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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午餐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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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午餐吃什麼?」方案初衷 

    學園是比照正式教育體制的小型學校之合作式中途班，服務中輟及

有中輟之虞的國中生，上課時間為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除了課程、活

動和輔導，也會提供學生午餐。 

    由於學園並沒有聘請廚工烹煮營養午餐，且位於較偏僻的地區，只

有便利商店和一間麵店可選擇，工作人員必須想辦法運用補助 100元的

餐費來想午餐吃什麼? 

    在午餐選項的考量上，滿足學生的飽足感和營養是最重要的目標。

實際膳食則先參考教育部和縣市國中的午餐和福利社提供的品項，訂定

一些簡單的規定，例如豆漿，讓工作人員帶領學生外出購買時可以有所

指引。 

2.讓學生自己選擇、決定想要吃什麼? 

    為了讓學生可以參與決定自己的事務，午餐並非由工作人員選定統

一購買，而是讓學生自己選擇，相較於麵店品項多為主食，較為簡單，

便利商店就充滿各種多樣化的選擇，學生進入時都會情緒高昂開心，頻

頻問可以吃甜點?水果?可樂?等等其他並非主食類的食物，實在讓工作

人員頗為傷腦筋，學園於是決定運用討論的方式來與兒少交流意見、形

成共識。 

(二)執行策略 

1.召開班會，社工與學生一起討論 

    由於學園有固定的班會時間，我們將「今天午餐吃什麼?」這個問

題排入班會討論，學生熱烈提出許多問題，班會也先形成初步的規則。 

(1) 「過了可以購買餐點的時間，學生可以請工作人員再帶學生去買午

餐嗎?」 

    由於學生有可能是睡過頭或是不穩定就學，因此工作人員還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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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如果過了時間，就要自己購買午餐進來吃，上課的時間就按照課表

上課。 

(2) 「我可以用自己的錢去自費買其他的東西吃嗎?」 

    若學生想要用自己的零用錢去買想要的食物，由其自己決定，學園

的補助經費還是必須購買合乎營養標準的午餐。 

2.學生提出的意見挑戰 

(1) 兒少意見 

    在實際操作的經驗中，部分的學生未有任何提問，僅是順從，部分

的學生則會發問或反對： 

 「既然給我 100元，為什麼不能選擇我想吃的呢?」 

 「我已經來學校了，為什麼不能再帶我用學園提供的餐費去買

午餐呢?」 

 「到校卻沒上課，中午可以吃學園提供的免費午餐嗎?」 

(2) 反思： 

 對於學生提出的問題，社工也會思考，是不是該聽他的意見? 

 因為學生的出席率不穩定，是不是該讓他們自由吃想吃的東西，

當作誘因，這樣說不定可以提升到校率? 

 但是在來回的討論中，社工們仍然覺得有沒有出席到校、與需

要被照顧午餐需求，這是兩件不同的議題，不能混為一談。 

(三)方案的調整和共識 

    在多次與學生來回的討論和實際操作歷程，每屆學生都有不同的需

求，工作人員也必須要學習面對這些挑戰和變化，回顧方案的演進歷

程： 

1.討論前： 

社工建立初步規則，包含 A.營養 B便利性 C.可近性 

2.討論過程 

(1) 購買過程中的實況，學生會做出可愛又好氣的行為，例如同意可以

買養樂多，學生就故意買一整排十瓶養樂多。 

(2) 社工先從各面向思考供餐和 CRC的連結，包含生存權、健康權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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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權，模擬可以和學生如何討論。 

(3) 與學生討論時，針對學生的狀況，以吃泡麵為例，會先同理學生想

吃的需求(表意權)，例如天氣冷想喝熱湯，但也會討論過度吃泡麵

可能會發生的問題(健康權)，討論選擇餐點的彈性，像是一週只吃

一天泡麵，同時讓學生理解供餐的目的和膳食對學生的幫助，以及

方案對外的責信(經費的運用是否合理)。 

3.建立共識：隨著方案的發展，逐步修正調整彈性的作法，建立共識 

(1) 午餐主要提供飽足與營養，另外運用學園獎勵的正向點數滿足小確

幸，讓學生用點數換取購買想吃的零食。 

(2) 尊重學生自主，不干涉零用錢，但鼓勵零用錢可以儲蓄購買自己想

要的物品，正餐由學園負責。 

(3) 配合課表門禁時間，下午才到校的學生，除了自己買餐點進來學園

吃，也提供學園現有的輕食，如吐司、煎蛋，讓學生可以自己烹煮。 

(4) 社工自覺與同步，工作人員週一到週四不吃泡麵，共同配合週五泡

麵日。 

二、CRC的反思-「100元的自由」 

    雖然只是 100元的財富自由，如何讓孩子感受擁有參與表意做決定的權

利，也能學習思考和兼顧其他的權利，工作團隊本身除了不間斷地討論各種

情境，建立共識，同時帶著孩子一起認識和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購餐時間的反思 

回到時間管理，實踐自我負責，讓學生自己煮食維護生存權，但也實踐

自立和負責。 

(二)午餐選擇的反思 

當孩子有表意權選擇午餐時，但同時也必須要維護生存權和健康權。 

(三)零用錢、補助經費的反思 

尊重孩子有表意權，零用錢和正向點數支持自主決定，但也引導孩子了

解午餐補助經費的來源和責信觀念。 

三、實踐 CRC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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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與理解 

了解和尊重每個家庭的飲食習慣，介紹其他的食物，而非指責不健康食

物，強硬要求孩子配合。 

(二)當我們同在一起 

社工與學生同步、週四師生共食，營造用餐氣氛。 

(三)換位思考 

運用選擇餐點，充分交流對表意權、生存權、健康權的共識與討論。 

(四)創造不同的飲食經驗 

便利商店的餐食營養，認識微波食品和熱量表。 

(五)練習表意權發聲的討論 

提供對膳食更多元的參考與依據，認識食物成分，例如：味精的迷思。 

(六)小小福利社 

在規範的空間與時間內，尊重其管理金錢和所有物品的權利。 

(七)調整思維 

是挑戰或是反思？當少年們的創意不斷，工作人員如何以開放的思維接

招少年的挑戰。學園社工在實踐 CRC的路上，認為有開放的態度與面對

不同情境下的反思，是邁向兒少權益進步的機會。在學園社工實踐的歷

程中，學生們也共同體驗學習的歷程，增進兒少對 CRC權益的認識，並

讓學生參與公民教育的實踐現場，因著對話與同理，促進對彼此的理

解。 

 

█權利類別 

尊重兒童意見、表意權、生存及發展權、健康照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