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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一） 透過台灣各地區精神障礙團體交流，增進各精神醫療、精神復健機構及康復之友的交流

與聯誼並提供一個正面且積極的治療復健機會。 

（二） 使精神障礙者擁有休閒技巧，藉由平日之舞蹈或歌唱等正當休閒活動有助於精神障礙者

的身心紓壓與情緒穩定，在身心靈三方面都得到均衡健康的生活。 
    經費補助︰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嘉義縣康扶之友協會 

    辦理日期︰106 年 10 月 23 日 

    辦理地點︰嘉義長庚紀念醫院第一國際會議廳(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8號) 

    此活動最滿意的部份及對本次活動的建議 

       1.參賽者很賣力演出，值得鼓勵，希望每年藉此機會展現努力成果。 

       2.希望有機會可以出國表演。  

       3.可以看到來自各地區團體表演增進交流，希望明年可以得第一名。  

     4.沿途的風景很美，使得心情愉快 

     

 
 
 
 
 
 
 
 
 
 
 
 
 
 

 

3938

第13屆健心盃才藝交流-決賽



38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辦理日期︰106 年 11 月 24 日 

辦理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40

第13屆健心盃才藝交流-慈善公演



39 
 

  

印尼由凱旋醫院社服室劉主任與社工師引薦

印尼的精神科醫師、護理及社工至本會交流，

才有機會讓印尼了解台灣精神障礙者社區照

顧服務模式及政府相關身心障礙者社會福利

與權益的服務措施。相對我們知到印尼於精

神醫療團隊及醫療服務的不及與缺失，遑論

社區照顧服務潰乏。 

   參訪者︰精神科醫師、護理及社工 

  日  期︰2017 年 6 月 12 日 

                              
 

 
                                                                                           

   韓國 
日  日  期︰2017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 

    主講者︰韓國-仁荷大學法學院林仁煥

教授、漢陽大學法學院諸哲雄博士、二

位精神康復者。 台灣-李麗娟理事長、

黃國權醫師、陳仙季總幹事。 

    日本代表-八尋光秀律師。 

    參與會議者︰精神康復者、倡導組織、  

    社會工作者、律師、醫生。 

    會議地點︰漢陽大學法學院 

    會議內容︰如何鼓勵病人參與治療，照   

    護和復健過程與相關身心障礙者人權。 

 

與韓國精神障礙者團體

權執行長及社工交流 

4140

印尼、韓國交流Ⅱ



40 
 

                             

曾經於 2014 年帶領本會理事、工作同仁及康復者一行 9 人到心理衛生會參訪，2

年後；剛好是賽馬會大樓 20 周年慶，適逢參與香港復元 4.0 的國際研討會，於是重

回舊地與心理衛生會的夥伴相聚。 

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大樓於 1997 年落成，為精神病康復者及智障人士提供住宿及職

業康復服務。大樓共有 5 個服務單位，分別為訓練及就業服務中心、立人坊、樂道居、

敦睦軒及欣怡軒。踏入 20 周年，大樓將舉辦「觀．相．冬遊記」暨大樓 20 周年開放日，

幸運參與此盛會。 

日期：2018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至 5時 

地點：九龍觀塘功樂道 2 號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大樓 

內容：「觀．相．冬遊記」頒獎禮及攝影展覽、嘉年華會、各單位開放日。 

 
 
 

 

參訪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 

服務項目︰身障鑑定、就業評估、就業教育、 

就業轉銜、早期療育、視障重建、輔具使用、 

身障相關政策推動。 

 

深圳市殘疾人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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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RSP 4.0(Recovery-oriented Services  

and Policy Planning in Mental Heaith)  
  日期：2018 年 1 月 11 - 12 日 

地點：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 

主辦單位︰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工作 

   及社會行政學系及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 

 
目標︰1.介紹以復元為本的最新服務發展和 

實踐；2.推動以實証為本的服務，並建立平台 

，讓與會者分享實務智慧和經驗；3.研究如何 

擴展以復元為本的創新介入手法(包括發展、 

評估和執行過程)，以服務大量社區人口，並將 

實証研究的手法融入常規服務和政策規劃中。 

 
會議內容︰邀請耶魯大學的拉里‧戴維森教授 

(Professor Larry Davidson of Yale 

University)，以及諾丁漢大學的邁克‧斯萊德教

授 (Professor Mike Slade of University 

ofNottingham) 成為會議的主講嘉賓。最新復元 

理論的闡述、研究以及服務發展，會議有不同層 

面的對話，由個案介入、服務文化以至政策改變。 

何謂復元 4.0 
概括而言，復元運動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明白精神障礙者故事、經驗以及切身需要。 

二、建立更準確的評量工具和測量心理特性，以 

及探討醫療和社福系統中哪些元素有助和妨礙復

元。 

三、確認以復元為本的不同服務、手法和技術 

 (例：朋輩支援服務、復元學院、以能耐為本的

個案管理、就業支援以及健康行動計劃等)。 

因此；復元運動邁向嶄新的第四階段，將復元概念推廣更深、更遠，讓更多社區康復

者家庭受惠，亦使政策上持續發揮影響力。 

 

