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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21個故事、21個小任務 

初入住安置兒少適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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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21天、21個故事、21個小任務」緣起 

    當孩子被迫離開原生家庭，需要進入替代性照顧的安置機構時，

入住家園的初始適應是非常重要的階段，根據善牧基金會少女安置家

園(以下簡稱善牧)的觀察，少女在初次進入家園時，常因無法連結過

往生活經驗而產生分離焦慮，甚至出現忠誠議題，對於新的安置場

所，包括生活規範、模式與環境，他們往往感到陌生、模糊甚至矛

盾，不僅不知道將與哪些少女共同生活，也不清楚該如何與新環境互

動；當心情低落時，又缺乏明確的支持對象，不知道可以向誰訴說；

在重新適應過程，對未來的學校安排、醫療系統與自身資源也會感到

茫然不安。 

    這些不確定與焦慮經常引發一連串的適應性反應，包含身心不

適、不願求助，甚至出現自我傷害的行為，因此，善牧開始思考如何

協助少女在初入住階段的適應和權利維護。時序往前推回入住前的面

談流程，實務上發現有些少女在面談當日才得知需接受安置，而且一

次性面談導致少女需在短時間內接收大量新訊息，對他們而言是一種

沉重負擔，也間接影響其資訊理解和意願抉擇的知情權和表意權等權

利。 

    有鑑於此，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應從新案面談階段即開始落實，

家園重新思考從「入住前」到「入住後」的整體銜接歷程，進而發展

出有系統的支持方式，幫助少女面對環境變動所帶來的焦慮與挑戰。 

(二)執行策略與 CRC應用 

    少女家園針對新案入住協助策略，演進階段如表一、新案入住工

作策略演進表。重點工作： 

 110年回顧整理－以少女為中心，重塑接案流程與媒材。 

 111年發展多元媒材－理解分離經驗，運用繪本、手冊和新案團

體等不同形式，陪伴少女情緒整理入住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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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深化發展－深化工作方法內涵，調整延續制度。 

 113年網絡合作－穩固支持網絡，增加因應變動的力量。 

表一、新案入住工作策略演進表 

年度 策略 CRC精神的展現 

110

年 

舉辦復原力團體，協助在園少女回

顧安置經驗，整理復原力，預備迎

接新入住少女 

尊重兒童的經驗與感受，強調兒童的復原力與

自主成長能力（§12尊重兒童意見、§39被害兒

童之康復與重返社會） 

蒐集在園少女意見，設計入住前心

情準備單、自我介紹單、入園手冊 

尊重兒童意見，促進兒童參與（§12尊重兒童意

見、§13表意權） 

更新入園資料收集表、新案適應評

估表、開放入住前參觀家園 

提供透明資訊、減少焦慮，促進知情同意與適應

（§12 尊重兒童意見、§13 表意權、§20 喪失家

庭環境之兒童） 

111

年 

蒐集在園與離園少女意見，設計新

面談媒材-繪本「婷婷搬心家」(如

附圖一） 

以兒童視角設計媒材，協助理解與表達，落實兒

童意見表達與資訊理解（§12 尊重兒童意見、§

13表意權） 

邀請資源網絡協助操作入住前心情

準備單，協助新案理解未來生活 

跨系統合作，保障兒童在安置過程中的理解與

準備（§3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12 尊重兒童意

見、§13表意權） 

入住後定期舉辦新案團體，建立新

入住少女歸屬感，進行 21天任務，

寫 21天小本子 

支持兒童的情感安全感與社會連結，協助適應

（§20喪失家庭環境之兒童、§39被害兒童之康

復與重返社會） 

邀請在園少女與工作人員共同製作

21 天小本子記錄新認識家園時感

想 

促進兒童參與、表達與自我認同（§12尊重兒童

意見、§13表意權） 

112

年 

持續深化新案團體 

穩定支持情感與社交發展，持續傾聽與尊重兒

童需要（§12尊重兒童意見、§20喪失家庭環境

之兒童、§39被害兒童之康復與重返社會） 

與新入住少女共同製作家園安置階

段表 

協助兒童理解自身處境，促進資訊透明與自主

感（§12 尊重兒童意見、§13 表意權、§20 喪失

家庭環境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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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 

