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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夢社區復健中心 

 

烹飪與烘焙 

藉由中午的餐食準備的

訓練，加強學員烹飪相關

技巧，及二周一次的餅

乾、點心製作，依其能力

進行工作分配，並至市

場、賣場購物，學習社區

生活技能，，強化獨立生

活能力。 

 

實踐復元概念 

107 年培力 5 位學員參與復元

課程，之後有三位學員成為

「復元甜心」至校園、電台、

社區宣導之外，提供同儕關懷

服務，使之學員獲得成就與自

信，落實在生活中及工作中，

活出精采生命。 

社區參與、資源連結 

結合社區資源網絡，落實個案

管理，提供精障者整體性、長

期性的社區式照顧。安排全國

性鳳凰盃運動會：如今年地點

花蓮市，規劃 3 天的行程，使

學員藉運動聯誼、交流及旅

遊。連結社政、衛政、勞政與

身障團體、慈善團體等資源，

促進其社區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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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社區復健中心的設置目的與執行復健

訓練的精神，仍期望學員能達到一定

程度的復健功效。加強精神病患之殘

餘功能，學習日常生活技巧，以期達

到個案獨立自我照顧能力，自行處理

日常生活問題，減少對家人與其他人

的依賴，著重醫療、維持症狀穩定及

社會參與過著有意義的生活。 

 

 

 

圓夢社區復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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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喜福社區復健中心』自民國 101 年

成立至今，穩定的邁入第七年。我們

藉由提供多元復健治療活動，透過實

際參與與情境練習，提升整體功能，

協助逐步適應社會生活，主要復健策

略與目的:1.增進日常生活處理能力，

協助其獨立自主的生活。2.提升社交

技巧能力，融入家庭及社會。3.增進

心理重建能力，促進疾病健康照顧能

力。 

4.培養工作態度及工作能力，重返工

作職場。5.拓展社區資源運用機會與

能力，幫助回歸社會。6.培養優勢能

力，拓展新角色，重建個人價值與自

信。7.提升照顧者照顧技巧與紓壓活

動，減輕照顧者負擔。 

    在喜福參加復健訓練的學員們，

每一個人用自己的優勢，規劃著自己

的未來。例如:病情穩定不再住院、回

到家裡照顧家人、重回學校讀書、完

成職業訓練找到工作、到學校分享生

命經歷、擔任同儕支持訪視員幫助更

多家庭、參加戲劇表演發展多元才

藝。 

 

【白天不知道做什麼好、想要病情穩定、認識朋友、想學習自我照

顧、參加工作訓練、轉介職業訓練、休閒才藝活動】歡迎加入我

們!!週一到週五整天(8:30-16:00)，星期六上午 8:30-12:00)，有工

作訓練或職能復健活動，個別會談心理輔導。您可以在這裡重新新出

發，找到生活目標，展開豐富精彩的人生。 

 

 

喜福社區復健中心 

提供服務人數 32 人，整體參與服務 8,84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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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社區復健中心 

多元復健訓練服務項目/人次統計 

編號 復健訓練服務項目 人次 

1 職能功能評估 670 

2 獨立生活功能訓練

團體 

1872 

3 社會功能訓練團體 693 

4 心理重建與醫療團

體 

681 

5 休閒功能訓練團體 571 

6 社區生活適應團體 893  

合計  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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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社區復健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 社工系分享 

多元復健訓練服務項目/人次統計 

編號 復健訓練服務項目 人次 

7 體適能訓練團體 745 

8 職業功能訓練團體 5461 

9 就業轉介與輔導 9 

10 復健資源開發與社

區生活適應訓練 

190 

11 家屬聯誼活動暨充

權課程 

32 

12 社區融合:社區服務

及交流宣導 

1000 

合計  7437 

 
職業功能訓

練團體 

3628 人次 

產業訓練 

清潔工作隊 

烹飪訓練 

 

職能功能評估 

670 人次 

精神狀態 

日常生活功能 

社交/休閒娛樂 

體適能 

職業功能 

 

獨立生活功能

訓練團體 

1872 人次 

烹飪 

交通訓練 

結合社區資源 

職能復健團體 

 

就業轉介與輔導 

9 人 

支持性就業 

職業訓練 

職業輔導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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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服務績效 

 

 

 

