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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報載一對夫婦，疑似受不了 5
歲女兒頑皮哭鬧，用衣架猛打、狂踹管

教，女童失去意識後，夫妻倆驚覺事態

嚴重，送醫急救，但女童早已斷氣。院

方懷疑，女童遭到虐待、照顧不當，隨

即通報警方，事情才曝光。

受虐並不止於童年

我們不時可以看到媒體報導令人心

痛的內容，相信大家對於王昊和邱小妹

的新聞事件仍記憶猶新，這樣重殘甚至

致死的孩童，儘管得到了社會短暫關

注，但更令人擔憂的是那些未被報導的

受虐兒童，他們的未來呢？

「兒童時期的負向經驗越多，身心

健康狀況越糟糕」，「受虐兒的問題若

是一直存在，會造成國家及社會經濟與

環境極大的損失」。

多數國內外的研究指出，受虐兒童

除受傷與死亡，他們的身心健康和生理

發育等都可能受到嚴重的損害；而這些

孩童，未來亦可能伴隨較多的問題行

為，如暴力行為、情緒困難、酗酒與藥

物濫用等，由此可知，兒虐對兒童身心

健康有廣泛及長期的影響。

一般人經歷重大創傷，可能會到身

心科尋求協助，但對於孩童而言，他們

的需求及創傷是否有出口？更甚者，帶

給他們傷害的是熟識的大人、甚至是最

愛的父母， 這樣的創傷連成人都可能無
法承受，又要稚齡的孩童如何處理失

落、憤怒、衝突及矛盾的心理狀態？

遭受不當對待的兒童，受限於兒童

的發展狀態，往往無法清楚陳述事情的

經過，因此容易被忽視，錯失了重要的

求救訊息。在司法案件中，遭受性侵的

幼童其證詞往往不被採納的原因就是如

此；另外對於受到嚴重創傷的學齡孩童

或青少年，為了避免讓他們再度受傷，

應由具備同理心及因應技巧的專業人

員，作謹慎的評估與陪伴。

如果可以早一點

● 「畫」出口，一位年約 4歲的女
孩，在還不懂男女差異的年齡，女

孩清楚畫出了男性生殖器。平時看

似和善的叔叔，在畫中卻離小女孩

最遠，即便她還小，有困難說出自

己的感覺，但在一次次與心理師的

接觸中，她的畫幫她「講」出了許

受虐兒少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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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母親的壓力」，在家庭中她是慈
善的母親，溫馴的媳婦，愛護自己

剛出生的兒子，然而卻數次餵不

滿 1歲的嬰兒喝酒，在我與她初次
會談時，看到的只是一個崩潰痛苦

的女人，透露自殺的意念，然而這

些求救語言直到此刻才被發現與重

視。

● 會談時，一個曾被性騷擾的少女
說：「反正我也說了很多次，已

經不在意了，那也是因為我蠢造

成的」，早先學業表現不錯，擁有

夢想的少女，怎麼會開始翹課、自

殘、甚至吞藥住進了加護病房？台

灣的社會環境是多麼地忽視、又多

麼殘忍地檢討被害者？社會不斷的

尋求真相，然而卻沒有人關心過受

害者的心理狀態。

● 一個看似害羞畏縮的大學生，沉迷
於網路交友，渴望獲得他人的認

同，卻被性侵、拍裸照威脅！她畏

縮及不安全感的個性，也使周遭的

朋友漸漸疏遠她。初次會談，她講

話小聲總是低著頭，經由緩慢而同

理的與她互動後，我看到的是一個

被困在過去創傷，傳統社會重男輕

女觀念下的女孩，她訴說著被自己

的弟弟性侵，然而卻沒有人願意相

信與伸出援手⋯。 
許多的案例，在這個看似有完整醫

療、警察、社福資源的開明社會中，總

是不可置信，但卻是真實存在的，若能

在他們一開始求救時，就幫助他們處理

內心的創傷與失落，或許往後的道路會

有所不同。

孩子透過畫作傳達了內心說不出口的秘密（此為視意圖，與個案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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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師能為他們做些甚麼？

想想，是誰讓純真的童年失去笑

容，誰讓他們來不及長大，誰讓他們從

光明走向黑暗的道路，誰又能幫忙他

們？

身為臨床心理師總是想，若能在初

次會談與他們有較多的接觸，並藉著數

次追蹤，經由客觀量表與投射測驗等評

估方式，了解孩童目前的情緒狀態、夫

妻的身心狀況、家長對於親子壓力的感

受等，或許我們可以更早發現這些訊

息，進而幫助他們。

小仙（化名）的媽媽是家中的經濟

支柱，然而卻有嚴重酗酒問題，喝酒後

總伴隨言語及肢體暴力，她的父親因身

體狀況，無力保護及關心她們，她的媽

媽總是沉浸於酒精中。治療初期，小仙

總是低著頭，被動回應心理師問題，經

過心理師逐次的同理、建立關係及引導

下，漸漸的她開始揭露許多屬於她的故

事，包含對母親的矛盾感受、同儕的霸

凌、自殘、且為尋求認同而沉迷於網路

世界等。每次治療，傾聽她的故事後，

我們的討論總是讓我不捨，但治療結束

時，她的回饋與成長，讓我看到一個迷

惘、不斷尋找自我的女孩，漸漸找到自

我的過程，又是多麼令我鼓舞！

小仙的情緒狀況與媽媽有很大的關

聯，即使小仙對母親態度冷漠，或時常

與她爭吵，但小仙曾表示，她渴望也等

待著母親變好的那天，因此我亦與她的

媽媽進行數次的會談，小仙媽媽陳述著

婆家與家中經濟狀況的壓力，與小仙

親子關係的無力感，酒精是她唯一的抒

發管道，過程中除同理外，亦將目標放

在親子間的溝通與酒精依賴的問題。治

療後期，小仙對未來透露出渴望，其親

子間的衝突，逐漸減少，也較能同理對

方，這些都使我相信著他們的未來能有

所不同。

永遠記得，治療尾聲時，小仙主動

提及希望與心理師交換一封，送給對方

的信，信中她有許多的感謝，但其實要

說謝謝的是我，謝謝妳願意讓我參與妳

的故事。這個案例讓我堅信自己的選擇

是正確的，也相信只要我們願意，這些

孩子的未來仍有無限可能，你我的任何

行為及語言都可能讓一個孩子改變。

結語

對於受到創傷的孩童，或許他們不

願表達，或許看似事情過去了，然而內

心深沉的創傷，卻是最重要也最需要時

間處理的。遊戲治療、親子互動治療，

或當父母遇到教養困擾、夫妻衝突時，

提供諮詢的管道及協助資源等，這些

方式對這群孩子與家庭都能有重要的幫

助。

長庚兒少保護小組，看到除了受虐

兒童醫療上的生理需求，更廣泛的看到

了孩子與父母的心理需求，而適時提供

治療及諮詢，期許在未來可以透過社會

大眾及長庚兒少保護小組的努力，讓這

群孩子重拾笑容與自信心，擁有健全的

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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