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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正向心理學作為理論基礎，採質性研究主題分析方法，以三位國、

高中階段獲頒總統教育獎的青少年、青少女為訪談對象，探究其在弱勢家庭成長

過程中，面對種種不利環境下，對於其生活、學習、人際、生涯等方面，卻適應

良好，表現傑出的正向經驗為何?試圖從這些青少年在逆境中，對其正向成長經

驗的掌握與理解，將這些獨特傑出的正向經驗，作為予以普及化及大眾化之可能

性的思索。 

研究結果發現，從他們所置身的存在處境與經驗來看:三位成長於弱勢家庭

的青少年都面臨家中經濟貧困的處境，但卻有不同心理的轉變。從兒時不識窮滋

味、慢慢初嘗清貧的苦澀，最後想要透過自身努力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另外，

他們都有父母親缺席與家庭功能不彰的情況，但因為有親人提供親情之愛，使這

個破碎的家庭，變得完整。從他們所獲得的正向經驗:研究發現，在此艱困的環

境成長下，他們都能透過自己行動實踐的努力，創造出自信與成就及受到他人幫

助，懂得感恩想要回饋家庭與社會的正向經驗。最後，使弱勢家庭青少年能夠前

進的動力有:「沒有退路的現實讓他們明白只能靠自己努力奮進」、「重要他人的

幫助與指引」、「家人所提供的親情之愛」、「面對逆境能正面積極的轉念思考」、「擁

有個人的目標與信念」及身邊「有正向典範，成為他們生命學習的標竿」等六個

來源。 

 

關鍵字：正向心理學、弱勢家庭、總統教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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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positive psycholog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dopted topic analysis as the method. Participants were three adolecents 

who had been awarded the President Educational Award as they were in 

junior or high school.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to exploring their 

outstanding positive experiences of growing in disadvantaged families 

under different unfavorable environments which effected their life, study, 

interpersonal and career. These unique and outstanding positive 

experiences these adolecents had understood and handled will been 

served as reflections for popularization.   

 

From their existing situations and experienc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Three adolecents who grew up in disadvantaged 

families all faced economic difficulties, but they had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changes which were from not knowing poverty, knowing 

poverty to reducing financial burden by their own efforts. In addition, 

they all faced their parents absent and family functioning not well, but 

relatives’ love completed their families. Growing up in difficult 

environments, they created self-confidence by their own efforts and knew 

to give back to families and society after receiving other’s help. Finally, 

the motivations that enabled adolescents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to 

move forward were: “The reality that there was no retreat made them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can only work hard on their own”, “Help and 

guidance from important others”, “Family love provided by family 

members”, “Positive thinking to face adversity”, “Having personal goals 

and beliefs”, and “Having positive example to be their benchmark for 

lifelong learning”.  

 

Key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president 

educational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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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青春期(adolscence)一詞來自拉丁文的動詞「adolescere」，意即生長至成熟，

其所指應該是完成有效參與社會所需之態度與信念的一個歷程(蘇建文、林美

珍、程小危、林惠雅、幸曼玲、陳李綢、吳敏而、柯華葳、陳淑美，1991)。 

此階段的青少年正值青春期，除身心面臨巨大轉變外，還需迎接來自人際經

營、同儕相處、家庭親子互動、生活課業學習、生涯規劃轉換及自我認同等多方

面的挑戰。尤其在國高中階段，課業壓力繁重，有些孩子在扭曲的升學制度下，

可以適應得不錯、有些則勉強掙扎、甚至有些孩子是嚴重的適應不良。雖說生命

自然會找到出口，但當學校缺乏其展現存在舞台時，各種偏差、失序的現象，會

以各種破壞性的方式在教學現場出現，換言之，這是孩子在不健康扭曲的學習環

境下之正常的反應，但對於教育工作者而言，卻是一個極大的反諷。 

根據親子天下雜誌(2012)第 33 期的報導顯示，台灣的青少年正處於一種無動

力世代，其特徵為缺乏學習動機、對許多事情無感、無謂、缺乏生活目標，不願

面對挑戰，選擇從教育中自我放逐，呈顯一種內在虛無缺乏願景的無聊症候群現

象。 

長期關注台灣教育現況的台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2017)，也對此現象提出他

的觀察，認為無動力世代的成因，來自於整個教育升學考招制度的扭曲，此一結

構性的問題不去面對處理，無法免於脫離無動力世代的宿命。 

有鑑於此，面對上述青年學子所呈現的現象，無不對此感到憂心與無力，但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亦不能停留在自怨自艾的無動力姿態。 

適逢無意間接觸到正向心理學，它提供一種改變的可能與視角，從過去心理

學較採取補救與預防的心態，正向心理學企圖去促成一種變化，從改善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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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維，走向成就創造更積極建立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因此，本研究試圖從正

向心理學的視角，去探究當多數國高中孩子在校呈顯適應不良的現象時，確有少

數弱勢家庭的青少年，在升學壓力龐大及家庭弱勢等種種不利因素的條件下，卻

表現得更為出色，這些在弱勢環境成長下的青少年，其在學業、生活、人際表現

傑出的正向經驗為何? 如何發展出來?擁有甚麼樣的正向特質、甚麼樣的正向情

緒?背後的支持系統為何?面對不利環境時，前進的動力為何?若我們能窺視這些

少數青少年在逆境中獨特成功的正向經驗，在極端不利的環境下，不僅適應良

好，還活出其蓬勃的存在狀態，我們似乎就能從這些傑出的案例中得到啟發，提

供給無動力世代的孩子們，一個可能轉化提升自己生命高度的途徑，甚至將此一

傑出成功的正向經驗予以普及化及大眾化。 

誠如上述葉丙成教授觀察，無動力世代的成因，乃基於於一個扭曲的考招升

學制度所致，這或許是在目前教育現場常見的現象。但研究者在教學現場也觀察

到，雖然有許多青年學子在此一結構性的考試制度以無動力姿態面對學習，但卻

仍有一些學子活出青少年的最佳狀態，在自己所任教的班級中，其中就有一個孩

子讓研究者印象深刻，這位同學在國一升國二的暑假遭逢罕見疾病的侵襲，因擔

心健康隨時惡化及需長時間往返醫院治療的因素休學了兩年，直到病情較為可控

及穩定時重返校園，雖然課業壓力龐大，還需隨時擔心病情突然的惡化，但他卻

心懷感激此刻能坐在教室學習，不僅成績在校名列前茅，在班上也頗獲人緣，未

來更希望能夠從醫，解除病人的痛苦。從這位學子的身上，也讓我們看見他面對

逆境不願屈服低頭的生命姿態。換言之，在人生的旅途終究有許多我們無法抗拒

的外在環境因素，但這些能在逆境中活出正向經驗的青少年，卻提供我們一種存

在的可能性，即使面對不利劣勢的環境，我們仍可活出最好的自己，不向命運低

頭。 

有鑑於上述研究者自己的觀察與體悟，本研究希望透過了解那些身處逆境的

青少年，卻仍活出自己蓬勃存在的獨特經驗(the best)，將其所獲致的研究成果，

協助我們思考如何將這獨特的經驗，幫助並應用到其他的青少年身上，此乃研究

者做此一研究的動機之一。 

此外，回顧過去碩博士論文以「正向經驗」為主題的研究現況顯示，這方面

的研究文獻不多、總計目前共有 6 篇，都採質性研究為方法。都多數是以”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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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視角來探索其正向經驗。如探討失能老人家庭照顧者的照顧正向經驗(何

瓊芳，2000)、另一片天空下—安寧療護病患家庭照顧者的正向經驗(邱于臻，

2011)、失智症家庭照顧者轉化學習歷程模式之建構：邁向正向經驗(嚴嘉明，

2013)，另外有兩篇從諮商輔導的視野來談正向經驗，癌症病逝者其配偶靈性正

向經驗之分析(張琦萍，2008)、受督導者諮商督導正向經驗之敘說研究(呂宛珈，

2013)，及最後從社會行政跟社工的角度切入的正向經驗研究，如開放收養家庭

經驗初探-正向經驗的啟發(韓婷婷，2007)。 

綜觀上述，本研究欲探討的是弱勢家庭青少年的正向經驗，正好可以作為針

對不同研究議題之正向經驗的補充，此乃研究者做此一研究的動機之二。 

最後，針對「弱勢家庭青少年」相關論文的文獻回顧中，綜觀此一議題的研

究，研究者發現，研究大多採實徵量化的取向，如以多元尺度法及受試者作答指

標分析弱勢家庭青少年職業興趣之研究(黃彥榮，2018)、 經濟弱勢家庭青少

年的金錢態度對生活福祉之影響：多層次分析(余典晏，2016)、課後方案對花蓮

弱勢家庭青少年自我效能之影響(陳家龍，2007)等，較少針對成長於弱勢家庭青

少年內在歷程的探討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討弱勢家庭青少年的正向經驗，正好可

以彌補此一議題相關研究的不足，此乃此一研究的動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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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擬以下的目的進行探討: 

一、研究目的 

(一) 探討弱勢家庭青少年於不利環境成長過程中，其置身的處境與經驗。 

(二) 探討弱勢家庭青少年，其擁有的正向經驗與歷程。 

(三) 理解弱勢家庭青少年能活出蓬勃存在，其前進的動力根源。 

二、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定以下三項研究問題: 

(一) 弱勢家庭青少年於不利環境成長過程中，其置身的處境與經驗為何? 

(二) 弱勢家庭青少年於不利環境成長過程中，其擁有的正向經驗與歷程為

何? 

(三) 弱勢家庭青少年活出蓬勃存在，其前進的動力為何?如何發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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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重要的名詞有「正向心理學」、「弱勢家庭」、「正向經驗」、茲將

重要名詞定義如下，並加以說明: 

一、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正向心理學是對過去心理學過度關注人類病態心理與問題行為研究之反動

與修正，由 1960 年代開創「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理論的知名學者

Seligman 所提出，他也是正向心理學的創始人，本研究所指的正向心理學，是以

科學方法探究人類正向經驗、正向特質、正向組織並關注人們優勢能力、幸福感

等議題，其目標在提升個體生活品質並預防心理疾病的發生，活出更為健康積極

生命的一門學科。 

二、弱勢家庭(disadvantaged family) 

    所謂「弱勢」是一個統稱，最常見的概念性定義通常是指缺少社會競力的群

體，本研究所指的弱勢家庭，泛指低收入、單親、失親、隔代教養等在經濟及文

化上的缺少社會競爭力的親屬團體。 

三、正向經驗(positive experience) 

    Seligma 和 Csikszentmihalyi(2000)提到，具有價值的正向經驗，從時間向度來

看，包含對過去所感受到的幸福感 (well-being)、對於現在此刻感到的快樂

(happiness)和流動(flow)的體驗、及對於未來感到樂觀(optimism)和希望(hope)等感

受。本研究所界定的正向經驗，是指在弱勢家庭青少年，面對不利環境，超越困

境、獲得成長所獲致的利益與感受，包括對個人、家庭、同儕、群體等社會關係

層面的酬償及樂觀、希望、滿足、感恩、自覺生命有意義價值等情緒感受與想法

等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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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在探討本研究主題的相關文獻，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弱勢家庭定

義及弱勢家庭青少年現況」、第二節探討「正向心理學發展背景及理論內涵」，

茲分別陳述各節內容如下。 

第一節  弱勢家庭定義及弱勢家庭青少年現況 

一、弱勢家庭的定義 

世界局勢與社會環境不斷的劇烈變遷，亦使得台灣家庭結構產生變化，其中

有許多因家庭功能不彰或缺乏資源的家庭而淪為弱勢，「弱勢家庭」此名詞因而

孕育而生。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弱勢」（vulnerable）意指「力量

薄弱或處於不利的形勢中」(教育部，2015)，最常見的概念性定義通常是指缺少

社會競爭力的群體，然其操作型定義，則會隨著時空背景或政策性質而有不同(邱

方晞，2010)。就家庭本身而言，當個體面臨壓力情況下，內外在資源卻不足以

因應外界變化時，或是擁有的資源與能力是相對的弱勢，這樣的家庭亦屬於弱勢

家庭，如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或是單親家庭(尤怡文，2006)。另外，學者曾端真

(2005)認為，一般弱勢家庭應包括貧窮家庭、隔代教養家庭、單親家庭、外籍配

偶家庭及原住民家庭。陳淑麗(2005)則提出，國內弱勢家庭最主要的核心問題是

文化不利(包括原住民、外籍和大陸配偶子女)與經濟不利(包括低收入戶、單親和

隔代教養家庭)等。學者 Conner (1998)、 McBride et al. (2002)以及 McCurdy (2001)

主張，不能只從「資源」、「需求」與「缺乏」的「觀點」來定義弱勢家庭，而

是必須從關係與層次的系統角度切入，來評估之間所連成的「線」、「關係」，

這才是最為關鍵的因素。 

綜上所述，國內外的研究對於『弱勢家庭』之定義，並沒有一致性的看法與

定義，「弱勢」是一個相對的、動態性的概念。會隨著時空背景或政策性質而有

不同。茲就從如下幾個面相來探討弱勢家庭的定義: 

(一)法令扶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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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8)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稱之弱勢家庭對象為

「負擔家計婦女、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全國法規資料庫，2008)；社會救助法對

經濟弱勢的中低收入家庭有具體的評估指標，該法第四條所稱之低收入戶為：經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

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

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法第四條之一所稱中低收入戶，指經申請戶籍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下列規定者：1.家庭總收入平均分

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最低生活費一點五倍，且不得超過前條第三項之所

得基準(指不得超過同一最近年度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

數百分之七十，同時不得低於臺灣省其餘縣市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

2.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 

    另外，根據衛生福利部(2021)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全國法規資料庫，

2020)，提到立法的目的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顧，協

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而該條例第四條指出，所謂特殊境遇家庭，指申

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

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之外，還必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

上。 

二、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完成協議離

婚登記。 

三、家庭暴力受害。 

四、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 

五、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母扶養十八歲以父

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 

照顧六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致不能工作。 

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在執行中。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

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等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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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及兒童托育津貼者，前項特殊境遇家庭，

應每年申請認定之。 

    申請人之孫子女領取本條例所定扶助，以符合第一項第五款扶養十八歲以下

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為限。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父母無力扶養，係指父母均因死亡、非自願失業且未領失

業給付、重大傷病、服刑或失蹤等，致無力扶養子女。 

由上述法令扶助的觀點可以看到，所謂弱勢家庭或特殊境遇家庭，除了從一

般經濟弱勢的角度給予扶助之外，也包括受家暴傷害、離婚、喪偶、未婚生子、

配偶死亡、失蹤、服刑、隔代教養等情況。 

(二)公部門推動政策服務觀點 

    從政府部門對弱勢家庭為服務的政策方案來看其定義: 

行政院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推出『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計畫。本計畫扶助對象為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且未接受公費 收容安置，

其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社工人員訪視評估，並符合第三點規定者: 

1、父母一方或監護人失業、經判刑確定入獄、罹患重大傷病、精神疾病或藥酒

癮戒治，致生活陷於困境。 

2、父母離婚或一方死亡、失蹤，他方無力維持家庭生活 。 

3、父母一方因不堪家庭暴力或有其他因素出走，致生活陷於困境。 

4、父母雙亡或兒童及少年遭遺棄，其親屬願代為撫養，而無經濟能力。 

5、未滿十八歲未婚懷孕或有未滿十八歲之非婚生子女，經評估有經濟 

困難。 

6、其他經評估確有生活困難，需予經濟扶助。 

   前項之申請，應於生活陷於困境、無力維持家庭生活、無經濟能力或有經濟

困難等事實發生後六個月內為之。 

    父母如有失業、入獄服刑、離婚、患有重大疾病、精神疾病、藥酒癮戒治

等，且經社工員調查評估有經濟急困者，即給予每月 3,000 元的緊急生活扶助，

原則補助 6 個月，最長補助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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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育部對弱勢家庭的定義來看:根據 2014 年教育部公布之幾項補助弱勢

學生的實施要點，列舉其中幾項如下:1.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中，

針對弱勢家庭兒童提供課後照顧服務，對象有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學生

及其他情況特殊經學校評估須扶助之學生。2.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經學校召

開專案小組會議認定確屬低收入、單親、失親、隔代教養之經濟弱勢家庭。3.推

動教育優先區計畫：教育優先區的申請指標中包含的弱勢家庭有原住民學生、低

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年齡差距過大及新移民子女。(李玉

秋，2015) 

(三)民間社福機構觀點 

若從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來看，以兒童福利聯盟為例，其所定義的弱勢家庭為:

當家庭在經濟、健康、育兒、人際等面向陷入困境，如遭遇經濟變故、婚姻關係

不穩定、家庭衝突不斷、居家環境惡劣、照顧者死亡、病痛纏身、長期情緒困擾、

親職能力低落、支持系統薄弱、自我封閉等，導致家庭功能出現障礙，家中 18

歲以下的兒童少年因此無法獲得適當的照顧， 就是所謂的「弱勢家庭」(兒童福

利聯盟，2009)。 

臺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2009)於其綠光種子計畫，定義弱勢家庭兒童來源為

低收入戶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父母領取身障手冊之家庭、外籍配偶

家庭、原住民家庭、急難家庭等特定家庭的國中小孩童，以經濟困難之家庭為優

先。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2016)所提供「貧困兒童少年服務」的服務對象

為 18 歲以下的兒少。當家庭所得無法維持正常需要者，且符合如下條件之一者，

父母一方或雙方死亡、或父母健在，但其中一方有下列因素無法工作，如有精神

疾病、非父母主要照顧者謀生能力不足、入獄服刑、父或母離家未能盡照顧之責

等，均可申請經濟服務。 

綜合上述歸納，國內相關法令、公部門及民間社福機構，基本上都是從經濟

弱勢的角度提供協助。常見的服務對象家庭包括「原住民、外籍和大陸配偶子女

(新移民子女)、身心障學生、低收入戶、單親或隔代教養子女」等類型，研究者

即針對此五種常見的弱勢家庭青少年，作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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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勢家庭青少年現況 

兒童福利聯盟(2008)針對其服務的弱勢家庭，發現這些家庭的居住以租賃比

例最高(四成九一)，近四分之一家庭需向親友借房或直接借住，擁有自有住宅約

五分之一，但仍有 5.7%住違建或法拍屋。其中有一成八的弱勢家庭最近一年內

曾繳不起房租，主要是家長工作不穩定(66.3%)或本來就入不敷出(50.78%)。調查

也發現這些家庭有 25%面臨住家破舊、缺損等問題，主要是髒、擠、破、缺等四

大困境。12%居家環境髒亂，廚房瀰漫食物酸腐味、垃圾囤積屋內、家中積滿厚

厚灰塵、兒少身上衣服帶有異味。16%家庭居住空間狹小，常一家人共睡一間房

間，居住品質堪慮，狹小擁擠且缺乏隱私。10%的住屋破敗，經濟困難無力修繕

房屋漏水等問題。更有近四分之一家庭因資源匱乏，缺少日常生活必須的電器、

家具等基本設備，如電話、熱水器、洗衣機、供孩子學習的桌椅等。 

根據兒福聯盟於 2014 年之《2014 年弱勢家庭生活現況調查報告》指出，發

現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臺灣社會，物價上漲對弱勢家庭衝擊大，其消費痛苦指數

是一般家庭的 2.5 倍，以其服務最多的單親家庭為例(44.5%)，有一半以上(52.8%)

每月工作收入低於最低基本工資(19,047 元)，63.1%表示每月入不敷出、近九成三

(92.5%)家庭都曾經借錢過日子，平均每個弱勢家庭的晚餐只有兩道菜，五口之家

平均一餐花不到 100 元，調查也發現有近半的弱勢家長(45.8%)認為孩子內心深處

比別人自卑。「錢難賺、家長愁、孩子苦」似乎是弱勢家庭的真實寫照。 

同年八月的《弱勢孩子開學困境調查報告》(兒童福利聯盟，2014)發現，有

53.3%的弱勢家庭，無法讓孩子準時繳學費，有 51.3%的弱勢家庭因為沒錢，需犧

牲孩子的教育費，高達 81.2%的弱勢家長曾擔心沒有錢讓孩子繼續升學。八成六

(85.9%)的弱勢家長擔心自己沒能力指導小孩功課，有四成一(40.7%)的弱勢孩子不

想繼續升學，希望打工改善經濟。該年度的國中教育會考顯示弱勢孩子們在學業

表現多數落在待加強 C(48.8%)及基礎程度(36.5%)，更凸顯出弱勢孩子「教育」議

題上的困境。 

若以城鄉差距來看弱勢家庭處境，偏鄉弱勢孩子的生活更顯匱乏(兒童福利

聯盟，2018)。近四分之一的偏鄉弱勢家庭(24.2%)沒有穩定收入，超過 6 成偏鄉

窮孩子是單親或隔代，相較於都會，有 86.7%的孩子是與雙親同住。另外，偏鄉

窮孩子受到的日常照顧相對薄弱，有 53.4%的孩子曾沒吃早餐，放學返家後，偏



 

12 
 

鄉在「沒人一起玩」、「幫忙家裡工作」、「一直玩 3C」比都會區高許多。74.1%

偏鄉窮孩子沒補習，67.9%都會富孩子至少補一科以上，除加強學科外，還有包

含鋼琴、美術等才藝。家庭支持程度也大不相同，偏鄉窮孩子高達 74.1%找不到

家人傾訴煩惱，都會區則有 52.1%經常或總是和家人訴說煩惱。 

家扶基金會 2008 年開始籌備「台灣貧窮兒少資料庫」，歷經十年的追蹤調

查(2008 年到 2017 年)，於 2018 年首次公布了「弱勢兒少 10 年生活趨勢調查報告」

(家扶基金會，2018)。調查報告顯示弱勢家庭兒少生活的三大問題: 營養不均、

情緒困擾、對未來職涯充滿迷惘。 

(一)營養不均:  

調查顯示 15.7％的弱勢兒少不吃早餐。主要原因是「沒有習慣吃」，從 2009

年的 27.3％增加到 2017 年的 54.2％。比例年年增加。不吃午餐的比率雖僅有 5.7

％，但多數不吃午餐的孩子理由都是「為了省錢」。但進一步看弱勢兒少的飲食

內容，多數是高熱量、高糖分食物，近兩成的孩子有吃宵夜的習慣。 

弱勢兒少身體質量指數（BMI）過輕的比率雖逐年下降，但稍重、肥胖的比

率卻逐年上升，2017 年有近 2 成兒少 BMI 達肥胖等級，顯見弱勢兒少未建立正

確飲食習慣，不佳飲食習慣導致營養不均已成弱勢兒少健康隱憂。 

(二)情緒困擾: 

調查以簡式健康量表（BSRS-5）數據顯，超過 3 成弱勢兒少有睡眠困難、緊

張不安、憂鬱、易動怒等情緒困擾，年紀愈大愈嚴重，到了高中職期間是問題高

峰，有超過 6 成以上孩子都有情緒困擾問題。弱勢兒少從小因為家庭功能不彰，

累積許多壓力，許多孩子很早就要擔負起照顧責任，身心俱疲，連帶影響學業表

現與信心，容易有焦慮、緊張等情緒，這些情緒壓力若沒有在孩童時期獲得抒發，

會持續累積到高中職階段，孩子壓力沒有得到紓解，一旦進入社會，面對工作和

人際會更困難，影響生涯發展，進而落入貧窮循環。 

(三)對未來職涯充滿迷惘: 

從家扶社工服務實務發現，多數弱勢兒少都期待藉由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家中

貧窮的處境，但進一步問孩子對未來的想像，無論是否受到環境與現況限制，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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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回答「不知道」的比率逐年提高，2015 年僅 6.2％，2017 年上升到 12.6％，顯

示弱勢兒少對於職涯愈來愈迷惘，且缺乏自信。 

根據 107 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顯示（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國內所得最低的 20% 家庭（約一七二．八六萬戶）平均每戶「負儲蓄」

一萬八二一○元，已連續十二年「負儲蓄」，顯示貧窮問題嚴重。 

經濟弱勢的家庭，在努力滿足食物、居住等基本生活需求，其在情感與教育

的支持上，常有力不從心之處（Beavers, Hulgus, & Hampson, 1988）。經濟資源的

缺乏，也讓弱勢家庭較沒有能力提供孩子參與教育的學習或文化的活動（Bradley 

& Corwyn, 2002）。低收入戶的家長，相較於中等收入的家庭，多數認為自己很

難兼顧工作與子女的學習（Chavkin & Williams, 1990）。另一方面，經濟上的困

境，可能也讓家長碰到調適上的挑戰，容易產生家庭問題，造成家庭功能的式微

或家庭的破碎（Ackerman, Brown, & Izard, 2004）。研究證實，因經濟弱勢所引發

的效應，對孩子的閱讀及數學成績有長期負面結果，有的孩子會有外顯攻擊行為

或憂鬱的內隱行為。 (Ackerman, Izard, Kobak, Brown,& Smith, 2007; Entwisle, 

Alexander, & Olson, 2003; Evans, 2003; Trzesniewski, Moffitt, Caspi, Taylor, & 

Maughan, 2006)。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弱勢學生，缺乏校內成功學習經驗，容

易中輟，自尊較低 Donnelly(1987)。譚以敬、吳清山 (2009)也指出弱勢家庭學生

相較於一般的學生，因生活、學習與行為的調適困難，使其在認知、情意、技能

等學習成就及表現上顯得落後。 

弱勢家庭，除面臨物質條件不佳，經濟匱乏使家庭功能不彰，因應能力不足

外，其所居住社區環境也易使整個家庭落入雙重弱勢的泥沼中，孩子多在不安全

的荒廢或閒置空間活動，街坊鄰居背景較複雜、缺乏給予正向指導、模範的成年

人（Moren-Cross, Wright, LaGory, & Lanzi, 2006）。生活在這樣環境的家庭，也比

較缺乏與社會及人際間的互動連結（Barbarin et al., 2006）。居住於此的成年人，

也顯示較多的身心問題（Moren-Cross et al., 2006）。 

綜合上述，可知弱勢家庭青少年面對家中經濟因素引發的資源不足，會進一

步弱化家庭原有的照顧、教育等功能。同時因面臨社會環境變化、支持系統不足

等調適及身心壓力，對於父母及孩子造成長期負面的影響，弱勢家庭青少年在成

長的過程中，可能面臨生活、學習、情緒、人際、行為等各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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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正向心理學發展背景及理論內涵 