持續深化新案團體，協助成員面對

變動情緒、凝聚團體、提升彈性調

適力 

支持兒童心理韌性，尊重兒童感受並促進團體

支持（§12尊重兒童意見、§20喪失家庭環境之

兒童、§39被害兒童之康復與重返社會） 

強化與資源網絡合作 

整合社會資源，確保兒童在安置過程中獲得最

佳支持（§3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18 父母之責

任與國家之協助） 

二、CRC的反思 

(一)陪伴經驗的轉化－從少女適應困境到創造新的成功經驗 

    少女在剛入住家園的那段時間，總是特別不容易適應。雖然家園

已有設計協助新案適應的制度，比如有專屬的生活規則與作息安排，

但整體而言，多仍以「讓少女去適應家園」為出發點，而不是「我們

如何從少女的角度重新設計這個環境」。 

    隨著受 CRC影響，安置年限縮短，家園內的少女組成也發生變化

—長期安置的少女比例下降，新入住少女比例上升。過去較以緩慢、

漸進的陪伴方式已經不再適用快速變化，唯有調整家園制度，才能讓

少女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得適切照顧與發展，而非將大量時間耗費在適

應過程。因此，家園重新檢視入住階段的服務流程，尋找更合適的調

整方向。 

    人在面對環境轉換時都會有不安與掙扎，對於被迫離開熟悉環境

的孩子而言，複雜的情緒與困難可能更多。因此，我們嘗試創造一個

能「說真話」的空間，讓工作者者間彼此對話、也更能理解少女的處

境，從而去思考如何創造一個讓工作人員與少女皆能適應、發展的制

度與環境。 

    「轉譯」少女的行為與語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技巧，例如，少女說

他剛來不想與大家一起晚餐，或是抱怨「當天才被通知要轉換機構」。

這些話語背後，其實傳達著：「我需要一些獨處時間」、「我希望能提前

知道自己的變動」、「我跟前一個地方的離開並不完善」等訊息。翻譯

與看見語言背後真實的處境與需要，工作人員開始從少女的視角出

發，從心理解孩子真實的渴望只是一個安全、被聆聽的空間。 

    這樣的反思慢慢引導我們開始從「制度」的角度重新出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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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創造什麼樣的家園氛圍？是否提供了一個真的可以放心開口說話、

讓人願意停下來被了解的空間？需要用什麼方式去理解少女？有無媒

材需要改善？ 

    延續四年發展的「新入住少女適應方案」，創造出 21天、21個故

事、21個小任務，希望這不只是制度上的革新，更是一次次從少女角

度出發的陪伴練習。這樣的轉變，不只是制度與媒材的改進，而是把

每一個人當作獨一無二的，理解每個人的經驗與處境出發，重新設計

照顧方式，讓少女在這段安置的日子裡，不只是過渡，而是真正有機

會經驗到被理解、被接住，從而發展自己的生活，也有能力重新開

始。 

(二)網絡合作與多元方式的探索—讓少女的決定更有安全感 

    在重新檢視新案的入住流程時，過往家園基於保密與安全的考

量，會選擇在家園外的地點與尚未入住的少女、轉介社工進行面談。

家園會透過播放家園介紹影片或提供紙本資料，協助少女了解環境並

自行思考是否願意入住。然而，當少女所獲得的資訊有限、較難具體

想像未來生活時，經常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無法做出明確的決定，

二是即使做出決定，到了實際入住當天卻感到落差很大，常說：「這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這些看似微小的困惑與落差，往往會成為少女在初期適應過程中

的阻礙，甚至影響整體安置經驗的感受。因此，我們開始重新思考面

談媒材的改善，以及在維持家園保密安全的原則下，是否還有更彈

性、更具體的方式，能讓少女在做出這項轉換決定時，有更多的空間

與畫面，來理解自己即將面對的生活。 

    首先是入住流程的調整：若第一次在外面談後，當少女表達想入

住，或對入住尚未完全確定，但也沒有明確拒絕的意願時，我們主動

邀請他在轉介社工陪同下，到家園實地參觀與初步認識 (知情權、參

與權)。這不僅讓少女能有更具體的想像與感受，也讓他在與轉介社工

進行後續討論時，有畫面、有依據，能針對自己的真實感受做出回

應。同時，也讓轉介社工能更了解家園的照顧理念與服務模式，出發

點是希望從少女的處境與情緒經驗來做安置生活陪伴，而不只是「提

供一個讓少女居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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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當轉介社工與家園有更緊密的合作與理解，以及當少

