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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的小宇（化名），白天是餐飲相關科系二年級的學生，放學後，他就到

打工，9點和同事做完打烊清潔工作，便拉下鐵門，騎腳踏車回家，幫從小

相依為命的阿嬤做資源回收到11點，才結束一天的工作。

多數17歲少年感到辛苦的日子，對小宇來說，卻是追求好久才獲得的踏實。

時光倒轉到4年前。

國中二年級的小宇經學校老師推薦和阿嬤的申請來到 ，他白天在「飛夢林學

園」上課、夜間在「飛夢林家園」生活，週末返家生活。

那時候的小宇，從小就失去媽媽，爸爸和哥哥北上工作，只剩他和阿嬤一起生活，

屋子裡只有一張床，其他地方堆滿了回收物品，連站立的空間都沒有。

對國中老師而言，他是消極而沈默的邊緣人：沒有朋友、學習跟不上、功課不交、

頻繁的曠課（到幾近中輟）；在家裡及學校都有令人頭痛的行為問題。

剛到飛夢林時，好幾個月來小宇畏縮在角落，憂鬱而不發一語，但是知道回家的狀

況不會比較好，也沒有想過要申請回家。

「我大概半年才真正喜歡那裡的生活。」記者在打烊前到了飛夢林咖啡廳，站在面

前的小宇臉上掛著笑容，坦然有禮回應。眼前這個帶著陽光的男孩，和他生命故事

的前半段：畏縮、憂鬱、躲在幽暗角落不發一語等形容有很大的差距。

家庭和學校都接不住孩子，他們往哪裡去？從教育的難題出發，中途

之家「飛夢林」如何在主流教育部隊之外，創造一群讓少年不放棄學

習的小隊伍？

飛夢林

咖啡館

飛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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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宇說，國中畢業後離開飛夢林一年多，他還是很想念宿舍生活，晚上大家一起吃

飯、睡覺的日子。過去在飛夢林，他雖然學到一些烹飪技術，但是到了咖啡廳後學

習才更確實，「最大的學習是，禮貌上，我增加蠻多的。」

問小宇有沒有什麼夢想？他想了好幾秒說：「我希望我可以促進家庭感情，和阿嬤

達成共鳴。」這個4年前嗆阿嬤、怪阿嬤，和阿嬤關係極差的男孩，現在最大的夢

想是希望努力修補和老人家的關係。

他們曾在《蒼蠅王》的荒島，獨自長大

飛夢林裡，住著許多像小宇的少年，他們來到飛夢林前，都有著家庭撐不起、學校

接不住的故事。

有人年紀很小就社會化，在賭場出入，一開始是跑腿，後來自己下去賭；有人在家

得不到愛與關懷，就往廟會、陣頭找認同；有人在父母離異後，拿到監護權的爸爸

再娶，在那個從小長大的家，他突然變成「局外人」，常常連三餐都不知道在哪

裡。

在來到飛夢林之前，他們就像活在《 》故事中的荒島上，試著自己長大。

「我們做的是，跟會館和毒品搶孩子。」羅汶欣說，飛夢林剛成立的時候，「孩子

在哪裡，我們就在哪裡出現。」賭場、廟會、陣頭、釣蝦場、網咖，都有他們的身

影。

位於屏東縣潮州小鎮的 已經成立4年，取自「Famil」譯音，是一所合作式

中途之家，是教育部為中輟生設計的「中介教育」場所，為失去家庭（或有家庭卻

無功能）及失學的「雙失」國中生（有少數國小高年級學生），提供適合的學習課

程，和一個「家」。

蒼蠅王

飛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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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夢林招收因家庭失能而中輟、或是瀕臨中輟者。因為服務對象不是法院裁定，沒

