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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於培力自立少年的實踐－帶自己去旅行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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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緣起：在玩樂中學習自立。 

在少年自立服務的實務經驗中發現： 

(1) 思考、自主決定與問題解決是自立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能力。 

(2) 青少年喜歡新鮮刺激的活動。 

(3) 做中學的學習方式強調透過直接體驗的過程獲得知識與技

能，此方式有助於強化學習印象與效能。 

    基於這些特質，方案設計以"旅行"為主題，結合"體驗教育"的

操作，用玩樂"隱喻"自立生活的過程與青少年談論與建構自立能

力。 

2.方案簡介-帶自己去旅行 

    這是一個名為「帶自己去旅行」的四次體驗教育團體，包含三

次的單日課程，以及一次的三天兩夜旅行，參與成員年齡介於 15-

20歲，背景來自安置機構、寄養家庭、自立宿舍/住宅以及社區中

自立的青少年。 

    前三次的團體中，講師透過活動引導成員思考關於「自立」的

問題，包含:離家的感受、離家可能面臨的狀況、人生不同階段會遇

到的困難、與不同的人相遇的因應、自己具備哪些優劣勢會幫助或

阻礙自己，在這些問答過程練習思考與表達，同時也讓成員認識彼

此，練習合作、溝通與回饋。第四次三天兩夜的旅行，執行 Leader 

of Day(以下簡稱 LoD)規劃的行程，成員實際去面對旅行中的大小

事，過程中總有許多意外的發生與發現！ 

(二)執行策略 

1.回歸自立的主體-自立與當責 

    談到要自立這件事，青少年常有幾種樣態：擔心、期待、迷

惘，甚至交由他人決定；而照顧者也可能因擔心而過多介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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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的主體是少年自己，想過甚麼樣的生活、會面對甚麼樣的

處境，都是由當事人決定與承擔，因此，充權青少年有能力做決定

與因應生活中的挑戰便是自立培力的重點。 

    我們透過"旅行"讓青少年規劃在陌生的城市嘗試、經驗、挑戰

各種任務，激發成員個人對於自我的認識，探討個人對於自立具備

甚麼或還欠缺甚麼能力，需要甚麼幫助。透過實際的體驗與練習取

代被動接受協助，深化對自立與當責的效應，帶來真實而深刻的學

習。 

2.給予培力和自決機會-透過活動來培養硬實力(生活及問題解決技能)

與軟實力(心理韌性) 

(1) 前兩次團體活動－開始練習思考「自立」 

    創造安全的環境引導成員互相分享，不論任何想法都是

可以被尊重與討論的，也透過聆聽他人的分享，了解有不同

的可能，促進成員彼此的熟悉感與安全感。 

(2) 規劃旅行行程－蒐集、整理與挑選資料 

    建立三天旅行活動框架，讓成員抽籤分組擔任不同行程

中的 LoD進行執行內容規劃，講師與工作者針對成員能力差

異，從旁給予不同程度的協助與引導，包含如何查詢、檢視

資訊，成員最後決定行程的安排。 

(3) 出發去旅行－實際經驗事前規劃的行程 

    透過 LoD安排行程與實際操作，成員在過程中培養各種

生活技能，同時練習與團體成員互動，也在與陌生人的交流

中，提升人際溝通與社交能力。 

(4) 意外的發生－如何應變與問題解決 

    當旅行中非預期的情況發生時，學習如何安頓情緒、處

理意外，例如掉錢包、錯過公車等等挫折，陪伴成員思考、

討論解決方式，及未來如何預防或因應得更好。 

(5) 回顧整趟旅行－覺察自己的我有、我是、我能 

    帶領者透過引導、發問、整理，協助成員看見自己在旅

行前後的變化、說出自己旅行中印象深刻的部分、表達自己

學習到的能力，這些看見與學習也為成員增加信心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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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二、CRC的反思 

