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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社區融合:社區服務及交流宣導 

編號 地點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1 天山公園 社區服務 12 人 

2 
民權公園

9次 
社區服務 119 人 

3 
中心康樂室

健康篩檢暨 

健康宣導 
18 人 

4 天山公園 社區服務 16 人 

5 樹人醫專
「生命樂章」 

社團分享 
24 人 

6 輔英科技
大學 

支持復元 
分享活動 

105 人 

合計    294 人次

 

 

 

 

 

 

 
 

 

 

 

 

 

 

 

 

媽媽及親朋好友苦口勸導去就醫 

阿豪因情感問題情緒陷入鬱悶 

每天與朋友喝酒解愁，導致生病，
       自殺。 

經由精神科醫師診治及按時服藥。

家人、同儕及專業人員支持，社區參
與，終於邁向復元，穩定工作。 

康復者 107 年想望 

 

                                   

 康復者復元故事行動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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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一) 在一般住宅社區中規劃居家生活單位，提供精神障礙者依自己的意願及能力選擇其適合

之生活方式融入社區生活。 
(二) 協助精神障礙者之社區適應能力，透過社會及生活支持服務，增強精神障礙者之自立生

活及社區參與能力。 
(三) 連結日間服務資源，協助精神障礙者能穩定在社區中復健治療，強化自身能力，預防再

發病及降低其住院率。 
(四) 增加精神障礙者良好的人際關係，維持與家人、同儕的和諧互動，並學習運用社區資源

及自主表達個人意見，維護自身權益。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暨家庭署、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執行期間︰1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服務統計分析 
一、 預期服務量與實際服務量比較分析表 

單位 
預期服務量 實際服務量 

服務人數 服務人次 服務人數 達成率 服務人次 達成率 

喜愛家園 5 人 60 人次 5 人 100﹪ 60 人次 100﹪ 

臻愛家園 6 人 72 人次 6 人 100﹪ 72 人次 100﹪ 

慈愛家園 3 人 36 人次 4 人 133﹪ 36 人次 100﹪ 

合計 14 人 168 人次 15 人 107﹪ 168 人次 100﹪ 

二、服務使用者教育程度與年齡統計 

項目 41-50 歲 51-60 歲 61-70 歲 合計 百分比 

大專以上 1 1 0 2 13% 

高中職 7 3 2 12 80% 

國中 0 1 0 1 7% 

合計 8 5 2 15 100 

百分比 54% 33% 13%   

三、服務使用者診斷統計 

項目 思覺失調症 其他器質性 
精神病症 

情感性 
精神病 

合計 

合計 12 1 2 15 

四、服務使用者經濟來源概況 

項目 低收入戶 身障生活補助 無補助 身障補助+ 

部份工作收入 
合計 

合計 4 8 1 2 1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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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使用者障礙等級統計 

項 目 中度 重度 合計 

精神障礙 12 2 14 

多重障礙 0 1 1 

合 計 12 3 15 

百分比 80% 20% 100％ 

服務成效 

住民 提供之服務 成效 

1 

1.提供情緒支持協助住民的情緒
能穩定維持工作室的工作。 
2.協助住民做好財務的規劃，如
何分配每日的收入和支出，運用
分類袋來控制每天的支出。 
3.協助改善住民在工作中遇到的
人際問題，以及如何穩定客源。 

1.住民的情緒在經過支持
後已能穩定面對工作的壓
力。 
2.住民在學習如何管理每
日的收支之後，能有效地
控制支出的內容，每月不
會再發生没有錢繳帳單的
情形，並且能有些盈餘。 

2 

1.協助住民連結就服員的支持改
善會忘記打卡、應帶物品的現象。
2.協助住民在工作中如何面對症
狀干擾和壓力，並學習如何分辨
真實與幻聽的認知和技巧。 
 

1.住民在經過就服員的支
持後，能有效改善忘記打
卡的問題，運用檢查表來
檢視每天應備物品，減少
缺失，因此能穩定地工作。
2.住民經過學習如何面對
症狀干擾後，能減少負面
的影響而能應對工作上的
壓力。 

