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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跨校學生專題研討會發表 

 

 

 
Partner Based Learning 

 

 

會議手冊 

 

主辦單位：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 

協辦單位：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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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每篇論文發表時間為 15-20分鐘。● 

 

2022年 06月 11日 星期六 國際夥伴學習推展中心 官方 Youtube 

時間 項目 

08:00-08:30 

開幕式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      彭正浩院長致詞 

台灣羅四維夥伴學習促進協會     黃旭宏理事長致詞 

一 08:30-8：50 
主題:中小學生與網路霸凌 

發表人：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大四-黃雅俐 

 

二 08:50-09:10 
主題：台灣不同年齡層對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態度之探討 

發表人：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大四-李盈瑩        

 

三 09:10-09:30 
主題：社會工作者於藥癮戒治場域工作調適歷程之研究 

發表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三-鄒國儀            

 

四 09:30-09:50 
主題：運動防護員的專業實作與身體勞動 

發表人：輔仁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二-劉芳庭 

 

五 09:50-10:10 
主題：我的故事我的家：新北慈輝少年離校後生命經驗之探討 

發表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三-黃舒淳 

閉幕 



3 
 
 

 

 

 

 

主題:中小學生與網路霸凌 

發表人：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大四-黃雅俐 

摘要： 

近年來由於網路的發達，對於網路議題也逐漸受到重視，尤其網路社群興起，

霸凌行為也逐漸進入網路中，更因網路普及，接觸網路的年齡層也逐漸下降，因

此本文想了解個人與網路霸凌的關係，分析個人的衝動特質、社會支持、個人對

霸凌的認知是否會影響霸凌行為。 

本文利用次級資料進行量化分析，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個人若較具有衝動特

質，越容易出現霸凌行為。而社會支持、個人對霸凌的認知與霸凌行為呈現負相

關，當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或個人越能認知霸凌是錯誤行為，都較不易發生霸凌

行為。 

 

關鍵字：霸凌、網路霸凌、衝動特質、社會支持、霸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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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台灣不同年齡層對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態度之探討 

發表人：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大四-李盈瑩 

摘要： 

對於未成年女性來說，發現自己懷孕時，除了要消化自身情緒之外，也必須

思考如何去面對父母的責備及外界的眼光，且若是想進行人工流產，在現行法律

來看，須年滿 20 歲，否則必須經過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可進行人工流產，因此，

許多未成年女性為了隱瞞懷孕一事，轉而尋求不法人工流產途徑，造成身心更大

傷害，基於此，未成年女性的人工流產自主權便是需要被提出來討論的議題，讓

未成年人能夠擁有生育自主權，可以有效降低不法人工流產。本研究透過質性研

究法，談論台灣民眾對於未成年人懷孕的態度，並進而討論未成年人是否應該擁

有生育自主權。 

 研究採用文獻整理及深度訪談法，透過既有文獻，初步了解我國生育相關議

題及並進而設計相關訪談題目，總共訪問 19 位不同年齡層的民眾，了解他們對

於未成年人生育之看法，以及討論是否應給予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 

 本研究最後歸納出五點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對未成年懷孕抱持較正面的

看法、是否應該下修人工流產自主權的看法取決於受訪者家庭關係、對於生養小

孩的要求建立於有經濟基礎、人工流產自主權不下修的支持者略高於下修的支持

者、未成年懷孕的個人影響遠大於對家庭影響。研究最後指出，政府應設法加強

公共衛生觀念宣導，透過正確的知識宣導嘗試建立起父母與子女的溝通橋樑，這

些根本的改變更重要於單純下修人工流產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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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社會工作者於藥癮戒治場域工作調適歷程之研究 

發表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三-鄒國儀 

 

在臺灣，對於藥癮者的定位一直處於變遷的狀態，於 1988年 5月 20公布實

施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係為我國毒品政策發展的重要依據。然而在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多次的修訂下，藥癮工作正式成為了社會工作的範圍之一，且社會工作

的專業發展也隨之演進，社會工作者不僅任職於政府組織、民間單位、醫療院所、

司法矯正機關等各種組織當中，其工作內容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 

                                                                                          

    然而，社會工作者的壓力狀態已經是一個被長期關注的議題，如工作壓力可

能導致社會工作者與其生活發生衝突，此原因多半係過長的工時影響到社會工作

者個人的生活時間(黃怡瑄，2021)，對此，也有許多的研究針對這個議題做出討

論及提出因應方式，在個人層面，社會工作者可加強對自身情緒的管理與覺察，

便可在服務處遇過程中，更能調適自我情緒，於此同時組織機構對於社會工作者

的支持也相當重要，比如定期的督導制度，不但可以提供社會工作者適時的情緒

支持，也能適當的提供其建議與經驗分享，使社會工作者在處遇服務上能降低焦

慮與不安感，另外，組織機構對於社會工作者定期的員工協助計畫或職業訓練，

是可以增加社會工作者對於工作的滿意度，在工作滿意度上升的情況下，其壓力

的調適能力也將上升。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藥癮戒治場域的社會工作者，研究目的為探討其工作過

程中之自我調適歷程，且於面臨困境時是如何提升自身的正向能力，而藥癮者於

社會當中實屬被汙名化的一群人，社會工作者又是如何提供服務對象處遇服務?

