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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少年仔來ㄏㄨㄚˋ聲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一、落實 CRC案例應用 

(一)案例背景 

1. 發展「西區少年仔來ㄏㄨㄚˋ聲」方案初衷 

    一張由少年分享的照片，啟發了策劃青少年攝影展的想法。在

少年中心的日常工作中，社工發現許多年輕人喜歡在中心的廁所拍

照。起初，我們對這樣的行為感到困惑，難以理解為什麼一群青少

年會選擇在廁所留下影像。進一步詢問後才發現，對少年來說，這

張照片有著特殊的意義——它象徵著「我們」與「兄弟情誼」的連

結，是一種不離不棄的情感表達。他們甚至希望將這張照片上傳到

網路，讓更多人看見這份情感與認同。 

    少年其實正透過影像傳遞他們內在渴望被理解與看見的訊息，

既然照片已成為他們表達自我、記錄生活的方式，何不進一步邀請

他們拍下那些在生命中感受印象深刻的片刻？於是，我們著手展開

了青少年攝影展的規劃，讓從他們的視角述說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

見與聽見。 

2. 攝影展的發展歷程 

第一年，毫無經驗也尚未掌握整體架構，我們仍決定踏出第一

步，從手中服務的個案開始嘗試。主動邀請少年參與，陪伴他們走

進日常生活的場域進行拍攝、提問與對話。就這樣，這一年共有 5

位少年參與，共同創作出 10幅作品，透過作品的創作歷程，在少年

的生命經驗裡，其實藏著許多我們過去未曾留意的片刻──像是失

戀、挑戰、住院、自我傷害、藥物使用等等，這些經歷深深地影響

著他們成為如今的樣子。 

    由於這對社工與少年而言，都是一場全新的嘗試與學習，我們

將當年的展覽主題訂為「戀習」——戀愛的「戀」，練習的「習」。

象徵著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們都在練習，也在學習：學會愛自己、

愛家人、愛朋友。最終這些作品在少年中心辦理為期 1個月的展

覽，讓附近的社區與民眾一起觀展，許多觀展者回饋對少年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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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產生強烈的共鳴，並提出是否有機會邀請少年親自分享他們的

生命歷程。這促使我們萌生擴大舉辦的念頭。 

    少年的照片與故事多半圍繞著家庭、朋友、情感關係、社區生

活，或是自身的內在狀態，這些影像彷彿是在訴說著他們成長的軌

跡，也呈現出他們對歸屬與認同的探索。因此，第二年的攝影展進

一步規劃四個主題軸線：「從家庭出發 → 走入學校 → 進入社區 

→ 回到自己（重新詮釋）」，整體展覽核心是「一段找尋的旅程——

歸屬」，引導觀者更深刻理解少年生命的脈絡與變化。 

    對於攝影作品被公開展示，少年普遍表現出興奮與驕傲的情

緒，尤其當聽見觀展者的回饋時，更讓他們感受到「被看見」、「被

肯定」的價值。少年主動詢問是否續辦攝影展，積極表達參與的意

願，因此第二年攝影展擴大規模與招募對象，讓多元背景的少年都

有機會透過影像表達自我。社工組成社團提供少年學習拍攝技巧，

同時陪伴梳理他們的生命歷程，一起走進那些對他們意義深遠的場

域進行創作。 

    第二年共有 41位少年參與，最終產出 52篇充滿生命厚度的照

片故事，並於萬華區的剝皮寮歷史街區舉辦為期一週的展覽。展覽

期間，亦有 6位少年現身參與分享會，親自講述他們作品背後的故

事，讓社會大眾有機會更深入理解青少年的內心世界，也讓少年自

身在過程中重新整理與肯認自我，是一場雙向連結與理解的美好旅

程。 

(二)執行策略與 CRC應用 

1. 「西區少年仔來ㄏㄨㄚˋ聲」方案的辦理 

    來自社區民眾熱烈的回響與豐富的回饋，我們感到欣喜的同

時，也開始引發內部更多的反思與討論：如果要持續舉辦攝影展，

下一步的方向會是什麼？繼續訴說少年們的生命故事嗎？還有人願

意聽嗎？還能帶少年做些什麼？這些問題讓我們重新回到「兒童權

利公約（CRC）」的視角，思考如何真正讓少年發聲，甚至產生更深

遠的影響力。 

    「如果有機會讓少年對大人說一句話，他們會說什麼？」，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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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曾參與過攝影展的少年出發，深入整理他們的經驗——故事背後

