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滷豆干滷豆干（素食）（素食）

杯子蛋糕杯子蛋糕

手工餅乾手工餅乾

✪ 400g：$160
✪ 200g：$80

✪ 愛心採購，低溫宅配需自付運費。

✪ 三入：$40
✪ 四入：$50
✪ 會議點心盤：
 $180起。

手工餅乾可依客人需要，決定每份的片數、包裝大小，以符合不同預算的送禮需求。

以曲奇餅乾為例， 
一小袋/盒$65； 
小圓盒$100； 
圓滿盒$280。
杏仁薄片因較為費工， 
價格會略高一些。

會議盤依片數定價。

心朋友工作坊
向《心朋友工作坊》

採購甜心（精神障礙者）參與製作的產品：

Call  8732-6543 

超現實的世界， 
帶領我們見識想像的空間： 
祝大家都有自己的美好世界

特別推薦∼曲奇餅乾特別推薦∼曲奇餅乾

鮮美好滋味∼提醒：新鮮現吃鮮美好滋味∼提醒：新鮮現吃

真空包，吃過的都說美味真空包，吃過的都說美味



手工精油香皂手工精油香皂

紫雲膏紫雲膏

✪ 家事皂：每塊$60
✪ 精油香皂：
 每塊$180
  三塊裝禮盒$500
  六塊裝禮盒$900

每盒：$30
若提早預訂，可做大盒$90

精油皂常做香氛為：薰衣草、

香橙、葡萄柚。平時庫存不

多，若量大，請提早兩個月以

前預訂，提早三個月以上可選

擇精油香味。

中藥的面速力達母（小護

士）：蚊蟲咬、刀傷、燙

傷、皮膚癢⋯⋯用途廣。

心朋友工作坊
向《心朋友工作坊》

採購甜心（精神障礙者）參與製作的產品：

Call  8732-6543 

感謝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支持心生活協會為精神障礙族群提供服務

111年並贊助心朋友工作坊宣廣產品、
製作產品贈送勞苦功高的警察及消防單位。

材料好、品質高，洗澡/洗臉讚材料好、品質高，洗澡/洗臉讚

小小伴手禮、旅遊時發給團員小小伴手禮、旅遊時發給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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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是由精神疾病患者及家屬

們所共同發起的民間公益組織，精神疾病所帶來的苦與痛、

絕望無助的無奈心境、奮戰疾病永不懈怠的精神、對於協助

資源的殷切盼望⋯⋯身為當事人的我們最為清楚。

自92年7月成立起，心生活協會藉由不定期發布的心朋
友之聲等（詳心生活協會官網），將我們的處境及盼望說出

來，幫助精神族群與社會大眾和政府機關做良好的溝通，並

且也積極、建設性的提出維護精神族群權益的倡議。

精神族群們希望能夠自己為自己發聲，精神族群們希望能夠自己為自己發聲，
不必假他人代言不必假他人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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癱瘓，生命給的這一課
心生活協會的「成年」挑戰

金林 總幹事（111年8月）

措手不及，111年5月31日起，我癱瘓了。

5月15日開始喉嚨痛，連續三天快篩陰性，5月19日快篩陽性、
PCR確診新冠肺炎；和多數人一樣，在政府的指引下服了十天的感冒
藥，並沒有具體改善，29日就開始不能排尿，我依台灣急診醫學會
的七大警訊指引（其中一項就是得新冠後不能排尿，請民眾自行前

往急診、避免惡化），搭防疫計程車前往急診，等五六個小時後，

只等到排尿回家，回家後感覺步履蹣跚。30日還是無法排尿，再跑
急診，同樣等五個小時左右，這次加了尿管帶回家，回家門口進樓

梯就站不起來，手機call樓上的弟弟下樓來拉我上樓。31日自己在臥
房都站不起來，打119再送急診，胸部以下竟然完全癱瘓，無法動
彈。急診留關六天，前面幾天是各種檢查，確認是病菌侵犯腦、脊

椎，脊椎多節損傷。

親自遇到了，才知道雖然急診醫學會列的七大警訊，勢必是參

考很多新冠大流行過的國家的資料，但萬沒想到醫療系統，卻沒準

備、沒有治療對策，黃金時間所做的居然只是導尿！坐等時間1分1
秒、1天1天的消失，不知道治療在哪裡，真是非常煎熬。

急診留觀六天後轉感染科病房住院，共一個月。針對脊椎感染

受傷，以點滴打了各類抗生素、高單位類固醇（造成出血停用）、

抗病毒藥物、免疫球蛋白，中間穿插因為出血而輸血、為查出血而

做胃鏡、全場道鏡檢查⋯⋯，當年打化療時找不到血管可用的恐怖

再來一輪；而最終癱瘓的情況是一樣的，只有頭頸與雙手可動，手

指、手掌功能亦有限。

恐怖絕望的癱在床上，心想著，生命這一難關，老天爺要教會

我什麼？

第一時間進入腦海的就是，終於真正體會理解許許多多肢體

障礙朋友和他們家人的苦痛了！因為幫精障族群發聲，二十年來，

我們和好多各障別的朋友們，總是一起倡議、一起開會、一起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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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自以為瞭解大家的處境，等我真正成為沒有人貼身幫忙就不能

