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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致歷年來的捐款者、實物捐贈者、志工： 

社團法人台北市心生活協會 

【98 年成果報告書】 

服務個案 472 名、活動參與 1,292 人次 

權益倡導 44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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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精神障礙者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 
 

本案 98 年度補助經費說明： 
 台北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服務案，由公益彩券盈餘補助一名社工人事費、心

理師晤談鐘點費、職能治療師到宅復健指導鐘點費、活動講師費、活動場

地費、活動通知郵寄費、電話費、教具教材費、內部督導每月一萬二千元

定額補助等。 
 

一、服務目標： 

(1) 減緩疾病帶給家庭（台北市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之慢性精神病患者及其

家屬）的負面影響。 

(2) 陪伴並幫助患者邁步於康復的道路、生活過得更有意義。 

(3) 支持精障家庭的成員們，走出疾病陰影，快樂成長，享有好的

生活品質。 

二、服務對象特徵： 

(1) 症狀影響：認知功能退化、失能、多疑敏感、情緒起伏很大、

很容易感受到挫折、低自信、受幻聽幻覺或妄想干擾、易於擔

憂生活中的大小事務。 

(2) 生活困境：服藥順從度不佳、失業經濟無法自立、缺乏朋友與

社交活動、缺乏改善現況的動機、負面思維乃至異常行為、病

情反覆、對於罹病失望憤怒或逃避、過度依賴家人、沒有未來

的規劃或不切實際的空想。 

(3) 照顧與相處上的困難：家庭成員（家屬）不暸解疾病症狀，無

法接受患者的變化、與患者無法溝通、不斷產生衝突、患者不

願意或無法配合家屬的期待、束手無策無法感受到希望或進

步；患者、家屬及親友都感覺挫折、失落與憤怒。 

(4) 自我的忽略：患者家屬長期的付出沒有喘息的機會、處在動輒

得咎的狀態失去自我的表達、情緒沒有出口、生活缺乏歡笑、

逃避社交、孤立、感覺無奈又無助。 

三、服務內容： 

第一大類：精神障礙者生活功能、心理與職能重建服務（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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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1) 協助患者重拾人際關係，去除患者的孤單感，幫助學習人際互動

的技巧。 

(2) 協助患者找尋生活中的意義。 

(3) 協助患者認識自身的疾病並暸解疾病對自己生活的影響。 

(4) 協助患者獲得適合的服務資源。 

(5) 協助解決患者所面對的問題。 

(6) 視患者需要，提供或轉介患者獲得其他居家/到宅復健指導、生

活自理能力訓練、重建服務與支持等服務。 

第二大類：強化照顧者能量的家庭支持服務（支持性活動服務） 

(7) 知識的提供及成長機會。（講座、互助、成長教育課程及活動為

主；幫助認識精神疾病、認清疾病帶來的生活障礙、體會患者處

境/感受） 

(8) 情緒支持。（幫助家屬去除罪咎感、不受污名控制、吸取同儕經

驗並且獲得友誼及陪伴等） 

(9) 諮詢服務。（心理師的晤談、疾病相關醫療及生活決策之討論等） 

四、服務成果： 

(一). 總成果－服務量：50 名個案、活動 1,405 人次。 
 

個案服務: 關懷訪視 50 案 339 人次

獨立生活能力訓練及照護 49 案 

社區化復健服務 12 案 120 小時

個別化心理重建服務 14 案 93 小時

課程、成長團體及育樂活動   1,405 人次

社會參與能力重建服務   803 人次

親職及照顧者服務   60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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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服務基本資料分析： 

松山區

42%

大安區

6%

內湖區

8%

中山區

2%

大同區

2%

中正區

8%

文山區

6%
士林區

6%

萬華區

6%
信義區

14%

110 臺北市基隆路二段 141 號 5 樓  電話: 2732-8631  劃撥帳號: 1979-3224  網址: www.心生活.tw 

母親

52%

兄弟姊妹

4%

男友

2%

康家

4%

配偶

10%

自己

10%
父親

14%

子女

2%
祖父母

2%

1.個案分佈情形：50 名個案分佈於台北市 10 個行政區。 

 

3.個案年齡分析統計： 

 

5.主要照顧者分析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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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服務成效： 

♥ 服務成效(問題緩解或需求滿足)統計： 
 

結案個案 
個案 

問題已緩解 

需求滿足 
資源連結中 需求評估中

問題緩解 不符人籍合一

19 案 1 案 
50 案 

8 案 

(16%) 

