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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新冠疫情來襲，五~八月三級警戒，心生活積極因應： 

心朋友工作坊及星辰會所轉用電話、視訊提供服務； 

辦公室全體同仁蒐集各醫院門診/領藥變動情況於臉書提醒回診注意； 

IMR 服務由電話指導甜心以手機視訊，積極轉為線上團體； 

專線服務蒐集疫苗預約及紓困訊息等，加強於臉書傳播重要資訊； 

六場講座重新規劃，半數改採視訊方式線上開講； 

◎ 疫情解封後，第一時間恢復辦理各項活動。 

感謝同仁及授課老師們，疫情中，不斷重新規劃服務提供方式、活動

時間場地與頻率，感謝使用服務的大家，維持了心生活的服務質量。 

◎ 心生活協會 110 年度服務量：個別化服務 436 人(精神疾病患者 330

人+家屬 106 人)約 7,055 人次、多元活動參與 1,903 人次。 

 
 

Lit-up life through Supporting 

看見˙支持 精神障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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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朋友工作坊：8732-6543、臺北市星辰會所：2838-2225 

~~ 誠摯敬謝：補助單位、捐款者、專業督導、全體理監事/同仁/志工們 ~~ 
 

mailto:heart.life@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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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活的網路天空 
 

 

 

 

 

 

 

 

心生活官網 心生活 FB 粉絲團 心生活臉書 

 

 

 

 

 

 

 

 

 

星辰會所 FB 粉絲團 心朋友工作坊 FB 粉絲團 
心朋友的店 FB 粉絲團 

(無實體店面) 

 

 

心生活製作影片-幫助大眾看見˙支持精神障礙者 
 
 
 
 
 
 
 
 
 
 
 
 
 
 
 

心生活出版品-以知識取代恐懼、以理解放下排斥 
<精神健康你我他> 第輯：有關精神疾病 25 個大家最感興趣的主題。 

第輯：瞭解思覺失調症(舊名精神分裂症)與精神障礙族群的需求。 

第輯：精神疾病的復健、思覺失調症的藥物治療。 第輯：助眠藥物的安全與效

果、辦理重大傷病卡、愛心悠遊卡、精神衛生法簡介、職能治療與社會工作介紹。  

第輯：牙齒保健、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的保健、運動、認識躁鬱症與治療藥物。  

第輯：精神障礙之疾病管理與康復服務(IMR)一冊—康復的策略/精神疾病實用知識/

壓力與生理脆弱的治療策略。第輯：(IMR)二冊—建立社會支持/有效服用精神科藥

物/服用酒精和毒品。第輯：(IMR)三冊—減緩復發、壓力的因應、困難及持續症狀

的應對之道。第輯：(IMR)四冊—用服務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健康的生活。 

<大台北地區精神障礙家庭社區服務資源>、<全台精神公益組織與社區服務 

>、<Why 精神衛生法 Need 快快修法>懶人包、<精神衛生法-修訂建議>。 

 

精神障礙揭密動畫第二部：情緒篇 

【真心相待、減少刺激，平息情緒波濤】 

110 年 9 月首次上傳心生活 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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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活 110 年度服務成果報告 

壹、 「心家庭專線電話服務」及家屬支持活動： 

**感謝臺北市社會局及公益彩券回饋金(社家署)補助** 

**補助經費缺額較大，感謝各界捐款維繫專線服務。** 

一、 服務內容： 

(一) 【專線電話】服務：以電話、網站(心姊姊諮詢)及電子郵件為媒介，

線上諮詢回覆、追蹤關懷。是能傾聽、關懷、給予精神疾病患者與

家屬心情支持的溫暖專線(WARM 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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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精障家庭支持活動】：辦理同儕團體、家連家課程及系列講座，

