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幸福捕手~心理健康促進講座 

協會長期服務弱勢家庭發現除經濟、工作、疾病等為主要困境之外，還有一個影

響家庭和諧的議題為「親職關係」，尤其以單親及隔代教養親職關係更為嚴重。有鑑於

此、協會日前與花蓮縣衛生局聯合舉辦一場「幸福捕手，心理健康促進講座」。本次主

題以「當心受傷時，自我撫慰與安慰他人的小秘訣」。特地邀請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臨

床心理師李弘毅擔任講師。……………(詳見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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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救世慈善協會工作內容 

一．低收入戶、弱勢家庭救助 
◆ 緊急救助 

◆ 每月每戶兩次以上發送生活物資 

◆ 協助自立更生：協尋工作及技能輔導訓練 

◆ 服務社福團體轉介之案家  

◆ 單親家庭關懷服務 

二．兒童、青少年慈善工作 

◆ 低收入戶、單親、隔代及高風險家庭學子放學後課輔  

◆ 關懷低收入戶、單親、隔代及高風險家庭學子，依個 

案需求給予生活補助品、上課用品、心理輔導 

及潛能開發 

◆ 舉辦夏、冬令營  

◆ 愛心早餐、上下學車資補助  

◆ 辦理健康、幸福人生、和諧社會等相關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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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李弘毅 臨床心理師  

       協會長期服務弱勢家庭，發現除經濟、工作、疾病等為

主要困境之外，還有一個影響家庭和諧的議題「親職關係」，

尤其以單親及隔代教養親職關係更為嚴重。有鑑於此，協會

日前與花蓮縣衛生局聯合舉辦一場「幸福捕手，心理健康促

進講座」，本次主題以「當心受傷時，自我撫慰與安慰他人的

小秘訣」。特地邀請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臨床心理師李弘毅擔

任講師。 

   每一位小朋友，都是父母心中最呵護、疼愛的寶貝，但

一直以來我們對孩子付出的愛與關懷，儘管工作再辛苦、繁

忙，也想把最好的留給子女。但是在孩子在學校學習或人際

及同儕關係上中遭受困難委屈，但卻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方式給孩子安慰與協助而導致親

子關係疏離感到遺憾。 

  講座開始前李弘毅心理師引導有親子教養問題困擾的家長能說出自己與孩子相處互

動時的情緒與作為，教導家長們了解孩子的情緒語言與行為特徵、知道應該如何輔導孩子

的技巧。李弘毅心理師也以過去碰到的案例，分享給在場參與的每一位單爸、單媽、阿公

阿嬤們。時代不同，少子化加上科技化，孩子接觸的社會面相、學習方式與壓力，其實是

超出大人想像，要如何有效的溝通，這也是當今為人父母的課題。 

  有一位阿武阿公提出的問題是祖孫三代的問題。因阿

公年輕時不學好，導致兒子也有些偏差行為，阿公怕孫子

會學習而糾正兒子，但兒子總會回應「你以前就是這樣啊」。

這讓阿公心裡難過不已，不知如何修復已成年子女的親子

關係，以及如何教導孫子…。因受限於時間關係，課程最

後讓學員上臺分享本次參與講座的感想。可娜媽媽說：「原

本懷疑可娜是不是有精神方面問題，或是遇到不好的東西，這次參與講座讓他知道原來孩

子(6 歲)，有個幻想朋友是正常的行為，也可以和她的幻想朋友做朋友，之後會隨著年紀

越大，幻想朋友就會消失，謝謝心理師的解說讓我寬心了不少」。家長們反應熱烈且受益

良多，但時間太短、希望未來能多舉辦相關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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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捕手~心理健康促進講座 



『愛~扶持，走過人生的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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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報導 
  

 

  今年 50 歲的阿忠(化名)，與父母同住在花蓮崇德部落。年

輕時在部落裡與太太打著零工過活，日子還算過得去，直到女兒

出生後，太太在家照顧孩子，工作機會越來越少，家庭開銷越來

越大，每天煩惱錢不夠用。經朋友介紹，阿忠到台北作粗工 。

雖然工作辛苦，收入卻比以前來得多和穩定。因為工作需要到各

縣市到處跑，所以阿忠待在家陪孩子跟老婆的時間越來越少。年

輕的妻子在部落裡侍奉公婆、帶著孩子，因與先生分離兩地，加

上外界的誘惑，終於丟下孩子跑了，阿忠雖然生氣也無可奈何，

孩子只能由年邁的父母幫忙照顧。 

 

