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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民國 106年度成果報告】 
 

精障者及家屬個別服務共 372 人 +  

其他活動參與 1,807 人次 +  

權益倡導-為全國百萬精障家庭成員發聲 
 
 

~~ 敬謝補助單位、捐款者、專業督導、志工們 ~~ 
 

 

[心生活協會] 網站：http://www.心生活.tw  郵政劃撥：19793224 

電話：2732-8631 傳真：2739-3150 電子信箱：heart.life@msa.hinet.net  

地址：(110)臺北市基隆路二段 141 號 5 樓 

[心朋友的店]：北市基隆路 2 段 79 巷 1 弄 1 號 [早/午餐.飲料] 2737-4279 

[心朋友工作坊]：北市和平東路 3段 391巷 20弄 16號 [日間照顧] 8732-6543 

 

 
 

 

 

 
 

 
 

 

 

心生活協會 心朋友的店 心朋友工作坊 

電話諮詢：2739-8516、充權服務：2739-6882、心朋友工作坊/行動祕書：8732-6543、

生活重建：2739-6404、心朋友的店：2737-4279、支持服務 2732-4512 

http://www.心生活.tw/
mailto:heart.life@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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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精神障礙者生活重建/訓練/支援及家庭支持服務」： 

一、 106 年度服務量成果： 

(一)、 生活重建/訓練/支援個案總服務案量：51 名。 

(二)、 關懷訪視服務量：51 名，208 人次。 

(三)、 個別化心理重建服務：11 名，129 人次。 

(四)、 個別化生活訓練服務：1 名，3 人次。 

(五)、 精障同儕家庭關懷訪視服務(交通陪同參與活動)：3 場次。 

(六)、 一對一生活重建訓練服務：508 人次。 

(七)、 生活能力培養及社會參與活動：831 人次。 

(八)、 家庭照顧者支持活動：424 人次。 

二、 106 年精障生活重建活動，場次及參與者性別分析： 
 

 
場次 男 女 總計 

生活能力培養及社會參與活動 45 299 532 831 

家庭照顧者支持活動 32 124 300 424 

總計 77 423 832 1,255 
 

三、 106年度個別化生活重建服務，服務對象資料分析： 

(一)、 51 名精障者中，男性 27 名，佔 53%。 

(二)、 思覺失調症佔 70%為最多，其次為雙相情緒障礙症 14%，重

鬱症 12%，器質性精神病佔 2%、強迫症 2% 

(三)、 障礙程度以中度為最多、達 57%，輕度佔 27%，重度佔 14%。

中度及重度者合計超過 7 成，與全國精障人口資料相當。 

(四)、 26-35 歲佔 12%，36-45 佔 29%，46-55 佔 29%；總計青壯年

族群共佔六成。 

(五)、 經濟來源由親屬提供的佔 59%，靠自己的身障津貼或工作所

得者佔 16%，政府補助佔 24%--低收入戶家庭有 13 人、中低

收戶家庭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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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個案來源： 

 

 

 

 

 

 

 

 

 

 

 

 

 

 

 

(七)、 八成以上的服務對象，目前為未婚或離婚狀態。 

(八)、 主要照顧者： 

 

 

 

 

 

 

 

 

 

 

案主求助, 7

案, 13%

家屬求助, 5

案, 10%

其他專業人

員, 30案, 
59%

ICF需求評

估, 4案, 8%

會內其他方

案, 4案, 8%

活動中開

發, 1案, 2%

身障資源中心 4 案 14% 

 
  

關懷訪視員
18 案，60% 

健康服務中心 ,  2 
案 ,  7% 

其他 ,  6 案 ,  
19% 

其他專業人員轉介 

社福中心、 

家防中心、 

清新坊、 

特教個管、 

勵馨基金會、 

居家治療醫師， 

各一案 

54%

16%
13% 11%

5%
0% 2%

0%

10%

20%

30%

40%

50%

60%

母親 父親 自己 配偶 兄弟姐妹 子女 其他親屬

主要照顧者百分比



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民國 106 年度服務成果報告書》 

 

