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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CRC)知多少？

• 兒童權利公約是最具普世性的國際

公約，我國自2014年11月20日立法施

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決心

國際兒權保障規範為標竿，全方位

構築守護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環境。





什麼是兒童人權?

• 我們所有人生而平等

• 不管膚色、宗教、出生國家、工作、性別為何,都享有相同權利,

任何人都不可以任意侵害他人的生命、財產及妨礙他人自由

• 因為小朋友的身心智能發展都還未成熟, 所以需要大人們來協助

保護, 讓小朋友們都能享有平等的人權。



兒童也需要人權嗎?

• 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Janusz Korczak）說：

• 「沒有孩子，只有人。」

• 兒童應該被當成一個完整的人來看待

• 即使他們的經驗、知識、情感和成人不同

• 他們的權益是和成人相當的

• 必須被尊重，不能因為他們比較小，權利就被忽視。

• 看見孩子，也看見孩子的人權

『欺負我年紀小嗎？兒童人權』 - 木擊者.mp4


四大兒童權利

• 生存及發展權

• 受保護權

• 教育權

• 參與權



▪ 兒童權利公約就兒少健康、福利與受照顧權上

▪ 我們知多少?做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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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為你好」包裝的傷害

• 愛他、教他、但不要用「關係」控制他。

• 成人確實具有教養孩子的責任，但是教與養的同時，別忘了

愛孩子、關注孩子真正的需求，親子之所以能連結的重要核心。

• 請不要用你若做不到我的要求，我就「不愛你」、「不要你」這樣

中斷關係的方式，作為教養孩子的手段。

• 「教育」、「訓練」、「馴化」、「虐待」這四者的內涵必須被清

楚定義，不可混淆。
獨立評論 林蔚昀

CRC問題解答.mp4


我們自以為是的「愛」就是愛嗎?

• 「孩子不需要完美父母，

孩子需要的~~

是願意

• 不斷練習與嘗試的父母。」

腾讯视频-中国领先的在线视频媒体平台，海量高清视频在线观看.mp4


根據衛福部保護司最新統計數據~~

• 2020 家庭暴力通報案件

180,000件

• 其中兒少保護案件

超過 2.5萬件



美國童年逆境研究(ACE研究)

測量了十種童年逆境在童年時期是否經歷

每三個人中就有兩人

經歷至少一種童年逆境

• 每八個人中就有一人

• 至少經歷四種童年逆境

肢體暴力、情緒暴力、情緒疏忽、

身體疏忽、性侵害、家暴

家長離婚、親人有藥物酒癮問題、

家長有心理疾病、家中有人去坐牢。



一份來自美國華盛頓州的報告顯示

• 一間有三十位學生的高中教室

• 在一間教室裡，有快一半的學生至少經歷三種ACE問卷中的童年逆境。

• 如果我們再加上其他種類的創傷，像是校園霸凌、手足暴力、親人

過世、天災人禍等等，有許多孩子其實正在經歷許多創傷事件。



童年逆境

• 學生上課不專心、干擾上課、不耐煩、暴怒、不回應

• 老師生氣、挫折、不被尊重、覺得不耐煩

• 學生上課前發生了甚麼事?



甚麼是「創傷知情」?

• 創傷是一個很主觀的感受

任何一件讓你感受到生命有危險、受威脅的事情都有可能讓人受創。

• .「創傷知情」是一種解讀事情的眼光──

在理解創傷如何影響人後，你可以用這些知識基礎來重新看待孩子的

行為、以及改變回應孩子的做法。

• 如果孩子的行為像是一座冰山，孩子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只是冰山水面上的那一角

而藏在水面下的──那些我們看不見、沒有談論的──則是

童年逆境和創傷對一個人造成的影響。

• 深井效應 留佩萱著作

創傷知情推廣（一）【獻給教育工作者】.mp4


2005年美國創傷知情照護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rauma-

Informed Care）該模式包含以下4點要素（SAMHSA，2014）：

• ①理解創傷（Realize）：提供創傷介入服務的工作者應認知到創傷的普遍性和影響力，並
理解倖存者呈現的行為狀態乃是過去創傷經驗的調適性反應（adaptive response）。

• ②辨認創傷（Recognize）：在倖存者及與創傷介入服務系統相關工作者身上辨識出其創
傷症狀與警訊。

• ③利用創傷知識作回應（Respond）：在政策、流程的制定和實務工作上充分運用與創傷
相關的知能。

• ④防止再度受創（Resist Re-traumatize）：為避免倖存者在接受服務過程中再度受創，工
作者應儘量不使用可能觸發創傷反應的介入方式，例如單獨隔離曾經被嚴重疏忽的孩子。