動、只能長壓瘡的肢障者時，才知道原來自己對他們的苦、對因為

要幫子女翻身而從來沒有睡飽過的肢障者家屬的艱難一無所知，更

不知道看護費用是多麼龐大的開銷。

實在太佩服前立委楊玉欣、障權會傑哥這些朋友了；希望自己

將來能像他們一樣，仍然可以坐輪椅工作、貢獻。

第二件進腦海的「功課」就是，老天爺「幫」我們進入了「心

生活沒有金林」的協會新局。這幾年身心體力漸漸力不從心，過勞

症候、癌症、疲倦一樁一樁，開始有「我創心生活協會、身體想退

休，卻不知如何善了」的憂心，但每天像陀螺一樣忙個不停，毫無

解決頭緒。

老天爺終究是出手，用我的癱瘓來讓這件事攤牌了。

這是心生活協會生存的危機，還是邁向永續的轉機；和過往一

樣，答案要由使用服務和出錢出力的支持者們共寫。

大家在不同的時間與心生活接觸、彼此成為好朋友，那時候

心生活可能是一歲、五歲、十八歲⋯⋯，每位甜心、家屬的生活經

歷，滋養出心生活的每一個服務案、成為充權服務所說所寫的每一

句話、每一個字。

現在協會要二十歲、成年了，回首病友和家屬的處境，有進有

退；相同的是每個人都更年長了、有著新的經驗和需求，每個人也

都敞著熱誠，希望看到新世代、期待遇到更多願意交流、或關心、

或樂意支持與幫助精神族群的新朋友們。

介紹心生活協會、讓更多人認識精障甜心、家屬和協會吧！

～陪伴心生活從二十歲邁向而立之年～

陳素珍 理事長的話

六月起感謝多位理事、監事及幾位同仁，和我一起協力承擔協會

的諸多事務；感謝大家，共同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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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與我們精障者及家屬的權益息息相關，今年初

行政院送進立法院的修法幅度很大，需要我們重視並提出建議，為

我們自己權益發聲，以下是心生活生活充權號召團體討論、拜會立

委、參與公聽會，提出的修訂建議。

行政院版「精神衛生法」 
精神公益團體修訂建議

案由：

一、 「精神衛生法」（下稱：本法）於民國七十九年制定後，配合

「醫療發展基金」之運作、醫療網之佈建等政府措施，逐步完備

了台灣的精神醫療資源，並揭示病人權益應受保障、訂定精神復

健機構之設置辦法，是為本法於國於民之<第一世代>貢獻。

 然時代往前推進，醫療完備後「應積極發展病人之社區照顧與

支持服務、提高國民心理健康保健」之本法<第二世代>修訂，

卻遲遲未能與時俱進的進行；本法立法後，除因政府組織變動

（精省、組織合併成立衛福部）而做的形式修法外，真正有碰

觸到實質議題的修法，第一次在民國九十六年，第二次則為此

時的討論。

 雖然碰觸到實質議題，但兩次行政院主導的修法，焦點都在病

人「強制住院」制度的改變，96年修法將強制住院改由「審查

會審查」，111年初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之版本（備註），則

擬再改為「法院審理」。（備註：以下援引之條文號碼皆按此

「行政院版」草案之條次進行說明）

 當強制住院的核准日益嚴謹時，案例減少於外人看僅是數字變

化，但對當事家庭而言，如果社區服務無法有效地發展起來、

如果家屬們無法向政府求助，就會聽到許多不知如何是好的家

屬不斷吶喊--保障了病人人權時家屬的人權在何處；精神醫學發

展已近百年，二十一世紀的當代精神衛生法需要迎頭趕上第二

世代的改革浪潮，以當事者的需求為根基、佈建並發展病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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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中所需要的各類支持性服務，實屬當務之急。

二、 西元1960年代以來，隨著精神醫學、精神科藥物逐漸地進步，

二十一世紀的精神病友，絕大多數人已經不需要長期住進療養

院；然而疾病對於患者仍有嚴肅的影響，對於因病功能受損、

情緒起伏較大的精神病友，其生活重建以及於社區和家庭中生

活所需的支持力量，在台灣卻一直未被政府列入積極發展的社

福議題。台灣的精神醫療有良好的品質，但政府卻漠視病人接

受治療之外的「生活」狀況。

 長期以來「腦功能障礙」者所需要的「生活支持與協助」，病

友生活中的種種困難和照護需求，極端的過渡仰仗「家庭」承

接，導致精障家庭的悲歌不斷。政府不面對病人有困難的日

常、前頭不積極協助，等到日積月累壓力爆發、出事了時，再

便宜行事的祭出強制住院、乃至近日強行立法圖謀以刑法來永

世隔離病人於偏遠的司法精神病院，不只讓政府成了汙衊病人

的社會汙名惡首領，更重要的是，只有「強制」「住院隔離」

的招式，會逼迫患者更不願意承認與接納自己的疾病、更想遠

離政府設施、更憤世嫉俗，一點無益於防範事情於未然，並非

真正可以讓相關事故不再發生的良策。

三、 一位病人有多位家屬，腦部疾病影響人的思想與行為，國家社

會現在已經能夠理解失智症患者家庭的負擔，於長照系統佈建

資源給予失智者及家庭支持和協助，然而對於同樣是腦部、行

為異常、生病時間更長之精神病人的家屬，則至今無論是在本

法之下、或者是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下，官方都沒有任

何長期性提供、可讓家屬主動求助諮詢的「精障者家屬之支持

性服務」，爰於第二十三條增列應為病人之「家屬及親友們」

提供服務；另第五十五條（現行條文四十五條）原將協助嚴重

病人接受社區治療之責任丟給保護人，改為課病人居住地主管

機關及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協助保護人以共同協助病人接受社區

治療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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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十年來，民間數百萬精神病友與家屬呼求政府修法，最多

