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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歷程分析研究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歷程分析研究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歷程分析研究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歷程分析研究    

(The process in strengths-based parent-child adventure 

group)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以質

性研究方法了解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對親子關係

的影響，以及造成影響的元素。 

研究者依據學者提出的家庭優勢六個面向：「享受在一起

的時間」、「承諾」、「感激與愛」、「正向溝通」、「幸福

感」、「處理壓力的能力」去設計一天半親子冒險團體之活動

內容、情境，以優勢觀點之思維引導學員反思親子冒險經驗。 

研究對象為有意促進親子關係、自願參與親子冒險團體之

父母與青少年，共有四對親子來自三個家庭參與此團體及研

究。以參與觀察、完全觀察、訪談以及問卷收集親子冒險活動

歷程資料。 

 研究結果發現以優勢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加深甚至引發

了 親 子 關 係 優 勢 的 六 個 面 向 ， 與 Nick Stinnett 和  John 

Defrain 所提的家庭優勢的面向相比，另外分析出「了解彼此

特質與優點」新的家庭優勢面向。而團體影響親子關係之元素

包含有：立即性的成就感、親身體驗、鼓勵的氣氛、失衡感、

父母角色的使命、團體互動激發、夫妻間的信任關係、個人專

屬的挑戰空間、共同經驗和語言互動的創造、確保關係強化親

子關係的連結以及引導員協助重新詮釋等十一項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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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從研究結果，提出幾點建議給予從事體驗教育、冒險

治療、親子團體實務工作者參考：一、影響親子冒險團體執行

的不確定因素甚多，但引導員可以掌握住家庭優勢主題，去設

計親子冒險活動的情境、執行或調整團體內容。二、引導反思

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是活動當下冒險經驗的回顧、正向經驗

行為的強化；第二階段則是各別的家庭時間再次深入討論冒險

經驗與親子關係的連結與學習移轉。三、協助家庭所有成員一

起分享冒險學習經驗。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優勢觀點、親子關係、戶外冒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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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其功能是提供給家庭成員生理、

心 理 、 社 會 等 三 面 的 健 康 發 展 環 (Skinnner, Steinhauer & 

Sitarenios, 2000)，而影響家庭功能發揮其中一個因素是家庭關

係中的親子關係。從家庭生活週期來看，有青少年女子的家庭

面臨最大的任務就是親子關係調整，這讓家庭原本平衡的系統

狀況產生了波折，當家庭各成員沒有去適應、調整自己的角色

時，親子衝突即會產生（Ashford, Lecroy, & Lortie, 1997／張宏

哲、林哲立譯，2000）。近年台灣家庭親子關係不良、家庭功能

漸趨薄弱，青少年偏差行為逐漸提升（呂清發，2002；劉俊良，

2001；鄧文烽，2004）此議題引起各界的關注。  

近二十年來，國外漸漸開始有以體驗冒險活動方式來促進

家庭溝通、問題解決能力 (Bandoroff & Parrish, 1997)。這些活

動通常是利用戶外活動設施像是高低空繩索場、創新的平面遊

戲、以及戶外活動像是攀岩、登山、獨木舟等，來鼓勵親子在

投入活動的過程中去發展信任、合作，並且練習正向、有效的

溝通、問題解決技巧等等。比起坐在諮商室裡的治療、諮商方

式，個案減少了許多防衛心、抗拒感 (Gerstein, 1992; Sharry, 

2004)。而且在冒險活動的體驗過程中，治療師是第一手觀察收

集到親子的互動狀況、溝通型態、問題解決能力，這比在諮商

室裡的治療所收集到的資料更真實 (Gerstein, 1992)。  

利用戶外冒險活動做為治療的媒介，然後利用引導、心理

治療會談來處理案家的冒險經驗，不同的實務工作者會採用不

同的治療取向，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即是強調在處理冒險經驗

需著重去看到個案什麼時候做得很好，母親什麼時候有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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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照顧的能力、責任感，而女兒什麼時候有社會互動技巧、

勇氣、獨力、富有機智，藉此去加強了親子關係的連結，這原

則即是去看到個案的優勢之處。但親子冒險活動相關研究中，

僅簡單說出優勢的概念，並未具體將優勢觀點運用於親子團體

的內涵、原則、處遇方式做詳細的說明、研究。於此，本研究

目的為：  

一、設計與執行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  

二、了解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對親子關係的影

響，以及造成影響的元素；  

三、綜合研究的結果，對從事體驗教育、冒險治療、親子團體

工作者提出建議。  

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優勢觀點優勢觀點優勢觀點優勢觀點  

從戶外冒險活動本身的特徵來看，戶外冒險活動提供了一

個產生正向效益的平台，以下從 Laursen (2003)所提出的治療產

生正向成效的四個要素來分析：  

1. 培養個案的優勢、提供社會支持，然後讓個案應對生活事

件有成功經驗：戶外冒險活動的特徵其中即是強調個人成

就，鼓勵冒險、投射性，當參與者在面對以及處理戶外冒

險活動失衡和不穩定特性時，參與者的問題解決能力、溝

通能力、領導能力會被引發出來 (Gass, 1993; Hopkins & 

Putnam, 1993; Luckner & Nadler, 1997)。  

2. 形成並保持正向的治療關係：「支持」的感覺讓參與者勇於

參與冒險活動，因此引導員與參與者的關係有著信任、鼓

勵、支持的成份，這讓個案感受到安全，而且不僅被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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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冒險，也被鼓勵尋求協助 (Luckner & Nadler, 1997)。  

3. 激發個案的想望、正向的期待：戶外冒險活動有著樂趣、

挑戰、讓個案對活動有高度的期待去參與，又由於活動的

過程取向著重在個案的問題解決、成功行為，並且經由引

導員協助處理冒險經驗正向的部份讓個案有信心實際運用

在 生 活 的 難 題 (Gass, 1993; Hopkins & Putnam, 1993; 