一、正向心理學發展背景與意義 

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為台灣的譯名，在香港稱為「正面心理學」，

在中國大陸則稱為「積極心理學」。其發展源自第三勢力的人本心理學，過去盛

行美國的行為主義(第一勢力)認為，人的主體是一個行為的集合，就像一個被擊

打而四處滾動的台球，深受環境刺激-反應的制約控制。而來自歐洲的精神分析

(第二勢力)則認為，個體受早期生活經驗及潛意識本能衝突的影響，若能對人類

黑暗的根源了解掌握越多，越有能力暫時擺脫決定論的宿命。而第三勢力的人本

心理學，認為人有自我實現(self-actulizatiom)的潛能，能活出人性的最佳健康狀

態，人們之所以會有心理疾病，是因為我們沒有活出更好的自己，反而只求平安

順遂，削弱自身的力量，所以才得到精神官能症(劉千美(譯)，1986)。簡言之，

人之所以得到精神官能症，是來自個人成長的失敗。而正向心理學的出現，正是

對於傳統心理學(第一、第二勢力)的修正，從過去偏重探討焦慮、憂鬱、創傷等

較「典型消極」的病理觀點，轉而關注人性中樂觀、勇氣、幸福感(well-being)、

心流(flow)等「積極正面」的人類經驗。 

鄭伯壎(2012)提到千禧年後，心理學經歷三大革命:分別是神經革命、文化革

命及正向革命。神經革命因著科技的突破，我們更能細部考察人類行為微細神經

的生理基礎，促進腦與神經心理學的蓬勃發展。第二是文化革命，過去心理學以

歐美心理學理論架構作為研究基礎，但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各國文化差異的議

題漸獲重視，許多研究者開始反思過去立基於歐美心理學研究理論所產生的侷

限，無法恰如其分解釋說明其他文化的心理現象，因此促成本土心理學與文化心

理學的興起。最後是正向革命，從佛洛伊德提出心理分析論以來，人類負面行為

的異常心理學頗受重視，在二戰後應用心理學逐漸朝向修復缺陷此一問題導向的

病理模式發展，負面行為成為心理學探討的主流，反而忽略更為重要的如天賦

(talent)、優勢(strength)等人性光明面。 

千禧年後的正向革命，即讓心理學者重新調整視框，將焦點集中在人類潛能

及正向品質與積極經驗的研究上，關注人如何活出其最佳的狀態，而不再限於過

去醫療模式或改善處理心理與行為問題處遇的改進上。認為瞭解正向情緒，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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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處與美德(strength and virtue)，將研究焦點放在幸福感、快樂、希望、樂觀、復

原力、品格及利他行為等這些人類正向素質與積極行為的課題上，才能替人們增

添福祉，提供人類活中最佳狀態的生命圖像。為了要脫離使生命痛苦的狀態，反

而忽略了生命中最主要的目的-----找出生命的意義。人不只要改正個人的錯誤或

缺點，他還希望找出自己的長處、自己的意義。是該為亞里斯多德(Aristotles)所

謂的『美好人生』提供指引的時候。(洪蘭譯，2009) 

有鑑於過去心理學致力於心理疾病與問題的研究治療，忽略了追求個體圓滿

與社區繁榮的理想，Seligman 與 Csikszentmihalyi(2000) 二位學者提出正向心理

學，試圖打破過往的消極觀念和做法，轉而重視個人樂觀、正向情緒、正向意義

及內在動機等特質(沈碩彬，2008)。 

根據曾志文(2006) 的研究提到，正向心理學是使用心理學的理論、研究與技

巧，以了解人類行為的正向要素，其所探討的是有助於人們、群體與組織達到繁

榮或最佳化的條件與過程。簡言之，正向心理學也可說是人類長處與心理福祉的

科學研究。 

Lopez & Edwards(2008)兩位學者也提到正向心理學是『追求樂觀人性的科

學』。 

正向心理學是在幫助個人找到內在的心理能量，此能量可以幫助人們對抗挫

折、面對逆境與困難的挑戰時，即便遇到困難，個體也不會輕易落入憂鬱的狀態

中(高旻邦，2001)。 

郭淑珍 (2010)的研究提到，「正向心理學」是由賓州大學教授 Martin 

E.P.Seligman 於 2000 年所提出，針對正向研究的議題，如復原力、心流經驗、樂

觀、幸福感、自尊等有助人類發展健康心理的探索，其目的在幫助個人積極尋找

內在心理能量，發揮個體潛能，面對逆境與困難，仍有足夠的心理資源因應挫折

的挑戰。 

一般而言，正向心理學在於探究生命體的最佳機能(optimal  functioning)，成

就個體的長處與美德，在生命的旅程中找機會運用他們，讓生命中經常地經歷到

「浮流經驗」(flow experience)，增進『心理資本』(psychology capital)的存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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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生命光與熱，賦予生命意義與價值，正向的看待人生(黃文三，2009) 

正向心理學是探究個體正向經驗、正向特質與正向組織的一門科學。試圖去

促進人們更好的生活品質及預防病態的發生。(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2000)。 

綜合上述，正向心理學泛指研究『人類最佳心理運作狀態的學問』，針對人

類長處、美德、心理福祉的一門科學研究，運用心理學的理論知識，去發展人性

美好的特質與潛能，在生活中實現個人長處與美德，終極的目標使個體達到生命

最大的成功與情緒最深的滿足，幫助人們建立美好的人生。 

而其所彰顯的意義，是正向心理學並不否認傳統心理學偏重病理模式研究對

人類所做的貢獻與價值，而是啟發一種看待自我與他人的新思維，在接納人性的

限制中，也看重自己的優勢與美好，並在正向與負向的人性探索中，尋求平衡與

統整前進的動力，並且運用人們自身的正向情緒、正向特質與正向環境，創造更

愉悅、投入、有意義的幸福生活。 

二、正向心理學的理論內涵 

從分析的層次上，鄭伯壎(2012)提出正向心理學著重於主觀層次、微觀層次

與巨觀層次三個面向的探討。 

主觀層次:即個人的「正向情緒」，包括過去的幸福與滿足，當下的快樂與

愉悅，以及未來的希望、樂觀與信心。 

微觀層次:即人類「正向特質」，例如，勇氣、毅力、寬容及愛等的人類優

良素質。 

巨觀層次：即「正向組織」。強調的是在正向環境的滋養下，可以較容易的

引發個人之「正向情緒」、「正向特質」、讓個體發揮所長，服務大我並產生歸

屬感。 

簡言之，正向心理學的理論內涵，即 Seligman 所提出的三個主要的基柱:分

別是正向情緒、正向特質、正向組織(侯亭妤，2006；劉靜文，2008；Martin 

E.P.Seligman,洪蘭譯，2009)。三者呈現一種相互關聯的辯證關係。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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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 

    過去心理學有關情緒的研究，主要是以薛赫特(Schachter)於 1960 年代提出的

「認知的情緒理論」(cognitive theory of emotion)為基礎，強調個人「認知」對「情

緒」的影響。而所謂的正向情緒，是個體對事件詮釋後所獲得的深層意義感，能

夠產生持續長久的正向感受(Baumgardner & Crothers,2009)。在正向心理學對正向

情緒的探究，是來自於 Fredrickson(2001)的「擴展-建立」理論(broaden-and-build 

theory)，此一理論焦點放在「情緒」對「認知功能」的具體影響上，她進一步指

出，歡愉、滿足、自信及愛等正向情緒，有助人們行動的實踐力，幫助我們建立

心理資本，其理論提出擴展、消除、建構三個特點的假設上: 

1.擴展:正向情緒擴大思考行動的可能性，其基本假定為:正向情緒能擴大人

類思考行動的技能，而行動技能所產生的正向結果，又進一步強化正向情

緒，形成一個向上的螺旋(upward spirals)效應，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反之，

負向情緒卻會窄化認知行動技能，易造成負面的結果出現，進一步又增強

了負向情緒，如此循環的惡化下去。 

2. 消除:Fredrickson 和 Branigan(2000)提出「消除理論」，正向情緒可以消除揮

之不去的負向情緒，成為負面情緒的解毒劑，消除負向情緒帶來不愉快的

感受。因著正向情緒的出現，使個體在認知上以更關廣的視野來詮釋負向

事件，減少與特定負向事件的連結共鳴。 

3.建構:正向情緒激起心理堅毅性，並產生幸福感。增進心理健康，建構增強

個人資源 (如認知、心理、身體、社會資源等 )提高個人的幸福感。

Salovey,Rothman,Detweiler,& Steward(2000)的研究探討愉悅情緒與良好健康

的潛在機制，指出正向情緒的狀態，會對我們的生理，尤其是免疫系統產

生直接正向的影響。也可以提升促進健康的知覺、信念及生理的幸福感，

增進心理資源、誘發社會支持等。 

Aspinwall(2001)也強調具有正向情緒和正向意義是人類在困境中求生的資

源。 

一般來說，正向情緒可以包括愉悅、同理心、自信、快樂、幸福等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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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igman(2002)主張正向情緒包含愉悅 (pleasures)與滿足感 (gratifications)，茲分述

如下： 

1.愉悅：有很強烈的感官與情緒成分，如哲學家所說『原始的感覺』。愉悅

可分為「身體上的愉悅」與「高層次的愉悅」。 

(1)身體上的愉悅:係指個體透過滿足生理需求的良好感覺。如飢餓、口渴、

性需求等、(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個體可獲得感官與情緒上

的滿足與快樂，不需思考，此為較短暫的正向情緒，一旦外在刺激消失，

愉悅感受亦隨之消失。個體容易對這些感覺增生『習慣化』(habituation)，

之後需要有更強、更多的刺激才能帶來相同的滿足。 

(2)高層次的愉悅:與身體上的愉悅雖相似，同樣為暫時的、易消逝與習慣化

的，但其較具認知層次，包含高強度的狂喜、興奮、刺激、亢奮、快感…

等、中強度的奔放、開心、高興、熱中、樂趣…等，與低強度度舒適、和

樂、滿意、放鬆、趣味等感受。 

2.滿足感:滿足感為正向心理學積極倡導之重點，係指當我們專注於進行一件

具挑戰性且深感興趣的活動 (例如：跳舞、閱讀一本好書、藝術創作、攀

岩…等 )，全心投入、完全浸淫沒有意識干擾的一種心流經驗 (flow 

experience)，心流體驗的當下並不會讓個體感到特別愉悅，而是待至活動

後個體回憶起來，才會產生意猶未盡且快樂之感(Csikszentmihalyi, 2008)。

此為較持久的正向情緒且有利個體成長。Csikszentmihalyi 將讓人進入心流

狀態的經驗稱為「最適經驗」(optimal experience) ，亦即進行活動的當下

是「自足的」 (autotelic)經驗，活動本身即酬賞與目的，而非藉此作為謀

取他物的手段 (邱連煌， 2005； Csikszentmihalyi, 2008)。 

綜合上述，愉悅是感官和情緒的，短暫且易於習慣化，相反的，滿足感

源自個人長處與美德的施展，有利個體的成長。 

(二)正向特質(positive traits)： 

    「特質」(traits)一直是人格心理學重要的理論之一，所謂特質在心理學上係

指個體在行為上所表現的持久性的人格特徵;即平常所謂的足以來形容某人獨特

之處的個性(張春興，1998)。換言之，即「個人穩定的表現於跨場合、跨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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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狀態」（吳英璋，2003） 

    正向的個體特質是指個體比較持久的行為型態、發展的能力、開拓創造的潛

能或追求卓越的原動力。例如愛、勇氣、堅毅、寬恕、誠實、智慧、人際能力、

美感、原創性、未來意向等。這些一般人稱之為特徵長處或美德的正向個體特質，

也是正向心理學探討的重要課題(曾文志，2006)。 

    正向心理學是闡明正向情緒及人類優勢的一門科學，因此如何辨識與運用優

勢是實踐正向心理學重要的關鍵，2004 年，Peterson 和 Seligma 比照<精神疾病診

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DSM)進行一項

「行動價值實踐方案」（Values in Action Project,VIA）來描述人類的美德與優勢，

界定人類的正向特質。 

    Seligma(2002)提出正向心理學以三個選擇標準作為正向特質的指標:(1)必須

是跨文化都崇尚的價值(2)本身就具有價值，而非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3)必須是

可以鍛鍊的。他從各大宗教與哲學學派找到都支持的六項基本美德，並於 2004

年與 Peterson 出版一本《特徴長處與美德分類手冊》(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CSV)(peterson & Seligman,2004)共分六種美德(virtues)及 24 種優勢(strength)。六大

美德具跨文化、信仰及哲學學派的普同性，而 24 個優勢是達致成就六項美德的

方法。Seligman 表示人格特質有正向或負向之分，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會

重複出現，而長處和美德是正向的人格特質，參見表 1(曾文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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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六種美德及其 24 種長處   

   六種美德 24 種優勢 

智慧和知識 創造力、好奇心、敞開的心智、愛好學習、見解 

勇氣 真實、勇敢、堅持、熱忱 

人道與愛 仁慈、愛、社會智能 

正義 公平、領導能力、團體精神 

修養 寬恕、謙恭、審慎、自我調節 

心靈的超越 美與優點欣賞、感激、希望、幽默、虔誠 

 

(三)正向組織(positive institute)： 

正向組織指的是能夠引發或促成個人之正向情緒、長處及美德等特質的建立

與滋養的生活環境，在此正向環境下，個體能發揮自己的優勢、投身大我的服務

產生歸屬感，並能創造有意義的生活。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能夠支持和發展個

人長處與美德的各種支持系統組織，包括家庭、學校、社會文化條件、言論環境

等。如此有助於締造有利和適切的環境，培養功能健全的個人(王沂釗，2005)。 

簡言之，正向心理學所探討正向組織的內涵，包括正向組織環境的發展、創

造與維持，如友善的校園、各種支持的系統組織、自由民主的新聞環境與制度、

具有功能的社群及家庭關係、利他主義、工作倫理等。 

研究者針對正向心理學三大核心內涵--正向情緒、正向特質、正向組織，以

圖 1 來說明其間關係，如圖 1 所示。在正向心理學三大中心主題，其中兩兩主題

都會有相互交集情況出現。三者呈現彼此影響關連的辯證關係。以校園為例，若

能建立一個充滿友善、尊重、關懷、活潑、創意的學習環境，在此正向組織的支

持環境中，更能發激發學生長處與美德正向的發揮，帶來更多的正向情緒，促進

學生學習與發展；帶來更多正面能量與氛圍，回饋於校園組織中。如此產生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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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螺旋的辯證關係，甚至三大主題同時存在的情景出現，表示在正向組織的環

境中，發展正向特質且激發正向情緒-這是最佳的情況，可以協助學生增加挫折

容忍力，克服困境，激發內在動力，追求健康美好的人生（郭淑珍，2010）。 

 

圖 1 正向心理學的內涵(郭淑珍，2010) 

 

三、正向青少年發展(PYD) 

    隨著正向心理運動的興起，這股風潮也開始關注青少年的正向發展，以下將

介紹說明正向青少年發展的內涵、青少年發展性資產概念及 PYD 發展目標-5 個

素質(5Cs)。 

(一)正向青少年發展內涵(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簡稱 PYD ) 

    正向青少年發展是由 Benson(1990)率先提出，緣起於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它和正向心理學許多概念性的原則相似，PYD 理論的哲學的假定:

「若青少年能與人們及其所處社會世界的機構，擁有一個互惠互利的關係。這些

青少年就會走在充滿希望未來的人生道路上，並能夠對自己、家庭、社區和公民

社會做出貢獻」(Wikiversity: PYD, n.d.)。 

    在過去，看待青少年發展議題，比較從青少年脫序破壞性的行為、學習的困

難、心理失調、網路成癮、校園暴力等『病態模式』來看待青少年的議題與現象。

此一病理缺損的模式長期的影響與青少年有關的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公共

衛生等領域的研究方向、相關政策與實務工作，著重於青少年風險問題的評量與

介入。 

正向情緒

正向
組織

正向
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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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D 理論強調看重青少年的優勢、能力與潛質，試圖探索青少年的天賦、

強項、興趣和將來潛能。它翻轉過去從青少年發展歷程充滿壓力風暴與成長問題

的病理缺損觀點，取而代之的是把青少年視為一種資源，是一個需要被發展的資

源。（Bowers et al., 2010; King et al., 2005;Lerner et al., 2009; Roth & Brooks-Gunn, 

2003）。 

    青少年正向發展假定每個人都有正向改變的能力和潛力，而改變的關鍵為

是否能提供適當的引導與合適的環境 (Holt & Jones, 2008)，它亦是一種幫助兒童

與青少年學習個人與社會技能，使其克服困難、適應社會、發展幸福人生的概念 

(Goudas, Dermitzaki, Leondari, & Danish, 2002; Holt & Jones, 2008) 

    綜合上述，正向青少年發展的內涵，不同於過去將青少年視為脫序、失控 

的狂飆階段，而是以正向積極的態度，將青少年視為一種有待開發的資產， 

透過適時的引導與正向的環境，青少年都能度過青春期的風暴，成為對社會 

有所貢獻的個體。 

(二)青少年發展性資產（developmental assets） 

從正向發展的觀點來看，青少年成長過程沒有問題，並不表示青少年能健康

成長和有足夠的準備進入成年階段。雖然減少或降低青少年生活的問題是重要

的，但與其關注如何降低或減少青少年生活所碰到的問題困境，不如更積極的去

增強發掘青少年的優勢能力、正向特質與正向經驗更為重要。因此，近年來，相

關的學者們開始聚焦於青少年的優勢，以正面積極的方式研究促進青少年健康成

長與發展的脈絡因子，因此提出「青少年發展性資產」概念，來增進青少年的正

向發展。 

    此一概念最早來自 1990 年代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個非營利組織 Search Institute

所提出。Search Institute 在「The Troubled Journey: A Portrait of 6th -12th Grade Youth」

的研究報告中，首先提出三十種青少年發展所需要的資產。爾後在 Search Institute 

於 1996~1997 年的擴大研究中，提出 40 項發展性資產，將其視為是協助青少年

發展健康身心、承擔責任、同時增加在學校、人際和生活上獲得成功的可能性，

是協助青少年邁向積極人生的穩固基石。 

    發展性資產能提供積極正向經驗，去幫助孩子們訂定目標，培養人際關係、

獲得機會與自我肯定的能力，並協助他們學會如何做出正確選擇，使其發展成為

健康。有愛心、具良好價值觀且負責任的成年人(Benson,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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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40 項發展性資產是奠基於科學性的研究，它提供正向的經驗與品質，協

助青少年能做出更健康的決定，保護青少年免於高風險行為並且幫助他們成為更

健康、更有生產力及成為負責任的成年人(Wikiversity:40 Developmental Assets , 

n.d.)。 

    青少年發展性資產可以區分成內在資產（ internal assets）以及外在資產

（external assets）兩大範疇，八個類別、40 項資產，其各種名稱及定義如下，參

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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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earch Institute(2012)四十項增進青少年正向發展資產定義與架構 

20種外在資產 各項名稱與定義 

一、支持 

(support) 

1.家庭支持：家庭生活提供支持與關愛。 

2.正向的家庭溝通：能建立親子間的正向溝通，並且青少年願意尋

求父母的意見與諮詢。 

3.與其它成人的關係：除父母外，青少年能接受另外 三位或更多成

年人的意見。 

4.關懷的鄰居：擁有互相關懷、照顧的鄰居。 

5.關懷的學校氣氛：學校提供關懷、激勵的環境。 

6.父母的學校參與：父母主動參與，協助青少年在校獲得成功。 

二、賦權 

(empowerment) 

7.重視青少年的社區：在社區的青少年能感受到成人對他(她)的重

視。 

8.青少年被視為資源：青少年在社區中被賦與重要的角色。 

9.服務他人：青少年服務社區每週至少一小時或更多。 

10.安全：青少年在家中、學校、社區都能感到安全。 

三、界線與期望 

(boundaries and 

expectations) 

11.家庭的界線：家庭有清楚的行為規範和行為後果，並能掌握青少

年的行蹤。 

12.學校的界線：學校提供清楚的規定和行為後果。 

13.鄰居界線：鄰居能負起責任，掌握青少年的行為。 

14.成人角色楷模：父母與其它成人提供正向、負責任的楷模。 

15.正向的同儕影響：青少年的好友能提供正向負責行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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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高度期望：雙親與師長鼓勵青少年把事情做好。 

四、善用時間 

(constructive use 

of time) 

17.創造性活動：青少年投入在課業、音樂、戲劇或其它藝術上，至

少每週花三小時以上的時間。 

18.青少年方案：青少年投入於體育活動、社團或其他學校及社區

組，至少每週花三小時以上的時間。 

19.宗教性社區：青少年每週花至少一小時以上於宗教組織的活  

動。 

20.在家時間：青少年每週低於兩次與朋友無所事事的外出。 

20種內在資產 各項名稱與定義 

五、學習投入 

(commitment 

to learning ) 

21.成就動機：青少年在學校中有表現良好的動機。 

22.學校參與：青少年主動參與學習。 

23.家庭功課：青少年每日放學後，至少花一小時做功課。 

24.與學校之連結：青少年關心其學校。 

25.為樂趣而閱讀：青少年每週因樂趣而閱讀至少三小時以上。 

六、正向價值觀 

(positive values) 

26.關懷：青少年重視利他助人價值。 

27.公平與社會正義：青少年看重公平的促進及減少飢餓與貧

窮等社會議題的價值。 

28.正直：青少年能依信念而行動，捍衛自身信仰。 

29.誠實：青少年即使不易，也儘可能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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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青少年擁有的發展性資產越多，其朝正向發展的可能性越高，同時

在酒精濫用、自殺、暴力等危險行為的可能性也越低（Benson, Scales, Leffert, & 

Roehlkepartain, 1999）。該研究進一步指出，越是脆弱狀態者，越能夠從發展性

資產中得到益處，換言之，發展性資產對處於不利發展狀態的人，保護力量愈大。

同樣處於發展不利狀態下的青少年，擁有較高資產，比相對擁有較低資產的青少

年，更容易去拒絕避開危險性的行為。 

發展性資產也能提供青少年面對危險及挑戰時的正向協助。主要有三項因

子:(一)保護因子：幫助青少年預防高危險行為（二）加強因子：增加良好行為的

可能性；（三）復原力因子：發展中負面因素會阻礙青少年正向發展，然而發展

性資產能協助青少年減少這些因素的影響力(許惠慈，2004)   

另外，發展性資產對青少年可以提升其學業成就、減少負向行為、激勵展能

30.負責任：青少年能接受承擔個人責任。 

31.克制：青少年認同不從事性行為，或不使用酒精、毒品的

重要性。 

七、社交能力 

(social 

competencies) 

32.計畫與決定：青少年知道如何事前計畫與做決定。 

33.人際能力：青少年具有同理心、敏感度和友誼技巧。 

34.文化能力：青少年知道如何與不同文化、種族、民族背景

的人相處。 

35.拒絕的技巧：青少年能拒絕負面的同儕壓力和危險的情況。 

36.和平地衝突解決：青少年能尋求用非暴力方式解決衝突。 

八、自我肯定 

(positive identity) 

37.個人力量：青少年感覺能控制發生於自己身上的事件。 

38.自尊：青少年自陳能有高度自尊。 

39.目標感：青少年認為自己有生活的目標。 

40.個人未來:青少年對未來抱持樂觀 



 

27 
 

昂揚(thriving)、促進品德發展、強化公民社會、促進身心健康等正向的影響（黃

德祥、謝龍卿，2006） 

綜合上述，擁有越多發展性資產的青少年，越能減少其負向行為，越能增進

正向積極發展的可能性。包括提升學課業表現、抵抗預防高風險行為(如暴力、

逃學、酗酒、吸毒、加入幫派等)、促進身心健康、延遲滿足、克服逆境等，幫

助青少年度過狂飆期的風暴，邁向持續成長的成年期。 

(三)PYD 的發展目標—五個素質(5Cs) 

正向青少年發展的首要目標是達成五個素質(5Cs)。即是將青少年培養為有能

力(compentence)、有自信(confidence)、有良好品格(character)、善於社會溝通連結

(connection)及富有愛心及熱情(compassion)能夠關心(caring)他人的個體。此乃

Lerner 等人(2005)提出正向青少年發展的五項內涵(5Cs)。五個素質內涵，請參見

表 3。 

Lerner 等人（2003）、Lerner 與 Steinberg（2004）聲稱「五個Ｃ」能揭示青

少年正向發展的楷模樣貌，浮現青少年生活發展之新指標。 

綜合上述，當青少年愈來愈能精熟這五個特質，則表示青少年的健康發展愈

好，其正向發展的程度愈高，愈能增進個人整體生活品質，也能避開生活中碰到

的風險與問題，建構一個有正向意義的未來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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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PYD 的發展目標—五個素質(Five Cs):張玉玲(2013) 

能力（competence） 

指個體對自我在重要特定的領域（社會、學業、認知、

工作）的行為具有能力且有正向的觀感，如社會能力

和個體具有衝突解決的人際技能有關；認知能力和做

決定的認知能力有關；學校成績、出席率和學業能力

有關；工作興趣、生涯選擇探索、企業家精神和職業

能力有關。 

自信（confidence） 
指個體對自我（包括外表）持有內在、持久的正向自

我認同與自我價值的感覺，具自我導向。 

社會連結（connection） 
指與他人或組織具有正向的連結，個體與同儕、家

庭、學校、及社區具有雙向的交流，關係彼此互惠。 

品行（character） 

指個體能尊重社會文化規範、尊重多元種族文化，擁

有正確行為的準則，有是非感或道德良心感，正直

（integrity）。 

關心/熱情 

（caring/compassion） 

指個體對他人處境的同情（ sympathy ）與同理

（empathy）。 

 

