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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青少年更安全的約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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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當今社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安全問題備受關注，尤其是針對青少年約會關係中的

安全問題。為了應對這一重要議題，本文介紹了一個全面的家長和教師培訓工作坊，主

題為“Safer Dating: 變得聰明。尋求幫助。保持安全。促進青少年更安全的約會關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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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將詳細探討該工作坊的內容，強調作業治療師在為有特殊健康需求的兒童和青少年家

庭提供社會安全及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並說明如何通過家庭賦能來實現這些目標。 

 

青少年約會暴力的嚴峻現狀 

 

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會面臨各種挑戰，如戀愛虐待和網路欺淩等。這些問題不僅會

影響心理健康，甚至可能導致自我傷害甚至自殺。因此，家長、老師和成年照顧者需要

提高識別問題跡象的能力，並提供適當的安全教育，涉及友誼和親密關係，理解孩子所

經歷的痛苦，給予關愛和支持，以預防情感困擾或傷害。 

 

以下是美國青少年約會暴力的一些嚴峻現狀： 

 

 大約有 150萬名美國高中男孩和女孩承認在過去一年中曾被戀愛對象故意打擊或身

體傷害。 

 遭受約會暴力的青少年面臨長期後果，如酗酒、飲食紊亂、濫交、自殺念頭和暴

力行為。 

 1/3的青少年處於虐待或不健康的關係中。 

 33%的青少年曾遭受性、身體、言語或情感上的約會暴力。 

 25%的高中女孩曾遭受過身體或性侵害。 

 
 
 
 

這些資料嚴重凸顯了青少年在約會關係中的問題，孩子們需要學會在友誼和約會中保護

自己的權益。同時，作者強調了全社會共同參與預防和干預青少年約會暴力的必要性，

共同構建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安全環境。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深入研究如何通過家庭賦能來支持兒童和青少年建立更健康、更

安全的約會關係。我們將探討如何識別健康關係的特徵，評估學生是否處於風險中，並

提供干預策略。本文還將探討如何建立適當的政策來應對青少年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約會

關係，以及如何在整個學校社區推廣積極健康的友誼關係。最後，我們將介紹解決青少

年約會關係問題的資源，幫助參與者更好地保護和支持青少年的安全與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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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5月 31日在北京長和大蘊兒科診所舉辦的線下工作坊照片 

 

接下來，我們將詳細討論這些重要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案，以期為促進青少年更安全的

約會關係做出積極的貢獻。 

 
 

讓我們逐一解釋每個主題和學習目標： 

 
1. 健康關係特徵的辨識： 

 
o 學習目標：參與者將學習如何識別健康關係的特徵，包括相互尊重、溝通

有效、互助支援等方面的特徵。他們將瞭解什麼樣的關係是積極、健康的，

以及如何在兒童和青少年中鼓勵和促進這些特徵的發展。 

 
 
 

2. 青少年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約會關係特徵的辨識： 

 
o 學習目標：參與者將學習如何辨識青少年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約會關係的特

徵，包括暴力、控制、不尊重等。他們將瞭解這些特徵的表現形式，以及

如何及時識別並干預這些問題。 

 
3. 評估學生是否處於風險中的方法： 

 
o 學習目標：參與者將學習評估學生是否處於約會關係風險中的方法，包括

觀察行為、聽取回饋、進行訪談等。他們將瞭解如何有效地評估學生的情

況，以便及時採取適當的干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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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干預處於風險中的學生的策略： 

 
o 學習目標：參與者將學習如何干預處於約會關係風險中的學生的策略，包

括提供支援、提供資源、進行輔導等。他們將瞭解如何幫助這些學生擺脫

不健康或不安全的關係，並提供必要的支援和指導。 

 
5. 幫助預防學校社區內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約會關係的方法： 

 
o 學習目標：參與者將學習如何幫助預防學校社區內不健康或不安全的約會

關係的方法，包括教育宣傳、建立支援系統、制定政策等。他們將瞭解如

何在學校和社區層面上採取措施，預防安全問題的發生。 

 

 
 

兒童青少年時期是人生中至關重要的成長階段，其全面發展與家庭環境息息相關。家庭

作為兒童青少年成長的首要場所，其影響深遠而持久。作者從“what（是什麼）”、

“why（為什麼）”和“how（怎麼做）”三個角度出發，探討以家庭為中心，通過家庭

賦能以及融合社交小組來支持兒童青少年全面及正向積極發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實施

策略。 

 

What：概念界定 

 

1、以家庭為中心 

 

以家庭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強調家庭在兒童青少年成長中的核心地位。這一理念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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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兒童青少年情感、認知、社交和身體發展的重要場所，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和關

係對兒童青少年的成長具有決定性影響。 

 

2、家庭賦能 

 

家庭賦能是指通過提升家庭成員的能力和資源，使其能夠更好地支持兒童青少年的成長。

這包括提高家庭成員的教育水準、增進親子溝通、增強家庭凝聚力和構建健康的家庭氛

圍等方面。 

 

Why：重要性 

 

1、促進兒童青少年的全面發展 

 

以家庭為中心，通過家庭賦能可以為兒童青少年提供穩定、健康、積極的成長環境，有

助於他們在情感、認知、社交和身體等方面得到全面發展。 

 

2、增強兒童青少年的抗逆力 

 

