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 

成果報告 

作者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 

路  婕、陳維真 

 



1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簡介 

「台灣兒童發展協會」⻑期協助兒童，宗旨中載明，協助⽗⺟、教師及社會

⼤眾認識兒童發展，並在兒童發展的過程給予⾝體及⼼理上的協助，健全兒

童發展。 

本會任務(摘錄)： 

1. 推動兒童發展相關業務 

2. 籌畫推動＆兒童發展研究⼯作 

3. 推廣親職教育與協助其他國籍⺟親之照顧⼯作及親職教育 

4. 增進家庭和諧，預防家庭暴⼒ 

5. 促進兒童健全發展，提供早期療育諮詢 

6. 出版兒童發展及親職教育相關出版品 

7. 研究發展兒童發展之教材、教具 

8. 推動性別平等觀念，健全兒童性別發展 

9. 維護兒童權益，增進兒童福祉 

10. 其他與本會宗旨相關之業務 

發展史 

基於兒童發展的過程，給予⾝體及⼼理上的協助的宗旨，籌畫推動＆兒童發

展研究⼯作，因此成立⾺匹輔助教育中⼼。 

⾺匹輔助教育中⼼ 

本中⼼為非營利組織籌設之⾺匹輔助教育中⼼，由台灣⾺術治療中⼼提供專

業知識及協助，台灣兒童發展協會創會理事⻑ 張明慧取得 HETI 治療性騎乘初

級教練執照提供兒童發展及治療性騎乘相關規劃，並執⾏經營中⼼。 

⿊⽩⾺兒童社區據點 

本據點為非營利組織籌設之社區據點，由初英⼭文化產業交流協會提供社區

相關知識及協助，共同合作提升在地居⺠向⼼⼒、世代傳承、情感連結，台

灣兒童發展協會協助提供兒童發展協助及相關課程共同經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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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作報告 

今年度總服務⼈次達 4810 ⼈次(⾒附錄⼀)。 

多元文化教材開發計畫 

輔導東南亞籍婦女開發各式東南亞文化教材，並且進入市場機制銷

售。（例：食譜、繪本、故事書、中文教材、親職教育）。 

協辦單位：台灣好漾社會發展協會、初英⼭文化產業交流協會、無尾熊

顧問有限公司。 

志⼯培訓 

多元文化教材開發計畫：翻滾飯糰客語翻譯、講師培訓。 

親職教育志⼯/青年志⼯培訓/社區或在地志⼯培訓。 

協助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好樣社會發展協會、南洋台灣姐妹會等

團體培訓。 

協辦單位：南洋台灣姐妹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好樣社會發展協

會。 

兒童相關課程 

幼兒教具開發。 

開設兒童⾃我成⻑營、特殊⽣寒暑期三⽇營(寒暑假舉辦)。 

協辦：無尾熊顧問有限公司。 

親職教育相關課程 

親職教養團體：透過動物了解創傷經驗等核⼼議題。 

親⼦體驗課程：動物巡迴⽅式到宜蘭、台北、台東等地進⾏親⼦體驗

課程。 

種⼦教師培訓(鳳林據點)：農村客語桌遊、在地藝術創作、⾺匹輔助教

育與活動、在地⼩旅⾏。 

協辦單位：鳳林親⼦館、鳳林家扶中⼼、北林國⼩、北林社區發展協

會、台東永林基⾦會、家扶基⾦會。 

兒童發展研究⼯作 

輔導相關專業⼈員培訓：幼兒教保服務⼈員、兒福相關社⼯、永齡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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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 