Luckner & Nadler, 1997)。  

4. 在尊重個案的價值和需求下運用治療的方法：戶外冒險活

動有一個原則是自發性選擇挑戰 (challenge by choice)參與

者有權利去選擇他是否接受一個可怕或困難的挑戰。這提

供了當參與者處在強烈壓力時，有「撤退」的機會，並且

了解嘗試努力比表現的結果更重要、讓他的想法和選擇被

尊重（謝智謀，2003）。  

從以上分析以可綜合得出，戶外冒險活動提供引發出個

案、案家優勢的情境，而引導員在處理參與者冒險活動經驗時

強調引導員與個案的正向關係、以及激起個案的想望移轉冒險

活動經驗於生活中的充權概念，正說明過去親子冒險活動引導

強調優勢原則的原因。  

優勢觀點內涵也正符合 Laursen (2003)所提的讓治療產生

正向成效的四個要素。首先，優勢觀點即是相信個案以及其家

庭必定持有特殊的自身優勢，在實務操作上就朝向找出他們的

優勢讓他們有力量去積極面對生活的事件；第二，持有優勢觀

的實務工作者會去與個案、案家建立信賴、可靠、合作互動關

係；第三，優勢觀點有著充權、引發個案盼望的概念；第四，

優勢觀點尊重個案、案家擁有自我決定的權力 (Laursen, 2003)。

Gass and Gillis (1995)曾提出大多引導員在處理冒險經驗時專



6 

注在問題處理，這樣會分散個案的內在力量，如果能強調個案

本身俱有之正向功能的意義，則會讓個案運用起自身的優勢不

僅解決問題，更提升了個案的能力。優勢觀點與冒險活動關係

見下圖１。  

    另外，優勢觀點運用在家庭處遇上時，則是相信即使家庭

在生活中面臨許多無止盡的挑戰，不論是家庭成員關係、角色

的調適、家庭生活週期的任務、家庭外在環境經濟上的挑戰，

家庭都有其資源、知識、技術和勝任能力去處理種種壓力、困

難。因此在處遇上著重去找出家庭的優勢，讓家庭成員感受到

自己的力量去改善生活 (Early & GlenMaye, 2000)。   

Nick Stinnett and John Defrain（1997,轉引自 Olson, 2000）

          冒險活動特色冒險活動特色冒險活動特色冒險活動特色  

 

1、冒險活動的失衡感、充權的環境  

2、鼓勵、支持的引導  

3、樂趣、著重個案成功行為  

4、自發性選擇挑戰  

          優勢觀點優勢觀點優勢觀點優勢觀點  

1.相信案家必定持有自身優勢  

2.與案家建立信賴、合作互動關係  

3.充權、引發個案盼望  

4.尊重個案有自我決定的權力  

達到治療正向成效達到治療正向成效達到治療正向成效達到治療正向成效，，，，所要具所要具所要具所要具

備的要素備的要素備的要素備的要素：：：：  

1、培養個案的優勢  

2、保持正向的治療關係  

3、激發個案的想望  

4、在尊重個案的價值和需求

下運用治療的方法  

圖 １ 優 勢 觀點 與 冒 險活 動 之 關係  

   （資 料 來源 ： 研 究 者自 行 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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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家庭優勢的面向有：  

1. 家庭的承諾：對家庭的承諾包含了信任、誠實、互相依賴、

責任感、將時間、精神投入在家庭活動中，不會讓其他事

情剝奪太多家庭互動的機會。  

2. 感激與愛：這是指家庭成員對彼此的關懷、友誼、尊重，

而方法可透過感謝、讚美這些正向的情感和語言，即使要

糾正、批評對方時也是以仁慈的態度，十句讚美才會有一

句批評，如此一來正向的情感會像滾雪球似的把家庭維持

成一個正向的環境。  

3. 正向的溝通：此面向包含表達情感、讚美、幽默、遇到衝

突時可以坦誠討論而不責罵對方、傾聽不同意見者。  

4. 幸福感：信心、希望、幽默、有同情心、有共同的道德觀、

在社區中有歸屬感。  

5. 享受在一起的時間：也許家人在一起的時間短，但品質很

好能享受彼此的陪伴。家庭快樂的回憶通常就是家人一起

投入在一項活動中，在活動中享有樂趣，而且不會花太多

錢，活動可能包括一起做家事、一起煮飯、戶外活動等。  

6. 處理壓力和危機的能力：對於不可避免的危機像是嚴重的

疾病、手術、死亡、婚姻，會有效率的處理、將傷害降低

到最小，並且將危機視為成長的機會、也能夠開放地接受

改變。  

上述各面向的家庭優勢是有關連並會互相影響，感激與愛

使得家人更喜歡花時間共處，而正向的溝通又會讓家人更享受

在一起的時間。溝通強化了家人間的承諾而想花更多時間在

一  。幸福感讓家人有信心和希望對面對危機。而處理壓力和危

機的能力又讓家人間更感謝彼此，這些面向環環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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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的哲學基礎在於家庭有

自己的資源和能力去達到成長和正向的改變。Gass and Gillis 

(1995)曾提到「與其嘗試要阻止、改變個案既有的問題行為，

不如鼓勵個案去重複去做他們已成功的行為模式」，在親子挑戰

團體中，治療者則可專注於家庭優勢各面向的發展狀況，並採

用焦點解決的策略去引導、回饋什麼時候父母表現出有勝任

感、有照顧的能力、責任感，什麼時候孩子有勇氣、獨立、好

的溝通互動技巧。藉由找出他們的優勢，治療者則更易聚焦於

加 強 親 子 之 間 的 連 結 並 且 使 他 們 感 受 到 家 庭 一 體 的 力 量

(Mulholland & Wiliams, 1998)。  

二二二二、、、、親子冒險團體親子冒險團體親子冒險團體親子冒險團體與與與與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Gerstein (1992)說明親子冒險團體具有一些特殊的特質，這

些特質也使得親子冒險團體成為一個很有效、獨一無二的治療

式工具。其特質包括了：   

1. 密集式：  

親子冒險團體將花費數月的一般治療模式壓縮為好幾個整

天。一般治療模式是一個禮拜一個小時，持續幾個禮拜。而在

親子挑戰團體中，家庭被邀請一次投入半天或整天的團體，可

能會需要到２～４個整天去完成整個團體內容。這樣密集、多

天的治療形式，家庭成員也會有直接、密集的互動，因此家庭

的議題會更快、更真實的浮現，對治療師而言也會有較長的時

間去處理。  

2. 「家庭實況現場」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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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冒險壓力的情境中，家庭平日互動的模式、失功能的行