 

 

 

 

 

 

 

 

 

 

 

 

支持性就業服務 

熱情、專業
就業服務員 

 本契約 

規定績效 

單位達

成績效 

達成契約

百分比 

新開 

案數 
28 29 100％ 

服務 

人數 
40 43 107.5％ 

推介 

人數 

24 25 104.2％ 

一般性

就業 

人數 

x 5 100％ 

支持性 

就業 

人數 

12-x 20 100％ 

 

成果分析 

在資源連結中，發現衛政資源連

結為最多數，而本會服務之個案

以社區復健中心的個案為多，也

大量連結醫療相關資源。其次為

社政資源的連結，由於康復者多

需要物資之協助，所以今年也連

結了許多相關資源。勞政的資源

裡，職務再設計占大多數，其將

近佔五成的數量，代表有推介成

功之個案大多是有連結職務再設

計資源的。另外在職管派案部

分，也相較於強兩年的數字有很

大的提升（前兩年數字平均一位

就服員只有五人），代表本單位

就服員與職管員的合作互動有增

加的趨勢。 

 

 

106年勞工局評鑑 90.5分，優等，107年不需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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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就業服務 

職 種 人數 百分比 

清潔員 10 40％ 

廚房 2 8％ 

外場服務 1 4％ 

汽車美容 2 8％ 

作業員 6 24％ 

行政 3 12％ 

保全 1 4％ 

合計 25 人 100％ 

 

內容分析 

從職種的整理表格中發現，本年度所

推介成功的工作中，與歷年相似，仍

是以清潔員為最主要的職種，但與其

他職種的佔比分配中，卻明顯減少很

多，之前清潔員的比重大約會到 60%

左右，但今年度有明顯下降。這也與

本年度本單位替特地用心開發行政職

類有顯著關係。 

 

就服員陪同 

個案媒合工作 



24 
 

 

離職

原因 
被裁員 

受傷體力無

法勝任 

人際關 

係問題 
沒興趣 

總計 

數量 1 3 1 5 10 

比例 10.0% 30.0% 10.0% 50.0% 100% 

內容分析: 

離職原因的整理表格中發現，本年所推介成功的工作中，相較於去年以人際關係

問題(44.4%)及工作能力無法勝任(33.3%)為主要原因，今年反而是以沒興趣

(50.0%)為主要原因。討論過後，其原因為今年度案主對於自己的職涯規劃有了

更多自己的想法，而這也提醒就服員明年在晤談過程中，可以多加注意的地方。 

 

 

  

支持性就業服務 

就業月數 人數 百分比 

未滿 

一個月 

5 20％ 

1-3 個月 2 8％ 

3-6 個月 14 56％ 

6 個月以

上 

4 16％ 

持續 

就業中 
12 48％ 

 

內容分析從就業資料表格中發現，本年度

所推介成功的工作中，目前仍持續就業者

佔將近 5 成，也代表也有很高的穩九比

率。而在整體的就業月數中，以工作 3~6

個月為大宗，佔了 56%，經分析後，與案

主個人特質有很大關係，其中能規律來社

區復健中心，且案家較支持的康復者，皆

能表現出較穩定的工作表現；其服務的穩

定度，與社區復健中心社工的評估相當一

致，因此在服務過程中，仍建議連結社區

復健中心之專業評估。至於未滿三個月之

個案，大多是第一次就業或第一次接受就

服員協助，所以對於職場的適應度較低，

但若持續的與以生活復健，相信明年度會

有更佳的就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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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一) 在一般住宅社區中規劃居家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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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能穩定融入

社區生活。 

(二) 協助精神障礙者能在適度的協助下獨力

完成生活事務，增強精神障礙者之自

立生活及社區適應和社區參與能力。 

 

社區居住與生活 

服務單位： 

喜愛家園 5 人（男性）慈愛家園 3 人（男性） 

臻愛家園 6 人（女性） 

服務內容： 

社會支持、健康管理、休閒與社區參與、日間

資源連結、權益與福利維護。 

服務成效 

住民 A 

協助個人工作室能穩定維持。 

成效 1.住民的情緒能透會談過和支持後，改善

其情緒和生活上的壓力。 

2.住民在指導財務管理技巧之下，能有效地控

制支出的內容，每月能收支平衡，有時會有些

盈餘。 

3.住民的工作室已成立至 107 年已達 2 年。 

住民 B 
協助穩定就業 

成效 1.住民在經過就服員的支持後，已能穩定

從事半天的清潔工作。 

2.住民目前工作已維持 6 個月，比前一個工作期

間長，且收入也能維持現有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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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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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住與生活 