第⼆屆⾺匹輔助⼼理治療⼯作坊：因疫情延期，時間待定。 

參與「2021多元輔助介入特殊需求者之應⽤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

五篇論文。 

動物輔助教育推廣 

學校-⾃強國中、宜昌國 中、花崗國中、新城國⼩、明利國⼩。 

監獄-花蓮監獄。 

機構-萬華女青年、台東永齡基⾦會、光⾳育幼院、鎮瀾家園、台北家

扶、花蓮家扶、⾶揚、芥菜種、世界展望會、吉安親⼦館、⼩驢協會、

縣政府個案、嘉義市政府樂齡計畫、鳳林親⼦館／鳳林家扶中⼼、⾨

諾醫院早療組、新移⺠家庭福利服務中⼼個案、家庭教育中⼼、更⽣保

護會。 

擺攤：希柏市集。 

演講：豐濱國中。 

社區發展 

⻑培課程、第⼆屆Rainbow盃⾺拉松運動會、⼩驢成果發表會(市集)、

社區⼩旅⾏、第四屆萬聖節遊⾏活動、第三屆迎接挑戰融合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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暸解你⼼---動物輔助治療弱勢兒少陪伴計畫、職業訓練案例分享 

與阿厚的關係建立 

「打招呼」是⼈際互動的基礎技巧之⼀，⼀句打招呼包括友善⾏為、

觀察他⼈、適切的表達⾃⼰。 

  阿厚不擅⻑打招呼，第⼀次⾒⾯時輔導老師提醒他跟我打招呼，

他輕輕點頭⼤聲說「老師好！」，抬頭後微微⾯向右側，在短短的打

招呼過程，他的⽬光快速的移動，先是進⾨看了我⼀眼⾺上飄⾛，打

招呼時看我⼀眼後再以更快的速度飄⾛，他靜靜地找個位置坐下，表

情與⾝體有些緊繃，似乎⼀舉⼀動都會引發事件的那種不安瀰漫在諮

商室裡，「被動的」⼈際互動策略是阿厚擅⻑的，然⽽他也有「主

動」的時候，例如：情緒⾼漲（過度焦慮、興奮）、強烈表達需求、

曾被要求或教導要怎麼做、…等，⽽這些主動的互動策略經常導致他

與同學間的衝突事件。 

  我們從阿厚的藝術創作中了解，他是在乎外界規則與可能產⽣的

後果，⽽他平時呈現的慌張、草率、不在意的表現，可能源⾃於他沒

有⾃信能處理，只希望趕快結束以排除他的焦慮，⼜或者依循著舊有

的經驗去⾯對新的事件，例如：「就是要我道歉嘛～」、「對不起～

這樣可以了吧？」，⽽在⾯對突如其來的新情境或新事物，阿厚的探

索與嘗試的動⼒較低，需要⼤量的⽀持、調整與時間去陪伴他。在玩

桌遊時，具體地呈現阿厚遇到困難時較難主動對外求助，需要透過引

導才能看⾒困境與承認需要協助，⽽給予友善的空間與時間⼀次次練

習，他是可以漸漸⾃我覺察與主動調整的。 

  阿厚與歐瑪（狗）之間有著⾃在、⾃然地互動，陌⽣到熟悉是他

們在每次互動中彼此觀察、再次調整後形成的友善與舒服，接著可以

彼此信任，⼀起⾯對挑戰、挫折後繼續嘗試。阿厚的情緒起伏牽動著

歐瑪，⽽歐瑪透過⾏為呈現出阿厚當下的感受與想法，無論是「熱情

的⾒到彼此，歐瑪⼀直舔阿厚」、「新指令失敗陷入挫折困境，歐瑪

繼續站在阿厚⾯前等待他」、「成功完成挑戰，阿厚坐攤在椅⼦上⾯

露笑容，歐瑪隨即跳上他旁邊的椅⼦放鬆地趴著」，可以明顯看⾒他

們之間互動關係的改變，也在過程中協助阿厚積累了成功經驗、建立

不同的互動模式和⾯對情緒的⽅式；與歐瑪⼀起時，阿厚開始嘗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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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遭遇挫敗不再逃避或忽視，與歐瑪發⽣衝突時，也願意調整

