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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他們有時無法控制自己的
行為，也許他們需要接受治療才可
繼續生活，也許它們反應沒那麼
快，但他們就和一般人一樣，一樣
會去學習新的事物，一樣對事物充
滿興趣，一樣為了生活努力著，他
們就是 -「精神障礙者」。
　　本期雙月刊，將帶大家認識現
今精神患者遇到的不便，以及介紹
台灣社會、校園為他們服務所帶來
的幫助，除了心理方面的幫助外，
也有透過輔具達到生理上的幫助，
期望我們的文章能使大家更加瞭解
精神障礙者。

引                     言

服務學習記者團    敬上



　　學習，是為了學以致用。把學生從課本理論帶到實際參與，學習
實務與人相處、溝通，關懷他人將所學回饋社會是身心障礙服務學習
課程開設的核心理念。身心障礙服務學習課程分為兩個階段，哲學思
辨與服務導論，透過哲學角度分析與批判性思考為精神障礙人士設計
生活中的輔助器具，畢竟，我們服務的對象是人，所以必須以嚴謹的
邏輯思辯反思用具設計的概念，想像出更符合需求並貼近生活的輔具。 

記得當初，我想像設計一個晶片，運用晶片解碼電磁波，轉換成電波，
傳遞並接收神經訊息。這項設計可以讓四肢癱瘓的人，手腳動起來，
有點像機械手腳的概念，不需要裝置機械手，只需要晶片和支架。但
壞處就是它的成本太高，所以我當初的發想是以社會主義這個角度切
入，支持我的設計。

校園記者/ 黃逸軒

電子系/ 藍士堯助教

為人而想，為人而做

輔具帶出「人」味的服務

身心障礙科技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課程專訪

青 年 志 工 力 量 大

為甚麼他們會變成精神障礙者

我想了解他們的真正需求，

因此我來上這堂課。



　　服務他人必先了解其需要，才能在正確的需求點上幫助他人，這
就是服務導論存在的重要性。課程邀請到關心在地身心障礙者的組
織－－「木匠的家」的理事長，在課堂上會初步對精神障礙進行介紹，
敘述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讓大家更能感同身受。服務，不是理
論口頭講講就能理解，是需要透過實踐與人互動才會了解服務的技巧
精隨。「木匠的家」和桃園榮總是課程實地合作的單位，兩個服務地
點雖然性質相似，但進行服務的方式卻截然不同。桃園榮總收的照顧
對象比較偏躁鬱症和憂鬱症，活動進行都需要跟治療師討論評估才能
實施，這邊的服務很是嚴謹。病房中的患者，因為久坐不動，肌肉很
容易僵硬，而學生們利用 x-box 設計的小遊戲是一個能讓他們伸展身
體又富有趣味性的輔具，類似於超級瑪莉的遊戲模式，必須要透過肢
體上的跑或跳，才能獲得遊戲金幣。相較之下，「木匠的家」就顯得
比較平易近人。這一個關懷協會，照顧失智的弱勢長者。在這邊的服
務偏向教導長者，生活上社群軟體的運用，學生手把手帶著長者操作
手機的各種基本功能，讓他們更為貼近這個世代。

　　在服務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層出不窮的狀況問題。這時，就是
要訓練臨場的應變能力。x-box這個體感遊戲機，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遊
戲，可以依活動狀況挑選遊戲，正因為它的樂趣，以至於病患若是沒
玩到，情緒就極容易失控，彼此用言語攻擊彼此，場面失控。這時的
我們，絕對不能慌，必須站穩腳步，找治療師調解大家的情緒並從旁
協助他們。另一方面，在「木匠的家」最常遇見的是，長者因為記憶
力不好，每每都會問同樣操作問題，學生也會不厭其煩地重複解說帶
著他們操作。慢慢的，我看見學生從一開始生澀的服務，成長成可以
獨當一面的應變各種狀況。我們透過這堂課，漸漸以同理心去理解並
試著與精障者共處在他們的世界，以他們的角度明白他們的需求，並
且了解設計輔具是必須要不斷地檢視輔具設計，這樣的輔具才會是最
貼近生活的存在。現代的輔具因為科技的日新月異，淘汰率極高，藉
由發想輔具創意，讓修習這堂課的同學突破自我極限，善用科技介入
真實服務，引發改變並實現自我。