住民 C 

協助住民能去工作的動力 

成效住民在經過支持之下，能在日照中心

擔心助手的工作，因工作內容不會太複

雜，住民也能適應和勝任，目前已工作達

3 個月。 

住民 D 

協助住民媒合工作,減輕經濟壓力。 

成效 1.住民經過就服員的媒合之下已能從事

消防大隊的清潔工作，且半天的工作時間也能

讓住民的身體負荷不會大大。 

2.住民從事此項工作有達 3 個月。 

3.協助住民對於工作的壓力和情緒給予支持。 

住民 E 

協助找到一份時間較彈性的工作。 

成效 1.住民在就服員的支持之下提供職務設

計，減緩住民的不適。 

2.並提供住民對於工作問題的解決能力，使

住民能穩定工作。 

3.住民能勝任此項工作，並且工作有達 3 個

月以上。 

住民 F 

協助住民完成職業訓練。 

成效 1.透過協助提供了物資券，讓住民在還

未有職訓津貼之前能維持生活順利參加職

訓。 

2.住民易負面的想法，經過支持和會談有所

改善，並能完成訓練考上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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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精神疾病、老化、經濟問題： 

 服務的住民大部年齡在 45 歲以上，

有些功能開始較退化，住民除了原有

的精神疾病之外，也漸漸產生慢性疾

病如糖尿病、高血壓等問題，如有住

民因末期腎臟病需要持續洗腎，加上

有糖尿病，體力和自我照顧能力開始

減弱，產生在服務上的困難，因此需

協助其後續的轉介和安置。  

（二）工作人員運用優勢觀點啟發住民

能力：透過不同正向角度讓住民們重

新去認識自己的優點，因此除了讓住

民增加知能外，也支持其完成參與職

業訓練、與就服員連結協助媒合適合

之工作，或是去關心同樣生病走不出

家庭的同儕，用自身的康復經驗分享

他人，讓他們覺得對疾病抱持希望，

以及去學校社區、電台分享復元故

事，透過分享後也得到回饋，社會大

眾也對精神疾病有更正向的觀念。 

 案例的分享  齊心合力為你遮風避雨 

  阿璋是自行報名上本會康復者復元課程之個

案，社工發現他的字很工整好看，透過主動接觸

和會談後知道他因疾病關係離家，之後因無錢租

屋，只好以公園為家，雖然曾去找工作，但並不

順利，深入了解後認為阿璋雖有工作動力，但人

際方面仍有些退縮和逃避的想法，且在經濟上只

能依賴每月約 4 千多之補助，經評估後社工提供

關懷訪視服務，並根據其需求提供全聯物資券的補助，讓阿璋在經濟上能有基本

的補充，同時連結協會日間社區復健中心的復健服務，以及社區居住的服務，評

估並安排阿璋順利入住社區家園，讓他不再受吹風淋雨，另外為了幫助他能自力

生活，了解阿璋對烹調有興趣，也希望從事相關工作，再協助他順利參與職訓課

程，目前己順利考取中餐丙級證照，現在正透過就服的資源協助找工作中。 

 更難得的是阿璋也願意去電台做分享，鼓勵精神障礙者走出社區，善用社會資源   

 幫助自己復元得更好。 

  因為看見個案的需要和優勢，透過多元的資源整合，讓個案能力向上提升和看

見未來的希望! 