第 3 頁     〜你、我、他，都是關懷精神健康的心朋友〜 106 心生活成果報告-ALL 7R.doc 

 

四、 跨領域專業督導及內部督導：106年度場次 
 

 1 月 2 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外聘

資深

專業

督導 

王 臨床心理師   1 1 1 1 1 1 1   1   1 9 
郭 臨床心理師         1         1   1 3 
何 社工師 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劉 社工     1 1   1 1 1 1 1 1 1 9 

戴 醫師         1     1       1 3 
彭 醫師     1   1   1   1   1   5 
吳 心理師                       2 2 
黃 職能治療師             1     1     2 

各月外聘督導場次 1 2 4 2 5 3 5 4 3 5 3 7 44 

內部個督次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行政督導次數 1 1 1 1   1     1   1   7 

個案研討次數             1   1   1   3 

各月督導次數總計 3 4 6 4 6 5 7 5 6 6 1 8 66 

 

五、 106年生活重建服務使用者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一)、 服務使用者(甜心)滿意度分數：(滿分為五分) 
 

1 我對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的整體滿意度 4.3 

2 我覺得服務人員理解我的需求及感受 4.3 

3 我覺得服務人員願意傾聽我的想法或需求 4.4 

4 我覺得服務人員有熱誠且服務態度良好 4.6 

5 我感覺自己使用服務時受到尊重 4.4 

6 服務員對於我提出的困難或疑問有適當的回應 4.3 

7 我的病情比以前穩定(症狀/干擾減少) 3.8 

8 我的生活作息比以前穩定 3.9 

9 我越來越能夠照顧好自己 3.9 

10 我和別人互動的機會和經驗越來越多 3.8 

11 我和家人的關係比以前好 3.7 

12 生活重建讓我有興趣試著接觸一些服務 3.6 

13 我覺得生活比以前充實愉快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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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比以前會管理自己的情緒 3.7 

15 我願意推薦其他精神病友使用這個服務 4.1 

16 我覺得精神障礙生活重建服務是重要的 4.2 
 

(二)、 家屬滿意度分數：(滿分為五分) 
 

  問卷內容 平均 

1 我對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的整體滿意度 4.6 

2 我覺得服務人員理解甜心(病友)的需求及感受 4.6 

3 我覺得服務人員理解家屬的需求及感受 4.6 

4 服務員對於我提出的困難或疑問有適當的回應 4.6 

5 我覺得服務人員有熱誠且服務態度良好 4.7 

6 我覺得自己獲得情緒支持和尊重 4.6 

7 我對精神疾病和精神復健有更多了解 4.5 

8 我體會到自己也需要紓壓放鬆 4.5 

9 甜心在病情穩定(症狀/干擾減少)上有進步 4.2 

10 甜心在生活作息上有進步 4.1 

11 甜心現在比較能穩定看診服藥 4.5 

12 甜心越來越能夠照顧自己或做家事 4.0 

13 甜心和家人的互動有進步 4.2 

14 甜心人際互動、社會參與的機會增加 4.0 

15 甜心在情緒管理上有些進步 4.2 

16 我覺得精障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是重要的 4.7 
 

六、 活動參與回饋：(舉例) 

(一)、 「有意義的一天」甜心團體： 

A：『學習運動類型，知道飲食要走向健康、低油、低鹽、低糖、

高纖，避免三高，維持良好體態每天外食時，要注意選菜技巧，

多青菜蔬果，少紅肉，適量白肉(魚肉、雞肉)，注意外出吃西餐的

禮儀，尤其跟長輩一起用餐。預防疾病復發，要懂得保護自己，

女生對性騷擾、性暗示要表明拒絕，離開與表明不願與對方繼續

維持關係。每天維持自己儀態整潔乾淨，多參與活動、課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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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己內涵，不要為了工作賺錢、受人肯定，自己隨便亂找工作，