的期待，是希望在精神衛生法中【增加生活支持與照顧的專

章】，但96年第一次實質修法讓大家失望了，現第二次實質

修法之際，行政院版雖大幅改寫法條、雖終於將「社區支持

服務」的文字納入第三條名詞解釋，但修法後會增加提供的協

助，仍只是在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二條等加入

「宣示性文字」；行政院以「宣示」要做來博得美名，但究竟

要做什麼？協助之「具體服務內容則仍付之闕如」，如此，縱

然法修過了仍無法許諾會給精障家庭或民眾帶來可以有感的改

善。「修精神衛生法」應該要對精神病人、家屬有用，讓病人

獲得好的治療、復健、生活支持，才能真正的避免憾事發生，

「病人與其家庭有合適其需求的服務，才是最有效的社會安全

防護網」。爰依行政院版條次，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具體列

示政府應為病人和家屬提供的基本服務項目。

五、 依據民間精神公益組織之意見蒐集以及精神醫學會近年的調

查，「長期性心理支持」為病人自述之重點需求，然這樣日常

性的需求（能傾聽理解人際疏離之病人的心聲、能接納病人反

覆訴說其固著性思考的人、能在病人情緒激動時適時出現給予

情緒支持的人）不可能全然由服務成本高的精神照護機構來承

接（備註），專線電話是相對而言成本較低又能長期、較無時

差、具可近性的提供給病人的有效心理情緒支持；更且能同時

服務並滿足前段所述之家屬親友需求，有必要入法以求推廣發

展。（備註：全國一年在精神科/身心科就診過者有兩百多萬

人、領障礙證明之精神障礙者十二萬多人，而精神復健機構全

國僅服務上萬人，量能遠遠不足）

現有的生命線（Hot Line熱線）為緊急型的專線，其與張老師

專線服務同樣都以一般民眾為服務對象，難以支持到有重大精

神疾病症狀之病人（具反覆固著訴說之特性，社會化程度低言

語較貧乏）與需要較詳盡在地資源訊息的家屬，爰增列政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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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在地民間組織提供服務病人與家屬之溫暖型專線電話服務

（Warm Line）。

六、 精神疾病核心變化在於「功能」狀況發生改變，因此許多慢性

精神病人（精神障礙者）每日24小時的日常，會有許多需他人

協助的地方，必然有「照顧」的需求。照顧與治療並非天秤的

兩端，而是應相輔相成、協力合作。本次修法第二十四條（原

三十九條）誤謬的將「照顧」限縮在【專業機構】，殊不知專

業能力在於治療，照顧的核心則在每天的日常，兩者都是病人

需要的，但卻是不同的需要。數十萬重大精神疾病患者的日

常，如何可以僅靠人力有限的「精神心理衛生領域專家」？照

顧病人冬日穿暖、提醒吃三餐，可能隔鄰的大姊比治療所的大

師要有用得多。

精神障礙者有操作的困難，但使用身心障礙/長照居家照顧服

務、喘息服務者卻人數稀少，這類服務正待發展，而如同現有

的居家照顧服務一樣，承接做居照服務者許多都是法人、團

體，故此條行政院版之修訂極不恰當，需回復原條文，得獎

勵、補助法人、團體承接照顧服務，更期許地方政府全力發

展，才能讓精障家庭無憂。

七、 全國因慢性精神病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十二萬多人、具精神

科重大傷病資格者二十多萬人，未領證的社會心理障礙者人數

更多，如何推動服務、佈建資源來提供協助，一直以來政府都

過於仰仗醫事單位，而未能用心傾聽、理解病人及其親友等當

事者的需求與意見，致使支持性服務至今未能有效的全面性推

展，本次行政院修法甚至將照顧服務鎖成只有專業者才可以執

行、開時代之倒車，更為明證；依我國簽署的聯合國「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公共政策應充分聆聽當事者需求；公約意旨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為我們做

決定」是最真實的全球實務經驗所推動之世代人權平等浪潮。

本次依CRPD及其聯合國身心障礙權利委員會第七號意見書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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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於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列入「病人代表組織」之定義（過

半數決策者為障礙者本人）並賦予參與中央和地方政府諮詢會

之機會，並於第六十九條同樣給予成員強制住院法庭參審員之

權利與機會。

八、 行政院近兩、三年，多次宣示社會安全網二期計畫啟動，增設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將達全國71處，信誓旦旦讓原本只做心理健

康促進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開始提供病人服務；並大張旗鼓開

記者會，說修法『成立全國精神照護指揮中心，⋯⋯從衛生單

位到跨部門轉銜都要確保不漏接』所編預算因此將『擴增六

倍』，然而檢視行政院版，卻驚訝的發現：

(一) 號稱新成立全國精神照護指揮中心，但看起來相關的條款與

內容僅如下述：

1. 第三十二條（現行條文三十八條）於現行病人出院通報系統

中，增加須將出院準備計畫轉知衛生主管機關，至於所陳支持

服務、轉銜服務等，仍屬「虛文字」；概若多元需求的服務並

沒有具體文字好「長出來」，修法前後政府的作為與效果仍會

是一模一樣的，只不過是衛生局多放了些電子檔案或紙本。

2. 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現行條文三十二、三十八條）核心

做法仍是警消送醫；24小時危機處置與現行由醫療機構（大

療養院等）承接之方式並無不同（備註），所新增者僅是特

定類別之人執行公務時，若覺得所遇者為病人時，得通知地

方主管機關提供協助，但所稱的「協助」行政院本條文看來

卻只是「送醫、轉送醫療機構治療」而已；顯然行政院把目

前的各種困難簡化成只是送不送到醫院的問題而已，實在讓

人遺憾，這樣「不去看病人長期性生活遭遇、家庭困境」、

只想把病人推去醫院的做法，不僅未能負起政府應有的責

任、且根本不能解決問題，還不斷的挑戰、侵犯精神病人的

人權。（備註）：不像他國（如:澳洲、加拿大、美國部分州

等）之危機處理團隊是將跨領域多專業工作團隊移入社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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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以具經驗之資深專業工作者積極外展訪視、提供加強