3 

1.協助住民完成職訓報名。 
2.協助住民在職訓過程中如何面
對壓力、交通、不適應的問題，
透過心理支持、會談和鼓勵讓住
民減少焦慮和增加持續參與職訓
的動力。 

住民在職訓初期雖有不適
應想退訓的想法，經過支
持後能減少心理壓力，並
且完成職業訓練。 

4 

1.協助住民注意自身的體力和適
應力。 
2.對於疾病和身體健康時常給予
關心，督促按時用藥和回診，並
要注意自己的飲食和營養攝取。 

1.住民體力能適應工作，
在工作人員的提醒下，疾
病能穩定不影響情緒，並
且可以持續從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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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暨家庭署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活動時間︰106 年 02 月 01 日至 11 月 30 日 

服務對象︰精神障礙者、主要照顧者、工作人員 

服務統計： 
服務項目 預計服

務人次
實際達成
人次合計

達成之
比率 

實際達成 
人次-男性 

實際達成 
人次-女性

一 家庭照顧技巧培力 135 147 108% 74 73 

二 家庭支持團體 135 109 80% 47 62 

三 家屬與康復者紓壓團體體 120 92 77% 31 61 

四 數位資訊培力團體 150 189 126% 70 119 

五 精神疾病資源網絡 120 119 99% 52 67 

六 精神障礙者疾病管理服務 180 200 111% 94 106 

 合計人次 840 856 102% 368 488 

效益評估： 
(一) 本年度家庭培力課程總服務人次為 856 人次，佔預期效益比率 102%，其中男性為 368 
    人次，女性為 488 人次，女性參與度比男性高。 

(二)根據統計結果，從各項課程之整體滿意度之統計顯示，本年度家庭培力課程之參與者對課 

    程之滿度達 96%。 

(三)整體效益評量︰ 

 1.知識：根據統計結果，從精神疾病相關認知與資源、資訊課程之整體前後測之統計顯示，

參與者上完後對課程知識了解之程度達 89.3%，其滿意度為 98.3% 。 

 2.技能︰參與者上完數位資訊運用之課程後，能增加其對相關的應用和操作的能力，平

    均滿意度程度達 93%。 

 3.行為：參與者上完正念、芳療、瑜伽及舒壓相關課程後，對其覺察能力和改善身心壓力

之平均滿意度達 94%。 

參與者回饋 
1.學員多數覺得在團體能夠學習自我覺察是重要的，而正念練習及生理回饋是新的體驗，從自

我覺察中去檢視自己的壓力，看清壓力是來自於自己，是一種情緒的宣洩，也是一股可以將阻

力化為動力的泉源，更重要的發現是原來大家都有壓力！希望日後還有類似的課程。 

2.精障家屬的壓力來自於五方面:精神疾病本身的問題行為、復發與未來安排等帶來的苦惱、

照顧病人帶來的身心壓力、焦慮、憤怒、憂傷；家庭生活的影響；社會壓力以及經濟負擔。3.

醫療部分個案缺乏病識感，服藥順從度不足，回診不規律及藥物副作用對身體的影響。 

4.家屬擔心，個案年紀大家屬老邁，長期安置或住宿問題照顧。 

5.成員以前不了解智慧型手機於生活應用如運用 app 各種應用程式來搭交通工具、健康管

理、就醫資訊、與人通溝、相片編輯、地圖搜索、 觀看影音、新聞、找美食等，成員們對學

會這些功能不但增加手機知識，也依自己的需求來使用，為生活增加便利和解決問題的新知識。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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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照顧技巧培力                       