兒童少年權益網



多元迷走神經理論：

• 伯格斯博士解釋，人的自主神經系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會

依據感受到的安全程度產生三階段反應：「社會連結」(Social 

Engagement)、「攻擊或逃跑」(Fight or Flight)、「凍結、關閉」

(Freeze、Shut-down)。

《人本教育札記》2019年11月號



你在「神經系統梯子」的哪裡？

「神經系統梯子」分成三個階段。

當我們感覺到安全時，我們在梯子的最上方，這時我們處在社會連結階段──你感覺到平靜、能

夠思考、想要親近人、與人互動。

當身體感受到有威脅時，你就來到了梯子中間──攻擊或逃跑階段，你可能感到身體充滿能量、

焦躁，這時候身體藉由「行動」幫助你攻擊或逃離威脅。

而當感受到劇烈威脅、或是覺得被困住(無法攻擊或是逃跑)，這時你就掉到梯子的最下層──  凍

結、關閉階段，你可能感受到身體很沉重、麻痺、失去能量，這是身體在面對最劇烈威脅時的保

護機制。

神經系統梯子.mp4


幫助孩子學習和練習調節身心

• 孩子的大腦還在發育，還沒發展足夠的能力幫助自己調節身心，故很多
時候孩子會在梯子的中間或是最底層，需要大人幫助他們調節，回到梯
子最上方。

• 幫助孩子學習和練習調節身心。

• 當孩子能夠回到社會連結階段，他的神經覺感受到安全，不需要進入防
禦狀態應付威脅，那些「問題行為」自然就會消失。

幫助孩子.mp4


「協同調節」(Co-regulation)

• 我們藉由接收另一個人傳遞出來的安全訊號，來讓自己調節回到身心穩定狀態，這樣的

互動稱為「協同調節」(Co-regulation)。

• 我們都希望孩子可以學會調節情緒，但建立良好的自我調節都要從有「協同調節」開始。

• 孩子並不是一生下來就知道如何自我調節，而是從一次又一次的協同調節~~

從身邊大人身上接受安全的訊號、支持、被接納──學習讓自己穩定下來。

• 更重要的~~~

提供孩子協同調節的機會，讓他們學習如何調節回到梯子最上層的綠色區。



「身心容納之窗」

• 丹尼爾席格醫師提出「身心容納之窗」概念

• 「身心容納之窗」寬窄程度不同

「身心容納之窗」較寬~~比較能面對

處理情緒、調節自我

「身心容納之窗」較窄~~比較容易衝到

戰或逃、掉入關閉凍結狀態

身心容納之窗.mp4


我們如何讓自己擁有更寬闊的「身心容納之窗」? 

• 每一次當孩子情緒或行為失控，都顯示他不知道如何調節自己的情緒或感受。

• 孩子需要從身邊的照顧者學習如何調節情緒，但是在充滿虐待、暴力、與疏

忽的家庭中，孩子並沒有機會學習到這些技巧。

• 但孩子有機會能夠從你身上學到~~

每一次出現情緒行為問題，都是你能夠幫助他學習自我調節的好機會。



如何幫助孩子調節自己的情緒呢?

• 處理這一切的過程，大人需要讓自己平靜，

• 但如果你本身很平靜，你的聲音、表情、肢體訊息都

能夠幫助孩子感到安全、調節情緒。



創傷知情者

• 研究顯示，當孩子的生命中可以有一位讓他感

受到被支持、可以依賴的大人，就能夠提升復

原力。

• 另外，研究也發現，讓孩子處在一個安全與被

支持的環境，可以幫助他從創傷中復原。



用新的視野來看待孩子的問題

•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任何一位孩子生命中那位重要的大人，

• 你不需要成為一位心理治療師，你只要成為創傷知情者，

• 然後建立一個每位學生都能感受到安全與被支持的環境，你就能幫

助到許許多多孩子。



願每一位孩子都可以
好好被愛、被理解、被聽見與被看見

• 成為創傷知情老師，

• 用不一樣的眼光和態度看待孩子的行為，

• 幫助孩子做調節，

• 建立一個安全的環境，

• 讓孩子能夠好好學習。
撰稿者：留佩萱



兒童權利公約CRC

• 創傷知情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Pjz3JZnNE

• 好好愛我好好愛我：一起來認識兒童權利公約(PPT版).pptx

• 愛~~與你童在愛，與你童在-認識兒童權利公約(PPT版).ppt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Pjz3JZnNE
好好愛我：一起來認識兒童權利公約(PPT版).pptx
愛，與你童在-認識兒童權利公約(PPT版).ppt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