增加家屬和病友看見彼此和陪伴自己的機會，讓照顧者從過來人身

上看到希望、從專家講座中吸取知識，相互陪伴、學習成長，運用

所學、回饋經驗給需要幫助的人。 

(三) 為有深度心理支持需求的病友或家屬，連結心理師提供晤談服務。 

二、 服務質與量的成果： 

(一) 專線電話服務量： 
 

 專線關懷服務 專線簡式服務 總服務

量(A+B) 服務量(A) 台北市民 服務量(B) 台北市民 

人數 人次 人數 人次 人數 人次 人數 人次 全年共

服務：

146人、

1,213人

次 

專線電話 34 1077 20 362 88 88 38 45 

官網留言     29 29 6 7 

信件 1 17 1 16 2 2 2 2 

總數 35人 1094 21人 378 111人
*

 119 46人 54 

備註*：同一人採兩種以上管道服務者，總數已扣除重複人數。 

(二) 精障家庭支持活動服務量： 
 

 人數 人次 

心家庭聚會 (3、4、8、9~11 月共六場次) 20 43 

家連家精障家屬教育課程 (共 8 場次) 1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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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家庭暖房 (4、5、8~12 月共七場次) 15 26 

心家庭講座 (六場次) 175 185 

合計 221 315 
 

(三) 連結提供心理師晤談服務：全年度共 4 名、25 人次。 

110 年設計回饋問卷於每梯次結束晤談後請服務使用者填寫；其中三

人回饋獲得顯著幫助，一人回饋壓力尚未解除但認為已略緩解和家

人的衝突。 

(四) 專線的【關懷服務】： 

1. 全年服務 35 人中，32 名為病友。男性 13 人、女性 22 人。 

2. 新開案 12 人。 

3. 服務效益達到問題緩解者達54%。台北市民佔60%、新北市民佔31%。 

4. 疾病別與年齡層統計： 

 

 

 

 

 

 

(五) 專線的【簡式服務】： 

1. 年共服務 111 名、119 人次。 

2. 性別與身分： 

 

 

 

年齡統計 人數 比率 

20-29 2 7% 

30-39 10 36% 

40-49 6 21% 

50-59 8 29% 

60 以上 2 7% 

未知 7 25% 

總計 35  

關懷對象疾病別 人數 比率 

思覺失調 22 63% 

躁鬱症 5 14% 

重鬱症(含憂鬱) 4 11% 

其他 2 6% 

未知 2 6% 

總計 35 100% 

諮詢對象 人次 人數 百分比 

本人 66 58 55% 

親子 24 24 20% 

手足 5 5 4% 

夫妻 7 7 6% 

其他 14 14 12% 

未知 3 3 3% 

總計 119 111 100% 

性別 人次 人數 比率 

男 40 40 34% 

女 63 59 53% 

未知 16 15 13% 

總計 119 1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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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式服務管道： 

 

 

 

 

4. 簡式服務的疾病類別(病友自己或家屬的疾病)： 

 

 

 

 

 

 

 

 

(六) 心家庭暖房： 

⚫ 特色：小型精障者家屬的同儕團體，可暢所欲言。 

⚫ 110 年度辦理 7 場次，15 人、共 26 人次參加。 

⚫ 100%的參與者表達參加活動有收穫。包含更能覺察自己的感受、

學習跟家中的甜心相處、吸收到新的知識、自我成長等。 

(七) 心家庭知識講座： 

⚫  三場視訊、三場實體，共六場演講。 

⚫ 「司法與精神醫療的新挑戰」(蔡長哲院長)、「心理治療的能與不

能」(王欽毅心理師)、「生活中的職能治療」(陳美華負責人) 、「認

識思覺失調症與治療藥物」(戴萬祥主任) 、「過動症的治療與生

活適應」(高淑芬副院長)、「認識躁鬱症與治療藥物」(李嘉富主

任)，共 175 人、185 人次參加。 

⚫ 整體滿意度為 91.5%，收穫度為 91.7%。 

(八) 心家庭聚會： 

⚫ 共 6 場次，受益人數共 20 人、43 人次。 

⚫ 整體滿意度為 97%；感覺有收穫的前五大面向為： 

   ◎認識更多家屬/病友  ◎吸收到知識  ◎自我成長  

   ◎體會到精神疾病患者(甜心)或家屬的感受和想法  

   ◎與病友相處的方式  

 
人數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電話 78 70% 86 72% 

網路 30 27% 30 25% 

信件 3 3% 3 3% 

總計 111 100% 119 100% 

 
人次 人數 比率 

思覺失調 28 27 24% 

躁鬱症 9 7 8% 

重鬱症 28 24 24% 

其他 10 10 8% 

未知 44 43 37% 

總計 119 1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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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家連家精神障礙者家屬教育課程： 