四、正向心理學復原力相關研究 

復原力(resilience)是正向心理學研究的重要議題，隨著後現代思潮的興起，

對助人工作哲學觀產生巨大的影響，從過去現代主義以「問題解決導向」的機械

式思維觀點，慢慢走向去中心化，賦權於每個人都是「自己問題的專家」，擁有

自身的優勢與能力，能解決自己的困境與問題(許維素，1998)。1970 年優勢理論

觀點興起，認為人都具有復原的能力，助人工作應著重尋找當事人的「優勢」而

非「問題」(Saleebey,2002)。簡言之，在此思潮的脈絡下，助人工作已從問題解

決的病理取向，轉向至每個人都有能力、有優勢、能成為自己問題專家的復原力

取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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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欲探索弱勢家庭青少年之正向經驗，弱勢家庭成長的青少年經常面對

多重不利的因素，如失親、貧窮、暴力、疾病、突來的人生重大變故等。但是，

同樣成長於弱勢家庭的孩子，仍有些青少年面對生命的逆境與生活中嚴峻的挑

戰，即便個體經歷重大的負面事件，面臨適應或發展方面的重大威脅，仍能克服

困境、轉化壓力成為前進成長的力量，並發展良好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甚至超

越原本的身心狀態持續的正向成長，就必須認識「平凡人的神奇力量」--復原力。

本節將介紹復原力的發展背景、定義、及復原力的展現。茲分述如下: 

(一)復原力的發展背景與定義 

(1)復原力的發展背景 

復原力(resilience)其拉丁字源(resilio)，意即是「彈回來」(to leap back)之意。

在牛津字典的定義是指物體被彎曲、輾壓、拉伸後能夠回到原有外形與狀態的一

種能力。也亦指人們在逆境之中，能儘速恢復的能力(Soanes & Stevenson,2003)。 

復原力的概念來自精神醫學與心理諮商，回顧其發展的歷史有三個階段，第

一階段始於 1970 年代，研究著重於了解確認復原力的內涵，包含危險因子與保

護因子的探討，復原力被視為是一種正向適應的「結果」。第二階段從 1980 年

代開始，側重研究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的作用機制來解釋探討復原力產生的過

程，復原力被視為強化保護因子，作為調適逆境的「過程」。近年來，復原力第

三階段的研究，在後實証主義哲學的影響下，被認為是人與其生態系統互動後，

可被孕育培養啟發的力量(Jew, Green, & Kroger,1999; Luther, Cicchetti, & Becker, 

2000;Masten, 2004; Richardson, 2002)。強調透過發展介入的作為，能夠提升強化個

人的復原力。 

綜合上述，復原力的演進歷程從早期被視為一種正向適應的「結果」、中期

被視為調適逆境的「過程」、到近來倡導將復原力「人與環境動態互動的過程」，

其內涵層面雖然不同，但卻顯示復原力不會隨時空的變異，仍具有「社會適應能

力」的相同處（陳金彌、陳月枝，2007）。 

(2)復原力的定義 

何謂復原力?Dyer and McGuinness(1996)認為復原力是個體從逆境反彈，持續

其生活，深受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影響的動態歷程。復原力是個體處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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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環境或經歷挫敗事件，能運用自身所擁有的內外在資源突破困境的一種成功適

應的能力(Egeland, B., E. Carlson & L.A.Sroufe,1993)。張昀、謝智謀(2009）則指出

復原力就是當我們面對挑戰、困境或是極為威脅之環境時，仍然能夠成功適應之

過程或能力。 

Bannink(2014)主張復原力是人們利用自身優勢能力去克服逆境、適應挑戰的

心理歷程，也是維繫幸福的重要元素。 

簡言之，復原力是一個複雜的概念。有學者視它為一種能從困境迅速恢復和

正向調適的能力。有學者將復原力當作對困境的正向適應歷程，也有學者將復原

力看作是克服困境後所產生的正向改變(陽毅、歐陽娜，2006)。韓佩凌、陳柏霖

(2017)回顧相關文獻後，歸納復原力的定義可分為三類: 

(a)抵抗型復原力(resistance resilience) 

視復原力為「一種終身發展的能力或過程」，尤其當人們碰到逆境、壓力、

挫敗，能依自身優勢能力讓自己維持穩定。 

      (b)恢復型復原力(recovery resilience) 

是一種適應(adaption)的概念，指個體能回復至逆境發生後，原本的身心狀態。 

(c)重制型復原力(reconfiguration resilience) 

是一種創傷後成長(post traumatic growth,PTG)的概念(Ivtzan, Lomas, Hefferon & 

Worth, 2016)，即個體在面對生命的風雨後，呈顯正向改變成長的狀態。 

綜合上述，復原力的共通概念是「回復」(recovery)，即個體面對逆境時，有

能力回到原本的身心狀態。而 PTG 是個體面對重大負向事件，超越原本身心狀

態，並產生更好的正向改變。 

另外，常心怡與宋麗玉(2007)認為復原力一詞具有極高的「包容力」，需整

合發展、心理、教育、社工，甚至涉及哲學、生物醫學等範疇，研究者將依社工、

心理輔導、教育、醫學四個研究領域，歸納整理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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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復原力的定義與概念(常欣怡、宋麗玉，2007) 

研究領域 復原力的定義與概念 

社工 

復原力是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所展現的動態過程，是一個發展與適

應的持續歷程，而不是最後的結果(William,2003)。 

 

Fraser et al.(1999)認為復原力需從生態系統來看，即個體於不利危及

環境下，相互影響且成功適應的動態建構過程。 

心理輔導 

Rutter(1999)認為復原力是個體經歷危險後仍能持續維持健康功能的

適應歷程，強調復原力的「過程性」。個體於不同危機情境產生的

復原力結果不盡相同，其增加或改變，是個體如何與環進進行互動。 

 

蕭文(1999)將復原力視為個體所具有或學習得到的行為或特質，能

使個體在危險情境，不受挫折、壓力影響，具有保護個人的功能，

且發展出因應行為的動力過程。 

教育 

Luther et al.(2000)提出復原力是個體於重大災難與困境中正向適應

(positive adaptation)的動力過程。包含兩要件: 

(1)個體需曝露於嚴重威脅與重大災案中。 

(2)儘管在發展過程中面對重大衝擊，仍能展現正向調適。 

醫學 

Olsson et al.(2003)形容復原力是個體具有能成功適應環境改變的彈

性能力。 

 

Bonanno(2004)則認為復原力是一種穩定平衡狀態的能力，在發展的

文獻中，復原力常用「保護因子」來討論，保護因子是個體於不良

生活環境中，能協助個體降低惡劣生活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並

成功適應生活中的挑戰及威脅。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復原力是一個複雜且具包容力的概念，它可以被視為個

體擁有的潛能或特質，在個人經歷不利威脅的生活環境下，此特質或潛能與環境

的動態互動中，協助個體發展出正向適應及因應的能力，維持穩定的身心健康功

能。故研究者認為辨識復原力的概念，可歸納如下三點: 

1、 個體經歷重大的逆境事件 

弱勢家庭青少年常因缺乏資源，可能遭逢暴力、貧窮、疾病、失親等負向事

件，對其身心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若處於逆境的弱勢家庭青少年，仍能維持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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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身心健康、正向適應，則為復原力的展現。若缺乏處於困境的條件，則視為是

個人成長(曾文志，2005)。 

2、 是個體與環境互動發展的動態歷程 

復原力概念是個人與環境兩者相互影響達成平衡的動態歷程，而不僅僅只限

於個人特質(常欣怡、宋麗玉，2007)，換言之，對弱勢家庭的青少年而言，復原

力的展現，是個體與其所處環境，如同儕、家庭、班級、學校、社區等動態互動

的調適歷程。 

3、 個體呈顯發展出正向適應結果 

復原力可以協助個體處於逆境時，發展面對挑戰的內在能量，於壓力之下，

展現韌性，呈顯正向適應的結果。莫黎黎（1997）指出展現復原力有兩種方式(1)

展現抵抗力，即面對壓力時能保持身心的穩定;(2)呈現積極的生活態度，即處於

逆境中仍能積極經營生活。 

(二)復原力的展現 

復原力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歷程，涉及「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之間的

交互影響。危險因子是指生活發生的重大事件(如:離婚、犯罪)、特定壓力源(如:

長期生病)及多重危險的匯集(如:貧窮)，而保護因子則是指個體擁有的優勢能力

與正向特質(如:勇氣、樂觀)及正向環境所提供的各種資源與協助等。(王淑棻，

2011)。復原力的展現取決於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間的抗衡。個體擁有的保護因

子越多，危險因子越少，則個體抵禦外在危機風險展現的復原力機率則越高(Rew 

& Horner,2003)。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兩者能否達成平衡，也會受到事件發生的時

間、頻率、嚴重程度等影響，若兩者不能達成平衡，就會形成危機事件(高佩鈺、

林杏足，2004)。 

當青少年暴露於危險因子遇到危機時，如何成功適應展現其復原力，關鍵就

在保護因子所發揮的影響。張淑慧(2007)綜合國內外青少年復原力的研究，歸納

出內在保護因子與外在環境保護因子，保護因子越多，越能提升復原力，藉由內、

外兩種保護因子的交互作用，更能看到復原力的展現。 

(1)內在保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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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生理、心理因素:如好的人格特質、智力、內控人格、自我概念、自我

效能、具現實感、幽默感、有自尊及自制力、目標任務導向、社交技巧、問題解

決、情緒管理的能力等。 

(2)外在環境保護因子 

    涵蓋家庭、學校、社會等面向:如家庭凝聚力、依附關係、正向的學習模範、

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學校提供的關懷、支持的師生關係、成功的學習經驗、相

信正向的社會規範等。 

    常欣怡、宋麗玉(2007)綜合青少年復原力相關文獻，也得到類似的結果，他

們將保護因子區分為個人層次與外在支援系統層次。 

(a) 個人層次: 

指個體在環境中的特質與態度，及個人面對變化的因應能力，如:抱持對生命

的樂觀、獨立、問題解決及調節負向情緒的能力、社交能力、同理的能力、

控制衝動、未來導向、適應力、承擔個人責任等。 

(b) 外在支援系統層次: 

是指個人擁有的外在資源，及其個人如何看待外在環境的影響，如:溫暖的親

子關係、社會支持的網絡、家庭的凝聚力、學校師長提供的關懷與支持的信

任關係、學習成功的經驗、安全社區環境等。 

    綜合上述，青少年面對危機展現其復原的歷程中，仍可看到一些共同的保護

因子，在個人或內在層面如問題因應解決的能力、生活具有目標、社交能力等特

質。在外在支援或環境保護層面如溫暖的親子關係、友善信任的師生關係、成功

的學習經驗等。這些保護因子能協助青少年面對逆境或威脅時，減緩其所帶來的

負面衝擊，甚至帶領青少年在生活適應上能活出更積極正向的結果。 

五、我國正向心理學研究現況 

研究者以「正向心理學」關鍵字查閱國內碩博士論文相關研究發現，從

2003(民 92 年)至 2018(民 107 年)共有 43 篇碩博士論文，其中博士論文有 5 篇，碩

士論文有 38 篇。以研究相關主題來分類，與教育輔導相關研究共有 35 篇。佔整



 

34 
 

體研究的 81.3%。企業工商/組織行為相關主題共有 4 篇，約佔 9.3%。資訊科技

應用相關主題 4 篇，佔整體研究 9.3%。 

若從研究法來看，採量化實徵取向的有 19 篇，質性量化研究並行有 5 篇，

採質性研究的有 15 篇，採人文研究(電影文本分析)有 2 篇。 

若從民國 92 年至 107 年，以五年為一個週期，可以發現民國 92-96 年共有 5

篇，民國 97-101 年有 17 篇，民國 102-107 年有 21 篇。 

    綜合上述，研究者進一步歸納，在正向心理學議題中，國內的研究主題可以

發現仍以教育課程及諮商輔導領域為主流，佔整體研究的 81.3%。研究方法的部

分，仍以實徵量化研究為多數，但以質性研究為方法的論文，也有愈來愈多的趨

勢，若從研究的時間趨勢來看，近五年(102-107 年)正向心理學的相關研究(共 21

篇)，幾乎為前 10 年的數量(共 22 篇)總額，此一趨勢顯示，對國內正向心理學的

相研究，逐步越來越受到重視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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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弱勢家庭青少年成長於不利環境，面對來自生活各面向的種

種挑戰，其個人主觀的正向經驗與感受，故以質性方法作為研究取向。本研究以

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蒐集資料，運用詮釋現象學為視框，採主題分析為方法探究

弱勢家庭青少年之正向經驗，詮釋其生命意涵與意義脈絡。本章將進一步說明「研

究取向與方法」、「研究參與者」、「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資料分析」、

「研究倫理與嚴謹度」。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取向與方法 

研 究 是 使 用 科 學 的 方 法 將 問 題 或 想 法 轉 化 為 科 學 知 識 的 過 程

(Neuman,2006)。而欲解答的研究問題須找到合適相應的研究派典。本研究的目的

是想深入探求了解弱勢家庭青少年，其主體經驗者經歷的正向經驗內涵為何?他

們自身如何去詮釋這些經驗?如何建構其所生活的社會世界?屬發現探索性研

究，故以質性研究為派典作為此一研究的取向。 

Husserl 的現象學為我們揭露意識之外，沒有所謂的真實，意識是唯一的真

實。而我們所能認識的世界，是由能思(noesis)的主體出發指向所思(noema)客體的

意向性世界。人並不是活在一個客觀的物質世界，而是活在人類主體主觀賦予意

義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這裡面有人的關心、焦慮、行動、賦予生命意義建構

的過程。而質性研究的方法如現象學（phenomenology）、詮釋學（hermeneutics）、

詮釋現象學(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等，特別關注人們的主觀意義，試圖進入

人們的世界，以瞭解人們如何建構和如何解釋他們日常生活經驗的意義，藉以揭

露現象背後的存有(being)，並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互為主體理解-詮釋-循環過程

中，達到視域的交融，其最後研究的成果，往往能使讀者有身歷其境的體會。 

本研究的目的是想深入探討弱勢家庭青少年其所生活置身的存在處境、主體

經驗者經歷的正向經驗及面對不利環境仍有突破前進動力的內涵為何?這些經驗

都深具個人主觀體驗的獨特性(uniqueness)，因此本研究將運用 Heidegger 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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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對研究參與者的文本進行「整體-部分-整體」之詮釋循環分析，並以「主

題分析」方法(Thematic Analysis)來分析文本資料。 

主題分析法的目的在於「發現蘊含於文本中的主題，以及發覺主題命名中語

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意義內涵之過程」（高淑清，2008）。此處的「主題」代表

文本中經常出現的元素，包括主張、慣用語或情境脈絡下的意義等 (Van 

Manen,1997)。換言之，在我們研究過程中，有些特定經驗現象不斷在我們收集的

訪談文本重複出現，且具有共通性，此就是我們欲探尋的共同主題。 

主題分析也是一種看見的方式(a way of seeing)，一種理出感覺使道理顯現(a 

way of making sense)，運用系統步驟觀察情境脈絡、文化或互動關係的訊息分析

方式(Boyatzis,1998)。它以歸納分析方法作為學理基礎，強調的是發現取向的開放

編碼，試圖找出現象的意義，並詮釋此現象如何被經驗(Van Manen,1997)。主題

分析法針對瑣碎、雜亂無章的訪談文本資料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試圖從這些零碎

看似南轅北轍的素材抽絲剝繭，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以主題的方式

呈現，用來幫助解釋文本所蘊含的深層意義(高淑清，2001)。簡言之，「主題分

析」是要從文本的書面敘說資料中去尋找共同主題，並用最貼切的言語來捕捉這

些共通主題的意義(Barritt,Beekman,Bleeker & Mulderij,1984)。「主題分析」即是將

這些主題再現的過程。 

整個主題分析法是基於「整體—部分—整體」(圖 2)的過程來回於文本與詮

釋之間進行詮釋循環。所謂詮釋循環是指在了解一個對象時，全是要藉著整體去

把握了解部分，也要藉著部份去了解整體，整體的精神透過個體被發掘，而個體

則通過整體理解、整體也通過個體的內在和諧得到理解。因此詮釋是從整體到部

分，部分到整體的循環過程中，透過「整體-部份」的過程來回於文本的理解與

詮釋之間，當整體與各部分的意義能夠相互和諧融貫，則詮釋可被理解（高淑清，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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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詮釋螺旋、詮釋循環與主題分析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 高淑清(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P.166 

 

本研究以高淑清(2008)提出的主題分析步驟來進行(參見圖 3)，依序為敘說文

本的逐字抄謄、文本的整體閱讀(整體)、發現事件與視框之脈絡(部分)、再次整

體閱讀文本(整體)、分析經驗結構與意義再建構(部分)、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整

體)、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等七步驟，反覆進行「整體-部分-整體」詮釋循環的

文本閱讀，透過逐字稿的抄謄、編碼、劃記、意義單元的命名，最後確認共同主

題，以此探究分析弱勢家庭青少年正向經驗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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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主題分析流程 

資料來源: 高淑清(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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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一) 本研究探討弱勢家庭青少年之正向經驗，是故採「立意取樣」 

本研究的參與者共有三位。均為在 2019 年國高中階段獲頒總統教育獎的青

少年得主。研究者透過管道，尋找合適的受訪名單，先以電話聯繫加上親自拜訪，

再私下邀約並說明研究的目的與方向後，皆已獲得受訪對象及法定代理人的同

意，自願參與研究訪談。 

這三位得獎時的青少年年齡都介於 15-18 歲之間，兩位女性，一位男性。其

成長背景有年幼時即遭逢家庭重大變故、隔代教養、外籍配偶家庭、或政府認定

經濟匱乏低收的家庭，皆來自於弱勢的成長環境。 

由於研究對象均為未成年之青少年，除得到受訪者之意願外，還需獲得法定

代理人或監護人之同意，研究者會詳細告知並解釋研究動機、目的與有關訪談的

過程細節，遵守研究倫理分際，研究對象均以化名方式呈現來確保其隱私權。本

研究採深度訪談，以如下為研究取樣條件。 

(二)研究取樣條件 

(1)國高中求學階段獲頒總統教育獎。(總統教育獎相關資料見附件三 ) 

(2)得到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3)具一定表達能力，須能清楚陳述其生命經驗歷程者。 

研究場域之選定，以受訪者感覺到安全自在為首要考量。此外，研究者也需

注意進行訪談時，是否易受到干擾，造成訪談內容的疏漏。 

(三)三位總統教育獎得主基本概述，其基本資料參見(表 5): 

(1)研究對象 A，男性，90 年次。2019 年高中組總統教育獎得主，目前就讀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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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二年級的學生。 

    第一次見到 A，是想詢問他是否願意成為本研究論文的訪談對象，那是在落

雨的梅雨時節，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結實的體格內似乎蘊含著一股堅定的力量，

話不多的他，帶著靦腆的笑容，似乎在掩飾初次見面的焦慮與不安。 

    第二次見面，是約在 A 目前居住的家中，進行第一次正式的約訪。A 熱切的

就站在門口招呼，還看得到門邊張貼著地方首長慶賀獲獎的紅帖。一踏入屋內，

印入眼前景象立即衝擊著我的認知與感受，油膩的地板，空氣中散發著拾荒物品

成年堆積的酸腐味，還不時有不明飛行物時時刻刻在身旁招呼你，小小的空間隔

成幾間閣樓房間，沒有睡床，長輩睡樓上，孩子就睡在樓下唯一的房間，每個晚

上，兄弟姐妹好幾個人就擠在棉被與衣物凌亂相互交疊的地板上，等待天明。露

天的廚房，雨水就從遮雨篷的裂縫滴滴答答的落著，配合著阿嬤蹲在地上的切菜

聲，沒有悠然自得的寫意，敲打著只求簡單溫飽的節奏。我的尷尬和 A 的自在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頓時的我，內心充斥著自慚形穢的複雜心情，有想立刻衝出

門口的衝動。 

    A 從小一家人就在父親酗酒暴力的陰影下度過搬家躲藏的童年，雙親離異

後，由母親一肩扛起照顧 7 個小孩的經濟壓力，長年的積勞、壓力與過去沉重的

經驗，有憂鬱病史的母親，在 A 升國一的暑假選擇放棄了自己。家裡最重要的

支柱垮了，卻沒有沖散這個不斷被命運考驗的家庭，A 帶著母親生前希望一家人

不要分開的盼望，期許能透過自己不斷的努力，買一棟房子，讓兄弟姊妹們都能

有一個可以回家的窩，無須再寄人籬下分散各地。 

    從小就獨立打理自己生活、學習、訓練的 A，即便面臨著現實的經濟壓力、

失親的過往經驗、訓練時的孤獨與茫然，A 淡然地分享著，即便身心再怎麼疲憊，

喜愛跑步的他，可以讓他暫時忘卻這些壓力與煩惱，偶爾仰望天空，就會覺得天

空這麼美麗，我的未來應該也可以更美麗。 

(2)研究對象 B，女性，92 年次。2019 年國中組總統教育獎得主，目前就讀某高

中二年級的學生。 

  高高的個頭，靈活的眼眸，言談間不時帶著開朗的微笑，彷彿全身的細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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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了能量，很難不被她樂觀爽朗的性格吸引，她不是原住民，卻是住在南投偏

鄉某原住民部落的 B。 

    自幼父母離異，媽媽就此離家，父親不久後也因毒品入獄服刑。家中經濟主

要依靠伯公剪檳榔的收入維持，三個姊妹由高齡 80 幾歲的曾祖母獨自帶大，上

了年紀的曾祖母有時也會帶著年幼的 B 去撿回收物來貼補家用，雖然 B 就學期

間的學習費用都有學校提供補助，但也常常看到伯公為錢而煩惱，低聲下氣借錢

的身影，及親友態度帶著揶揄的口吻，雖然從不曾餓過肚子，飯桌上的菜色總是

有限，若真的沒飯吃，還有伯公隨時準備好的泡麵果腹，喜歡泡麵的 B 笑著分

享。 

    貧窮的味道就像泡麵一樣，無法為這個家增添養分，卻充滿著各種濃郁卻帶

著苦澀的生命滋味。 

    上天似乎也為這個弱勢的家庭開了一扇窗，一路上為 B 安排許多生命的貴

人，B 肯吃苦，肯努力，緊握著命運提供的機會，感念一路走來許多協助她成長

的人們，希望能以她的故事激勵那些在生命幽谷擺盪的青年學子，練空手道的

B，誓言為自己踢出一道生命的虹彩，更為辛勞養育她長大曾祖母的驕傲與期待

而戰。 

(3)研究對象 C，女性，92 年次。2019 年國中組總統教育獎得主，目前就讀某專 

科學校二年級的學生。 

    她的童年、生活與學習都在山上度過的，個頭不高，嬌小的身軀，配上清湯

掛麵的頭髮，質樸的氣質，走在路上，你幾乎不會留意她的存在，看似弱不經風，

卻已挺過一般青少年不會碰到的人生際遇。 

  小二時，父親就因中風延誤就醫而變成植物人，身為外配的母親，靠著自己

的勤奮，克服總總在異鄉的挑戰，和婆婆兩人努力撐起這個家庭。 

  在爸爸缺席的日子裡，C 從小就被母親要求幫忙做許多家事，在那個愛玩的

年紀，就算有滿腹委屈也只能往肚子裡吞，奶奶也不時提醒著 C，事情就是要好

好地做。也許是這樣的要求與訓練，造就她獨立、負責、踏實的性格，碰到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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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和挑戰，就像做家務一樣，按部就班，一步一腳印，終究會完成。相較於同齡

的孩子，C 說話的方式，總多了一份內斂與沉穩。 

當前的目標，就是努力完成學業，考上證照，希望找到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

讓媽媽不用再那麼辛苦。從小就有耳疾的她，克服聽力的殘缺，成為校內管樂團

的一員，也和大家一起征戰數個音樂競賽的舞台。現在的 C，帶著為自己規劃的

藍圖，正努力為自己的未來，譜出一首動人美妙的生命音符。 

表 5 三位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三位研究參與者代號  A B C 

性別 男 女 女 

年齡 90 年次 92 年次 92 年次 

就讀年級 大學二年級 高中二年級 五專二年級 

家庭背景 失親、低收 隔代教養、低收 新住民、低收 

獲總統教育獎年限 2019 年高中組 2019 年國中組 2019 年國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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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依據研究理念與目的，質性研究以深度訪談方式，探究受訪者正向經驗之生

命歷程。以下就質性研究工具說明如下: 

一、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以現象學為哲學基礎，試圖透過描述去更貼近當事人的生活世界，

換言之，了解別人的最佳途徑，就是去了解當事人的世界觀，設身處地的以他(她)

的眼光來看他(她)的世界。藉由當事人主觀的經驗作為建立知識的基礎。本研

究，試圖瞭解弱勢家庭青少年，在其成長背景過程中，面對艱困的生命挑戰，在

此一獨特的存在處境下，其內在重大轉折事件、成長動力，與其成長階段之正向

經驗等議題，據此本研究質化研究工具如下: 

(一)研究者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即為重要的研究工具，其所受的訓練與使用的訪談技