型個案管理服務）

(二) 去年起政府就已開始投大錢給各縣市衛生局、提高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預算，然而，看看行政院此次的修法，社區心理衛

生中心為病人服務所需增加的服務項目，竟然只有「病人的

個案管理」；然，目前的現況：各縣市衛生局原本就有「病

人關懷訪視」、「自殺關懷訪視」之個管，而社政系統已有

「身心障礙個管」、「家防中心的心理衛生社工」等，長照

系統則有長照個案管理；換言之，各縣市只要將關懷訪視

員、心理衛生社工的辦公室移入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就已履

行了本次修法賦予心理衛生中心的責任，真是換湯不換藥。

綜上，換句話說，精神病人所面對的政府社區資源系統幾乎沒

有改變，但政府卻宣稱總共要多花六倍的預算？連近來社家署

宣示四年內將成立41處協力模式（仿精障會所模式）之服務據

點的承諾，都沒有寫入行政院自己的修法版本中。

檢視近年幾個精神病友傷人的社會矚目案件，送醫、反覆送醫

無法解決問題，因為就醫所需時間短而生活時間長，所缺者係--

長期的關懷與支持、如何支持家屬來幫助病人、如何給家庭協

助來緩解因病人能力不足而無法處理或處理不好的事務，若僅

靠不斷圍捕、打擊病人、讓病人跑得更遠的強制送醫，問題恐

怕只會越來越棘手；為引導第二世代的精神心理健康資源佈建

（也才能達成行政院宣稱要達到的目標），爰於第二十七條列

示必須要由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承接之案主，包括：已被通報需

要協助的人、被送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審查但沒通過的嚴

重病人/病人、強制住院後出院的病人等，面對這些已經被社會

看到需要協助的人，長期的給予關懷、連結支持性服務，才是

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做也可以做的事。

九、 本次行政院版第四十九條（現行條文三十二條）的修訂，有兩

大迷思：（1）認為會自傷、傷人的病人，一定是沒有在就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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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以為送到醫院後，病人就會「好好的」持續就醫、不

斷的服藥；並以為藥物一定可以讓病人不傷人、不自傷。事實

上，大家都知道精神病人就醫服藥是一個要溝通、要協助、要

支持的漫長過程，而已經在就醫服藥的病人，如果其於人際於

環境於生活中之壓力過大，或者是突發性的衝突仍有可能產生

自傷或傷人的機會，此種觸發風險的可能性，實與一般人差異

不大，所差者，一般人激昂的情緒或許較容易平息（例如：比

較找得到合適的傾聽者、比較能安排可自我調適的方法，讓情

緒有出口），而病人因社交孤立、缺乏經濟能力，所以這樣的

情緒出口，需要被政府創造出來，而這絕不是單向的送醫、片

面的「強制」，就可以讓病人接受並達成的。（備註）：請看台

北市心生活協會網站心姊姊諮詢留言板，許多家屬的留言，大家

所煩惱者不是該不該送醫，而是找警消送醫之後，又能如何，長

期的狀態無法靠警消的送醫、不斷地強制住原來解決的。

本條行政院版新增警消人員護送有自傷或傷人之虞的病人時，

可進行檢查其身體或攜帶之物、以設備適當約束，這些應採最

小侵害原則進行外，碰觸身體搜索尚無必要刪除之。經驗上，

更應提醒警消人員，有被害妄想之人對於肢體的接近是極其敏

感的（會立即被解讀為外來的人果然要來殺害自己），合宜的

對話--因理解其所想而請對方配合，要比貼近其身體、試圖碰觸

其身體對彼此都安全的多。並增列採設備約束者，應注意被約

束者的人身安全，以免因疏失而產生遺憾。

本條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後，轉送醫的部分，將行政院版從

「應」改為「得」；因為所通報者，本來就可能已在就醫中，

不會人人都需要被再送往醫院，且依消防主管機關之傳統作

法，救護車都是搶時間、送自己縣市就近的醫院，和病人原本

或曾經看診的醫院不同，醫病關係被打斷、回診頻率被弄亂，

未必有利於穩定病人之病情。

地方主管機關除協助就醫之外，不能忘記應給予被通報者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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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關懷及生活上的支持服務，這樣的服務才能以傾聽卸除焦