為會真實在團體中呈現，引導員則可第一手的觀察收集到家庭

成員角色、互動、溝通模式、問題解決方式等資料，然後進行

評估和介入處遇。而對於參與者而言，看到行為互動的前因後

果後，他則有機會在活動中練習新的、選擇不同的互動行為。

因而發揮出家庭更強的功能。  

3. 多家庭組成的團體：  

在親子冒險團體是由三到四個家庭所組成的。這樣的方式

有幾個效益：第一，同病相憐：藉由定義每個家庭的共同之處，

讓參與者發現他們不是唯一有家庭問題的。第二，互為榜樣，

可看到別的家庭正向的角色、互動的方式。第三，可以互為激

勵，參與方案的每個家庭都有責任去給予其他家庭回饋，因而

藉由別人的觀點看到自己家庭的優點。  

4. 著重發展家庭的優勢：  

在方案過程中，引導員引導家庭成員去著重強調每一位家

庭成員以及整個家庭的優勢。協助家庭成員對彼此有正向觀

點，認識每一個人的能力和勝任之處。  

5. 活動設計中有樂趣：  

樂趣是人基本的需求，團體活動過程中樂趣和治療式的處遇

是同時並存的，活動樂趣的成份會增加家庭成員間共處愉快的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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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工具與對象工具與對象工具與對象工具與對象  

 本研究旨在從父母、子女在團體中的感受，去了解親子冒

險團體對親子關係的影響層面，希望透過此團體能讓親子雙方

對彼此間的關係、彼此的看法能以優勢的觀點看待，進而能產

生溝通、合作的意願來處理生活的衝突事件。研究者欲從團體

成員的觀點捕捉「活生生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去揭開方

案與處遇的「黑箱」，故採質性研究取向，深入了解處遇如何成

功或失敗，如何對個案造成影響。資料蒐集方式結合「參與觀

察法」以及「深度訪談法」，來了解團體過程、事件、親子互動，

參與者的團體歷程的感受、認知、情緒。而資料來源來自：1.

完全觀察者的團體觀察記錄，2.引導員的團體觀察記錄，3.活

動後十天內的訪談逐字稿，4.活動一個月後的開放式問卷。之

後，將收集來的文件分別予以代號，便於引用時說明資料來源。 

本研究中，研究者是最主要的研究工具。研究者為社工系

畢業，在國立體院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修習冒險治療、體

驗與戶外教育、高低空繩索操作、質性研究等相關過程，並參

與民間優勢觀點個案管理工作等研習，有豐富的冒險活動團體

帶領經驗。在此研究中同時身兼團體方案的設計者、團體的引

導員、訪談員、資料分析者及報告的撰寫者，本研究中另有完

全觀察者，不參與任何過程而只作觀察，具有高低空繩索的操

作經驗、以及質性研究的訓練。在研究者與完全觀察者詳細介

紹研究的內容目的後，在親子冒險團體執行時，完全觀察者即

負責觀察和撰寫觀察記錄，每個活動分別記錄之。  

此外，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地位是相互平等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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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研究的協同研究者，與研究者共同參與研究的進行。而研

究對象的來源是透過北部地區高中輔導室，宣傳親子挑戰團體

的目的與內容，研究者會與有意願的案家進行接案的會談，案

家需滿足開案的三個標準才予以開案：1、有意願促進親子關係

的家庭，2、符合上高空繩索標準的身體健康狀況，3、承諾會

全程參與團體。  

最後研究對象共有八位，來自三個家庭，基本資料如下表

3-1，研究對象之姓氏已採化名。  

表 3-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家庭  參與活動之成員  關係  

林家庭  林父  風箏隨意飛（子），執線人（父）

默默看  林子  

劉家庭  劉母  緊密中偶爾帶著磨擦的火花，而

小火花（女）尚不致對冷石頭（母）

起太大的影響  

劉女  

蔡家庭  蔡父  合樂融融的四寶粥。  

 蔡母  

蔡長女  

蔡次女  

 

二二二二、、、、團體方案設計團體方案設計團體方案設計團體方案設計  

團體方案設計的團體天數是依據 Torretta (2003)所設計的

家庭營隊 (Family Camp)為參考模式，採二天模式。團體方案內

容的主要成份是高空繩索活動，包括攀岩，見表 3-2 繩索活動

是具有結構性的冒險環境 (Miles & Priest, 1999)，是由纜繩、柱

子、主繩所組成的系統，它模擬出戶外冒險活動的挑戰、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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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Rogers ,Rohnke, Tait & Wall, 2003)，提供參與者一個突破

舒適圈、問題解決能力、團隊建立機會、培養信任關係的平台，

並且在特性上不僅符合冒險活動產生效益的原因，例如環境的

不熟悉、失衡感，最主要他是結構性的冒險環境，較少自然環

境的變動、天然、意外不可抗拒的因素，有利於引導員在活動

上的設計、觀察以及引導，另外由於高空活動和攀岩活動會需

要親子彼此為對方確保安全，更營造出親子互動、參與的環境。

因此綜上述而言，高空繩索活動和攀岩由於具備結構性的冒險

環境、活動需要親子共同參與方能進行，因此是為本研究冒險

活動的主要內容。  

表２  高空繩索項目介紹  

項目名稱  介紹  

 

   圖３ 高空獨木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這是模擬人要過峽谷

時走的獨木橋，流程

是先由下往上爬到獨

木橋的位置，然後走

在獨木橋上，最後從

獨木橋上垂降下來。  

 

這個活動的過程是攀

爬者由下往上爬到鋼

索的位置，然後伸手

去握住懸掛著的棉繩

因而有依靠走在鋼索

上。而棉繩與棉繩之



13 

   圖４ 蔓藤路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間有空間上的安排，

讓攀爬者需要有向前

握取的動作，甚至是

放手一搏。  

 

   圖４ 攀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攀岩是利用國立體院

的室外攀岩場。攀爬

者在其他成員確保安

全下，開始攀岩，攀

爬的高度由參與者根

據勝任程度自訂。  

 

本團體方案設計和引導上優勢觀點運用文獻所討論的家庭

優勢的面向：承諾、感激與愛、正向的溝通、享受在一起的時

間、處理壓力和危機的能力等六個面向，來設計活動引導主題，

採用與具有優勢觀內涵的焦點解決策略技巧來做為具體引導問

句。本研究的團體方案是由研究者設計，再經過與戶外冒險活

動設計經驗豐富的指導教授檢視。此團體方案內容，如表３：  

表３ 親子冒險團體方案設計  

第一天 半天平面活動  

 