先是了解，才能服務

問題應變，同理心為解

青 年 志 工 力 量 大



在生活中找回自我
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專訪
　　在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裡有一群人，他們為了想讓自己改變，
成立精障青年自立生活營隊，學習怎麼面對生活。另外有一群人藉由
提供自身專業背景的經驗，從旁協助精障青年們，讓他們在生活中找
到自信。

　　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長期關注精神障礙者議題，在累積許多個
案服務的經驗下，近幾年開始輔導由精神障礙青年自主舉辦營隊，營
隊打破以往由專業人士主導。主要理念是為了讓精神障礙者在生活中
獨立自主，透過擁有專業背景的支持者 ( 志工 )( 以下簡稱為支持者 )

從旁協助他們為自己設立生活目標，支持者大多有醫護相關背景或是
企業志工。不管目標大小，當精障青年們願意提出來，承諾能實踐目
標，協會相信他們是擁有能力自己決定、給予承諾並負責任地完成所
設定的目標，每人擁有屬於其夢想藍圖，靠自己的努力一點一滴地描
繪出來。
　　今年將舉辦第五年的精障青年自立生活營隊，主題為「工作與生
活」，主要讓精障青年們固定在每次會議中討論對於工作職場的想像，
透過企業支持者的經驗分享，從中學習，不斷引導發問並思考，從做
中學。不只是單純地給予答案，所有的問題並沒有最佳解，而是在生
活中探索找到屬於自己的真正解答。

在生活中找到自我價值

世 外 桃 園

校園記者 / 方薏婷



　　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滕西華理事長，分享到有位精障青年參加
營隊的目標是讓自己能在大家面前流利的說話，他原本是位有口吃、不
敢說話的人，於是決定要改善口吃，每次朗讀課文內容給大家聽，再慢
慢開始找三個人說話，循序漸進的去達成目標。在最後成果發表時，他
代表組別上台分享簡報，以流暢的速度分享整個內容，看著他一路以來
的轉變，不禁讓人在台下感動泛淚。另外還有位青年是想改變生活習
慣―戒除飲料，在炎熱的夏天裡，來一杯飲料解暑是最快樂的事情，他
卻設定目標要不喝飲料，第一步從減糖開始，減少喝飲料的次數，一個
月後把喝飲料的習慣取代為喝水，他認為喝水是對身體有益的事情。
實施二個月後更近一步找到能兼具喝飲料又掌握健康的方式，那就是運
動！與營養師討論後他瞭解到運動可加速代謝，當想喝飲料時就去運
動，一舉兩得地將熱量消耗掉同時又犒賞自己。
　　理事長提到要讓精障青年們感受到「現實感」，在生活中給予找方
法的方式，相信自己是有實踐夢想的權利、能力以及自由，支持者們則
從旁一起協助找到答案，當最有力的靠山，給予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找回生活中的現實感
世 外 桃 園

▲ 彼此針對目標互相討論發表意見。

▲ 精障青年們彼此合作畫出代表自己對五的圖案。



　　在訪問中理事長提及，精神障礙不該被貼上標籤，擁有精神疾病
的患者和一般人生病沒什麼不同，有時在某些狀態下無法控制自己的
思維和行動。對於精神疾病的治療，復元並不是精神疾病患者一個人
的事情，除了接受專業的醫療資源之外，最大部分是讓患者能夠在生
活中復元，家人的陪伴和整個社會環境都會是影響復元程度的因素之
一。藥物的治療只是單方面的減緩症狀的發生，人是群居的動物，最
終還是要回歸生活，在生活裡學習著恢復成原來的模樣，精神障礙者
也希望能夠回到原本健康的樣子。
　　若社會願意伸出雙手擁抱那些生病的人們，並不是因為害怕就選
擇排斥、拒絕，即便有好的醫療資源，沒有家人朋友或醫護人員的陪
伴，讓病患一個人去面對疾病其實也是一個很無助且孤單的事。

