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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目的與目標 

衛服部資料顯示家暴事件明顯攀升，從2008年75,438件至2019年103,930件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20)。近年家暴防治焦點逐漸轉至探究加害人處遇

成效與認識(美懿、林東龍、王增勇，2010；陳伯偉、唐文慧、王宏仁，

2014)，期能有效降低與預防家暴犯罪率。過去研究大多聚焦家暴諮商困境、矯

治療效因子、諮商方案成效與矯治歷程（邱獻輝，2017；邱惟真、邱思潔，

2012；邱惟真、黃淑娟、王蘭心、卓雅蘋，2016；Tollefson & Phillips, 2015；

Boira, 2013）。近年的親密暴力處遇團體，多以開放性、半結構與心理教育取

向團體(邱獻輝，2017)，且為非志願個案(廖靜薇、陳姵潔，2012)。此特殊族

群，領導者帶領技術與意圖有何特殊之處，為本研究主要問題。 

貳、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文件分析法，分析中部某縣市「109年度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輔

導教育團體」團體紀錄，開放性團體每次兩小時共 46次，加害人須參與 12-48

小時。觀察者紀錄領導者於團體應用之技術，事後抽取較典型常態的紀錄二

次，由領導者確認和完成技術與意圖表後，研究者共同對兩次團體所有技術編

碼與共識分析。參考吳秀碧、許育光、洪雅鳳、羅家玲（2004）之架構，將技

術分類與統計，針對出現次數前三高之技術進行意圖分析。 

參、 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前三項常用技術依序為「同理」、「詢問」與「連結」。「同

理」技術的意圖:促進成員聚焦此時此刻，覺察內在情緒與感受；增進成員間的

理解，促進團體凝聚力；覺察面臨之困境、自身需求、想法與信念或協助表達

隱而未現的困擾。「詢問」技術的意圖:了解成員此刻狀態，以適切調整方案、

蒐集成員資料，了解其困境並給予協助；澄清成員意涵及促進成員表達、理解

彼此等以增進團體凝聚力；了解與評估成員應對困境之策略並給予建議。「連

結」技術的意圖:連結成員相似之處，促進團體凝聚力；促進成員參與團體；邀

請成員分享，促進自主性互動。 

肆、 結論 

歸納上述領導者使用三項技術之主要意圖依序為:1.增進團體凝聚力、2.增



進成員自我覺察、3. 蒐集資料與評估，4. 給予回饋與建議。整體而言，該家暴

團體領導者最重要之技術意圖為「增進團體凝聚力」，這可能與強迫性參與和

開放式團體性質有關，團體的信任關係建立不易，與領導者技術和意圖形成交

互影響。故即使是教育心理性團體，不應忽視人際互動與關係的同理與信任，

才易產生心理教育性團體之效果。研究結果可供實務與培訓和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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