主題與目標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問句  活動名稱  

團體形成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  

所有人圍坐一圈，包含引導員共有九個人

每個人都先簡單地介紹自己名字後，留下

認識活動 - 

廚師炒菜  

澄清期待  



14 

八個人的位置，一人在圈外當「廚師」。  

「廚師」可以點菜，即凡被廚師叫到的人，

需走在廚師後面（廚師可以點很多人）。  

當廚師喊「小火」時，即廚師和廚師後面

的人需要繞著圓圈慢走。  

當廚師喊「大火」時，即快跑。  

當廚師喊「回鍋」時，即反方向跑。  

當廚師喊「上菜」時，即在圈外的人要去

搶位置。  

搶不到位置的人，當廚師。  

 

引導問句引導問句引導問句引導問句：：：：  

你抱著什麼心情來參加親子活動？  

家庭優勢：  

享 受 在 一 起

的時間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  

親子二個人二個人一組，輪流當鬼在樹林

中去追另一個人。研究者會改變規則，例

如讓當鬼的人只剩下一個眼睛去尋找人。  

親子遊戲 -

鬼抓人  

家 庭 優 勢 的

引發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  

每個人都各拿一個法寶（巧拼）來幫助你

們所有人克服這二天的重重挑戰，我們現

在需要從樹林的這一邊平安抵達終點（樹

林的另一邊），路面是危險，要利用手中的

法寶才能平安渡過。原則有三： 1.靠著法

寶才能抵抗危險。 2.所有人都有抵達終

點。3.法寶一離開人的身體就會消失。  

 

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  

硫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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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經掉了二個法寶，是做了什麼沒掉第

三個法寶？  

2.你覺得你手中的法寶代表什麼可讓大家

克服困難達到我們對活動的期待和平安？  

附註：經過引導與討論後，研究對象提出

幫助大家克服困難的法寶有：多讚美、多

鼓勵、接納人、體諒人、安全、互助、自

立、努力、信任。  

家庭優勢：  

承諾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  

將剛剛大家所說的法寶寫在卡片上，並黏

到海灘球上。我們要重視我們的法寶並努

力去遵守它，如果能讓所有人連續擊球十

下不落地、一個人不連續擊球二下，那麼

就有及格分數７０分，之後每擊到一顆球

就加一分。  

 

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  

1.你們想要達到幾分？  

2. 向 一 個 人 說 出 ：「 很 高 興 認 識 你 ， 因

為….，期待明天…….」  

月球  

第二天 一天高空活動  

主題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問句  活動名稱  

家庭優勢：  

承諾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  

親子為一組練習高空繩索的確保、形成對

彼此安全的承諾，投入信任、責任感、精

神於確保練習  

確保練習  

家庭優勢：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  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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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處理壓

力的能力  

攀岩是一個很有挑戰的活動，好好的享受

與家人一起挑戰的時間，記得，攀岩者不

是孤獨的，他有確保者可以一起討論。  

 

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  

1.用鐵絲做出你攀岩過程的感受，並說明

之  

2.在你最谷底、瓶頸的時候，是什麼力量

讓你突破了？  

家庭優勢：  

正向溝通的

培養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  

蔓藤路的終點是家庭生活幸福的感覺，而

過程會有很多考驗，在走蔓藤路的過程想

一下，什麼是你要放手的？什麼是你要努

力抓到的？  

 

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  

1.用鐵絲做出你這過程的感受，並說明之  

2.你努力抓到的是什麼？  

3.剛開始小朋友都不敢嘗試，大人們如何

給予鼓勵？  

蔓藤路  

家庭優勢：  

幸福感 --信

任關係的強

化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  

每一個人許一個願望，而你的家人會與你

一起完成。此項活動由子女確保父母安全。 

 

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引導問題：：：：  

１ .生活上有什麼事情需要相信自已和家

人？  

高 空 獨 木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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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優勢：  

愛與感謝的

表達  

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引導情境設計：：：：  

毛線團丟到你時，你拉住毛線讚美、感謝

一個人，然後把毛線團丟向你所讚美的人  

毛線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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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發現發現發現發現  

一一一一、、、、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影響親子關係的元素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影響親子關係的元素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影響親子關係的元素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影響親子關係的元素  

藉由引導員團體記錄、觀察者的團體記錄以及訪談研究對

象對親子冒險團體歷程的經驗感受，分析出影響親子關係之元

素如下：  

（一）立即性的成就感：冒險活動中困難的突破帶來立即性的

成就感，對子女而言，它不僅是自我勝任的成就感，而且也代

表著獲取到父母的關注、稱讚、獎勵及照顧。  

「劉母一直鼓勵女兒並加油打氣，團體成員一旁打氣加油，劉女表

示很難爬，卻仍很努力的嘗試往上爬，劉女不停滑落，後來也突破

往上。而當劉女下降後，開心的望了母親一眼，母女開心討論攀爬

的高度，兩人距離拉近。」（團體記錄 -觀）  

（二）親身體驗：因親身體驗冒險活動，而突破親子彼此間過

去的刻板印象，因而發現彼此的能力與特質。有別於傳統諮商

透過口語來處理個案的認知，此團體則是著重親身體驗的當下

經驗和反應來影響個案的認知、行為。每個人面對冒險活動、

面對團體時，平常未被家人發現的個人特質會顯現出來，因而

促使親子彼此了解與接納。  

「做每一項活動，通常我會叫她（蔡長女）第一個去嘗試，她都能

欣然接受，因為以往在家裡和家人互動，她通常是在外面表現很好，

在家裡就比較差，叫她做什麼都不願意，可是這次，我覺得每次叫

她去嘗試，她都勇敢去接受，以前在外面聽別人講，她在學校、在

外面表現不錯，可是在學校我都沒看到，啊看得到的都是家裡。……

可是這一次，她有這樣的能力、勇於嘗試的能力，理所當然被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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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這讓我對她的認知差距有所調整（笑）。」（訪談 -蔡父） 

 

「女兒們，我看到她很樂於分享、很樂於支援別人、很樂於鼓勵別

人、幫助別人，而且滿主動的，這點，我看得滿開心的，因為覺得，

我突然懂了，為什麼學校每個老師，看到我都說，哇 ~~那二姊妹都

好優秀」（訪談 -蔡母）  

（三）鼓勵的氣氛：在繩索場參與者雖知那是受控制的環境、

實際風險很低，但是仍充滿恐懼、害怕、猶豫、不相信自己能

勝任。而活動過程中團體成員包含引導者所形成的鼓勵氣氛，

讓親子經歷彼此鼓勵的經驗，有別於過去日常生活的互動方

式。且這鼓勵的互動經驗有助於、也易於移轉至未來親子互動。 

「家人表現有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彼此之間的支持吧，因為平常沒

有這樣的表現出來，反而在活動中的支持、鼓勵，就很清楚、很積

極的表達。」（訪談 -蔡母）  

 

