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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個案診斷與年齡統計(36 人) 

項目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合計 
合

計

診斷 

思覺失調症 1 9 15 8 33 3

情感性精神病 0 1 0 0 1 

器質性精神病 0 1 1 0 2 2

合計 1 11 16 8 36 3

 

四、接受服務時間統計 

項目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合計 

參加 

時間 

未滿 1 年 0 2 7 3 12 

1 年以上未滿 3 年 1 4 1 0 6 

3 年以上未滿 5 年 0 2 2 0 4 

5 年以上 0 3 6 5 14 

合計 1 11 16 8 36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思覺失調症 1 9 15 8
情感性精神病 0 1 0 0
器質性精神病 0 1 1 0

0
5

10
15
20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未滿一年 0 2 7 3
一年到三年 1 4 1 0
三年到五年 0 2 2 0
五年以上 0 3 6 5

0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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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復元之路~陪伴同行Ⅰ 
 黃玄以「社區家園」為安身立命處所，白天參與社區復健活動，同儕支持陪伴。 

  工作同仁輔導協助，自己積極融入活動，學習獨立生活，如足球運動、碳烤地瓜、

照顧服務員職訓等，雖然復元道路崎嶇不平，相信漫漫長路，有大家相伴，不孤單。 

1. 健走 

2. 動能瑜珈 

3. 足球體驗營 

4. 趣味活動 

體適能

訓練團

體 
3415 人

次 

1.有氧舞蹈 
2.烏克麗麗 
3.卡拉歌唱 
4.影片欣賞 

休閒功能

活動 

547 人次 

1. 社區服務 
2. 校園宣導 
3. 社區表演 
4. 參與社區活動 

社區融合

與交流宣

導 

435 人次 

 

1. 家屬聚餐聯誼 

2. 家屬烤肉聯誼 

3. 家屬親子旅遊 

4. 家屬芳香紓壓 

5. 家屬皮拉提斯 

6. 家屬心理調適

家屬培力

支持服務

 

71 人次 

1.產業訓練︰螺絲、文

具包裝、碳烤地瓜 

2.園藝訓練 

3.廚務訓練：烹飪及備

餐、清潔餐具 

4.清潔維護 

5.購物訓練 

6.求職技巧 

7.電腦文書處理 

8.環保分類 

工作復

健訓練 

 

9901 人

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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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元之路~陪伴同行Ⅱ 
小朱;自從大專時期生病至今有23載，他一直很努力使疾病、生活、休閒能保持平穩狀

態，因為從生病歷程中了解人生是起起伏伏過程，必須從生活中學習成長。如疾病;遵

守醫師處方，按時服藥回診。生活;雖然獨居，規律積極參加社區復健活動。休閒;假日

與家人聚會，即便如此，有時難免會凸槌住院。 

最近他喜歡玩樂器，『烏克麗麗』；且將所學延展站上「健心盃」舞台表演與其他參與「明

日之星」者交流比賽，亦把音律延伸關懷社區安養機構長輩。 

小朱；今年３月『出國去比賽』到香港參加二岸四地復康盃足球賽，看他矮胖身體在球

場奔跑的英姿，為他按讚！讚！讚！。近期參加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辦理『食衣住行育樂』

心生活方案集章活動，他發揮使命而必達精神，踴躍參與社區活動，落實復元之路大家

協伴同行，讓「生活好 fun 心」。 

結論復健機構設置服務目標有四大項為 1.工作、2.心理、3.社交及 4.日常生活等技

能訓練，結合社區資源網絡，落實個案管理，提供精障者整體性、長期性的整合式照

顧，強化個別服務，以多元服務為導向，個案優勢為理念，復元為目標，陪伴支持使

其融入社區生活，減少對家人與其他人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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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單位︰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委託辦理 

執行期間︰1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服務對象︰高雄市身心障礙者 

執行服務績效 

    績效 

項目 
新開案數 服務人數 推介人數 

一般性 

就業人數 

支持性 

就業人數 

本契約 

規定績效 
13 24 12 X 12-X 

單位 

達成績效 
13 26 15 6 9 

達成契約

百分比 
100% 108% 125% 100% 100% 

 

資源連結的分析(含衛政、社政、職評、職再、庇護、奬助措施)。服務總數為

26 人，其資源連結的比例為： 

資源 衛政 勞政 

（職管派案） 

勞政 

（職務再設計）

社政 

數量 21 8 15 20 

比例 80.8% 30.8% 57.7% 76.9% 

     結案原因-13 人結案個案分析如下表所示 

結案 

原因 

穩定就業六

個月以上 

拒絕 

服務 

住院三個

月以上 

轉介其他資

源(職訓) 

