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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精神健康綜合服務中心 
服務宗旨 
為本區提供一站式綜合社區精神健康服
務，推動居民關注身體、情緒、社交、心
靈的全人健康，並設有訓練及活動中心，
為精神康復人士服務。 
服務目標 
- 為精神康復人士提供一站式、綜合化服
務，支援及協助他們融入社區，包括：提
供獨立生活訓練、發展潛能、建立良好支
持網絡、鼓勵持續學習、充實生活、達致
自助及互助。 
- 協助社區內受情緒或精神困擾人士及
其家屬，及早辨識問題及解決，預防惡
化。 
- 提升社區人士對全人健康的認識和關
注，建立接納與共融的社區。 
服務對象 
- 15 歲或以上的精神康復者 

青少年身心導航服務 
於 2001 年 10 月正式展開。目的主要為患

有精神及情緒困擾的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

及早支援，並讓這些青少年能夠在社區內繼

續成長及發展。 

目的 

- 為情緒及精神困擾的青少年提供及早的

援助與康復服務。 

- 協助有精神或情緒困擾的青少年建立積

極及具發展性的生活。 

- 提高社會人士對青少年精神及情緒困擾

的認識及警覺性。 

服務對象 

10-25 歲受『思覺失調』、抑鬱症、焦慮症、

其他情緒或精神困擾影響的青少年。 

 

樂群樓中途宿舍 
目標 
透過有限期的羣體住宿生活，為服務使用者
提供分階段及全面性的復元活動，讓他們得
到所需的生活能力及支援，邁向更優質的社
區生活。 
服務對象 
15 歲以上之精神病康復者，精神狀況穩定，
行動自如，智力正常，無傳染病或不良嗜好 
(如吸毒、酗酒或賭博等)，願意接受康復訓練
及遵守宿舍規則。 
服務內容 
透過有限期的羣體住宿生活，提供復元活動 
• 個案輔導及治療性小組 
• 獨立生活訓練 
• 社交及興趣小組 
• 服藥指導 
• 節日慶祝及康樂活動 

• 家屬活動 

• 離舍後 1-3 個月的過渡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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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就業援助 
培訓及就業服務主為 15 歲或以上的社
區人士及特定對象提供多元化的職業培
訓及就業支援服務，為待業及轉業人士
以及希望不斷進修學習新技能的人士，
提供最新的就業資訊和技術，並透過工
作實習、就業選配、工作轉介和就業輔
導，協助有需要人士重投勞動市場，並
能夠不斷在知識型社會提升職場競爭
力。 
-陽光路上培訓-輔助就業-職場特訓 
-實物援助 

長者服務
自 1982 年開辦長者服務以來，今日，長
者服務現邁向長者護航工程計劃，目的是
要達致全人健康關顧。投放了額外資源，
開拓新服務──綜合健康服務，發展全人
關懷，無論生理、心理和家庭都提供一站
式的支援和照顧。透過跨專業的合作，讓
長者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心理狀況，建
立一個和諧的家庭關係和穩固的社區支
援網絡，繼而發揮潛能，繼續在熟悉的社
區中安享黃金晚年，締造有情有義的環
境。

家屬資源服務中心 
服務對象 
精神病患者的家屬及親友。 
服務簡介 
精神健康諮詢熱線： 2535 4135（由專
業社工及輔導員接聽） 
熱線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下午 2 時至 5 時 
服務內容 
- 諮詢及面談 
- 短期個案輔導 
- 轉介服務 
- 教育性小組及講座 
- 家屬互助小組 
- 影音資料及借用 
- 聯誼活動 
- 「家」點力量！青少年家屬支援計劃 
- 家屬共鳴：藝術體驗計劃 

百合谷餐廳-社會企業 
在香港近年獲政府大力支持，其發展早
獲不少市民的支持及了解。透過營運餐
飲服務，浸信會服務處不但為不少康復
人士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機會以重新
融入社會，還為生活在經濟困難下的社
區人士提供十元優惠晚餐，協助他們紓
緩經濟壓力之餘，亦以提昇就業機會及
建立社區支援網絡為其中目標。 
套餐一份港幣 42 元，約新台幣 175
元，相較外面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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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行的感動與省思 
                              陳仙季  2016.12.22 

於 2015 年 10 月香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帶領著工作人員、康復者及家屬參訪本會，

相互留下深刻印象，而於 2016 年 9 月浸信會

來函邀請參與第六屆全港精神康復者家屬會

議及二岸四地家屬服務工作分享，亦再續前

緣。我們將此行程分享予康復之友聯盟，轉

傳其他會員團體，因此，台灣參訪單位有本

會四名工作人員、康復之友聯盟李麗娟理事

長、高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會陳蕙薰理

事長、王桂菲總幹事、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

黃麗鴦理事長及內湖康復之家陳嘉偉，共 9

人踏上香港之行。 
過程；由ㄧ部微電影「鄰舍」揭開連繫家
屬、延續力量活動的序幕，真人真事的故事，
述說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時，家中成員的恐懼、
悲傷、害怕到勇於面對困境，尋找資源，走
出憂傷，影片對應會議主題家屬的優勢與力
量。然而家屬優勢與力量發展需透過「復元」
的概念；包含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同行之路；
如所謂「家庭復元」。因此；香港推動「朋輩
大使」與「朋輩支援」，前者為家屬之間的扶
助，後者是康復者之間支持。延續上午的專
題演講家屬的優勢及家屬的力量之後，下午
二岸四地分享；我的簡報呼應主題，包括照
顧者的心路歷程、照顧技巧、社會資源等訓
練課程，引導家屬擔任的倡議、充權的角色
等服務方式，從交流中發覺香港與台灣服務
理念相同。 