未被滿足的需求是什麼？他們的期待是什麼？又有哪些更具體、真

實的生活經驗值得被聽見？這樣的思考成為我們新一輪行動的起

點。於是，第三年啟動了「西區少年仔來ㄏㄨㄚˋ聲」方案，促進

更多元類型青少年的參與，深入討論不同少年所處的狀態與需求，

思考如何打造更包容的參與方式，讓每位少年都能有機會以適合自

己的方式表達與參與，讓少年不只是被看見，而是能夠真正被聽

見。 

2. 方案四項具體行動 

(1)攝影集文本 

    整理與出版少年的影像與文字作品，傳遞青少年對生活的

觀察與內心聲音，作為社會大眾關注青少年處境與權益的起

點。 

(2)線上展覽 

    運用數位平台持續推廣影像故事，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

讓更多人能看見少年們的觀點與世界。 

(3)青少年影音表意 

    針對較不擅長口語表達、或是對於公開分享仍感到畏懼的

少年，提供另一種形式發聲，他們改以錄音自述等方式，另以

影音作品記錄生命故事。 

(4)分享會 

    舉辦實體分享活動，邀請 3位少年現身說出自己的故事，

同時邀請一線助人工作者與網絡夥伴們參與，促進不同角色彼

此之間的理解與連結。 

3. 方案的社會影響力 

    「西區少年仔來ㄏㄨㄚˋ聲」攝影展分享會，方案參照英國

Laura Lundy 教授提出的「兒童及少年參與模型」1，從「空間」

(space)、「聲音」(voice) 「觀眾」(audience)、及「影響」

(influence)四個核心要素來檢視青少年的參與歷程與所產生的社

                                                 
1
 Lundy, L. (2007). ‘Voice’ is not enough: Conceptualising Article 12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3(6), 92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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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力： 

(1)空間：營造友善、自由表達的場域 

    中心提供開放且自在的空間，透過團體工作的形式持續陪

伴與對話，打造一個不評價、具包容性的環境。無論少年具備

什麼樣的特質與背景，都能在這樣的場域中安心表達、真實分

享。 

(2)聲音：讓每位少年都有表達的方式 

    鼓勵參與少年在分享會中親自現身分享自己的攝影故事；

而對於無法到場或仍不自在面對群眾的少年，則協助他們錄製

語音檔，以另一種方式讓聲音被聽見。同時，攝影展亦透過線

上方式延伸分享，擴大作品與聲音的觸及與影響力。 

(3)觀眾：邀請具影響力的聆聽者 

    攝影展的分享會，我們特別邀請 152位來自各領域的一線

助人工作者親臨現場，與少年面對面互動，聆聽他們的創作與

生命故事。這樣的設計，不僅讓少年感受到被重視，也讓成人

成為具回應力的觀眾與對話者。 

(4)影響：促進理解、打破刻板印象 

    活動當天，3位少年分享他們參與 CRC 團體的歷程與對

大人說的話、51位青少年參與影集作品、25位錄製表意影

音、51位參與線上展覽。一線助人者現場回饋，不少人表示

透過這些攝影作品，更能理解青少年的處境與心境，並肯定少

年願意站出來分享的勇氣與力量。此外，展區設計了「回饋與

對話牆」，讓大人與少年得以進行更多元的雙向交流。 

    透過這場對話與分享，我們看見社會長期對於「退縮、不

優秀少年」的歧視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他們其實是有能

力、有聲音的，只是需要被真正地看見、理解與陪伴。同時，

我們也更加確信社區夥伴對青少年的陪伴角色極為重要，只要

多一些傾聽與理解，就能開啟不一樣的可能。 

二、CRC 的反思 

    方案執行 CRC實務上的挑戰與反思： 

(一) 尊重少年的意願，面對邀約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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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訊傳達尚不完整的情況下，部分少年會直接選擇拒絕，這提