16 案 

(32%) 

6 

(12%) (40%) 

(四). 支持性活動成果： 

♥ 出席及滿意度： 
 今年度支持性活動方面，精神障礙病友的出席率可達 7 成

以上，家屬的出席率可達 9 成以上。 

 在整體的問卷滿意度方面有 8 成以上是填選滿意或非常滿

意。 

 總參與數 1405 人次更遠遠超過社會局要求的 300 人次。 

♥ 活動形式：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場次 人次 

社會參與能力重建服務 

甜心 PK 家屬-卡拉 OK 紅白大賽 01.14 1 28 

「觀。自在」肢體音符舞團表演 03.13 1 37 

甜心園藝治療團體 04.05~06.14 10 133 

認識躁鬱症及治療藥物 04.11 1 81 

心生活桌球運動（與充權服務合辦） 04.22~06.24 10 133 

認識精神分裂症及治療藥物 05.09 1 62 

隔壁親家-音樂劇表演欣賞 08.14、08.16 2 60 

甜心新生活運動 08.15~09.12 5 38 

行動秘書培育營-工作篇 
（與行動秘書服務合辦） 

09.24~12.17 13 97 

行動秘書培育營-管理篇 
（與行動秘書服務合辦） 

09.26~12.26 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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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心藝術創作者雅聚 10.11 1 47 

心生活懷舊之旅 12.06 1 36 

 活動總人次 803 

親職及照顧者服務 

心家庭聚會-讀書座談會 
（與心家庭諮詢服務合辦） 

01.13~12.08 12 61 

初階家連家家屬教育課程 02.07~03.28 8 115 

進階家連家家屬教育課程 02.07~03.28 8 106 

舞蹈治療－當我們同在一起 04.30~07.09 10 95 

躁鬱症家屬成長團體 08.03~09.21 8 94 

認識精神疾病的藥物 10.11 1 53 

初階家連家第二梯 10.17~12.06 8 78 

活動總人次 602 

 

 

 精神病社區關懷照顧計畫（北市松山及萬華區、基隆市）： 
 

本案 98 年度補助經費說明： 
行政院衛生署委託服務案，補助：四名訪視員人事費、外聘專業督導出席費、

教育訓練講師費、訪視交通費及部分業務費用。 
 

一、 個案基本資料統計 

(一)、 障礙類別分析表 

 ＊松山區：  
疾病類別 情感性精神病 精神分裂症 器質精神病 精神官能症 其他 未鑑定 合計

人數 35 44 0 0 3 0 82 

百分比 43% 53% 0 0 4% 0 100%

       ＊萬華區： 
疾病類別 情感性精神病 精神分裂症 器質精神病 精神官能症 其他 未鑑定 合計

人數 35 36 1 0 3 5 80 

百分比 44% 45% 1% 0% 4% 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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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隆區： 
疾病類別 情感性精神病 精神分裂症 器質精神病 精神官能症 其他 未鑑定 合計

人數 51 83 0 2 1 1 138 

百分比 37.1% 60.1% 0% 1.4% 0.7% 0.7% 100%
 

(二)、 障礙等級分析表 
＊松山區： 

障礙程度 極重度 重度 中度 輕度 其他 合計 

人數 0 4 32 27 19 82 

百分比 0 5% 39% 33% 23% 100% 

    ＊萬華區： 
障礙程度 極重度 重度 中度 輕度 其他 合計 

人數 0 5 38 14 23 80 

百分比 0% 6% 48% 18% 29% 100% 

    ＊基隆區： 
障礙程度 極重度 重度 中度 輕度 其他 合計 

人數 1 16 75 29 17 138 

百分比 0.7% 11.6% 54.3% 21.1% 12.3% 100% 
 

(三)、 年齡層分析 
＊松山區： 

年齡層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不詳 合計 

人數 4 6 18 26 15 13 0 82 

百分比 5% 7% 22% 32% 18% 16% 0 100% 

      ＊萬華區： 
年齡層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不詳 合計 

人數 0 9 26 22 19 4 0 80 

百分比 0% 11% 33% 28% 24% 5% 0% 100%

      ＊基隆區： 
年齡層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不詳 合計 

人數 3 18 35 48 26 8 0 138 

百分比 2.1% 13% 25.4% 34.8% 18.8% 5.9% 0% 100% 
 

(四)、 教育程度分析表 
 ＊松山區： 

教育程度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不識字 不詳 合計 

人數 1 17 12 15 8 2 0 27 82 

百分比 1% 21% 15% 18% 10% 2% 0 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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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華區： 
教育程度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不識字 不詳 合計 