⾃⼰，提起勇氣修復關係。 

  現在上課鐘聲響會先聽到「叩叩！」，是阿厚敲敲諮商室的⾨，

聽到我說「請進！」，阿厚會打開⾨，接著主動與老師們打招呼，也

⽤友善且適切的⽅式與歐瑪打招呼（伸出⼿給歐瑪聞、摸摸歐瑪的

背），不想被歐瑪舔時，他可以表達覺得不舒服和不喜歡，並堅定地

說出「不⾏！」，歐瑪便會停⽌舔他。 

  原來，阿厚不打招呼並不是他不擅⻑，⽽是他需要比較多時間和

不同⽅法來練習，經過多次嘗試就能找到他舒服⾃在的⽅式，很開⼼

能陪伴阿厚找到了他擅⻑與⼈打招呼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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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的成⻑ 

初次相⾒，這位⾝⾼矮我⼀點點和我⼀樣壯壯的男孩，站在我⾯前，

眼睛直盯盯的看著我，輔導老師則在⼀旁介紹我們彼此認識；我順勢

開⼝，打了聲招呼：「你好～我是阿官老師！」，男孩這才放鬆了眼

神，「⼩寬，跟老師打招呼吧！」輔導老師提醒男孩回應我，「阿官

老師好！我是⼩寬」。 

  課程前期，我們在中⼼認識不同的⾺匹、牽⾺在公園或社區散

步、幫⾺刷⽑、餵⾺吃紅蘿蔔，也曾牽著⾺⾛到7-11完成買東⻄的任

務，我們⼀邊學習與⾺匹友善相處，⼀邊更加認識、了解彼此。 

  課程中期，我帶著⼩動物們到學校與⼩寬⾒⾯，⼀起認識狗兒、

貓咪，從認識動物、學習觀察動物⾏為反應、友善互動、訓練指令、

挑戰任務；漸漸地，⼩寬可以和動物們⾃在的相處，開始挑戰更困難

的任務，即使⾯對挫折也願意再次嘗試，亦從照顧動物中獲得成就感

和⾃信。每次的上下課，從請他幫我牽歐瑪（狗）上下樓，變成了⼩

寬主動提出：「我來牽歐瑪（狗）」。⼀連串的課程下來，明顯感受

到了，⼩寬在與動物的互動中，漸漸誘發了他的主動性，如：主動幫

忙移開桌椅、主動拿起地上的牽繩，那是多麼令⼈感到興奮和開⼼的

時刻；⼜或是成功餵貓咪吃⾁泥、牽貓咪散步、與狗兒挑戰任務成

功、被狗兒舔舔時，⼩寬臉上露出滿⾜的笑容，享受與動物相處的當

下，並在此時此刻相互學習、成⻑。 

  課程後期，⼩寬曾經提過：「希望能與同學們⼀起上課。」，與

學校老師們討論後，我們便著⼿進⾏了⼀學期的團體課。在團體中，

⼩寬很希望被看⾒、被稱讚，會不斷地展現⾃⼰學過的，也會擔任⼩

幫⼿協助其他同學，卻也更明顯地呈現了他與⼈互動的困境。然⽽，

也在⼀次次的困境中，⼩寬與同學們⼀起學習更好的應對⽅式，「不

只是滿⾜⾃⼰的需求，⽽是找到同時滿⾜彼此需求的作法。」；在最

後⼀次團體課時，⼩寬擔任⼩幫⼿與同學們⼀起完成任務，他體貼的

觀察每個同學的差異，調整關卡的難易度，當同學們成功時，他也露

出了滿⾜的笑容。 

  希望這⼀年半的相互陪伴與成⻑，能保留在⼩寬⼼中，陪伴他去

⾯對未來的各種挑戰！感謝能與⼩寬相遇，在彼此⽣命中成為美麗且

有⼒量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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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的說話之旅 

