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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施對象：經法院審酌認定有家庭暴力行為事實，且法官認有必要裁定命相

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認知或親職教育輔導者。 

二、 課程目標：有效改變加害人暴力認知，降低家庭暴力的再犯。 

三、 課程性質：以再犯預防為主軸。 

四、 課程內容： 

（一） 認知教育輔導： 

1. 個人或家庭目標的再確認。 

2. 辨識暴力本質與暴力的影響。 

3. 情緒與精神症狀。 

4. 壓力管理。 

5. 同理心訓練與非暴力溝通。 

6. 尊重性別與家庭關係。 

7. 戒酒教育。 

8.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規課程。 

（二） 親職教育輔導： 

1. 認識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2. 親職角色、責任與子女教養技巧。 

3. 兒童及少年不當對待或目睹暴力對身心發展之影響。 

4. 家庭壓力管理。 

5. 家庭系統與家庭動力。 

6. 認識與運用社會資源。 

7.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規。 

五、 實施週數：視加害人之危險性以及暴力行為與飲酒之關聯性等，分列如下： 

（一） 12 週:低危險且無合併飲酒問題。 

（二） 18 週:低危險且合併飲酒問題。 



（三） 24 週:中高危險。 

六、 建議收費標準： 

（一） 完全免費。 

（二） 酌收費用，每次輔導以不超過 300 元為原則。但加害人有接受處遇計畫

之意願且經主管機關調查認定其確屬經濟困難者，依據家庭暴力加害人

處遇計畫規範第十七條，得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助處

遇計畫部分費用。 



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與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人員資格條件及訓練課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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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人員資格： 

（一） 醫師。 

（二） 心理師。 

（三） 護理人員。 

（四） 社會工作師。 

（五） 觀護人。 

（六） 少年調查官。 

（七） 少年保護官。 

（八） 學校輔導老師。 

（九） 其他受過家庭暴力防治相關專業訓練且參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實務至少

3 年以上，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 

二、 執行人員修習時數： 

（一） 依年資區分為初次執行處遇者(職前)、未滿 5 年者及滿 5 年以上者： 

1. 初次執行處遇者(職前)：初次執行處遇前，應接受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

及親職教育輔導執行人員訓練課程基準時數表(詳如附件，以下稱課程

基準)所定之必修課程至少 21 小時，並應參加團體觀察及帶領課程至少

各 12 次，每次 2 小時。 

2. 執行處遇年資未滿 5 年者：每年應接受課程基準所定選修課程至少 6

小時，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相關之個案研討至少 3 小時，以及接受督導

至少 3 小時。 

3. 執行處遇年資滿 5 年以上者：每年應接受課程基準所定選修課程至少 6

小時，或進行其他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相關之實務報告或論文發表(每

篇可抵當年度選修課程 6 小時)。 

（二） 執行人員屬精神醫療臨床工作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衛生福利部

專案申請修習時數抵免。 

（三） 辦理實務報告發表平台之機關(構)，為衛生福利部辦理、經衛生福利部

委託辦理或認可者。 



（四） 論文發表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認計。 

（五） 擔任處遇執行人員之督導或講授必修、選修課程之專家學者，可抵每年

選修課程時數 6 小時。 

三、 訓練課程內容 

（一） 必修課程：著重於對認知或親職教育輔導核心議題之暸解。 

（二） 選修課程：著重於各項議題探討、團體輔導知能及技巧之提升。 

（三） 處遇人員必須完成必修及選修課程，以及團體觀察與帶領訓練，始得執

行加害人認知或親職教育輔導團體工作。 

四、 訓練課程時數： 

課程分類 課程主題 時數 

認知教育輔導 

必修課程 

辨識暴力本質、影響與危險評估 3 小時 

精神症狀/疾病與家庭暴力 2 小時 

情緒與壓力管理 3 小時 

同理心訓練與非暴力溝通 3 小時 

性別平權與家庭關係 3 小時 

家庭暴力與物質濫用 2 小時 

非自願性個案之處理技巧 3 小時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令 2 小時 

認知教育輔導團體觀察及帶領 

觀察及帶領課程至

少各 12 次，每次 2

小時 

親職教育輔導 

必修課程 

認識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3 小時 

親職角色、責任與子女教養技巧 3 小時 

兒童及少年不當對待或目睹暴力對身心發展之影

響 

3 小時 

家庭壓力管理 3 小時 

家庭系統與家庭動力 3 小時 

認識與運用社會資源 3 小時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家庭暴力防治相

關法規 

3 小時 

選修課程 

家庭暴力處遇團體動力 課程及時數得由辦

理研習機關(構)彈

性運用。 

婚姻暴力及兒少保護個案(含兩者合併問題)之處

理 

加害人的再犯預防策略 



課程分類 課程主題 時數 

 被害人安全計畫  

特殊案例研討 

各學派方法工作坊 

督導養成專題 

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功能與合作機制 

加害人處遇帶領者之倫理議題 

加害人認知行為改變技術 

家暴被害人之心理歷程 

未同居親密關係暴力(含校園及非校園等)之處遇 

多元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之處遇 

家暴家庭之親職問題 

對特殊兒少教養處理(如:過動症、合併精神疾病及

心智障礙等) 

親子關係重建與修復 

不同家庭型態的親職教養(如:單親家庭、隔代教

養、多元家庭等) 

其他與家庭暴力防治相關議題（由審核單位認定） 相對重要之課程主

題，由本部審核認

定，並要求辦理研習

機關(構)優先安排。 

五、 訓練機關(構)：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接受主管機關委託辦理訓練計畫： 

（一） 立案之專業社會團體或財團法人。 

（二） 大學校院之心理、諮商輔導、教育、犯罪防治、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等

相關科系所。 

（三） 立案之精神醫療機構、心理衛生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學會、協會或公會。 

六、 師資條件：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大學校院科系所講師(含)以上資格者。 

（二）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實務工作者，且從事家庭暴力防治實務工作經驗 5 年

以上。 

（三） 帶領團體進行觀察與帶領訓練、個案研討課程者及擔任督導者應具處遇

實務工作經驗。 

七、 訓練方式:可採講師授課、小團體討論、多媒體教學、案例教學、角色演練及



實務報告或論文發表等方式。 

八、 研習證明：辦理處遇人員訓練之機關(構)應依本課程基準於辦理訓練一個月前，檢

附實施計畫向衛生福利部或衛生福利部認可之機關(構)或各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認證積分，並於結訓後，核發研習證書予參訓人員，且於證書上載明同意

備查公文日期及文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