人數 0 1 1 6 4 1 2 65 80 

百分比 0% 1% 1% 8% 5% 1% 3% 81% 100%

       ＊基隆區： 
教育程度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不識字 不詳 合計 

人數 0 6 14 55 27 16 6 14 138 

百分比 0% 4.4% 10.1% 39.8% 19.6% 11.5% 4.4% 10.1% 100%
 

(五)、 婚姻狀況分析表 
＊松山區： 

婚姻狀況 已婚 未婚 離婚 分居 喪偶 不詳 合計 

人數 18 50 8 2 3 1 82 

百分比 22% 61% 10% 2% 4% 1% 100% 

    ＊萬華區： 
婚姻狀況 已婚 未婚 離婚 分居 喪偶 不詳 合計 

人數 11 36 13 1 3 16 80 

百分比 14% 45% 16% 1% 4% 20% 100% 

    ＊基隆區： 
婚姻狀況 已婚 未婚 離婚 分居 喪偶 不詳 合計 

人數 25 66 30 6 7 4 138 

百分比 20.3% 52.3% 21.7% 4.3% 1.4% 0% 100% 

二、工作成果分析 

(一)、 精神障礙者需求分析及資源結合 
＊松山區 

個案需求 不需要 不確定 需要 很需要 迫切需要 

醫療及心理復健 0 0 90 90 16 

就學服務 0 0 2 0 0 

就業服務 0 5 32 8 0 

家庭支持性服務 0 0 53 95 0 

經濟補助 0 0 34 15 0 

居住服務 0 0 0 0 0 

安置 0 4 3 0 0 

合計 0 10 229 227 16 

說明：松山區的個案需求以「醫療及心理復健」以及「家庭支持性服務」為大宗。

其中，醫療及心理復健以社會心理復健為主要問題；家庭支持性服務則以

改善家人與案主觀念與關係為最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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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區 

個案需求 不需要 不確定 需要 很需要 迫切需要 
醫療及心理復健 0 31 399 64 71 

就學服務 0 1 0 0 0 

就業服務 0 2 360 9 5 

家庭支持性服務 0 0 337 109 24 

經濟補助 0 0 41 2 1 

居住服務 0 0 0 0 1 

安置 0 0 10 2 0 

合計 0 34 1147 186 102 

說明：萬華區的個案需求也以「醫療及心理復健」以及「家庭支持性服務」為眾；

與松山區不同的是，該區的「就業服務」需求也佔有一定程度的比例。醫

療及心理復健以精神醫療為主要問題；家庭支持性服務則與松山區同，以

改善家人與案主觀念與關係為眾。 
 

＊基隆區 
個案需求 不需要 不確定 需要 很需要 迫切需要 
醫療及心理復健 0 0 427 236 5 

就學服務 0 0 21 0 0 

就業服務 0 0 152 29 3 

家庭支持性服務 0 0 456 221 1 

經濟補助 0 0 145 54 1 

居住服務 0 0 7 6 2 

安置 0 0 61 54 8 

合計 0 0 1269 600 20 

說明：基隆區的個案需求也以「醫療及心理復健」以及「家庭支持性服務」為最

主要問題；與台北兩區不同的是，基隆區有些細項之特別需求，故在表格

上會有些特別項目的呈現。醫療及心理復健以社會心理復健為主要問題；

家庭支持性服務則與松山區同，以改善家人與案主觀念與關係為最多數。 
◎從服務中得到之需求統計來看，不論是在台北或基隆區，社會心理復健以及與

家人相處、此類與人際關係相關聯的面向上，存在著普遍性的問題。 
 
 



社團法人台北市心生活協會                    98 年心生活成果報告書  

 

第 10 頁，共 17 頁   

 心家庭諮詢與支持服務（精神疾病患者及家屬的電話服務）： 
 

本案 98 年度補助經費說明： 
內政部公益彩券回饋金補助一名社工薪資（不含勞、健保及退休金費用）、

專業督導之出席費、少許行政管理費用。 
 

 

