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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臺灣婦幼衛生協會承接衛生署國民建康局（現為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青少年生育保健親善門診」
計畫，遵循WHO 2003年之「青少年生育保健親善門診」
準則，建立國內服務標準與流程。並於2008年起由臺灣
青少年醫學暨保健學會承辦此推廣業務。

• 2010年擴大為全方位服務的「青少年親善醫師/門診計畫
（Teens’幸福9號）」(Youth-friendly Clinics, Y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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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青少年親善照護服務之發展 (I)



• 2015年依據WHO提升青少年健康照護服務品質的8項全
球標準及其79個準則，檢視國內青少年親善照護服務情
形，發現所推動之10項青少年親善門診服務特質大致符
合WHO新提出的全球標準。

• 2018年起迄今，國民健康署委託臺灣青少年醫學暨保健
學會承辦「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認證」相關業務，將原
本「青少年親善醫師/門診計畫」（至2018年止共計有94

家）轉型，建立醫療機構更適切推動青少年親善照護的
服務模式。

3

臺灣青少年親善照護服務之發展(II)



2003年WHO青少年生育保健親善門診服務十大特質

有青少年參與 (6) ── 培養同儕教育者

有社區參與及互動 (7)
── 以社區為基礎的外展服務

親善的青少年服務程序 (2)
親善的青少年健康照顧者 (3)
親善的青少年支持團隊 (4)
親善的青少年保健機構 (5)

 適切而綜合性的人性化照顧 (8)
 青少年覺得有效的健康照顧 (9)
 高效率的照顧 (10)

親善的青少年政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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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WHO 提昇青少年健康照護
服務品質的全球標準

1. 青少年的健康素養 (Adolescent health literacy)

2. 社區支持 (Community support)

3. 適當而周全的服務 (Appropriate package of services)

4. 健康照顧提供者的能力 (Providers’ competencies)

5. 醫療機構的特性 (Facility characteristics)

6. 公平、不歧視 (Equ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7. 資料和品質精進 (Data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8. 青少年參與 (Adolescents’ participation)

5資料來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社區支持 (Community support)

 醫療機構執行系統性之服務，確保父母、監護人和其他社區人士
及社區組織體認到向青少年提供健康照護服務的價值，並對這類
服務的提供，以及青少年利用此服務予以支持。

先備準則 實施準則 產出準則

10. 健康照顧者有能力向父母、
監護人和其他社區人士傳
達青少年醫療服務的重要。

11. 醫療院與其他機構形成夥
伴關係，增進社區對青少
年運用資源的支持度。

12. 有外展活動計畫，能在活
動中促進守門人對青少年
使用醫療服務的支持度。

13. 與青少年、守門人以及社區組織
形成夥伴關係，發展衛教及行為
導向的宣傳策略和資料。

14. 告知來診父母或監護人有關青少
年醫療服務的價值。

15. 能在學校會議中告知父母或監護
人有關青少年醫療服務的價值。

16. 能夠知會青少年及其他社區機構
有關青少年醫療服務的價值。

17. 守門人和社區
機構支持為青
少年所提供的
醫療服務，及
青少年對醫療
服務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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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持的任務

•加強醫療院所、學校與社區資源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建立
高關懷青少年轉介機制。

•發展並製作青少年適用之衛教資料以供院所及外展活動使
用。

•為醫療院所媒合當地心理諮商服務以協助機構提供青少年
全方位服務。

•鼓勵並協助院所發展同儕教育機制，例如組織青少年志工
團、與學生社團建立合作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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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持的任務

•加強醫療院所、學校與社區資源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建立
高關懷青少年轉介機制。

•發展並製作青少年適用之衛教資料以供院所及外展活動使
用。

•為醫療院所媒合當地心理諮商服務以協助機構提供青少年
全方位服務。

•鼓勵並協助院所發展同儕教育機制，例如組織青少年志工
團、與學生社團建立合作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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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醫療院所、學校與社區資源之間的夥伴
關係，以建立高關懷青少年轉介機制 (I)