因為有可能受騙上當遇害。增加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獨立思考)，

精障者找工作，一定要經過機構的訓練，由專業人士評估轉介工

作，這樣對精障者人權、人生安全也較有保障。』 

B：『最喜歡上營養師的課了，我很喜歡看關於健康的電視節目，

很高興心生活有辦這麼棒的課程，每一堂課都讓我很有收穫，運

動課也很讚，不會太難，讓沒有運動神經的我也可以跟上大家，

上一次我參加音樂治療，也很精彩，可惜我後來發病，加上住院，

只好中斷音樂治療的課程，感謝我爸爸鼓勵我參加心生活的活

動，也感謝心生活的社工們的認真負責，讓我參與了這些精采的

好課程，給你們 100 個讚！』 

(二)、 「看我、說我(Men’s Talk)」(男性照顧者團體)： 

D：『謝謝老師、張社工、葉社工，人退一步想還是很幸福的，和

甜心相處有時也會有一些壓力，就當作是出去玩、聚餐，轉一個

心態謝謝協會讓我們有機會吐露心情感恩。』 

(三)、 「家連家團體」(家屬教育課程)： 

A 小姐：『首先，要感謝促成本次活動偉大老師及社工們在幕前幕

後的努力，每一週的上課都獲益良多，試著表達自己，在課程增

加了些許自信，消去了自卑感。認識此疾病，對家中甜心多了同

理心，更了解藥物作用，最大的收穫，應是與家人關係的改善！

從善待自己及學習溝通技巧的課程，對家人有更品質的溝通，得

到更友善的結果。每一次都需要提醒自己，勿落入以往舊溝通模

式。看見自己與家人的改變是感動的。』 

七、 心生活精神障礙生活重建與家庭支持服務，歷史回顧： 

 本服務由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自民國 96 年起延續至 106

年底委託終止。(政策轉由精神障礙會所服務接辦生活重建服務) 

十一年是段不短的日子。心生活協會辦理本項服務，以「到宅個

別化重建及家庭服務」及「辦理多元活動服務」雙管進行，互為

支援、相互延展，將服務量(受益人數)擴展到最大。補助人力及服

務案量從早期超人式的僅一人服務 40 名，進化到二人共 48~54

名，多元活動則有成長性團體、復健團體、精神疾病知識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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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講座、法令權益講座、紓壓團體、人際互動及育樂性活

動等等，參與者每年約一千人次；一直被會內同仁視為「最辛苦」

的案。 

生活重建的服務經驗，讓我們知道，從傾聽/同理/關懷開始接觸，

到建立信任關係需要一段時間，而當信任關係建立穩固了，就有

機會推動精障者有動力規劃自己的日常生活，訂定康復目標。服

務人員有陪伴、支持、指導、諮詢、資源連結等多重角色，支持

精神障礙者病情及情緒穩定，適應社區生活、實現個人想望，給

予家屬充實疾病與相處照顧之知識及經驗的機會和舒緩壓力的管

道，支持患者與家屬建立起社會支持網絡，達到精障者安居社區、

家庭生活順利愉快的重建目標。 

 社會及人口年齡變遷快速，民國 96 年最開始辦理時，精障者都與

家人住沒有獨居者，但 100 年時獨居者佔 7%，106 年度獨居者已

達 13%。 

 精神健康有五大專業：精神科醫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護理

師、社工，號稱五大金剛 (若加藥師就是六大)。大學畢業生要服務

受詭譎多變之精神疾病影響的精障者不容易，因此，承蒙許多專

業老師不辭舟車勞頓的大力支持，心生活一直仰仗老師們為同仁

們提供專業督導。這部分的專家出席費，八成以上是使用生活重

建這個服務案的社會局補助經費。107 年度起，專業督導的經費，

全數要由協會自己籌措，歡迎各界指定捐款贊助。 

 心生活【精障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服務量歷史回顧： 
 

 106 年度 105 年度 104 年度 103 年度 102 年度 101 年度 

生活重建及訪視(含

重建訓練.家庭關懷) 
51 名 48 名 54 名 48 名 60 名 60 名 

復健指導(生活訓練) 1 名 7 名 2 名 3 名 7 名 5 名 

(外聘: OT.PT.社工) 3 人次 16 人次 9 人次 9 人次 55 人次 15 人次 

心理諮商輔導 11 名 5 名 5 名 11 名 9 名 9 名 

 129 人次 62 人次 94 人次 99 人次 93 人次 6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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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障者同儕服務 1 名/3 場次 2 名/6 小時     