⚫ 共 8 場次，服務 11 人、61 人次。 

⚫ 參與者十名為親子關係、一名為姑侄關係。 

⚫ 全體參與者都表達自己的參與度高、很實用。 

 

【心家庭聚會活動照片】： 
 
 
 
 
 

 

 

 

 
 

【家連家課程活動照片】： 

 

 

 

 

 

 
 

【給專線服務員的感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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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心朋友工作坊」(精神障礙者日間作業設施)： 

** 感謝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及社會及家庭署補助 ** 

** 感謝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第 11 屆愛的一票獎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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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與作業/職能陶冶為主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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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日常進行項目(服務提供內容)包括： 

<作業項目/功能性復健>--代工、自製產品、文書清潔作業等，障礙

者可賺取工作獎勵金；<日常生活事務>—烹飪課、垃圾分類回收等之

學習；<體適能>與<健康維護>--運動中心鍛鍊、體重/體溫測量、回

診提醒、指導排藥；<育樂活動>--卡拉 OK 歡唱、生日慶祝、出外參

訪、市內市外旅遊、電影賞析；<培養興趣/創作鍛鍊腦力>--多元活

動(手工藝.桌遊.園藝.繪畫…)、鼓勵閱讀；<充權>--週會/月會之提案

/討論/決議、社會交流、倡權呼籲或行動。 

三、 同時段服務上限為 15 名；本年度內共服務 14 名精神障礙者及 1 名

其他類別障礙者，其身心障礙證明等級輕度者 7 位、中度者 7 位、

重度者 1 位。期末在案 12 名；結案者包括復學、就業、再住院。 

四、 110 年內，因為前一年度復學、就業而離開工作坊的人較多，慢慢補

上服務量，所以每月服務人數略低於前幾年，全年度到工作坊者共

服務 2222 人日(含半日)，另五到八月三級警戒時轉電話/視訊提供服

務 248 人次，合計 2,470 人日(含半日)。服務使用者全年出席合計

9,131.7 小時，其中參與作業活動共 3,725.6 小時；領取獎勵金共$ 

69,116 元。 

五、 病友服務使用者的滿意度回饋： 
 

110年度心朋友工作坊 

服務使用者滿意度調查 

很滿意 

(%) 

滿意 

(%) 
普通(%) 

不滿意

(%) 

很不滿

意(%) 

1 出席工作坊有家和快樂的感覺 31 46 23   

2 我出席工作坊的時間增加了 (出席率變高) 31 46 23   

3 我參與作業工作，數量變多或速度變快 15 38 46   

4 我參與作業工作，品質提高 23 54 15   

5 我在工作坊的時候，作業時間逐漸增多 15 5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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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覺得自己的專注力、耐力提升 31 38 31   

7 我覺得自己的人際關係變好 31 38 31   

8 我覺得自己適應工作坊附近環境的能力提高 38 46 15   

9 這裡的工作人員可以聽我說話、給回應 31 46 23   

10 在工作坊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31 46 23   

11 我可以自在的到工作坊附近走動、買東西 38 46 15   

12 我覺得自己被尊重 23 54 23   

13 在工作坊我有好朋友 31 38 31   

14 我的病情比以前穩定 23 54 23   

15 我比以前會管理自己的情緒 38 38 23   

16 我覺得生活比以前充實愉快 38 46 15   

 

六、 家屬的滿意度回饋： 
 

 

七、 心朋友工作坊活動剪影： 

110年度心朋友工作坊 
家屬滿意度調查 

很滿意 

(%) 

滿意 

(%) 
普通(%) 

不滿意

(%) 

很不滿

意(%) 