醒我們，社工需要在邀約過程中進行更多對話與提問，協助少年釐清

擔憂與疑慮，讓他們能充分理解活動的目的。 

(二) 照顧不同特質與能力的少年聲音 

    少年之間在表達能力與心理狀態上存在極大差異，特別是社會退

縮、具特殊需求或表達能力較弱的少年，往往不擅於分享自己的生命

經驗，也較難在團體中開口發聲。他們需要更多時間的陪伴與安全感

的建立，才能逐步打開內心、願意信任並開始練習表達。 

(三) 協助統整生命經驗的挑戰 

    對多數少年而言，攝影是一個全新的媒介，而「認識自己」更是

一條不容易的路。他們或許從未好好整理過自己的生命經驗，也不習

慣將內心的情緒說出口。有些少年甚至從未被真正傾聽過，因此常常

習慣壓抑，缺乏表達的語言與方式。這使得引導與陪伴他們梳理經

驗、進行發想成為一項挑戰而重要的工作。 

(四) 自主發聲的不易 

    方案期望能讓少年能夠「自主發聲」，然而在實務中這並非一蹴

可幾。團體歷程中需要設計多樣且循序漸進的暖身活動、觀展體驗與

引導提問，營造安全與被接納的環境，讓少年逐步願意開口、並從經

驗中延伸出情緒與思考。然而，面對「被看見、被聽見」的壓力，例

如在分享會現場講話或錄音分享，也常讓部分少年感到焦慮與退縮，

進而影響其表達的自主性與穩定性。 

三、實踐 CRC的建議 

    在方案執行過程中，社工經常會面對兩難，「如何平衡社工對成果的期

待與少年真實狀態之間的落差？」這樣的拉鋸，在幾個情境中特別明顯，

在困難抉擇中，社工也與少年一同學習表意權的落實。 

(一) 信任接納少年的表達能力 

    一位性格較為內向、社會退縮的少年，主動表示希望能在分享會

上台發表。然而考量到他在情緒調節、邏輯組織與表達上的挑戰，社

工難免擔心他在台上可能因緊張而卡詞、空白，甚至需全程陪伴念

稿，或因此讓觀眾誤以為「沒有準備好」。是否應更換表達能力更佳

的少年，以呈現更完美的成果？還是應堅持初衷，讓每位願意發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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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都能被看見與支持？ 

    我們選擇回到與少年的對話，了解他上台的擔憂，並共同討論可

行的因應方式。最後，這位少年如願上台，手持稿件進行分享，社工

則在一旁陪伴與支持。這不僅是對少年的信任與接納，也是我們實踐

「兒少表意權」的重要一步。 

(二) 主題聚焦與自主表達的平衡 

    團體中會有口條佳、想法豐富的少年，分享慾望強烈，若個人經

驗偏離主題分享，卻也使整體討論難以聚焦。當少年的表達與方案目

標出現落差時，社工該適時引導？還是尊重其發言空間？這牽涉到

「自主表達」的實踐方式，也提醒需反覆調整介入的節奏與深度。我

們選擇在尊重少年的表達空間之餘，透過溫和的引導與明確釐清目

標，協助少年逐步將個人經驗連結回活動主軸。這樣的過程，不僅讓

少年感受到被接納，也讓他能在主題之中找到自己的聲音。 

(三) 成人與兒少的協作共構 

    策展過程中，照片分類與作品命名是否應由少年主導?社工傾向命

名具備文字美感與敘事意涵，讓觀展者更能理解照片背後的意義；但

少年所給出的標題往往較為口語、甚至顯得簡單直白。是否應該代為

修改，還是尊重原創？這關係到對少年表意權的認可與信任，也是成

人應學習放下主控、與少年共同協作的重要時刻。最終，我們選擇尊

重少年的創作，以其原本命名為主，作為展覽呈現的一部分。這樣的

決定，象徵著對少年觀點的認可與支持，表意的歷程是共構而非主

控，相信每位少年都有能力的，適時引導目標，接納少年天馬行空的

想法，卻不壓抑其真實經驗的呈現。 

 

█權利類別 

尊重兒童意見、表意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