躁、以支持緩解壓力，達到保護病人自己和他人安全的目的，

爰增列相關文字，以確保修法後，可以有新制度引導往解決問

題的正確方向發展。

十、 精神醫學領域有五大專業：醫師、職能治療師、藥師、護理

師、心理師。需要被迫「強制社區治療」的病友通常是在當時

較難醫治的病人，「難」就是專業發揮的時候，政府現在的強

制社區治療，都鎖定在強迫「打針」而已，所以被強迫的時候

有了藥（如果病人沒有因此逃亡的話），強迫結束時一切就回

到原點。殊不知，病人需要學習與疾病共存、自我疾病管理，

這些應由心理師、職能治療師、或護理師等非醫非藥的工作者

來提供專業治療服務，如此強制社區治療才能真正有效的「長

遠」幫助到病人—病人心理獲得支持了、學習到如何與病共

存、紓解壓力、如何回診或排藥盒後，即使強制解除，他們也

能自主的繼續就醫、服藥或接受打針治療，並且更有意願使用

精神照護機構或社區支持的服務，來維持自己的康復狀態。第

五十八條（現行條文四十六條）強制這區治療之項目，明列項

目增加：心理諮商或治療、復健（職能）治療。

以上NGO修法之共識基礎，來自於111年3月初的「閱讀與討

論行政院版精神衛生法」線上與實體同步會議。該會議由〈台北

市心生活協會〉與〈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共同主辦，由〈中華

民國康復之友聯盟〉協辦。當日四十多名參與者，來自於二十多

個團體。

針對行政院之修法草案，由心生活主筆所寫的修正條文對照

表，請上心生活官網 www.心生活.tw 內《權益倡導》專區《閱讀

精神衛生法及修訂建議》中點閱查看。

感謝林為洲立委採納我們的建議，已提案讓此 NGO版與行政

院版於立法院併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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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0年度成果報告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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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你
、
我
、
他
，
都
是
關
懷
精
神
健
康
的
心
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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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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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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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輯： 有關精神疾病25個大家最感興趣的主題。
第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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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輯： 精神疾病的復健、思覺失調症的藥物治療。
第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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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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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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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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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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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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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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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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服務內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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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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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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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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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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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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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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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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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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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專線的【簡式服務】：

1. 年共服務111名、119人次。

2. 性別與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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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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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簡式服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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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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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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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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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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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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專線服務員的感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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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愛的一票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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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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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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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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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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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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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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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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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心朋友工作坊活動剪影：

代工趕工中（尿袋） 桌遊團體

疫情期間視訊關懷園 台大校園

　 園藝 
創作

　 人生
故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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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十一月六日起正式營運。

二、 「會所模式」--精神障礙者入會為會所的「會員」，會所是屬於全

體會員的；透過參與工作日（會所大小事的合作與分工），每位會

員都是會所的貢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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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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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長的64歲，最年輕的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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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日瑜珈活動 一日遊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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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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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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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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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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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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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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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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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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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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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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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發創意 43%

練習書寫/繪畫 38%
對更多人事物產生興趣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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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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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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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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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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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玩音樂，可以增加甜心的自信心及人際關係的良好互動



28

心
生
活
協
會
會
訊
第
十
八
期
〈
一
一
一
年
九
月
〉

甜心投稿作品呈現
【歡迎上心生活協會官網 http://www.心生活.tw〈發表園地〉專區】

甜心投
稿 	 生　活

作者：詹貴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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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心投
稿 	參加心生活協會讀書會有感

作者：慢菲

看到我是這麼的樂觀活潑，很少人會直覺的將我和精神疾病做

聯想。

加上我一直以來有穩定的就醫，工作，就學，從外觀看起來我

的狀況似乎還不錯。但實際上，工作的時候，因為藥物作用的影響，

我的理解力和表現卻還是不甚理想。即使讓主管和同事知道我有生

病，他們還是會責怪我、甚至刻意表達他們已經很努力在包容我。

有一段時間，我的生命就是在“順利的通過面談”和在“工作

中表現不佳而離職”中反反覆覆的重演。我自己開始覺得很挫折，

也很孤單

-因為一般職場上的雇主和同事並無法幫助我成長或貢獻。

這種心的疲勞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得到改變--那天，我無意間

在網路上看到心生活協會辦理讀書會。書名是精神障礙之疾病管理

與康復。主辦單位提供的書籍是有關精神疾病的各種實用知識和管

理。

這個讀書會由護理師和社工師所共同教導和主持的，也有社

工人員在現場協助每一位參與者。整個讀書會是在教與精神疾病抗

戰的患者照顧自己。講員幫助我們更了解疾病，也指導我們遇到壓

力和困難該如何面對等等。就在那段時間，我心裡產生了很大的自

信，發現到我所經歷的，並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許多人共同經

歷的挑戰！更棒的是，透過團體閱讀與分享，我知道我們所面對的

困難是可以被征服的！

透過心生活協會的讀書會我學習到不去閃躲自己的疾病，而是

更加正視它，甚至是透過團體當中其他人的經驗而更加的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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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有戒菸團體、糖尿病團體一樣，越知道如何去面對，對自己越

有益處。團體的讀書會，讓我們可以從別人的經驗中更加了解這個

疾病的全貌、 以及如何面對他的方法！

例如減緩精神疾病的復發這一課，就是在教我們更多的自我察

覺，在怎樣的狀況中，例如 有足夠的休息，有很趕的工作期限，或

與別人吵架等等，是誘發疾病的因子，早期的警訊，在這樣的狀況

下要如何幫助自己回到平穩的生活。

在這個讀書會中，因為社工所建立的安全感，我心裡覺得很坦

然、可以自然的分享自己的狀況，也同時在別人的分享當中得著益

處！我很感謝心生活協會有這樣子的團體讀書會、為有需要的人帶

來真實的幫助--- 使精神疾病的患者可以更勇敢的走出去，讓我們的

親友們更加安心、也讓這個社會可以更加開放友善的面對精神疾病

患者重回社會的腳步！

曾經畫過一個快樂的女孩

現在，女孩因為生病 原來的形像變得模糊了
但，（在上帝的手中）模糊卻成為一張新的畫布女孩就此展開新的創作和新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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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心投
稿

	 面具的替換
作者：豚太郎

甜心投
稿

	 水蜜桃
作者：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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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金　額

無名氏 $500 
無名氏 $200 
無名氏 $500 
無名氏 $500 
無名氏(110年10月台新
銀行匯入)

$30,000 

無名氏(110年12月1日郵
局匯入)

$526 

無名氏(109年11-12月發
票中獎)

$400 

無名氏(109年11-12月電
子發票中獎)

$1,000 

無名氏(110年3-4月發票
中獎)

$400 

無名氏(110年3-4月電子
發票中獎)

$2,100 

無名氏(110年5-6月電子
發票中獎)

$1,800 

無名氏(110年7-8月電子
發票)

$1,700 

無名氏(110年9-10月電子
發票中獎)