一、服務形式及對象： 

以專線電話（溫暖專線）為主、網路通訊為輔的形式，進行不限地

域、提供給精神疾病患者及家屬的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問題的諮

詢回覆、同理傾聽情緒支持、追蹤式個案關懷服務、外訪服務、網

路作品發表等。 

 
二、服務成果： 

(一)服務人次: 465 人次 
 

來電 去電 會談 
其他 

(法律諮詢、網路、陪診) 

208 次 203 次 19 次 35 次 

其他說明： 

法律諮詢 網路諮詢 諮詢單 陪診 

10 20 3 2 
 
 

服務方式

44%

44%

4%

8%

來電

去電

會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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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人數: 81 人 
 

98 年 預期服務量 實際服務個案 效益比(達成率) 

追蹤服務 48 名 49 名 102.1％ 

簡式服務 12 名 32 名 266.7％ 

效益比=實際服務量÷預期服務量 

(解釋--98 年應服務 60 名，其中 2 成提供簡式服務。應服務 48 名追蹤， 

12 名簡式) 

(三)個案服務成效: 
 

 開案 結案 

追蹤服務 49 名 26 名 

結案比例 53.06％ 

 開案 結案 

簡式服務 32 名 29 名 

結案比例 90.63％ 

 
說明： 
本年度將問題已緩解或解決者「結案」，結案的比例則為問題已

緩解或解決者的比例。本年度所訂的標準為「追蹤服務」--緩解

或解決三成；「簡式服務」--緩解或解決七成。皆有達到成效。 

 

 

 心朋友的店（精神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 
 

本案 98 年度補助經費說明： 
台北市政府勞工局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補助兩名就業服務員一名專案管理

人人事費、租金支出、十二名庇護性就業者的勞保費、部分行政費、部分設

備補助費。 
不補助：庇護性就業者的薪資、獎金、健保雇主負擔 /退休金、營業相關費

用，如進貨、物料、用品購置、營業設備及裝修之修繕費用、營業稅、電話

費、水費、電費、瓦斯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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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朋友的店營運及服務的目的 

心朋友的店是由心理衛生專業之就業服務員帶領精神障礙者，製作

及販售各式飲料並供應午餐的社區商店，直接面對社區民眾，為上

班族、小學師生及住家們提供高品質、親切的餐飲服務。心朋友的

店，將製程標準化，以適合精神障礙者的方式做工作安排及訓練，

並提供其情緒支持及身心成長的機會，協助他們逐步建立工作概

念、提升自信心及工作技能、培養良好的服務態度，開發就業潛能。 

二、心朋友的店就業服務主要內容： 

◎疾病控制之個案工作的必需性及工作重點： 

協助精神障礙者克服疾病障礙、發揮生活功能，有四大工作重心

（圖示如下），患者生活中此四面向會相互影響，任一環節發生變

動個案生活即失去平衡，若未及時妥適處理、平緩事件影響，便

有可能發生拒絕就醫、衝突、退出職場、急性復發等不良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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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進行的方式： 

前述任一面向發生變化的時候，及時的專業協助，要陪伴和引導

庇護性就業者經由以下步驟，學習成長、克服困難，回覆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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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技能的學習與培育： 

(1). 將工作流程標準化並切割工作製作工作流程手冊，以彌補精

神障礙者記憶力不佳的問題，並提供其逐步學習的基礎。 

(2). 持續不間斷的線上督導，即時回應/解決庇護性就業者工作

上的問題，個別性的提供職場工作技能指導。 

(3). 以商店會議或專題介紹的方式，教導庇護性就業者商業管理

知識、服務態度及產業新知等。 

(4). 工作核心價值之確認及職場良好工作態度的養成。 

(5). 提供對於精神疾病的正確認知、症狀適應的教導。 

(6). 幫助庇護性就業者做到覺察及管理自我情緒。 

(7). 幫助庇護性就業者表達感受、學習好的人際互動方式。 

(8). 在多變的社區職場環境中，培養就業的抗壓性。 

(9). 提供穩定的收入來源。 

(10). 職能進步成功回歸社會。 

 

三、心朋友的店 98 年度服務成果： 

(一). 研發並開辦早餐，營業時間從上午九點半往前延伸到七點半。 

(二). 服務庇護性就業者的人數，由 97 年的七到八名，提高至十三

名。 

(三). 除了過去的飲料製作及販售、外場服務等工作外，庇護性就業

者參與早午餐食材準備、廚房清洗工作者大幅增加。 

(四). 全體庇護性就業者的年度薪資總額，較 97 年度成長將近 40%。 

(五). 在全球遭遇金融風暴不景氣的情況之下，營業額仍略有增長。 

 