香港葵涌醫院盧德臨醫師及

香港城市大學趙雨龍副教授

與主辦單位香港大學謝樹基教授及香

港城市大學趙雨龍副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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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之路~必留痕跡 
此次國際研討會，結合產官學領域的專家學者；

包括民間執行復元工作的 NGO，探討實證研究的

學者及政策上、編列經費的立法委員、政府官員

參與。從生理、心理、社會、政策的對話及研究

成果分享，受益良多。為何精神障礙者需要復元

運動；有幾點值得省思 1.康復的迷失 2.汙名與

烙印 3.政策推動 4.支持陪伴的重要…

康復︰從傳統對康復的詮釋，表示症狀的消除，

因此；許多精神障礙者再次發病住院的原因來自「康復」 的迷失，認為康復代表症

狀消除，不用服藥。然而；精神疾病不見得服用藥物就可以消除症狀，而是藉由適

當藥物治療，將症狀減少到最小，可以與外界溝通或社區參與、復健訓練等，精神

障礙者學習認識疾病、覺察症狀的樣貌，維持症狀穩定及與病共存，重新找回對生

活的夢想與希望，重拾社會角色，落實希望，才是康復最好狀態，在香港把康復命

名為復元(Recovery)。 

 

污名︰古今中外，根深蒂固、長生久視對精神障礙者既有汙名、烙印，不僅社會

大眾對精神障礙者刻版印象，長久亦深入精神專業人員、精神障礙者及家屬內化的

烙印問題，復元；逐步覺察自生病至康復是一條有起伏的過程，亦是一個成長的過

程，會經歷症狀干擾、疾病穩定、疾病復發，重要的是從經驗中學習，明白疾病不

是生命中的全部，可以將生病經驗視為珍貴的財富，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 
 

政策︰香港復元運動於2009年民間引進

國外的模式，結合企業挹注經費而試行，將

服務成效提供政府為政策參考依據，因此︰

香港的醫院管理局、社會福利署納入重要福

利措施。社會福利署透過獎券基金撥款，於

2016年3月推行為期兩年的「在社區精神康復

服務單位推行朋輩支援服務先導計劃」，有

11個綜合社區中心的機構負責提供服務，裝

備合適的精神病康復者成為朋輩支援者，為有需要的精神病康復者提供情緒和復元

支援。截至2016年12月底，共有50名全職或兼職的朋輩支援者受聘於綜合社區中心、 

 

陳仙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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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宿舍或職業康復單位提供朋輩支援服務。2017年編列港幣1000萬經費，預計每

年增編800萬元持續提供服務。 

    社會福利署為加強對精神病康復者提供的支援及協助他們盡早融入社區生活，

社署於2010年10月起於全港各區開展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ntergrated  

Comminity Centre for Mental Wellness(ICCMW)， 2010年展開服務，編經費港幣1

億3,500萬元，增加至2018年度超過3億3,000萬元的預算開支。目前設置24站服務據

點，透過一站式及綜合的服務模式，為有需要的精神病康復者、疑視有精神健康問

題的人士、他們的家人或照顧者及居住當區的居民，由非政府機構提供及早預防及

危機管理的一站式和便捷的社區支援及康復服務。 

  

支持︰精神障礙者在康復過程需要四部分的協助，包含；康復者本身、主要照顧

者、精神專業人員及社會人士的支持。康復者有權力參與和自己有關的決定，包括為

個人的復元計畫、服務資源分配和服務策略發展提出意見。家人需要了解、接納和生活

上支持康復者的復元過程。服務提供者與康復者為夥伴關係，其關係建立在最小的專業

為主導，而以共同合作方式，協助其復元之路。朋輩支持(同儕支持)；康復者經由復元

的經驗，提供予其他康復者，影響、鼓勵、支持他們的信心，勇於嚐試邁向復元之路。  

 
台灣現況︰藉由香港社區照顧服務經驗，反思政府應該重視精神障礙者的福祉，

對於社區照顧服務編列經費及人力配置應到位。我珍惜大家賴以生活的美麗寶島台

灣，它為代代子孫安身立命之處所，堅信推動精神障礙者暨家庭工作對整體社會有

其核心價值。高齡浪潮已臨，同樣精神障礙者家庭面對雙老問題，從服務個案中看

見長期照顧服務的缺乏；62歲呂姓中度精神障礙者，因糖尿病多年導致要洗腎，害

怕洗腎過程，會有身體、心理不適，需要有人陪伴與幫助，所以尋求進住養護機構，

發現精神疾病的養護機構一床難求，而一般養護機構每月至少25000元，他負擔不起，

最終居住本會提供夜間社區家園，白天到社區復健中心，由護理師、社工、教保員、

同儕共同支持與協助，滿足個案多重的需求，同時重視個別獨特需要，顧及自立、

自主、自我決擇及生活品質與個人隱私。雖然目前解決問題，但三年後，他無法進

到社區家園及社區復健中心服務體系時，他又該何去何從。 我支持政府長照2.0，

著重在地老化、預防老化、健康老化的觀念，但精神障礙者社區長期照顧服務在哪

裡？在此政策下；安置機構的費用精神障礙者負擔得起嗎？                                

         

