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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一）

社會網路及親職關係問題、
防治教育之整合研究

主題：親人入獄之家屬心路歷程與調適、成長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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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論

一、一般社會大眾仍舊深植華人「一人犯罪、連誅九族」之傳統

觀念，除了受刑人之外，其認為這些受刑人與更生人的家屬們

也是罪有應得。

二、台灣社會變遷，價值觀念日益開放且多元，造成社會問題與

日俱增，犯罪率節節升高，因犯罪入監服刑者多為工作產值最

高的男性人口，故其所影響的不只是受刑人家庭之經濟收入，

更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產值。

三、受刑人家屬的社會支援極少，所見仍以民間團體協助受刑人

之家庭的服務工作倡議為多，加上傳統觀念的束縛，家屬們認

為親人犯罪是一件極為羞恥而隱晦的事，不敢正大光明地面對

社會大眾，這些家庭所默默承受的壓力與辛苦，實在是外界難

以體會。



研究問題與目的

一、研究問題

1.根據親人入獄之家屬的家庭背景與教養，分析造成日後

親人犯罪入獄的因素為何？

2.當面臨親人在被判刑與入獄前後，其家屬所受到的影響

為何？

3.探討親人入獄之家屬對社會支援之需求為何？

二、研究目的

1.探討親人入獄之家屬其家庭背景與教養，與親人犯罪入

獄之相關性。

2.瞭解親人入獄之家屬於親人入監服刑前後生活適應之過

程與感受。

3.瞭解親人入獄之家庭內部需求與外部需求。



文獻探討
親人入獄之家屬生活適應影響探究

一、親人入獄事件對家庭的影響

1.高風險家庭(high risk family)

親人入獄之家庭-->高風險家

庭-->家庭的解組-->擬單親

家庭--->子女行為偏差。

2.生態系統理論(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Bronfenbrenner(1979)認為影