數量 5 5 1 2

比例 38.5% 38.5% 7.7% 15.4%

        就業機會開發總數為 34 個，其分配比例如下表所示 

職種 清潔員 汽車 

美容 

作業員 廚房 

助手 

房務員 倉管 

人員 

管理 

員 

外場

服務 

筆數 14 3 4 4 1 4 1 3 

比例 41.2% 8.8% 11.8% 11.8% 2.9% 11.8% 2.9% 8.8% 

媒合成

功筆數 
8 3 1 1 0 0 0 2 

職缺 

使用率 
57.1% 100% 25.0% 25.0% 0% 0% 0% 66.7%

106 年度評鑑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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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支持服務



19 
 

 

執行之困難 

一、污名化對於職場媒合之影響︰ 

社會大眾（雇主）對於精神障礙的污名化及恐懼仍是相當嚴重，除了清潔業勉強接受之外，

其他職種大多不願意接受精神康復者。在工作媒合的過程中，障礙者往往會擔心或是想辦法

隱藏自己的障礙身份，而這在就服員進場服務時也會增加不少的難度，對此狀況，除了儘量

穩定舊職場之外，就服員仍無法構思出一個完善的解決之道。 

 

二、精障者疾病特性與穩定就業之衝突： 

康復者的疾病特性，需要經由長時間的了解觀察來可得知，不同的疾病名稱，有不同的差異。

思覺失調症，幻聽及幻覺症狀會依照壓力、天氣、溫度而有所影響；躁鬱症，情緒起伏頻率

甚高，大約每 2～3 週即一個週期，躁期時，熱情有活力，工作動機強，鬱期時，個性退縮不

願工作，台灣四季的變化，對於他們的穩定度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戰，更遑論用藥後的副作用，

當然在情緒上，就服員必須花費更大精神去安撫案主的情緒及關心其生活狀況，而這往往也

會涉及到與案家的合作及溝通。換句話說︰以績效量而論，服務精障者的就服員在時間上所

耗費的成本是更大的，其績效數量也較不易呈現。依就服員精神康復者的事前評估，需要 1~2

個月的評估時間，且頻率是相當頻繁的(精神疾病多有ㄧ定的週期性，因此需要較長時間的觀

察及了解)。另外在穩定就業的部分，雖然在原則上穩定三個月，追蹤三個月，即可結案，因

問題往往較為複雜且會有疾病復發的現象(天氣轉變)，因此在服務的時間成本上就會拉長許

多，也間接影響績效的表

建議事項契約工時限定(每周 20 小時)之修正或取消︰ 

在契約中，政府規定工作者要每周工作 20 小時以上才得以算推介標準，但在康復者的職場

適應中，可能須從每日工作 2 小時開始訓練，而這段時間，可用兼職打工的方式去達成訓練

的效果，但這樣的短時數並無法達到契約的規定，因而限縮的職場的選擇性。依照康復者的

疾病特性，外國學者建議康復者不要承受太長的工作，以每日六小時為最佳狀態。因康復者

在進入職場後，需要時間熟悉職場建立信任感與自信，而這段過程若直接予以每日四小時的

要求，可能會造成康復者較大的壓力，因而降低工作穩定度。因此建議政府，可將契約每周

20 小時之規範予以修正，比如佔推介成功或就業成功的一定比例可得到績效認可，並由文

字說明的方式來解釋工時的長短，其必更能貼近康復者的需求及服務的成效。 

多分享適合精神康復者的職務再設計︰ 

在近幾年的課程中，大多數的職務再設計分享， 

多是針對學習障礙、肢體障礙以及聽語障之個案 

，但對於精神康復者的職務再設計方式卻很少被提 

及，由於近幾年來本單位就服員對於康復者的職務 

再設計多集中在好神拖或是其他輔具等物質的提供， 

對於情緒面或是疾病障礙面，並無法予以良好的職 

務再設計。因此希望在明年的課程或會議，可以增 

加對精神康復者的服務策略或是職務再設計等相關內容，以期達到更完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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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果 
一、 收案/結案/服務人次一覽表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總計