有法律強迫性，所以孩子要來，必須自己看過學園、家園而且不排斥，家長也必須

提出委託申請。申請通過後，孩子白天在學園上課，下了課，就回家園過家庭生

活，但是學籍仍是掛在原學校，老師也會鼓勵孩子們回學校參與校慶、運動會、校

外教學等活動，國中的畢業證書也是原學校發出。

國內雖然有不少中介教育機構，但飛夢林的存在很特殊。它不像

是「校中有家」，由學校設宿舍，學生的學習和住宿由學校一條鞭管理；也不

像 「家中有校」，在家園中請學校老師來上課，由家園統籌規劃

晚上的住宿和白天的課程。

飛夢林由教育處設計適合孩子的課程，由社會處負責建構孩子失落的家庭照顧，學

園和家園是對等的合作。教育和社福兩個系統合作，不僅在創立當時是國內首見，

至今也是唯一。

這樣的模式在亞洲地區也新穎，飛夢林成立4年多來，前去參訪的組織包括國內各

地學生諮商輔導中心、各社福機構或民間組織，還有來自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

的教育或司法機構。

人來了學校 心卻是空的

飛夢林，最初起於一個基層教育工作者的心痛與無力，和微小心願。

屏東市中正國中校長涂志宏在教育界二十幾年。他剛當國中老師時，因為身形粗

壯、說起話來國台語夾雜、滿身「江湖味」，總被派任訓導角色，在上千人的大學

校裡，處理「問題學生」，涂志宏一個學期可以打學生而用掉三十幾根粗藤條。

新北市平溪國中慈

暉班

南投縣的陳綢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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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國中校長涂志宏。(攝影/余志偉)

當時有個奇怪的男孩，常常來「討打」，他不解問到：「為什麼你希望我打你？」

男孩說，每次被打前，老師都會叨念幾句，他會感覺有人關心。後來涂志宏才知



道，男孩沒有爸爸在身邊，和涂志宏互動的過程，即便是挨打，也滿足了男孩渴望

父親的心情。

天天面對這些孩子和家庭，涂志宏看見了眾人眼中的「問題學生」，其實是高離婚

率、家庭失功能、社區和家族力量崩解下的孤單少年，「這些孩子幾乎沒有根，在

廣大的世界裡飄渺、無處附著。」

他心疼少年們在生理、心理變化最大的時候無依無靠，懷疑生命、沒有自信。在學

校，這群孩子在國小四年級（甚至更早）功課沒跟上，就被放棄。積極反抗的，作

業不寫、上課嗆老師；消極抵抗的，人來了學校心卻是空的，安靜坐著，沒有任何

學習。

涂志宏看著這些孩子，學校老師接不住，學校課程接不住，中輟離開學校後更是飄

零。他問自己：他們需要什麼？

差不多在那段時間，涂志宏和時任屏東縣長的曹啟鴻聊天：「我想去考校長。」他

說，如果考上了，希望縣長給他一塊地、一筆經費，讓他辦一所學校，接住讓這群

被主流教育甩出來的孩子，讓孩子不但身體在學校（不中輟），而且「真的有在學

習」。

曹啟鴻將涂志宏的話記在心裡，在涂志宏當國中校長的第二年，曹啟鴻打電話給涂

志宏：「地有了。」於是他們找了幾個理念相仿的老師，和當時的教育處長顏慶祥

（現任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客座教授）規劃了學校的課程。

但是放學後的晚上呢？很多孩子有家歸不得或根本無家可歸，只有白天「學園」的

課程並不足夠，學校很難取代家庭。當初的社會處長吳麗雪找到「

」承辦了飛夢林的「家園」，提供了屬於家的溫飽、關心與愛。

善慧恩社會慈善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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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比教完更重要

飛夢林位在屏東縣潮州鎮上，一塊七甲大的國防部陸戰隊軍營，曾經是八八風災

後，居民暫時居留處；半年後，居民搬到永久屋後，縣政府移給飛夢林使用。

9月初剛開學，時序已入秋，但南台灣的太陽還是夏日狀態，在園區走5分鐘路，就

足以滿身汗。

記者到訪當天，學園有12個九年級學生去高職上實作課，只剩下4個八年級的孩子

在教室上理化課。

由軍營改成的教室很大，空蕩蕩，只有1張黑板、6張桌椅，上課的時候電風扇嗡嗡

嗡地吹著熱風。教師梁曉毅在教理化「水溶液」單元，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板書，學