   

社區居住與生活 

機構至家園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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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從精障者家庭需求出發，依照家屬與服務的接觸點思考服務輸送路徑，透過有系

統開創與連結多元服務，從理念宣導到具體服務，到宅提供精障者家庭社會、心

理、情緒支持、精神疾病與健康管理、資源

挹助、連結與轉介，協助精神障礙家庭問題

與需求的解決，以期增進精神障礙者社會參

與、人際互動關係及維持疾病穩定，減輕主要

照顧者長期照護的負擔及壓力，強化社區對精

障者家庭支持的能量，以協助其邁向雙重老化

狀態後家庭的生活支持基礎。 

 

服務成效：1-12 月訪視有 50 戶，家庭訪視人次共計 335 人次。 

1-12 月到宅訪視及結合社區資源服務成果統計表  

                              服務人次 

提供個案家庭服務項目                     
人次 合計 百分比 

情
緒
支
持 

社
會
心
理 

關心精神障礙者及照顧者近況 335 
509 51.3％ 

情緒支持及壓力調適 174 

健
康
管
理 

輔導按時服藥 84 

148 15％ 家務整理及清潔 30 

運用公共設施促進身心健康 34 

協
助
轉
介 

轉介社區照護服務(包含社區居住) 14 

152 15.3％ 
轉介社區復健服務 22 

轉介社區就業服務 8 

轉介社區經濟服務 108 

社
區
支
持
網
絡 

建
立
精
障
者
家
庭 

鄰里長、村里長、村里幹事 16 

183 18.4％ 

本會家庭聯絡網組織 13 

當地公衛護士 11 

福利服務單位 48 

宗教性慈善團體 95 

合計 992 人次 100％ 

 

 

 

弱勢家庭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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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 

1.家庭支持服務，可以適時協助解決案家問題： 

    藉由主動到宅關懷訪視服務，與案家能增進互信

和良好的互動關係，提供有系統的多元服務內

容，增加精神康復者及家屬的社會、心理、精神

疾病照顧等認知，協助改善家庭所面臨的照顧壓

力、經濟困難、社區參與等問題。 

2.在知識層面，藉由主動到宅訪視服務，與案家能增進互信和良好的互動關係，

連結可近性之社會資源，協助解決案家多重複雜問題，案主能夠在社區穩定生活。

以及提供有系統的多元服務內容，增加精神障礙者及家屬的社會、心理、精神疾

病照顧等認知，協助改善家庭所面臨的照顧壓力、經濟困難、社區參與等問題。 

 

困難： 

部分的個案父母缺乏照顧知識和技巧、但都

是等到真正遇到問題的時候再去面對，認為

精障者照顧是關起門來、不敢讓自己家中的

事讓他人知道。因此在訪視後評估個案精神

狀況穩定者，社工有意提供轉介參觀或參與

社區復健機構之資訊時，個案家屬多以「只

要他在家乖乖的，維持這樣過日子就可以

了」想法，不願意改變現在生活模式，但是當這些家庭主要照顧者無照顧能力或

死亡後，個案未來的安置仍會成為棘手問題，需透過社工與案家共同持續再努力

溝通。 

結論與建議 

對於服務精神障礙者和家庭來說，除了本會長期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服務，也更需

要有其他社會資源的挹注，因此在這段時間積極努力，致力降低精障家庭之病患

反覆發病住院的情形，製作每戶案家連資源連結

表，服務過程案家也非常感謝本會一路陪伴支持

與協助社會資源整合連結，舒緩解決案家困難，

顯見本案充分發揮顯著服務效益。有感於目前政

府對於精神障礙者的照顧仍偏重於醫療資源的

方向，缺乏社區照顧資源的投入和整合，尤其在

國民心理健康和精障長期照顧的經費和政策也

明顯缺乏，本會也期待政府扶助民間共同解決弱勢家庭困境。 

弱勢家庭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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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雲見日 
    我是小宗46歲，回想國中時，曾有癲癇、

幻聽及妄想等症狀，經醫師診斷為思覺失調

症，現在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因為父母親

有傳宗接代傳統觀念，所以，我與前妻（外籍

新娘）在93年結婚，期間因為觀念不合爭吵，最

後在106年協議離婚，育有一對5歲雙胞胎子女，就

讀幼稚園中班，扶養權歸我所有，其中5歲兒子心臟的問題，領有重度身心障礙

手冊，父親退休無業，腳部退化行動不便，母親家管無業，罹患有乳癌、高血

壓，以及胃潰瘍等病症，持續在醫院追蹤治療，弟弟因罹患口腔癌病逝。 

    目前一家五口，均無工作謀生能力，社會局列為低收入戶，房屋是租賃的，

每月主要經濟來源為父母親的老人年金、我與小兒子每月市政府身心障礙生活補

助，勉強維持生計，所幸協會熱心專業的陪伴支持，協助家中連結「全聯慶祥

慈善事業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及「華山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等