•推動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在社區-學校-醫院之社區結盟理念
中的角色。

•鼓勵並協助醫療院所參與所在地之社區資源連結：
1) 進入校園或社區辦理健康促進講座，並宣導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

2) 縣市衛生局整合地方資源，以建立青少年健康照護社區資源網絡
（例如教育、社政等單位）。

3) 社會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動利用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
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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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醫療院所、學校與社區資源之間的夥伴
關係，以建立高關懷青少年轉介機制 (II)

•媒合社區民間團體與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的夥伴關係，以
促進社區資源連結：
（以青少年父母為例）

1) 提供訊息以利社福團體能將已生產之青少年父母依其需要轉介至
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協助其生活調適、壓力因應等事宜，或提
供避孕衛教，鼓勵其採取避孕措施。

2) 協助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中，遇有意外懷孕後決定生產之青少年，
轉介至相關社福團體（例如勵馨基金會）提供後續支持性服務。

•促進各社區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之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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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生育保健議題
學校-醫院轉介流程
（以新北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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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可能個案來源
1. 個案主動告知
2. 導師、輔導老師或校護等發現

↓
↓ ↓

學校依相關法規流程處理 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

協助轉介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或青少年親善門診）
1. 導師 2. 輔導老師 3. 校護、駐校醫師

↓
↓ ↓

生育議題參考網站資訊
1. 健康九九-青少年好漾館
2. 未成年懷孕求助網站（專線：0800-25-7085）
3. 台灣青少年醫學暨保健學會（Teens’幸福9號）
4. 台灣性教育學會

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青少年親善門診名單

1. 亞東紀念醫院
聯絡電話：02-89667000分機4951

聯絡人：家醫科郭綉汶小姐
所在地：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2. 天給婦產科診所
聯絡電話：02-29927196分機115

主責醫師：婦產科周天給醫師
所在地：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70巷2弄23號

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聯絡電話：02-23916470、公務電話：0979-307402

主責醫師：兒科方麗容醫師
所在地：臺北市中正區福州街12號

醫療機構服務內容
1. 各種避孕方法及諮詢
2. 事後緊急避孕服務
3. 懷孕多元選擇諮詢服務
4. 月經調理
5. 子宮頸癌疫苗注射
6. 愛滋病及其他性傳染病篩檢

←



健全的青少年健康支持網絡

期待我們提供給青少年的性與生殖健康服務，是他們所需要的。
敬請大家努力提升青少年對此服務的可近性。 12



社區支持的任務

•加強醫療院所、學校與社區資源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建立
高關懷青少年轉介機制。

•發展並製作青少年適用之衛教資料以供院所及外展活動使
用。

•為醫療院所媒合當地心理諮商服務以協助機構提供青少年
全方位服務。

•鼓勵並協助院所發展同儕教育機制，例如組織青少年志工
團、與學生社團建立合作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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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健康素養 (Adolescent health literacy)

 醫療機構執行系統性之服務，確保青少年對自己的健康有認知能
力 (cognitive skills)，並讓青少年知道他們何時何地可以獲得健康
照護的服務 (social skills)。

先備準則 實施準則 產出準則

1. 醫療機構備有服務時間的看板。

2. 候診區應提供專為青少年使用之最新
訊息、衛教及宣傳資料。

3. 健康照顧者有能力提供青少年衛教，
向他們宣導正確健康觀念，及可獲得
之醫療、社會服務及其他服務之訊息。

4. 外展人員能在社區為青少年辦理衛教
講座。

5. 有外展活動計畫，能於活動中推動健
康議題，增進青少年對服務的利用率。

6. 提供合於年齡發展的
衛教，與青少年會談，
提供有關醫療、社會
服務及其他訊息。

7. 能依照院方既定的計
畫，推動外展活動以
促進健康，並增加青
少年對服務的利用率。

8. 青少年知道
健康議題。

9. 青少年會注
意到有什麼
樣的醫療服
務，並知道
何時何地與
如何可獲得
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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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是以知識為基礎
的價值與能力的教學

也就是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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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能力

性價值觀

性知識

資料來源：阮芳賦 (2000), 晏涵文 (2004), Clark (20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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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人
的
性