故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方法，深度訪談於藥癮戒治場域中不同的社會工作

者，以瞭解這些難以被量化的現象，且在每個不同的人及不同的脈絡中深度探討

這些特定的關係。本研究對於研究對象的挑選，採用「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之方式，選取符合本研究目的之受訪者，並透過「滾雪球方式

(Snowball Sampling)」增加研究樣本。而在研究資料的蒐集乃是透過「深度訪

談法(In-depth Interview)」中的「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將於訪談前事先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設計訪談大綱，以作為訪談時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訪談藥癮戒治場域的社會工作者，共有六位受訪者參與本研究，歸納

出的研究結果共分為六個部分進行論述，以說明社會工作者於藥癮戒治場域工作

之工作發展歷程，及其所會面臨到的壓力狀況與困境，並就其在面臨壓力時的適

應狀況與自我調適歷程做論述，最後將探討其個人價值信念及對於工作的期待。 

  



6 
 
 

 

 

主題：運動防護員的專業實作與身體勞動 

發表人：輔仁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二-劉芳庭 

摘要： 

運動防護是身體接觸密集的工作，防護員以輔助體育選手與教練團隊，將自

己的專業技術鑲嵌在運動場域之中。然而，運動防護作為台灣建立運動醫療防護

系統的重要一環，卻鮮少被討論，即使作為研究，內容側重描寫防護員在競技運

動場域中扮演的角色與防護員的專業化建構過程。有鑑於運動防護具備直接接觸

他者身體的工作特性，本研究企圖組織運動防護員的勞動過程，探討防護員在政

府政策與證照制度下的如何形構其勞動專業性，並以照顧勞動與親密勞動作為理

論架構切入，凸顯防護員在勞動過程中的主體性與互動性。本研究以運動防護員

的經驗訪談資料為基礎，採用半結構訪談方式，藉由訪談 15 位具備賽事與隨隊

經驗的防護員，配合實地非參與式觀察，探討防護員在台灣運動場域背後的勞動

過程，呈現防護員在運動場的多元樣貌。為了理解運動防護員在台面臨的處境與

現況，以下將分為三個問題進行討論，首先，受到國家功績主義高度影響，承襲

美國脈絡的運動防護如何順應台灣運動產業發展脈絡，將技術內化於傳統的競技

團隊組織結構中?再者，運動防護作為身體接觸密集的勞動工作，防護過程牽涉

性別與感受議題，其動態變化過程如何形構?最後，運動防護員如何在資源分配

不足的體育圈中，落實防護專業，藉由其身體化勞動形構專業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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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我的故事我的家：新北慈輝少年離校後生命經驗之探討 

發表人：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三-黃舒淳 

摘要： 

慈輝班主要是針對家庭遭遇變故或因親職功能不彰的少年，所提供保護的措

施。然而，當少年結束慈輝班的服務，在生活資源的連結上就需要重新盤整，後

續追蹤更是不容易。依據研究者的觀察，慈輝班的畢業少年離校後的生活容易再

度陷入不穩定的困境。因此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曾經接受慈輝班中介教育的少年，

離校後生活模式以及如何看待過去慈輝班的生活經驗。本研究從生活支持及社會

網絡的視角，由少年的經驗出發，以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慈輝班離校少年返家後，家庭失功能的狀況依然存在，除了

面臨經濟需要自立外，更多的困境是，迫使自己成為維繫家庭運作的重要一員。

縱使慈輝班少年在義務教育期間，擁有豐沛的生活支持資源，一旦離校後，因為

沒有特殊轉銜機制，少年即面臨生活支持資源上的斷裂與匱乏，這樣的現象，使

離校後慈輝班少年在支持網絡上僅剩個人資源或片段式的社會資源。 

慈輝少年離校後，所面臨的是生活上資源匱乏以及與家庭關係上的拉扯。一

方面少年逐漸發展出與家庭的互動，包含：成為家庭照顧者、脫離家庭以及與家

庭產生更緊密的互動；另一方面少年也需要邁向自立維持生活，渴望社會資源的

協助，資源在離校後卻是斷裂的處境。基於上述研究發現，建議慈輝班的服務模

式中增加慈輝班、原學籍學校與少年原生家庭以及少年三者的連結，以及建立慈

輝班離校少年的轉銜與關懷追蹤計畫。透過資源連結與福利輸送的方式，提升原

生家庭與少年的互動與溝通橋梁，也將慈輝班的資源引入家庭內，以正向互動強

化少年的生活支持與社會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