感動；當日會議，香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

務處淑芬主任安排三位傳譯人員陪同，月明

職能師，翠瓊社工將廣東話翻譯國語，讓我

們沒有語言的障礙，體會到有善環境的重要。

從照顧者分享復元之路過程和漫長艱辛陪伴

的心理轉折，使人動容，談到走出逆境的方

法如打服務專線、尋求社工的協助、參加相

關課程、讓自己成長、有宗教信仰等。此次

朋輩大使頒獎分金銀銅牌予 18 位從事朋輩大

使服務者，大使們為父母、子女、手足等，

經由課程訓練、實習及義務工作三階段培訓，

他們充實專業知識，將其優勢化為力量傳遞

與他人，陪伴、關懷其他精神障礙者家屬，

讓他們照顧之路不孤單，令人感動。參訪中

香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淑芬主任傾囊相

授，讓我們受益非淺，由衷感謝! 

 
 
 

 香港方型踏步運動 
起源於日本，玩法簡單易明。於日本、
香港及世界多個國家廣受歡迎。浸信會
愛羣社會服務處已獲得香港方型踏步的
主辦權。受歡迎的原因，是此項有趣輕
鬆的運動能有效預防長者跌倒。臨床研
究證實方型踏步運動比一般平衡運動更
有效協助長者提昇平衡力。 
方型踏步運動透過向前、向後、向左、
向右和斜行的指定步法鍛鍊雙腳肌肉、
提高平衡力及身體的協調能力，從而預
防跌倒。要運動有成效，持續性是不可
或缺的。導師可以因應學員的能力選擇
適合的步法，在漸進地加入難度較高的
動作；讓學員感到有興趣挑戰不同程度
的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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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蕭偉強先

生提到推動「精神健康綜合服務中心」，是

整合性，一站到位的服務方式，精神醫療與

社團建立聯繫、合作、定期會議互動關係，

目前依區人口數設置服務據點，全香港有 26

據點，編預算港幣 2 億 8000 萬元。反觀目前

台灣尚未有一站式服務，且未有精神醫療與

社團建立互動合作的模式。香港大學社會科

學院副院長謝樹基教授談到「家屬優勢」，

分為內在優勢、外在優勢、整體優勢，讓家

屬或照顧者自我覺察自身優勢及如何運用外

在資源，增強相關照顧技能。引發我們思考

在服務家屬中，未來課程訓練如何強化家屬

優勢，而匯聚優勢，結集資源化為一股力量

呢？誠如何國強顧問研究「家屬力量」會有

五個過程從磨合、領悟、探索、重建生活、

惠及社會。然而省思服務家屬中，發現許多

家屬一直陷在照顧過程，消極的、被動的疲

於照顧角色，如何引導他們能夠清楚知道自

己是處於那個階段嗎？又如何突破困境？達

到與康復者同行境域! 

香港在 2016 年 10 月推動發行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券，由專業人員評估身體與生活功能狀

況，核發港幣 3600 元到 8600 元服務券，以

「家居照顧,社區支援」為目標，本著「健康

社區」、「樂享晚年」的理念，協助他們在熟

悉的社區內,有尊嚴地安渡晚年生活, 並支援

護老者,促進家庭關係。台灣目前於 2017 年 6

月始推動長照 2.0，我們推動社區化、在地化

服務模式，ABC 服務方案，但相關教育訓練、

長照法人法、設置辦法、評鑑與管理辦法等

子法尚未就續。期他山之石的香港經驗，為

台灣服務的借鏡？  

 

 

 

 

 

 

 

  本次參加 2016 年第六屆「全港精神康復者

家屬會議」，了解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建立一

個平台，讓精神康復者家屬走出「只是注目

於自己家中的康復者」的困境，讓家屬在同

行的幾百位家屬中，一起積極正面的面對家

人患病後的轉變，學習自身的成長，並互勵

互勉；除此之外透過會議，倡導精神康復照

顧者去表達自身的需要，讓社會大眾對康復

者及其家庭有更多了解和接納。 

     會議中播放二個康復者家庭的微電影，

感受到影片中的康復者，從發病、抗拒服藥、

到康復，家人在過程的辛酸，而家屬如何透

過資源的協助，得到支持的力量進而幫助家

人復元，結束後也讓與會的家屬分享自己在

照顧家人的歷程，以及如何透過浸信會愛群

社會服務處的「精神康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

中心」，得到更多的學習和幫助。 

    在參訪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過程中，

更深入了解該會的服務方案和成效，尤其在

服務的內容中，更落實到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目的是為面對情緒或精困擾的青少年及其家

庭提供及早的支持以避免情況化，並讓這些

青少年能夠在社區內持續成長及發展；另外

也參觀他們的社會企業「百合谷餐廰」，正值

中午用餐時段，令人驚訝他們的餐廳是坐滿

了用餐的民眾，看到康復者經過訓練後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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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行的感動與省思 
                              陳仙季  2016.12.22 

於 2015 年 10 月香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帶領著工作人員、康復者及家屬參訪本會，

相互留下深刻印象，而於 2016 年 9 月浸信會

來函邀請參與第六屆全港精神康復者家屬會

議及二岸四地家屬服務工作分享，亦再續前

緣。我們將此行程分享予康復之友聯盟，轉

傳其他會員團體，因此，台灣參訪單位有本

會四名工作人員、康復之友聯盟李麗娟理事

長、高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會陳蕙薰理

事長、王桂菲總幹事、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

黃麗鴦理事長及內湖康復之家陳嘉偉，共 9

人踏上香港之行。 
過程；由ㄧ部微電影「鄰舍」揭開連繫家
屬、延續力量活動的序幕，真人真事的故事，
述說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時，家中成員的恐懼、
悲傷、害怕到勇於面對困境，尋找資源，走
出憂傷，影片對應會議主題家屬的優勢與力
量。然而家屬優勢與力量發展需透過「復元」
的概念；包含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同行之路；
如所謂「家庭復元」。因此；香港推動「朋輩
大使」與「朋輩支援」，前者為家屬之間的扶
助，後者是康復者之間支持。延續上午的專
題演講家屬的優勢及家屬的力量之後，下午
二岸四地分享；我的簡報呼應主題，包括照
顧者的心路歷程、照顧技巧、社會資源等訓
練課程，引導家屬擔任的倡議、充權的角色
等服務方式，從交流中發覺香港與台灣服務
理念相同。 