生跟著抄，遇到不會的字就問，「食鹽水的『鹽』怎麼寫？」

這堂課和你能想像的理化課很像，沒有特別活潑，不同的是，相較於一般國中課

堂，梁曉毅用了大量板書，要學生抄寫，她解釋，「他們從小沒什麼機會拿筆寫

字。」然後細數了每一個學生的學習現況，跟得上或跟不上？需要什麼樣的學習？

40分鐘的課，梁曉毅只講一個觀念，講得很慢，透過不同的題目反覆練習。要學的

觀念、使用的計算都算簡單，卻需要閱讀理解能力讀懂題目。老師帶著學生一題題

解，「這我知道！」「喔！」，這是學生「懂了！」的興奮發語詞，在場4個學生

中有3個都跟得上，並且有種「闖關晉級」的愉快感。

看著這些投入學習、和老師互動良好的孩子，很難想像，他們或曾經是走路有風的

大哥，或曾經在宮廟待過好長時間，或曾放了火燒了家裡的衣櫥；他們臉上，已不

是防衛與憤怒的線條。



「被友善對待和看重，是身而為人的重要需求。」涂志宏說，只要孩子在飛夢林待

過一陣子，回到原學校參加活動，原校的老師都會很訝異：「這是我們的孩子

嗎？」孩子臉上的放鬆和自信是之前沒有的。

攤開飛夢林的課表，很清楚的兩塊學習：上午學科、下午技藝和戶外。

飛夢林的學科學習，是在課綱架構下上最少時數的課。老師們的共識是，慢慢上，

教會比教完重要，「孩子會認定『我就是智商低、比較差！』」學園主任曾智強

說，學科學習要教孩子的，除了基本學力，還有學習態度與信心，希望在過程中給

學生「我學得會」的經驗。

下午是大量的技職課程，穿插著體育課程。曾智強說，飛夢林孩子比一般孩子要更

早就業與自立，可能國中畢業就得養活自己，技職課程及考照，讓他們培養一技之

長，取得未來工作的能力。而體育，像是打球、長距離的單車挑戰、遠征課程，都

是培養孩子安全、自信、團隊、紀律的課程。

放學後，我問其中一個八年級孩子：「你以前在學校上課也像今天上理化課那樣

嗎？」他說：「沒有，我都在睡。」

問他為什麼？「都聽不懂，我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

來飛夢林就聽得懂了？「老師會慢慢教，」他淡淡地說：「我發現沒那麼難。」

在這裡建構對家的想像

放學後，孩子到對面的光春國中籃球場打球，滿身汗的回到家園。傍晚的「小

家」，孩子洗澡完，有的在洗衣服晾衣服、有的躺在床上滑手機、有的窩在客廳沙

發看電視，做各自的事。



晚餐後，孩子會各自做起打掃工作，有些人洗碗、有些人掃地、收拾。

飛夢林有3個「小家」，一個小家最多住8個孩子、搭配3個生活輔導員，有自己的

臥室、廚房、浴室、客廳等家庭空間。飛夢林家園院長羅汶欣解釋，飛夢林的孩子

來自犯罪的、吸毒的、破碎的、沒有照顧功能的家庭，孩子即便有家長，但是「他

出生以來看到的就是吸毒酗酒的爸爸，對於一般的爸爸沒有想像。」



飛夢林家園房舍與院長羅汶欣。(攝影/余志偉)

羅汶欣回憶起她曾經訪視過的一個家庭。叔叔是孩子主要照顧者，酒駕緩起訴在

家，叔叔沒進監獄是因為要照顧一個八十幾歲的老阿嬤，以及這個未成年孩子。這

個家，除了老阿嬤和這個孩子，全家都進過監獄。訪視時叔叔一直告訴孩子「愛學

較好咧（你要學好一點）」、「你愛較乖咧（你要乖一點）」。孩子的爸爸，那時

正因違反《 》在監獄服刑。

「在一個全家都吸毒、進監獄的家長大，他怎麼會懂什麼是『好』和『乖』？」羅

汶欣感嘆。

飛夢林的這個「家」，不僅給孩子生活照顧，吃飽穿暖，藉由大哥大姊或是老師像

是家人般的陪伴，提供了孩子對家的想像和溫度。

「我在這邊很好，因為半夜發燒時，老師會來摸摸我的額頭。」這是七年級的阿齊

入園半年後說的。阿齊是新移民之子，從小目睹爸爸打媽媽；一般家庭常有溫暖摸

頭的動作，他到13歲才感受到。

羅汶欣希望，一般孩子在家庭裡擁有的，飛夢林的孩子也可以有。週一晚上，孩子

們還可以去逛夜市，「我們會發零用金，一半強制儲蓄，另一半讓他們有機會花

用，像一般的孩子，去夜市可以買想喝的飲料零食。」

家園經過設計後，讓孩子從「家庭的日常」中學習社會互動、財務管理，也要做家

事、學友愛和分工。

廚房的空間也經過設計。羅汶欣認為，廚房不該只有廚房，應該還可以是教育場

所，她與基金會董事長彭春貴另外募款，逐步將原本簡陋的家用廚房升級為中餐、

烘焙等專業設備兼具的技藝教室，每週有一個晚上請老師為孩子上中餐及烘焙課，

讓孩子有了充分練習的機會，考取丙級技術士證照，為將來的自立生活做準備。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047


