題的兒少前往使用服務時，也減緩了過度對於「家暴

風險」的擔心，在共同陪伴家庭的過程中能更累積合作信任度與個別化彈性。 

(三)其中有哪些成功/超乎預期的項目，並說明關鍵原因 

成功創造「第三空間」： 

    不管是在木柵地區或是花蓮地區，如何能促進不易觸碰的家庭議題成為共同學習或

討論的連結，或是暖心商行透過不斷締造的連結，能成為婦女間自然分享與支持的可能。

整體而言，社區的營造歷程都在致力創造一個專業人員與參與者共同形塑的「第三空間」。

有別於日常居住生活的第一空間，投入職場的第二空間；社工運用大量從參與者個人開

始的關懷、穩定的聯繫、不評斷的態度，讓抵達據點或是參與「暖心商行」變成更容易

靠近、更自然分享，也在其中分享情感、與他人建立連結的場域。換言之，讓現代在社

區創造出來的友善空間，可以是感覺安全的、自在的，從每個「我」出發的連結空間。 

三、補助後 

(一)相較三年前的願景，機構有哪些地方創新、成長、茁壯？ 

1. 專業能力的創新與成長  

(1) 社區工作的推展：現代婦女基金會過去在性別暴力防治的專業領域擁有較高的知名

度及專業肯認，溝通對話的對象也以保護性業務的專業網絡為主。本屆執行計畫以

拓展社區服務為主軸，希望打破以暴力事發後採取補救減害措施的熱線式服務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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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朝向更積極事前預防的方向發展。三年來我們嘗試走進個案的日常生活領域，

在台北文山區及花蓮市引進了學校老師、里長、社區發展協會、在地組織、店家、

志工等數十個不同類別的社區資源，為受暴/高衝突家庭在地復原努力。  

A. 開展以生命經驗探索為目標的兒少課輔：本會與花蓮市的民生社區合作，由民生社

區提供『市場小學堂』的場地，辦理週六全天的兒少課輔，讓孩子在安全的處所被

照顧，也支持花蓮地區受暴婦女其平衡家庭與工作的壓力。我們相信生命所需的不

只是課本知識，思考擴大孩子生活體驗，豐富因家長疲於應付生活壓力所造成空白，

也提升孩子自我照顧的能力，從生活各層面充權弱勢家庭的孩子。此外，我們更跳

脫過往制式的會談工作模式，將目睹兒少協助方案融入課輔活動中，達到去標籤化、

幫助孩子從多面向因應目睹家暴帶來的傷害。  

B. 開辦以受暴婦女為主體的『暖心商行』團體：為提升婦女的經濟力，透過固定每月

與婦女聚會一次，與婦女談談曾經想做的、感興趣的職業，或是目前想了解的行業。

透過業師的真人生命分享，有時撞擊婦女的是其與自己的關係，在與婦女同行的過

程中深刻體悟到，財務能力的提升並不僅侷限於理財知識、職業認識，更重要的是

「我能感」的培養，真正面對自己，了解個人優勢與期待，向內探索更為安身立命

的職涯定錨方向，才有機會看見不一樣的可能。另一方面，我們亦從中觀察到促進

人際互動對受暴婦女復原的重要，婦女能被團體成員深度理解，促進了當其中成員

遭遇危機時，彼此更願意、更有能力提供即時的支持，包括提供工作機會、彼此關

心工作適應，並為彼此付出，也為長期被貶抑、否定的受暴婦女，找回面對未來的

勇氣。  

C. 建立受暴/高衝突家庭能安心喘息的第三空間：我們嘗試跳脫過往思維，將服務帶

入社區中，透過蹲點社區和社區講堂等形式，以不侵略、不侵擾的行動，減除社區

民眾對家庭暴力的排斥與敏感性，也減除使用服務的負面標籤，創造能讓民眾安心

討論家庭關係的空間。此外，社區講堂中的家庭關係課程為系列性的設計，每堂課

都有課後作業讓學員帶回練習，之後會有社工追蹤了解關係變化的情形，並從中關

注潛在有高衝突議題的家庭。在這裡社工亦要學習拿捏與服務使用者的距離，太密

集的接觸可能造成使用者的壓迫，太疏離的聯繫又會造成服務斷線。  

(2) 開發議題式桌遊：三年來，透過傳善獎的補助、媒合協力團體與本會其他資源的投

入，我們共開發出「關係桌遊」、「完美空難」、「秘密」3 套桌遊，為本會難以

被大眾理解的家庭暴力、性暴力服務主軸，找到合適與民眾互動的媒介。目前各式

桌遊都已開發完成並印製成遊戲盒，也完成初步的推廣，獲得參與者良好的回饋。

未來將據此發展更多與民眾、企業互動的活動，藉此增進民眾對機構關注議題與服

務對象的了解，提升接觸與參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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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賦權方案深化：本會近年延續個案服務與研發單位合作，透過專家學者的督導

