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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方案設計 

• 方案目標、目的 

• 收案定義 

• 結案指標 

• 過程面指標 

• 個案概況分析 

成效評估 

• 發展家庭暴力相對人多元

處遇方案之內容與實施流

程 

• 強化網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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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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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設計 

降低家暴行為

再犯率及危險

性。 

協助改善家暴

相對人之偏差

性格與行為，

重建家庭和諧

關係。 

協助家暴相對

人停止所有形

式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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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目標 

透過改善相對人認知與行為，降低家庭暴力風險 

穩定相對人情緒，並協助其接納和改善家庭關係

現況。 

減緩相對人暴力行為頻率，並協助其學習、提升

因應生活狀態之能力。 

協助相對人瞭解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內容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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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一) 

一、發展家暴相對人多

元處遇方案之內容與實

施流程 

1.辦理預防性認知教育

課程 

a.預期效益：年度辦

理12場次，預計受益

人次達80人次。 

2.提供相對人直接關懷

服務 

a.預期效益：每月服

務50名個案，年度服

務量達300案次。 

b.預期效益：提供相

對人心理輔導服務。 

3.辦理相對人服務督導

會議 

a.預期效益：社工接

受督導時數共計24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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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二) 

二、強化網絡合作 

1.家暴防治網絡協助轉介

有意願接受本方案之家

暴相對人或其家庭成員 

2.一線員警在查訪約制相

對人時鼓勵參與此方案 

3. 地方法院或檢察機關

請相對人參與此方案作

為其附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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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定義 

• 社政(社會處)、警政、衛生醫療單位、地方法院、民

間社福團體 

家暴防治網絡單位轉介： 

自行求助 

• 相對人有主動求助之意願 

• 其他評估：相對人經評估有開案之必要性 

開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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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指標 

聯繫未果 
相對人明確表示不需要或

拒絕服務 

三個月內未再接到被害人

通報 

相對人搬遷到其他縣市或

國家 

達成核心目標：（社工服

務達２項以上） 

•1.提供家庭暴力防治相關訊息 2.情緒

紓 3.暴力危險降低或再犯危險降低 4.

其他社工評估目標，須經督導同意 

相對人死亡 

相對人須入監服刑超過2

個月以上 

其他：如已有其他單位提

供相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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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面指標 

干預：打亂個案

既有之行為模式 

認知暨行為之調

整：打亂個案原

始對情緒之因應

與信念，重新調

整與被害人之溝

通模式 

改變：促使個案

有所改變，進而

促進社會和諧 



智慧城市 幸福花蓮 

個  個案概況分析-居住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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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次區域劃
分 

 
 

花蓮市、秀林鄉、 

新城鄉、吉安鄉、 

壽豐鄉 

 

花蓮縣北區 

 
 
鳳林鎮、光復鄉、
萬榮鄉、豐濱鄉 

花蓮縣中區 

 
玉里鎮、瑞穗鄉、 

玉里鎮、瑞穗鄉、
富里鄉、卓溪鄉 

 

花蓮縣南區 

北區個案數 

77人 

中區個案數

12人 

南區個案數 

16人 

個案總數109人 

外縣市個案數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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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概況分析 

個案來源 問題類型 

42% 

5% 

49% 

3% 1% 
百分比 社政 

警政 

衛生醫療 

地方法院 

民間社福團體 

自行求助 

68% 

10% 

1% 

11% 

4% 

6% 百分比 

婚姻暴力 

同居暴力 

兒少保護 

老人暴力 

手足暴力 

親屬間暴

力 

男 

96.60% 
97% 

女 

3.40% 
3% 

男 女 

•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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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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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性認知教育團體課程概況 

講      師 

台北榮總玉里分院 

胡至家  臨床心理師 

吳月梅  臨床心理師 

楊心綿  臨床心理師 

課   程   主   題 

認識暴力 

暫時迴避 

處理自己的氣憤 

處理親密關係中的衝突 

案件來源 

花蓮市(33%) 

吉安鄉(21%) 

玉里鎮(10%) 



智慧城市 幸福花蓮 

9 11 19 17 
28 32 

15 15 20 
30 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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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03年1月 103年2月 103年3月 103年4月 103年5月 103年6月 103年7月 103年8月 103年9月 103年10月 103年11月 103年12月 總計 

103年預防性認知教育課程 
法院提供名冊人數 實際出席人數 

12 18 16 23 31 37 31 27 26 
7 

38 
19 

285 

5 7 6 6 8 9 10 11 7 1 11 3 

84 

104年1月 104年2月 104年3月 104年4月 104年5月 104年6月 104年7月 104年8月 104年9月 104年10月 104年11月 104年12月 總計 

104年預防性認知教育課程 
法院提供名冊人數 實際出席人數 

104年創新措施 
1.每月辦理2場次課程 
2.課程前一周電話提醒 

104年出席人數
百分比為29.4％ 
較103年度，提

升5.5 ％ 

    預防性認知教育團體課程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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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認知教育團體課程回饋 

課程的收穫: 

謝謝老師願意聽我把心裡事情講出來，(對於衝突的

事件)感覺舒服多了。(104.11.13) 

可以進一步了解與學習法律知識。(104.07.24) 

珍惜現在的一切，能挽回的挽回，但尊重對方、包

容對方。(104.06.12.) 

我想對老師說的話: 

             我們不會再見面了。(104.0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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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家庭暴力相對人多元處遇方案之內容與
實施流程－相對人直接服務概況 

 104年度聘用2名社工員，且4月-11月(本服務自4月開始執行)共計受
理轉介109人，服務量計721人次。 

 104年度4月－11月（本服務自4月開始執行）實際共計辦理8場次督
導會議，總計督導時數24小時，年度目標執行率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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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訪人次 電訪人次 人次/月份 

每名社工平均每月服務30人 

服務量計72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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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家庭暴力相對人多元處遇方案之內容與
實施流程－相對人直接服務概況 

服務項目 

45% 
8% 

2% 

1% 

43% 

1% 

情緒支持 

法律服務 

心理諮商服務 

轉介其他資源 

網絡聯繫 

夫妻會談 

陪同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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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網絡合作 

相對人個別心理輔導服務 
      104年度已提供服務量達20次，轉介為夫妻議題居多。 

心理輔導網絡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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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工作目標 

結案後再進案比率：104年花蓮家暴相對人
個案，截至105年9月止，結案後再進案人
數共11人，結案後再犯家暴行為比例約為
10%；接受強制性加害人處遇又再犯者達
16.6%(謝宏林、曾華源,2013:245)，期望
透過非強制家暴加害人處遇服務方案，105
年度再進案比率可維持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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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凝聚對於家

庭暴力相對

人處遇工作

之共識 

心理健康整

合性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