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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濟 迎向韌性時代：2024兒少安置與自立研討會」

徵稿啟事 

壹、緣起與目標：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020年出版《小規模住宿式兒童替代性照顧

在歐洲和中東地區機構轉向以社區為本持續照顧之角色白皮書》（The role of 

small-scale residential care for children in the transition from institutional- to 

community-based care and in the continuum of care in the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Region），揭示持續性、縮小規模、短期、以社區為本、重新融入家庭，或轉銜至

永久性家庭式照顧、或有支持的自立生活環境等，為國家整體兒少「替代性照顧」

發展的核心目標。 

 

上述白皮書提供先進國家的實際經驗，說明每天 24 小時滿足所有兒少複雜

需求、挑戰或現況，提供專業、個別化的全面支援，這需要跨域團隊協調與合作，

每個人都是關鍵成員。特別是透過訓練有素的職員，在輪班條件中，提供高品質

服務，採用關鍵崗位工作者制度（key-worker system），由工作人員提供相關性、

可近性、可及性、適切性的兒少個案管理服務，也包含個案的家庭，提供定期、

正式、全面管理，定期審查兒少照顧計畫，助益兒少轉銜至以家庭為本的替代性

照顧。最終，兒童基金會期待國家替代性照顧應回歸社區，提供讓兒少感到安全、

可靠、關愛及支持的環境，他們可參與有關其生活的決策，並獲得所需一切支持，

成為自主獨立的自我代言人。 

 

台灣自 2010年嘗試小規模、家庭式、團體式照顧，試圖解決當時寄養家庭、

安置機構之間流轉的難置兒照顧窘境。同年，爭取公益彩回饋金補助推動機制，

啟動第一期「特殊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實驗計畫」，在 2022年更納入社會安全網

第二期計畫，以其中「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策略」補助，並在 2023 年

編撰〈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工作手冊〉，2024年 5月訂定〈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

設置指引〉。團體家庭安置的數量雖從 2021 年的 51人成長至 2023年的 123人，

但承辦民間單位皆反應團體家庭的設置成本相對安置機構更高，且專業照顧人力

負荷高，導致流動率高，所能提供的服務量能不足，照顧體系缺乏成熟心理健康

資源配套等，直接影響兒少替代照顧的跨專業整合，與政府資源配套等均有亟待

優化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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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以「同舟共濟」為題，彰顯當代安置與自立服務跨域整合的重要，

希冀不同崗位攜手陪伴孩子的同時，也關照自我、提升韌性，以迎向鉅變的時代，

如同 AI產業狂潮是跨域創新典範。邀請各界關心相關議題的先進、夥伴，投稿、

與會，本會(CCSA)將遴選回應人，提供專業反饋，期待彌合理論與實務的鴻溝。 

爰上，我們應效法歐美先進國家對待「兒少替代性照顧」領域的謙卑與落實，

以「兒少最佳利益」初衷，前瞻擘劃本土更佳發展，是為社會與世代影響力！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 

二、協辦單位：財團法人青少年自立發展社會福利基金會(TeenIDF) 

參、研討會日期：2024年 11月 19日（二）~ 11月 20日（三） 

肆、會議地點：待訂 

伍、徵稿主題：一般論文，凡與兒少安置與自立相關議題均可投稿。 

陸、徵稿對象：任何對「替代性照顧」相關議題研究之個人或團體。 

             （不需另付費用或加入會員）。 

柒、稿件撰寫格式：請依《臺大社會工作學刊》撰稿體例撰寫。 

捌、線上摘要投稿：https://reurl.cc/8vVyXg  

玖、應備文件：請填妥 Google表單，清礎載明個人聯繫資料與研究主題。 

       投稿者請提供 800字以內的研究摘要(含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主要發現及關鍵字；以WORD檔為主）。 

拾、徵稿期限與注意事項： 

  一、研究摘要：即日起~2024年 9月 2 日（一） 

  二、論文全文和簡報：2024年 10月 7日（一） 

    三、請於截止日前提供檔案 Email 至承辦人信箱，以確認發表資格， 

        未能繳交者，視同放棄發表。 

    四、確認稿件及投影片皆繳交後，本會將依主題邀約適切評論人。 

  

論文全文 博碩士論文：原文字數 非博碩士論文：2萬字為原則 

論文簡報 20 分鐘 

https://ntusw.ntu.edu.tw/zh_tw/publicatoions_0/publicatoions_2
https://reurl.cc/8vVy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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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聯絡窗口與論文繳交方式： 

    麥王若凡 研發專員  02-2378-8585#207 

    Email：jofan @childrenhome.org.tw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官網：https://www.childrenhome.org.tw/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ccsa2002 

    IG：https://www.instagram.com/ccsa_2020/ 

     

    青少年自立發展社會福利基金會 

    官網：https://www.teen-idf.org.tw/Default.aspx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80948875542 

    IG：https://www.instagram.com/tidf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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