帶領與實務案例的討論，持續探究受暴婦女經濟賦權的社工處遇技能，萃取出「有

福利身份」、「事業有成」、「家庭主婦」三大個案類型遭遇經濟暴力的處遇重點，

並帶領社工提升對家暴個案多元交織性、高壓控管脈絡的敏感度，進一步發展經濟

面向的處遇技能。我們分析出處遇前、中、後的財務陪伴內涵，完成家暴社工財務

陪伴工作指引原則，並進行本會人力相關專業知能的傳承。我們發現處遇關鍵成效

在於社工的角色，包含社工對經濟虐待議題的敏感度、設定經濟安全計畫的知能與

彈性，以及對每個案主個別化的充權與陪伴過程。新手社工回饋對於個案工作有新

的、比較有希望感的處遇切入點；資深社工則是有機會跳脫紀錄與服務績效的壓力，

看見保護性社工在案量平衡與案主復元需求的努力。  

2. 行政管理的成長與創新  

(1) 提升資訊安全：本會於 2022 年遭駭客竊入捐款系統，雖及時採取積極措施公告及通

知捐款人，但仍有數位捐款人遭詐騙，對捐款人的財物及本會商譽造成莫大損害。

所幸本會主管因參與傳善學苑並有機會與其他公益團體交流因應措施，獲得許多寶

貴的資訊及作法，並開始尋求資安顧問協助規劃軟硬體設施、進行會本部電腦硬體

設備的汰舊換新、聘任資訊人員統籌資安管理事宜及轉換資安維護層級較高的合作

廠商，讓機構得以度過危機，並在未來提供更安心的服務。  

(2) 組織重整優化：近年因財務狀況日趨健全，因應機構業務發展所需，中階及高階人

才之培育與進用變得格外重要。在傳善獎的支持下，本會專業方案的發展得以獲得

資源挹注，讓機構有餘裕進行組織架構盤點整合，並逐步聘任專職擔任高階管理，

為機構的專業精進、橫向聯繫及組織效能都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政府於 2024 年全

面提升社工薪資，機構樂見政府提供更佳的補助條件，但對於自籌人力的薪資結構

仍須適度調整予以因應，也因著近年收入結構更加多元，機構也著手制定自籌人力

的薪資制度，將有助於人員穩定及久任。  

(二)傳善獎對機構的影響 

1. 補助方式：傳善獎的經費運用較為彈性，首先在補助人力方面並未要求必需聘任特

定專業身分(如：社工)，因此在計畫開展初期視方案需要，聘任非以社工背景的社

區資源開發人員，廣泛與不同在地人員及組織聯繫，包含在地文史的老師、小農、

友善店家、在地團體等，開展了方案的不同風貌，也開啟不同合作的可能。另一方

面，本計畫在推動第三年時，其中台北家持組方案因全案未獲得政府部門或其他經

費補助，所幸有傳善獎的支持，使得本計畫得以延續並順利推動外，也因為預期性

的大額捐款挹注，讓機構得以有能力規劃其他有助組織發展的策略，包含組織重整、

高階人才晉用、員工薪資結構制度化等，對機構及員工都有相當大的助益。  

2. 業師輔導：本會過往接觸的專家學者多為社會福利相關領域，專業深化也多聚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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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暴力防治相關議題。本計畫邀請逢甲大學社會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汪

