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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學社會⼯作學系教職簡歷  

 
藍元杉（Shaun Lan） 

 
 

Email: sw.yslan＠gmail.com   
聯絡電話：0921046613 

 
 

學歷  2024.06 國⽴暨南國際⼤學社會政策與社會⼯作學系 
博⼠ 
 
研究主題：探討頭頸癌病⼈配偶照顧者的靈性經驗 

  2009.06 東海⼤學社會⼯作學系 
碩⼠ 
 
研究主題：冒險式體驗學習團體對提升社會⼯作者⾃我強度效能之
研究 

  

證書  
 2006 年社會⼯作師專技⾼考及格（內授中社字第 0950716779 號） 

   
2016 年教育部專科以上講師資格證書（講字第 142682） 

   
 
2024 年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實務經歷 涵蓋領域包含兒童少年、⾼齡者、癌症病⼈與⾝⼼障礙者，以及社會創新領域等。 

 家扶基⾦會 2002.04~2008.06 職務：社⼯師 
主要業務 

• 經濟弱勢家庭福利服務 
• ⾼⾵險家庭與兒童保護服務 
• 兒童監護權調查服務 

 
  2008.07~2011.08 職務：社會⼯作處培訓組專員/資深專員 

主要業務 
• 社⼯員新進/在職訓練 
• 社會⼯作督導職能訓練 
• 主管在職訓練 

 
  2011.09~2012.06 職務：研究發展室⾼級專員 

主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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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弱勢家庭微型創業⽅案規劃與執⾏ 
• 台灣貧窮兒少資料調查與建置研究資料庫 
 

  2012.07~2012.08 職務：社會⼯作處企劃組⾼級專員 
主要業務 

• 兒童暨家庭福利實務研究平台籌備與建置 
 

  2012.09~2019.10 職務：社會⼯作處培訓組/企業組主任 
主要業務 

• 建置偏鄉/部落數位學習據點 
• 離島（⾺祖）服務據點設置 
• ⻘少年服務社區據點（台北⻘⾓）設置 
• 兒童保護虛擬實境遊戲開發 
• 建置兒童保護線上數位學習平台 
• 發展經濟弱勢家庭婦⼥⼯作整合型社會企業 

 
 ⽞愛兒少關懷家園 2019.11~2020.03 職務：家園籌備處主任 

主要業務 
• 完成兒少安置機構⽴案準備（已⽴案運營） 
• 建⽴⾼齡⾧者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南投市福星⾥） 

 
 參好⽣活設計 2020.01~ 職務：資深設計師 

主要業務 
• 社會福利組織新創業務輔導 
• 社會⼼理類桌遊設計開發 
• 失落關係經驗 Podcast經營 

 
 陽光基⾦會 2020.10~2023.04 職務：桃⽵中⼼主任 

主要業務 
• 癌症病友與家庭照顧者靈性關懷服務 
• 癌症病友⽣理復健遠距訓練指導 
• 臉部平權社會議題群眾募資計畫 

 
  2023.05~ 職務：研發部專案經理 

主要業務 
• 資深與⾼級社⼯師研究能⼒發展 
• 癌症病友⾮典型就業協助 

 
 台灣兒虐防治暨兒少

保護協會 
2023.11~ 職務：秘書⾧ 

主要業務 
• 跨領域⼯作者兒保議題線上沙⻯ 
• 兒童保護議題研究與倡議 

 
 
 
    
著作⺫錄  累積期刊/專書投稿為 15篇，研討會論⽂投稿為 11篇。 

期刊/專書  2010 ⺩明仁、藍元杉（2010）。⾮政府組織於災難救援中的⾓⾊與服務-
以家扶基⾦會於 921震災及 88 ⽔災救援⼯作經驗為例。社區發展季
刊，第 131 期，P.27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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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蕭琮琦、古允⽂、藍元杉（2011）。台灣新修社會救助法內涵探
析：兼論⾮營利組織在新制下與政府部⾨的互動。社會保障研究
（CSSCI），第 2 卷，P.14-27。 
 

  2012 藍元杉（2012）。兒童保護的倫理案例：案主⾃決、隱私保密-⾃
決？保密？誰決定孩⼦的幸福：兒少保護個案的倫理挑戰。載於秦
燕主編：左右為難的專業抉擇-社會⼯作倫理案例彙編。台南：社⼯
師公會全聯會。 

 
  2013 ⺩明仁、藍元杉（2013）。家扶的社會關懷與⺩道⽂化之實踐。載

於劉兆⽞、李誠主合編：⺩道⽂化在 21 世紀的實踐。台北：遠流。 
 

  2015 晉康恩、蘇映伊、⾺鬱聰、藍元杉（2015）。從效益評估到經驗敘
說-家扶基⾦會⻘年⾃⽴釣竿⽅案服務使⽤者參與之意義探討。社區
發展季刊，第 151 期，P.134-144。 
 