響個體發展的環境可分為四個系

統：微系統、中間系統、外系統、

鉅系統。(如右圖2-1)
《圖2-1  生態理論分析圖》



研究方法與設計
研究樣本

編碼 F1 F2 F3 F4 F5

性別 女 女 男 男 女

年齡 50 46 39 70 70

宗教 佛教 基督教 無 無 無

區域 高雄 屏東 高雄 高雄 台南

入獄親人原生家
庭狀況

雙親多子女家庭 雙親多子女家庭 單親家庭 雙親多子女家庭 雙親多子女家庭

目前家庭狀況 單親 雙親皆已過世 單親 雙親 單親/隔代教養

入獄親人 先生 弟弟 哥哥 兒子 兒子

入獄親人刑期與
狀況

6年/初犯/服刑中 屢犯/現為更生人
8年/屢犯/現為

更生人
6年/初犯/服刑中 8年/屢犯/服刑中

與入獄親人之關
係

夫妻 手足 手足 父子 母子

親人犯罪罪名 駕車撞死人，肇事逃逸 吸毒竊盜 強盜殺人、吸毒 吸毒
吸毒，也不是很

清楚

備註

受訪者除了是受訪者之外也

為更生人（曾入獄服刑八年，
但細節部分不願多提）。原
本為三代同堂與公婆同住，
之後與女兒搬離開家。

其身分為教會牧師
娘。

單親家庭，親人
已出獄為更生人，
犯罪時已成年，
累犯，多次入監。

服刑中的親人未
婚，目前家中只

剩下二老。

目前家中只剩下
老母，必須隔代
教養受刑人一名

聽障女兒。

《表1  研究對象資料表》



研究結果分析
親人入獄之家屬其家庭背景、教養與生活適應之探究

第一 家庭背景與親人犯罪入獄相關性之因素分析

一、環境因素：

1. 環境中交到壞朋友

2. 個人價值觀的偏差

3. 單親家庭。

二、家庭教養因素：

1. 父母親放任、自由的教養態度

2. 被寵壞

3. 父母親過於嚴厲的教養態度



研究結果分析
親人入獄之家屬其家庭背景教養與生活適應之探究

第二 家屬於親人入監服刑前後其生活適應之過程

一、面對親人可能即將入獄的感受

1. 很驚訝地接受現實

2.很傷心難過

3. 累犯習慣成自然，心裡早有數，反而鬆了一口

氣

二、對親人入獄，家屬們的態度

1. 堅強面對，持續支持不放棄

2. 自我反省

3. 不抱有太大的期望



研究結果分析
親人入獄之家屬其家庭背景教養與生活適應之探究

第三、家屬面對親人入獄的心理調適需求

1. 宗教的協助與支持

2. 心理輔導的介入

3. 親人在獄中的改變與表現，對家屬的心理調適

有支持性



研究結果分析
親人入獄之家屬其家庭背景教養與生活適應之探究

第四、親人入獄前後家屬所面臨的生活影響與問題

1. 經濟的問題

2. 申請社會救助金與補助金資格不符，到處碰壁

3. 家中子女受教育與升學的問題

4. 家庭失功能與角色轉變

5. 面臨求職問題

6. 親人入獄，反而減輕家庭壓力與負擔

7. 社會歧視與自我的羞恥感



一、教育面

1. 家庭教育

2. 學校教育

3. 社會教育與倡導

二、社會福利與社會政策方面

1. 社會教育對於親人入獄之家屬「標籤化」與

「汙名化」觀念上的導正

2. 放寬申請社會補助金與津貼之標準

3. 受刑人子女教育問題

結論與建議



結論與建議

4. 受刑人家庭服務與子女托育措
施

5. 增設區域性矯治社會工作服務，
協助出獄親人返家與家屬之間
生活適應的問題

6. 就業輔導與協尋

三、社會福利機構方面

1. 增設受刑人家屬之社會工作服
務

2. 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的
必要性

3. 親人入獄之家屬支持性團體服
務

類別 兒童
少年

一般
成年

戒除煙毒酒
癮

其他 合計

家數 4 11 13 8 36

收容名額 38 149 225 52 464

《表6-1  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辦理
中途之家業務統計總表》

《資料來源：引自法務部，2013》



成果報告（二）

少年性侵害事件兩造特質與
互動情境之分析

國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鄭瑞隆教授



研究結果
• 當前台灣青少年交友的最常見及最便利方式為上網聊天。

• 幾乎全數的少年性侵害事件加害人年齡都比被害人年長，通常加
害人年齡比被害人年齡長約2-9歲，也有長到超過10歲以上者。

• Herman(1990)曾提出「性成癮」(sex addiction)觀點作為解釋部分
性侵害犯罪人不斷從事性攻擊行為的基礎。

• 青少年對於男女朋友的概念與定義，以及發展成為男女朋友的速
率有其特殊之處。

• 女朋友身分的認同與標籤似乎成為青少年男女發生性行為的「許
可證」。

• 男女朋友速食化

• 法定性侵害很多

• 家庭功能失調、家庭管教不當或家人關係疏離乃共同特徵

• 冷漠或默許



研究結果
• 青少年性侵害事件加害人對於自己的行為觸法性常未加深思

• 加害人的性經驗通常開始甚早、性伴侶多元，親密關係難維持

• 青少年性侵害案件中常見
「職業被害人」

• 部分被性侵害少女疑似具有
「缺愛症候群」

• 缺愛症候群(Lack-of-Love Syndrome)
• 被性侵害的男性少年性心理的異化與加害行為的轉化值得關切

• 男童性侵犯容易掩飾及偽善

• 少年性侵害案件中兩造進行的
活動通常為休閒娛樂性質居多

• 少年性侵害事件常發生於無人監督、無人保護的私密情境中

• 「兩小無猜」式少年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較少出現PTSD



結語

• 再犯預防(Relapse Prevention)
• 對加害人應該給予清楚的行為界線，監督
過程中明白點出其正在走上性侵害（包括
法定性侵害行為）的危險路徑。