感動；當日會議，香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

務處淑芬主任安排三位傳譯人員陪同，月明

職能師，翠瓊社工將廣東話翻譯國語，讓我

們沒有語言的障礙，體會到有善環境的重要。

從照顧者分享復元之路過程和漫長艱辛陪伴

的心理轉折，使人動容，談到走出逆境的方

法如打服務專線、尋求社工的協助、參加相

關課程、讓自己成長、有宗教信仰等。此次

朋輩大使頒獎分金銀銅牌予 18 位從事朋輩大

使服務者，大使們為父母、子女、手足等，

經由課程訓練、實習及義務工作三階段培訓，

他們充實專業知識，將其優勢化為力量傳遞

與他人，陪伴、關懷其他精神障礙者家屬，

讓他們照顧之路不孤單，令人感動。參訪中

香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淑芬主任傾囊相

授，讓我們受益非淺，由衷感謝! 

 
 
 

 香港方型踏步運動 
起源於日本，玩法簡單易明。於日本、
香港及世界多個國家廣受歡迎。浸信會
愛羣社會服務處已獲得香港方型踏步的
主辦權。受歡迎的原因，是此項有趣輕
鬆的運動能有效預防長者跌倒。臨床研
究證實方型踏步運動比一般平衡運動更
有效協助長者提昇平衡力。 
方型踏步運動透過向前、向後、向左、
向右和斜行的指定步法鍛鍊雙腳肌肉、
提高平衡力及身體的協調能力，從而預
防跌倒。要運動有成效，持續性是不可
或缺的。導師可以因應學員的能力選擇
適合的步法，在漸進地加入難度較高的
動作；讓學員感到有興趣挑戰不同程度
的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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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蕭偉強先

生提到推動「精神健康綜合服務中心」，是

整合性，一站到位的服務方式，精神醫療與

社團建立聯繫、合作、定期會議互動關係，

目前依區人口數設置服務據點，全香港有 26

據點，編預算港幣 2 億 8000 萬元。反觀目前

台灣尚未有一站式服務，且未有精神醫療與

社團建立互動合作的模式。香港大學社會科

學院副院長謝樹基教授談到「家屬優勢」，

分為內在優勢、外在優勢、整體優勢，讓家

屬或照顧者自我覺察自身優勢及如何運用外

在資源，增強相關照顧技能。引發我們思考

在服務家屬中，未來課程訓練如何強化家屬

優勢，而匯聚優勢，結集資源化為一股力量

呢？誠如何國強顧問研究「家屬力量」會有

五個過程從磨合、領悟、探索、重建生活、

惠及社會。然而省思服務家屬中，發現許多

家屬一直陷在照顧過程，消極的、被動的疲

於照顧角色，如何引導他們能夠清楚知道自

己是處於那個階段嗎？又如何突破困境？達

到與康復者同行境域! 

香港在 2016 年 10 月推動發行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券，由專業人員評估身體與生活功能狀

況，核發港幣 3600 元到 8600 元服務券，以

「家居照顧,社區支援」為目標，本著「健康

社區」、「樂享晚年」的理念，協助他們在熟

悉的社區內,有尊嚴地安渡晚年生活, 並支援

護老者,促進家庭關係。台灣目前於 2017 年 6

月始推動長照 2.0，我們推動社區化、在地化

服務模式，ABC 服務方案，但相關教育訓練、

長照法人法、設置辦法、評鑑與管理辦法等

子法尚未就續。期他山之石的香港經驗，為

台灣服務的借鏡？  

 

 

 

 

 

 

 

  本次參加 2016 年第六屆「全港精神康復者

家屬會議」，了解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建立一

個平台，讓精神康復者家屬走出「只是注目

於自己家中的康復者」的困境，讓家屬在同

行的幾百位家屬中，一起積極正面的面對家

人患病後的轉變，學習自身的成長，並互勵

互勉；除此之外透過會議，倡導精神康復照

顧者去表達自身的需要，讓社會大眾對康復

者及其家庭有更多了解和接納。 

     會議中播放二個康復者家庭的微電影，

感受到影片中的康復者，從發病、抗拒服藥、

到康復，家人在過程的辛酸，而家屬如何透

過資源的協助，得到支持的力量進而幫助家

人復元，結束後也讓與會的家屬分享自己在

照顧家人的歷程，以及如何透過浸信會愛群

社會服務處的「精神康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

中心」，得到更多的學習和幫助。 

    在參訪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過程中，

更深入了解該會的服務方案和成效，尤其在

服務的內容中，更落實到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目的是為面對情緒或精困擾的青少年及其家

庭提供及早的支持以避免情況化，並讓這些

青少年能夠在社區內持續成長及發展；另外

也參觀他們的社會企業「百合谷餐廰」，正值

中午用餐時段，令人驚訝他們的餐廳是坐滿

了用餐的民眾，看到康復者經過訓練後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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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能夠勝任這樣的工作內容，同時民眾也