社會參與.重建活動 831 人次 391 人次 513 人次 428 人次 451 人次 548 人次 

親職照顧活動 424 人次 454 人次 437 人次 730 人次 534 人次 816 人次 

活動合計 1,255 人次 845 人次 950 人次 1,158 人次 985 人次 1,364 人次 
 

 心生活【精障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質性成果歷史回顧：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103 年 102 年 101 年 

重建及訪視個案 51 案 48 案 54 案 54 案 60 案 60 案 

問題緩解而結案 

(106 年委託結束提早結案) 

11 案 

(22 案) 
1 案 11 案 3 案 14 案 7 案 

問題已有緩解繼續服務 16 案 35 案 28 案 38 案 37 案 38 案 

達到至少 1 項重建目標 64.7% 52% 65.0% 75.9% 62% 75.0% 

 

貳、 「心朋友的店」精神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 

一、 立案的身心障礙「庇護工場」。由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勞動力重建

運用處 (身心障礙就業基金)補助，於民國 93年 6月開業。106

年度內聘用 12名精神障礙者、1名罕見疾病障礙者於店內工作。 

二、 販售早餐、午餐、便當、飲料、書籍、會議茶點、影印等，服務

社區民眾。近年營收情況：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103 年 102 年 101 年 

營業額 $146 萬 $144 萬 $150 萬 155 萬 145 萬 139 萬 

年成長率 +1.8% (-4.8%) (-2.8%) +6.7% +4.2% +5.8% 

105年起，台北市政府環保政策、禁用免洗餐具，因可提供收送

的不鏽鋼便當盒量有限，故營收下降，106年加強其他單位的外

送便當服務，營業額逐漸補上。 

三、 105-106年勞動局評鑑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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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庇護員工按產能核薪，因多數庇護員工就業穩定、產能逐步提

升，以及政府基本工資調漲雙重影響，庇護員工薪資節節上升：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103 年 102 年 101 年 

庇護員工總薪資 $71 萬 $68 萬 $66 萬 60 萬 55 萬 49.9 萬 

年成長率 +4.4% +2.8% +10.2% +9.2% +10.5% +23% 

 

五、 送往迎來接待國內外各界朋友、參訪交流者，接受媒體採訪，

是精障者可與社區融合、貢獻社會的實際正向見證。 

106年 7月 12日慈濟大愛電視台採訪、夜間新聞播出，心朋友的

店庇護員工 小謙，真心喜愛這份工作的介紹。 
 

 

 

 

 

參、 「心朋友工作坊」(精神障礙者日間作業設施)： 

一、 民國 100年開辦，係依「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設置的「日間

作業設施」服務。 

二、 心朋友工作坊設定服務精神障礙者 15名。屬於日間照顧服務，

服務內容以技藝陶冶為主軸(代工作業、自製產品作業讓障礙者

賺取工作獎勵金)，搭配社會心理支持/體適能休閒育樂活動，幫

助精障者積極復健/生活穩定、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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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年度服務質量說明： 

年度內共服務 20名精障者，合計出席 11,488小時，其中參與

作業活動共 4,625小時；領取獎勵金全年合計$94,326元。 

106年因結案及部分成員住院期間較長影響，總出席日數較前一

年減少約一成、作業時數則減少約 6%、總作業獎勵金則成長

18.9%；亦即，雖因人員流動使得服務出席總量下降，但出席者

參與代工等作業項目的意願提高、復健有成效工作時數增加、

領取獎金的成長幅度較大。 

四、 病友服務使用者的滿意度回饋： 
 

  
 