新收案人次 
32/

4 
0 2 0 1 1 0 0 2 2 0 1 32/10

結案 

人次 
2 0 0 2 0 1 2 0 0 1 2 1 11 

總服務人次 720 694 796 650 740 719 662 734 733 687 767 761 8663

分析:目前收案人數平均每月 37 人，總服務人日穩定成長，已達成 106 年預定績效目標 106.5%。 

二、多元服務人次統計 

編號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編號 服務項目 服務人次

1 職能功能評估 755 7 體適能訓練團體 1443 

2 獨立生活功能訓練團 2226 8 職業功能訓練團體 5599 

3 社會功能訓練團體 814 9 就業安置與輔導 15 

4 休閒功能訓練團體 904 10 運用資源實踐社區生活適應訓練 194 

5 衛教與醫療團體 445 11 家屬培力支持服務 42 

6 社區生活適應團體 770 12 社區融合:社區服務及交流宣導 294 

 

 

 

 
 

 

康復者與心理衛生中心蘇淑芳主任

合照，榮獲衛生局辦理「精彩復元、

活力無限」集章金、銀、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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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 

(一)、職能功能評估 

評估項目 服務人次 
精神狀態 151 

日常生活功能 151 

社交/休閒功能 151 

職業功能 151 

體適能 151 

合計 755 
 

(五)、衛教與醫療 

活動團體 服務人次 

規則就醫及 

藥物自我管理 
220 

健康促進及 

護理指導 
225 

合計 445 
 

(二)、獨立生活功能訓練 

活動團體 服務人次 
烘焙 178 

烹飪 1440 

交通訓練 209 

自立生活 

訓練團體 

404 

合計 2226 
 

(六)、社區生活適應 

活動團體 服務人次 
社區行腳 209 

社區適應會議 391 

社區服務 170 

合計 770 
 

(三)、社會功能訓練 

活動團體 服務人次 

節慶活動 

暨慶生會 
169 

學員自治會議 431 

冥想放鬆 214 

合計 814 
 

(七)、體適能訓練 

活動團體 服務人次 

音活體適能 563 

戶外運動/健走 465 

瑜珈 415 

合計 1443 
 

(四)、休閒功能訓練 

活動團體 服務人次 

卡拉 OK 480 

手工藝 231 

電影欣賞 111 

桌遊 82 

合計 904 
 

(八)、職業功能訓練 

工作復健訓練 服務人次 

產業訓練 2160 

清潔訓練 1728 

清潔工作隊 1079 

烹飪訓練 596 

手工皂訓練 36 

合計 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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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業安置與輔導 

工作職務 
性別 

人數
男 女 

清潔員 2 2 4 

洗車員 2 0 2 

賣場服務員 0 1 1 

創意服飾修改實務班 0 1 1 

農作園藝班 0 1 1 

客服行銷及辦公行政

養成班 
1 0 1 

行政事務班 2 0 2 

物流從業職訓 1 0 1 

旅館餐飲業房務清潔

培訓班 
1 0 1 

照顧服務班職訓 0 1 1 

合計 9 6 15 
 

(十)、運用資源實踐社區生活適應訓練 

活動名稱 參與人次

迎新年尾牙聚餐 25 人 

喜福營高醫行 19 人 

高雄新崛江商圈 16 人 

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美術館 18 人 

高雄大魯閣草衙道 19 人 

MLD 台鋁生活商圈 18 人 

高雄新崛江商圈、奧斯卡影城 11 人 

健心盃社區才藝交流競賽(初賽) 23 人 

高雄澄清湖烤肉 15 人 

健心盃社區才藝交流競賽(決賽) 15 人 

高雄旗津 17 人 

身心障礙者職訓結訓成果展 

暨徵才活動 
13 人 

合計 194 

(十一)、家屬培力支持服務 

活動名稱 
參與 
人數 

參與 
家屬 

活動名稱 
參與 
人數 

參與 
家屬 

幫助精神康復者回歸社會
資源介紹- 

就養、就業、就學 
70 人 9 人 建立支持關係 23 人 5 人 

認識精神疾病-憂鬱症、躁
鬱及焦慮 

19 人 0 人 認識精神疾病-思覺失調 30 人 4 人 

幫助精神康復者回歸社會
資源-法規一二 

30 人 0 人 
精神康復者家庭 

「心理衛生」宣導課程 
27 人 4 人 

如何照顧精神康復者 20 人 0 人 家屬座談會 2場次 29 人 7 人 

家屬支持活動 21 人 0 人 家庭親子聯誼 2場次 38 人 9 人 

壓力的排解 20 人 4 人  

 

 

 

 

 

康復者復元故事至校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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