很能接納他們的服務；另外也有為社區人士、

精神困擾者或家屬設立的「聽你講、陪你撐」

的精神健康諮詢熱線，擴大提供給需要的

人。 

    本次的參訪讓人有許多的收穫，並看到

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不只照顧精神康復者

和家屬，更做到全人的服務，在社區中也成

立長者日間照顧中心，也值得未來台灣的推

動長照計畫做參考，同時也省思未來在精神

復元的工作上，可以參考他們的成功模式，

融入在協助精神康復者及家屬的服務中。 

 

 
 
 

香港知性與感性參訪之旅程 
許素雯 2016.12.22 

此次大型會議特別以家屬為主軸，探討精神
康復者家屬的需要及角色，整合家屬獨特的
經驗，凝聚同路人的經驗，發揮家屬之互助、
自助能力，迎接面前種種挑戰。在會議開始
前認識了幾個由家屬組成的團體:香港家連家
精神健康倡導協會周萬長主席、香港精神健
康協會羅錦泉主席，接待我們機構參訪的浸
信會精神康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陳淑芬
主任、林翠琼社工。能夠看到香港由家屬組
成的團體如此蓬勃發展，也實際帶領著照顧
者成長，發展各種服務模式，走出各種復元
的希望之路，真的感到佩服其用心及組織的
力量凝聚之重要。 
   這次會議【專題演講 I-家屬的優勢】，學
者從學術研究分享照顧者的優勢力量，香港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謝樹基教授分享，
讓我們認識照顧的內在優勢/外在優勢/集體
優勢力量，運用優勢力量幫助家屬在照顧精

神康復者復元歷程中，更有力量，不孤單。 
  【專題演講 II-家屬力量.連漪效應】，由浸
信會愛群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 家屬代表上
台侃侃侃而談分享其照顧心路歷程，他們能
夠從憂愁擔憂的心情，轉化成自助與助人的
力量，靠的是浸信會提供支持互助團體，定
期持續性的“朋輩大使”訓練，從家屬的經
驗出發，在服務同樣是家屬的照顧者，更能
夠貼近期心境與知道現階段的需要與提供適
時的服務。藉由家屬互助團讓家屬朋友有力
量，可以幫助同路人家屬，的確是符合大會
主題“連繫家屬 延展力量。 
    在會議中也觀賞了一部很貼近精神康
復者照顧經驗的影片:鄰舍。敘述精神康復者
剛生病時的精神狀況，家屬對於治療的徬徨
無助，家中兒童自責以為是自己不乖讓媽媽
生病住院了；還有家中已經有一位兒子生病，
又發現小女兒開始出現不想上學，怕同學欺
負，想要自殺的狀況，身為父母的心又再次
受到打擊，該如何面對呢?家屬觀念正確積極
孩子就醫，正向的復元態度，孩子很快的病
情穩定想回到學校上學，看見希望，有信心
往前走。生病的康復者也有夢想，可以實現
嗎?是的，康復者也可以有自己的夢想，也可
以踏上尋夢之路，例如:工作、讀書、與家人
在一起。在影片中，孩子好起來想到台灣讀
書，台灣真的是好地方，有希望的地方。媽
媽也很支持，爸爸也跟著支持，全家人都支
持，這樣正向力量的動力，讓孩子可以真正
追尋自己的夢想，也是許多康復者的夢想-作
自己想作的事情。   
機構參訪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0 日這兩
天，開始展開香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相
關服務部門。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於
1978 年由香港浸信會聯會，授權香港浸會大
學(前稱為香港浸會學院)籌辦，並於 1982 年
成立，正式投入服務。初期為灣仔及港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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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化社區服務，經過接近三十年的不
斷發展，以迎合社會轉變之需要，服務地區
已擴展至荃灣、葵涌、青衣、長沙灣、旺角、
佐敦、彩虹、沙田及大埔區。服務包括兒童
及青少年服務、綜合家庭服務、幼兒學校、
長者綜合服務、精神健康綜合服務、臨床心
理及輔導服務、綜合就業培訓、餐飲服務、
關愛鈴平安鐘等，服務對象年齡包括 2 歲的
幼兒到 90 歲以上的長者。 
     其服務是非常完整的涵蓋不同年齡階
段:兒童、青少年、成人、長者，對象除了受
照顧者本身，也將家庭納入，所以康復者、
照顧者、康復者家人、朋友、一般民眾，都
是服務的對象。對於精神康復的相關服務部
門及計劃，主要有幾個單位: 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職業治療及日間訓練服務、職業復
康服務、中途宿舍服務及輔助宿舍服務、青
少年身心導航服務、Stand By U 結伴成長計
劃、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照顧者朋輩大使、
朋輩支援服務、生命樹義工計劃、「樂天
Buddies」兒童精神健康計畫。「樂天 Buddies」
兒童精神健康計畫 是由一個跨專業團隊組
成，包括社工、臨床心理學家、輔導員及藝
術治療師，為有需要兒童提供多元化服務及
訓練，以提升他們的精神素質及情緒管理能
力。也為家長、專業人士或公眾舉辦各式教
育活動，推動各界協力幫助孩子們積極面對
挑戰。 服務；1. 調查．研究 2.. 辨識．防護
3. 情緒管理訓練以經科學驗證的「認知行為
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及「接納與承諾治療」（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的理論為基礎，
並結合故事治療與藝術元素，讓有需要的兒
童從具趣味的小班課堂中，輕鬆學習情緒管
理及價值取向技巧，從而提升心理承受力及
實踐目標之動力。這亦有助舒緩家長及教師
的管教壓力。4. 公共教育 5. 藝術治療 6. 臨
床心理及家庭輔導為有早期受情緒困擾、焦

