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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重度頸髓傷友回歸社會自立生活」訓練服務 

傳善獎三年經驗分享報告書 

 

壹、 機構當時的狀況 

中心在 105年前在社區居住訓練服務上僅有胸腰髓社區居住訓練課程，居住地點已

經改善成通用環境，讓傷友可以體會環境改善所帶來的便利性，可以減少不自在感容易

融入社區活動；當時因頸髓傷友因身體功能的限制且當時位於社區的房舍不便於頸髓傷

友進行訓練，除了極少數身體功能較好的頸髓損傷者可參與外，其他的頸髓傷友在這一

部份都無法達訓練效果。 

為因應頸髓傷友回歸社區的需求，近年來四處尋找適合的地點做為社區居住訓練的

房舍，終於 101年初在距離中心約 10分鐘電動輪椅車程之社區購置舊房舍，希望能讓極，

重度僅能使用電動輪椅，甚或連使用電動輪椅的能力都沒有的頸髓傷友透過社區居住訓

練服務模擬個別化科技輔具操作使用回歸社區及職場；該房舍於 103年 9月拆除並開始

新建工程，於 105年初已建設完成，並命名為「頸髓社區家園」，希望除了提供學員進

行訓練服務外還能成為居家無障礙示範區。 

貳、 開始的初衷 

頸髓社區家園的成立是希望能夠協助到前來受訓的學員都有機會能透過社區居住的

訓練達到真正回歸社會、家庭、職場為目標，因此設定的方向如下： 

一、生理方面： 

頸髓社區家園是為了建構符合頸髓傷友居住使用之房舍，希望在成立後每年可

提供 36 位頸髓傷友訓練服務，每期約有 6 名學員進行為期二個月之訓練服務，規

劃提供「重度頸髓傷友社區居住」訓練服務（如:生活能力養成、外出行動能力養

成、職前準備、心理支持、社會網絡建立、權益倡導等），並成為居家無障礙示範

區。 

二、心理部份： 

透過參與社區居住活動減少其恐懼感、不安全感並增加其自信心願意承擔責任

並主動負擔一些工作及行為獨立樂於接受挑戰能承受失敗，提升傷友自我認同感;

並在同儕的支持陪伴與經驗分享下，讓頸髓的傷友能有一個模仿及提供支持與建議

的對象，讓他們能透過此種效益及各式科技輔具的協助下回歸以往在受傷前的社區

生活感受藉此提升自我效能。 

三、社會部份： 

在傷友的生活中營造無障礙環境，讓他們在訓練其間將不友善的環境降到最低，

並透過適合的科技行動輔具，供重度頸髓傷友可以自行操控外出，減少對社會、家

人的依賴，在訓練期間鼓勵與社區民眾和商家互動，增加自信心達到自立生活目

標。 

教導傷友要維權倡議，宣導通用環境設計觀念，鼓勵多參加社區活動，透過交

流過程讓更多民眾認識傷友對環境無障礙的需求，參與維權倡議活動督促政府重視

交通、通用環境設計，透過倡議活動認識自己權益。 

四、家庭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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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頸髓社區家園無障礙環境規劃，提供居家生活情境，給予親身體驗，做為

未來回歸家庭之參考，並在居住期間培養傷友就業心態準備，透過頸髓社區居住實

際生活體驗，為未來就業回歸社會做預備，恢復正常家庭功能。 

在訓練期間開辦各式的家庭教育課程，如：性別及婚姻支持課程、親職教育課

程或座談，並在頸在頸髓社區家園設置家庭房，提供夫妻居住空間透過居住生活培

養感情，彼此得到心靈支持，感受傷後如何維持夫妻生活。 

五、職業部份： 

透過頸髓社區家園無障礙環境規劃，提供給頸髓傷友參與社區生活體驗，增強

未來就業回歸職場的自信心及能力，對於有就業需求的傷友，透過職業性向評估、

開發更適合頸髓傷友的工作機會，朝適性之工作發展，並協助尋找適當行動、就業

輔具協助及生活起居輔具教導。 

參、 三年間的服務狀況 

一、 執行進度達成率如下： 

(一) 預計服務量與實際服務量，達成率為 77.78%： 

服務對象 預計服務量 實際服務量 

類別 年齡層 年度 人次 人數 戶數 人次 人數 戶數 

身心障礙 不分年齡 

105年 855 45 45 495 21 21 

106年 684 36 36 1088 36 36 

107年 684 36 36 927 34 34 

小計 2223 117 117 2510 91 91 

(二) 三年間社區居住安排情形： 

期數 
訓練 

人數 

社區居住人數 

備註 
頸髓家園 胸髓社區 

未參與／待

安排 

頸髓班 89人 49人 13人 27人 

1. 105 年因硬體未建設完

成，有 9 人以復康巴載送

來回社區 

2. 有 7 人跨年度居住在頸髓

社區  

胸腰髓班 130人 22人 75人 33人 

1. 胸腰髓班安排入住頸髓社

區家園的原因主要在於缺

乏長途機車駕駛能力。 

2. 有 3 人跨年度居住在頸髓

社區  

借宿 7人 7人 0人 0人 
107 年心愛美人馬來西亞選

手體驗社區居住生活  

職員 3人 3人 0人 0人 
106 年有 3 人剛自中心宿舍

搬至項髓社區家園，予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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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量表前後評 