很同意 
(很滿
意) 

同意 
(滿意) 

普通 
沒意見 

不同意 
(不滿
意) 

很不同意
(很不滿
意) 

1 出席工作坊有家和快樂的感覺 33% 40% 27% 0% 0% 

2 我出席工作坊的時間增加了 (出席率變高) 27% 33% 27% 6% 0% 

3 我參與作業工作，數量變多或速度變快 13% 40% 33% 6% 0% 

4 我參與作業工作，品質提高 20% 33% 40% 7% 0% 

5 我在工作坊的時候，作業時間逐漸增多 20% 33% 40% 7% 0% 

6 我覺得自己的專注力、耐力提升 20% 40% 40% 0% 0% 

7 我覺得自己的人際關係變好 20% 33% 47% 0% 0% 

8 
我覺得自己適應工作坊附近環境的能力提

高 
27% 40% 27% 6% 0% 

9 這裡的工作人員可以聽我說話、給回應 40% 47% 13% 0% 0% 

10 在工作坊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33% 40% 27% 0% 0% 

11 我可以自在的到工作坊附近走動、買東西 47% 40% 13% 0% 0% 

12 我覺得自己被尊重 33% 47% 20% 0% 0% 

13 在工作坊我有好朋友 40% 33% 27% 0% 0% 

14 我的病情比以前穩定 27% 53% 13% 7% 0% 

15 我比以前會管理自己的情緒 20% 53% 27% 0% 0% 

16 我覺得生活比以前充實愉快 33% 40% 27% 0% 0% 

 

五、 家屬的滿意度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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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同意 
(很滿
意) 

同意 
(滿意) 

普通 
沒意見 

不同意 
(不滿
意) 

很不同
意(很不
滿意) 

1 我了解甜心在工作坊的活動與參與情形 47% 47% 6% 0% 0% 

2 我對工作坊的服務感到滿意 53% 47% 0% 0% 0% 

3 我覺得甜心及家屬在工作坊受到尊重 60% 34% 6% 0% 0% 

4 我覺得工作坊的環境舒適安全 47% 40% 13% 0% 0% 

5 工作坊工作人員與我保持良好的聯繫 53% 40% 6% 0% 0% 

6 
我可以自在的向工作人員提出想法並獲得

回應 
47% 53% 0% 0% 0% 

7 我覺得甜心的專注力及耐力提升 40% 53% 6% 0% 0% 

8 我覺得甜心比以前會做家事 33% 40% 27% 0% 0% 

9 我覺得甜心的人際關係變好 27% 53% 20% 0% 0% 

10 我覺得甜心與家人互動良好 40% 47% 13% 0% 0% 

11 我覺得甜心病情有改善 47% 40% 13% 0% 0% 

12 我覺得甜心來工作坊會有樂趣、成就感 40% 60% 0% 0% 0% 

13 工作坊的服務能減輕我與家人的照顧壓力 53% 47% 0% 0% 0% 

六、 活動剪影。 

  

客家園區舉辦學員尾牙 客家園區舉辦學員尾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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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創藝文化基金會禪繞畫教學 成員接受媒體採訪 

  

防災教育館地震體驗 信義分局消防員-安全教育宣導 

 
 

大直捷運站健走至劍南蝶園 防災教育館滅火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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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大運韻律體操觀賽 搶頭香搭捷運至中正機場 

 

肆、 「心家庭專線電話諮詢服務」： 

一、 以電話及電子郵件、網站為媒介，提供線上諮詢回覆與追蹤關懷

服務，是精神疾病患者與家屬少有的社區諮詢與關懷溫暖專線

(WARM LINE)服務。 

二、 服務對象包括精神疾病患者、疑似患者及患者的家屬、親友。沒

有地域限制，全國各縣市來電者均可服務。103年度起持續由中華

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補助辦理服務。 

三、 106年度服務量： 

 追蹤服務 36人，緩解比率 67%。 
 

追蹤服務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服務人數 8 13 13 11 12 18 10 11 11 14 14 16 