  妻子的離去對阿忠心裡造成不小傷痛，又看到孩子還這麼小就沒有了媽媽的陪伴，

心裡更充滿許多不捨。後來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現在的太太小惠(化名)。小惠不但賢

慧又顧家，這使阿忠能放心家裡的一切事情，專心的工作。直到 5 年前某天阿忠在工地

工作時，突然感覺胸悶、頭暈又感覺有點喘，原以為是輕微中暑，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但是這個情況卻持續好幾天，最後昏倒在工地，經過醫生搶救後總算是把他救了回來，

卻也被診斷出心臟出問題需開刀，突如其來的狀況，讓阿忠一時無法接受卻也沒辦法不

去面對。 

 

  雖然阿忠積極面對病痛，沒辦法再從事勞力的工作，所存積蓄也因，時常往返醫院，

漸漸花費怠盡。小惠為了家計也只好當臨時工，接工地及農事等粗重工作。所有重責全

由小惠一肩挑起，這讓阿忠非常自責，情緒變得越來越不好，在家常常借酒澆愁。不僅

如此，還在念高中的女兒與男友生下小女嬰，男友在得知懷孕時便不知去向，再也沒有

聯絡了。一時家裡「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這讓阿忠一家頓時陷入困頓。 

 

  鄰居知道他們的狀況，打電話到本協會求助，

協會派社工前去訪視，當下協助阿忠申請公部門的

補助，協會每個月發送二次的生活物資。透過協會

的扶助阿忠漸漸穩定下來，身體也越來越好，盼望

重新出發，與小惠一同撐起這個「家」。                                                                                                                             

理事長至阿忠的家關懷訪視，並發

送營養品及生活物資。 



  2020 年度回顧（一） 

 

愛心早餐 針對弱勢家庭子女，提供愛心早餐扶助計畫，關心孩童早餐營養的攝取。協會社

工及理事長，利用在校課餘時間為孩童進行生命教育，給予孩子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補足，更

落實品德上的教育。 

課後照顧班 協會積極輔導弱勢孩童課業，開辦了課後照顧班，於放學後派交通車接送孩童

至協會，並請專人為孩童課業輔導，亦於課後安排團康、球類運動。其目的在減輕弱勢家長

因工作無暇看顧功課，也讓孩子下課後有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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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下期待續 

寒、暑假歡欣成長營  寒、暑假期間協會辦理全天式的營隊活動。每天安排不同的課程有陶藝、

烏克麗麗、繪畫、生命教育、疊杯、魔術、棋藝、桌遊、小小理財師…等課程，並結合花蓮在

地活動，如漆彈、淨灘及渡假村體驗大自然的活動，讓孩子能深入了解自己生長環境，學習學

校以外的知識，讓孩童們有個充實又有意義的假期，也減輕弱勢家長經濟及子女照顧問題。 

 

兒童慈善工作 



 

中華民國救世慈善協會 

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媒體產生日期： 
    立授權書人（以下稱授權人）               授權郵局依照中華民國救世慈善協會提供

之資料，自授權人在郵局開立之儲金帳戶以自動轉帳付款方式，交付   捐款  費用；惟帳戶

餘額不足支付帳款時，則不予轉帳。 

    郵局如因電腦系統故障、電腦設備故障、電信線路故障、停電、斷電、第三人之行為、

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郵局之事由致無法於約定日期完成轉帳作業時，郵局得順延至前

開障礙是由排除後始進行轉帳作業，因而所致之延遲或損失，授權人同意免除郵局之一切責

任。但該障礙事由係因郵局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授權人同意於郵局轉帳金額與應繳帳款不符時，自行致中華民國救世慈善協會查詢釐清