(一)隨機分組 

    前兩次課程的觀察，考量部分成員習慣找熟悉的成員，容易加重

彼此依賴，影響學習機會，因此進行 LoD分組的過程，我們選擇抽籤

而非自由決定。透過抽籤，避免工作者介入，也讓成員體驗人生的旅

程中無法全然掌握與誰相遇，但仍需要學習共處與合作，而交給命運

決定的結果是：老天爺會給每個人需要學習的挑戰。 

(二)青少年對於做決定的困難－利他思維與自己的想要如何取得平衡 

    少年面對做決定是有困難的，除了自身「擔心做錯決定」、「害怕

結果無法承擔」、「在意他人眼光」這些因素外，也會膠著於「把決定

權交出會無法選擇自己想要的」或「結果讓自己處理事情更辛苦」的

為難處境，因此我們透過釐清擔憂、補足資訊、引導少年思考可能會

發生的狀況、再做出選擇。將重點放在做選擇的過程，而非糾結在結

果如何，更能讓成員不害怕下決定。 

(三)印證經驗可帶來的學習與改變，如何延續改變為一大挑戰 

    透過練習面對與因應旅行中的大小事，拓展成員對生活的視野，

降低對於陌生事務的恐懼，增加自己在外生活與旅遊的自信與成就

感，更能使成員看見自己的可能性。當看見可能性，也就能促發「期

待」與「想望」，讓自己有更多「動力」去面對生活。 

    旅行的兩個月後，我們進行一次追蹤團體，了解成員後續在生活

中是否持續旅行時對自己的看見，發揮及應用學習到的能力，成員仍

保有著自信與成就感，但卻也發現部分機構基於安全考量無法提供彈

性空間讓成員持續實踐行動，以致練習難以延續。 

(四)風險承擔 

    旅行過程中安全是我們在意且注重的，處理與避免意外發生是一

大挑戰，帶領人員須具備風險評估的專業能力、在團體前與每位成員

的個管社工聯繫了解成員狀況都是重要的。出隊前的三次的團體，讓

工作團隊累積對成員的認識，以利在旅行中提供差異的協助與學習，

有助於安全問題得到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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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行的意外驚喜－兒少的遊戲權 

    「自立階段很少有可以玩樂，或被教如何玩樂的機會，平時都被

生活工作追著跑，帶自己去旅行正好給了我，能在忙碌生活中，有一

個喘息充電的機會！」 

     這是來自成員的回饋，也是我們未曾預料的回饋，讓我們感受到

青少年自立生活的不易，以及青少年的休閒遊憩需求經常被忽略。 

三、實踐 CRC的建議 

(一)擴充選擇的資訊，將決定權還給少年 

    透過實際參與及親身經歷來學習的方式，參與者能具體陳述自己

的經驗與感受，透過帶領者引導正向看待經驗的價值，有助於提升參

與者面對挑戰的勇氣與接受不完美的忍受度。團體經歷與討論不僅能

建立他們的信心與自主性，還能促進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發展解決

問題的能力，激發對學習的興趣與探索精神。協助青少年建立擴充

「選擇」的資訊，並將「決定權」歸還給青少年時，他們不再僅僅是

被動接受安排，而是能夠掌握自己的生活，更加負責任地面對未來。 

(二)共創多元彈性的安全學習 

    成人常會以安全考量為由限制兒少的自主發展空間，然成人真正

應該要思考的是如何創造一個安全又有彈性的成長環境(家庭、社區、

學校、社會文化思維)給予兒少充分的參與及學習。 

(三)重視兒少的遊戲權，創造喘息與探索的空間 

    在方案設計中，常聚焦於技能訓練與責任承擔，卻容易忽略同樣

重要的遊戲權，此次團體意外揭示青少年對「被允許玩樂」的渴望與

珍惜，也讓我們意識到玩樂不只是娛樂，更是心理韌性和創造力的來

源，適時的喘息與自由，也應是自立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權利類別 

尊重兒童意見、表意權、生存及發展權、遊戲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