在家庭賦能的過程中，家庭成員能夠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挑戰和困難，為兒童青少年樹

立榜樣，增強他們的抗逆力和適應能力。 

 

3、構建良好的親子關係 

 

家庭賦能有助於增進親子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構建良好的親子關係，為兒童青少年的成

長提供堅實的情感支援。 

 

4、提升青少年的社交能力 

 

在家庭賦能後，家長能夠更好的幫助青少年提升社交技能，在家庭生活中，根據青少年

在日常生活中各個場所的表現，更好的給予兒童支持，尤其在社交層面上（社交情感、

社交對話、社交規則、社交中的問題解決）支持，將獲得顯著的成效。 

 

How：實施策略 

 

家庭作為青少年成長的首要場所，其影響力愈發顯著。為了更好地支援青少年的全面發

展，我們引入了家庭賦能理念，這一理念旨在通過提升家庭的教育功能，為青少年的健

康成長提供有力保障。家庭賦能理念與社交小組相結合是一種創新教育模式，可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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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機構的緊密合作，共同為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創造更加積極、健康的環境。 

 

1、家庭賦能理念的引入 

 

家庭賦能理念著重于通過增強家庭的教育功能，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提供有力支持。在

融合模式中，我們將家庭賦能理念深度融入社交小組的設計與實施中，鼓勵家長積極參

與課程，與青少年共同學習、成長。例如： 

 

 提高家長的教育水準和教育理念；（例如：針對學齡、青少年兒童的社交問題，家

長能夠瞭解更多的實用技巧，學習社交知識，幫助學齡、青少年兒童提升社交技

能，促進社交發展。） 

 增強親子之間的有效溝通；（例如：能夠更好的尊重和理解兒童，激發兒童的分享

欲和溝通欲） 

 培養家庭成員間的情感支持和理解；（例如：家長通過學習社交情緒的知識，幫助

兒童認知自己的情緒、理解他人的情緒並與他人共情，能夠更好的培養親子關

係。） 

 提供豐富的家庭學習資源和機會。 

 

2、社交小組課的設計與實施 

 

社交小組課的設計充分考量青少年的年齡特點和心理需求，結合家庭賦能理念，精心策

劃教學內容和活動。課程實施過程中，我們注重青少年的主動參與和積極互動，同時鼓

勵家長以觀察者和參與者的身份，與青少年一同學習和進步。 

 

3、家庭與機構的合作 

 

在融合模式中，家庭與機構之間建立起緊密的合作關係。機構為家長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資源，如家庭教育講座、家長志願者活動等，旨在強化家庭的教育功能。同時，家長也

積極與機構共同關注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 

 

4、提升家庭成員的教育水準 

 

 提供家庭教育講座和培訓，更新家長的教育理念，教授科學的教育方法。 

 鼓勵家長參與孩子的學習過程，共同探索新知識，培養學習興趣。 

 設立家庭教育圖書館或線上學習平臺，為家長提供豐富的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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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強親子溝通 

 

家庭成員應重視親子溝通，關注兒童青少年的內心需求，建立基於信任和理解的關係。

例如： 

 

 設立固定的親子溝通時間，分享彼此的喜怒哀樂； 

 教授家長有效的溝通技巧，如傾聽、表達、回饋等，促進親子之間的有效溝通； 

 鼓勵孩子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感受，尊重他們的個性和需求。 

 

6、構建健康的家庭氛圍 

 

家庭成員應共同努力，營造健康、和諧、積極的家庭氛圍。例如： 

 

 共同制定家庭規則和價值觀，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 

 鼓勵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和支持，共同分擔家庭責任。 

 定期舉辦家庭活動，如戶外運動、旅行、聚餐等，增進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 

 

結論 

 

本文深入探討了以家庭為中心，通過安全約會（safer dating）家庭賦能研討會（workshop）

來支援兒童青少年全面及正向積極發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實施策略。家庭作為兒童青

少年成長的首要場所，其影響深遠而持久。通過引入家庭賦能理念，我們認識到提升家

庭成員的教育水準、增進親子溝通、培養情感支持和理解以及提供豐富的家庭學習資源

和機會，對於兒童青少年的全面發展具有關鍵作用。結合社交小組課的設計與實施，我

們進一步強調了家庭與機構之間緊密合作的重要性。這種合作模式不僅能夠為家長提供

必要的支援和資源，強化家庭的教育功能，還能促進家長與機構共同關注青少年的成長

和發展，形成教育合力。在具體實施策略上，本文提出了提升家庭成員教育水準、加強

親子溝通、構建健康家庭氛圍等一系列具體措施。這些措施旨在營造一個穩定、健康、

積極的家庭環境，為兒童青少年的全面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綜上所述，以家庭為中心，通過家庭賦能來支持兒童青少年全面及正向積極的發展，不

僅符合兒童青少年成長的自然規律，也是當前社會和教育領域的重要任務。我們需要進

一步推廣這一理念，探索更多有效的實施策略，為兒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貢獻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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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賦能的實踐經驗分享 
 

蘇韋禎 
洛陽醫洛醫院 兒童康復醫學科 

 
 
家庭賦能作為一種理念和做法，強調將家庭置於康復過程的核心地位，充分發揮家庭在

個案功能康復中的積極作用。這種做法認為，家人是患者最親密的支援系統，對患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