  2016 李羿佩、藍元杉（2016）。發展性社會⼯作的運⽤與突破-以財團法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會家⾧⽣涯發展⽅案為例。社區發展季
刊，第 155 期，P.285-293。 
 

  2017 藍元杉（2017）。從育幼院虐童事件反思受虐兒童安置後的照顧與
機構功能的強化。載於兒童虐待之現今困境與解決之道-國家衛⽣研
究院論壇，P.45-49。苗栗：財團法⼈國家衛⽣研究院。 
 

  2017 藍元杉（2017）。從暫時到⾧期？從寄養家庭轉為收養家庭的實務
困境初探政策與研究建議。社區發展季刊，第 159 期，P.244-253。 
 

  2018 藍元杉、李沐蓁（2018）。「培」⾛⼀段路-經濟弱勢家庭⻘少年⾃
⽴⽣活適應協助。社區發展季刊。第 164 期，P.143-153。 
 

  2019 何素秋、藍元杉（2019）。兒虐案件早期通報、處遇、安置及網絡
連結現況與未來⽅向。載於兒虐議題之資訊整合與政策建⾔-國家衛
⽣研究院論壇，P.69-81。苗栗：財團法⼈國家衛⽣研究院。 
 

  2019 藍元杉、林欣諭、廖鮫諳（2019）。強化社會安全網是兒少安全與
家庭福祉的答案？社區發展季刊。第 165 期，P.158-167。 
 

  2019 曾珮玲、藍元杉（2019）。受虐兒童在寄養家庭的親職照顧-重建安
全依附的旅程。社區發展季刊。第 167 期，P.88-97。 
 

  2021 藍元杉、李沐蓁、曾珮玲（2021）。曝險少年的輔導實務與社區預
防策略。載於探究弱勢兒少保護個案之⾵險管理與⾝⼼發展-國家衛
⽣研究院論壇。苗栗：財團法⼈國家衛⽣研究院。 
 

  2022 藍元杉、劉怡均、何雯婷（2022）。⼝腔癌病友罹癌前後⽣活的敘
說：⾝體⼼像變化與社⼯實務反思。臺灣社會⼯作學刊。第 25 期，
P.95-130。 
 

  2024 藍元杉、⺩⾦敦（2024）。兒童保護個案家庭訪視應注意事項。兒
科最前線。第 41 期，P.102-105。 
 

學術研討會  2012 藍元杉（2012）。家扶基⾦會愛⼼⼩舖-⽤「資產累積理論」與同步
陪伴態度為發展原則。中華組織發展協會 2012年兩岸三地社會企業
學術暨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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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藍元杉（2014）。我國家庭處遇服務再精進：標準化服務流程研發
經驗。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會 2014年兒童少年保護服務-家庭
處遇⼯作模式實踐與展望國際研討會。 
 

  2015 吳書昀、藍元杉、李沐蓁（2015）。家扶基⾦會「⽤愛包圍」服務
的實踐經驗與反思。台灣社會⼯作專業⼈員協會 2015年年會「看⾒
關懷與正義-社會⼯作者的對話與⾏動」研討會。 
 

  2016 李羿佩、藍元杉（2016）。發展性社會⼯作的運⽤與突破-以財團法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會家⾧⽣涯發展⽅案為例。發展性社會⼯
作與⾦融社會⼯作推動的檢視與再思考：延續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2018 藍元杉（2018）。兒少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服務使⽤經驗初探。衛
⽣福利部。脫離貧窮政策措施研討會。 
 

  2018 藍元杉（2018）。受虐兒少處遇與後續照顧。兒童急診醫學會。兒
少虐待⾯⾯觀：從早期防治到後續照顧研討會。 
 

  2018 藍元杉、⿈思恬（2018）。⽤愛包圍服務的實踐經驗與反思。衛⽣
福利部。「與家庭⼯作，守護兒少安全」國際論壇。 
 

  2021 藍元杉（2021）。社會企業之於原民部落婦⼥的充權要素與模式建
⽴。世新⼤學⾮營利與社會企業碩⼠在職學位學程。2021年⾮營利
與社會企業創新學術研討會。 
 

  2021 藍元杉（2021）。社會企業視⾓下原住民部落婦⼥的充權要素與模
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海峽兩岸城鄉社區發展和社會治
理論壇。 
 

  2023 藍元杉（2023）。癌症病⼈的中⾼齡⼥性配偶照顧者之靈性發展歷
程。聖約翰科技⼤學民⽣與設計學院。全國民⽣產業與創新設計研討
會。 
 

  2024 藍元杉、蔡宛芯、張嘉⾦、⺩瑋慈、鐘⽂儒、歐東隆（2024）。社
會⼯作專業關係的反⾝性思考與有機耕耘。臺灣社會⼯作專業⼈員協
會。深耕實務 厚植能量 – 開創臺灣社會⼯作新前景研討會。 

 
    

研究計畫 
 

 2015 曾華源、何素秋、⺩聖基、藍元杉、林秉賢（2015）。標準化之兒
童少年保護家庭處遇計畫評估指標及服務流程研發。衛⽣福利部委託
科技研究（編號：M03C1218）。 
 