記得⼩恩第⼀次開⼝發出聲⾳，是在第⼆次上課的時候，那時的他，

除了「點頭」，也會發出「嗯」的聲⾳回覆我的提問。⽽他第⼀次說

出比較⻑的句⼦，是我們在討論要⼀起閱讀的書⽬： 

我：「什麼樣的書？」 

⼩恩：「跟貓咪有關的書」 

我：「繪本？故事書？」 

⼩恩：「像是《黃阿瑪的後宮⽣活》那本，學校圖書館有，可以去

借」 

我：「那我們⼀⼈帶⼀本，可以請你去借你說的那本嗎？」 

⼩恩：「嗯......可以（點頭）」 

  ⽽後的每⼀次⾒⾯，我們都會⼀起閱讀⼀本書，⼤多是有關貓咪

或狗的⽣活、知識，或是不同的繪本。有時，我們也挑選⼩恩有興趣

的桌遊來比賽，可以發現他其實很有好勝⼼，擁有不錯的觀察⼒和策

略能⼒。在與其他⼈做出與他想像不同的決策時，他會出現疑惑的反

應，同時也很好奇為什麼會這樣、遊戲會怎麼發展，等結果出爐後，

他會露出原來如此的表情。 

  許多時候，⼩恩的肢體語⾔會優先於⼝語表達，最明顯的是上半

⾝，包含：眼神、頭、肩膀、⼿、背等；像是：預備說話或猶豫說話

時，可以看到⼩恩⽤食指輕碰嘴巴側邊的臉頰。特別的是，當分享的

是他有興趣、好奇、喜歡的書本內容或事物時，並不⼀定會出現「說

話的預備動作」，甚⾄可以連續的回答我的提問。 

  在與貓咪互動的過程，⼩恩彷彿也是隻貓咪，喜歡保有舒適的距

離，但⼜渴望親近和關愛。他與貓咪間維持著忽遠忽近的關係，這是

讓彼此壓⼒最⼩的好⽅法；⽽在與狗互動時，⼩恩起初是驚訝、緊

繃，甚⾄有些恐懼。不過，透過看書，⼩恩逐漸地了解貓咪與狗的關

係、狗的特性、狗的⾏為表現…等，⼀步⼀步拉近了與狗的距離。從

知識上的了解到實際與狗接觸，⼩恩能夠主動、輕柔地撫摸歐瑪

（狗）的背、下巴、頭頂、⽿朵、臉，更進階到與歐瑪坐在同⼀個沙

發椅、伸⼿環抱歐瑪、把頭靠在歐瑪背上，抑或是輕輕地與歐瑪頭靠

著頭。他可以⾃在的與歐瑪以較為靜態的⽅式互動；在動態的互動

中，則還是容易引起情緒的緊張，且⾝體也會跟著緊繃，在這樣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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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下，要產出話語就更加困難了。因此，我們的下⼀步，就是先認識

靜態與動態的差異，以及情緒和⾝體如何調適，再循序漸進地練習動

態的互動⽅式。 

  「說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溝通⽅式，然⽽，我們卻經常忽略

「肢體」也是很重要的表達⽅式。在⼩恩⾝上我們看⾒，不同的情

境、⼈、事、物，以及外在的各種變動，都可能會強烈地影響我們內

在所能適應和處理的能⼒。與動物的互動，則可以透過肢體、情緒、

意念、聲⾳，當內在量能累積⾜夠、內在情緒穩定時，⼩恩便能運⽤

⾃⼰的⼒量開⼝說話。⽽需要思考的是，在他累積⾜夠內在量能和穩

定內在情緒之前，我們是否能從他的肢體表達中看⾒他的需求，才能

有效地協助他穩定情緒。 

  在這段時間的陪伴下，我們的貓咪和狗兒不需要憑藉話語就能懂

得⼩恩，陪他度過不同的情緒，慢慢累積量能。希望能持續陪伴⼩恩

練習調適變動帶來的壓⼒與情緒，也能建立⾃⾏累積和維持內在量能

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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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的好夥伴---⼩捷 