• 至於年齡比被害人年長五、六歲以上的成
年人，對未成年人的引誘、脅迫、或以金
錢、物質誘惑而發生性交、猥褻行為者，
國家法律應給予更嚴厲之制裁。戀童者需
要更專業的治療與監督，以預防再犯。



結語
• 對於被害人也需要有量身打造的輔導計畫與保護
性監督，因為她（他）們常來自保護力不足、監
督與管教功能不彰的家庭，有部分少年性侵害被
害人甚至早已遭受家庭中不當對待的經驗。

• 對於遭受強制猥褻或性交的男童或男性少年，也
必須系統性的介入評估及治療，以防止其性心理
的變異、性觀念與認知的偏差，成為下一位加害
人。

•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成果報告（三）
社會網路及親職關係問題、防治教育之整合研究

少年事件實務程序中
親職教育改善與規劃

國立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陳慈幸

E-mail: crmthc@ccu.edu.tw

研究成果發表情形
研究背景與動機
親職教育程序當中面臨之問題點
研究結論



研究成果發表情形

• 陳慈幸（2014/12），少年事件實務程序中
親職教育改善與規劃，青少年犯罪防治研
究期刊，第六卷第二期，頁131-146。

• 並發表於《2014年校園犯罪問題與安全維
護研討會》，研討會日期：2014年8月21日。



• 成就我國少年事件
重要論點之一

國家親權
主義

• 以國家實際監督非行
少年之家庭支持系統
之完善

親職教育
（少年事件處理法

第84條）

• 實務親職教育概況
與問題點？

• 何種親職教育始符
合目前少年事件實
務？

本文採法學
文獻探討聚
焦於二點

 少年之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因
忽視教養，致少年有觸犯刑罰法
律之行為，或有第三條第二款觸
犯刑罰法律之虞之行為，而受保
護處分或刑之宣告，少年法院得
裁定命其接受八小時以上五十小
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

 拒不接受前項親職教育輔導或時
數不足者，少年法院得裁定處新
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經再通知仍不接受者，得按次連
續處罰，至其接受為止。其經連
續處罰三次以上者，並得裁定公
告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之姓名。

 前項罰鍰之裁定，得為民事強制
執行名義，由少年法院囑託各該
地方法院民事執行處強制執行之，
免徵執行費。

 第一項及第二項罰鍰之裁定，受
處分人得提起抗告，並準用第六
十三條及刑事訴訟法第四百零六
條至第四百十四條之規定。

 少年之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有第
一項前段情形，情況嚴重者，少
年法院並得裁定公告其姓名。

 前項裁定不得抗告。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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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裁定親職教育案件不多

親職教育程序當中面臨之問題點

受親職教育處分人參
與度

‧受處分人反應平日工作
時間、一般非假日上午
或晚上、假日無法參與
課程

‧高雄少年法院、嘉義
地方法院則有開設夜
間課程，配合受處分
人時間。

受親職教育處分人
抗拒參與之問題

‧受處分人工作請假會
使經濟更加困難

‧強制力實施所引起的
抗拒心理

‧→課後許多受處分人
有正向迴響

9



研究結論

法官裁定親職教育之心證基準為何？法官裁定親職教育之心證基準為何？

•
→接受親職教育處分人之條件並非一致性

→後續親職教育處分之結果與成效亦不一致

→應比照刑事量刑程序偏向基準同一性

我國現階段少年刑事程序之親職教育課程之全體檢視與規劃我國現階段少年刑事程序之親職教育課程之全體檢視與規劃

•
→各地方法院觀護人室每年度課程所訂主題、講師並非一致

→現實面延攬講師之困難性

→在司法院主要綱領之下，集結各專家諮詢會議之建議
→制定一套親職教育課程流程與內容

10



成果報告（四）

大學生人際攻擊信念、知覺人際攻擊
和旁觀者介入認知之探究

犯罪防治學系 簡美華



研究目的

• 校園霸凌事件中，旁觀者目睹事件的開始
、過程和結束，絕非而非被動之目擊者而
已，有其複雜心理歷程。

• 當前的校園暴力預防方案，甚少將旁觀者
的重要性納入考量。

• 此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大學生的人
際攻擊信念、知覺人際攻擊和旁觀者介入
認知之相關性。