專書編輯  2015 兒童少年家庭寄養服務案例彙編。台中：家扶基⾦會。 
 

  2016 服務成效評估思考⼯具。台中：家扶基⾦會。 
 

  2016 梁育慈譯（2016）。兒童虐待與疏忽-依附、發展及處遇（David 
Howe原著）。台中：家扶基⾦會。 
 

  2018 兒童保護案例彙編。台中：家扶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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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參與  2010.08~2012.07 社團法⼈台中市社⼯師公會 
第四屆理事 
 

  2016.05~ 國⽴暨南國際⼤學⼈⽂學院家庭暴⼒研究中⼼ 
副研究員 
 

  2017.09~2019.09 台灣兒童急診醫學會 
第⼆屆公共關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23.06~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案審查委員 

 
    

    

研究⽅向  兒童少年保護 主題： 
兒童保護網絡跨領域⼯作者的協同經驗與困境 

說明： 
由於兒童保護⼯作仰賴社福、司法、警政、醫療、衛⽣（含⼼理

健康）、民政、教育、托育等多個領域的⼯作者間，彼此有更為緊密
的合作對話與協同⾏動。惟⽇常互動經驗，以及當前運作的機制，在
不同區域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 
⺫前社會⼯作在相關主題的研究，多以社會⼯作者⾃⾝經驗為發

展起點。因此，透過不同領域⼯作者的實際參與經驗彙整，以及⽐較
不同區域運作⽅法，嘗試提出運作困難描繪與實務建議。 
研究發展基礎： 
⺫前以線上定期聚會形式，⾃ 2023年 12⽉起，由跨領域⼯作

者定期就不同兒童保護主題進⾏主題式的對話。參與成員包含兒科醫
師、檢察官、⾼等法院法官、婦幼保護警政⼈員、國中輔導教師、社
會⼯作者、諮商⼼理⼯作者，以及其他相關領域⼯作者。可就參與者
的敘說經驗，形成研究前⾒來源之⼀，並以參與者作為未來研究開展
的潛在對象。 
 

  家庭⾧期照顧者關懷 主題： 
靈性社會⼯作實務運⽤多元策略 

說明： 
由於台灣實際於 2022年已有 4 個縣市進⼊超⾼齡社會的評估⾨

檻，於 2025年則是整體社會將正式跨⼊，甚或因少⼦化因素，可能
使期程再為提前。在⾼齡化⼈⼝的社會環境底下，家庭照顧者的議題
將會被放⼤，且漸為普遍性的⽣活經驗。因此，可以貼近⼀般民眾乃
⾄於特殊境遇弱勢者⽣活世界的社會⼯作者，如何敏察其當成為照顧
者的⼼理變化，以及給予有回應的陪伴、⽀持與協助，將成為實務⼯
作中的可能任務。⽽此項任務的知識基礎之⼀，即是對個⼈靈性主題
的具備有關的素養與能⼒。 
研究發展基礎： 
⺫前已透過博⼠論⽂的研究，針對癌症病⼈配偶照顧者的個⼈靈

性主題完成有關研究。研究所得成果，特別就社會⼯作者如何於⽇常
實務，結合個⼈靈性關懷主題，提供相關服務，提出可⾏策略的建
議。故後續，透過與第⼀線社會⼯作者形成更多對話，就多元情境進
⾏模擬，將能發展出適宜於實務運⽤的靈性社會⼯作內涵與⽅法。 
 

  AI科技導⼊社會⼯作
實務 

主題： 
⽣成式 AI在初層次問題評估與替代社⼯回應的可⾏性 

說明： 
⽣成式 AI在商業領域的顧客服務與管理已經漸為普遍，且因科

技發展的躍進，功能⽇趨多元且成熟。且台灣作為 AI科技發展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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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核⼼，環境中具有技術與知識養分，因此如何思維納⼊⼈⽂素養，
特別是社會關懷內涵，會是社會⼯作領域可以思考的範疇。 
其次，社會⼯作者的缺⼯與⼯作負荷議題，隨著社會變遷所衍⽣

的多元問題，漸為加廣、加深，⽽⽇趨嚴重。故如何藉由科技⼯具的
發展，協助社會⼯作者減少⼯作負擔，使其有⾜夠⼼⼒投⼊複雜個案
的回應與協助，將為研究發展⽅向。 
研究發展基礎： 
⺫前以社會⼯作專業關係為主題，透過 chatgpt的運⽤，⽐對

第⼀線社會⼯作者的思考與⽣成式 AI之間的異同。可發現⽣成式 AI
在問題思維與關係進展上，相對更為謹慎、周全與⼀致性。此或有助
於社會⼯作接案情境的初層次問題評估等情境。相關討論的初步思
維，透過社⼯專協研討會的時機，已於 2024年 3⽉提出。故後續，
可以此為基礎，就⽣成式 AI的運⽤，發展相應的實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