「家人的表現讓我印象深刻是整個來說比較多的讚美、加油，也是

關係上的新發現。」（訪談 -蔡長女）  

（四）失衡感：參與者在冒險活動中，會持著活動是高風險的

認知，但又需要嘗試、突破離開舒適圈，這即是失衡感。這失

衡感使得家人間的安慰與支持變得立即需要，因而激發了親子

之間鼓勵的言語、創造出建立信任的機會。  

「對孩子，孩子要爬之前，我會跟他們說：你們要相信這個繩子，

所以二個小孩走得都沒有很緊張。他們好像有相信我的話，也相信

我在下面有幫他們確保，所以她們就可以放鬆自己。這是親子間的

信任，讓人可以放鬆。」（訪談 -蔡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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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父母角色的使命：面對冒險活動，父母為了孩子的成長、

為了激勵孩子，而會努力克服自己的軟弱，努力去投入，擔任

榜樣，這促使孩子有替代性經驗的學習，或將父母視為目標，

認為父母可以達成，他也可以。  

蔡母：我只有一點點想要挑戰自己，看小朋友都跑光了，我一早就

有告訴他們我有懼高症，後來想想，我應該去試看看，我想

去試，讓他們看到我會願意去試，  

研究者：所以榜樣的力量、想要激勵他們的力量比較大？  

蔡母：對。（訪談 -蔡母）  

 

媽媽上去後，我也就跟著上去，在鋼索上踏出第一步的時候，我想

說：『我不能輸給我媽。』…我覺得信任真的是很重要，一定要信

任繩子不會讓你掉下去，信任夥伴。（訪談 -蔡長女）  

（六）團體互動激發：團體成員間的互動、成功經驗、年齡相

同友伴的鼓勵及其成功經驗等各特質會激發相信自我能勝任的

力量、激發出自尊心和迎向挑戰的力量。  

「一開始，你（引導員）說要走蔓藤路時，我看到細細的線，旁邊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扶，，我覺得眼睛閉都不能閉，會摔下來。我退

了好幾步，都不敢動。第一個走的是蔡爸爸，他上去的時候，我覺

得：哇 ~~~好快唷，很驚訝，第二個上去的是蔡長女，然後我就覺得，

哇 ~~那個她都敢上去了，然後我就告訴自己我也要上去，……我想

說他成功了，她也國一，她可以成功，我也可以。」（訪談 -林子）  

（七）夫妻間的信任關係：夫妻之間彼此支持突破的關係，間

接影響了孩子的自我效能，以及孩子對父母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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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最大的支持是我先生，因為他跟我講了一些對話，讓我掉在

我和我先生的情境中，突然讓我覺得有力量，我記得他講了一句話：

你相信繩子，我會保護你然後我就覺得，好吧，我只要相信他，我

就可以走出去。」 (訪談 -蔡母 )  

 

「一開始想，怎麼可能啊，而且光是爬柱子，就覺得很恐怖的樣子，

然後，重點是那個鋼索太細了吧，怎麼可能在上面。後來看到爸爸

很靈活地爬上去，然後就這樣子了。媽媽上去後，我也就跟著上去」

（訪談 -蔡長女）  

（八）個人專屬的挑戰空間：繩索挑戰的過程有一定的距離和

階段，爬上了柱子屬第一階段，要離開柱子至少走在鋼索上一

段距離才能順利下降，使參與者認知到走到了一個階段，就是

自己非得想辦法了。這是參與者自我突破的機會，也是家人發

出口語支持、擔任保護者但不介入的機會。  

「把自己弄上去後，就得想法辦克服接下來的的狀況在我爬的時

候，覺得自己手很短抓不到柱子，開始緊張，會抱著柱子顫抖，走

到鋼索的時候，鋼索會晃，我抱著柱子，我覺得自己抱著那柱子，

我覺得自己抱了快十分鐘了吧，好像過了好久好久不敢走，下面的

人說，你踏下去就不會搖了，那我就試看看，就好像真的踏緊就不

會搖了。」（訪談 -林子）  

（九）共同經驗和語言互動的創造：親子彼此是冒險經驗的見

證人，看到彼此自我效能的提升、勝任的時刻、努力的過程，

而且冒險經驗讓親子有共同的語言和經驗，讓他們回到現實生

活中可以繼續運用。  

「看到孩子在學習面對困難時，如果她們害怕或拒絕嚐試新事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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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出上次經驗鼓勵之，或提醒自己她可以、她會做到、相信她。」

（訪談 -蔡母）  

（十）確保關係強化親子關係的連結：在高空繩索冒險活動是

由繩子牽繫冒險者和確保安全者、也就是牽繫著子女和父母，

在活動上是安全的措施，但隱含著子女和父母的關係，確保帶

給人擔任保護者的角色、成就感、被保護者的安全感，互動中

引發出信任、照顧、鼓勵、安慰、協助的親子關係。  

「盡量讓家人，看她們能夠安全的渡過，自己也會有成就感。覺得

自己是被需要的成就感。」（訪談 -蔡父）  

「媽媽確保我的關係，是母女關係，不會害怕，如果是別人確保會

覺得很恐怖。」（訪談 -蔡次女）  

（十一）引導員協助重新詮釋：親子冒險團體帶給親子的不僅

是有趣，在活動後的分享、甚至藉由個別訪談，協助參與者將

冒險活動的經驗與親子關係做連結，重新詮釋親子冒險經驗過

程的意義。經由引導員協助劉母重新詮釋她確保劉女的攀岩過

程，劉母對攀岩這冒險經驗的印象不會只停留在劉女攀岩過程

停滯很久，更上一層的是，她能將陪伴劉女攀岩的過程比喻成

陪伴女兒成長的過程。  

劉母：她有一段停了很久，我撐（確保）得她很酸，那一段代表她

還沒克服她那段路，她還沒找到她的點、支撐點。我心裡一

直想說：你不要一直停在那邊，你可以去找尋另外的方式。

這就好像平常我告訴她的課業，她應該用其他方式，如果這

個方式不好的話，你可以嘗試用別的方式，  

研究者：她在攀岩時，你覺得她有沒有在試別的點？  

劉母：她有抓一下，可是就是 . .就是停留在那邊沒有踏出去，可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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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很久，她是那種想很久的人，她理解力不是很快，要想