 心生活精神族群充權服務： 
 

本案 98 年度補助經費說明： 
中華聯合勸募協會補助一名社工人事費、本案講座 /座談會 /體育活動的講

師費及場地費、少許影印費等。 
不補助：電腦及文書處理費用、文具、辦公室費用、活動郵寄費、行政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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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等。 
 

壹、 方案目標 

一、 爭取社會的公義與平等對待。 

二、 透過對於相關法律的介紹，協助精神族群認識自身的權益、表

達自我的需求：  

三、 幫助慢性精神病患者維持身體健康： 

四、 幫助慢性精神病患者之家庭，規劃及處理長期照顧需求 

五、 倡議政府重視精神心理衛生社區多元服務及其品質： 

 

貳、 執行成果 

服務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場次 人數 人次 說明 

心生活桌球健身

活動 

4/22~6/24 

14:00~16:00
10 31 133 

倡導甜心及家

屬運動保健及

聯誼 

精障就業權益記

者會 

4/24 

9:00~11:00 
1 50 50 

與北市精障團

體聯合招開 

ICF 講座 
6/28 

14:00~16:30
1 77 77 

回應重大政策

法案 

病友權益促進團

體聯誼座談會 

7/16 

18:30~21:30
1 11 11 

探討精神衛生

法執行效益 

照顧與服務需求

座談會 

8/13~8/17 

19:00~21:00
3 35 35 

回應長期照顧

政策，蒐集精

障族群需求。 

水中運動講座 
9/28 

10:00~12:00
1 18 18 

使用運動中心

遊泳池及教導

體型較胖者運

動方式 

長照保險政策座

談會 

10/8 

18:30~21:30
1 21 21 

收集精障族群

意見，向研究

部門發聲。 

澳洲精神衛生社

區積極服務制度

(以坎培拉為例) 

10/11 

10:00~11:00
1 38 38 

探討積極的精

神衛生社區服

務。 

甜心藝術創作者 10/11 1 47 47 提升精障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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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見歡 11:00~15:30 我價值與自信 

國際身障日-精神

族群討論會 

12/3 

14:00~16:30
1 15 15 

精障者探討及

回應自身需求 

 總計 21 343 445  

參、 成果及效益說明 

(一)、 為精神族群發表心聲、或成功的解決或破除具體的歧視問題： 

1. 從 97 年度持續努力到 98 年度，成功使台北市各區運動中心使用規則

中，刪除歧視精神病患者不得使用的規定。98 年度已確認網路上的使

用規則、泳池門口的看板都已修改完成。 

2. 精神障礙者就業權益記者會：與台北市其他精神公益團體結盟，抗議台

北市政府勞工局遴選身心障礙就業基金諮詢會議障別代表，背離民主捨

棄高票推薦的精神障礙團體代表，漠視精神障礙族群就業權益。 

(1)、 三個慢性精神病公益團體首次集體討論、去異求同、共同行動爭

取權益，寫下歷史。 

(2)、 精障患者及家屬約五十人以上，在匆促通知下，二日內自動自發

到場，而且幾乎都未遮掩以本來面目全程參加活動，彰顯大家已

具備充權意識。 

(3)、 媒體報社到場採訪，聯合報、苦勞網等網站刊登此次活動。 

3. 去函政府機構，陳情建言：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心生活協會致函提

出許多具體建議事項，詳細內容請上心生活網站參閱。www.心生活.tw。 

4. 公務人員任用法限制精障者工作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經合格醫師證明之精神病者』禁止任用為公務人員，明顯違反人權、