巧，不時影響著受訪者所陳述之過往經歷，也影響研究者能否掌握研究過程中重

要命題。 

    研究者目前為生死學系碩士專班學生，除了生死議題的專業課程外，也上過

許多諮商輔導等心理課程，先前也接受台北馬偕醫院平安線協談志工的訓練，成

績合格，擔任過一年的線上電話協談志工，具備一定人際互動的訪談能力。此外，

研究者現職在國中任教，有 12 年擔任班級導師的資歷，每天都直接面對處理青

少年碰到學習、生活、人際各方面的挑戰與問題。對於國中階段青春期孩子的身

心狀況，有一定的掌握與理解，具備心理學與社會研究科學之理論與實務經驗，

並能在訪談中運用心理學研究之專業。論文初審前，研究者也做過一個初步的前

導研究，訪談的對象是獲本校推薦總統教育獎九年級的男同學。在跌跌撞撞的訪

談過程，獲致如下幾點反思結論: 

    (1)初步前導研究的訪談大綱，其針對訪談對象所提出的訪談問題，邏輯組織

的關聯性不夠，未能扣緊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正式研究的訪談大綱有待

進一步修正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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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對象回應的內容，過於零碎、斷裂與簡短，無法得到研究對象更豐富

的生命經驗，也使得到的經驗文本顯得薄弱與不足。此初步前導研究的經驗，也

提醒研究者在訪談時，需要更覺察並提醒自己提問時使用的語句，是否貼近青少

年的理解，也要避免過於封閉式的提問姿態，適切的舉例引導，使研究對象更願

意分享自己獨特的生命經驗，在正式研究訪談時，能收集得到更豐富的文本資料。 

(二)研究參與同意書(附件一) 

    為確保研究倫理，研究者在研究之前會詳述告知研究參與者的權益，並於深

度訪談時，進行口頭以及書面的知後同意，在與研究參與者充份說明且獲得同意

後，雙方共同簽署研究參與同意書。 

(三)訪談大綱(附件二) 

    由於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方式取得研究資料，故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有助於

聚焦本研究之方向。在研究開始前，係以閱讀文獻方式整理出弱勢家庭青少年可

能經歷之難題，並與指導教授和研究同儕小組討論形成研究的初次訪談，並在後

續訪談中逐次依據前次訪談所蒐集到的資料個別化的調整，以期望能獲得回答研

究者問題之目的。 

(四)其他研究工具 

    包含訪談過程中的錄音機、錄影設備、隨身電腦與書寫工具，以便訪談過程

中資料蒐集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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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圖 4 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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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係針對弱勢家庭青少年其正向經驗之探究，正式分析參照高淑

清(2001)詮釋現象學「整體-部分-整體」的循環架構進行主題分析的流程與步驟。

分述如下: 

(一) 首先尋求符合本研究所設定條件者，作為深度訪談邀請之對象，進行後

續深度訪談。 

(二) 依訪談大綱收集文本內容，將蒐集到的訪談內容謄寫成逐字稿並進行關

鍵字的標記及劃記編碼。基於研究倫理，研究參與者將以代號呈現。例

如資料的排序:A-1-CO1 及 A-1-CL1，第一碼的 A 為受訪者代號，本研究

共有三位受訪者，代號分別為 A、B、C。第二碼的 1 代表的是第一次

的訪談。第三碼的 CO1 指的是研究者說的第一句話，CL1 代表的是研

究參與者說的第一句話。 

(三)針對謄寫的文本進行初次整體閱讀(整體) 

閱讀過程須將自己的經驗與前理解放入括弧，存而不論(epoche)，並記

錄初次閱讀的反思、重要的資訊，此乃循環架構「整體-部分-整體」過

程中第一次的整體，亦是對文本經驗初次的整體理解。 

(四)找出發現事件與尋求脈絡視框 

初步整體閱讀後，接著進入細部反覆閱讀文本，並針對文本的重點、

事件、感受經驗加以劃記編碼，比較、歸納、分析文本相似的經驗，

尋找文本所呈現經驗的相關主題，再進一步反思這些相關主題的關

聯，建立共同的主題。 

(五)再次閱讀文本，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整體) 

   部分意義的理解來自整體意義的掌握，整體意義的理解來自部分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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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再次閱讀文本進入至「整體-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必要時

解構次主題，重新歸納命名。反思主題項目之間有無矛盾之處，能否

回答研究的問題，以夾論夾敘的方式，呈現生活經驗的本質，進行整

體理解與文本意義的詮釋，完成解釋的有效性，達到研究者與受訪者

間視野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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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倫理及研究檢核 

一、研究倫理 

「倫理」(ethics)與「道德」(morality)在日常用語經常交互使用，都涉及價值

判斷的議題，但兩者的內涵並不相同。倫理的基礎是道德，強調的是『人際』層

面『對、錯、好、壞』的判斷。道德涉指的是『個人』層面『善、惡、是、非』

的修養品行。既然倫理指涉人際相處的行為規準，不同人際團體就有不同的倫

理，而「研究倫理」即是進行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林天佑，2002)。 

本研究採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進行資料收集，過程必會涉及「弱勢家庭青少

年」過往生命經驗隱私的揭露，因此，以「弱勢家庭青少年」權益作為最高倫理

考量，並固守研究倫理規範就益顯重要。 

潘淑滿(2003)指出一般質性研究有五個謹慎遵行的研究倫理:包括「知後同

意」(informed consent)、「欺騙與隱瞞」(dishonest and deception)、「隱私與保密」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潛在的傷害與風險』(potential harms and risks)、「互

惠關係」(reciprocity)。 

    本研究遵守如下幾項研究倫理原則，分述如下: 

(一) 知後同意(自主權) 

特別強調如下三點: 

(1) 誠實告知研究參與者相關研究內容，包括充分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內容

與方式。研究資料的運用、處理與保存及研究過程中可能的風險。 

(2) 若訪談過程中有不適或其他因素，會尊重訪談對象的意願，研究參與者

隨時可提出中斷訪談或退出研究的權利。先前已蒐集的資料（會詢問研

究參與者如何處理，例如銷毀或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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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訪談的對象均為未成年人，訪談邀請函亦會附上法定代理人知情的

同意書，待法定代理人與訪談對象簽署同意書後，才會開始研究的訪談

及錄音。 

(二) 保密原則(隱私權) 

    本質性研究採深度訪談，過程中會碰觸弱勢家庭青少年過往經驗與心情調適

的歷程。在論文的最後，只會呈現訪談中引用的對話，資料蒐集過程中所提到的

人名、地點、時間等會以匿名或代號方式取代，研究者會妥善保存所蒐集到的各

項資料，不會向任何人透露。論文撰寫完成後，會銷毀所有資料，以維護研究參

與者的隱私。 

(三) 不傷害原則 

    訪談進行會從一般性的談話開始，循序漸進，不會勉強研究參與者。過程會

留意受訪者的身心狀況，適時提供同理與支持，避免造成研究參與者的不適與壓

力。若訪談過程引起受訪者身心焦慮、恐懼或創傷等經驗，研究者會與指導教授、

研究同儕討論適當防範或補救的處遇方式，必要時終止該受訪者的後續訪談，並

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意願，提供相關的心理輔導諮商資源與管道，盡可能保護受訪

者避免受到任何可能的傷害。 

(四) 如實呈現研究結果 

    在撰寫分析研究報告時，如實呈現資料來源的真實性與研究結果。避免為迎

合預期結果，私自擅改、捏造或刪除蒐集的資料。 

二、研究檢核 

    質性研究關心的是社會建構的真實，試圖透過現象學方法論的操作，存而不

論的去描述貼近當事人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透過詮釋的過程，去掌握整體生

命經驗意義的把握與理解。 

本研究以主題分析為方法，藉由深度訪談進行資料收集，依據質性研究的「三

角檢定法」(triangulation)(高淑清，2002)，將所收集到的訪談資料與經驗文本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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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研究參與者進行檢核，依其所給予的回饋進行修正。另外，研究者也邀請有

相同訓練背景，修過質性研究方法的研究同儕來擔任協同分析者的角色，協助研

究者進行文本資料的分析與檢核，以增進豐富研究者多元化的視角。之後再與指

導教授進行討論，確認文本經驗的共同主題及研究結果，以達成解釋的有效性，

增加質性研究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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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欲探討弱勢家庭青少年的正向經驗，依研究提出的問題與目的，本章

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弱勢家庭青少年的置身處境與經驗。第二節探討弱勢家

庭青少年的正向經驗與歷程。最後一節則是探討逆風少年活出蓬勃存在的前進動

力為何?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弱勢家庭青少年的置身處境與經驗 

 本節首先想探究三位研究參與者，成長於弱勢家庭的置身處境與經驗。從研

究者所收集的訪談資料可以發現，這三位青少年的家庭都是公所認定的低收家

庭，家中經濟的主要支柱，工作、收入都不穩定，有的需靠社福團體的接濟、有

的需要家中年邁的長者拾荒來貼補家用，甚至需要向他人借貸來度日。除了經濟

的弱勢外，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也曾面臨到家庭暴力的威脅、雙親的缺席、早逝或

長年臥病於床的狀況，不同於正常的家庭，很難享有一般家庭父母對子女應有的

照顧與保護、家對於他們是生命的試煉與挑戰，即便殘破，也是唯一的避風港。

以下是研究者綜合三位參與者的訪談經驗，統整勾勒出成長於弱勢家庭青少年的

置身處境與經驗。 

一、 不識兒時窮滋味 

    學齡前童年的記憶通常是零碎的，對於大人世界的複雜，現實的殘酷，總是

似懂非懂地伴隨成長的記憶，當然在適合聽童話故事的年紀裡，對於貧窮的味

道，印象總是模模糊糊的。 

        我們以前在大崙的時候，也是跟阿嬤出去撿回收那些的，下課之後就會

四處跑，因為那時候比較愛玩，就會跟著阿嬤出去撿回收。A-1-0110 

        我記得那時候跟她出去撿回收，然後東西很重，阿嬤不幫我拿，我就蹲

在那邊哭。A-1-0111  

        就很累啊，呵呵，拿不動，就在那邊哭。A-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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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參與者 A 的分享中，愛玩的他會跟著阿嬤出去撿回收，但對於撿拾

回收這件事，卻不一定理解這對家中經濟所代表的意義，東西太重，阿嬤不幫忙，

哭，就成為這年紀孩子最直接宣洩的方式。 

 

        阿祖撿回收，因為會積很多，不是每個月都會拿去賣，會過很久，有時

候兩三百塊而已。然後剪檳榔，有時候每天要剪好幾籃，那時候小時候我也會跟

著她一起去撿，或是跟著她。B-1-0154  

        我幼稚園的時候不是有營養午餐嗎？老師就會讓我打包帶回來，那時候

爸爸也很少在家裡，有一次是因為東西太重，那時候阿祖沒有來接我，然後我就

一個人拿著那些東西回去，然後就是一直撐在手上，就覺得阿祖怎麼沒有來接

我，然後就一個人走回去，然後就是痛到一直哭。B-1-046 

   

    在研究參與者 B 的回憶中，爸爸經常不在家，B 就成為阿祖的小跟班。跟著

阿祖去撿回收、剪檳榔、把幼稚園的營養午餐帶回家，一切都那麼的自然，那麼

的如常，當然也嚐不出這份「自然」與「如常」所代表貧窮的苦澀滋味。 

   

因為都是一樣的菜，水果也是很少，可能只有拜拜才有買水果，我們也

沒有習慣倒掉，吃不完就拿去冰箱冰著，隔天再把菜燙一燙，拿出來吃，這樣子。

B-1-0157 

        不然就是阿公會去買泡麵，有時候早上起來去上學前，就是吃泡麵。

B-1-0158  

    在日常飲食中，B 也分享餐桌上有限的選擇，把肚子填飽是最直接的方式，

食物的新鮮與營養就成了多餘的奢侈。 

小結: 

    A 與 B 兩位研究參與者，在少不經事的年紀，都有跟著家中上了年紀的長輩

去拾荒或帶營養午餐的回憶與經驗，小小的身軀，提不動貧窮的負荷，眼淚似乎

就成為最誠實與直接的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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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嘗清貧的苦澀 

    隨著年紀漸長，踏上了求學的階段，或許還無法認清貧窮的殘酷，但已隱隱

約約不自覺的承載某些社會的標準，將身上的寒酸、親人向別人借貸卑微的低姿

態，轉而對自己投射出異樣的眼光。以下是三位研究參與者意識到自己家中經濟

困難的經驗分享。 

        繳學費的時候，我就開始覺得我們家的經濟情況比較不好。A-01-0169 

        就...比較晚交吧！然後老師都會催，那時候最小的，老五，印象比較

深刻，她都會回來哭著說，那個學校的錢錢錢老師要來要學費什麼的。A-1-0170 

        她(老五)小時候也有一段時間抗拒上學，因為那個幼稚園老師都一直跟

她說要交學費。A-2-0121 

        有啊，之前就會有一些學費繳不出來(A自己的分享)，媽媽都會跟老師

說要延一些時間，再給他(老師)。A-2-0174 

        那就會很緊張，不敢去跟老師說，不太敢去面對老師 A-2-0180 

 

    繳交學費，對一般的家庭而言，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但對於 A 的小妹、

對於自己而言，卻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經驗。「閃躲」就成為他們兄妹，面對尷

尬所採取最熟悉與最直接的策略。 

 

        那時候就覺得為什麼，那時候比較沒有想那麼多，只會想說為什麼人家

穿的鞋子比較好？然後怎樣，會覺得人家家裡比較有錢，就有些感覺。A-2-0181 

        比較有印象的是，小時候那時候會打棒球，那時候去棒球隊，然後鞋子

穿到壞掉，就是鞋底整個掉了。A-2-0189 

        那時候就跟老師說老師我可不可以脫鞋子練？對。A-2-0190 

        會覺得很尷尬吧！因為人家的鞋子都是好的。A-2-0195 

 

      讀書的時候，教科書上常寫著「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放眼現實世界，

才知道書本的理想與現實的落差。A 這才發現，掛在腳上的鞋子，人家穿的鞋子

總是比較好看，自己練球的鞋底整個掉了，只能硬是吞下心中的「尷尬」。 



 

54 
 

        也不知道自己哪來的念頭，騎腳踏車，覺得後面多一個椅子，會覺得很

丟臉，我就會一直想把它拆掉，跟別人比的時候，會覺得有種自卑吧！B-1-0213

     嘻嘻，對。會跟別的小孩比，覺得別人都有那麼好的東西，就覺得別人

的比較帥啊，什麼的，比較好看。我就….嘻嘻，嗯，對，就覺得好丟臉喔…。

B-1-0214      

  家境吧！因為別人家的小孩家境比較好，如果跟原住民的小孩比，也是

他們家境比較好 B-1-0217。 

        用的東西也比較好，有時候會覺得丟臉，自卑啊，別人都可以用那麼好

的東西，我都用那種破破的東西 B-1-0218。 

 

    當我們還沒有足夠的生命養分來建構自己的自信時，透過與他人所擁有的物

質進行比較，是我們認識自己面貌最簡單原始的方法。研究參與者 B 離開童年

在阿祖旁當小跟班的階段，也就意味著邁入中小學初步社會化的歷程。看到別人

的家境比較好，用的東西也比較好，也讓 B 意識到自己家庭的物質條件不如別

人，自己用的都是破破的東西，那脆弱稀薄的自尊，也跟著殘破起來。 

 

        伯公很常去跟他朋友借錢吧！因為他割檳榔不是每天都有工作，也是靠

季節，可能下雨就沒有工作，可能有時候身體不舒服，也就沒有去工作，所以他

的薪水非常微薄，再加上阿祖已經老了，還要付我們三姊妹的學費什麼的，常常

去借錢。B-2-059 

        因為伯公一直為了錢煩惱吧，因為你沒有錢，就沒有東西可以吃，然後

要去煩惱這件事，所以又導致他喝酒，會變成他很多壓力也不會跟我們講，伯公

他們每次都是為了錢一直去煩惱這些事。B-2-067  

        也不知道，就一個感覺吧！從他們(借錢的朋友)講話的那些態度吧！然

後就覺得我們家比較被看不起，可能是因為爸爸不在我們身邊吧，又只剩伯公和

阿祖，阿公(伯公)又那麼老又沒什麼錢。B-2-0208。 

 

     俗諺說:「錢非萬能，但沒有錢時萬萬不能」，尤其是要維持一個家庭的基

本開銷，一文錢也可以難倒一位英雄漢。研究參與者 B 的伯公從事割檳榔的工

作，微薄的收入有時難以維持家中的生計，為了照顧 B 她們三姊妹跟阿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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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跟朋友借錢，B 也從那些借錢朋友的語氣中感受到，因為家中貧困而被輕蔑

的態度。 

        有好幾次，我去翻，因為有時候媽媽會叫我幫她買東西，然後我有時候

會拿她的錢包，因為她就說要買東西，然後叫我自己去拿她的錢包，有時候我會

看到她錢包剩幾千塊而已，我就會想說媽媽一直採茶，然後這樣子我覺得蠻辛苦

的，每次看到只剩下一點點的錢，我就會覺得，怎麼講，比較心疼吧！然後就會

想說她很辛苦，就因為看到那個錢包，我才意識到，媽媽好像老了。C-1-045  

 

    研究參與者 C 家中雖是公所認定的低收家庭，但在她自述的分享中，並不

覺得家中的經濟困難，直到偶然幫外籍母親買東西的機緣，看到錢包少少幾張鈔

票，才驚覺意識到母親工作的辛苦，垂老的身軀。 

小結: 

    三位研究參與者各自品嘗著自身家境清貧的滋味。尷尬也好、自卑也好、丟

臉也好，雖是苦澀，卻也預告了接下來生命蛻變的契機。 

三、 與窮共舞-預約生命的轉化 

    即使窮，也要窮的有志氣，也要窮得比別人成熟懂事。 

        我們會知道家裡面經濟狀況不好，所以不會要求媽媽去買玩具什麼的，

我們會了解一些狀況，就是知道家裡其實狀況沒有很好。A-2-0230 

        小五小六吧，那時侯好像剛出智慧型手機吧，然後看到同學拿，就會很

想要，就會跟同學要來玩遊戲，對，就會很想要拿手機。A-2-0231 

        這個就很明顯知道家裡沒有那種經濟狀況，就想說算了，以後再看看。

A-02-233 

 

    研究參與者 A 分享小時候，看到了想要的玩具、看到了別人有手機、看到

了心中的「羨慕」與「孩子單純的慾望」，看到了家中經濟的況的不好、也看見

自己對家庭的「體諒」與「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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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從我們很小的時候就一直在努力賺錢，然後要讓我們一起生活，讓

我們有足夠的生活費那些，然後一開始練角力，原本是好玩，然後後來聽說有獎

金，然後就想拚那個獎金，讓家裡生活好一點，對，就希望家裡可以生活好一點，

可能有像要什麼，可以買一下。A-3-091 

 

    研究參與者 A 的母親是家中最重要的經濟支柱，為了要養大七個孩子，為

了不讓孩子離散各地，拼命辛苦的工作。也許 A 還不能賺錢貼補家用，但獲得

角力比賽的獎金就可以減輕媽媽肩上的重擔，讓家裡的生活可以好一點。 

 

        我算是家裡面比較懂事的，我知道我們的家境，這些都是不能強求的東

西，也不會跟阿公說我要這個那個的。B-1-0222 

    研究參與者 B 自知家境沒那個經濟條件，所以不能強求的東西，也強求不

來，但，我們可以強求自己更體貼長輩的辛苦、更成熟懂事。 

 

        我可能會自己去打工，自己存錢，或過年的錢把它存下來，想要去買一

個手機。那時候我是買華碩的，買空機，大概三千多吧！不是跟家裡拿錢，是靠

自己努力，去買那支手機！就跟別人一樣了。B-1-0233 

        我從國小的時候，學校就有一個存摺，會有那種獎助學金，老師都會幫

我存在裡面，所以出來之後，就是來草屯之後，還是會有錢，我從來草屯國一的

時候，到現在還沒跟家裡拿過錢，都是靠那些補助，家扶或展望會的，還有獎金，

都還沒跟家裡拿過錢，這些東西都是用我自己的努力去換來的，所以會覺得我小

時候也是這樣子。B-1-0243 

        別人也會去採水果誒，可以去打工，那我也可以去做這些，至少我可以

自己賺些錢，我就可以不用跟家裡拿錢。B-1-0245 

 

    研究參與者 B 也會有自己想買的東西，與其欽羨別人的擁有，不如透過自

己的努力將其實現。自己打工、自己存錢、善用學校給的助學金、社福團體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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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自己比賽獲得的獎金。想要的東西都是 B 自己的努力去換來的，這樣，

也就可以不用再跟家裡拿錢，增加家裡經濟的負擔。 

 

        我會想說多賺一點錢，為我的家庭負責，不會像媽媽一樣那麼辛苦，然

後我也不想跟媽媽一樣做苦工，雖然她很辛苦，可是我會覺得她那麼辛苦，也是

因為大埔就是個小地方，就是因為她只在這圈子裡而已，所以她的工作也頂多做

那些勞力的，可是我會覺得我不想像媽媽一樣那麼辛苦，我會想說，我現在多學

一點，然後工作會賺多一點 C-2-0137 

 

    研究參與者 C 看到母親從事勞力工作的辛苦，深知自己在山上生活環境的

封閉，工作型態的選擇有限，都是勞力的工作，所以 C 希望自己能多學一點，

將來多賺點錢，為自己的家庭負責。 

小結: 

    從上述的分享中可以看到，隨著年紀漸長，三位研究參與者也意識到家中經

濟的困難，他們的這份明白，雖然仍無法成為家中經濟的支柱，卻各自用自己的

方式，回應身上能夠承擔的責任，努力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 

四.缺角的屋簷 

    父母是大樹，孩子是幼苗，大樹本應該為幼苗遮風擋雨，但有的大樹倒了，

有的不僅倒了，還壓垮保護這個家的屋簷，三個研究參與者，各自領受大樹倒下

的滋味，以下是他們的分享: 

        就小時候，以前住在竹崎讀幼稚園，後來因為爸爸那個酗酒家暴，然後

就跟媽媽離婚，離開爸爸住的地方，媽媽在外面打零工，養我們，然後就到處搬

(A-1-01) 

        後來我們離開那個地方，他還是會跑來找我們，來騷擾，對對。A-1-050 

        那時候爸爸會找到我們，媽媽應該就會另外找地方住。A-1-049 

父親的大手，無法為這個家庭帶來庇護，反而成為一家人心中永遠的傷痛。

即便父母已經離婚，仍還是活在家暴父親的陰影下，A 他們一家人只好四處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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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躲避爸爸的糾纏。 

 

        擔心我沒辦法回到家裡吧！A-1-052 

        被爸爸帶走，被爸爸帶回去山上那些。A-1-053 

        擔心離開媽媽，阿嬤他們，弟弟妹妹。A-1-064 

        對爸爸的話，就沒有什麼印象，就不好，就不會去想了。就是講到他，

會自動斷掉那段的訊息。A-1-0132 

        對，提到的話，氣氛就會很僵，就很不喜歡。A-1-0134 

 

    研究參與者 A 也分享到自己擔心爸爸每次來騷擾時，就被爸爸帶走與一家

人分開，父親言行對家庭的傷害，彷彿是這缺角的屋簷拋不開的一片烏雲，一家

人只要提及父親，就籠罩於低氣壓的氛圍，沉默似乎是最好的回應。     

 

        那時候家裡不知道什麼吵架，然後媽媽就跑出去，然後機車騎出去，後

來舅舅追出去，發現不對勁，媽媽沒有回來的時候，舅舅就追出去找，後來在那

個大圳旁邊，找到媽媽的鞋子，機車那些的，後來就報警…………然後問媽媽在

哪裡?他們就說死了，我們都不相信，然後那時候就很難過，但哭不出來，就會

覺得說可能應該是假的什麼的，或是像電視劇演的那種替身什麼的，就會那麼覺

得，就不太相信。A-1-0187 

        就會開始想媽媽在哪裡，然後為什麼沒有幫我，什麼樣子，對，就哭一

哭，然後就睡著了吧！A-2-0278 

 

    小學畢業升上國中的那個暑假，研究參與者 A 家中的另一棵大樹也倒下了，

整個發展如同已安排好的劇本一般，充滿了戲劇張力，但劇本是可以從新改寫

的，而殘酷的現實只能忍痛吞下去。 

 

        蠻小的時候還有一個印象，就是那時候媽媽回來，就買衣服給我們，然

後她就說要去買糖果給我們吃，但是之後就沒有再回來了。B-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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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會好奇說，他們當時拋下我們的時候，她是什麼心態？就是她

會難過還是會覺得那是一個解脫？B-1-074 

        因為有時候通常像看電視，母親跟小孩要離別的時候，都會有難過的感

覺，可是解脫就是覺得，也許她覺得我們是她的負擔。因為她十八歲生我，十六

歲生我姊姊。B-1-075 

 

    研究參與者 B 在很小的時候，早婚的母親就選擇離開這個家，音訊全無，

在 B 的臆測裡，也許母親這樣的抉擇反而是一種解脫，或許，那太過於年輕的

「她」，還沒有能力準備好去承接一個家庭的負擔。 

 

        我在大一點的時候，他(爸爸)就會帶著他的毒友一起回來。B-1-0101 

他是小四之後才被抓去關。B-1-0105 

        嗯，就是有被抓到。我那時候印象蠻深刻的，那時候在上電腦課，然後

有接到通知，說爸爸被抓去關。B-1-0106 

        好像是老師吧，說爸爸被抓去關，我那時候還蠻難過的，就一直哭，上

電腦課，一直擤鼻涕、掉眼淚，印象蠻深刻的。B-1-0107  

 

    在母親拋下了 B 之後，經常不在家中的父親也因為毒品入獄服刑，父親被

關的消息，透過老師的口中傳至 B 的耳裡，眼淚就像敲打鍵盤的規律節奏，不

爭氣一滴滴的往下掉，時間停留在小學四年級的電腦課。 

 

        爸爸喝了酒就會有一些暴力的行為，清醒的時候就還好，對，就會比較

疼我跟媽媽。C-2-0157 

        爸爸跟媽媽很常吵架，爸爸都會喝醉酒，然後回來跟媽媽吵，好像有一

次打得蠻嚴重的。C-2-0153 

        我都會哭著叫阿嬤起來，因為我會怕，會怕兩個人在那邊吵架，然後我

也不知道怎麼處理，我就直接哭著敲阿嬤的門，然後跟阿嬤說，爸爸跟媽媽又吵

架了，然後阿嬤就會說，<後，那誒割來啊（台語）！>對，就是這樣子。C-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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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參與者 C 的父親喜歡喝酒，清醒的爸爸與醉酒的爸爸有完全不同的形

象，醉酒爸爸令人害怕，會對媽媽動粗，年幼的 C 只能哭著跑去找阿嬤求救。 

 

        爸爸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生病，就是朋友一說要出去喝，他就出去喝了，

而且他中風的當天，那時候高血壓好像有偏高，然後他就喝高粱，就是有一個晚

上，他跟阿嬤說，我手舉不起來，那時候阿嬤想說完蛋了，可能是中風………….

