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思兒少邊緣化-兒童與青年人類學雙年會之感 

  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張弘潔助理教授 

童年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門與研究學群，2007 年研究兒童與青年的美

國人類學學者於美國人類學會年會中成立兒童與青年人類學群

(Anthropology of Children and Youth Interest Group, 簡稱 ACYIG)，ACYIG

目前每兩年舉辦一次會議，今年是在美國 Rutgers-Camden 大學舉行，它具

有美國歷史最悠久童年研究學系的，童年研究是一個跨領域的社會科學學

門，以兒童和童年為研究的核心，試圖超越過去在心理學、教育學、健康

領域等對兒童的預設立場，以兒少的觀點出發，凸顯兒少在法律框架和公

民權的邊緣化困境，強調兒少的參與。 

今年會議日期為 2019 年 3 月 7-9 日，本次與會學者超過 100 人，一半

以上與會者來自美國，亦有來自英國、荷蘭、瑞典、拉丁美洲的與會者，

亞洲部分則有一位日本學者和我一位台灣代表。 

 

 

 

 

 

 

 

 

 

 

 

 
 

圖說：會議現場 圖二、會議現場陳列的青年藝術創作 



我的論文於 3 月 8 日的 Youth Movements 場次發表，本場次有四篇

論文，四位學者分別探討在拉丁美洲、瑞典、幾內亞共和國和台灣的青

年運動，多位學者談到數位時代#hashtags 在青年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的論文以台中共學團和高雄文府國小為例，探討台灣未成年人參與環

境(空氣污染)運動的形式，以及面臨的社會阻礙。聽眾提出關於時間、身

體和空間等有趣問題，進行熱烈互動。 

除了學術上的論文交流，本次會議最彌足珍貴的部分，是在學術研

討會上邀請青年與會現身說法，童年研究強調納入兒童與青年的聲音，

本次會議身體力行邀請青年進行多場座談與分享，以下分享一場青年座

談-HOPE WORKS (希望工程) 

 

 

 

 

 

 

 

 

 

 

 

 

圖說：與談的 Rutgers Future Scholars Camden 青年 

 

HOPE WORKS(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 CAMDEN 當地的組織，目的在提升對青年的理解，

透過增能和機會，減少其苦難與犯罪。「希望工程」提供當地青年工作、

心理和空間的支持，工作方面提供多種職業訓練和實習機會，心理方面

則是因為許多青年遭受憂鬱和創傷，透過 trauma informed care (創傷知情

照護)，青年得以逐漸恢復，我們透過紀錄片拍攝三位青年參與的過程，

 



並進行座談。 

第一位青年在年幼時曾經目睹謀殺，長大後有憂鬱和自殺的念頭，

但他不知道要求助於誰，透過「希望工程」的訓練和照顧，他現在可以

恢復正常的生活。 

第二位青年過去生活沒有目的因而染上毒癮，並加入販賣的行列，

也是在「希望工程」中重新回到正軌。 

第三位青少女曾經是個無家者，當時她迫切想找到不用每天排隊的

穩定住處，後來接觸「希望工程」，原本「希望工程」長達一年半的培訓，

長時間的承諾曾讓她卻步，但走投無路之下她只好接受，在工作培訓和

創傷知情照護的幫助下，她能夠談論她的情緒與需要，與他人進行溝通，

現在的她有工作，且擁有了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小公寓。 

這些青年曾經是所謂的「問題青年」，但他們的問題不是來自他們，

而是來自於艱困，卻乏支持和機會的環境，青年需要的是陪伴、療癒和

機會，「希望工程」給予這些支持與機會，得以讓青年走出問題環境，活

出自己。 

會議中提到的創傷知情照護(trauma informed care)值得進一步了解

與使用，協助青年和各種受過創傷的個人進行復健。 

 

與會心得 

目前童年研究學群的規模依舊不大，從目前美國兒童及青年人類學

會每兩年才舉辦一次可見一斑，而在亞洲地區仍缺乏該主題的研討會，

因此本次會議對我目前與未來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發，童年研究在

台灣仍有許多值得發展的研究方向，而且台灣的文化脈絡中的童年，也

與歐美國家迥異，值得繼續研究發展，進行更多的國際對話。 

研討會現場邀請兒童及青年現身說法，讓與會學者印象深刻，要提

升兒童及少年健康和照護政策，需要他們的參與，值得作為台灣的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