初次⾒⾯ 

Rainbow⾺兒說：第⼀次⾒⾯我們還不是太熟，有時候我搞不清

楚你在想什麼，要去哪裡，有時候你會在我背上歪歪的，但經過練習

後，我好像比較了解你，也慢慢知道你其實有些擔⼼，不要害怕，我

會⽀持你的。 

第⼆階段 

⼩龍⾺兒說：我很期待⼩捷的到來，因為每次他來了，我就可以

跟⼩捷⼀起跑跑跳跳，我還是覺得很好玩，雖然⼩捷有幾次差點從我

背上滑下來，但我還是覺得很好玩，⽽且⼩捷有時給的指令不是很清

楚，我常常搞不清楚要不要轉彎，不過我⼀定可以抓到他想要休息的

時候，最喜歡⼀起乘涼了。 

故事結尾 

很開⼼中⼼的⾺兒可以跟⼩捷有豐富的回憶，要記得課程中⾝體

的種種反應，都是在提醒你要好好照顧⾃⼰唷！慢慢練習將⾃⼰表現

出來，你很棒的。⾺兒會想念你，有空可以回來找⾺兒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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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的職業訓練 

從⼀開始⼩恩其實是沒辦法在固定的時間出現在中⼼，要不就會

提早⼀個多⼩時到，要不就會突然來電說不來，請假的原因也百百

種，下雨天、腳痛、錯過公⾞等，也會不斷要求他⼈去配合⾃⼰或是

幫⾃⼰解決困難，但這也是為什麼⼩恩需要這些就業練習，即將18歲

離院的⼩恩，從來沒有外出⼯作的經驗，⾺上要步入職場，也讓社⼯

與⽣輔員百感交集。 

透過中⼼的職業練習訓練，讓熱愛動物的⼩恩有了⼀個契機，動

物成了⼩恩外出的重要動機，也是他模擬⼯作的第⼀步，慢慢地透過

不同的討論與修正，⼩恩開始可以即便提早到了，也可以⾃⼰先去附

近商店逛逛等待，也不會再錯過回去機構的公⾞，⼯作時每⼀個步驟

也願意重複練習，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未能好好地告別，讓⼯

作訓練突然中斷，但期望在這段練習的過程中，可以在⼩恩的求職⽣

涯中帶來動⼒，想著為動物們付出的⼀切以及⾃⼰的所學，將這種熱

情、努⼒不懈帶到所有的⼯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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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預期⽬標： 

l 穩定時間出席模擬上班、下班。 

l 學習不同技能，像是照顧⾺匹、維持環境整潔、照顧狗。 

l 情緒調適：練習維持與調適⾃⼰過度的焦慮情緒與憤怒情緒。 

l ⼝語表達：練習透過⼝語溝通的⽅式來表達或訴說⾃⼰的理念與

想法，最後下判斷做出合宜的決定。 

l 獨立⼯作能⼒：在無他⼈協助下，透過輔具完成所有被分派的⼯

作。 

 

⽬標達成率： 

l 職業訓練：達成率80%。 

l 情緒調適：達成率80%。 

l ⼝語表達：達成率60%。 

l 獨立⼯作能⼒：達成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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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發表 

動物輔助教育介入注意⼒卻失過動症兒童之⼈際互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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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輔助教育介入應⽤於藥物成癮青少年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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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輔助教育介入國中特殊教育學⽣之社會互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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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我們！ 

捐款⽀持台灣兒童發展協會 

您的⼀分⼀毫皆可以改變這個社會，讓台灣兒童發展協會可以持續運

作，繼續推動中⼼理念，如果您也贊同我們，願意與我們⼀起努⼒，

歡迎不限⾦額的贊助。 
 

⼾名：台灣兒童發展協會 

銀⾏：永豐銀⾏ 板新分⾏ 

帳⼾：(807)007-004-0032185-5 

 
如需開立捐款收據，請填寫以下表單並掃描資料寄⾄：
tcda2004@gmail.com 
 

捐款單 

捐款⽇期： 年 ⽉ ⽇ 

捐款⾦額：  元 

捐款⼈姓名：  

聯絡電話：  

⾝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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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0 年⼤事紀 