研究方法：社會調查法

• 研究對象：犯防系大一至大四學生

• 實施方式：自填問卷

• 回收問卷：117份
1.男性25 人(21.4%) ；女性92人(78.6%) 

2. 大一34人（29.4%）；大二30人（25.6%）；大三37人（31.6%）；

大四 16人 （13.7%）

• 問卷編製：
1.人際攻擊信念（8題六點量表）

2.知覺人際攻擊（28題六點量表）

3.旁觀者介入認知（20題六點量表）

4.個人基本資料（4題）



研究發現

此學期目睹校園人際

攻擊行為

次數（百分比）

無 76（65.0）

1次 6（5.1）

2次 7（6.0）

3次 6（5.1）

5次 3（2.6）

10次和10次以上 6（5.1）

遺漏值 13（11.1）



研究發現

大學以前，第一次目睹校園人際攻擊 次數（百分比）

1.幼稚園 19（16.2）

2.小學 73(62.4)

3.國中 21(17.9)

4.高中 4(3.4)



研究發現

• 1.不同性別在人際攻擊信念上有顯著性差異
，但在知覺人際攻擊行為、認知旁觀者介
入上無顯著性差異。

• 2.不同年級、這學期目睹人際攻擊行為次
數、大學以前目睹人際攻擊行為的時間，
對於其人際攻擊信念、知覺人際攻擊行為
、認知旁觀者介入上並無顯著性差異。

• 3.人際攻擊信念、知覺人際攻擊行為和認
知旁觀者介入，三者之間有相關存在。



建議

• 加強知覺人際攻擊的行為類型

• 提供旁觀者介入技巧之方案



成果報告（五）

社會排斥：以社會心理學實驗探
討大學生之團體成員選擇歷程及

團體適應之教育

國立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 副教授 戴伸峰
國立中正大學103年度教育學院跨領域整合重大計畫

已基於本研究之成果提出104年度科技部計畫



研究動機與目的

• 2014年最震撼台灣社會的治安事件莫過於
發生於5月21日的台北市捷運殺人事件。

• 本案件的加害者在其自陳犯案動機中提到
了被社會或是學校中其他人所排斥，感覺
不到自己的歸屬，感覺受到歧視等的社會
排斥經驗影響其對於社會充滿負面敵意的
認知。



• 大學生為生涯發展階段中由青年期跨入成
人期的重要過渡階段。人際關係的經營焦
點也轉變為團體行動到單一親密的互動。

• 大學生的人際社會排斥經驗，常為大學生
生活困擾之前三名。

• 因之，本研究以大學生之人際社會排斥經
驗作為資料蒐集主軸，進行科技部計畫之
先行研究。



研究方法

• 以國立中正大學、私立中山醫學大學、國
立台灣大學、私立亞洲大學等四所學校大
一至大四同學，男女各四位，共36位在學
大學生進行開放式的訪談，以瞭解大學生
所感知到的社會排斥經驗以及對被排斥的
感受。



研究結果

• 受訪學生表示，在大學生活中，感到最困
擾的並不是課業。人際糾紛以及疏遠為最
感壓力的問題。

• 女性受試對被團體排擠感受到的壓力較男
性受試為高。

• 男性受試對於當面直接拒絕或是排斥感到
不適；女性則對即時通軟體或是網路排擠
感到不適。



研究進展

• 根據本次先期計畫之成果，已完成科技部
計畫之申請。且因受試者皆表示被社會排
斥後感到情緒的氣憤以及身心痛苦，因此
科技部計畫委請本系陳巧雲老師擔任共同
主持人，計畫以腦波儀測定受試者的「痛
苦」以及「氣憤」之心理情緒指標，藉以
更清楚釐清社會排斥效應對個體身心之影
響。



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