目的使家屬具備更多照護知識與技巧時，           
不但可以幫助患病家人穩定病情，達到促 

進家屬之間知識的傳遞，也讓家屬看到彼此 

，知道自己並不孤單，未來更有希望、值得 

過得更好。 

 執行結果： 

主題 
參與人次 

講師 
男性 女性 

認識你/妳真好 9 9 

陳仙季-
南華大學
管理學系
碩士 
 

精神疾病的認識 6 9 

溝通技巧 7 9 

精神科用藥認識 7 8 

危機處理 11 7 

善待自己 12 6 

康復的疑惑 9 7 

權益倡導 6 10 

學習回顧 7 8 

合計 74 73 
共 147 人

次 

  

 

 
 
 
 
 
 
 
 

 

 

  家庭心理支持團體 

目的︰社會不斷轉型更新而漸趨多元化，

無論處在生命的任何階段，都可能面臨各種

心理衝突、緊張跟挑戰，透過正念修行與靜

心體驗，提升健康知能，進而關心自身與家

人的健康學習珍愛自己與家人，幫助康復者

及照顧者瞭解哪裡可以找到真正的快樂、平

靜與滿足。 

執行結果： 

主題 
參與人次 

講師 
男性 女性 

正念靜心與

大腦健康 
6 7 

 

黃碧枝 

諮商心理師

(諮心字 00438

號) 

觀呼吸 5 8 

身體掃描 5 7 

森林遊 6 4 

字卡製作 5 8 

正念瑜伽 6 8 潘威富 

臨床心理師

(心理字第

000481 號) 

慈愛靜心 5 6 

正念生活禪 5 7 

綜合練習 4 7 

合計 47 62 共 10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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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屬與康復者紓壓團體 

目的運用芳香、音樂、運動的方法深入心  

靈並激發成長，透過自我覺察轉化成自我療

癒(healing)的力量，減壓放鬆，促進身心平

衡健康，提昇生活品質與幸福感。 

                                                                           

執行結果： 

主題 
參與人次 

講師 
男性 女性 

身心靈健康之道 4 11 葉秋芳- 
南華大學 

自然醫學研

究所 

身心靈健康之道 5 9 

身心靈健康之道 5 10 

皮拉提斯 6 10 
許秀鳳- 

國瑜證字第
0168號 

皮拉提斯 5 11 

皮拉提斯 6 10 

合計 31 61 共 92 人次

  

 

 

 

 

 

 

 

 

 

 

 

                                                                              

 

 

 

   精神障礙者疾病管理服務(IMR) 

目的提供精神障礙者相關精神疾病知識、自

我覺察精神康復與管理方法，提升精神照護

技巧與支持。 

執行結果： 

主 題 
參與人數 

講師 
男性 女性 

自我介紹 9 9 

歐千芸

職能治

療師 

康復策略 6 11 

壓力與生理脆弱 
的治療策略 12 9 

壓力因應與放鬆
技巧 10 9 

有效服用精神科
治療藥物 6 10 

建立社會支持 5 10 

減緩精神疾病的
復發 9 8 

困難及持續症狀
的應對之道 7 8 

精神疾病的 
實用知識 8 7 

服用酒精和毒品 8 9 
使用精神體系的
服務滿足的需求 7 8 

健康的生活 7 8 

合 計 94 106 共 2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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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疾病資源網絡 

目的透過教育精神障礙者及家屬認識疾

病、藥物管理、就業、就學、就養、法規之

相關資源與管道，增強精障者自我照顧的能

力及家屬照護技能。更期待能由受助者角色

轉換而為自助者角色，相信自己有能力可自

助且助人，實現自我充權之最佳效益。 

執行結果：                                     

主 題 
參與人次 

講師 
男性 女性 

就醫篇 7 9 陳仙季- 

南華大學管理

學系碩士, 

醫務社工師 

就養篇 6 13 

就業篇 16 13 

就學篇 7 10 吳鴻順- 

職能治療師

法規篇

一

8 13 許素雯- 

高雄醫學院護

理系碩士 法規篇

二

8 9 

合 計 52 67 共 119 人次 

 

 

 