心理層面
〈ex.愛情〉

對「性」的概念擴大(1970)

Sex 全人的性(Sexuality)

心靈層面
〈ex.人性〉

資料來源：阮芳賦 (2000), 晏涵文 (2004), Clark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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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青少年健康識能
 前述衛教單張已依主題之不同轉換成9個電子檔

 經國民健康署審查通過健康識能友善指標



社區支持的任務

•加強醫療院所、學校與社區資源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建立
高關懷青少年轉介機制。

•發展並製作青少年適用之衛教資料以供院所及外展活動使
用。

•為醫療院所媒合當地心理諮商服務以協助機構提供青少年
全方位服務。

•鼓勵並協助院所發展同儕教育機制，例如組織青少年志工
團、與學生社團建立合作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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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而周全的服務 (Appropriate package of services)

 醫療機構應提供整套的資訊、諮商會談、診斷、治療和照護服務，
以符合所有青少年的需要。所提供的服務可以在機構內進行，也
可透過轉診、轉介之連結，或外展到社區裡。

先備準則 實施準則 產出準則

18. 有政策界定服務中的醫療資訊、
諮商會談、診斷、治療，以及照
護服務。

19. 有政策與流程以確認該醫療機構
及對社區（像學校）所能提供的
服務項目。

20. 有政策與流程說明院內、外之轉
介機制，包括患有慢性疾病青少
年在轉介過程中，提供其過渡期
照護。

21. 能依訂定的政策與流程，
在醫療機構中或社區的機
制裡提供醫療資訊、諮商
會談、診斷、治療及照護
服務。

22. 能根據該區的政策與流程，
將青少年轉介至適切的照
護服務層次。

23. 無論是在院內或
整個轉介連結與
外展工作中，醫
療機構所提供的
服務內容能符合
所有青少年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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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青少年：門診/急診/轉診/轉介/住院等
（包括個人獨自就醫，或由父母、家人、親友、同學陪同就醫）

▼

評估青少年健康促進需求（身心健康評估檢核表或其他適切工具）
健康行為及風險、營養狀況、身體活動、運動及BMI、心理-社會-經濟狀態，壓力狀況

性與生育保健情形、家庭功能、校園生活適應、人際互動、網路使用及網路交友
▼

提供資訊與介入
▼

安排相關轉診/轉介單位

1. 有菸、檳、酒使用過量或物質濫用情形。
2. 有營養議題、體重過重/過輕、身高問題者。

3.有心理壓力、校園生活適應、人際互動
議題、網路使用過量者。

4. 有生育保健議題者。

5.家庭功能不彰者。
6.特殊個案或有特殊需要者。

Yes


評估結果是否需轉診/轉介

▼No
持續提供一般醫療保健治療
或健康諮詢服務與相關衛教

▼



出院或臨床介入告一段落
1. 重新評估其健康需求（檢核表）。
2. 訂定個別化的健康照護方法。

▼

後續追蹤

 此建議流程圖提供醫療機構參考應用，請依照各機構院內既有的工作流程或轉診/轉介流程修改使用。

全方位照護就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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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青少年提供適當而周全的
服務，建議使用評估工具進
行全方位初篩，可參考使用

•青少年身心健康評估檢核表
• HEADSSS詢問模式
•或其他適切之評估工具

HEADSSS評估心理社會問題

家 (Home) 關於他們的家庭與親子關係

教育 (Education) 關於他們在學校的成績、興趣及表現

飲食 (Eating) 關於他們的飲食狀況

運動 (Exercise) 關於他們的規律運動狀況

抱負 (Expectation) 有關他們對未來的生涯規劃

活動 (Activity) 有關他們的社交及休閒活動

藥物使用 (Drug use) 他們是否抽菸、飲酒及使用興奮劑等成癮藥物

性 (Sexuality) 有關他們對他們的性活動的態度、知識與行為

自殺 (Suicide) 有關情緒管理，是否曾想過傷害自己

安全 (Safety) 暴力問題、騎乘機車有無戴安全帽或搭車時有無繫緊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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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身心健康評估檢核表



社區支持的任務

•加強醫療院所、學校與社區資源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建立
高關懷青少年轉介機制。