浩助理教授擔任外聘督導，從社區蹲點、如何做田野調查工作等基礎能力培訓，到

協助工作者釐清現場，懸置目前無力推展的工作，並安定工作者的焦慮，協助聚焦

並放大方案效益，也讓工作者看見自身創造的價值。老師幫助我們看見機構的服務

創造了受暴/高衝突家庭安心的第三空間，也嘗試將個案接受服務後的改變概念化，

有助於外部對機構的溝通與理解。 

(三)募款及穩定 

1. 募款能力：近年本會收入較補助前穩定提升，包含政府補助、捐款及其他收入皆有

超過 3 成以上的增長，顯示機構在各方面的資源募集能力有顯著的進步。近年因政

府對社工薪資的補助有較明顯的提升，使得來自政府的經費大幅增加以外，近年本

會承辦公設民營「台北市親子會面中心」，亦是補助大幅增加的主因。捐款方面，

近年來自企業及一般大眾的捐款金額皆有 4 成以上的成長。2023 年因應#metoo 風

潮，我們把握機會增加宣傳曝光，除擴大機購及議題能見度外，成效亦反映在捐款

金額的增加，也顯示基金會在民眾的知名度及信賴度有大幅提升的趨勢。企業的捐

款亦有所成長，顯示企業對於性別暴力議題逐漸有所意識，並願意投入資源。其他

收入的部分，機構近年亦努力開展教育宣導等收費服務及活化資金運用，積極開拓

其他收入來源。過去機構以政府補助為主要收入來源，近年在捐款及其他收入方面

的努力，使得依賴政府補助佔比自 7 成下降至約 6 成，達到多元收入來源的目標。 

年

度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政府  

補助  
56,264,510  66.90%  63,084,964  70.14%  67,790,766  66.50%  68,174,386  62.53%  73,543,544  58.70%  74,971,533  62.33%  

捐款  26,118,941  31.06%  25,404,285  28.24%  33,008,815  32.38%  39,442,409  36.18%  45,832,194  36.58%  

   

41,724,900   

  

34.69%  

其他  1,713,490  2.04%  1,456,369  1.62%  1,136,169  1.11%  1,414,039  1.30%  5,921,437  4.73%  3,578,761  2.98%  

總計  84,096,941  100%  89,945,618  100%  101,935,750  100%  109,030,834  100%  125,297,175  100%  

    

120,275,194   

  

100%  

2. 人員流動：2019 年起使用線上出勤系統，因此過去資料難以統計。保護性業務本屬

壓力高的領域，近年政府擴大招募並提供優於民間團體的薪資結構，影響民間團體

人力招募。本會約 80%人力為政府補助，民間社工人員進用深受政府政策影響，

2021 年流動率大幅下降，2023 年因組織部門的改制，使得人員流動頻繁，聘任人

數也持續增加。期待透過重塑機構的願景、提供更能激勵員工的文化與橫向聯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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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增進員工認同，以改善人員流動率高的現況。 

    