4544

香港復元 4.0



44 
 

 
實踐以精神障礙者社區生活為導向服務 

    推動衛生和社會福利工作所提供的服務不應該片段、分離化照護，應該落實以

精神障礙者社區生活為導向服務，才能切和個案真實需求，分擔家屬照顧的壓力。

因此；期待社區生活服務 

一、行動式社區服務︰目前台灣日間型社區復健中心截至 106 年 6 月有 64 家，服務

3,067 人，提供多元活動、職能訓練及社區融合，但僅服務主動到機構的個案。然

而社區仍有許多走不出來的個案，尤其憂鬱症個案，應結合復健機構，提供行動式

到宅服務，評估案主居家鄰近資源，規劃服務處遇，協助從小的生活圈逐步引導進

入大的社交圈，並提供家屬危機介入服務，使家屬有喘息、充權效益。 

二、強化資訊傳達的便利性︰網路無遠弗屆，普及相關精障者醫療、福利、就業等

資訊，使精神障礙者及家屬利用手機功能，方便性、立即性獲得服務路徑輸送，縮

短城鄉差距問題。 

三、建立社區個案管理服務︰由各區域的社會課及衛生所為據點式的服務，因他們

易於掌握、了解該區的精神障礙者相關問題及需要的資源，因此，對嚴重精神病患

者推行個案管理計劃，主動為居住於社區的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個別化、持續性及

深入的服務。須橫向整合村里幹事，宗教、慈善團體，民間機構等、構成線的連結、

並擴展潛在可以提供服務單位，大家攜手合作，落實無縫轉銜服務。 

     照顧精神病患者「是一條堅辛、漫長往前行走之路，政府只要有心、用心就有

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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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丸子；大夥取的暱稱，她非常喜歡這稱

呼，不是因為身材長的圓潤，而是個性開朗，

活潑。多年前乍到圓夢社區復健中心，因為

工作一直不順利，體力，耐力，專注力，學

習能力不好，導致沒有自信心。經由復健的

訓練，開發多元興趣的潛能，參加唱歌，跳

舞，作手工藝活動，更可貴有一份工作，早

上 5-6 點出門做戶外打掃工作(4 小時)，持

續不間斷的努力工作，幾年之後;她下午又

兼另一份大樓清潔工作。 

  小丸子;保持穩定工作的不二法門，規律服藥，

勤奮工作，參與活動，家人、工作人員支持。

她每年非常期待健心盃才藝交流比賽盛會，

因為；可以展現她唱歌，跳舞，演話劇的多

元化才藝，在高雄地區身障團體，慈善團體

辦理園遊會必受邀上台表演，甚至企業辦尾

牙活動，禮聘受邀演出。不僅如此；今年開

始從事全職的工作，受邀到學校分享生病歷

程轉化成功經驗。如今的她，享受生活、活

出精彩人生。 
 
 
 
 
 
 

 
 
 
 

 

 

 

 

在復元的路上，與你同行  

                     作者:旗津女孩 

我來自喜福復健中心，發生車禍後行動不像

以前那樣靈活，自信心也變少許多，幸好身

邊有許多貴人；家人、醫護人員、主任、老

師、學員和朋友在旁幫助和支持，感恩。印

象最深刻的是聖孜老師會放影片激勵我們，

例如：力克胡哲，雖然他行動不方便，卻可

以永不放棄努力戰勝自己，讓自己的生活，

活得精彩有活力。看他的故事後讓我的想法

也跟著改變，想去突破去幫助和我一樣有心

理困擾的病友，於是我參加同儕支持訪視員，

士玲老師帶我們去長庚、崗山生命源，去關

心那裏的學員。于婷老師幫我做很多次芳香

療法與 NLP 大腦轉換思考，讓我的想法和行

為、人際互動進步很多，情緒也穩定，和家

人能和睦相處，能照顧自己，也能照顧家

人。   

假日我會和家人或喜福同學去逛街、看電影。

看”一念無明”這部電影，看完有一點醒悟，

自己能康復家人的支持很重要，媽媽不厭其

煩的照顧我，現在她年紀大換我照顧她，才

知道照顧人很辛苦，感恩媽媽的辛苦。 105

年、106 年我有參加高雄市衛生局舉辦食、

衣、住、行、育樂集點的活動，很高興獲得”

銀牌獎”。這活動幫助我走出戶外，讓我有

更多機會和陌生人互動，也熟悉以前不知道

好玩的景點，達到放鬆、舒壓，朋友們在旁

鼓勵和協助。 

我現在也有和主任、同儕到校園去分享我

的復元經驗，我們到樹人醫專、輔英科大

演講，訓練我們的信心和膽量，讓樹人醫

專的學生、老師可以更了解我們生病及復

元的心路歷程。學生給我很正向的回饋，

不要為昨天的你哭泣，我的進步可以鼓勵

更多人走出來，更多人復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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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