慮或抑鬱跡象的兒童及其家人，及早配對適
切的臨床治療服務，包括心理評估及診斷、
治療及訓練、輔導、轉介及支援服務等。 
7. 遊戲治療；經過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培訓的
資深社工提供，讓兒童透過接納、安全的遊
戲空間抒發情緒、發掘自我和重整困擾經歷，
從而促進健康心理成長。 
     透過實地參觀及工作人員分享服務經
驗，對於精神康復的相關服務部門及計劃，
建構的非常完整，政府也投入相當龐大的經
費支持各項服務，讓服務機構有實質的經費
可以辦理各項訓練及定期辦理各項培訓團體，
並且將學者、康復者、家屬、民眾，都納入
精神健康服務計劃中，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找
到對應的單位，找到需要的資源。很特別的
是接受服務的康復者有一半以上是自己尋求
協助，可見資源在哪裡對香港民眾不陌生，
他們有非常完整的轉介制度，與資相關資源
的諮詢電話，拿起電話就可以找到想要的資
源，不用到處碰壁取，反觀台灣的狀況是康
復者、照顧者，在資源的認識與使用上是較
缺乏完整的管道，常常讓他們找不到需要的
資源，在主動求助時也往往遇到在醫療系統
內的工作人員對於社區資源不清楚，無法提
供需要的服務。 

 

 

 

 
 
第一天早上全港精神康復者家屬會議在欣賞

微電影當中，媽媽在接小孩下課途中媽媽突

然出現怪異行為，使得小孩好尷尬。回家之

後告知父親，以後不要讓媽媽來接我，但父

親並無太多回應，但卻在隔天媽媽病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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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能夠勝任這樣的工作內容，同時民眾也

很能接納他們的服務；另外也有為社區人士、

精神困擾者或家屬設立的「聽你講、陪你撐」

的精神健康諮詢熱線，擴大提供給需要的

人。 

    本次的參訪讓人有許多的收穫，並看到

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不只照顧精神康復者

和家屬，更做到全人的服務，在社區中也成

立長者日間照顧中心，也值得未來台灣的推

動長照計畫做參考，同時也省思未來在精神

復元的工作上，可以參考他們的成功模式，

融入在協助精神康復者及家屬的服務中。 

 

 
 
 

香港知性與感性參訪之旅程 
許素雯 2016.12.22 

此次大型會議特別以家屬為主軸，探討精神
康復者家屬的需要及角色，整合家屬獨特的
經驗，凝聚同路人的經驗，發揮家屬之互助、
自助能力，迎接面前種種挑戰。在會議開始
前認識了幾個由家屬組成的團體:香港家連家
精神健康倡導協會周萬長主席、香港精神健
康協會羅錦泉主席，接待我們機構參訪的浸
信會精神康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陳淑芬
主任、林翠琼社工。能夠看到香港由家屬組
成的團體如此蓬勃發展，也實際帶領著照顧
者成長，發展各種服務模式，走出各種復元
的希望之路，真的感到佩服其用心及組織的
力量凝聚之重要。 
   這次會議【專題演講 I-家屬的優勢】，學
者從學術研究分享照顧者的優勢力量，香港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謝樹基教授分享，
讓我們認識照顧的內在優勢/外在優勢/集體
優勢力量，運用優勢力量幫助家屬在照顧精

神康復者復元歷程中，更有力量，不孤單。 
  【專題演講 II-家屬力量.連漪效應】，由浸
信會愛群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 家屬代表上
台侃侃侃而談分享其照顧心路歷程，他們能
夠從憂愁擔憂的心情，轉化成自助與助人的
力量，靠的是浸信會提供支持互助團體，定
期持續性的“朋輩大使”訓練，從家屬的經
驗出發，在服務同樣是家屬的照顧者，更能
夠貼近期心境與知道現階段的需要與提供適
時的服務。藉由家屬互助團讓家屬朋友有力
量，可以幫助同路人家屬，的確是符合大會
主題“連繫家屬 延展力量。 
    在會議中也觀賞了一部很貼近精神康
復者照顧經驗的影片:鄰舍。敘述精神康復者
剛生病時的精神狀況，家屬對於治療的徬徨
無助，家中兒童自責以為是自己不乖讓媽媽
生病住院了；還有家中已經有一位兒子生病，
又發現小女兒開始出現不想上學，怕同學欺
負，想要自殺的狀況，身為父母的心又再次
受到打擊，該如何面對呢?家屬觀念正確積極
孩子就醫，正向的復元態度，孩子很快的病
情穩定想回到學校上學，看見希望，有信心
往前走。生病的康復者也有夢想，可以實現
嗎?是的，康復者也可以有自己的夢想，也可
以踏上尋夢之路，例如:工作、讀書、與家人
在一起。在影片中，孩子好起來想到台灣讀
書，台灣真的是好地方，有希望的地方。媽
媽也很支持，爸爸也跟著支持，全家人都支
持，這樣正向力量的動力，讓孩子可以真正
追尋自己的夢想，也是許多康復者的夢想-作
自己想作的事情。   
機構參訪 
    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0 日這兩
天，開始展開香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相
關服務部門。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於
1978 年由香港浸信會聯會，授權香港浸會大
學(前稱為香港浸會學院)籌辦，並於 1982 年
成立，正式投入服務。初期為灣仔及港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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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化社區服務，經過接近三十年的不
斷發展，以迎合社會轉變之需要，服務地區
已擴展至荃灣、葵涌、青衣、長沙灣、旺角、
佐敦、彩虹、沙田及大埔區。服務包括兒童
及青少年服務、綜合家庭服務、幼兒學校、
長者綜合服務、精神健康綜合服務、臨床心
理及輔導服務、綜合就業培訓、餐飲服務、
關愛鈴平安鐘等，服務對象年齡包括 2 歲的
幼兒到 90 歲以上的長者。 
     其服務是非常完整的涵蓋不同年齡階
段:兒童、青少年、成人、長者，對象除了受
照顧者本身，也將家庭納入，所以康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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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非常完整的轉介制度，與資相關資源
的諮詢電話，拿起電話就可以找到想要的資
源，不用到處碰壁取，反觀台灣的狀況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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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早上全港精神康復者家屬會議在欣賞