$5,800 

無名氏(1/15~1/18世貿年
貨捐款箱)

$869 

零錢箱(四季吃沙拉餐廳) $10 
零錢箱(食貳月餐廳) $54 
發票箱(田田園烘焙屋) $288 
零錢箱(香港仔餐廳) $10 
零錢箱(囍歡樂芽餐廳) $28 
Annie Chu $33,760 
于燕 $50,000 
小明周 $100 
山頂媽、王珍琪、陳小
麟、陳傑民、蕭姵綸

$500 

中華民國安萱慈善協會 $30,000 
中華身心障礙者福利教
育發展協會

$5,000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
協會

$15,850 

仇小屏 $500 
毛潤芝 $5,000 
王之寶 $2,000 
王珊 $2,500 
王美櫻 $11,200 
王崇賢 $100,000 
王敏安 $2,400 

姓　名 金　額

王淑芳 $100,000 
王雅蕙 $20,000 
古金鱗 $6,000 
台北市國際傑人會 $3,500 
左啟賢 $29 
石家珍 $500 
吉立文具(小豬撲滿) $1,321 
有限責任台北市電信行
通大樓機關員工消費合
作社

$2,000 

朱筠雲 $1,000 
朱蘭 $500 
江擎帆 $1,500 
江麗美 $12,000 
何承謙 $5,000 
余淑育 $60,000 
余駿國 $2,000 
吳明珊 $1,000 
吳欣怡 $1,000 
吳思樺 $500 
吳春梅 $1,000 
吳麗雯 $200 
呂育珍 $12,000 
呂政勇 $24,000 
呂淑媛 $1,350 
李台民 $1,000 
李宇恩 $200 
李孝瀅 $800 
李秀敏 $5,000 
李依憓 $100 
李 穎 $600 
李玫萱 $1,500 
李康綾 $100 
李敏雪 $500 
李敏華 $1,000 
李淳一 $4,000 
李壽民 $500 
李維寧 $2,900 
李錦春 $500 
李麗娟 $10,000 
杜幼惟 $200 
杜嘉惠 $200 
沈慧貞 $1,000 

姓　名 金　額

良明塗料企業有限公司 $3,000 
阮麗莉 $2,000 
亞洲錢幣鑑定中心 $1,100 
卓慧菀 $10,000 
周仲豪 $3,600 
周佳瑩 $3,600 
周婷瑩 $3,600 
周惠民 $500 
周萬福 $12,000 
周翠鳳 $100 
林竹利 $1,000 
林至誠 $1,300 
林君翰 $100 
林志平 $100 
林佳慧 $1,150 
林怡劭 $100 
林芸如 $1,000 
林俊仰 $1,000 
林品慧 $18,000 
林彥廷 $100 
林烘煜 $5,000 
林娟英 $500 
林祐珊 $100 
林淑芬 $1,500 
林惠如 $20,000 
林華有 $100 
林鈺晶 $600 
林靖強 $100 
林劉月裡 $50,000 
林慧芳 $100 
林靜宜 $1,200 
林麗華 $2,000 
法芙容 $1,750 
社團法人臺北市守護天
使藝術發展協會

$5,000 

邱采寧 $100 
邱奕翔 $100 
邱昱智 $10,000 
金上 $32,400 
金安 $350 
金林 $27,500 
金冠萱 $39,600 
金鳳 $10,000 

110年度捐款收入芳名錄

（徵信芳名錄不含會費及工作坊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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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金　額

金機 $19,200 
施明雄 $11,000 
施桂桃 $6,000 
柯素津 $2,000 
洪鑫英 $1,000 
美大雅食品物流有限公
司

$5,000 

胡玉芬 $2,000 
韋協娥 $50,000 
孫允武 $10,000 
孫武 $250,000 
徐菱 $1,500 
袁慧華 $100 
財團法人台北市林坤地
仁濟文教基金會

$30,000 

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
慈善基金會

$100,000 

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
基金會

$200,000 

高美惠 $8,000 
高淑芬 $4,000 
高毓謙 $7,000 
張力今 $100 
張力文 $100 
張百良 $1,000 
張李榮雄 $100 
張林雪娥 $3,000 
張芯伃 $2,500 
張泉柏 $1,000 
張家豪 $5,000 
張晉榮 $500 
張書森 $5,000 
張泰華 $100 
張涵昱 $3,500 
張莘培 $2,000 
張華培 $500 
張瑋瑄 $500 
張瑞珠 $1,000 
張嘉華 $100 
梁義鑫 $60,000 
淑正 $1,500 
盛永蕙 $500 
莊國僑 $40,000 
莊端姿 $200 
許恬瑛 $200 
連容靜 $10,000 
郭若蘭 $12,000 
陳和緯 $500 
陳和儒 $500 
陳孟滔 $5,500 
陳庚逸 $100 

姓　名 金　額

陳忠麟 $500 
陳明榮 $2,500 
陳威利 $300 
陳柏嘉 $500 
陳紅桃 $1,000 
陳韋仲 $100 
陳家宥 $1,000 
陳素珍 $120,000 
陳素淑 $100 
陳淑正、張亨立 $2,000 
陳淑正、張衛立 $1,500 
陳淑芳 $10,000 
陳博信 $100 
陳瑋樺 $1,200 
陳瑞瑛 $500 
陳萬蓉 $300 
陳嘉雯 $9,600 
陳輝銘 $100 
陳曉梅 $1,500 
陳麗文 $2,000 
陳麗美 $500 
陳寶鳳 $24,000 
陳鑽妹 $1,000 
博紳品牌顧問有限公司 $2,000 
壹壹柒柒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 