服務人次 35 43 74 61 118 93 53 59 59 61 44 42 

累計人數 8 14 15 18 22 24 26 28 29 29 31 36 

累計人次 35 78 152 213 331 424 477 536 595 656 700 742 
 

 簡式服務 158人；網站留言諮詢回覆人數最多。 
 

簡式服務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服務人數 6 17 9 10 22 23 13 17 9 17 13 7 

服務人次 6 18 12 10 26 23 14 22 10 17 14 7 

累計人數 6 23 32 42 64 86 98 114 123 139 15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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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人次 6 24 36 46 72 95 109 131 141 158 172 179 
 

 連結專家服務：心理師諮商服務 4人、36人次；律師諮詢服務

1人、2人次。 

 心家庭暖房活動：精障家屬專屬同儕團體，全年共 10場次、

50人次參加。另支援心家庭聚會及讀書會活動，每月一次。 

四、 106年度專線電話服務訊息統計： 

 追蹤服務： 

 

 

 

 

 

 

 

 

 
 

 簡式服務： 

 

 

 

 

居住地 比率 

臺北市 56% 

新北市 31% 

苗栗縣 3% 

新竹市 3% 

花蓮縣 3% 

未知 6% 

身分 比率 

甜心 81% 

父母 14% 

子女 0% 

夫妻 3% 

手足 3% 

其他 0% 

疾病種類 比率 

思覺失調 47% 

躁鬱症 19% 

憂鬱.重鬱 19% 

其他 8% 

未知 6% 

性別 比率 

男 28% 

女 72% 

需求  百分比 需求 百分比 

情緒支持 100% 患者人際關係緊張 31% 

就醫困難 3% 法律議題 6% 

疾病議題 22% 社會支持 11% 

藥物議題 6% 活動訊息 11% 

就業資源 6% 居住 3% 

經濟資源 3% 安置機構 3% 

醫療資源 3% 生活重大變故 6% 

服務方式 

方式 人次 人數 

電話 118 109 

會談 0 0 

信件 0 0 

網路 61 50 

總計 179 158 

與患者關係 

身分 人次 人數 

本人 47 43 

親子 46 40 

手足 28 25 

夫妻 2 2 

其他 34 26 

未知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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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精神障礙甜心行動祕書培育營」服務： 

一、 社會及家庭署公彩回饋金補助一名人事費，搭配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之部分教具教材及外聘講師補助，服務精神障礙者。 

本服務自民國 98年起提供至 106年度。(因社家署停止兩年以上

方案的補助，107年度需另籌經費或停止服務。) 

二、 服務內容包括：(a). 每兩週舉辦一次「管理篇」(精障者疾病管

理)成長團體；使用協會翻譯的 IMR(Illness Management and Recovery 精

障者疾病管理與康復服務)使用者手冊，由外聘資深專業者帶領團

體，重視當事者的個人經驗、鼓勵每人訂定自己想要的康復目

標，並藉由個別化的晤談與追蹤作業，幫助甜心個別化的找到自

己生活中困難的應對策略，穩固康復之基礎。 (b).每週舉辦一

次「實作篇」手工藝團體，設計可以讓精神障礙者體驗、鍛鍊手

眼協調能力的活動；以製作成品的成就感來鼓舞甜心走出家門、

啟動復健動機，並實地藉由操作功能的訓練，達到腦部復健的效

果，並且因為參與活動而獲得社會心理情緒支持，維持穩定之康

復生活節奏。 

居住地 人數 

基隆市 1 

臺北市 32 

新北市 13 

桃園市 4 

新竹市 0 

苗栗縣 1 

臺中市 1 

臺南市 1 

高雄市 2 

屏東縣 1 

花蓮市 1 

花蓮縣 1 

未知 100 

需求 百分比 

情緒支持 24% 

就醫困難 26% 

疾病議題 31% 

藥物議題 5% 

就業資源 10% 

經濟資源 6% 

醫療資源 14% 

患者人際關係緊張 4% 

法律議題 15% 

社會支持 

(含團體訊息) 