很久，所以我就想說，這個媽媽要很有耐心。  

研究者：你很有耐心，她雖然停在那，但她也沒放棄找方法。  

劉母：對啊對啊。等她下降後，我對她說：『不錯啊，到達目標。』。

很訝異她可以爬那麼高。又說：『你停好久，我拉得好酸』，

她回答：『很累 a』（笑）  

研究者：耐心的過程還是值得  

劉母：對啊對啊  

研究者：女兒爬的過程感覺好像滿困難的，而你爬的時候是出乎意

料的順利，你是怎麼看待這二種情形？  

劉母：我在想應該是每個對於現場的理解力、嘗試的能力、熟悉環

境是不一樣的。而女兒的能力還不到，對父母而言可能比較

容易走。  

研究者：所以等待孩子成長的過程，他還沒到那裡，但你面對孩子

是用耐心等待她成長。  

劉母：是。（訪談 -劉母）  

二、、、、以優勢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以優勢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以優勢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以優勢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從訪談資料收集到研究對象對於團體前後親子關係變化的

看法、感受分析出，團體加深甚至引發了親子關係間各優勢的

面向。  

（一）了解彼此特質與優點：  

親子從活動中發現了彼此的特質與優點，那是平日規律的

家庭生活中看不到的。父母會因為子女健全人格的發展、人際

關係的適應而感到放心、開心、或驕傲。  

「她參與活動滿放得開的，不畏縮，跟活動前覺得她是害羞是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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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覺得她可以跟人在一起，說出心裡的話，有時想幫她，但又會

想說應該讓她自己說出她心裡的話，我覺得這方面，她突破了自己

的害羞。」（訪談 -劉母）  

 

「女兒們，我看到她很樂於分享、很樂於支援別人、很樂鼓勵別人、

幫助別人，而且滿主動的，這點，我看得滿開心的。」（訪談 -蔡母） 

從子女的角度來看，青少年時期的他們已不太願意接受上

下縱向的親子關係，而是平行橫向的夥伴關係，在這關係的轉

變多有挑戰和質疑等磨擦的互動。然而從團體中卻有機會因看

到父母令人訝異的體能、鎮定、解決問題的能力，因能接受父

母指導的角色和產生信賴關係。  

「對媽媽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天在做硫酸河的遊戲時，我們對如何

進行的方式不了解，有人提出要二個二個人走，但我媽媽提說要大

家一起比較快。我那時是反對他的。我就說：怎麼可以大家一起，

這樣人多很麻煩， ……可是他就很堅持自己的原則，然後後來好像

大家就懂了，慢慢一起走過去。因為我會一直挑她毛病，我很愛挑

她的毛病，對啊，所以就是她在講時，我就一直挑她毛病，所以就

常常二個人會吵架。所以就是她有時會是對的。」 (訪談 -劉女 )  

（二）承諾：  

親子冒險活動促使父母投入時間和精力，排除掉工作、生

活其他事與孩子共同參與，孩子會因此感受到被在乎、自己在

父母心中的重要性。  

「在蔓藤路的時候 . . .，我下來抱著爸爸哭， . . .  他就抱著我啊，跟我講

說：『不用哭啊、不用害怕。』，我覺得很特別，第一次跟爸爸互動。

從來沒有跟爸爸一起過，我們以前在澎湖海邊時，爸爸幾乎都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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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我們小孩自己去，爸爸在房間自己打電腦。所以這活動第一次跟

爸爸在一起，而且是單獨的，覺得很特別。」 (訪談 -林子 )  

另外，高空活動開始前參與者會學習並練習安全確保動

作，活動進行時，除了有些親子二者體重差異過大，以致青少

年子女無法確保父母之外，皆由自己的家人互相確保，也就是

當青少年子女為攀登者挑戰高空活動時，一定由自己的父母為

主要確保其安全的人。這樣的確保關係營造及培養親子間的互

信、保護、依賴。  

（三）感激與愛  

在關係緊密的家庭中，家人深深關心著彼此，而且常常表

達讓彼此了解到這一點，當子女受到父母讚美時，子女對自己

會有好的感覺，因而較願意向父母說出感謝、仁慈的話。  

「印象深刻是在走鋼索時，媽媽會鼓勵我，跟我說加油，跟平常不

一樣，平常是加油比較少，叫我做比較多。」 (訪談 -蔡次女 )  

「與孩子相處時，發覺自己有更多的信任與欣賞。」（問卷 -蔡母）  

（四）正向的溝通  

分享情感、給予讚美、幽默、傾聽、協調意見是親子正向

溝通的展現。親子在冒險體驗的過程中開始有鼓勵、感謝、幽

默的互動，在冒險壓力下，青少年子女會特別感受到父母的支

持、鼓勵、安慰言語的力量。  

「比較知道他們真的很愛我，有時候覺得 . .像吵架時，就想說我是不

是她生的小孩，她怎麼對我那麼兇，活動後，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愛

我，只是有時候不會表達出來。」（訪談 -蔡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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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自己比較關心他們生活上的雜事，活動拉近了我和蔡長女的

關係，這收獲有一直持續著，聊的話題跟之前比較偏知識性、理性

方面有所差別，現在範圍比較廣，多一些感性的話題。當關心他們

課外的情形時，她們會講得比較多。」（訪談 -蔡父）  

（五）幸福感  

親子間的幸福感是感受到彼此的支持、生活中擁有信心、

希望。  

「攀岩的時候，我很焦慮時，她跟我說：沒關係，每個人都有第一

次。我很訝異她講這句話來安慰我。以後在生活類似的情形，她不

敢嘗試某些事的時間，我就可以拿她的話來回應他：反正每個人都

有第一次嘛。」（訪談 -劉母）  

（六）享受在一起的時間  

享受彼此的陪伴、擁有快樂的回憶。由於親子冒險活動在

平面活動的設計中含有樂趣成份，活動樂趣的成份增加家庭成

員共處愉快的經驗。林子則有單獨和父親一起活動的時間而覺

得經驗特別和與父親有親近的感覺。另外，親子在高空活動的

冒險經驗之突破、勝任經驗、共同的投入，而有印象深刻及快

樂的回憶。  

「永遠不會忘記，這種第一次與父親如此親近的感覺」（問卷 -林子） 

（七）處理壓力的能力  

由於親子共同擁有克服冒險挑戰活動的經驗，而可以在子

女成長過程中引用之，相互鼓勵去勇於面對生活的挑戰、勇於

嘗試新事物、另外在活動後一個月中親子關係緊張有衝突時，

父母較能給予孩子包容、體諒、給予孩子時間和空間去調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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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爸爸了解兒子的反應及狀況，當兒子有情緒反應時，知道該給他