微電影當中，媽媽在接小孩下課途中媽媽突

然出現怪異行為，使得小孩好尷尬。回家之

後告知父親，以後不要讓媽媽來接我，但父

親並無太多回應，但卻在隔天媽媽病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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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住院。在孩子與父親的對話中其中一句

話讓我印象最深刻，孩子問~爸爸是不是我做

錯了什麼媽媽才會生病住院~當時我的心好

酸好酸，因為看到兒子和爸爸無助的神情及

無力的身心靈，卻無從求助。 

在下午的會議工作坊看到香港、澳門、廣州、

台灣各地的單位為著我們的康復者家屬及康

復者的需要所努力，面對家人患病，從不願

意承認、接受、適應到實際照顧溝通，讓家

屬知道他並非一個人，是可以透過各單位來

尋求協助。這當中經歷了多少的努力、改變

以及跟相關政府反映，才慢慢有些許的改善，

更盼望透過此次的會議及兩岸四的交流，期

許能夠為家屬及康復者有更多的幫助，相信

不要放棄一定會有出路。 

第二天參訪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此單位

是以一站式的全面服務，從兒童青少年期一

直到老人全方面的照顧及安置，最特別的是

有一個思維發展學院，透過提供多元化以復

元為主題安排的各類課程，當中有復元經驗

的同路人、朋輩支援工作員、社工、專業人

士等等相互的支持及資源共享，讓精神康復

者知道復元路途不一定順利，並且可能充滿

挑戰，但抱持著堅持和希望，一定能走出屬

於自己的旅程。 

第三天參訪陳德生長者鄰舍中心，因著社會

的轉變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長者透過此中心

專業適切的服務，讓長者們了解自己也是可

以被需要被了解，並發揮自己的內外在優勢，

當中有綜合健康護理服務，隱蔽長者服務，

愛羣學院，香港踏步運動……等等活動鼓勵長

者多參與社區活動，正面思考擁有積極和有

意義的人生。其中最不同的是方型踏步運動，

它是一個肢體、眼睛、腦部、肌肉全身的運

動，透過輕鬆的運動,能有效提昇平衡力，預

防跌倒，亦有助提升長者的短期及長期記憶，

更能幫助長者之間的互動回歸人與人之間的

熱情及互動。 

最終結束 4 天第六屆全港精神康復者家屬會

議暨匯聚智慧二岸四地服務工作坊及機構參

訪活動，讓每一位伙伴更清楚明白康復者家

屬及康復者的優勢、能耐、資源和抗逆力，

集合內在優勢，外在優勢，集體優勢，讓復

元之路不再是夢想，並且學習我們所沒有的，

可透過照顧者朋輩大使及朋輩支援服務並非

單一方面，而是透過共同發展支持，互助互

動，才能真實的幫助到康復者家屬及康復者。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學習及改進~~~~ 

※我們因相同而連結，我們因相異而成長 

參訪建議 

ㄧ、台灣精神照護系統能夠成立”家屬資源

及服務中心”，為精神康復者家屬提供適切

的輔助，可以促進家屬本身之精神健康，加

強家屬照顧康復者之知識、技巧及能力，促

進家屬間的互助，發展”照顧者朋輩大使”，

也可以陪伴其他照顧者，來聯繫家屬，延展

家屬力量。 

二、推展一站式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讓

精神康復者的服務是有連續性與可近性，不

用到不同的單位找各種不同的服務，增加其

接受康復訓練的便利性。 

三、希望能由政府補助經費，協助相關單位

推展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青少年身心導航

服務、Stand By U 結伴成長計劃、照顧者朋

輩大使、朋輩支援服務、生命樹義工計劃、「樂

天 Buddies」兒童精神健康計畫，讓服務向

下紮根，向外拓展，建構更完整的精神健康

照護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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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生精神康復會

                                                                       參訪時間：2016 年 1 月 27 日                                               

    
新生精神康復會原稱「新生互助會」，由劉曼

華醫生與一群精神病康復者於 1959 年創

辦。 

使命 
本著從心關顧與尊重、勇於創新、持續追求

卓越及恪守專業精神，本會致力開拓及提供

以人為本、以復元為導向及以實證為基礎的

優質社區精神健康服務。 

 服務 
住宿服務、職業康復服務、家庭服務、朋輩

支援服務、社會企業、精神健康推廣與預防

等。 

 

 

 

 

 

 

 

 

 

 

 

   
 
 
 
 
 
 
 

 
 

 
香港利民會 
  參訪時間：2016 年 11 月 23 日 

利民會於一九八四年在香港成立，為一間非

牟利社會服務機構。利民會為國際利民會連

繫會員機構。國際利民會總部設於英國，乃

一世界性之連繫網絡。由分佈世界各地、抱

有推動精神健康、社區照顧等共同目標之非

牟利機構組成。亦是利民會亞太論壇之成員。 

該論壇於一九九一年成立，主旨在增強澳洲、

紐西蘭、印度、香港及澳門等利民會之間的

學術及經驗交流。 

服務 
住宿服務、綜合職業復康服務、家屬支援服

務、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服務、農莊計畫、中

國社會服務發展計畫等。 

 

                                               
  

 

                                               
 

            

 

 

 

團體活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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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者獨立生活教育團體                                                
 活動時間：105 年 4 月 1 日- 105 年 07 月
30 日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暨家庭署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精神障礙者增強權能團體 
活動時間：105 年 5 月 4 日-105 年 10 月 27
日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暨家庭署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服務成果               
 