違背精神衛生法對精障者考試、任用權的保障。心生活在會訊刊載相關

事情後，引起熱烈回應討論，本次議題已受到精障族群關注成為焦點。 

5. 反應精障者對庇護工廠的需求，關閉的不滿與抑鬱：從 97 年開始，聯

合醫院即醞釀關閉院區轄下所有庇護工場，後僅保留仁愛院區庇護工

場。損失逾 60 位工作機會，原工場員工也都轉介到其他機構。 

(二)、 幫助精神疾病患者和家屬認識與其自身權益相關的法律和制度 

1. 舉辦身權法 ICF 講座：共有 77 人參與。參與者了解修法精神意義、編

碼方式、修法的優缺點，喚起精障族群的危機意識，並主動關切自身權

益。 

2. 參與長照保險講座並發表心生活對於長照保險政策立場：心生活總幹事

及服務員主動參與各單位辦理的長照保險會議，表達精障族群的立場與

要求。 

3. 精神衛生法、施行細則及其他相關子法規整理、上網公告。 

(三)、 甜心（精神疾患者）及家屬參加運動俱樂部及體育健身活動 

(四)、 保健講座的舉辦和甜心保健手冊的印製及發放 

http://www.%E5%BF%83%E7%94%9F%E6%B4%BB.tw/
http://www.%E5%BF%83%E7%94%9F%E6%B4%BB.tw/
http://www.%E5%BF%83%E7%94%9F%E6%B4%BB.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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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慢性精神病人長期照顧樣貌的探討及財產信託模式的推廣 

1. 協助一位甜心辦理財產信託。 

2. 長照保險討論會、座談會參與。 

3. 與康盟合辦一場長照保險座談會。 

4. 精神族群照顧及服務需求討論會：舉辦三場，將討論結果寫入殘盟所發

出的『資源需求調查表』裡，爭取精障領域的福利。 

5. 12/3 國際身障日-精神族群討論會： 

由甜心與家屬組成的討論會，著重在『分享』自己的醫療與就業經驗。 

(六)、 精神心理衛生社區多元服務資源數量及品質亟待提升的訴求倡導 

1. 病友權益促進團體強制住院審查會委員代表座談會：分享對於強制住

院、審查會的經驗，與檢討的方向。 

2. 辦理講座介紹澳洲精神衛生社區積極服務制度(以坎培拉為例)。 

 

 精神病患者行動秘書培育營： 
 

本案 98 年度補助經費說明： 
內政部公益彩券回饋金補助一名社工薪資、專業督導之出席費、少許行政管

理費用。 
不補助：社工員的勞、健保及退休金費用以及其他各項方案費用。 
 

 

一、 服務目標及內容 

(一).採「目標導向」策略（障礙者的目標），進行個別化晤談及訪視服

務，達到「疾病管理」「提升生活功能」的目標。 

以細緻的個別化晤談服務，結合授課、活動及工作技能的學習，

三分面交叉進行，從談患者的願望開始，逐步的協助其落實為更

具體的小期待、細部目標，而後藉由團體課程，幫助參加者學習

面對疾病的生活應對方式，協助患者病情穩定，強化覺知力，產

生自信，並且提高患者社交互動的能力及情緒管理能力，加強患

者自我照顧之能力，向患者個人所設定的具體目標，逐步邁進。 

(二).採「工作」驅力策略，進行簡易的工作輔導，籌劃成果發表會，

以趨使精神障礙者完整的參與本案之復健活動。 

以行政文書為主軸，協助患者學習使用文具、學習簡易文書工

作；進階可帶領患者為公益團體提供辦公室助理服務（以志工服

務為出發），歲末並舉行一場成果發表會（成果若有市場性，並

且可規劃為展售會），提高精神障礙者社會參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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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個案量(包括團體課程及個別化服務)： 
 

項目 
計畫書目標 

(98 年 1/1~12/31) 
實際執行成果 

(98 年 7/27~12/31) 

參與團體課程者 20 名 200 人次 28 名 148 人次 

參與製作作品者 12 名以上 14 名/29 人次 

參加成果發表會者 12 名以上 8 名 

參與志工服務者 10 名以上 12 名 

個案服務 ◎ 6 名/66 人次 
 

參與自製作品者：  

日期 團體主題 參與人數 

98.09.24 自製我的名片 8 

98.10.01 自製我的寶典封面 5 

98.10.08 自製果凍 8 

98.11.19 自製耶誕樹 8 
 

個案服務：訪談 9 名，6 名收案，3 名未開案。共服務 66 人次。 

序號 個案編號 評估/開案日期 次數 案源 

1 98001 98.08.17 16 會員主動參加 

2 98002 98.10.24 3 生活重建連結 

3 98003 98.08.22 11 會員主動參加 

4 98004 98.08.27 12 庇護學員主動參加

5 98005 98.08.28 18 松山區訪視連結 

6 98006 98.11.05 6 生活重建連結 

7 98001x 98.08.17 ＊ 新學員主動連結 

8 98002x 98.08.27 ＊ 曾參加活動者 

9 98003x 98.08.22 ＊ 會員主動參加 

總計 66 次 6 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