1 我了解甜心在工作坊的活動與參與情形 46 38 15   

2 我對工作坊的服務感到滿意 46 38 15   

3 我覺得甜心及家屬在工作坊受到尊重 54 38 8   

4 我覺得工作坊的環境舒適安全 31 54 15   

5 工作坊工作人員與我保持良好的聯繫 54 38 8   

6 我可以自在的向工作人員提出想法並獲得回應 54 31 15   

7 我覺得甜心的專注力及耐力提升 31 38 23 8  

8 我覺得甜心比以前會做家事 31 38 23 8  

9 我覺得甜心的人際關係變好 38 23 38   

10 我覺得甜心與家人互動良好 46 38 15   

11 我覺得甜心病情有改善 31 46 23   

12 我覺得甜心來工作坊會有樂趣、成就感 38 31 31   

13 工作坊的服務能減輕我與家人的照顧壓力 38 4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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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趕工中(尿袋) 桌遊團體 

 

 

疫情期間視訊關懷園 台大校園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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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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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臺北市星辰會所」精神障礙者 Clubhouse服務：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經營管理 ** 

一、 109 年二月得標點交、當年 11 月 6 日起正式營運。採 cluhouse 會所

模式提供服務：精神障礙者加入會所成為「會員」，每位會員都參與

工作日(會所大小事的合作與分工)對會所有所貢獻；會所是全體會員

的，工作人員(稱為職員)與會員平權工作。會所回應會員作為人的想

望與需要、發現會員自我的能力，並以會所之力支持會員們發展潛能。 

二、 110 年社會局評鑑獲得甲等成績，委託服務續約兩年。 

三、 110 年底累積共有「會所會員」51 名；男性 25 名、女性 26 名；其中

46 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年齡層橫跨 23~64 歲。 

四、 全年度會員、準會員、潛在會員到會所使用服務者共 1,966 人日(含半

日)；會所以電話或家訪關心未到會所成員者另有 998 人次(含疫情三

級警戒時之線上參與)。 

五、 110 年度整體滿意度問卷(應收 51，實收 41 份)：非常滿意 22 人、滿

意 13 人、普通 5 人、不滿意 1 人。 

六、 星辰會所外出宣傳或在所內接待外界來賓參訪者共 12 場次，共觸及

239 人次，包括各領域服務工作者、社區民眾等。其中 12 月 1 日在所

內舉行「星精神英雄會--星辰會所 110 年度成果展」，過程中，採票選

會員們參賽作品的方式選出星辰 T-shirt 與 LOGO 的視覺設計圖，會場

內打造出獨一無二的創作者文化，呈現會員及潛在會員們攝影、繪

畫、料理、音樂等各式創作，並有現場動態表演和真人故事分享，共

吸引外界 182 人次來訪。 
 

  

成長團體非洲手鼓 節慶活動圍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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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日瑜珈活動 一日遊故宮 

  

 

 

 

 

 

 

 

讀書會 星星貼圖大亂鬥 

 

肆、 「精神障礙甜心—樂生活」服務：  

** 感謝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心理健康組(心口司)補助 ** 

一、 服務目標：  

(一) 提供〈心家庭生活支持服務〉：為獨居之精神障礙者、有喘息服務需求、

有陪同就醫或辦事需求之精障者，以及精障子女奉養能力不足之銀髮家

屬，提供生活中所需的陪同、關懷、居家協助等支持性服務，緩解精障

者與家人生活中負荷的壓力，達到患者得以病情穩定、家庭照顧者獲得

喘息的目標。 

(二) 規劃設計具復健及自我成就效果的〈藝術˙培力社〉及促進健康的〈運

動社〉兩種團體活動，吸引精神障礙者(甜心)參與，在每週或雙週參加

一次、全年進行的活動頻率下，幫助精障甜心持續動手、動腦、動身體、

建立自信，同時達到促進身體健康、精神復健、獲得支持人脈、生活多

彩有意義的多重目的，達成維持康復狀態並減緩退化的社區生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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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0 全年度共服務 100 人(如下表)，其中支持服務共 211 人次，帶狀活