12% 

活動訊息 8% 

居住 1% 

安置機構 4% 

生活重大變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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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6全年度共舉辦：實作篇 31場次、管理篇 20場次，合計 51

場次團體活動，服務受益精障甜心 56名、486人次。團體之外，

IMR個別化服務者 10名、219人次。 

 降低再住院率：106年度內，56人中 45人未住院(80.3%)，

有 7人因未持續參加活動，無法確認，實際曾入院者 4人(7%)。 

四、 滿意度回饋： 

 實作篇滿意度： 

 

 

 

 

 

 

 
 

 成員參加該月的活動中，自覺有進步或收穫的部分： 
 

月份 成就感 興趣 團體帶領 場地舒適 成員互動 

3 80% 80% 82% 78% 76% 

4 80% 83% 80% 80% 75% 

5 78% 80% 76% 76% 73% 

6 78% 80% 83% 75% 75% 

7 78% 74% 80% 72% 68% 

8 80% 85% 85% 80% 80% 

9 76% 82% 82% 74% 70% 

10 89% 89% 89% 89% 83% 

11 82% 82% 84% 80% 80% 

平均 82% 82% 82% 7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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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篇滿意度： 
 

 

 

 

 

 

 成員在問卷上給予的回饋： 

 參加管理篇後，從團體中啟發的想法： 

(1) 瞭解接受自己的脆弱體質就可以平安過一生。(2、3月) 

(2) 精神疾病要和醫生合作，參與治療。(4月) 

(3) 我們可以過正常人的生活。(5月) 

(4) 壓力引發疾病。減少壓力，解決問題。(6月) 

(5) 耐心傾聽對方的話。(7月) 

(6) 主動參與，社會支持。(8月) 

(7) 凡事要靠自己自立自強。(9月) 

(8) 過規律的生活。(11月) 

 關於對於管理篇團體的看法： 

(1) 這個課程我很喜歡希望能增加我的智慧。(2、3月) 

(2) 課程安排時間恰當，瞭解症狀與自我的改變思考正向。

(2、3月) 

(3) 更瞭解身心科的疾病，知道如何使病情更好。(6月) 

(4) 瞭解更多事情，學習更多東西。(9月) 

(5) 更認識這個疾病及自己想要的。更瞭解精神疾病。(8月、

10月) 

 成員分享建議： 

(1) 本課程可以繼續開下去，有空會繼續參加。不錯，繼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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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和參加。(4月、8月) 

(2) 繼續舉辦病友交流互動會。(9月) 
 

陸、 「心生活精神族群充權服務」： 

 

 

 

 

 

 

 
 

一、 97年度起獲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補助，持續服務。 

二、 服務內容包括：蒐集精神疾病患者及家屬親友的困境和心聲，直

接訴求爭取社會的公義及平等對待；精神族群權益相關法案及服

務、政策的研究與分析；倡議精神社區多元服務；協助障礙者及

家屬充實權能等。 

三、 106年度主要工作內容： 

(一). 編印「大台北地區精神障礙家庭

社區服務資源」手冊。 

(二). 前往兩家醫院、一健康服務中心

講演「社區服務資源」。 

(三). 應酷兒聯盟之邀，進行五場次「精

神衛生法」修法增加社區服務條

款之探討。 

(四). 響應伊甸基金會，持續參加台北市精障平台會議，探討精障需

求、服務現況、倡權行動等，進行團體對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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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6年 9月 14日舉辦：【為柯 p打分數：精神心理健康服務 臺