一個空間及時間去調適，情況變得比較好。」 (問卷 -林母 )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初步分析出此團體有十一個影響親子關係的元素，包含：

立即性的成就感、親身體驗、鼓勵的氣氛、失衡感、父母角色

的使命、團體互動激發、夫妻間的信任關係、個人專屬的挑戰

空間、共同經驗和語言互動的創造、確保關係強化親子關係的

連結以及引導員協助重新詮釋。而參與此團體的親子關係如上

述舉例的在「享受在一起的時間」、「承諾」、「感激與愛」、

「正向溝通」、「幸福感」、「處理壓力的能力」、以及「了

解彼此的特質優點」等七個優勢面向被增強或是引發。參與此

團體的三個家庭親子變化狀況簡述如下：  

（一）劉家母女：劉家母女的關係成份原本是緊密中帶著磨擦

的火花，團體初期常可以觀察到劉女在挑戰、質疑劉母，而劉

母是冷靜地解釋。但進入到團體的中期之後，不論從團體過程

觀察和團體後的訪談中，可發現她們二人從團體中了解彼此的

特質優點，關係從彼此懷疑、意見反對，轉為信任、鼓勵與感

謝的溝通互動。  

（二）林家父子：父子的關係原本是風箏 (林子 )隨意飛，執線

人（林父）默默看，在團體之後，二人的互動仍是如此，執線

人扮演著守護的角色讓風箏自行去發展，但在參與團體後，林

子表示他以往覺得林父是很兇，令他害怕，但在團體中第一次

感受到與父親的親近，這種親近的感覺永遠忘不了。連接二人

的線變粗讓風箏感覺到有穩固、在乎他的後盾，因而可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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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飛。林母在家中觀察林父與林子的互動，表示這二人比起以

往更能去體察彼此的需要。  

（三）蔡家四人：蔡家庭本是合樂融融的四寶粥，但因為團體，

四人因親身體驗、觀察以及感受到家人的優點，而能彼此欣賞、

溝通談話內容從以前知識、理性的內容，增加了感性的部份。

可以說這四寶粥不僅有著以往的合樂融融，團體還讓這四寶彼

此互知甜味。  

這三個家庭被增加和引發出來的優勢面向，環環相扣，相

互影響。  

伍伍伍伍、、、、結結結結論與建議論與建議論與建議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乃設計一個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

冒險團體，透過活動引導、事後訪談，檢視團體對親子關係的

影響，以及找出造成影響的元素。為達此目的，經過文獻探討，

了解優勢觀點、親子冒險團體等內涵、理論及相關研究，據以

設計團體活動，並招募三個家庭共四對親子實際參與。利用訪

談資料、團體記錄進行活動歷程、親子互動的分析。以下統整

歸納結論，並提出對未來實務及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一一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一一一一 )高空繩索冒險活動引發親子冒險團體優勢力量之元素高空繩索冒險活動引發親子冒險團體優勢力量之元素高空繩索冒險活動引發親子冒險團體優勢力量之元素高空繩索冒險活動引發親子冒險團體優勢力量之元素  

1. 激發能力的環境：  

認知風險高、實際風險低、個人專屬的挑戰冒險情境，在

團體鼓勵氣氛下，參與者得以蓄積能量突破舒服圈，此時立即

性需要親子間的支持、鼓勵、安慰、讚美、信任，一反華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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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顯少公開、坦露地表達愛與感激的互動方式，且這正向的互

動經驗有助於、也易於移轉至未來親子互動。  

另外，高空繩索活動很重要的特徵是有冒險者和安全確保

者這樣二者連結的確保關係。在親子團體即隱含著親子之間的

關係連繫。這樣的關係互動引發出信任、照顧、鼓勵、安慰、

協助、被需要、被保護的親子關係。  

2. 親身體驗的歷程  

因親身體驗冒險活動，而打破親子彼此間過去的刻板印

象，因而重新發現彼此的能力與特質。有別於傳統諮商透過口

語來處理個案的認知，此團體則是著重親身體驗的當下經驗和

反應來影響個案的認知、行為。每個人面對冒險活動，平常未

被家人發現的個人特質會顯現出來，因而促使親子彼此了解與

接納。  

在親身體驗的歷程中，冒險活動困難的突破帶來立即性的

成就感，對子女而言，它不僅是自我勝任的成就感，而且也代

表著獲取到父母的關注、稱讚、獎勵及照顧。親子彼此也是冒

險經驗的見證人，看到彼此自我效能的提升、勝任的時刻、努

力的過程，而且冒險經驗讓親子有共同的語言和經驗，讓他們

回到現實生活中可以繼續運用。  

3. 團體成員互為激勵之互動  

 由於父母角色的使命的影響，會為了面子、為了激勵孩子

而努力克服自己的軟弱、樹立榜樣；父母的成功示範經驗，以

及團體同齡夥伴的成功經驗的替代性移轉，讓孩子有替代性經

驗的學習，激發了自尊心和迎向挑戰的力量，將父母或同齡夥

伴視為目標，認為別人可以達成，他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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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引導員之優勢觀引導員之優勢觀引導員之優勢觀引導員之優勢觀是是是是激發激發激發激發團體團體團體團體的主要元素的主要元素的主要元素的主要元素  