 

 
 
 

服務成果 

 人數/人次 

男 9 

女 6 

總服務量 180 

 
 
 
 
 
 
 
 
 
 
 
 
 
 
 
 
 
 
 
 
 

問題解決

優點評量 

探討工作價值

活動團體                     
社團法人高雄市心理復健協會-2016

 

 人數/人次 

男 7 

女 8 

總服務量 198 

 

   

改變卡

工作搜尋管道分享 

履歷撰寫練習 

 

本會是由一群精神障礙者家屬所成立的人民組織，本著為服務精神障礙者為宗旨。除家屬間

相互扶持、關懷外，並為精神障礙者提供就醫、就業、就學、就養、社區復健、社區照顧，

權益與福利倡導等服務。成立喜愛工坊為協助精神障礙者獨立自主，不成為他人的負擔，因

此訓練學員手工藝技能，教導身障者製作手工香皂、手工餅乾，手工藝品；主要目的是訓練

身障者習得一技之長、並提供平台，有機會讓社會大眾了解精神障礙者只要有適當的支持、

接納、關懷與機會亦能展現潛力，自力生活，自食其力，減少對家庭、社會的依賴。 

    手工香皂產品 
 

 

 

 

手工鳳梨酥產品 

 

 

 

 

  

 

手工餅乾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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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者獨立生活教育團體                                                
 活動時間：105 年 4 月 1 日- 105 年 07 月
30 日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暨家庭署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精神障礙者增強權能團體 
活動時間：105 年 5 月 4 日-105 年 10 月 27
日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暨家庭署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服務成果               
 
 

 
 
 

服務成果 

 人數/人次 

男 9 

女 6 

總服務量 180 

 
 
 
 
 
 
 
 
 
 
 
 
 
 
 
 
 
 
 
 
 

問題解決

優點評量 

探討工作價值

活動團體                     
社團法人高雄市心理復健協會-2016

 

 人數/人次 

男 7 

女 8 

總服務量 198 

 

   

改變卡

工作搜尋管道分享 

履歷撰寫練習 

 

本會是由一群精神障礙者家屬所成立的人民組織，本著為服務精神障礙者為宗旨。除家屬間

相互扶持、關懷外，並為精神障礙者提供就醫、就業、就學、就養、社區復健、社區照顧，

權益與福利倡導等服務。成立喜愛工坊為協助精神障礙者獨立自主，不成為他人的負擔，因

此訓練學員手工藝技能，教導身障者製作手工香皂、手工餅乾，手工藝品；主要目的是訓練

身障者習得一技之長、並提供平台，有機會讓社會大眾了解精神障礙者只要有適當的支持、

接納、關懷與機會亦能展現潛力，自力生活，自食其力，減少對家庭、社會的依賴。 

    手工香皂產品 
 

 

 

 

手工鳳梨酥產品 

 

 

 

 

  

 

手工餅乾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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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年來承蒙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本會得以提供多元化、專業化的社會服務
工作，您的愛心與關心，更有助於本會未來為精神障礙者延續與拓展新服務，

請繼續支持本會。 

                                                
姓名/單位 金額 姓名/單位 金額 姓名/單位 金額 

王秀蓮  3,000  呂進財 135,500  陳秀琴 3,000 

王雅萱  16,000  財團法人全聯慶

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  

180,000  朱筱鳳 2,000 

何麗秋  12,000  陳振發 60,000 朱執檝 1,000 

吳畿雄  7,800  高雄市身心障礙

團體聯會總會  

20,000  中華能量創

意養生學會 

400 

呂芳玉  5,000  陳素慧  1,000  陳玉英 2,000 

三立營造有
限公司 

1,200 陳靜慧  500  陳高英 1,000 

宋明隆  500  陳願暉  11,300  朱建銘 500 

巫昭賢  1,000  善心人士  3,000  陳亦祺 1,500 

李佩蓉  100  曾雅雯  9,000  耿仕榮 1,500 

林明宏  1,000  黃世杰  6,000  陳美珍 10,000 

林昕儀  3,000  黃守玄  10,800  林莛萱 2,000 

林貴鳳  12,000  黃來旺、黃世杰 22,000  林卉齡 300 

唐賜順  1,000  黃冠禎  3,000  王韻凌 1,000 

書台群  12,000  葉季明  4,500  侯冠郡 3,000 

康菁容  6,400  百岳登山體育用

品公司 

1,152 王奉權 2,000 

張君瑜  5,700  董玫蓉  1,000  吳淑容 600 

張芷菁  500  劉亦哲  7,200  李麗玉 1,000 

張淑雅  500  劉宜鈞  500  廖淑幸 1200 

張毓仁  12,000  蔡俊傑  6,700  李美珍 500 

曹士菁  1,000  蔡振明  5,400  陳秋燕 1,000 

許倉豐  14,300  蕭秀鳳  10,200  戴珮綸 1,000 

陳秀玉  21,000  薛玉雯  1,000  陳沛慈 2,000 

陳佩吟  500  謝爾峰  11,300  古家溱 100 

陳佳杏  12,000  簡鈺樺  6,000  王桂菲 2,000 

陳怡伶  3,200  蘇國禎  2,000  鄭麗芬 2,000 

善心人士 36,000 林啟星 6,000 曾月華 10,000 

呂添福 600 林益田 1,020 蔡岳呈 18,000 

蔡尚運 700 陳佩瑩 100 蕭秀鳳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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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翠珍 4,000 莊祺水 100 林志勳 15,000 