因為是腦出血，然後醫生也不敢開，一直放到早上，然後才願意寫同意書開刀，

然後那時候己經沒有救了，已經植物人了。C-2-098  

        就是他(爸爸)明明知道自己有高血壓，可是他硬要喝酒，然後就是就這

樣子，一躺就躺了快十年了，我會覺得有點不負責任，然後阿嬤就一直跟他說，

<你這個棒某棒仔的>(拋妻棄子的台語)。C-2-095  

 

    患有高血壓的爸爸，最後還是因為喝酒這件事，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價，C

還是不太能釋懷爸爸這樣不負責任的行為，原本要成為一個家庭重要支柱的父

親，頓時成為家庭的另一個負擔。 

 

        爸爸出事之後，就會覺得，有點... 空虛吧！就是少了一個人。C-2-0169 

        不會到埋怨他，偶爾會恨他一下下，就會覺得就是讓我們家比較辛苦，

因為還要幫他付醫藥費。 C-3-0133  

        別人都有爸爸媽媽，然後就會有爸爸可以叫，我就只能到療養院才能叫

爸爸，就是別人有爸爸接送，我沒有，我就要自己叫車………就是沒有家長載，

比如說搬宿舍的時候，別人都是爸爸或者媽媽來接，可是我是叔叔，然後有時候

要自己叫車回去，然後別人都有爸爸可以扛行李，我都要自己一個人扛上去。

C-3-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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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對象 C 於國小一年級時，有高血壓的父親酒後中風了，父親堅實的背

膀再也無力承擔保護照顧孩子的責任，呼吸器取代了酒精，成為一躺十年的植物

人，不僅加重家裡經濟的負擔，也在孩子需要他的時刻永遠的缺席了。 

小結: 

    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分享可以看到，研究參與者 A 早年的家庭生活要躲避

父親的暴力陰影與不斷的騷擾，母親後來也走上輕生這條路。研究參與者 B 的

母親早早就拋下了她們姊妹，父親也因為犯罪入獄服刑，全靠已八旬的阿祖跟上

了年紀的伯公照顧他們三個姊妹。研究參與者 C 的父親酒後脾氣不好，會有對

母親動粗的行為，最後也因自己的貪杯，而成為一躺十年的植物人。這三個搖搖

欲墜看似要崩解的的家庭，還是有親人跳出來扮演黏著劑的角色，給予三位青少

年親情與愛的滋潤，讓這個家，仍能阻擋外面的風雨，讓他們能夠安心的生活、

長大，以下是三位訪談者各自的分享。 

五、愛，破碎家庭的黏著劑 

    保護幼苗的大樹倒了，不在了，但只要仍有愛的養分，小小的幼苗就會成長

茁壯，縱然缺角的屋簷仍在漏水，這個家即便殘破，仍是每個人內心安全的堡壘。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媽媽吧！就是她會幫我們處理好生活的大小事

務，然後不會讓我們擔心有錢的問題，然後也不會讓我們餓肚子啊。A-2-0287 

        跟媽媽說要什麼，她都會給你，就是有需要她會給你，但是不一定會比

較快，但是一定會給你，對。A-2-0289 

        我對她的感覺算很好的，因為媽媽她可以獨自照顧我們四五個人，那麼

多人，覺得媽媽很厲害。A-1-099 

        因為媽媽不管怎麼樣，就是會把弟弟妹妹都留住，一起在一個家，就不

管社工怎麼說，她都不會去接收那些訊息，媽媽希望我們都是在一起的，就是所

有的孩子都是在一起的。A-2-070 

 

    研究參與者 A 從小與忙碌的母親接觸不多，但敏銳的心靈也深深感受到母

親為這個家所做出的辛勞與努力，即便受到父親的暴力威脅，即便家中經濟壓力

如影隨形，即便社工想伸出熱情的援手，母親用她的方式，努力維持一個家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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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這是她的心願，也是遺願。 

 

        像她(阿祖)剪檳榔或撿回收，也是為了這個家庭付出很多，畢竟她養了

伯公，養了爸爸，又養了我們，所以她一直在付出，養了三代吧！然後還是一直

要努力，不能像其他人一樣，享福啊什麼的，所以就覺得雖然她很嘮叨，但是她

是一個很辛苦的角色，因為我們算是...沒有爸媽嗎？就是算是缺席了兩個角色

吧，她必須付出更多，讓我們跟別人一樣有相同待遇吧！B-2-0187  

        阿祖他們是給我家庭的溫暖，至少還有家可以回，然後有人在家等著我

回去。B-2-0238 

 

    在訪談過程中無意間看到研究參與者 B 阿祖的照片，祖孫倆相互擁抱著，

慈祥的笑容融化於佈滿臉上的皺紋，訴說歲月的痕跡與生活的風霜，用她的方式

照顧三個世代的生命，縱然已垂垂老矣，她儼然仍是這個家庭最堅強的支柱。 

 

        我覺得最大的力量是家人，因為家人願意花時間在你身上，然後願意去

管你，然後雖然會管的比較嚴，但是對自己的未來比較有幫助，然後也會讓自己

獨立一些。所以最大的影響就是家人的親情。C-2-0139 

        其實姑姑跟叔叔也是蠻照顧這個家庭的，因為他們搬出去了，也是會回

來看一下家人，然後就會聚在一起，我覺得對小孩子來說，是一種溫暖。 C-2-0142 

 

    研究參與者 C 的父親雖然成了植物人，但仍可以從她的經驗分享看到，仍

有濃郁的親情在滋潤著這個缺角的屋簷，爸爸不再身邊讓家裡變得冷清，但親友

的探訪持續溫暖這個曾經失溫的家庭。 

 

小結: 

    從上述三位弱勢家庭青少年分享的文本，可以了解到他們所置身的存在處境

與經驗。他們的家庭都面臨貧困的經濟壓力，從純真的「不識兒時窮滋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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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家中貧困而「初嘗清貧的苦澀」，慢慢在「與窮共舞」的過程中，預約生命

的轉化。同時，這三位青少年都不是成長於完整的家庭，雙親的離世或父母因拋

棄、服刑、生病的缺席、讓這個「缺角屋簷」的家庭，飽受風霜之苦，但只要有

親情的溫暖，「愛」，仍可以成為這「破碎家庭的黏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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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弱勢家庭青少年的正向經驗與歷程 

    三位從小生活成長於弱勢家庭的青少年，如何從經濟資源的匱乏、家中功能

失調與家庭結構不健全的處境中，展現其正向經驗與歷程，活出他們蓬勃的存在，

研究者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中發現，他們都曾經歷脆弱想放棄的時刻，但起

身前行是最好的武器，正如印度聖哲甘地所云:與其不斷抱怨，不如讓它成為你

想看見的改變。另外，他們也提到從小受到許多人的幫助，心中滿滿的感恩，也

希望把這樣的心情，回饋給其他需要幫助的人，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一、 路、靠自己走出來 而存在，就在行動的路上! 

    

    生活成長於弱勢家庭環境的青少年不在少數，但為何只有少數的青少年活出

蓬勃的存在狀態，研究者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經驗發現，關鍵就在行動實踐

上。他們都不是停留於天馬行空的想像者，而是在目標的指引下，在行動實踐的

過程中，一路跌跌撞撞，其中也有多次想放棄的時刻，但也就在 Doing 的過程中，

成就了 Being(存有)，賦予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以下是他們的分享。 

     

        第一次感覺比較無助的時候應該是國中吧，因為國三快畢業，選上那個

亞青少的國手，然後去左訓集訓……………因為之前國中的時候都是，一直吃上

來的，然後你可能突然遇到降體重會不知道怎麼降體重，或是覺得很累，因為你

要練習，還要控制你的食量，你就覺得說你的能量好像不足，就會很疲乏，很累，

然後那時候我還是每天堅持吃飯，就是中午吃完飯，又去操場跑步，對，那時候

會覺得說，很累，降體重這件事不會有人來幫你，你要自己去處理，你就覺得蠻

無助的。A-3-0115 

        要控制體重不能吃，那時候又要跟舅舅出去夜市，回來就要跟他出去工

作，又要控制體重，食物擺在面前，又會很想吃，吃一吃體重回來，又要控制，

就心很累身體也很累。A-2-0335 

 

    研究參與者 A 分享國三當選亞青少國手時，面臨第一次要學會靠自己降下

體重的挫折經驗。在集訓中心大量的練習中，需要進食補充身體的能量，但又要

控制自身飲食，讓體重降下來達到可以參賽的標準。有限的飲食、慾望與意志的

拉扯、身體能量的不足等因素，也讓他經歷了身心的煎熬與疲憊，覺得滿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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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最有成就的就是高一的全中運吧，那時候左訓完回來，然後那一

年吧，我覺得我的實力提升很快，然後就是全中運的時候很順利的得到冠軍，因

為國三那個時候在降體重，我要一直控制體重，也不能一直吃，那時候就沒有表

現好，只有拿到第三，高一的時候拿到全中運冠軍的時候，就覺得很開心，然後

有成就感，就覺得說練習有結果，就會很開心。A-3-0191 

        當下就大吼吧！因為很開心地大吼，因為你贏了，對，表現給場外圍觀

的人看，也沒有到哭，也不會到哭，就覺得很感動。A-3-0195 

 

    經歷了降體重的煎熬與比賽成績的不佳，研究參與者 A 就在高一的那一年，

感受到自己實力的精進，並在當年抱回了全中運的冠軍，也為自己努力的汗水與

堅持，喝采、感動。 

 

        就覺得前面左訓練習，沒有白費，因為那時候降體重降到後來，就是表

現就不好，然後亞青少也沒有比好，然後後來就回學校練習，練習之後，就專心

練習，準備下一次比賽，然後就覺得說，那時候拿冠軍之後，就覺得之前練得沒

有白費，就是你練多少，就是拿多少出來，。A-3-0202 

        就是說，你練的不一定沒有用，成果你還是要持續努力才看得到，不一

定你練習，你可以馬上得到成果，但是你持續下去之後，說不定某個時候，你就

可以看到你練習的成果，就是要堅持不能就這樣放棄。A-04-064  

 

    研究參與者 A 從自己走過的經驗中，得到很多的成長與體悟，要得到成績、

要獲取成就感，是一個需要不斷累積的歷程，正如 A 自己的分享:「你練的不一

定沒有用，成果你還是要持續努力才看得到」。這一路所獲得的苦澀與甘甜，來

自於 A 始終都在行動的路上。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因為大量練習吧，然後覺得自己為什麼要那麼累，然

後可能有時候比賽沒有成績，練習又被教練罵，然後就會很難過吧，看著別人出

去玩，自己又不能出去玩，然後就覺得自己累得像狗這樣。B-3-015 

        就是覺得很累吧！因為那時候就是有開始去國外比賽，然後就又都打不

好這樣，然後又一直練習，那時候可能心情特別煩吧！B-3-021  

 

    練習的辛苦，看不到成績，又要挨教練的罵，眼睜睜只能羨慕那些可以出玩

的同學，也讓研究參與者 B 的心情像低氣壓般，特別的煩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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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像運動員，你要堅持，如果你沒有堅持，半途而廢，就是一

樣回歸零，你就什麼都沒有，所以我覺得只要撐過去那段時間，後面就會比較好。

B-3-039 

        每個人的資質都不一樣，可能有些好有些不好，我覺得我是天生的資質

就不是很好，因為我們這裡很多原住民，原住民的資質就是比較好，然後所以可

能就是我累了，但是他們可能才剛開始練而已，因為自己又不想說自己每次都不

舒服先休息或是先放棄的那一個，就會覺得我再堅持，就會變成跟他們一起休息

這樣。B-3-041 

        不輕易認輸吧！因為不希望自己在別人眼裡就是覺得，我就是比別人差

什麼的，我想要跟他們一樣，或者比他們更厲害。B-3-054  

        每個堅持到最後的人，都戰勝過無數次想要放棄的時刻。B-3-070 

 

    自覺天生資質不如別人的 B，也像一般人一樣，面臨脆弱想放棄的時刻。但

撐住、挺過、不輕易認輸，正如她自己的分享:「每個堅持到最後及在行動路上

的人，終會戰勝無數次想要放棄的時刻」。 

 

        第二次拿金牌，國三那時候是因為國二那時候，雖然自己拿金牌，但是

其實自己知道沒有贏，所以第三次打的時候，而且冠亞的那個對手，可能就是我

們縣市，外縣市都不喜歡的那個人，然後他們就說，喔你要贏她喔！然後電她什

麼的！但當然第三次就是從第一場到第四場，然後就是都打得很好，冠亞那場就

是把對手七比零，然後就是很開心，因為對手沒有得分，而且自己又打的很好，

然後那時候又有轉播。B-3-097 

 

    若說第二次拿金牌是靠的是運氣，那第三次拿金牌就全憑實力。7 比 0 的差

距橫掃對手，那個不服輸堅持到最後的 B，用行動揮灑並證明自己的存在。 

 

        我就練管樂，我是因為耳朵的關係，有時候練習的時候聽不到同伴的樂

器聲，因為只有聽到我自己的，然後就很難對那個旋律。C-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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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放棄啊，就想說這個樂器很難，我為什麼要學，因為我也可以像其

他人一樣耍廢就好，可是我是想說，既然學了，然後就會把它學完吧。C-2-024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師要考試，然後我不會，我就被老師罰站起來，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不行，我就要看影片學，後面慢慢我就有早自習的時候，

我有自己學了一下，因為我本身我們都會有練習時間，只有早上的時候，然後我

就鍊，隔了一週之後，老師說我有進步，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C-2-0238  

 

    一耳聽力的喪失，在樂隊合奏的過程中，研究參與者 C 意外發現聽不到其

他樂器的聲音，也讓她在學習樂器的過程，碰到比一般同學更大的挑戰，即便有

放棄耍廢的念頭，即便會被老師責罵，一旦邁開行動的步伐，就會看見自己努力

的進步。 

 

        要比賽的時候，我也是會拿回家練，就自己練習，因為別人說不定也在

練習，可是如果你不練習的話，我會覺得別人比你厲害誒，我會覺得很沒有用，

所以就會想把這件事做好。C-2-0259  

        因為我聽不到，我怕我會趕拍或拖拍，我都會比別人比較辛苦一點，就

是把旋律記得更熟，可是有時候同伴會跑來問我，這個旋律怎麼樣怎麼吹，然後

我就會教他，我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努力，然後我還可以

去教別人。C-2-0256  

        對，因為我的同伴，有些人學不起來，我會想說，他學不起來誒，我學

的起來誒，就會覺得我突破了自己的限制，還有能力指導同學。C-2-0257 

        老師會跟學弟妹說，我是從罵得很慘一直到現在，可以出去比賽，然後

可以跟我就是可以跟我學習，就是跟學弟妹說，可以跟我學習，然後不要想著要

放棄，對，然後就在大家的面前誇獎我，就會覺得很開心。C-3-0204  

 

    帶著不想輸給別人的自我期許，研究參與者 C 不會因為一耳聽力的完全喪

失，就自我放棄。與其消極地躲避師長責罵的避嫌惡刺激，不如讓內心不服輸的

聲音帶領自己，持續走在行動的路上，不斷練習，雖然辛苦，也得到老師的肯定，

更成為學弟妹學習的榜樣與模範，更重要是在實踐的歷程中，獲得內在的自信與

成就感。 

 

小結: 

    研究參與者 A 與 B 都是運動選手，在追求比賽優異成績的過程中，都經歷

埋頭苦練卻未能得到佳績的撞牆期。研究參與者 C 是小耳症患者，一耳的失聰

讓她在樂器的學習上備感艱辛，三位研究參與者，屢屢在低潮想放棄的時刻，靜

下心來思索自己投入練習的初衷，也想證明自己並不比別人差。帶著堅持的信念，

持續在行動實踐的路上，終獲甜美的果實與自信。也從這過程中，體悟出輸人家

是因為自己練的不夠，而每個堅持到最後的人，都戰勝過無數次想要放棄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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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經驗。 

二、 感恩-幸福的滋味 

    英文的 Appreciate，有兩個含意，「感恩」與「增值」。換言之，當一個人懂

得感恩，會讓感恩的事物增加價值。生活在資源匱乏弱勢家庭環境的三位青少年，

在成長的路上，得到許多人的協助，他們並不把這樣的幫助視為理所當然，而是

帶著感恩的心，想回饋社會，讓這樣幸福的滋味，持續傳遞下去。 

 

        我覺得雖然這些過程有那個不好的，有酸的有苦的，可是你就覺得說，

也有好的，美好的，那就會覺得說反正不好的都撐過了，好的也享受過了，也是

希望以後可以更好，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怎麼說，好像說錯了，就是反正好的

不好的都過了，不好的承受過了，就是你的經歷，阿你有經歷之後，你就會知道

下一次你遇到這些事情該怎麼做，那些都是一個很好的過程啊，回憶啊，這些的。

A-3-016 

        我會感謝我有這些經歷，我可以比別人知道更多，然後知道這些事情怎

麼處理，對。A-3-0162 

 

    感謝生活的困苦帶來的成長與磨練、感謝經歷的挑戰讓自己懂得更多、感謝

那些辛苦與逆境，讓自己更有力量，那些曾經歷的辛酸與美好，都化為他生命的

養分，懂得感恩，才能學會放下的真諦，研究參與者 A 滿懷感謝這一路走過的

歷程。 

 

        因為有那些團體跟別人的幫忙，然後才慢慢地意識到說他們是那麼地好，

那麼地偉大，就這樣在背後付出幫你，讓你可以不用每天為了這些經濟壓力擔心

這樣，讓我可以持續的走上這條路，那就是想說我應該用我的行動來回報他們，

拿更多的獎牌，讓他們知道說，他們幫助我是一件很好的事，可以讓他們感到開

心。A-4-0166 

        我會想要用我的表現來去證明說，他們選我，他們幫助到我，是好的，

然後可以讓他們覺得說，很開心，這樣。A-3-0168 

        我覺得目前應該還是努力練習，以後可能有能力之後，可以回饋，不一

定是回饋到他們身上，也可以回饋社會，就當作是把他們的愛傳出去。A-03-0174 

        從小想到現在，從小就想說，我以後有能力了，一定要去幫助別人。

A-3-0175 

        可能不能回饋給他，但是我們可以回饋給更多的人。A-03-0177 

 

    研究參與者 A 自幼失去雙親，至今仍在貧困的環境中努力向上，從他自述

分享的經驗可以看到，沒有那些默默付出的人們與社福機構，他不能心無旁鶩專

注在自己的比賽與練習，感謝那些無私奉獻的人們，希望用自己的表現，回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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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善心人士，也期待自己持續堅持的努力，能回饋人群，讓愛傳出去。 

 

        可能是因為從小幫助過的人太多吧！然後像老師他們就說，就是從小就

跟我講說，你現在接受別人幫助，那你將來就是一定要去幫助別人，你現在手心

向上，你以後也要手心向下，嗯，就是教我要惜福。B-3-0136 

        很感謝他們的幫忙。因為別人一不定要幫你，但是既然別人選擇幫你，

那你就要有感謝的心。B-3-0138  

        我不會覺得這些幫助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覺得如果沒有他們這些幫助，

那我們可能像這些物資啊，或是錢啊，沒有沒有他們那些幫助，我們就會少了那

一個部分，至少我不用再去額外想說我沒有錢，我要怎麼辦。B-3-0146， 

 

    研究參與者 B 的父母很早離異，母親離家，父親入獄服刑，全靠阿祖和伯

公照顧他們三個姊妹，她明白若沒有這些愛心人士的幫忙，自己可能會被現實的

經濟壓力所綑綁而苦惱，她很珍惜感謝許多人給予他們家庭默默的協助。從小老

師就教導她要懂得惜福感恩，你現在手心向上，以後也要手心向下，不要視為理

所當然。她也將這樣的態度，利用閒暇之餘，到許多弱勢團體擔任志工，以下是

她的分享。 

 

        之前是會去老人中心，或是身障的那邊幫忙吧！或者搬發物資什麼的，

然後就會看到那些阿公，可能會幫那些阿公阿嬤搬物資，他們會這樣說，喔！好

厲害喔！…………然後聽到他們這樣講，自己還蠻開心的。B-3-0103 

        可能整理環境也好，帶他們出去散步也好，可能就是阿公阿嬤行動不便，

然後或是小孩，天生就一些缺陷，去了解去幫他們這樣。B-3-0107 

        就是像天生有缺陷，就會覺得他們其實比我們更困難，因為我們其實有

手有腳，然後如果他們就是可能有缺陷，但他們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還是有闖

出自己的一片天，就會覺得我們比別人好，但我們也不應該這樣子自甘墮落什麼

的。B-3-0133 

        有一個是那個，是喜憨兒嗎？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是去幫忙整理環境，然

後之後那裡的老師有請我們去他們的餐廳吃飯，就說這些東西都是他們做的，你

們看到的餅乾什麼東西，也都是他們做的，然後就會覺得其實他們有這樣的缺陷

吧，但是他們還是一樣做一些吃的，餅乾，或是學一些一技之長，你會覺得他們

其實也很厲害。B-3-0132  

     

    研究參與者 B 透過自己參與志工的體驗發現，原來我們不是最辛苦、最不

幸的。還有許多比自己更困難的弱勢，即便有先天的缺陷，他們不曾放棄，還是

很努力的想闖出自己的一片天空。看著自己雖然家庭貧困，但身體健康好手好腳

的，才明白，原來我們比他們擁有的更多。同樣身為弱勢，更能感同身受他們不

被命運擺弄的決心，彷彿也在別人的脆弱上，看到自己肩上的責任。B 自己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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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來不再練空手道，她希望選擇社工作為她職涯的發展，踏入助人工作的行列，

以下是她的分享: 

 

        如果要一直往空手道發展，可能當教練吧！如果不要，可能就是當社工

啊，長照，然後去幫助一些更多的人。B-3-0316 

想要看到孩子可以成功吧！然後就像別人現在幫助我一樣，如果長大真

的可以當社工，當然是希望那些小孩子可以像我一樣，自己有自己的目標，然後

自己想做的事，看見那些小孩子也有成功，沒有變成那些壞小孩。B-3-0182 

        當然會想要有什麼就盡全力地去幫助他們，然後跟他們分享我的故事也

好，或是告訴他們一些，他們當然應該也會有心事想要分享，然後跟他們聊聊天

啊，講一下我以前的故事啊，或是告訴他們為什麼我會那麼成功啊，然後跟他們

講說不要放棄啊，或是什麼的。B-3-0201 

 

    回饋感恩的方式有很多種，可以用物質的捐贈回饋、可以去擔任志工來回饋、

也可以用曾走過的生命經驗加以回饋。研究參與者 B 希望未來能以自己的故事

來回饋社會，協助那些困頓失落的孩子，有自己的目標，走自己的道路。曾經也

茫然迷惘、也挫敗低潮、在自己出生弱勢的環境中，一步步努力證明自己的存在

與價值，B 希望她這一路的遭遇與奮戰，能激勵幫助更多的人。 

 

        信望愛(一個社福團體)好像幾個月就會來我們家一次，來看一下阿公阿

嬤。就他們會送一些米和餅乾。C-3-0253 

        他們每次來都會送我們一千塊，讓我們有個可以那個吃飯，送米送餅乾

之類的，他們每次來都會幫我們禱告，就會有時候會問候我們說最近好嗎，最近

有沒有工作，還會問我說有沒有在讀書上面還好嗎，就是會問候，其實他們，我

蠻感謝他們就是不會放棄，就算有其他人需要這個資格，他們也不會放棄我們，

然後他們一直幫助我們很多年，也關心我們很多年，就是內心不會說，因為我不

太會表達，可是我內心是蠻感謝他們的。C-3-0254  

 

    研究參與者 C 的父親在她國小時成了植物人，父親臥床期間，也得到一個

社福團體對父親長期醫療上的照顧及家中經濟的補貼，心中也滿懷感謝。 

 

小結: 

    一個人懂得感恩，不把別人的幫助視為理所當然，就會讓感恩的事物增加其

價值，同時這樣的價值是可以進一步的擴散下去。正如研究參與者 A 自己的分

享:「不一定是回饋到他們身上，也可以回饋社會，就當作是把他們的愛傳出去」，

而研究參者者 B 的方式，是在閒暇之餘到弱勢團體擔任志工，將來若踏入社工

的職涯，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激勵幫助更多的人。懂得感恩，就能品嘗這幸福的

滋味，也能讓這樣的滋味，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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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逆風少年活出蓬勃存在的前進動力 

成長於弱勢家庭的青少年，如何逆風而行，如何活得精采動人，這背後支撐

的力量是甚麼?來自哪裡?在這一小節，研究者從他們成長經驗的分享回饋中，整

理勾勒出三位青少年活出蓬勃存在前進動力的圖像，以下是他們的分享。 

 