服務跟著孩子「長大」：咖啡廳和青年宿舍

成立4年，飛夢林給了體制內教育很多的啟示。

「他們在原有的遊戲規則下是『魯蛇』，是被打趴的，但是在飛夢林，幫他設立目

標『你要拿兩張證照！』，多數孩子做得到。」涂志宏任期結束後又回到一般公立

國中擔任校長，他很感慨，孩子就像在海上行走的船隻，當他看見前方有小島，只

要再努力一點就可以達到，他們通常願意努力，足夠的陪伴與合適的帶領下也能到

達。

「我們在體制內，應該要為『每個孩子』設定屬於他的目標。」涂志宏說。

飛夢林的確提供了很多當初期待的服務，但是也是常常感到力有未殆，而衍伸了許

多「不是規劃內」的服務，包括咖啡廳和青年宿舍。



位於屏東公園內的飛夢林青年咖啡館。(攝影/余志偉)

飛夢林服務的孩子是國中生，畢業後就必須離園。離園的孩子有一半以上，因為被

照顧關愛，也養成了好的生活及學習習慣，上了高中之後狀況好很多。但另一半

呢？畢竟一到三年不等的照顧，比起生命過去十幾年的創傷還是太短暫。

羅汶欣說，部分的孩子離開飛夢林後，無家可歸也無自立能力，「又被打回原形」

�他們的家庭環境未改善，連住的地方又沒有；他們沒有進到適合的高中職，很

快的離開學校，又投入陣頭或幫派；他們還沒有自立的能力，開始鋌而走險從事遊

走法律邊緣的工作。

於是，「善慧恩慈善基金會」後來又開設了「 」，大量聘用飛夢

林的孩子，讓他們在工作中真正學會謀生技能，不只烹飪的專業技術，還有職場裡

的進退應對。

前兩年，飛夢林照顧的兩兄弟，哥哥離園那年，爸爸因躲債行蹤不定，相依為命的

阿嬤過世，兩兄弟成了沒親人沒家的孩子，彭春貴不忍心，自籌經費在屏東市區成

立了「飛夢林青年宿舍」，只有宿舍管理員（具社工背景），沒有生活輔導員，低

度管理，供離園後卻無家可歸的孩子住宿，讓他們到高中畢業這段時間，有地方可

住，完成高職學業。

這些年，學園和家園雖然有「給這群孩子需要的學習與照顧」的共識，但是對孩子

的教育目標，時有磨合�學園講求群性，強調團體規範；家園看重個體，重視個

人需求。

飛夢林這個「新產品」，整合了「以家為主」的家園、「以校為主」的慈暉班，

「這種新產品很難操作，但是是目前能想到最好的。」涂志宏這樣認為。

創造更多屬於不同孩子的「小隊伍」

飛夢林青年咖啡館

https://www.facebook.com/%E9%A3%9B%E5%A4%A2%E6%9E%97%E9%9D%92%E5%B9%B4%E5%92%96%E5%95%A1Family-Youth-Caf%C3%A9-606688612807803/


南台灣這塊曾經成為無家可歸的風災災民「暫時的家」的七甲地，這4年成為中輟

或瀕臨中輟的孩子「暫時的家」，也讓這群在主流裡被甩出來，無法跟上隊伍的孩

子，有真正的學習。

「體制這個部隊，共同規範太多，部隊行進講求效率，不是每個孩子都適合部隊的

移動，他勉強走，走不動就被甩出來。」涂志宏說起飛夢林創建的初衷，「這些孩

子身上有傷，他需要小一盆的水，原來的大池子不適合療傷。這群孩子需要慢工出

細活的對待。」

飛夢林在主流教育的「大部隊」中創造了一支「小部隊」，接住了脫隊的孩子。孩

子不是跟不上，只是需要不同節奏的「小隊伍」，等待他們。



飛夢林學園單車畢旅結束，學員返回學園。(攝影/余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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