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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夫妻畢業了，父母可以重考深造！ 

曾經在婚姻中痛苦掙扎的雙方， 

為了孩子的福祉，仍須一起努力成為「合作父母」； 

「親子會面」是為人父母和子女不可被剝奪的權利， 

卻是合作父母最衝突及糾結的戰場。 

本書十個親子會面的故事，來自法院社工們最深的反思與看見， 

詳述了大人和孩子的心路歷程， 

讓愛孩子的當事人，可以重新學習與成長。 

一對難以共處的夫妻離婚後，兩人可以成為仇人、不相往來形同陌路，也可以維持淡淡友誼。倘若兩人共有子女，必

須考量孩子的養育、教育和人格成長；仇人或陌路都無法合作，更無法有效達成親職。因此，分手之後，如何重新定

位兩人的關係，讓孩子的損傷減至最低、親子之間的親情臻至最高，考驗著當事人的成熟度，和周邊的人理解、支持

的程度。 

父親和母親都是孩子無可取代的珍寶和權利，大人可以選擇離婚，但不該就此決定孩子今後沒有母親或父親。 

合作父母不是本能，需要後天學習，尤其離婚的掙扎過程中，兩人已經傷痕累累之下更是困難。而離婚後，為了讓孩

子生活穩定，多半安排孩子與一方同住，另一方則有探視的權利與機會，我們稱之為「親子會面」。 

事實上，在完全不想見對方的面，但卻要釋出善意祝福對方跟孩子的關係，這是離婚父母必須面對的課題。如何在親

子會面的過程中，讓父母放心、孩子也安心，更是一大考驗與挑戰。 

透過本書，讓在法院協助親子會面的社工告訴你，不需要因為父母離婚而讓孩子失去任何一方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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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一群在法院第一線、協助過無數家庭紛爭的社會工作者。 

除了看見家暴被害者的傷與痛，也看見施暴者的挫敗和心聲；我們發現家暴不只有一種面貌，因為家庭成員的因應方

式，往往造就不同的結果。家事事件法通過、家事服務中心成立後，我們進一步走入面臨離婚、爭取監護權的家庭

中，著手推動「未成年子女親子會面」的工作。 

經過無數研習和討論，我們將工作中的行動研究和心路歷程，寫成文字紀錄、匯集成書，希望幫助面臨家庭離異風暴

的大人及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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