一、現實是生命的導師 

    貧困，讓人成熟，無路可退時，自己就是唯一的依靠，也讓你知道只有自己

的力量才可以做出改變。 

 

        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吧！因為我們家可能，怎麼唉怎麼叫都不會有人幫

你，就是不會幫你，你就會覺得說你要靠自己，就是你學不會，如果你被當掉，

可能會被家裡的人罵，那你就覺得說，我至少要過關，要及格，然後及格之後，

當你及格之後，你就發現好像沒有這麼難。A-4-0126  

        嗯，整個家裡給我的感覺，就是可能說一開始你在國小國中，國小的時

候，就是因為你要什麼沒有什麼，你就會覺得說，什麼都要不到，你就想要說，

你要靠自己，成績好一點，可能會有什麼獎學金，然後獎學金拿到，媽媽就會買

一些東西給我們，買我們想要的東西，可能鞋子啊，筆啊，鉛筆盒什麼的，因為

有時候會羨慕人家的鉛筆盒都很好看，這樣，那希望自己的鉛筆盒也可以那麼好

看。A-4-0127  

        我覺得努力還是要靠自己，你靠別人，不會比較好。A-4-0137 

 

    研究參與者 A 深知家中的環境很糟，無法像一般家庭的孩子得到基本的物

質滿足，漸漸明白，想要甚麼東西，自己踏實的努力是最好的依靠。 

 

        很累的時候會，就覺得會你練這個到底有什麼，如果你以後沒繼續的話，

你要幹麻，你就會覺得有一些害怕。A-3-0123 

        我覺得怎麼說，就是要覺得說，自己沒有退路，就是說你的路堅持下去，

你就是要往前走，不能往後退，或是停在原地，雖然你可能前面有叉路，你可以

走其他地方沒關係，但是要堅持往前走，就是不後退，我覺得這是自己的信念。

A-3-0125 

        雖然練習很辛苦，也沒有什麼休假什麼的，我還是會相信自己的努力，

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可以讓自己未來更好，我都這樣說服自己，雖然人家可能

在玩什麼的，就找個理由說服自己，更投入這裡，雖然你會有一點憂鬱什麼的，

可是你既然已經走上了這條路，你就是要把它走完這樣。A-4-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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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蠻喜歡長跑，那長跑就是可以看看風景，然後就會覺得天空這麼

美麗，我的未來應該也可以更美麗。A-4-092 

 

    練體育的他，也對自己的前途有過迷惘與徬徨，擔心與害怕，甚至懷疑這一

切的努力是否仍有意義。既然無路可退，也不願沉淪於命運的擺弄，唯有帶著堅

定的信念，在人生的長跑之路，妝點未來的美麗。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因為大量練習吧，然後覺得自己為什麼要那麼累，然

後可能有時候比賽沒有成績，練習又被教練罵，然後就會很難過吧，看著別人出

去玩，自己又不能出去玩，然後就覺得自己累得像狗這樣，但是有時侯會想到那

些幫助過我的人啊，如果我就這樣放棄，他們會怎麼想？而且那我回去，豈不是

又跟回到原本的生活一樣。B-3-015 

        而且如果我覺得可能我放棄了，可是那我就要回到我原本的家庭，然後

也許他們會覺得我可能就這點能耐吧！B-2-0215  

        我覺得最大的部分就是應該還是環境，因為像國中的時候，就是有一些

環境比較好的同學，可是他就是可能有一個很好的家庭，但是他可能不會去珍惜，

但是因為像國中老師，他也有跟我講過，我的想法比一般同學還要更成熟，可能

是因為環境給我一個算機會教育還是什麼，讓我比別人的想法更成熟更懂事。

B-3-0355   

 

    研究參與者 B 身為運動員，也同樣面臨大量練習疲憊的無助，和比賽成績

不佳的窘境，「放棄」就是最簡單回歸原點的抉擇，但如何向自己及那些默默幫

助她的人交待，「放棄」似乎又成為了最艱難的挑戰。 

 

        我也是會想像媽媽一樣，可是我會想說，我要多學，就是多學一點，以

後的工作的薪資會比較多一點，然後可以不用以現在這個家庭，就是不會把自己

的家庭跟我自己親生的家庭，有落差吧！就是怎麼講？很難解釋。媽媽對我的影

響就是我會想說多賺一點錢，為我的家庭負責，不會像媽媽一樣那麼辛苦，然後

我也不想跟媽媽一樣做苦工，雖然她很辛苦，可是我會覺得她那麼辛苦，也是因

為大埔就是個小地方，就是因為她只在這圈子裡而已，所以她的工作也頂多做那

些勞力的，可是我會覺得我不想像媽媽一樣那麼辛苦，我會想說，我現在多學一

點，然後工作會賺多一點。C-2-0137 

 

     

    研究參與者 C 的母親是新住民，一路心疼看著母親辛勞的背影，看見自己

生活環境與資源的侷限，努力學習，為自己累積經濟謀生的資本，似乎也成為她

翻轉命運，突破現實前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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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他們的分享中，可以看到三位研究參與者都覺察到自己家庭物質條件的匱

乏，現實的環境讓他們沒有太多選擇的可能，無路可退時，反而也迸生出承擔自

身命運前進的勇氣。 

 

二、重要他人的牽引-點亮黑暗的燭火 

    法國存在哲學大師沙特曾說，他者是地獄，意指從他人眼光探視的過程中，

每一個擁有主體性的人類，最終將被視為客體般對待。但從本研究的發現，他者

並非地獄，而是可以成為點亮黑暗的使者，「他者」也能成為茫然混沌生命煎熬

前進的動力。 

 

        我覺得她是很開朗的一個老師，就是她會幫我，就是可能知道我家裡狀

況不好，然後會特別照顧我，然後就可能那時候她還帶我去她家裡也有開那個廢

五金回收，會去幫忙，會去打工，搬一點重的東西，順便練練身體，對啊，就賺

一些零用錢，然後可能可以生活好一點，或是存下來，然後就對我很好，可能就

會買一些鞋子衣服送我，之前生病，背上長了一個疹子啊，然後疹子後面就化膿，

然後就變成一個洞一個洞，很可怕，然後老師就每天幫我換藥照顧我，對啊。真

的很感謝那個老師，就是可能不是她的親人，也可以這樣對我，就是把我當成她

的孩子一樣照顧。A-3-0145 

        那時候降體重的時候壓力很大，老師也沒有說什麼，那時候臉很臭啊，

什麼都聽不太進去，老師就在旁邊默默幫助我，然後那時候還會摔瓶子什麼的。

A-3-0149 

        因為有時候就覺得說，如果我在這個地方放棄，會不會對不起那些幫助

我的人，就覺得要往前。A-3-0153 

        很感謝老師這樣子的付出，讓我能夠有今天，讓我能夠更好。A-4-045

  

    自幼失去雙親的 A，在國中學習與訓練的期間，遇到了很關心他的師長，雖

然沒有血緣關係，但仍把 A 視為己出，如同當自己的孩子般照顧，不僅提供物

質生活的所需，還有病痛纏身時的照料與碰到挫折時的精神支持，師長雖是他者，

卻也是協助 A 在困境中持續邁進的重要貴人。 

         

  從學校到家裡其實距離也還蠻遠的，校長都會常載我回家，可能我生病，

她都會帶我去水里看眼睛或是看感冒什麼的，然後現在我們還是會蠻常約出去吃

飯，每次出去，她都會帶我去買一些生活用品，然後跟我學校的衣服，制服什麼

的，都是她幫我付錢。B-1-0256 

        來到這裡，影響最大應該是教練吧！對，因為剛來的時候，就是沒有錢，

可能就是他會帶我們去買衣服，前面就會希望我不要那麼常回去，希望我在可以

更熟悉一下這邊的環境，然後假日就會安排一些活動，比如說帶我去爬山，泡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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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什麼的，會常常跟我說我的目標明確，所以我剛來的時候，他給我的目標都已

經設好了。B-3-001 

        其實在這裡，他(教練)應該就是第二個我的爸爸媽媽吧！因為他不是只

有教我空手道，因為他連那些做人處事的道理也都有跟我講。B-3-005 

        如果當初沒有他的話，我應該就是一樣待在自己的家裡面，也不知道幹

嘛，因為就是可能跟著同學他們就到處亂跑，然後不知道自己清楚到底要做什麼

事。B-3-059 

 

    生活於隔代教養家庭的 B，在小學碰到了如同母親的校長，國中碰到如同父

親的教練，為她帶來家庭的溫暖、提供她日常生活所需，指導她做人處事的道理、

也為她指引未來人生奮進的目標與方向。 

 

        老師就淑雅老師了，就是她幫助我蠻多的，因為我有低收，然後我又算

是蠻乖的學生，然後老師就會默默的幫助我，然後會私底下關心我，因為我國三

就是事情很多，就開了刀，又得到總統教育獎，然後還要忙一些總統教育獎前後

的事情，然後都是淑雅老師在幫我。C-4-0102  

        國三就是開刀啊，她也有打電話關心，因為她還有課程，所以她不會特

地跑過來看我，然後她有打電話，我開刀當天，她有打電話給媽媽，說我狀況怎

麼樣，然後老師也有跟同學說我去開刀，對，然後就是淑雅老師幫我蠻多的。

C-4-0104 

        她會問我有什麼困難？因為如果我臉色不對，她就會說你最近是不是有

什麼事情，她會主動關心我，她也會跟我說我有哪些資格需要申請，她會幫我申

請。C-3-0232 

 

    研究參與者 C 雖然雙親健在，但父親中風成為植物人臥床多年，家庭只具

有單親的功能。國中階段遇到對她照顧有加的導師，老師幫她找資源，協助她爭

取總統教育獎的榮耀、開刀住院時的問候，都讓 C 默默感受到老師對她的關心

與陪伴，充滿著感激。 

 

小結: 

    三位成長於弱勢家庭的青少年，一路上面對許多生命的挑戰與困境，但在他

們的旅途中並不孤單，也遇到許多協助他們的貴人，有老師、校長、教練，不僅

提供物質上的協助、心理的陪伴、精神上的支持，更重要的這些重要他人的牽引，

成為他們生命的燭光，給予他們前進的動力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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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情之愛，每個人內心最美的依靠 

    「愛」像一條堅韌的軸線，貫穿生命進化的歷史，它飄邈無形，說不清楚、

道不明白，如果說叱吒風雲的權力更迭織就了人類歷史奢華炫目的外衣，那麼，

『愛』便是努力為生命留住溫度的血液，支撐了人性向下沉淪終將死去的力道，

倘若這世上還有什麼可以洗滌人類長久積累的血腥與幽暗，為人性的向上提昇帶

出一線曙光，那必然是「愛」，它不是一條救贖罪惡或仇恨的更好的途徑，而是

唯一的出路！ 

 

        謝謝妳(媽媽)把我生下來，然後照顧我們，然後就照顧我們這麼多小孩，

還讓我們一直都在一起，然後就是你走了，我們有很好的生活，然後我們有照顧

好弟弟妹妹，然後就也有拿到獎牌，讓你有那個光榮的感覺。A-2-0309 

        為了媽媽比較多吧！就是想讓媽媽知道，她生下我們的那個，要怎麼說，

就是讓她感覺慶幸有生下我們，讓她感覺到光榮。A-2-0311 

媽媽在之前比較像我努力的動力吧 ！我在降體重或很累的時候，就會想要放棄

的時候，心情會很不好，在降體重的時候，那時候心情都會很暴躁。A-02-0330 

        然後就會想到媽媽，就會覺得說，媽媽也是很辛苦，但應該比我們這些

還要更辛苦，她要擔心的地方不是體重的問題，而是我們這一家生活的問題，對，

然後就會覺得說，應該就可以繼續努力下去。對，就是可以繼續努力，然後不會

去想說為什麼要這麼累，這麼累會有回報會有成果嗎? A-2-0331 

        希望媽媽會覺得說，媽媽會為我們感到開心，然後覺得說我們做得很好。

A-3-0137 

 

    研究參與者 A 從小活在父親暴力的陰影，父母離異後，為了躲避父親的騷

擾，經常搬家，在這充滿變動的生活環境中，母親一人承擔所有家計的重擔，相

較於自己練體育過程的孤單與艱辛，A 更深深體會到母親支撐一個家的壓力與辛

苦，母親為這個家提供的親情之愛，凝聚了這個破碎的家庭，成為 A 面對未來

的風雨的依靠，也成就了 A 更堅毅前行的腳步，即便母親已不再身邊，仍要活

出最好的自己，讓天上的媽媽，感到開心，感到驕傲! 

   

        是因為阿祖他們吧！所以有一次教練他就說，我們不要一直練習，然後

練到都傻掉了，他說我們要清楚我們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戰，然後他就叫我們在手

心寫我們為了什麼，那時候我寫驕傲跟期待吧！因為我想成為阿祖他們的驕傲，

然後完成他們期待我完成的一些事！B-2-0214 

 

    父親坐牢，母親早早拋下了這個家庭，練空手道的 B，一路跌跌跌撞撞，身

體的疲憊，出賽成績的不佳，都讓她屢屢萌生放棄的念頭，教練的一句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也敲醒了她內心沉睡的聲音，原來這一路能走到裡，除了許多默默相

助的貴人外，還有一位八旬年紀的阿祖，她「祖」代父職與母職，是「她」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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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可歸，是「她」讓 B 在外流浪打拼的心有了依靠，親情之愛，召喚著 B 為

阿祖的驕傲與期待而戰。 

 

        其實大埔很多外籍配偶，很多是因為離婚或者是吵架，或者是另一半的

人突然去世什麼的，然後就會離開小孩子，然後媽媽不會因為爸爸這樣子，然後

放棄這個家，就讓我覺得很堅強，而且很多外籍配偶都跑出去了，阿嬤也說媽媽

很厲害，可以不會因為自己家本身有缺陷，就離開原本的家庭，然後對小孩子很

負責任。C-2-073  

        媽媽沒有離開，一直守著這個家庭，她沒有離開是因為我！因為她想說

要把我養大，一方面也不想讓阿公阿嬤兩個人待在大埔，怕他們有危險，而且畢

竟他們也老了。C-2-083 

        我就會想說爸爸這樣子中風了，很早就離開家，媽媽又是新住民，什麼

都不懂，一直撐過來，然後到現在都沒有離開我們，我就覺得媽媽蠻偉大的，然

後我就會想說，之後我想要把這五年撐到畢業。C-1-046 

 

    植物人的父親可能要在這個家中永遠的缺席，身為新住民的母親，要照顧年

幼的 C，也要照顧上了年紀的公婆，她，其實可以向其他的外籍配偶一樣，選擇

拋下肩上的重擔，重新開始自己的新天地。但有一份愛的牽掛，牽起了這搖搖欲

墜的家庭，也牽起了 C 想要努力賺錢改善家境的決心。母親的親情之愛，成為

了研究參與者 C，面對繁重課業壓力與未來挑戰最美的依靠。 

 

小結: 

    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家庭狀況，有的在年幼時雙親已逝、有的是由曾祖母照顧

的隔代教養家庭，有的是單親的新住民家庭。或許這個家並不完整，已在天上的

母親、年紀八旬的曾祖母、新住民的媽媽，他們為這個家庭投注的親情之愛，持

續滋潤溫暖這三位青少年，希望天上的媽媽能為 A 的努力感到欣慰，B 的奮戰能

為曾祖母帶來榮耀，C 的堅持能減輕新住民母親工作的辛苦。 

 

四、轉念-賦予逆境意義 積極的助燃氣 

    我們無法改變既定的事實，但我們可以用正向的觀點，賦予事件更積極的意

義，忽然，原本烏雲罩頂的世界，映射出一道光亮的神采。 

 

        第一次感覺比較無助的時候應該是國中吧，因為選上那個亞青少的國手，

然後去左訓集訓，然後你可能突然遇到降體重會不知道怎麼降體重，或是覺得很

累……………….降體重這件事不會有人來幫你，你要自己去處理，你就覺得蠻

無助的，就會很生氣，很難過，就不知道怎麼辦，可能就需要沈澱一下，思考一

下現在需要什麼。A-0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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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來，休息一下，然後想一想，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然後你做了，

成績可能會，你就算做了，成績可能會不好，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經驗，沒有去

試試看，就不知道你到底可以到哪裡，你的實力到底到哪一步，想到那些跟你同

量級的對手，你會覺得說，那時候就覺得遇到那些對手，應該是蠻不錯的，就會

想要去試試看，那時候就很希望比賽，就覺得說降體重是為了比賽，不是比賽是

為了降體重，對，因為你想要比賽的感覺，對，就覺得說應該再努力一下，再撐

一下，應該就會過了。A-3-119 

 

    生命就是一連串跌倒又爬起的過程，每個人都是在這過程中學會站立，在體

育的競技場上當然也不例外。A 分享那段「降體重」最無助的經驗，為了練習，

他必須進食才有體力，為了達到能夠出賽的體重標準，他又必須嚴格控制自己的

飲食，左訓中心餐廳的美食誘惑著他，體重降了又升的挫敗困擾著他，在飢餓與

疲累身心交迫的煎熬中，獨自在黑暗中摸索，當回想當時為何要練體育初衷的念

頭升起，煩燥不安的心情得到了沉澱，正如他自己的分享，「原來，降體重是為

了比賽，因為你想要有比賽的感覺，就會覺得說應該再努力一下，再撐一下，應

該就會過了」。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你輸給人家，可能是人家付出的比你多，人家比你

更努力，你也不能抱怨什麼，人家就比你努力，你實力就差在那裡，也沒辦法，

就回去繼續提升實力，就是會體會到說你還差在那裡，你要回去說看要提升哪裡，

對，就會感覺到那些差距。A-3-236 

        會用這個方式去解讀成績的不理想。對，這些也是老師教的，老師跟我

們說的，一開始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輸，為什麼輸，就這樣子一直想，後來是

老師跟我們說，說<你會輸，就是你練不夠多，人家練得比你多>(台語）A-3-0238 

        對啊，很多東西是這樣，雖然你從那個角度看，從不同角度看是不一樣。

A-03-0239 

        我覺得有些事情要正向去看他，不要去躲避它，因為怎麼躲避，它還是

會碰到你，它還是會追著你，然後我們要正向的面對那些挑戰，或是那些困境，

我們要去接受它，可能說就慢慢的去消化它。A-4-078 

        然後就去想辦法，就是想辦法讓自己更好，因為路還是要走，人生還很

長，自己的事就做好。A-4-098  

        就會想說自己還可以怎樣做改善，下次的時候把它調整過來。

A-04-0108。 

 

既然，挫敗是人生的必然，如何解讀挫敗的意義就很關鍵。在體育的競技場

上，沒有人是永遠的常勝軍，「你會輸，就是你練不夠多，人家練得比你多」!

研究參與者 A 以這樣正向的視角去解讀失敗，賦予挫敗經驗不同的意義，畢竟

生氣、埋怨、消沉、失意都無法改變既定的事實，與其不斷抱怨，不如讓它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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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看見的改變，印度聖哲甘地這句話，也驗證著 A 面對挫敗的態度，正面迎

戰那些挑戰，思索還能做出甚麼改善，想辦法讓自己變得更好，積極正向的轉念，

也成為自己持續努力精進的助燃氣。 

 

        我覺得是責任吧！因為既然老師要讓你去做這件事，代表他信任你，或

者是他覺得你有能力去做到這件事，就會有一種我被重用的感覺。B-2-0242 

        我覺得應該是樂觀吧！可能譬如說...可能我不會...怎麼講，可能我會

換一個角度去思考，就是不會太糾結那個點。B-3-0218 

        可能有一次我手機掉下去吧！我那時候在比賽，然後我的手機就是，在

觀眾席，我的手機就從褲子剛好掉進那個洞，然後就是我可能有比較衰吧，我剛

好坐在那個地方，然後剛好掉下去，然後我就笑一笑，因為他們就說，啊，你會

不會很難過什麼的？我就笑笑說，不會啊，搞不好可能剛好壞掉，我又可以換手

機什麼的，然後我就把它撿起來，你看還是好的啊什麼的，我就覺得我自己不會

把它想得很糟。B-3-0219 

        對啊，我有嚇到，然後想說該不會真的要換手機了吧！然後我就這樣笑

笑的跟他們講，然後之後去撿起來，發現幸好還可以用這樣。B-3-0221 

 

    究參與者 B 是個樂觀的女孩，每次訪談都可以看到她的眼角泛著微笑。在

她自述的分享中可以看到，即便學生時期被師長交付的工作，她會將其解讀是師

長對自我能力的看中。當自己打工買來心愛的手機不小心呈現自由落體，她會一

笑置之，解讀成或許又有可以換新手機的機會。樂觀的 B，賦予工作壓力與意外

插曲不同的意義，讓她能換個角度擺脫生活中會碰到的困頓與糾結，自由的邁步

向前。 

        我會用比較樂觀的方式，就是不會，我是覺得一般人就會覺得，好痛，

就會一直很想哭，因為那時候我開了十幾個小時的刀，然後我半夜還有發燒，然

後我臉很痛苦，可是我不會很想哭，因為我很想睡覺，所以我就只能忍著那個痛

睡覺，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非常的愛睡覺，所以就算痛，我也要睡覺。C-4-057 

        開刀很痛，耳朵很痛，但換了一個耳朵也蠻好的。C-4-0130   

        我的話，就是面對事情，就是不要想負面的事情，就是不要想著說，反

正這件事情做不好就做不好，我會覺得，就是好好的面對它啦，就是如果你跑回

來了，那件事情還是在，這件事情還是存在著，就是沒有人去處理它，可是你逃

避了，你回來了，這件事又還在，所以你還是要面對這件事情。C-4-0155  

   

    研究參與者 C 一出生就被診斷為小耳症，一耳的聽力完全喪失，外耳也沒

有正常人的外觀。一共動了三次耳朵重建的手術，雖然術後的傷口疼痛，但愛哭

的 C 居然沒有留下半滴眼淚，就如她自嘲的分享，「開刀很痛，耳朵很痛，但換

了一個耳朵也蠻好的」。C 個人的經驗也我們讓明白，若能賦予疼痛正面積極的

意義，生命就可以擁有忍受承擔苦痛帶來的重量，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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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三位研究參與者在生活與學習的過程中，都面離到生命的難題，生活中的不

如意，但他們都沒有停留於自怨自艾的階段。面對問題與挑戰，他們都能夠從正

向積極的觀點去解讀，賦予事件不同的意義，也從這過程中，找到自己持續前進

的堅持與動力。 

 

五、目標與信念，賦予存在的價值 

 存在哲人沙特曾說:「存在先於本質，而人是命定的自由」，簡言之，除了人

本身之外，沒有任何道德、靈魂等先天的本質，但我們卻有無限選擇的自由，一

個人的存在就是他選擇的總和，換言之，一個人的本質，就是他行為的總和，人

就是他最後的選擇。但有趣的是，人面對無根的自由時，我們就會陷入存在心理

治療大師 Yalom 所說「存在的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我們的行為傾向也易於

落入精神分析和社會理論家艾瑞克·弗洛姆所謂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但因著人有了目標與信念，存在的焦慮、無根的自由、突然有了安頓

的依靠，我們因此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存在。 

 

        國中吧，國中開始設定目標，一開始設定的目標是可以先去比賽，從國

一開始練習，然後就一直很想要去比賽，因為國一的時候還太小隻，沒有辦法比

賽，然後就想要去比賽，就開始說我要努力練習，然後提升實力啊，然後體重要

提升上來，想要去比賽，就想要去享受那個比賽的刺激的感覺，對，然後後來就

慢慢設定那個學習的目標，可能說你要層級要達到哪裡什麼的，對，就是沒有達

到的話，就再努力，可能哪裡需要再改進，對。A-03-0214 

 

    研究參與者 A，自國中進入體育班後，就為自己設定了目標。目標為自己畫

下前進的藍圖，在前進的過程修正自己的腳步。 

 

        後來就是，可能同學表現好，但是我還是練自己的，也不會想說跟他們

一起休息，一起偷懶那些的，那說不定旁邊的人不知道怎麼看你，看你說你像一

個瘋子一樣的在練習什麼的，我想說算了，練習是練自己的。A-3-0203 

    對啊，旁邊的人都看你說，可能覺得你很奇怪，你是瘋子什麼的？因為那時

候練到一個地方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說很累，你可能要更好，你就要喊聲出來，

就會比較有力，因為可能說你把那個氣憋在裡面，就會沒有辦法向前進。A-3-0204 

        對，那時候就不能顧旁邊，可能人家怎麼看你，你就要專注自己。

A-3-0205 

        就是雖然練習很辛苦，也沒有什麼休假什麼的，我還是會相信自己的努

力，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可以讓自己未來更好，我都這樣說服自己，雖然人家

可能在玩什麼的，就找個理由說服自己，更投入這裡，雖然你會有一點憂鬱什麼

的，可是你既然已經走上了這條路，你就是要把它走完這樣。A-4-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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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條寂寞孤單的體育之路，有些人會選擇偷懶，有些人只把練習當成例行

工作，在別人的目光中，或許像個傻子亦是瘋子，但 A 很清楚的知道，在既定

目標的指引下，帶著堅定的信念，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可以創造

現實，而不是迎合現實。 

 

        有時候會覺得很累，為什麼我們在練習，別人都可以出去玩，有時候會

很羨慕，就像放暑假，我們就要一直練習練習，放假時間那麼少，有時候會很羨

慕。B-1-020  

 

    在練習的過程中，B 也會感到疲累，也會羨慕別人可以輕鬆，可以玩樂。 

 

        我的夢想是亞運金牌，但是人生的旅程，應該是期望在這個努力的過程，

就是人生的過程就是努力，當然不是…但就是要開心，就是每天日子都要過得很

快樂和充實。B-3-0263 

         

        有一個目標，像亞運，而且教練又給你設定一個目標，得到可以拿到錢，

又不會讓教練失望，對不對，所以慢慢從這些成就感中，就會覺得好像讓我做這

件事覺得自己很有用。B-3-0271 

        我覺得那個成就感就是我努力的結果吧！B-3-0272  

        而且會讓別人知道。B-3-0273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肯定，也是讓我再願意繼續努力的一個重要