建構友善包容的社會

世 外 桃 園

▲ 彼此針對目標互相討論發表意見。



　　「恐懼和害怕是社會的不定時炸彈，而不是精神疾病。」理事長
表示大多數的人對於精神疾病的不了解，就不選擇接近，因而產生距
離和誤解。是社會的排斥，讓精神障礙者被貼上負面的標籤，其實在
參與完營隊後，許多支持者分享若在平常不會發覺原來他們是一群精
神障礙者，他們如同正常人一樣生活著。未來理事長也歡迎青年志工
加入支持者的夥伴，只要願意付出行動、打開自己的心去傾聽這個社
會不同的聲音，會發現原來我們是一樣平等的。

世 外 桃 園

▲ 精障青年們彼此討論為自己的隊伍畫出代表的圖案。



來自特教天使的祝福                           　　　　
天使報佳音
　　中原大學服務學習種籽團，長期關注桃園在地兒童相關議題，108

年 12 月 24 日聖誕前夕舉辦「天使報佳音活動」，招募一群喜愛小朋
友的大學生，一同到東門國小和瑞豐國小，帶著天使班（特教班）的
小孩，到老師辦公室以及一般生教室，唱聖誕歌祝福師生，另外也帶
著天使班的小孩，親手製作卡片給老師和父母親表達感謝。　

校園記者/
葉育恩

　　服務學習種籽團致力於推廣在地服務，關心社區周遭人文環境。
持續將全人教育對天、人、物、我之人文關懷理念，透過在地服務向
下扎根，達到「人」與「環境」永續發展之目標，以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在聖誕節舉辦大手牽小手報佳音活動，帶領國小天使班之特教生
報佳音，期望藉由活動。讓這群看似只能「受」的天使們，有機會展
現「施」的能力。有別於印象中報佳音的形式，種籽團帶領特教生小
朋友，成為報佳音的給予者，當天的志工除了種籽團的成員，同時為
了加強人力及讓更多大學生接觸到此議題，也招募一群大學生一同參
與活動，擔任美宣設計及小隊輔的角色，參加的大學生裡有些在過去
未曾接觸特殊生的小孩，透過行前訓練大學生們瞭解天使班小朋友的
狀況，希望能一同帶領天使班小朋友成為有能力付出的人，也能破除
一般生小朋友對天使班的刻板印象。因為想讓特教班孩子，也能用自
身的能力給予回饋，體驗轉換角色給予愛。

破除刻板印象成為給予者

中 原 大 小 事

▲ 志工夥伴到班級內唱跳報佳音。



　　天使班班級裡有泛自閉症、多重障礙和歌舞伎症候群的學生，有
著先天身體機能的不便，肌肉使用較不發達，因此種籽團在設計活動
時，也根據小朋友的狀況進行，像是製作卡片時，選擇使用貼貼紙方
式，帶著小朋友貼成一個愛心形狀，讓天使班的小孩有能力完成。團
員們也挑選難度適合的聖誕歌曲，教小朋友在短時間內練習，帶他們
到老師辦公室和普通班級裡報佳音，種籽團剛開始，有些擔心普通生
會有異樣眼光或是歧視，但實際到現場看見他們一起幫忙打拍子一起
唱聖誕歌，氛圍十分融洽，天使班的報佳音活動，雖然無法展現精湛
的舞姿，或是把歌詞字字句句都唱得悅耳，但透過這活動讓天使班成
為能夠發揮自身價值，不在意歌曲或是舞蹈的完整度，而是希望這活
動能帶給的感動。

　　財金二乙的鍾紫柔同學，她在活動中看到一個比較熱情會照顧其
他孩子的小朋友，牽著另一位平衡感不好的小朋友一起走，很有架勢
互相幫忙，甚至也幫忙指引道路和方向，看到那一幕很感動，她也表
示：「僅管天使班小朋友身體不同於一般人，看見他們發揮自身價值，
成為有能力付出給予的人，就是達成這活動服務的宗旨。」心理系的
黃逸軒同學也說道 :「因為有朋友在身旁，他們就可以一起應對旁人對
他的看法。」雖然特教班的孩子，天生因為身體的缺陷，生活起居照
料多要由父母和師長協助，在聖誕節前夕透過天使報佳音活動，不僅
讓他們有機會成為付出，給予感動和祝福的人，也讓一些正常班孩子
感受對特教班有更多認識，打破對特教班學生的既定印象。

「不完美」卻很真實的感動

天使們互相幫助成為彼此的好夥伴

中 原 大 小 事

▲ 志工協助天使班孩童製作聖誕節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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