北進步了沒】記者會 

(六). 106年 9月 16日主辦【看見˙支持精神障礙族群—轉動幸福

Party】。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到場支持者共 291人，攜帶、

自製、參與標語製作者共計 80人。 

(七). 106年 11月 23日舉辦「精障家庭生活支持服務執行方式」焦

點座談會，倡議精障居家照顧/個人助理式服務。 

(八). 與外界交流、充權.支持兩位當事者入校園講演。 

(九). 參加政府與民間與精神障礙、身心障礙權益攸關的各種法令、

政策會議。 

(十). 即時回應新聞事件，以新聞稿、臉書、心生活電子報發佈意見；

接受媒體採訪、鼓勵當事者發聲，表達族群心聲。 

(十一). 志願服務之運用與管理。 
 

柒、 「心家庭生活支持服務」： 

一、 運用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獎勵計畫之補助，實驗性為

精神障礙者或特殊處境家屬提供生活支持(陪同/助理)服務、甜心

投稿服務，並外聘專業督導為本案、心朋友的店、心朋友工作坊

等提供督導服務。 

二、 106年度主要支持服務成果： 

 居家訪視服務 137 人次。 

 陪同病人精神科看診 45人次。 

 陪同病人及高齡家屬其他科別看診、陪同辦事、陪同運動或外

出走走…等，個別化服務 152人次。 

 專業連結 12場次、同儕服務 34人次。 

 「讓每顆心發亮」-精障甜心投稿全年受益 64名、535篇次。 

三、 【心生活讓每顆心都有發亮的機會】精障甜心投稿服務說明： 

打破得出人頭地、競賽得名才有曝光機會的迂腐，接受精神障礙

甜心投稿，來稿就刊、由協會幫忙整理稿件將之電子化後，於協

會網站的【發表園地】中發表。並給予每人每篇一百元、每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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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限三百元的稿酬，讓生活中缺少讚美的精障者有表述心聲的機

會，鼓勵精障甜心藉由書寫或繪畫，訓練集中注意力、主題式邏

輯思考，達到精神復健及社會心理支持的雙重目標。這個網站平

台，同時也創造了社會大眾了解精障者的第一手訊息管道。 
 

捌、 完成了網站更換工作：新網站於 107年 1月 1日正式上線。 

網站的製作是特別大的工程，也是協會與外界互動的基礎建設；因為

舊網站與新網站為不同廠商製作，邏輯架構也不相同，每一個分類、

選項、表達方式，都需要構思；網站製作共耗費$28萬元，係 106年

度的重大支出項目，協會也自籌會務社工人力，協助將部分舊網站的

資料複製至新網站。~~感謝老天爺，我們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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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106年度內特別的感謝： (個人部分為保障隱私不特別表揚) 

 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捐助二十萬元。 

 財團法人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捐助十萬元。 

 財團法人富邦慈善基金會捐助五萬元。 

 財團法人台北市林坤地仁濟文教基金會捐助四萬元。 

 新高建設公司捐助七萬元。 



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民國 106 年度服務成果報告書》 

 

第 21 頁     〜你、我、他，都是關懷精神健康的心朋友〜 106 心生活成果報告-ALL 7R.doc 

 台北市國稅局路跑活動捐贈紙本統一發票。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連結提供世大運觀賞票給心朋友工作坊夥伴、

世大運結束後剩餘食材贈送心朋友的店。 

 北一女 70年畢業校友組成的「綠漾合唱團」為心生活協會於 106

年 12月 3日舉辦【愛˙一起公益演唱會】募款。 
 

 

 

 

 

 

 

 

~~ 公益服務需要持續性的捐款，才能生存、長留。~~ 

涓滴皆珍貴。感謝、感恩、感動。任重而道遠 

《捐款方式的選擇》 
 

 

 郵政劃撥 帳號：19793224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直接電匯 郵局(700)活期存款 帳號：000157-4-0785473 

  (直接匯款者，請於匯款後打電話確認大名、地址，以便寄奉收據) 

 信用卡授權（索取表格填寫後，傳真或郵寄擲回協會） 

 郵局自動扣款授權（索取表格填寫後，傳真或郵寄擲回協會） 

 捐贈發票，電子發票愛心碼：1979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