的力量。B-3-0274 

        因為就覺得要開心吧！就是不管做任何事，你要去喜歡它，這樣你才會

做得有意義呀，你不喜歡它，你做起來就會覺得枯燥乏味吧！B-3-0266  

 

    有了目標與信念的引導，縱然 B 經歷了練習的辛苦與賽場上的挫敗，但她

也看見自己辛勤累積耕耘的回饋，達成目標，不僅讓她獲得外在獎金的回報、教

練的肯定、榮耀了家人，更重要的是，她也從這些成就中，找到自己的內在價值。

有趣的是，在 B 的經驗也分享提到，雖然人生的過程就是要努力，但每天日子

都要過得很快樂和充實，不管做任何事，你要去喜歡它，這樣你才會做得有意義。

似乎也體會出辛苦耕耘的同時，也要懂得欣賞這一路旅途的風景。 

         

  在還沒有得獎之前，目標其實是不清楚的，會捉摸不定啊，就想說我要

做這個？還是做那個？是有個方向，但不知道要做什麼？ C-2-0284 

        總統教育獎就是全鄉，我是全鄉第一個拿到總統教育獎是 C，因為這個

的關係，就是覺得一定要有個目標去實現自己的夢想。我會想說我的目標就是總

統教育獎，然後我就是慢慢地慢慢地努力的把這些東西弄好給委員看，然後讓委

員看到我很努力的在準備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延伸到現在的五專，我會覺得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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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醫學美容，我中間需要很多努力，要考好證照，然後要把它讀到畢業，就是

不要放棄這幾年的努力，就休學之類的，東西都是要慢慢來，就是不要覺得想要

快，就讓我覺得因為總統教育獎，也是一件事一件事慢慢來，因為從初審過了，

到了複審，就會也是一樣慢慢來，我目標也是一樣慢慢來，就會讓我覺得總統教

育獎讓我覺得目標很重要，然後你有了目標，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把事情做好，

就是可以支撐自己做下去。C-3-0196  

        人生一定要有一個目標，如果沒有目標的話，就是很多事情你一遇到困

難就會做不下去。C-3-0197 

 

    研究參與者 C 的經驗很特別，在沒有得到總統教育獎提名之前，C 對自己的

目標其實是模糊不清楚的，她處於一種無根的自由狀態，充滿了許多可能，卻不

清楚自己的方向。可是後來 C 被提名了，她也想拿到總統教育獎這項殊榮，所

以中間必須做很多的努力與準備，當準備的過程一步一步都到位時，C 得到了評

審委員們的肯定，最後也達成獲獎這個目標，這整個過程，也讓 C 深刻的體會

到擁有目標的重要性，原來有目標才能讓你成就一些事情，帶著這樣的體悟與信

念，C 也把這樣的經驗應用於目前五專的課業學習上，雖然課業繁重辛苦，因為

有了目標，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把事情做好，遇到困難也可以支撐自己堅持下

去。 

 

小結: 

    Where is the will,where is road.(意志在哪裡，道路就在哪裡)目標與信念帶來意

志，而意志開啟我們人生的道路，從上述三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分享中，可以看

到目標為蒼茫無序的人生帶來方向，凝聚他們生命的能量，讓無根的自由有了重

量，也賦予了每個人存在的價值。當我們為自己設定目標時，是對自己許下了承

諾，也是對自己和他人傳達我們有能力跨越困難與挑戰的信念，目標與信念讓這

些弱勢家庭的青少年，更有力量持續前行。 

 

六、正向典範-生命學習的標竿 

    人生需要目標的指引，也需要學習的楷模，我們都在渾沌之中摸索自己的圖

像，探問我是誰?我想要成為甚麼樣的人?及我如何活出我想要的樣子?在這探索

的過程中有無限的可能，其中的一種可能，就是讓周遭出現的正向典範帶領我們，

成為我們生命學習的標竿。 

 

        小五小六的時候，有一個很好的老師，他都會幫我們，可能有時候學校

可能會有一些我們的補助款，老師都會…或者老師都會自掏腰包幫我們買鞋子，

運動鞋壞掉，那時候就有買鞋子，老師那時候一次都買一兩雙，一個人都一兩雙。

A-2-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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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老師讓我覺得我應該要很努力吧！就是要變成像他那樣的人，就是

可以幫助別人。A-2-0390 

 

    小學老師無私的奉獻與付出，讓 A 感懷於心，也覺得自己應該更努力，也

能像老師一樣，成為幫助別人的角色。 

 

        可能就淑雅老師吧，她默默的在我們背後付出，可能就是幫我們生活需

求上的付出，還有精神上的，幫我們加油打氣，還有給我們一些上活上的補給品，

師姑師伯也是給我們生活上的補給品和精神上的鼓勵，然後有些隊友，或許練習

練完，他們也沒有直接休息，可能還會做一些加強的訓練，從這些地方就會，有

時候就會覺得說你要努力，你要跟他們一樣，你要每天多練一點，你就可以變得

更強，這樣。然後媽媽，媽媽這樣堅持的要讓我們家的小孩都在一起，讓我們可

以從小就有這麼多的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耍，這樣堅持的心情，讓我覺得說，我

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就是希望我以後也可以像這樣，這樣堅持，這

樣在背後默默的付出幫助別人。A-4-069  

        希望我可以當這些回饋的角色.. A-4-070  

        我覺的大姐也是很勇敢，我覺得她比我們還偉大，因為她已經失明了，

但是她也是可以那麼的正向的面對她眼前的挑戰，雖然她沒有那麼方便，但是她

還是很努力的完成，然侯就覺得說，姊姊都那麼努力了，那我們是不是也不可以

輸她這樣。A-4-0181 

 

    研究參與者 A 弱勢的家庭境遇，讓他一路上得到許多的貴人相助，除了滿

懷感恩的心情外，他也從這些人身上看見他們所展現的人性品質與值得學習的言

行，包括許多照顧他的師長、默默付出的慈濟志工、喚起他鬥志的隊友、也包括

失明的大姊和已在天上慈愛的母親等。這些正向典範成為他生命學習的標竿，也

轉化成他持續邁進的動力與滋養。 

 

        每個人身上都有能學習到的地方，可能我們不用僅限於學習某一個人，

要變成他的樣子，我們可以從每個人身上，撿一點能學習的東西，就是可以學多

少就算多少這樣，我覺得就是把別人好的拼湊到自己身上這樣。A-4-66 

 

    受人點滴之恩，必當湧泉以報，這些為自己生命帶來正能量的模範，也為 A

畫下了自己未來想成為的樣子。 

 

        就是跟她(家扶社工)聊一些當社工的一些事，然後她就說，因為她的環

境也不是很好，因為她就是有一個小孩，然後肚子還有一個女兒的時候，她老公

就過世了，但是她沒有把他們送去社會局，她還是照顧著他們，然後一邊讀書，

一邊照顧他們，然後就是她剛好也是有貴人幫助，然後有那個契機可以進入家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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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幫忙當社工這樣，然後就跟她聊，她就說，她當社工最開心的事，就是看到我

們往好的方向去發展，嗯。B-3-0185 

        她就是比前幾個家扶老師都還要關心我們，然後她就是可能去明和啊，

就會順道來我家看，然後她就會拍一些影片給我，說阿祖很開心啊什麼的。然後

就是她會極力想幫我找資源，就會問我說現在這個錢你每個月夠不夠用，或是這

個獎學金可以申請啊，什麼的。B-3-0194 

 

    這位家扶基金會的社工，比之前的社工更關心並主動貼近 B 的生活，她不

時會到 B 的原生家庭探望阿祖生活的狀況，也盡其可能的幫 B 爭取其他可獲得

的資源，甚至跟 B 分享自己曾經歷一段困頓的人生經驗及工作上獲得的成就感。 

 

        就是一樣她沒有放棄，然後但是她在自己最沒有能力的時候，但她沒有

放棄，還可以把她的小孩撫養到大，然後現在她有能力又出來幫助我們，然後她

沒有可能像其他社工老師一樣，這個老師，就是都會跟我聯絡，然後約我出來吃

飯，就是很熱情，也幫我分擔了一些家裡的負擔吧！B-3-0195  

      因為她很努力爭取自己..就是機會來了，她就會努力去爭取，這是我也想

要成為的樣子。B-3-0199 

 

    從這位家扶社工自述分享的故事中，研究參與者 B 似乎也與自身成長的經

驗有了共鳴，彼此都經歷了殘酷現實環境的刻苦與挑戰，在得到他人伸出溫暖援

手的同時，都發願要把這樣的溫暖傳承給需要幫助的人。社工老師把握機會，永

不放棄奮鬥人生的姿態，也成為 B 內心效法的圖像，正向典範，帶領 B 活出自

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就是她一下子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她一邊幫我做總統教育獎，又一邊

教課程，一邊又管我們班，然後就是老師的事情都很多，然後她就是會，她有時

候有點快撐不住，我看得出來，然後有一段時間，她在感冒，她還是一直在管我

們班，她也沒有想過要請假，她只有想過就是禮拜五下山的時候，再去看醫生，

就是她不會放著我們不管，然後也很少看她請假，就會讓我覺得她是一個蠻厲害

的老師。C-4-0105  

        影響？就是我也想要像她有能力，有能力的去面對很多事情，因為我就

只能一件一件慢慢來，對，然後她是一個人去面對好幾件事情，然後讓我也覺得

我也想要像她有能力，因為我沒有能力去面對那麼多報告之類的，而且有時候會

混亂，但是她就是她不太會，她就是這件事情做完了，她有下一個任務，可是她

還是沒有想過要休息，對。C-4-0106   

 

    在與國三導師近距離相處與互動的過程中，研究參與者 C 發現老師對 工作

態度的認真與負責，也看見了老師有能力同時進行處理很多事情，這位 C 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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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害的老師，也成為她想要學習跟效法的對象。 

 

        其實全家的大人都還蠻認真的，媽媽也是努力工作想把自己的孩子養得

很好，然後讓他們有可以讀書的環境。C-2-0147  

        阿嬤跟媽媽他們也是腳踏實地在過生活，對啊，他們就算採茶很辛苦，

還是會堅持的去養雞，就不會覺得說那些雞餓死就算了，會堅持的把雞養好，把

菜用好，有時候會叫阿公幫忙，但是阿公現在老了，所以有些事情不會做到很好，

有些事情會漏掉，阿嬤都會再去檢查一次。C-3-0219 

        就是大人在努力，我們小孩子也要再努力。C-2-0146 

 

    一家人住在資源有限的山上，媽媽是新住民，阿嬤也沒受過甚麼教育，即

便工作辛苦，沒有怨天尤人，仍盡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腳踏實地認真過著每一

天，無需華麗言詞傳遞甚麼做人處事的大道理，媽媽與阿嬤所展現認真踏實的身

影，已經為研究參與者 C 提供最好的示範，正如她自己的分享:「大人在努力，

我們小孩子也要再努力」。 

 

小結: 

    在這個小節，研究者試圖從三位成長於弱勢家庭青少年的分享經驗中，歸納

勾勒出六項使其活出蓬勃存在的動力來源，「殘酷的現實」使他們明白自己無路

可退的處境，唯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奮力向前;在佈滿荊棘的路上，也需要「重

要他人的牽引」，才能點亮逆境的黑暗;「親情之愛」，讓他們在孤獨奮鬥的同時，

給予內心最美的依靠;或許我們無法改變世界，但我們可以改變對世界的看法，

透過「轉念」，讓這些青少年有能力賦予逆境新的意義，成為他們繼續前進的助

燃氣;而在「目標與信念」的指引下，也讓他們賦予自身存在的價值。最後，那

些「正向典範」所展現的生命圖像，呼喚著他們想要成為的自己，也成為他們生

命學習的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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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究弱勢家庭青少年的正向經驗。希望從三位獲總統教

育獎青少年的成長經驗中，理解他們所置身的存在處境與經驗、及其擁有的正向

經驗與歷程、最後試圖去掌握這群成長於弱勢家庭的青少年，能活出蓬勃存在，

其前進的動力為何? 

    因此，本章將分成三個小節。第一小節會根據研究結果，與先前的文獻對話，

並簡單歸納出本論文的研究結論，第二小節提出建議，最後第三小節則提出研究

限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詮釋現象學為視角、透過主題分析法，針對三位獲總統教育獎青少

年訪談文本的分析，得到以下三點結論。 

 

一、 弱勢家庭青少年的置身處境與經驗 

    三位成長於弱勢家庭的青少年都面臨家中經濟貧困的處境，他們都是公所認

定的低收家庭，家中主要經濟支柱的工作與收入都不穩定，有時還須靠年邁的曾

(祖)母資源回收來貼補家用，甚至於須向親友借貸度日，除了政府給予的經濟補

貼外，還須要相關社福團體的接濟來維持基本的日常生活。 

    除經濟弱勢外，他們所居住的房子，只有一位是自用住宅，另外兩位分別是

透過承租，有一位因無力繳交水電費，還常常碰到斷水斷電的情況。居住空間也

凌亂狹小，常常好幾個兄弟姊妹共睡一間小小的房間。三位研究對象都沒有自己

的書桌，有兩位青少年是利用家裡的飯桌完成功課，另一位則是趴臥在地板上完

成作業。 

    在家庭照護功能部份，他們分屬於失親、隔代教養、外配的家庭。三位青少

年在成長過程中，也面臨到父親家暴、服刑、長期臥病，母親的輕生、遺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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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利(母親是新住民)等狀況。除了給予三餐溫飽外，也無力在孩子的學習與功

課上，給予協助與指導。 

    從上述三位青少年分享的文本經驗可以發現，弱勢家庭青少年的置身處境相

當吻合文獻探討中兒福聯盟所做的調查(兒福聯盟，2008、2014、2018)。這三位

研究參與者都有意識到家中經濟的困難，體會到家人面臨經濟壓力所帶來的擔心

與苦惱。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對於自身成長的弱勢環境也有不同的心理的轉

變。從「兒時不識窮滋味」、慢慢「初嘗清貧的苦澀」，到「與窮共舞-預約生

命的轉化」。想要透過自身努力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另外，即便他們都有父母

親缺席與家庭功能不彰的情況，生活於「缺角的屋簷」之下，但因為還有親人所

提供「親情之愛」的滋潤與溫暖，使這個破碎的家庭變得完整。 

 

二、 弱勢家庭青少年的正向經驗與歷程 

    從研究結果的分析發現，三位成長於弱勢家庭青少年的正向經驗有兩個部

份，分述如下: 

    (一) 路、靠自己走出來，而存在，就在行動的路上 

    三位研究參與者都在行動實踐的歷程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建立自信、獲得

成就、得到成長，最後見證自己的存在。而在行動實踐的過程，他們也都經歷了

所多的挫折與挑戰，一路跌跌撞，對未來感到迷惘困惑、對自己的失望與懷疑、

甚至一度選擇放棄，最後吞下所有的辛酸與疲累，堅持不懈，也讓自己的生命得

到蛻變，變得更堅強與成熟。 

    曾文志(2006)提到，正向特質是個體開拓創造自身潛能與追求卓越的原動

力，在《特徴長處與美德分類手冊》(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CSV)(peterson & 

Seligman,2004)六大美德與 24 個優勢中，三位研究參與者在面對逆境的成長過

程，研究者發現他們都展現了「勇氣」與「心靈超越」兩種美德，在勇氣的美德

中，三位研究參與者呈現了勇敢、堅毅、勤勉、生命力等優勢，即面對困境或挫

折時，能運意志力來達成目標，勇敢面對威脅挑戰、雖有阻礙，不輕易服輸退縮，

堅持行動，以毅力與勤勉，克服困難，有始有終完成目標、投入生活，最後活出

自己的生命力與正向經驗。而在心靈超越的美德中，三位研究參與者則呈現了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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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與感恩兩種優勢，即他們都懷有堅定的目標，對未來抱持著期待與希望，並付

諸行動努力。同時，三位青少年也對曾幫助他們的善心人士或團體心懷感恩，希

望自己將來能夠回饋貢獻社會，讓這份愛的善念，可以持續傳承下去。 

    另外，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分享中，也可以看到他們至少擁有十項以上

的青少年發展性資產(Search Institute,2012)。包括家庭生活提供的支持、與其他成

人建設性的關係、關懷的學校氛圍、成人角色的楷模、親人與師長的高度期望、

正向的價值觀(包括:正直、負責任、自我克制等)、自我肯定(包括:有生活目標、

對未來樂觀、自我效能感等)，這些保護因子，協助他們能度過逆境的挑戰，朝

正向積極的人生目標邁進發展，也呼應先前文獻探討所呈現的研究結果，即青少

年擁有的發展性資產越多，其朝正向發展的可能性愈高，對處於不利發展狀況的

人，保護力量愈大（Benson, Scales, Leffert, & Roehlkepartain, 1999）。 

    最後，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分享中，研究者也發現這三位獲頒總統教育

獎的青少年，也達成了 Lerner 等人(2005)提出正向青少年發展的五項內涵(5Cs)。

即他們對自己在一些重要特定的領域(如研究參與者 A 與 B 在體育競技、研究參

與者 C 在自己的工作學業)的行為具有能力且有正向的觀感(competence,能力);另

外，三位研究參與者都有堅定的奮鬥目標，具有自我導向，並屢屢在挫敗想放棄

的時刻堅持下去，其所獲得的成就感，也讓他們對自己持有正向的自我認同與自

我價值感 (confidence,自信);此外，這三位青少年也能與其他人，包括自己的家

庭、學校、同儕、社福機構等，建立雙向交流的正向連結(connection,社會連結);

同時，他們也展現能尊重社會文化規範，擁有正確的行為與是非道德的判斷

(character,品格);最後，三位研究參與者也同理身處弱勢的處境，心懷感恩，並希

望自己將來能夠回饋奉獻社會，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caring/compassion,富有愛

心/熱情)。 

(二)懂得感恩-幸福的滋味 

    三位研究參與者，生活在資源匱乏弱勢的家庭環境，一路上也得到許多貴人

及社福團體的幫忙與協助。但他們並不把這樣的幫助視為理所當然，而是帶著感

恩的心，想要回饋社會。 

    感恩是一種積極的正向情緒，根據前面的文獻探討中曾提到，所謂的正向情

緒是個體對事件詮釋後所獲致的深層意義感，會帶來持續長久的正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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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gardner & Crothers,2009)。而感恩就是個體感受到別人所付出的善意，通常

也會促使受惠者回報施惠者的善意，感恩能夠促發人們彼此互動的美好體驗，產

生一種由衷讚賞的愉悅感，帶來幸福的滋味。根據先前文獻提到 Fredrickson(2001)

正向情緒擴展與建立理論(broaden and build theory)，正向情緒具有可以能夠擴展

個體思考與行動的功能。我們可以發現這三位弱勢家庭的青少年感受到施惠者無

私正向的給予，喚起了他們積極正向情緒的回應，也觸發了他們想回饋社會的正

向行為。 

    另外，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參與者雖然未曾直接提到自己有哪些正向情緒

的呈現，但從他們經驗的分享中，仍可以推測在日常生活裡，經常保持著希望、

自信、滿足、樂觀、活力等正向情緒。例如，研究參與者 A 的分享提到:「自己

喜歡長跑，長跑就是可以看看風景，然後就會覺得天空這麼美麗，我的未來應該

也可以更美麗 A-4-092」(希望);「我會感謝我有這些經歷，我可以比別人知道更

多，然後知道這些事情怎麼處理 A-3-0162」(滿足);「我覺得努力還是要靠自己，

你靠別人，不會比較好，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可以讓自己未

來更好 A-4-0137，A-4-0196」(自信、活力、樂觀)。研究參與者 B 的自述分享提

到:「不希望自己在別人眼裡就是覺得，我就是比別人差什麼的，我想要跟他們

一樣，或者比他們更厲害 B-3-054」(自信、樂觀);「像天生有缺陷，就會覺得他

們其實比我們更困難，因為我們其實有手有腳，然後如果他們就是可能有缺陷，

但他們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還是有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就會覺得我們比別人

好，但我們也不應該這樣子自甘墮落什麼的 B-3-0133」(滿足);「我想成為阿祖他

們的驕傲，然後完成他們期待我完成的一些事 B-2-0214」(希望、活力);「我的夢

想是亞運金牌，但是人生的旅程，應該是期望在這個努力的過程，就是人生的過

程就是努力，當然不是…但就是要開心，就是每天日子都要過得很快樂和充實

B-3-0263」(希望、樂觀、活力);「從這些成就感中，就會覺得好像讓我做這件事

覺得自己很有用，我覺得那個成就感就是我努力的結果吧！B-3-0271，B-3-0272」

(自信)。而從小一耳失聰，患有小耳症的研究參與者 C，從她的分享中，也可以

看到如下的正向情緒:「我都會比別人比較辛苦一點，就是把旋律記得更熟，可

是有時候同伴會跑來問我，這個旋律怎麼樣怎麼吹，然後我就會教他，我就會覺

得很有成就感，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努力，然後我還可以去教別人 C-2-0256」(自

信);「我一直在腦海裡面的想法就是，可以學一些東西就學一些東西，就是不要

因為別人怎麼看，不要因為別人說，你幹嘛學那些東西，就是不要因為別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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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講，你就會放棄這件事情 C-2-0266」(活力);「我面對每一件事情，我就會想要

認真對待他，就是不會想說，喔我不會，我就放棄……C-3-0216」(活力);「我覺

得總統教育獎讓我覺得目標很重要，然後你有了目標，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把事

情做好，就是可以支撐自己做下去。人生一定要有一個目標，如果沒有目標的話，

就是很多事情你一遇到困難就會做不下去。C-3-0196，C-3-0197」(希望)。最後，

從文本經驗的分享中，這三位研究參與者都有看到別人卓越而不願意認輸，進而

努力發展行動突破停滯狀態的振奮感受(激勵)，及與家人有著深刻親情連結之愛

的感受(愛)。這些正向情緒越多，負向情緒就會越少，也會增進他們更多的正向

經驗，提高幸福的感受。 

三、 逆風少年活出蓬勃存在的前進動力 

    三位逆風少年，從研究結果分析獲致六項前進動力的根源。分別為: 

(1) 沒有退路的現實讓他們明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奮進。 

(2) 重要他人的幫助與指引。 

(3) 家人所提供的親情之愛。 

(4) 面對逆境能正面積極的轉念思考。 

(5) 擁有個人的目標與信念。 

(6) 身邊有正向典範，成為他們生命學習的標竿。 

    王沂釗(2005)的研究提到。正向組織指的是能夠引發或促成個人之正向情

緒、長處及美德等特質的建立與滋養的生活環境，在此正向環境下，可以較容易

的引發個人之『正向情緒』、『正向特質』，個體能發揮自己的優勢、投身大我

的服務產生歸屬感，並能創造有意義的生活。換言之，正向情緒與正向特質必須

在在正向的環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滋養。 

    三位研究參與者雖然生活於弱勢環境，但仍然能看到正向組織(環境)所扮演

的角色。三位逆風少年都得到重要他人的照顧與指引、社福機構的支持系統、良

好信任的師生關係、與親人有情感連結所產生家的歸屬感、可供效法學習的正向

典範等，這些正向環境，都對他們獲得正向情緒、發揮個人特質產生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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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促使他們能活出蓬勃的存在價值，擁有持續前進的動力與人生的目標。同

時，也讓他們懂得感恩，願意回饋社會，服務大我過有意義的生活。 

    綜合上述，研究者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文本經驗中，整理出他們各自擁有的

正向情緒、正向特質、正向組織，及其所達到的 5Cs 的目標。參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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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三位研究參與者所擁有正向情緒、正向特質、正向組織、5Cs 列表 

研究參與者

代號 
正向情緒 正向特質 正向組織   5Cs 

A 

感恩、希望 

自信、滿足 

樂觀、活力 

激勵、愛 

勇氣 

(包括: 勇敢、堅毅、

勤勉、生命力) 

 

心靈的超越 

(包括:希望、感恩) 

重要他人的照顧

指引、社福機構的

支持系統、良好信

任的師生關係、親

人有情感連結所

產 生 家 的 歸 屬

感、可供效法學習

的正向典範 

(competence,能力)、 

(confidence,自信) 

(connection,社會連結) 

(character,品格) 

(caring/compassion,富有

愛心/熱情) 

B 

感恩、希望 

自信、滿足 

樂觀、活力 

激勵、愛 

勇氣 

(包括: 勇敢、堅毅、

勤勉、生命力) 

 

心靈的超越 

(包括:希望、感恩) 

重要他人的照顧

指引、社福機構的

支持系統、良好信

任的師生關係、親

人有情感連結所

產 生 家 的 歸 屬

感、可供效法學習

的正向典範 

(competence,能力) 

(confidence,自信) 

(connection,社會連結) 

(character,品格) 

(caring/compassion,富有

愛心/熱情) 

C 

感恩、希望 

自信、活力 

激勵、愛 

勇氣 

(包括: 勇敢、堅毅、

勤勉、生命力) 

心靈的超越 

(包括:希望、感恩) 

重要他人的照顧

指引、社福機構的

支持系統、良好信

任的師生關係、親

人有情感連結所

產 生 家 的 歸 屬

感、可供效法學習

的正向典範 

(competence,能力) 

(confidence,自信) 

(connection,社會連結) 

(character,品格) 

(caring/compassion,富有

愛心/熱情) 



 

92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論，研究者分別就「學校方面」、「弱勢家庭照顧者」、

及「未來研究展望」給予建議，分述如下: 