莊仙仙 100 陳子洋 200 簡永鈞 300 

郭月娥 500 林簡秀鑾 100 陳采奕 100 

黃裕智 500 陳子紘 200   

捐物收入 

姓名/單位 物品 姓名/單位 物品 

賴富彬 福斯 9 人座中古車 鳳山參雲宮 白米 60 包 

太師傅公司 便當 250 份 黃裕雄 物資 50 份 

慈心會 物資 45 份 慈恩慈善會 飲水機、手提音響、

桌子 1 張 

 

服務聯絡電話與地址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協會辦公室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456 號 5 樓 O7-3381771 07-3381785 

圓夢社區復健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路 123 號 1-2 樓 07-7439321 07-7470138 

喜福社區復健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456 號 5 樓 07-3388820 07-3381785 

圓心工作坊 高雄市左營區明潭路 110 巷 2 弄 15 號 07-5887776 07-5880029 

喜愛家園 高雄市鳳山區文雅街 12 號 07-7455270 07-7470138 

臻愛家園 高雄市鳳山王生明路 123 號 6 樓 07-7437529 07-7470138 

慈愛家園 高雄市前鎮區大禹街 38 之 1 號 3 樓 07-3316926 07-338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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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年來承蒙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本會得以提供多元化、專業化的社會服務
工作，您的愛心與關心，更有助於本會未來為精神障礙者延續與拓展新服務，

請繼續支持本會。 

                                                
姓名/單位 金額 姓名/單位 金額 姓名/單位 金額 

王秀蓮  3,000  呂進財 135,500  陳秀琴 3,000 

王雅萱  16,000  財團法人全聯慶

祥慈善事業基金

會  

180,000  朱筱鳳 2,000 

何麗秋  12,000  陳振發 60,000 朱執檝 1,000 

吳畿雄  7,800  高雄市身心障礙

團體聯會總會  

20,000  中華能量創

意養生學會 

400 

呂芳玉  5,000  陳素慧  1,000  陳玉英 2,000 

三立營造有
限公司 

1,200 陳靜慧  500  陳高英 1,000 

宋明隆  500  陳願暉  11,300  朱建銘 500 

巫昭賢  1,000  善心人士  3,000  陳亦祺 1,500 

李佩蓉  100  曾雅雯  9,000  耿仕榮 1,500 

林明宏  1,000  黃世杰  6,000  陳美珍 10,000 

林昕儀  3,000  黃守玄  10,800  林莛萱 2,000 

林貴鳳  12,000  黃來旺、黃世杰 22,000  林卉齡 300 

唐賜順  1,000  黃冠禎  3,000  王韻凌 1,000 

書台群  12,000  葉季明  4,500  侯冠郡 3,000 

康菁容  6,400  百岳登山體育用

品公司 

1,152 王奉權 2,000 

張君瑜  5,700  董玫蓉  1,000  吳淑容 600 

張芷菁  500  劉亦哲  7,200  李麗玉 1,000 

張淑雅  500  劉宜鈞  500  廖淑幸 1200 

張毓仁  12,000  蔡俊傑  6,700  李美珍 500 

曹士菁  1,000  蔡振明  5,400  陳秋燕 1,000 

許倉豐  14,300  蕭秀鳳  10,200  戴珮綸 1,000 

陳秀玉  21,000  薛玉雯  1,000  陳沛慈 2,000 

陳佩吟  500  謝爾峰  11,300  古家溱 100 

陳佳杏  12,000  簡鈺樺  6,000  王桂菲 2,000 

陳怡伶  3,200  蘇國禎  2,000  鄭麗芬 2,000 

善心人士 36,000 林啟星 6,000 曾月華 10,000 

呂添福 600 林益田 1,020 蔡岳呈 18,000 

蔡尚運 700 陳佩瑩 100 蕭秀鳳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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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翠珍 4,000 莊祺水 100 林志勳 15,000 

莊仙仙 100 陳子洋 200 簡永鈞 300 

郭月娥 500 林簡秀鑾 100 陳采奕 100 

黃裕智 500 陳子紘 200   

捐物收入 

姓名/單位 物品 姓名/單位 物品 

賴富彬 福斯 9 人座中古車 鳳山參雲宮 白米 60 包 

太師傅公司 便當 250 份 黃裕雄 物資 50 份 

慈心會 物資 45 份 慈恩慈善會 飲水機、手提音響、

桌子 1 張 

 

服務聯絡電話與地址 

服務單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協會辦公室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456 號 5 樓 O7-3381771 07-3381785 

圓夢社區復健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路 123 號 1-2 樓 07-7439321 07-7470138 

喜福社區復健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456 號 5 樓 07-3388820 07-3381785 

圓心工作坊 高雄市左營區明潭路 110 巷 2 弄 15 號 07-5887776 07-5880029 

喜愛家園 高雄市鳳山區文雅街 12 號 07-7455270 07-7470138 

臻愛家園 高雄市鳳山王生明路 123 號 6 樓 07-7437529 07-7470138 

慈愛家園 高雄市前鎮區大禹街 38 之 1 號 3 樓 07-3316926 07-338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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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社會大眾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41812062 

 

銀行捐款帳戶：台灣企銀前鎮分行 

帳號︰85312019766 

戶名︰社團法人高雄市心理復健協會 

  

 

捐款訊息 

   98-04-43-04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收
款
帳
號

4 1 8 1 2 0 6 2 
金額 

阿拉伯 

數  字 

億 仟萬佰萬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收款帳號戶名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善心捐款 

                    元 

 □入會費 200 元 

 □年費 500 元 

 備註： 

收款  

戶名 
社團法人高雄市心理復健協會 

   寄  款  人   □他人存款    □本戶存款 

姓 

名 
 主管: 

 

 

 

 

 
 
經辦局收款戳 

存款金額 
地 
 
 
址 

 

電腦記錄 
電
話 

 

  

經辦局數款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