及辦理補、退款等事宜，且授權書上屬於中華民國救世慈善協會與授權人間權利義務之約定

事項與郵局無關者，概與郵局無涉。 

本授權書簽訂完成後，其效力不售帳戶所有人原留印鑑變更影響；原扣款帳戶辦理轉移者，

將自動由新帳戶繼續扣款。授權人裕終止轉帳扣款時，應以書面方式向郵局或中華民國救世

慈善協會辦妥終止授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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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戶編號： 

二、本授權書確由帳戶所有人填具（未成年人已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且內容（印鑑除外）確認無誤。 

三、已確認授權資料建檔內容與授權書所填相符。 

 

 

 

確認人：                  主管（複核）：                  委託機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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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核印：                         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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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用印(請蓋原留印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號 

          

□ 存簿帳號               

□ 劃撥帳號         

連絡電話 （宅）                    （公） 

（手機） 

聯絡地址  授 權 書 填 寫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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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需求需要您的熱情捐贈★ 

1. 兒童紙尿褲 M、L、XL 

2. 成人紙尿褲 L、XL 

3. 亞培罐裝營養品、營養粉、成人/兒童奶粉 

4. 罐頭:花瓜、筍絲、脆瓜、玉米、鮪魚…… 

5.麵條 

6.盥洗用具(沐浴乳、洗髮精、牙膏、牙刷等） 

7.沖泡式飲料(阿華田、奶茶) 

8.醬油 沙拉油 鹽 糖 

9.白米 五穀雜糧類 

10 洗衣粉 洗衣精 

11.糖果餅乾 

12.魚鬆 肉鬆 

13.中古家電 

       年      月      日                 會員編號：           (本會填寫) 
郵局存簿 

 (劃撥儲金) ：                              

  戶  名 

                   

 捐款收據 

(收據抬頭)：                     

  捐款人 

 授權轉帳付款日期：每月  7   日 

 每月捐款金額：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寄送收據地址】
 

                縣       市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鄉鎮         街                                    室   

 【捐款收據寄送時間】 

  □當月扣款後即寄發收據  □當月扣款於下個月初寄發收據  □當月扣款於年度終了彙總於隔年 1月寄發      

  □不開列收據無須寄發    □其他：(請自行填寫)                                                 

 【捐款的項目】  

 □上、下學車資補助 □青少年慈善工作 □國小課後照顧班 

 □長期贊助人□弱勢孩童愛心早餐 □弱勢家庭物資補助 □不指定 

授權人蓋章 (請蓋原留印鑑) 

 備註：  1.授權人(捐款人)欲取消或更改本授權、捐款資訊之任何通知，應於每月二十五日以前以 
                   書面或電話通知本會，由本會轉達郵局，並於送達受理之下一月份開始生效。 

2.本會將依會務需求將您提供的授權資料進行蒐集、處裡及運用，並遵守「個人資料保
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若有任何問題請不吝與我們聯繫。 

3.本會會址：花蓮市富安路 75號   電話：03-8574471   03-8461702   傳真 03-857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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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發票  立大功 ★ 
您可曾想過？一張不起眼的發票有多大的價值呢？對於我們來說，每張發

票都有多幫助一個清寒或單親家庭的機會！請別隨意丟掉您手中的那張發

票，若您有意捐贈，請將發票寄到本會，由我們為您處理！ 

若您是公司行號或商店，願意撥出小小空間，讓我們放置統一發票捐贈

箱，歡迎與我們聯絡！聯絡電話：03-8574471。 感謝各界踴躍捐贈發票。 

本月收到實體發票 1,985張 電子發票 6,312 張。謝謝您 

 

十月物資發出表： 
白米：(95 戶，每戶一包) 

青菜:(95 戶，每戶一份) 

沙 拉 油 :（ 95 戶 ， 每 戶 一 罐 ） 

沖泡式飲品: (35 戶，每戶一包) 

糖果、餅乾：（95 戶，每戶一包） 

糖：（95 戶，每戶一份） 

臘肉、魚肉、豬肉:(95 戶，每戶一份) 

 

饅頭、包子:(95 戶，每戶一份) 

雞肉鬆:(95 戶，每戶一份) 

泡麵、麵條:(95 戶，每戶一份) 

尿布:(12 戶，每戶一包) 

二手衣、襪子:(20 戶，每戶一包) 

球鞋:(8 戶，每戶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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