(一)學校方面的建議 

(1)可將正向心理學研究成果，融入課程教學與實踐 

    從研究的結果中，我們發現研究參與者利用自身美德與優勢，對克服逆境與

環境劣勢的挑戰，活出積極正面的價值，有很大的助益。正向心理學作為一門研

究人性潛能、優勢、美德的學科，可以提供教育主體-老師、學生、學校很大應

用與參考的價值。例如將文獻提到「青少年發展性資產」（Developmental Assets）

的概念融入相關學科課程，研究發現青少年擁有的發展性資產越多，其朝正向發

展的可能性越高，同時在酒精濫用、自殺、暴力等危險行為的可能性也越低

（Benson, Scales, Leffert, & Roehlkepartain, 1999）。對於身處弱勢家庭或環境不利

的青少年，擁有的發展性資產越多，提供更多的保護因子，更容易避免負向行為，

同時對於學習成就的提升、品格的培養、身心健康的強化有更多正向的影響（黃

德祥、謝龍卿，2006）。 

(2)老師是經師，更是人師，是每個孩子生命的貴人 

    在多元價值的社會，或許家長與學生對於「師道」的認同已不復以往。但學

校作為第二個「社會化」的環境，老師的角色對於青春期孩子的影響仍然很大，

對弱勢家庭成長的孩子更是關鍵。這些弱勢青少年的家庭通常功能不彰，家人在

安頓現實的過程中，可能已無力給予孩子更多的陪伴與照顧。從三位研究參與者

經驗的分享中，可以看見老師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所產生的「正向力道」，不僅提

供一些物質的幫助、更重要的是在他們低潮、失落、生病、無助時所給予的關懷、

陪伴、正向價值觀的引導。老師在課堂上的姿態，是足以影響孩子一輩子的力量。

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無力扭轉改善這些弱勢青少年的家庭環境，但我們可以成

為他們學習的模範、生命的貴人、陪伴的力量。讓學生成為老師教職生涯最好的

作品，也讓成就教育的人，看見教育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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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組織文化部分  

    有人說學校是一個「生命企業」(life industry)，不僅當下影響學生，也會影

響他們的未來。學校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組織，也是一個強調發揮長處優勢、投入

希望與幸福的場所，能引領孩子正向發展(曾文志，2010)。若我們能提供更多的

正向環境，如友善信任的親師關係、師生關係、教師同儕關係、正向的領導關係、

營造學校組織文化和諧的氛圍，此一「正向環境」就能成為培養學生「正向特質」

與「正向情緒」的催化劑。 

    另外，學校也可以提供孩子適度的挫折與挑戰，藉以培養孩子自信與容忍

力。草莓世代的出現，往往來自處處充滿培養草莓的環境。或許少子化讓整體環

境對現在的孩子過度呵護與討好，產生自我概念的通貨膨脹，但自我價值感卻稀

薄化的現象。弱勢家庭的青少年需要直接面對現實的殘忍與限制，唯有勇於承擔

與迎戰，才能改變命運，也見證自己的成長與價值。成長於一般家庭孩子，其物

質生活的資源與提供並不匱乏，但也容易生活在這樣的舒適圈而缺乏前進的動

力。學校若能提供適度挫折挑戰與「延遲滿足」的環境，則可以讓無動力世代的

孩子，提升其挫折容忍力，也在克服逆境的過程中，建立自信與成就，找到前進

的生命力。 

(二)弱勢家庭照顧者的建議 

    照顧一個家，養育孩子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對弱勢家庭的主要照顧

者更是如此。在扛起現實生活壓力與在陪伴孩子身邊給予照顧的兩難中，很難尋

求平衡。三位研究參與者能夠克服逆境勇敢前行的動力，不是來自這些主要照顧

者給予更多的物質條件，而是他們沒有放棄，他們努力提供孩子一個遮風避雨的

家，雖然殘破，卻讓孩子們可以安心長大，不用流浪街頭、不用面對與家人分開

的孤獨與悲傷。是這份親情之愛帶給他們力量，讓他們可以昂首前行。想對這些

弱勢家庭的照顧者說聲，辛苦了! 即便身處貧窮，你們的踏實、堅持、辛勤與努

力的身影，孩子都看在眼裡，也為他們做出最好的模範。 

(三)未來研究的建議 

(1) 總統教育獎從 2001 年開辦以來，今年已邁入第 21 屆了，這些獲獎孩子獨

特的生命經驗，可以作為相關正向心理學研究議題很好的參考對象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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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正向心理學想要探究人類生命的最佳狀況，而這些得獎者均展現人類

生命許多非凡的人性與特質。可提供給想要認識人性潛能、探究人類獨特

正向經驗後續的研究者，豐富的資量與靈感，也期許對這些傑出經驗研究

的成果，能實踐應用於普羅大眾，讓傑出大眾化。 

(2) 研究者在圖 5-1 整理出三位研究參與者所擁有的正向情緒、正向特質、正

向組織及達到 5Cs 目標的內容，這些成長於弱勢家庭獲得總統教育獎的青

少年，都活出他們獨特而豐富的正向經驗，但這些正向經驗是怎麼發展出

來的?正向情緒、正向特質與正向組織彼此之間交互作用與關聯為何?如何

發展出正向經驗，值得後續的研究進一步探討。 

(3) 研究者在實踐的教育現場也看到許多弱勢家庭的青少年，這些青少年的家

庭也得到許多政府部門及社福團體在物質與精神的支持與協助，有教育熱

忱的學校老師，也會多給予這些弱勢孩子更多的照顧與關愛，有人關心、

照顧，有物質資源的提供，但這些弱勢家庭的孩子，為什麼還是活不出自

己的正向經驗，許多孩子都有學習動機低弱、成績不佳、學校環境適應不

良、缺乏目標、精神萎靡、網路成癮等問題。是缺乏正向的典範?親情的深

刻連結?未能感知家境貧困的現實殘酷?還是身邊有更強大的危險因子(假

設可能是父母不良的身教)，打破了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之間的平衡，使得

孩子無法朝向健康的成長之路發展，這個問題也可提供後續研究者進一步

的深入探討。 

(4) 最後，研究者在研究的場域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研究參與者 A 的家庭中，

有七個兄弟姊妹，他們從小有著共同的成長經驗(除了最小的老六、老七，

他們跟家中的哥哥姐姐年齡差距頗大)，有四個人(大姊、二姊、A、老四)

獲頒總統教育獎(研究參與者 A 排老三)的肯定。而在研究參與者 B 的家庭，

有三位姊妹，年齡相差一兩歲(研究參與者 B 排行老三)，都由年邁的曾祖

母帶大，經歷了相同的成長環境，也受到社會機構的協助，也有機會參加

空手道，透過比賽爭取獎金翻轉命運，但同「運」不同「命」，大姊學業

未完成，目前休學打工，獨自一人在台中生活，二姊很早就出嫁、離婚、

生了一個孩子由生父照顧，自己則又交了其他男朋友，生活不是很穩定，

跟原生家庭的聯繫疏遠，而老三(研究參與者 B)不僅得到總統教育獎，成為

全中運的國手，屢屢代表國家出賽，成為全村之光，也是阿祖跟伯公的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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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這兩個弱勢家庭有相當明顯衝突的對照，在研究參與者 A 的家中，兄

弟姊妹不斷活出正面積極的人生，屢獲總統教育獎的肯定。而研究參與者

B 的家中，她本人積極樂觀，對未來充滿希望。而大姊跟二姊的人生，又

掉入弱勢家庭孩子常見的命運，休學、早婚生子、與原生家庭的關係疏離、

經濟生活不穩等，是甚麼因素造成這中間巨大的落差?或許也可提供未來的

研究者進一步探問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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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完備的，我們只能在浩瀚的知識領域，以理性之光慢慢

的照亮無知之域。研究過程中，都會有其限制。本研究以主題分析為方法，採深

度訪談去探究弱勢家庭青少年的置身處境、正向經驗及前進的動力為何。在研究

結果的呈現上，有如下兩點限制: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參與者的限制 

    質性研究是一種探索性的研究，特色在於能較深入的探究個體的生命經驗，

透過對經驗的描述、理解、詮釋、達成視域的交融，從而掌握其中經驗轉變的歷

程與意義。此外，受限於研究參與者之間在家庭、性別、年齡、文化、地區…等

異質性，研究的結果只能呈現某一研究主題或場域的面向，作為後續研究者認識

或進入此研究領域的可能途徑，本研究只掌握到三位研究參與者的「獨特經驗」，

無法將研究結果類推或擴大到其他的研究對象，僅能做為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

此乃本研究限制之一。 

(二)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關係的限制 

    質性研究強調互為主體的對等關係，在一種平等、開放、自主、尊重的基礎

上進行互動交流。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雖不斷提醒自己要以「互為主體性」的態

度進行研究，也在邀請研究對象時，告知提醒在研究過程中應有的權利。但身為

教師的角色進入到研究場域，還是會有權力關係不對等的問題。三位研究參與者

均為學生身分，面對教師身分的研究者，很難避免雙方會以在生活學習中熟悉的

「師生角色」方式下進行互動，讓研究者研究過程中，忽略許多細膩未能覺察的

經驗分享，同時，這樣的「師生角色」，也會「遮蔽」研究對象對自身經驗更多

的揭露與分享，此為研究限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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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青少年參與研究意願書暨家長知情同意書 

 敬啟者，您好！非常感謝您願意參與本研究計畫，在您分享寶貴的經驗之

前，請仔細閱讀以下內容，同時在正式參與本研究的任何時刻，都隨時歡迎您來

電或直接面詢任何相關的問題。 

    研究者是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的研究生，在本系所陳增穎教授

指導下，進行一份研究計畫案，題目是「弱勢家庭青少年正向經驗之研究」，希

望能對於成長於種種不利環境的青少年，面對逆境，仍能以順處逆，積極樂觀面

對挑戰，同時也在生活、學習、人際、生涯等方面展現適應良好特性，且表現出

正向心理歷程。藉由深度訪談，對其獨特的生命成長經驗於以理解掌握，並從這

些青少年成長經驗探討應用於成長過程中之其他青少年之可能性。 

 

※研究參與過程 

(一)研究內容 

    本研究訪談需要進行 2-3 次的當面訪談，每次的時間依實際需要而定，基

本上訪談時間約 1 小時左右，為了正確記錄資料，訪談過程中需要錄音(或錄

影)，以便日後做為資料分析之用，如果您不願意或中途想停止，可隨時提出，

不用有壓力或不好意思。究者可以馬上停止錄音或是不將聊天的文字存檔。 

(二) 您的資料將受到妥善保密! 

    在研究者最後的論文中，只使用所談的內容部分，和引用訪談中的對話。若

您的姓名，和所有提到的人名、地點、時間等，任何可以辨認出身分的資料都會

用匿名或代號取代。研究者會負起保密責任，不會向任何人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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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使用訪談資料 

    您所提供的資料，只會在這次研究中使用，不會使用在其他用途。如果要做

別的用途的話，研究者一定會徵求您的同意。當研究者將所有的訪談資料做一

個整理過後，會再給您看過，讓您檢查一下研究者所整理出來的內

容，看看是不是您所想要表達的。而且您也可以提出您所想要保留的部份。 

 

(四) 會保護您的福祉，且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決定 

    參與這個研究，不會對您的身體或心理造成傷害（訪談過程中，會據實告知

參與的風險），過程中，若您想要退出研究，我們會完全尊重您的意願。先前已

蒐集的資料（會詢問您如何處理，例如銷毀或歸還）。即便訪談結束，有任何問

題，都歡迎與研究者聯繫。 

     這個研究需要您從一開始到最後一次訪談的全程參與，希望您可以盡量描

述；但您也有權利保留您不想說的部份，研究者會完全尊重您的決定。最後，研

究者竭誠地希望您可以參與這項研究。 

 

        

 

                                 研究者：陳慕凡(嘉義縣立 oo 國中)   

                                                  連絡電話 0918xxxxxx 

                                      指導教授: 陳增穎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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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內容，您若有任何問題，請儘管提問。 

如同意參與，請您與家長簽署同意；如不同意，也請不用為難！ 

 

 

錄音（或錄影）：□同意-錄音（或錄影） 

               □不同意-錄音（或錄影）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我了解並同意以上的敘述，願意簽名表示同意參與這項研究。 

受訪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長/法定代理人簽署欄： 

家長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將由雙方各自留存，以利日後聯繫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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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大綱 

研究目的一 

探討弱勢家庭青少年於不利環境成長過程中，其置身的處境與經驗。 

訪談大綱: 

1、 談談你的家庭狀況?(包括有哪些成員、家中環境、家庭的氛圍等)。 

2、 目前家中經濟狀況如何?靠甚麼維生?誰是家中經濟的主要支持者? 

3、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展開一天的生活? 

4、 與家人一起生活，印象特別深刻的事件是甚麼? 

5、 從小到大，家中碰到最艱難的問題或挑戰是甚麼?(請盡可能描述事件發生的

經過)。 

6、 請分享一下這件事對你的影響與衝擊?  

7、 請談談自己對於目前生活的想法與感受? 

8、 談談自己對未來生活有什麼期待? 

研究目的二 

探討弱勢家庭青少年，其擁有的正向經驗與歷程。 

訪談大綱: 

1、 在成長過程中，曾遇到甚麼狀況、時刻、事件或挑戰，會讓你最容易感到壓

力、難過、脆弱或無助? 

2、 當你碰到這些困境時，你會做些甚麼? 

3、你最後如何走過這段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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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怎麼看待過去的這段經驗? 

5、 從小到大，曾經讓你經驗到最快樂或最有成就的是?  

6、 生活中，有沒有設定目標的經驗?你如何為自己設定生活的目標? 

7、 在執行過程曾碰到甚麼挑戰? 

8、 你如何面對克服這些挑戰? 

9、達成目標時有甚麼樣的體驗感受? 

10、你如何看待自己走過的這段經驗? 

研究目的三 

弱勢家庭青少年活出蓬勃存在，其前進的動力為何?如何發展出來? 

訪談大綱 

1、 在你的生命歷程中，有哪些人或事物對你來說是重要的?或影響最深的? 

2、 在你的生命經驗中，有沒有值得學習的對象，如何影響你的生命? 

3、 從小到大碰到這些困難挑戰，你覺得自己有甚麼正向特質、能力或優勢，協

助你度過這些風雨? 

4、 你如何發掘到自己有這些正向的能力或特質? 

5、 在這些困境中，有沒有得到甚麼資源或力量，協助你度過這些風雨? 

6、 從過去到現在，是甚麼讓你成為現在的自己?你覺得過去的你是怎麼樣的你?

現在的你是甚麼樣的你?過去的你曾發生甚麼事情讓你轉變成現在的你?有沒有

發生甚麼事情可以分享?(例如得到某人的幫助或曾受到甚麼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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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總統教育獎相關資料 

一、總統教育獎成立背景與目的 

總統教育獎1，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奬項，每年由總統親自頒發獎座、獎狀與

獎學金。原本僅頒國小、國中、高中職組，2010 年（民國 99 年）新增大專組。

總統教育獎由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所創設，第 1 屆於 2001 年（民國 90 年）開始遴

選頒發，馬英九總統任內持續舉辦。總統教育獎設立目的，為鼓勵能以順處逆、

發揮人性積極面、力爭上游、出類拔萃、具表率作用之大專及中小學生，以彰顯

國家對學生優良品德及特殊才能之重視。每年由教育部辦理，從 2001 年至 2020

年目前已進行到第 20 屆，其中大專組有 85 位、高中(職)組有 270 位、國中組有

454 位、國小組有位 457，共有 1266 位優秀的青年學子獲獎(表 7)，每年都有許多

的傑出的優秀青年獲獎，其中許多動人的生命故事，足堪成為社會激勵與表率的

楷模，成為台灣最珍貴的正面能量。 

表 7 歷屆總統教育獎得獎人數統計(研究者自行整理) 

屆數 大專組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國小組 

第一屆(2001) 0 0 20 22 

第二屆(2002) 0 18 20 21 

第三屆(2003) 0 18 25 25 

                                                        

1總統教育獎(2001)，資料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4 日。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BD%E7%B5%B1%E6%95%99%E8%82%B2%E7%8D%8E

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AD%B7%E5%B1%86%E5%B

E%97%E7%8D%8E%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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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2004) 0 18 25 25 

第五屆(2005) 0 18 25 25 

第六屆(2006) 0 18 26 27 

第七屆(2007) 0 18 25 25 

第八屆(2008) 0 18 25 25 

第九屆(2009) 0 12 17 17 

第十屆(2010) 7 12 17 17 

第十一屆(2011) 8 12 17 18 

第十二屆(2012) 6 12 18 17 

第十三屆(2013) 8 12 18 18 

第十四屆(2014) 8 12 18 17 

第十五屆(2015) 8 12 18 18 

第十六屆(2016) 8 12 18 18 

第十七屆(2017) 8 12 18 18 

第十八屆(2018) 8 12 18 18 

第十九屆(2019) 8 12 18 18 

第二十屆(2020) 8 12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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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人數 85 270 454 457 

 

二、推薦獲獎資格條件 

(一)推薦對象為具中華民國籍，就讀國內下列公、私立學校之在學學生： 

１、大專組：大專校院，包括二年制專科學校、五年制專科學校後二年、大學部、

碩士班及博士班。 

２、高中組：高級中等學校，包括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 

３、國中組：國民中學。 

４、國小組：國民小學。 

(二)該獎設立的目的在鼓勵學子以順處逆、力爭上游、出類拔萃之精神，並彰顯

國家對學生優良品德及特殊才能之重視，其推薦的資格條件如下:被推薦人於逆

境中，仍能奮發向上、樂觀進取，並具下列條件之一： 

(1)、奮發向上發揮服務奉獻、孝行表現、友愛行為、體恤他人等情懷，對社

會風氣有良善影響，足堪楷模者。 

(2)、語言、藝術、薪傳技藝、技能、科學、科技、資訊、體育或其他領域，

具有特殊才能，出類拔萃者。 

(1) 遴選方式分為初審及複審，評選作業應就報名或推薦案逐案進行審查

後，提出審查通過名單，並具體敘明審查通過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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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統教育獎委員會2 

(一)總統教育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立的目的在於為辦理本獎項之遴

選、頒獎表揚與獲獎學生後續發展及資源連結之協助，本會下設遴選分組委員

會及發展分組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遴選分組委員會： 

 １、網路報名及書面推薦報名。 

 ２、初審評選作業。 

 ３、複審評選作業及實地訪視。 

 ４、獲獎名單公布。 

 ５、頒獎及表揚作業。 

 ６、獲獎學生獎助學金撥付。 

 ７、編撰獲獎學生芳名及事蹟錄。 

 ８、其他有關遴選、頒獎及表揚相關事項 

發展分組委員會： 

  １、獲獎學生後續發展資料之建立。 

  ２、獲獎學生就學情形之追蹤及資訊之提供。 

  ３、獲獎學生就業情形之追蹤及工作媒合之協助。 

  ４、獲獎學生公、私部門資源連結之協助。 

  ５、獲獎學生後續發展之定期追蹤。 

  ６、獲獎學生社群交流平臺建置之協助。 

                                                        

2 教育部(2020): 總統教育獎辦理要點，資料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3 日。網址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678&KeyWord=%e7%b8%bd%e7%b5%b1%

e6%95%99%e8%82%b2%e7%8d%8e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678&KeyWord=%e7%b8%bd%e7%b5%b1%e6%95%99%e8%82%b2%e7%8d%8e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678&KeyWord=%e7%b8%bd%e7%b5%b1%e6%95%99%e8%82%b2%e7%8d%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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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其他有關本獎項社會資源之連結事項 

(二)委員會委員及分組委員遴選辦法及運作方式 

1、本會置委員十一人，其中總統府代表、行政院代表、教育部部長、教部業

管次長、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署長五人為當然委員，

其餘委員六人，由總統府就各界素孚眾望人士聘兼之；召集人由教育部部長兼

任。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派（聘）之。委員於任期內因故出缺時，得

依其專業領域補派（聘）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政府機關擔任之委員，

應隨其本職進退。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不得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2、遴選分組委員會委員，由本會委員兼任之；召集人由教育部部長兼任。遴

選分組委員會下設初審評選會及複審評選會；其組成方式如下： 

(1)初審評選會： 

(a)、分為大專組、高中組、國中組及國小組四組；大專組及高中組之主辦單

位為教育部，國中組及國小組之主辦單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b)、前目各組委員，由主辦單位就教師代表、學校行政主管代表、學者專家

及社會公正人士遴聘；各組召集人，由主辦單位自委員中遴聘或委員互

推之。 

(2)複審評選會： 

(a)、分為大專組、高中組、國中組、國小組四組，主辦單位為教育部。 

(b)、前目各組委員，由主辦單位就本會委員六人及教師代表、學校行政主管

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遴聘；召集人四人，於本會第一次會議

中，由上開本會委員六人互推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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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項初審評選會及複審評選會之組成人數及作業方式，於當年度總統教育獎

實施計畫定之。 

(4)遴選分組委員會委員、初審評選會及複審評選會委員，應遵守益迴避原則，

且應與報名或接受推薦學生就讀之學校間，避免評選工作事務以外之接觸

或活動。 

3、發展分組委員會置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教育

部業管次長兼任，其餘分組委員，由下列人員兼任： 

(1)本會委員二人：由本會自第三點第一項總統府聘兼委員中推派。 

(2)衛生福利部、勞動部、經濟部、國教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及教育部終身

教育司代表六人：由教育部聘（派）之。 

(3)專家學者、企業人士及社會人士代表十一人至十五人：由教育部聘任之。 

前項分組委員任期，除第一款為一年外，其餘均為四年，期滿得 

續派（聘）之。委員因故出缺時，得依其專業領域補派（聘）之， 

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政府機關代表擔任之委員，應隨其 

本職進退。第一項分組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低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4、本會或各分組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列席。 

5、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國教署署長兼任，承本會召集人指示，辦理本會相

關行政事務；並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國教署國中小及學前

教育組、高中及高職教育組、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及學生事務及校

園安全組，指派代表擔任工作人員，協助相關事宜。 

6、本會及分組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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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會每年應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遴選分組委員會

依教育部所定總統教育獎遴選實施計畫之工作項目及時程，召開會議；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發展分組委員會每六個月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8、本會及分組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開會時，本會及遴選分組委員會應有二

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發展分組委員會應

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本會及分組會

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本會委

員及分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政府機關代表擔任之委員因故未能出席時，得

指派人員代理，並得發言及參加表決。 

四、總統教育獎獲獎者的生命故事3—以沈芯菱、戴資穎為例 

研究者以 2005 年(第五屆)國中組獲獎者沈芯菱及 2018 年(第 18 屆)大專組總

統教育獎獲獎人戴資穎兩位青年學子，分享其動人的生命故事及楷模事蹟 

(一)少女公益慈善家-沈芯菱4: 

沈芯菱，這位出身於雲林縣農村貧困攤販家庭，是兩屆總統教育獎的得

主(2005、2011)。早年因雙親經營成衣加工廠失敗，童年歲月是跟隨父母奔

波台灣各地的流動攤販生活。直到了 7 歲才定居雲林縣，以鐵皮屋為家。 

或許是從小的困頓歷練，沈芯菱更能感受到弱勢族群生活的艱辛與困

難，從小就展現悲憫的胸懷，十一歲起致力行善，架設網站幫助百位老農網

銷文旦 60 萬餘斤，打響「斗六文旦」品牌。獨力架設「安安免費教學網站」

                                                        

3總統教育獎(2018)-社群交流平台，檢視日期:2021 年 6 月 4 日。 

網址: http://140.130.199.52/PEAward/ 

4維基百科-沈芯菱，檢視日期: 2021 年 6 月 4 日。 

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88%E8%8A%AF%E8%8F%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88%E8%8A%AF%E8%8F%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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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nanedu.com)義助弱勢；推動實體免費課輔班；創辦青少年創作展；為

「一元柳丁」發聲請命；幫新移民建置學習平台；紀錄草根台灣臉譜等。每

年務實的行善工程，從未接受捐款，全數由她個人專長收入去支應。其善行

義舉更於 2007 年被編入國中教科書，成為許多莘莘學子家喻戶曉的鄰家大

姊姊。《讀者文摘》曾將沈芯菱評為「少女公益慈善家」，其於逆境之中，

奮發進取，熱心投入社會公益及奉獻於弱勢族群的善行，足堪成為台灣最珍

貴的正面能量及青年學子的楷模表率。 

(二)人生是不可能每場比賽都擊出好球-戴資穎5 

戴資穎，這位國內羽壇最受矚目的球后，屢屢在國際賽場大放異彩，堪

稱體壇屆的台灣之光，其傲人的成就背後，是來自戴資穎十幾年來艱辛積累

的揮拍青春。 

年幼時見到父親和友人在球場上揮灑汗水的暢快模樣，這一幕深烙在她

逐漸萌芽的心靈，也開啟她日後羽球的基因。訓練總伴隨著辛苦與孤單，尤

其看到同學歡聚和家人出遊，只能收起羨慕的心情，堅持這條寂寞的獨行道

路。 

十二歲的她，成為國內最年輕的甲組選手，雖獲肯定，但父親的叮嚀，

不斷提醒著她，真正的挑戰才要開始。 

從 2009 年起，戴資穎在國際賽場征戰八方，屢獲佳績。但高手過招總

不斷面臨瞬息萬變的考驗。「人生是不可能每場比賽都能擊出好球，但必須

隨時都有擊出好球的準備，不能只在順境下贏球，更重要的是必須學會要有

信心和能力在逆境中贏球」。這些話是父親對她的諄諄教誨與提醒，是她在

遇到挫折和無助時，重新站起來的力量。 

     堅持夢想、持續努力，克服逆境，展現永不服輸的韌性，是資穎持續在

每場戰役展現的動人姿態。比賽中的壓力、疼痛與挫敗，轉化生命不斷突破

                                                        

5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8)，檢視日期:2021 年 6 月 4 日。 

網址: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91BB75571F&s=C4

E1F02FD9C9B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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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進的養分，其展現鬥士形象，導引眾人自勉向上，能為當今年輕人的楷

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