•發展並製作青少年適用之衛教資料以供院所及外展活動使
用。

•為醫療院所媒合當地心理諮商服務以協助機構提供青少年
全方位服務。

•鼓勵並協助院所發展同儕教育機制，例如組織青少年志工
團、與學生社團建立合作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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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參與 (Adolescents’ participation)

 對於醫療機構所提供的服務，青少年應有參與規劃、監測和評價
的機會；青少年對於他們自己的照顧方式，及在特定面向提供適
切服務，均可參與決策。

先備準則 實施準則 產出準則

71. 院所的行政體系應包
含青少年。

72. 備有涵蓋青少年參與
規劃、監測與評價的
政策。

73. 健康照顧者了解知情
同意的相關法律與規
定，且機構的政策與
流程中有清楚明訂簽
署同意書的程序。

74. 院所應定期辦理活動，以確認青少年對服
務的期待，及評估他們受照護的經驗；也
就是讓青少年參與醫療服務的規劃、監測
與評價。

75. 健康照顧者能針對病情及處理/治療選項
提供正確且清楚的訊息，並明確接納青少
年自己所做的選擇及後續期待追蹤之方式。

76. 院所應辦理活動以增強具有領導潛力的青
少年，使其在醫療服務面上有能力進行同
儕教育、提供諮詢服務、協助訓練課程等
工作。

77. 青少年能參與醫療服
務的規劃、監測與評
價作業。

78. 青少年能參與有關他
們自己的照護抉擇。

79. 青少年在醫療服務面
上有能力進行同儕教
育、提供諮詢服務、
協助訓練課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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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認證標準中
有關青少年參與的內容

25

標準6：青少年參與 Adolescents’ Participation

6.1  對於醫院所提供的健康照護服務，青少年有參與規劃、監測和
評價的機會

評
分
說
明

□完成 □部分完成 □未完成
（完成下列1項為未完成；2-3項為部分完成；4項或以上為完成）

1. 規劃青少年相關活動或提供宣導、衛教內容，有納入青少年意見。

2. 辦理相關活動以充能青少年。

3. 於院內或社區內組織青少年志工團體。

4. 與社區內青少年志工團或大專院校學生社團建立合作關係。

5. 辦理青少年相關活動，邀請醫護專業以外的青少年參與。

6. 對於參與活動的青少年，有進行滿意度調查。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2020)



總結

依據執行經驗提出以下建議：

•中央及地方政府應重視青少年健康促進及其親善照
護議題；建置充分之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

•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應促進社區支持機制，提昇其
利用率。

•醫院為青少年辦理社區活動應邀請青少年參與規劃、
監測與評估；以提昇健康識能，增加其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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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親善照護服務在社區與相關機構
建立合作模式之建議

各縣市衛生局

1. 辦理社區業務聯繫會。
2. 規劃跨部門合作機制，協調教育局/處支援。
3. 鼓勵院所參加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認證。
4. 協助轄內院所落實青少年親善照護政策。

推動青少年親善照護服務機制

民間承辦單位

（臺灣青少年醫學暨保健學會）

對衛生局工作內容
1. 協助舉辦社區業務聯繫會。
2. 鼓勵跨部門合作。
3. 整合社區資源，推動社區結盟理念。

對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工作內容
1. 推動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認證機制。
2. 提供認證輔導與諮詢服務。
3. 辦理青少年健康照護人員訓練課程
4. 發展、規劃、設計並提供青少年親善照

護服務機制所需文件，例如健康需求評
估工具、親善照護服務轉診/轉介流程、
青少年衛教資料、青少年參與之相關機
制與鼓勵措施。

5. 提供社區資源整合諮詢服務。

各縣市
教育局/處

1. 協助院所進入
校園作健康促
進宣導。

2. 轉介青少年至
青少年親善照
護機構。

3. 連結心理專業
資源。

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

1. 提供青少年全方位健
康照顧與健康促進服
務。

2. 提供青少年就醫之便
利地點和時間，並尊
重和保護其隱私。

3. 協助青少年參與自己
健康相關的照護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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