彭士勳 $100 
曾昱璇 $100 
曾惟靈 $6,000 
曾期濱 $100 
曾瓊瑛 $3,500 
曾馨儀 $888 
游煥彰 $36,000 
湯秀敏 $500 
賀達仁 $6,000 
雅捷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馮玉琪 $100 
黃三原 $1,000 
黃宇君 $300 
黃明恆 $100,000 
黃建元 $1,000 
黃美珠、Vivian $500 
黃美華 $5,000 
黃美翠 $6,000 
黃淑君 $1,000 
黃瑞銘 $300 
黃慧敏 $10,000 
黃麗芬 $30,000 
新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 
楊若菁 $31,000 
楊皓文 $10,000 

姓　名 金　額

楊雅婷 $10,000 
葉財勝 $1,000 
葉慧薔 $145 
董成瑜 $6,000 
詹美桂 $10,000 
詹桂林 $100 
詹傑人 $3,450 
詹貴霖 $100 
雎雁婷 $1,100 
廖若蘭 $100 
廖婉伶 $6,000 
臺大國樂團老骨頭群 $1,150 
趙珮含 $100 
趙慶文 $3,200 
劉子綺 $600 
劉宏烜 $5,000 
劉彥宏 $3,600 
劉淑媛 $2,000 
劉菀心 $89 
劉雅姿 $6,000 
劉瑋 $12,000 
劉蓁蓁 $700 
劉蓉台 $3,000 
劉蓉安 $3,000 
劉曉倩 $300 
劉寶華 $1,000 
數源科技有限公司 $9,000 
樂劉玉梅 $7,800 
蔡小姐 $1,500 
蔡妙慈 $6,250 
蔡亞容 $15,854 
蔣孟岑 $200 
鄧世潔 $3,000 
擁抱精障者─支持精障
議題的大家

$8,600 

盧麗嫻 $20,000 
賴玉森 $29,250 
賴昇平 $12,000 
戴菁平 $26,691 
薛樹行 $2,400 
謝仁和 $600 
簡素真 $10,000 
闕蓮香 $500 
龐一 $2,500 
蘇秀萍 $100 
蘇造 $5,000 
蘇瑋翔 $25,705 
蘇詩媛 $2,400 
蘇嘉瑩 $2,400 
合計 $2,56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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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心生活協會信用卡(郵購)捐款
以下註明**的欄位，請持卡人一定要自行填寫

捐款人 姓名： 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

刷卡
的用途

□一次性捐款 □每　個月，或□每年一次捐助金額欄所載金額
□購買義賣品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別** □ VISA、□MASTER、□JCB、□U卡、□AE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

有效期限** (月/年) 卡片背面簽名欄上後三碼**

簽名**(須與卡片背面簽名一致) 金額** $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或訂購物品，均應
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

消費日期 商店代號 此
區
由
協
會
填
寫

授權碼 其它：

郵購注意事項：

傳真至：2739-3150 【誠摯的謝謝您的支持，也歡迎您隨時不吝給與我們指教】
~ 換卡時需重新填授權書、電話變更亦需來電告知。秘書電話2732-8631 ~

《捐款方式的選擇》

① 郵政劃撥：帳號：19793224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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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信用卡授權（索取表格填寫後，傳真或郵寄擲回協會）

④ 郵局自動扣款授權（索取表格填寫後，傳真或郵寄擲回協會）

⑤ 上官網http://www.心生活.tw 點選捐款頁，運用ATM捐款

⑥ 海外的朋友可郵寄外幣支票給協會、或撰寫信用卡授權書、或直接電
匯至我們郵局的帳戶（詳細資訊請查閱官網）。

⑦ 1177 Pay  ⑧智邦公益館（藍新金流）

∼ 捐款者可傳真或寄信提供身分證字號，可上傳財政部平台方便報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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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入會申請書】 申請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介紹人： _____________

姓名： 入會會員類別：

○正式會員：□患者　□家屬　□照顧者。

○贊助會員。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聯絡通訊地址：(郵遞區號：_____)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戶籍地址： 傳真：

E-mail：

註：�心生活協會稱呼精神疾病患者為「甜心」。

正式會員是指，戶籍或居住或工作於台北市的精神疾病患者、�

家屬或照顧者；其他朋友為贊助會員。

※首次入會繳費：【郵政劃撥：19793224　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 正式會員：（正式會員入會時，需繳交①和②兩樣，②二種擇一即可）

 ① 入會費： □一般 $500 □甜心優惠 $250

 ② 常年會費：(年繳) □一般 $500 □甜心優惠 $250

  永久會員費：(一次繳) □一般 $10,000 □甜心優惠 $5,000

○ 贊助會員：（贊助會員入會時，選擇③或④任一種繳納即可）

 ③ 常年會費：(年繳) □一般 $500 □甜心優惠 $250

 ④ 永久會員費：(一次繳) □一般 $10,000 □甜心優惠 $5,000

是否願意參與本會志願服務：(本欄非必填項目)

○願意。志工服務專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備註留言：(本欄非必填項目)

地址：110 臺北市基隆路2段141號5樓　電話：2732-8631 / 2739-8516
傳真：2739-3150　信箱：heart.life@msa.hinet.net　網站：http://www.心生活.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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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志願服務登記表】申請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介紹人：__________