(四)計畫持續性 

1. 花蓮：在社區中帶狀培力家暴家庭的婦女與兒童，具備實現夢想能力。  

(1) 社區小學堂帶狀課輔方案(每周六)，具體融入花蓮工作站的服務架構中：  

A. 結合原本家暴服務中的成人保護、目睹兒少方案，設置完整的轉介服務流程，

讓服務持續運作。  

B. 基礎運作理念  

a. 創造第三空間，安心的人我關係： 課輔場域建立在社區中，兒童能向民眾

自在介紹課輔、不會有家暴標籤；課堂學員彼此知悉有相似受暴經驗，述

說創傷經驗時同儕能相互支持。學齡期兒童社會認知發展正處於自卑與勤

奮議題中，課輔提供第三空間，營造「勤奮感大於自卑感」環境，各種活

動與支持增進我能感，促進自信、成就，提升兒童正向身心發展。 

b. 重構學習經驗，從挫折中再出發：課輔服務並非聚焦學科成績要求，更強

調讓兒童嘗試與體驗新的經驗，進而將正向經驗延伸於生活中，故兒童們

在課輔中的每一次嘗試都能被鼓勵，進而讓兒童由「挫敗感」轉移至「再

嘗試、接受挑戰」。 

c. 接住受傷靈魂，在社區中療癒復原： 課輔的第三空間，也提供兒童暫時避

風港，家人間的衝突情境、壓力可獲減緩。除了課輔服務，我們也提供主

要照顧者親職教養、創傷知情、兒童發展知能等；因課輔服務無任何標籤，

社工可以自在與相對人接觸、避免相對人反感，聚焦兒童身心問題討論。 

(2) 轉變暖心商行運作方式，調整花蓮工作站原本服務視角：  

A. 原本家暴服務中的經濟賦權團體，僅關注婦女財務能力或自立就業，轉變為培

力婦女獨立自主能力的暖心商行，擴展更多元的賦權活動。  

B. 基礎運作理念  

a. 結合馬斯洛理論，與阿德勒生命風格視角，關注婦女人際關係、健康、安

全、親子、經濟、就業等，在安全穩定、獲得歸屬的情況下，運作暖心商

行，讓婦女敢作夢、敢實踐。  

b. 從婦女視角與需求著手，從社工帶領到培力婦女能自己運作。  

年度 到職人數 進入率 離職人數 離職率 在職人數 流動率

2019 77

2020 24 31.17% 25 32.47% 76 31.82%

2021 19 25.00% 7 9.21% 88 17.11%

2022 19 21.59% 16 18.18% 91 19.89%

2023 30 32.97% 27 29.67% 94 31.32%

四年平均 27.68% 22.38% 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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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結合花蓮在地資源，婦女和社工在哪裡，暖心就在哪裡。  

2. 台北：帶狀的社區講堂活動與課程，將家暴防治觀點自在融入，安全氛圍讓民眾能

安心分享關係經營的困難、學習關係經營方式，達到家暴預防社區化的目的。  

(1) 將文山木柵次分區的社區經驗，與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文山第二公

宅方案結合，讓傳善三年的家暴預防視角在社區中能延續。  

(2) 基礎運作理念  

A. 三層次服務策略模式：從生活、認知、關係三層次，持續與社區民眾接觸和提

供服務，民眾逐漸熟悉我們的存在、成為可以安心談關係的友善鄰居。  

B. 安全且能談私領域的第三空間：辦理帶狀社區活動與講堂，社工能主動發掘有

關係風險需求的民眾，反之民眾亦能主動與社工討論關係。  

C. 運用社區兒少平台，串聯社區資源與助人行動，提升資源運用的效果。  

D. 當據點已經被信任，則開始連結社區中友善場地資源，擴展暴力防治的場域。  

(五)機構對社會的影響 

1. 政府認可的創新服務 

    獲獎的三年，本會經營「暖心商行」、「週六課輔」、「社區講堂」，打造社區中的第

三空間，讓家庭成員得以從生活風暴中暫歇逃脫，個體有機會累積內在資源，群體因常

態交流、平等對話而產生社會性連結。這些有別於主流家暴防治的介入方式，衛生福利

部將此納入家暴一站式服務方案，補助未來花站的傳善方案執行經費；家持在文山木柵

次分區的社區經驗，與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文山第二公宅方案結合，讓

傳善三年的家暴預防視角在社區中能延續。 

2. 串接在地資源的啟動 

    兩站透過與在地組織的串連與合作，提升家庭關係議題於社區鄰里之間的可近性。

家持運作兒少平台，發展網絡共學、資源共享、兒少個案轉銜機制外，更結合在地友善

職人店家，舉辦兩屆玩童嘉年華的大型社區活動，超過千人以上民眾參與；花站藉著傳

善方案的辦理，與在地單位持續滾動新的合作，在花蓮市區為受暴家庭與社區網絡搭起

橋樑，從培力個體內在資源，重建其自我價值感，重啟人際連結，進而在社區中復原。 

(六)給後續機構的建議 

    家暴服務或預防，要進入社區中確實不容易，建議後續若有相關團體想進入社區

服務，可以注意以下議題：  

1. 事前討論共識：多數婦女團體或性平團體，講求平等、尊重、多元意見表達，故在

申請傳善獎之前一年，建議機構內部即能開始討論與形成共識，以縮短一年的內部

磨合期。  

2. 視角轉換：社區民眾或機構，對「家暴」一詞，敏感又抗拒，減敏感策略就是正常

化家庭需求，從家暴家庭需求等於一般家庭需求開始，跟社區接觸。另外，所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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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家暴服務的機構和社工，也都應該有此認知，才能破除社區對家暴家庭的標籤。  

3. 多元人力背景的考量：社區工作既然需要多元視角，就不必然限定社工背景的人力，

才能帶入新的看見或資源。  

4. 去蕪存菁，聚焦發展：社區工作需盤點社區資源，但仍應該定期討論哪些資源可以

運用或開發，哪些資源應該捨棄，以免過於發散、浪費機構人力、資源與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