 

 

 

 

  數位資訊培力團體 

目的學習智慧手機 app 應用與操作,了解進

而應用資訊科技，協助康復者與家屬建立社

區參與的能量，並應用至日常生活事務上，

使日常生活與社區參與更有效率更便利，進

而縮短數位落差，享受便利數位生活。 

 執行結果： 

主 題 
參與人次 

講師 
男性 女性 

  基礎操作設定 5 14 

李佩蓉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資訊
教育研究所

碩士 

 

  內建工具使用 5 12 

  文字輸入編輯 7 15 

  上網與網路硬碟 10 11 

  拍照錄影應用 9 13 

  相片美化編修 6 14 

  音樂影視新聞 7 10 陳建名- 
國立中山大
學資訊管理
學系學士

  交通旅遊 APP 7 10 

  Line 社群應用 7 10 
蔡沅錡- 

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資訊
教育研究所
碩士

  Line 社群應用 7 10 

合 計 70 119 共 18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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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障礙者家屬支持與分享  
目的 

一、提升對精神疾病及社區精神復元觀念的認知。 

二、提供對精神疾病藥物的正確觀念，增進治療效果，減少復發。 

三、家屬能學習照顧康復者的技巧及能力，提升在社區生活品質。 

四、讓家屬間互相得到彼此的支持，建立支援網絡。  

五、提升家屬面對情緒問題的解決能力，減少照顧壓力。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活動時間︰106 年 05 月 01 日至 08 月 30 日 

總服務人次︰256 人次 

日期 課程內容 講師 日期 課程內容 講師 

6/24 
(六) 

1.為何會得憂鬱症 
2.何謂躁鬱和焦慮 

3.生活中如何面對
症狀 

4.藥物的作用  

吳景寬醫師
 

慈惠醫院 
院長 

7/22 
(六)

1.發現照顧壓力來
源 
2.找到排解方式 

 
黃碧枝 

 
諮商心理師

 

7/8 
(六) 

1.如何和精障者溝
通相處及照顧技巧  

2.如何善用的社區
資源協助復元.  

3.危機處理  

許几月 
 
職能治療師

7/29
(六)

1.認識建立支持網
絡的方式  
2.找到你的同行者 

7/15 
(六) 

1.檢視自我的情緒  
2.建立自我照顧清
單 

黃碧枝 
 
諮商心理師

 8/19
(六)

1.復元的意義 

2.康復的策略 

3.思覺失調是什麼  

4.在生活中如何面
對症狀 

5.如何減少復發 

6.藥物的作用  

徐淑婷醫師
 

高雄市立凱
旋醫院社區
精神科主治

醫師 

參與者回饋 
(1)希望之後也可以增加精障者就業成功的例子。  

(2)對於患者急性期如何發現和因應的方法也很想再多了解。 

 

(3)成員對於關於壓力調適、情緒的內容希望能再有相關的互動課程。 

(4)想再多了解關於憂鬱症的相關內容。 

(5)希望可以再多學習一些關於如何運用優勢和復元的方法和技巧。 

 

一、提升對精神疾病及社區精神復元觀念的認知。 

二、提供對精神疾病藥物的正確觀念，增進治療效果，減少復發。 

三、家屬能學習照顧康復者的技巧及能力，提升在社區生活品質。 

四、讓家屬間互相得到彼此的支持，建立支援網絡。  

五、提升家屬面對情緒問題的解決能力，減少照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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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 商品禮券的提供可減少弱勢精障家庭經濟的負擔壓力。 
     二 教導精障者在使用禮券過程中，運用資訊規劃購買生活所需及維持健康的物 

     品、學習增加均衡攝取營養的觀念，並能藉以訓練其正確金錢規劃的能力。 
           三 持續促進精障者在使用過程中學習人際互動技巧、社區參與和運用社區資源   
              的能力。  

補助單位︰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 

補助金額︰120000 元 

執行期間︰1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服務對象︰精神障礙者弱勢家庭  受益人數：  112   人；受益人次： 491   人次 