動共 431 人次。 
 

生活支持+連結專業服務 
病友 37 人 

家屬 1 人 

帶狀活動+個別化康復支持服務 
病友 64 人 

家屬 1 人 

合計 (已扣除使用兩項服務者) 
病友 98 人 

家屬 2 人 
 

三、 <藝術培力社>活動回饋： 

(一) 全年依計畫共舉辦 20 場次(三級警戒期間暫停，解封後將頻率從雙周

一次改為每周一場次，補足活動場次)。各場次計算平均滿意度如下表，

感覺滿意者超過九成。 
 

題目   (滿意度%)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同意 

以上 

1. 我在活動中感到舒適自在 49.06 41.2 7.87 0.37 1.12 90.26 

2. 我覺得與其他成員的互動是

舒服的 
47.19 36.7 13.86 1.5 0.75 83.89 

3. 課程內容能引起我的興趣 47.94 41.2 9.36  1.5 89.14 

4. 我覺得課程難易度適中 43.82 41.95 11.99 0.75 1.5 85.77 

5.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覺得請

求幫忙是自在的 
45.32 46.07 7.49  0.75 91.39 

 

(二) <藝術˙培力社>質性成效：超過九成的參與者，都有一項以上的收穫。 

 

四、 運動社服務使用者回饋： 

(一) 受疫情影響，全年度共舉辦 16 場次(運動中心球類 15 場次、地板滾球

1 場次)，各場次計算平均滿意度如下表，感覺滿意者超過七成。 

增加自信心 44% 抒解壓力 45% 提高成就感 36% 

心情平靜 53% 減低焦慮 33% 
對更多人事物產生

興趣 21% 

增加專注力 50% 心情愉悅 42% 增加與人的互動 32% 

情緒穩定 47% 激發創意 43% 其他 1% 

    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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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度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一)  我覺得自己今天有好好運動 44% 28% 17% 6% 5% 

(二)  我喜歡今天的場地和氣氛 50% 22% 21% 5% 2% 

(三)  我覺得教練指導得不錯 45% 21% 14% 2% 1% 

(四)  今天我有和其他夥伴互動 42% 27% 24% 5% 2% 

(五) 我覺得自己有學到東西 43% 28% 25% 4%  

(六) 整體而言，我對今天的活動

感到滿意 
50% 22% 22% 6% 1% 

 

(二) 達成運動效益： 

完成前測者有 21位、其中 13 位同時完成後測(佔 61.9%)，有 7位覺得

達到「體力維持或提升」的目標，並有其他效益如下表： 
 

 

五、 心家庭生活支持服務： 

38 名服務使用者中 1 名為家屬，有 15 名為新案 23 名為延續服務案。

新案由外部單位轉介者佔 40%，分別來自於：照管中心 2 人、健康服務

中心 3人、安康平宅 1人。患者之疾病別： 
 

疾病 思覺失調症 躁鬱症 重度憂鬱症 其他精神疾病 

百分比 60.50% 21% 13.30% 5.2% 
 

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就有回覆者統計：肯定本服務之重要性者佔

93%，對服務滿意者佔 86%，認為對維持自己的病情與生活穩定有幫助

者則為 93%。 
 

人數 有成效項目 運動成效 

2人 3項 
心情平靜(身體健康)/與人交流

/增加自信 

3人 2項 減重/心情平靜 

1人 1項 增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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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精障甜心 IMR(Illness Management and Recovery)康復服務」：  