   以優勢觀點為基礎之親子冒險團體，與一般的親子冒險

活動最大的差別就是，引導員了解家庭優勢面向、將之運用之

親子冒險活動設計、引導員與團體參與者建立信賴、合作、夥

伴關係、相信親子有自身的能力，然後借力使力增強權能克服

問題與挑戰。冒險過程和活動後重著反思引導，並且聚焦在認

識每一個人的能力和勝任之處。在本研究中將優勢觀點運用在

親子冒險團體上，操作方式如下：  

1. 找出例外：  

不討論「問題怎麼發生的？」、「問題的影響」、「問題

要怎麼解決」此類的問題，取而代之的是「什麼時候問題沒有

發生？」、「當時怎麼辦到的？」，即使在沒有成功經驗的狀

況下，仍然可以問「如果能順利到你的目標，那需要什麼？」。

在本研究的團體中，曾有一個平面遊戲，需要每個人拿著一塊

巧拼，那巧拼代表著保護自己的法寶，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不

可以掉落。由於此平面遊戲目的要凝聚團體、引發此團體優勢，

以順利進行之後的高空活動。故當活動進行中法寶的掉落，是

一個很好的主題讓大家討論。而引導的問題則是：「曾經掉了

二個法寶，那麼是做了什麼沒掉第三個法寶？」這促使了成員

思考當時大家所努力的策略，並塑造出團體具有問題解決能力

的氣氛。  

另外，冒險過程中的瓶頸、困難、焦著後突破的經驗，是

一個很好反思引導的題材，尋問成員「怎麼突破的」，會讓成

員思考到自身具有的能力和外在資源的支持。  

2. 促使親子去尋求正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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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親子去確認自己所盼望、需要的互動。與其討論他們

的問題多嚴重、多麼會阻礙他們成功達成任務、怎麼避免掉負

面的互動。不如去鼓勵團體成員、親子去做些什麼讓對方感覺

到好一些、那些行為可能會增加挑戰成功的機會？  

在高空繩索蔓藤路的活動中，成員認知那是失衡、高風險

的環境，小朋友紛紛表示「好可怕」、「我不要」、「會死掉」，

跑得遠遠的，引導員除了邀請他們給率先挑戰的蔡父加油、為

蔡父確保安全，鼓勵小朋友去為別人加油。當蔡母在進行蔓藤

路時，小朋友還在自己害怕的情緒中，不斷說「好可怕」、「好

恐怖」，引導員心裡很糾雜著思考怎麼讓孩子知道他們的話會

減低了正在冒險中蔡母的勇氣。鼓勵他們說些加油的話，再加

上蔡母自己發聲要小朋友不要再說恐怖了，不然她會更害怕，

小朋友才開始把注意力轉為體諒體驗者的心情，只要有加油聲

出來，引導員就會藉機順勢讚美他們加油的行為，讚美他們進

步了。然後很奇妙地，小朋友一個一個歸隊，發出越來越多的

加油聲和支持的聲音。  

如此一來，冒險活動令人恐怖、害怕的感覺被轉化為更積

極支持人的行動，而團體也因一位接著一位的成功經驗，而促

使原本害怕裹足不前的小朋友培養出勇氣去挑戰。  

3. 重新詮釋：  

    冒險經驗的處理是親子冒險團體最重要的議題，適當的經

驗處理可以提升冒險經驗的價值，幫助個案找到改變的方向，

達到協助冒險經驗學習移轉到現實生活的目標。劉母在攀岩活

動時分享她確保劉女確保得手很酸。如果沒有繼續與她回顧劉

女的攀岩過程深入去思考那過程的意義，劉母的親子冒險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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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停留「劉女停滯很久，確保者很辛苦」的記憶中。團體中

不易分享討論深入，藉由事後的各別訪談，研究者再與劉母回

顧劉女的攀岩過程，劉母開始思考劉女遇到瓶頸時，劉女的反

應，而身為母親可以因應的方式為何？劉母自己攀岩的過程非

常順利，而劉女似乎充滿困難，劉母怎麼看待這二種不同的情

形？這個冒險經驗的處理，引導員立基於劉女努力嘗試、肯定

母親耐心的付出，劉母將這確保劉女攀岩的冒險經驗比喻為等

待孩子成長的過程。而這冒險經驗經由重新詮釋而能協助劉母

找到較積極性的意義、信念導引內化至生活上的行動和改變。  

親子冒險活動不盡然都會對親子關係、或參與者個人有正

向的影響、不盡然都能讓參與者增強權能。壓迫、強迫式的情

境塑造、問題取向的引導思維，極可能會在參與者心中留下恐

怖、害怕，甚至是創傷。引導員為一個觸媒使團體營造出舒適、

不壓迫、鼓勵、讚賞的氣氛，強調參與者本身俱有正向功能，

給予嘗試的時間和空間，以及非引導員自己強加的意見而是由

參與者和引導員共同重新詮釋的冒險經驗。因此，引導員對團

體發展的影響非常大。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分別對實務及研究提供建議  

（（（（一一一一））））實務建議實務建議實務建議實務建議  

影響團體順利舉行的要素甚多，包含家庭內部成員時間的

協調、各家庭間的時間協調、場地、天候狀況，甚至在團體進

行中成員對冒險活動的反應，都會使引導員重新思考以及調整

團體進行的內容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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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親子冒險團體的基礎就在於家庭優勢主題，和優勢觀的

處理詮釋冒險經驗，因此雖然影響親子冒險團體執行的不確定

因素甚多，但引導員可以掌握住家庭優勢主題，從「享受在一

起的時間」、「承諾」、「感激與愛」、「正向溝通」、「幸

福感」、「處理壓力的能力」、「了解彼此特質與優點」等主

題，去設計親子冒險活動的情境，也奠定引導時的意向。  

 另外，團體最能提升親子冒險經驗價值的部份即是反思分

享。考量經歷短短一天半的團體，家庭間尚未建立親密和信任

感，以及華人文化「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引導反思分為二

階段。第一階段是活動當下冒險經驗的回顧、正向經驗行為的

強化。第二階段則是各別的家庭時間再次深入討論冒險經驗與

親子關係的連結與學習移轉。  

  對於無法參加活動的家人，提供影片、照片、甚至在活動

後舉辦一個回顧分享的小聚會，讓其他家人也有參與感、一同

分享學習經驗，以利於新的親子次系統回歸整個大的家庭系統。 

（（（（二二二二））））研究建研究建研究建研究建議議議議  

曾有研究一個親子次系統的品質會被夫妻次系統的品質有

所影響，夫妻次系統的關係愈好，親子次系統的關係也會愈好

(Lynn White, 1999)。親子團體最好的狀況是全家一同參加，但

在實務上常常會有家庭成員因工作、照顧幼兒、個人因素而無

法參加，所以，通常是一對親子參與團體。本研究三個家庭，

在研究者的觀察下，其夫妻次系統的互動和功能都非常好，其

中蔡家庭是全家參與，其夫妻次系統的互相支持、肯定功能也

影響了孩子的參與與表現。另外二個家庭則是返家後孩子的改

變、親子互動的改變易讓原本的家庭系統支持與接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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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擇親子團體對象上，可考量夫妻次系統功能是否列入評

量，待未來研究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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