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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新興次專科職種(就培員)的整合與訓練

計畫方案 三年願景目標對象

少年

助人者 社群

機構的願景

集結所有愛少年的力量，包括少年自己；持續回應新社會風險下逆境/困境兒少的發
展需求，加速改變發生。



期待計畫帶來的影響力

回應多元的需求資源更容易取得

實體→數位 個體→群體 場館→平台

讓改變加速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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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會風險下逆境少年的處境

社會環境 外在系統

內在系統
危機處境

新社會風險下所得、產

業、家庭結構、人際網

絡、世代差距的交互影

響

5分之1少年處於適應不佳、
不利環境或危機循環中

生理、神經、心

理、情緒、認知、

社會、人際的

互相關聯和影響

家庭、學校、友伴、

數位平台產生的多

壓力因子

輟學、家暴、性剝削、

觸法行為、藥物濫用

等互為因果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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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直線式的生涯/職涯探索

• 讀書

• 考試

選擇

• 讀書？

• 中輟？

社會說

不讀書

去工作

少年找工作

不知道

要做什麼？

頻換工作

對未來迷惘

危機行為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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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直線式的生涯/職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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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呢？

還能陪著
少年去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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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職涯探索系統化服務

好樣少年創意基地

點亮青少年發展的路一起找到Spark 

生涯探索、培力、職涯發展基地

提供多元探索、職涯諮詢、有酬任務

服務對象：資源缺乏/中離的青少年

職涯服務：15-20歲青少年

生涯探索：12-20歲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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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生涯/職涯服務

思考讓探索

可以從直線-平面-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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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生涯/職涯服務

讓探索

可以從直線-平面-立體

繪畫課

平面設計

文創商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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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定練球
女籃每週六

10:00-12:00

練戰術

體力

友誼賽練習

運動服務產業課程

防護員

紀錄台

裁判

升學/自學

寫進學習歷程檔案

申請運動休閒相關科系

偏鄉服務營隊

對外參加比賽

實際辦理比賽

紀錄台、裁判有薪工作

我們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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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定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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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自學

寫進學習歷程檔案

申請運動休閒相關科系

偏鄉服務營隊

對外參加比賽

實際辦理比賽

紀錄台、裁判有薪工作

我們在做的事

個人層次Spark
• 多元嘗試
• 視角變廣
• 適應
• 一起規劃下一步

團體層次Spark

• 練習角色責任
• 考慮整體性
• 增加對新事物

的想法與接受

5人生目標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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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缺乏動機行動

• 個體差異性大

• 任務執行差異

• 被質疑興趣能反轉化為專業

• 資源、人力限制廣度與深度

生涯/職涯系統化服務
遇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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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缺乏動機行動

挑戰

• 宣傳擴大，增加參與人數
• 促進自主性與主體性

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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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缺乏動機行動

• 個體差異性大

挑戰

• 宣傳擴大，增加參與人數
• 促進自主性與主體性

• 延伸個別化諮詢服務

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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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缺乏動機行動

• 個體差異性大

• 任務執行差異

挑戰

• 宣傳擴大，增加參與人數
• 促進自主性與主體性

• 延伸個別化諮詢服務

• 提供實戰有酬任務、
真實的挑戰

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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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質疑興趣能反轉化為專業

• 資源、人力限制廣度與深度

挑戰

• 建構興趣X社會需求X職種

• 選擇投入建立有效的路徑

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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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興趣為起點發展生涯目標的培育模型

三年服務364位少年

提供6,253次的生涯探索服務

產出培育模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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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興趣為起點發展生涯目標的培育模型
找到生涯藍圖

人生目標

提供有酬任務
➢ 創業練習

➢ 實戰機會

生涯發展培養自主性

參與真實的挑戰
➢ 實踐中學習

➢ 團隊溝通、合作
生涯/職涯探索學習
➢ 找到PYD-Spark-變為知識

➢ 學涯-職涯的串接

➢ 不斷增加產業連結做法

個別化支持、陪伴
➢ 彈性調整

05
04
03
02
01

19



經驗整理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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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100km

VUCA時代下的兒少助人者樣貌？

創造100個（KM）以上知識點

打破100公⾥（KM）以外的距離

超越100公⾥（KM）x100公⾥（KM）的影響⼒

什麼是這世代的兒少助人者樣貌？

傳承、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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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心理準備的順序往前

傳善顧問提醒：「知識迭代的速度甚快，你如何
有把握掌握知識的產出速度？」

措手不及



青少年、家長＆相關重要他人，誰是優先選擇的對象？

用什麼平台展現？

豐富的文本在哪？

精采的知識在哪？

專業述說能力如何展現？
常有人找我們
是我們愛分享？
還是我們的知識很棒？

要產生教育訓練效益，那誰能成為講師？

但總會的角色，如何整合這件事？

過往都是進行直接服務，大家對這件事的想像？

這件事情應付應付？

有共識嗎？

哪個單位知識優先落地？

萬事起頭難，得知難在哪？ 23



貴

ㄟ，一開始就劃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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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戰場是「人」，
但如何留下人與
他的默會知識（實務經驗）

我選擇語言相同的
兒少助人者當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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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助人者

核心職能

萬事起頭難，得知難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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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講師

你不會講？不會產出教案？好，那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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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低＋數位媒體＋知識產出＋提昇專業述說能⼒