女能帶著安全感與具體想像做出選擇時，更能夠協助他們適應家園，

減少因為轉換住所所帶來的不安。 

(三)入住後的持續關注與陪伴 

    「如何讓家園從少女的處境出發思考，而不是讓少女單方面去適

應家園？」，這始終是我們不斷反思與實踐的核心。除了基本的生活

照顧與環境介紹，「21天小本子」是設計作為陪伴適應轉換環境的媒

介，內容有工作人員、少女的照片、投稿心得，內容多與少女剛進入

新環境時的心情、對學校或家園的初步認識、對生活周遭的探索（如

家園附近的休閒資源）。 

    21個精心設計的小任務(如附件一)，像是邀請少女介紹自己、探

索家園的空間、主動與其他少女或工作人員互動、認識學校或社區環

境等。每天抽出一個小任務的形式，也讓少女不覺得壓力太大，能以

遊戲的方式，逐步建立與這個新環境的連結。這對於特別內向、怕生

或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打開心房的孩子來說，是一個溫和且友善的開

始。 

    完成 21天的小本子後，「新案小約會團體」則是由工作人員固定

舉辦的團體，兩週或一個月一次，讓少女可以分享心情(表意權)、參

與遊戲、手作彼此熟悉，協助讓他們慢慢找到歸屬感、建立安全感的

空間。 

    然而實務中，並不是每個孩子都能順利參與這些活動，對於整體

適應困難、心智年齡較小、或需要更多個別陪伴與時間的少女，有時

可能只能完成部分任務，甚至較難進入團體互動。對這些孩子來說，

外在媒材和個別關係的建立仍是必要的支持形式。 

    但我們始終相信：願意帶著善意開始本身，就是改變的起點。這

些設計從來不是要讓每位少女都用同樣的方式適應，而是在陪伴的過

程中，能以更多元、彈性的形式，讓孩子找到自己的步調與路徑。我

們的角色不是要求少女配合，而是盡可能創造一個能讓他「被理解、

被支持」的空間，希望提供一種溫柔且具彈性的陪伴方式，協助少女

在變動中找到方向與依靠，並期許我們自己持續反思、保持彈性，應

用在我們的陪伴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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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踐 CRC的建議 

    在善牧多年落實 CRC精神的過程中，我們逐步從制度面、實務

面、陪伴方式與媒材設計，翻轉傳統由成人主導的照顧模式，轉向以

「少女為主體」的角度重新設計安置流程。回顧從面談到入住初期的

制度發展，我們有幾項關鍵的實踐建議： 

(一)從制度出發，真正回應少女的處境 

    許多制度或流程雖然設計初衷良好，但若未從少女的實際經驗與

情緒出發，仍可能淪為形式。CRC強調「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

這個原則並非只是政策上的標語，而是要落實在每一個流程細節中。

我們學習從少女的語言中「翻譯」他們的需要，嘗試設計出協助他們

建立安全感與選擇感的制度。 

(二)重視跨系統的合作關係，讓訊息更完整也更有溫度 

    面對安置過程中的不確定與焦慮，若少女能在尚未入住前就有實

際接觸家園的機會，不僅有助於理解環境，也讓他們在過程中多了一

份可討論、可選擇的主體感。這樣的設計，有賴轉介社工與家園之間

的緊密合作與信任。 

(三)將制度視為不斷試煉的陪伴歷程，而非一次到位的成果 

    每位少女的性格、經歷、學習方式與調適速度都不同，因此在實

施制度時，也應提供足夠彈性的調整空間。制度的設計，從來不是要

每一位少女都完整走完任務流程，而是提供一種溫柔的邀請。例如

「21天小本子」或「新案小約會團體」對於某些少女來說，也許只完

成幾個任務、或只參與一兩次團體，已是很大的跨越。而制度的彈性

與陪伴者的理解，正是讓他們能「照自己的步調被接住」的關鍵。我

們在實務中看見，不是媒材本身帶來改變，而是使用媒材的人如何用

心靠近每個孩子的獨特處境。 

(四)重視工作人員的投入與感受，讓制度「活」起來 

    制度若要真正發揮作用，關鍵往往在於第一線工作者的參與程度

與感受。當制度變成「交辦任務」時，執行就容易流於僵化甚至被排

拒；唯有當工作人員能在其中找到樂趣、與少女的連結，並透過「先

體驗、再理解」的歷程，才能讓制度產生溫度與彈性。家園的經驗顯

示，有些工作者在帶領任務或團體時，是先透過「玩」與互動產生連

結感，進而才體會到制度背後的陪伴意義。這也提醒我們，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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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要對準兒童，也要考慮工作人員的節奏與感受，才能真正形成共

感與共創的照顧文化。 

    總結而言，CRC在安置機構中的實踐，不是單靠一份表單、一套

流程就能完成的，它是一場需要不斷調整、理解與同理的旅程。這段

旅程不只是為了保障兒童權利，也是為了建構一種更有人味的照顧文

化，讓少女能安心地適應變動、建立連結，而工作人員也能在陪伴中

找到自己的價值與位置，這才是我們所期待的「兒童最佳利益」真正

的模樣。 

 

█權利類別 

尊重兒童意見、表意權、適當資訊之獲取、知情與參與權、最佳利益 

 

附圖一 《婷婷搬新家》1 

 
  

                                                      
1
 婷婷搬心家/善牧德心之家團隊,善牧德心之家在園少女,善牧德心之家離園少女作,財團法人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善牧叢書:3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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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1個小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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