 

事件 服務⼈次 

個案服務⼈次 1128 ⼈次 

早期療育治療性騎乘課程 105 ⼈次 

⾺匹輔助教育課程體驗活動 296人次 

治療球課程  80人次 

動物陪療師三⽇⼯作坊 78 ⼈次 

動物陪療師說明會 150 ⼈次 

監獄向陽班動物輔助課程兩期 48 堂課 648 ⼈次 

主愛藥癮團體動物輔助課程 12 堂課 54 ⼈次 

⾃強國中輔導室團體 11 次 55 ⼈次 

豐濱國中動物互動團體 4 堂課 50 ⼈次 

宜昌國中動物互動團體 5 堂課 10 

花崗國中情緒練習團體 6 堂課 30 ⼈次 

明利國⼩動物輔助教育團體 16 堂課 327 ⼈次 

基督教女青年會社⼯培訓 2 場 35人次 

鎮瀾家園教保員領導團體、院童⼈際互動團體共 16

場 

214 ⼈次 

台北新移⺠團體親職教育桌遊團體 32人次 

善牧「與你⼀起⾃我探索」團體 20人次 

⾶揚動物輔助教育團體 49人次 

⿊⽩⾺社區培⼒課程 18 場次 152人次 

線上⼈際互動課 6 場 72人次 

本質旅⾏社體驗 20 ⼈次 

鳳林據點-鳳林國⼩⾺匹輔助課學齡班 4 場 28人次 

鳳林據點-鳳林國⼩⾺匹輔助課學前班 4 場 24 ⼈次 

家扶親職教養團體 2 場 14 ⼈次 

特殊⽣營隊 6 梯次 25 ⼈次 

寒假營隊志⼯培訓  5 ⼈ 

台北⼈際互動課 7 場 210 ⼈次 



17 

 

宜蘭親⼦活動⾺匹互動課程 40 ⼈次 

基督教女青年會社⼯培⼒活動 15 ⼈次 

⼩驢協會培⼒課程 12 場 96 ⼈次 

南華國⼩兒童節活動 80 ⼈次 

1/21 客庄⼩旅⾏⼩旅⾏  20人 

1/26 何嘉仁美語動物輔助教育課程 37 ⼈次 

2/1-6 光⾳育幼院動物輔助教育營隊 96 ⼈次 

3/11 鳳林親⼦館⾺匹輔助教育課程 55 ⼈次 

4/9 慈濟⼤學參訪 40 ⼈次 

4/22 黃醫師⾺匹醫療培訓 8 ⼩時 全體教練 12 ⼈次 

5/2 第⼆屆 Rainbow 盃⾺拉松活動 40 ⼈次 

7/17 線上家⻑座談會—情緒認識 30 ⼈次 

7/21 臺北 e ⼤數位學習網「寵物臨終關懷課程」錄

製 

 

8/9-10 都市⼈營隊 30 ⼈次 

8/11 寫寫字【⾃創好⼯作】職⼈引路 X 青年開路⼯

作坊 

20 ⼈次 

8/3-5 世界展望會營隊 57 ⼈次 

9/18 旅遊週刊記者採訪 20 ⼈次 

9/30 仁馨護理之家員⼯培訓 3 ⼈次 

10/31 第四屆萬聖節遊⾏活動 50 ⼈次 

11/9 勵馨紓壓團體 13 ⼈次 

11/13-14 台北家庭⾺匹互動課 10 場 80 ⼈次 

11/23 花農參訪 55 ⼈ 

11/27 新秀社福中⼼ 50 ⼈次 

12/12 公⺠記者參訪 20 ⼈次 

12/10 學諮中⼼⾃我照顧⼯作坊 13 ⼈次 

12/12 第三屆迎接挑戰融合運動會 150 ⼈次 

總服務⼈次 4815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