資源，定期提供民生物品，暫時紓解家中的經濟困境。 

    但是好景不常，在今年7月中旬因肺部問題及氣喘而緊急住院，病況極不穩

定，醫師宣佈需臥床數月，而且父母年邁，身體欠佳，無法在醫院照顧我，所以

須雇請24小時看護1日2千餘元，依照現行規定僅能向市政府申請每日1200元看

護費用補助，家中無法負擔將近1000元看護差額，導致父母親晚間有失眠狀

況，經過協會連結資源，說明我們家中的狀況，經評估可以協助每日看護差額費

用，才順利度過這次的難關，父母壓力也就沒有這麼大，晚間失眠狀況，才逐漸

改善穩定，9月下旬病情穩定出院後，因個人文筆欠佳，也協請協會社工依照我

們家人意思，商討撰寫感謝函，感謝幫助我善心人士及慈善單位，也非常感謝協

會的幫忙與專業的協助，有您真好。 

附註：個案雖然度過此關卡，但身體隨氣候轉

變導致病況不穩而進出醫院。 

訪視50戶的弱勢家庭雖然接受政府生活津貼

補助，往往僅能維持溫飽，如果遭遇意外事

故、精神疾病不穩定或合併其他身體疾病問

題，適時的協助，使之感受社會的溫情，可以翻

轉家庭的命運。 

 

弱勢家庭支持服務 

協助申請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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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精神疾病管理 
日期 主 題 參與人數 

男性 女性 

04/09 自我介紹 5 12 

04/23 康復策略 7 13 

05/07 精神疾病的實用知識 5 14 

06/07 建立社會支持 6 9 

06/19 
壓力與生理脆弱的治療

策略 
7 13 

07/16 有效服用精神科治療 6 9 

07/23 服用酒精和毒品 7 9 

08/10 減緩精神疾病的復發 10 6 

09/03 壓力因應與放鬆技巧 10 6 

09/17 
困難及持續症狀的應對

之道 
13 8 

10/01 
如何使用精神體系的服

務滿足自己的需求 
10 10 

10/26 健康的生活 11 8 

 合計 97 117 

                                   

                                02 精神疾病管理 
 

 

 

 

 

 

 

 

 

 

 

 

 

 

 

 

家庭培力支持服務 

日期 主 題 男性 女性 

03/09 自我介紹 6 5 

03/16 康復策略 9 3 

04/13 精神疾病的實用知識 7 5 

04/27 建立社會支持 7 5 

05/04 壓力與生理脆弱的治療策略 8 5 

05/11 有效服用精神科治療 7 4 

05/18 服用酒精和毒品 9 6 

06/01 減緩精神疾病的復發 9 7 

06/08 壓力因應與放鬆技巧 8 7 

07/06 困難及持續症狀的應對之道 5 4 

07/20 
如何使用精神體系的服務滿

足自己的需求 
9 4 

08/03 健康的生活 7 7 

  9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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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家庭照顧技巧培力團體                  

 

  

 

  

家庭培力支持服務 

日期 主題 男 女 

11/01 自我介紹 12 6 

11/08 精神疾病成因與症狀 8 4 

11/14 藥物管理與副作用因應 11 10 

11/22 危機預防與處理 8 5 

11/29 就業社區資源運用 14 7 

12/06 就養社區資源運用 10 9 

12/14 精神疾病法規運用 7 8 

12/17 回顧與總結 6 7 

 合計 76 56 

 

04 身心舒壓團體 

日期 主題 男 女 

4/12 身心靈健康之道 11 7 

4/19 身心靈健康之道 11 6 

4/26 身心靈健康之道 11 4 

6/9 生命的答案誰知道 7 6 

6/16 心路歷程面面觀 6 6 

6/30 覺察新視界 7 5 

10/13 「動」出好心情 10 10 

10/18 「食」出好健康 9 8 

 合計 72 52 

 

目標 

 （一）培力精神疾病相關的知識與技能：透過團體動力，教育精神障礙

者及主要照顧者疾病認識、溝通技巧與身心紓壓。 

 （二）倡導復元理念與權益：精神障礙者及主要照顧者了解復元的概念 

及運用個人的優勢達到自主、自覺、自立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