** 感謝臺北市社會局補助 *** 補助經費缺額較大，感謝各界捐款。** 

一、 IMR 疾病管理與康復服務團體在幫助缺乏社交互動、自信低的慢性精

神病患者(甜心)，設定自己的「康復目標」，在想望達成目標的動機下，

探索達成康復目標的可實踐策略，並藉由同儕團體中每個人寶貴的經驗

分享，肯定自我價值並從經驗中發展出因應生活困境、實踐目標策略的

達成方法，逐步踏實、邁向康復之路。 

二、 甜心 IMR 康復服務，全年度服務量：共 24 人、375 人次。 

(一) IMR 康復成長團體： 

⧫ 半開放式之小型精神病友同儕成長團體。依疾病管理與康復服務

(IMR)使用者手冊(本會精神健康你我他實用手冊第六到九輯，共

11 個單元)，分單元進行討論。 

⧫ 四月進行至十二月，每週一場次，全年度共 33 場次。 

⧫ 外聘團體帶領者：曾惟靈社工師。 

⧫ 五月疫情三級警戒起，約有四個月採手機視訊方式線上進行。 

⧫ 全年度 IMR 團體共服務 23 人、240 人次參加。 

(二) IMR 個別化服務： 

由服務工作者傾聽每位病友生活中的困難心理、激動情緒，給予心理

支持，陪伴發展康復目標/執行策略/回家作業(為達標而設定的可實踐

項目)、提供諮詢答覆，全年度個別服務共 14 人、135 人次。其中同

時進入 IMR 同儕成長團體者有 13 人。 

三、 IMR 康復成長團體，110 年度滿意度回饋：參與者整體滿意度達 90%。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漏填 

了解課程 39% 53% 6%   2% 

有參與 41% 50% 6%   2% 

有收穫 38% 52% 9%   2% 

能日常運用 38% 50% 10%   2% 

幫助自我了解 38% 48% 12%   2% 

帶領者方式 43% 50% 5%   2% 

帶領者與我互動 43% 48% 7%   2% 

整體滿意度 40% 50% 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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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IMR 康復服務質性效益： 

(一) 110 年有 18 位甜心完成前後測，於各項指標(情緒穩定度、自信心

提升、病情穩定、家庭關係改善、就業能力增加或使用持續性服

務的出席率高)向度中，至少有一項提升者，佔總受益人數的

87.5%。 

(二) 每位參與的精神障礙朋友，均由服務者陪伴引導設定其自己的康

復目標、為達成該目標設定執行策略之分項執行目標；110 年度

有 17 人具體的在策略執行目標上有進展。 

五、 IMR 服務快速面對疫情挑戰： 

IMR 團體課程 110 年遇到疫情三級警戒實體團體需全面暫停，經過服務

者積極於電話指導，順利的讓有手機的成員們學會視訊開會，在帶領者

曾惟靈老師和成員的大力支持下，IMR 康復成長團體順利的轉以線上方

式從五月進行到十月，十一月後重新會面進行；有效的應變，讓 IMR

服務在疫情嚴峻期間仍持續陪伴成員往自己的康復目標邁進。 
 

 

110.10.8  甜心 IMR 康復團體--線上進行 

 

110.12.17 甜心 IMR 康復團體—會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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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精神障礙甜心投稿服務」 

** 感謝臺北市社會局補助 *** 補助經費缺額，感謝各界捐款。** 

一、 鼓勵精神障礙者動腦、動手創作(詩詞、散文、繪畫)，由協會服務人

員將作品電子化，上傳到心生活官網(http://www.心生活.tw )的發表

園地，創造精障者自我表達的網路平台，協助一般大眾可以直接閱讀、

了解精神障礙者的生活樣貌、思維方式，以及甜心日常生活所遭遇的各

類困難；也可從甜心作品表達的喜怒哀樂中，了解甜心和閱讀者相同的

人性，奠定平等尊重的意識。 

二、 創作者可以領取每人每篇$100 元、每季上限$300 元、全年上限$1,000

元的稿費；服務打破「競賽、得獎，才有發表機會」的迂腐，讓平時不

可能參加徵文比賽、或有投稿機會的精神障礙者，無論障礙程度都有創

造作品並被公開發表的機會，深具鼓舞效用，可提升精障者自信，並鼓

勵多多動腦、集中思緒來抒發心聲、發揮創意，達到精神復健和心理社

會支持的效果。 

三、 110 年全年度共服務 92 名病友(其中 58 名為台北市民)，整理上傳官

網發表的作品共計 653 篇，發放稿酬總計$54,300 元。 

四、 甜心投稿服務成效： 

(一) 「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表」回收 86 份： 

◎ 整體滿意度平均每人分數 4.6分(滿分 5分)、感覺滿意者達 91.9%。 

◎ 全體創作者於創作時，都至少有一項正向心情感受： 
 

舒緩壓力 65% 

心情愉悅 56% 

集中思緒 55% 

穩定情緒 51% 

感覺平靜 51% 
 

◎全體創作者都感覺「甜心投稿服務」對自己有至少一項幫助： 
 

增加自信心、提高成就感 64% 

表達出自己的所思所想 57% 

腦力復健(如：提升專注力) 48% 

抒解壓力 48% 

減低焦慮 43% 

http://www.心生活.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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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創意 43% 