 

服務故事分享 
一、康復者心得 

當一個人舉目無親，身無分文，路倒街頭，挨餓受凍，不知何去何從之時，如有人適時伸
出援手，提供「全聯物資券」，改善困頓生活，挽救人生… 。十二月中的高雄剛來入冬第

一波的寒流，在冷風中與個案阿成約訪視，第一眼看到瘦弱的他，穿著單薄的外套在寒風

等著社工，心中已有些不捨和疑惑，為何個案會落入這樣的困境? 

   「阿成」眼眶泛著淚光陳述自己的故事，案父過世後，獨自照顧中風無法行走的母親，生

活費用、房租尚能依賴社會福利的補助，以及案兄提供的經濟支持，雖然辛苦，但仍有家

人一起生活和陪伴，至少還有家的感覺。因長期承受照顧母親的壓力下，阿成也深受憂鬱、

失眠的困擾，平時會至診所看病，尚能維持自己的身心狀況，去年案母因久病離世，在過

程中案妹將相關的補助費用全拿走，案兄表示自己工作不穩定有困難，不再連繫，頓時失

去所有的依靠，年近 60 歲的他沒有收入來源，房租亦因積欠多月，房東將阿成趕出，被迫

流落街頭，所幸里長看到他的精神狀況不佳，建議阿成住院治療。 

本會 106 年度接受全聯慶祥慈善基金會贊助全聯物資券，透過「全聯有愛，心就無礙」的

計畫，提供弱勢的精障個案全聯禮券，協助改善個案的困境，阿成在補助款尚未核撥期間，

全聯物資券幫助他能購買生活、飲食所需物品，維持穩定的生活。安排阿成住在社區家園

不再擔心會在外流浪，協助處理法院因違規事件而拘役或易科罰金之事，藉由協會的服務

支持、室友的陪伴及全聯的資源介入，以及工作同仁持續的關懷，撐過無助的日子，讓他

不再孤單! 
二、家屬心得

阿珠；離婚後帶著罹患精神疾病兒子生活，因為他時常發病 

，需經常住院，也讓我不得不放棄工作，原本對他人生無所圖 

，後來經醫生的介紹來到復健中心，心想試試，不期待可以改 

善，但是在老師們的帶領之下，他漸漸穩定下來，能比較專心 

學習，而且 3年未住院了，另外也補助我們全聯禮券，對於家 

中的經濟壓力有很大的幫助，在使用過程中也教導兒子如何規 

劃使用禮券、如何和其他人一起合購、互動，感受到協會工作 

人員的用心，因此我有空時也會至協會擔任志工，協助帶領學 

員利用全聯的 DM 規劃如何省錢購物，並陪伴兒子及其他同儕 

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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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運動訓練體驗營 
目標︰在於提升參與者身體之柔軟度與

心肺耐力，讓每一位參與者都能瞭解自己

目前的體能狀況及需要加強的地方，進而

能自行在課程外執行 333 運動，對於年齡

較長者盡可能增強身體活動量，讓參與者

感受到運動後帶給身體與心理上的效益。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高雄市政府 

活動時間︰106 年 04 月 01 日至 11 月 01日 

活動地點︰高雄市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

路 123 號(動能瑜珈) 

       誠正國小足球場(足球體驗營訓練) 

參與人數︰25 人、志工 5 人 
服務人次︰588 人次 

服務統計表 

 服務人次 

男 386 

女 100 

志工 102 

合計 588 

建議 

足球體驗營訓練後，預定將從參與者

中選出 10-15 位參與者至嘉義參加第

六屆心滿意足康復盃暨兩岸中華足球

復康盃足球賽，以能讓參與者有機會

參與大型的比賽活動，透過康復盃足

球比賽，精神障礙者能從球賽中提升

自我體能，培養運動習慣、增進團體

凝聚力及默契、激發自我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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