＋教育訓練＋產生影響⼒＝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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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裝上陣、快速迭代

內容產出

三常＆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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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整合？連動？

內部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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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力場～～展開～～

擴充內部知識儲備思維與方法

目前有577位全台兒少助人
工作者（到2024為止）

透過
共學、共享
交流、共創

提昇
兒少助人者
服務知能

改變
台灣兒少助人
者專業價值與
服務情境

內部 外部

會內知識點完成主題式建置
共29場，共103個知識點。

會外講師主題分享共23場
，分享69個知識點。

兩週內觀看平均為
600~800人次，觀看總人
次約16,700人次。

直播平台在臉書社團與
YT平台，擴充組織專業內容
與知名度。

全台縣市公私部門夥伴、
社工科系學生、教授、組
織管理者、學校教師、外
部職業講師。

112/10/9社團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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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力-提昇服務品質

倡議力-架接服務現況

資源力-擴充服務交流

工具力-增加服務效率

夥伴力-整全服務思維

我們期待培養「與眾不同」的兒少助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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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理論（Geese Concepts）

雁子在飛行時為什麼要成為Ｖ字形？

至少增加71%的飛行距離。

35 34



成功的關鍵因素

「想要改變事情，永遠不要挑戰

現有的體制，而是做出一個成功

的範例，最終變成可以複製的能

力，讓既有的模式自然淘汰、過

時。」~巴克敏斯特·富勒(美國哲學家、

建築師、發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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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社會影響力

社區中的逆境/困境少年
服務364位少年，提供6,253人次生涯服務，865人次職涯服務。
從探索興趣啟發階段→能力培養與深化階段→實戰階段的服務模式，
明確指出每階段的關鍵執行內容，以及可預期的變化與成長。

兒少專業助人者
兒少100km直播方案為台灣首個經營一年以上社工專業知識性平台；
至2024年底共分享52場，172個知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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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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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運用

直接服務的方案費用支出最多佔6成，直播平台佔3成5，夥伴交流共創僅佔0.5%；
從會計別來看，三年總支出共12,868,774元，以人事費用最高，佔75.9%，是業務
費的4.5倍。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2022上 2022下 2023上 2023下 2024上 2024下

方案支出情況與變化
系統化生涯發展方案 兒少100km直播方案

就培員交流共創方案 小計

76%

17%

7%

會計別比例

人事費 業務費

行政管理費



經費以外的協助

傳善獎的挹注對勵友在組織管理層面經歷了顯著的變革，對我們的服務效率、財務
穩定性產生深遠的影響，也是傳善獎補助結束後，計畫得以延續的基礎。

⚫ 知識共享與公益連結

      組織間知識與資源分享

⚫ 人才培育資源

      提供多樣化的訓練機會，
      尤其是組織管理和社會
      影響力

⚫ 數位捐款系統改變募款策略

      線上平台簡化募款流程，增加潛在捐款者

⚫ 媒體宣傳助推知名度

      高品質報導提升公眾視野
      曝光度與信任感

⚫ 顧問協助與組織優化

      整合團隊和服務並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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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能力與組織穩定

年度 2021 2022 2023 2024

年初員
工人數

65 72 79 84

離職 9 7 10 12

新進 16 14 15 12

年末員
工人數

72 79 84 84

流動率 17.4% 13.3% 14.9% 14.3%

*流動率 = (新進率 + 離職率) / 2佔年末人數的比例

年度 總收入
總捐款
金額

公部門
補助款
占比

2020 65,739,720 16,114,824 74%

2021 70,376,263 19,188,097 67%

2022 78,889,765 24,308,414 66%

2023 86,121,217 24,390,332 67%

2024 此報告繳交時年度尚未做決算

在傳善獎三年期間(2022-2024)，流動率1成5以下，公部門補助款佔比降至6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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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前後的差異

補助前 補助後

行政管理 • 扁平化(2層)管理

• 單位間人才難以流用
• 相同服務不同區域之單位

各自發展無整合

✓ 三層管理增進決策品質和效率

✓ 成立事工委員會，邀請外部顧問進場
✓ 因應專案任務編制彈性調整人員職務
✓ 整合相同服務專業知能單位成一團隊

專業發展 • 無知識管理、經驗傳承

• 單位各自發展不同作法
• 就培員角色不明確

✓ 知識點萃取和收斂，進行知識管理

✓ 學習相同方案設計概念，希冀產出社會影響力報告
✓ 就培員職種職能確立

募款方式 • 固定捐款人與親友捐款者

• 基金會募款

✓ 建立線上捐款系統、行動數位捐款平台

✓ 整合電子報資訊傳遞、數位行銷與社群媒體
✓ 增加企業募款

影響力策略 • 臉書粉專、IG

• 座談分享、學術研討帶來
專業影響力

除原有策略外，增加：

✓ 每周一次以助人者為受眾的直播
✓ 參與聯盟組織並擔任重要角色 41



給夥伴的建議

傳善獎的影響將牽涉組織使命願景、組織管理、品牌行銷、計畫永續等層面，不僅
是經費的挹注，若藉以組織的反思與調整，它所帶出的效益會是整個組織的質變。

決策層級到執行團隊充分共識

強化行政團隊

財務規劃

有些餘裕傾聽、交流和合作

鼓勵和獎勵創新

建立溝通渠道

組織架構保持靈活性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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