姓名：

喜歡的稱呼：

出生年月日： 居住地的縣市：

　　年　月　　日

聯絡通訊地址：（郵遞區號：_________）

職業領域 / 學識背景：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e-mail：

❖ 我的興趣、專長或資源：
❍ 車輛載送 我的車是：❑小客車  ❑	貨車  ❑	休旅車  ❑	摩托車；車牌號碼 ________

❍ 行政作業（例如：整理文件、貼郵票、寫信封、發票中獎核對）__________

❍ 總務維修（例如：買燈管、換燈管、油漆、到大賣場採購）______________

❍ 會計與帳務（例如：整理憑證、切傳票、編報表、清理檔案）________ ___

❍ 電腦作業（例如：以word或excel建通訊錄檔、按稿打字）______________

❍ 依照議題蒐集資料 資料來源  ❑ 平面媒體  ❑ 網站  ❑ 政府出版品 

 ❑ 書籍 ❑ ______________；◇ 國內 ◇ 國外（____國/____語言）

❍ 清潔整理（例如：掃地、擦窗戶、拍除灰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文宣、設計 ________________ ❍ 募款企劃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 心理衛生專業 我的專業 ❑ 精神醫師  ❑ 心理師  ❑ 社工  ❑ 護理

 我可以協助：❑ 擔任講師  ❑ 帶團體  ❑ 做方案督導    _____________

❍ 其他專業  我的專業  ❑ 律師  ❑ 會計師  ❑ 資訊人員 ________________ 
 ❑ 水電維修  ❑ ____________，我可以協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的想法：地點：❑ 心朋友工作坊  ❑ 協會  ❑ 星辰會所  ❑ 家中 ______________

  方便的時間：❑ 週末、❑ 假日、❑ 平常日（星期_______ 上午 / 下午 /__________）

 .................................................................................................................................

 .................................................................................................................................

通訊地址：(110)臺北市基隆路2段141號5樓 
電子信箱：heart.life@msa.hinet.net　傳真：2739-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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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贈紙本與電子發票 ∼

【111-112年心生活支持精障家庭】 
公益勸募

延續提供各項服務及籌措心生活協會辦公室租金 
（八位以上同仁於此辦公、提供服務）。

核  准  文：111年8月31日北市社團字第1113130187號函
收款專戶：華泰商業銀行(102)大安分行
帳　　號：06-03-00079437-5
戶　　名：社團法人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期　　間：111年9月1日起至112年8月31日止

心生活出品
精神障礙揭密 動畫影片

(一) 操作篇：現在不能常練就能　https://reurl.cc/OqNjYg
 補助：109年衛生福利部精神機構團體獎勵計畫、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

(二) 情緒篇：真心相待、減少刺激，平息情緒波濤
 https://reurl.cc/rRW0jx
 補助：110年衛生福利部精神機構團體獎勵計畫

廣告

電匯捐款後，敬請來電 (02) 2732-8631告知捐款人的大名和通
訊地址，俾能敬奉收據。如果希望捐款資料可由協會直接上
傳財政部平台，方便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使用，請告知捐款
人的身分證字號。感謝您。



電話：2732-8631　傳真：2739-3150　通訊：（110）台北市基隆路2段141號5樓
郵政劃撥帳號：19793224　戶名：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信箱：heart.life@msa.hinet.net　網站：http://www.心生活.tw
 搜尋：〔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捐贈電子發票愛心碼：1979322

92年8月台北人民團體立案證書  北市社會字第2199號
法人登記：110證他字第001717號 登記簿第40冊第73頁第1008號

理事長： 陳素珍
編　輯： 余淑育．惠文設計印刷

會訊
第 18 期
1 1 1年 9月

圖畫創作：田可宜

心生活協會網站 心生活協會粉絲團 心朋友的店粉絲團心朋友工作坊粉絲團星辰會所粉絲團

台北市心生活協會
∼保養頭腦，關懷精神障礙甜心與家屬∼∼保養頭腦，關懷精神障礙甜心與家屬∼

社團法人

  

滷豆干滷豆干（素食）（素食）

杯子蛋糕杯子蛋糕

手工餅乾手工餅乾

✪ 400g：$160
✪ 200g：$80

✪ 愛心採購，低溫宅配需自付運費。

✪ 三入：$40
✪ 四入：$50
✪ 會議點心盤：
 $180起。

手工餅乾可依客人需要，決定每份的片數、包裝大小，以符合不同預算的送禮需求。

以曲奇餅乾為例， 
一小袋/盒$65； 
小圓盒$100； 
圓滿盒$280。
杏仁薄片因較為費工， 
價格會略高一些。

會議盤依片數定價。

心朋友工作坊
向《心朋友工作坊》

採購甜心（精神障礙者）參與製作的產品：

Call  8732-6543 

超現實的世界， 
帶領我們見識想像的空間： 
祝大家都有自己的美好世界

特別推薦∼曲奇餅乾特別推薦∼曲奇餅乾

鮮美好滋味∼提醒：新鮮現吃鮮美好滋味∼提醒：新鮮現吃

真空包，吃過的都說美味真空包，吃過的都說美味



手工精油香皂手工精油香皂

紫雲膏紫雲膏

✪ 家事皂：每塊$60
✪ 精油香皂：
 每塊$180
  三塊裝禮盒$500
  六塊裝禮盒$900

每盒：$30
若提早預訂，可做大盒$90

精油皂常做香氛為：薰衣草、

香橙、葡萄柚。平時庫存不

多，若量大，請提早兩個月以

前預訂，提早三個月以上可選

擇精油香味。

中藥的面速力達母（小護

士）：蚊蟲咬、刀傷、燙

傷、皮膚癢⋯⋯用途廣。

心朋友工作坊
向《心朋友工作坊》

採購甜心（精神障礙者）參與製作的產品：

Call  8732-6543 

感謝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支持心生活協會為精神障礙族群提供服務

111年並贊助心朋友工作坊宣廣產品、
製作產品贈送勞苦功高的警察及消防單位。

材料好、品質高，洗澡/洗臉讚材料好、品質高，洗澡/洗臉讚

小小伴手禮、旅遊時發給團員小小伴手禮、旅遊時發給團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