練習書寫/繪畫 38% 

對更多人事物產生興趣 28% 
 

(二) 甜心們的回饋： 

 感謝有甜心投稿這個園地，可以有正向思考的機會，可以抒發心

情！ 

 感謝甜心投稿成立這項目，讓我有機會釋放自己內心的壓力，與

其他人分享單親家庭，身障者的煩惱。 

 希望更多一般民眾能支持讓病人都能投稿，促進表達能力。 

 甜心投稿很有趣，有時勾起童年的記憶，那麼甜和快樂，因為我

小學時代也喜歡畫畫，彩色圖片看起來有生命力、活潑的感覺，

也帶動感覺有快樂、有愛，跟生命和世界做連結真美麗啊！ 

 感謝協會給精障患者機會，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 

 

 

 

 

 

 

 

 

 

 

 

 

 

 

 

 

 

 

 

 

 

田可宜<超現實世界> 

庭庭<水蜜桃> 

C.C. 
<花&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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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心家庭開步走」：** 感謝 衛生福利部精神機構團體獎勵計畫補助 ** 

一、 製作[精神障礙揭密-情緒篇]動畫一部： 

110 年底起於協會 youtube 發表，youtube 與臉書

粉絲團合計瀏覽超過七百人次。

https://reurl.cc/X4QWqa 
 

二、 精神障礙族群社會交流： 

⧫ 身為家屬的總幹事自己+鼓勵病友、家屬接受媒體訪問等社會交流，

共24場次，9名病友、17名家屬參與。交流者包括：13位服務工作者、

9次媒體、兩百多名群組人士。 

⧫ 媒體訪問露出者，包括：<快樂聯播網>、<新竹 IC 之音>、<公共電

視-有話好說>、< Right Plus 多多益善公益媒體>、<聯合報橘世代

專訪>、<教育廣播電台>等，觸及全國民眾，精神障礙者及家屬現身

說法，幫助社會大眾理解精神障礙者與社區服務達成康復的可能性。 

⧫ 參與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連結提供的機會，邀請精障者與家屬

前往音樂廳聆賞交響樂、參與氧氣電影公司提供的機會，邀請精障

者與家屬觀賞「瀑布」電影。 

三、 精障族群同儕提供個別化服務： 

⧫ 110年由金總幹事(家屬)或自行或結合專線服務，採會面或郵件或網

站答覆方式，提供個別化諮詢與支持服務，共服務48名、66人次；

求助者自己表示或服務者評估對方已情緒緩解或獲得支持者達七

成。 

⧫ 連結一名家屬、一名病友提供服務，提供一位病友居家清潔服務。 

四、 精神障礙族群充權服務： 

(一)、 因應時事發表族群心聲。為屏東精神病人懷恨

超商店員要求戴口罩而毆打挖店員眼睛事件，

應邀上 9 月 30 日晚上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節

目。分享幫助精障者穩定就醫的一些日常應注

意事項：患者可能有交通障礙/對環境過於敏感

等，回診宜友人陪同、看診時應給予患者看診

空間的自主權(家屬不要進入)、應推廣指導排藥

盒…等。截止 111.2.11 youtube瀏覽 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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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二)、 在 110 年 4 月即針對行政院擬修刑法監護處分制度--將取消「處分

期間」的上限、可無限期關押病人於司法精神病院—侵害精神病友

人權的問題，於臉書、粉絲團、快訊發表反對意見；後續並與<司

法改革基金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權會>等團體共同

行動發出抗議聲音。 

(三)、 參加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舉辦的〔CRPD 替代報告發表及研討

會〕，宣廣精障族群想法與需求。 

(四)、 金總幹事因應時報出版社邀請，為其所出版文國士先生「一起所過

愛的蠻荒」繪本書出版時加附的「思覺失調指導手冊」，撰寫生活

中的相處與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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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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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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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協會網站，選擇 ATM 捐款。(請填寫資料、依網頁產生的帳號匯款) 

 電子支付捐款，可使用：【1177Pay】、或【智邦公益網】(藍新金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