(三) 執行成效： 

1. 各項量表之成長：（附件三） 

(1) 日常生活評估 

A. 日常生活評估量表以頸髓

傷友的標準來看 0-9為完

全依賴，10-29分為重度依

賴，需完全依賴照顧者照顧；

30-49為中度依賴，生活上

大部份需要照顧者協助；

50-59為輕度依賴，60－79

為部份依賴，少部份需要照

顧者協助，80分以上為完

全獨立，可以一獨立生活不

需照顧者協助。 

B. 日常生活評估量表以胸腰髓傷友的標準來看 0-19為完全依賴，20-39

分為重度依賴，需完全依賴照顧者照顧；40-59為中度依賴，生活上

大部份需要照顧者協助；60-79為輕度依賴，少部份需要照顧者協助，

80分以上為完全獨立，可以一獨立生活不需照顧者協助。 

C. 進入頸髓社區家園訓練之頸髓傷友，其中有 8人可以完全獨立不需他

人協助，其他人因身體功能受限，在生活中仍有部份活動需要照顧者

協助，另有 11人因受傷部位較高，仍然完全依賴照顧者之協助，但其

至少也都有成長到能獨立操控電動輪椅，掌控自己的行動權。 

D. 有五名頸髓傷友因受傷部位較低，因此安排在胸腰髓班學習，經訓練

後可獨立生活不需他人協助；其中另有三人因有其他疾病及體重過重

之因素仍部份依賴照顧者協，其他人皆達到完全獨立之狀態。 

E. 頸髓班學員獲得最大改善的部份在於輪椅操控（含電動輪椅）；至於洗

澡、穿脫、個人衛生、、床上動作及地上拾物則視身體功能而異；這

些動作雖然無完全獨立完成，但可以達成部份的動作，減少照顧者的

協助頻率。 

F. 胸腰髓班學員獲得最大改善的部份在於洗澡、穿脫、二便處理、輪椅

操控及轉移位，而其他部份雖然動作較慢，但基本上不需他人提供協

助。 

G. 其中有一名胸腰髓班學員因體重過重、肌耐力不足無法自行移位，因

此安排在有懸吊式移位機的房舍居住，教導看護操作移位機並同時指

導其使用移位板進行移位練習，於後期該名學員表示自己透過移位板

已可進行移位。 

(2) 社會適應評估 

懷  

共計 229人 81人 88人 60人 
有 10 人次跨年居住者未計

入  



4 
 

105
年胸

腰髓

班 

105
年頸

髓班 

106
年胸

腰髓

班 

106
年頸

髓班 

107
年胸

腰髓

班 

107
年頸

髓班 

前評 47 55 60 62 73 60

後評 92 79 86 82 91 8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量
表
分
數

 

社會適應量表前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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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住量表前後評 

A. 社會適應量表以頸髓傷

友之標準來看 0-19分為

完全不適應，完全依賴

照顧者在旁協助；20-39

分為適應能力差，大部

份依賴照顧者在旁協助；

40-69分為尚可適應，可

透過口頭指導照顧者完

成；70以上為完全適應，

大部份可自行完成。 

B. 社會適應量表以胸腰髓

傷友之標準來看 0-19分

為完全不適應，完全依

賴照顧者在旁協助；20-49分為適應能力差，大部份依賴照顧者在旁

協助；50-79分為尚可適應，可透過口頭指導照顧者完成；80分上為

完全適應，大部份可自行完成。 

C. 頸髓班全體學員獲得最大改善的部份在於可使用電動輪椅外出及使用

大眾交通工具之能力；具有機車駕照者也熟悉機車的駕駛操控，並會

在假日時騎車外出活動。 

D. 胸腰髓班全體學員在各個方面都有成長，尤其是在外出行動能力及獨

立外出能力部份；針對未考取機車駕照者，亦可利用電動車頭及電動

輪椅的方式進行活動。 

E. 在社會適應能力欠佳者，主要原因在於少數年長學員對於外出較無興

趣，僅把專注力放在運動復健上，另有一名較為年輕的學員，因傷前

精神狀態就已不佳，因此對部份事情的執行缺乏興趣，因而未達到預

期目標。 

(3) 社區居住評估 

A. 頸髓班全體學員在各個

方面都有成長，尤其是在

外出行動輔具及交通工

具的使用行動能力部

份。 

B. 由於頸髓班學員仍需部

份依靠照顧者協助，因此

在外出活動部份仍需他

人陪同並指導照顧者去

完成。 

C. 胸腰髓班全體學員在各

個方面都有成長，尤其是

在居家生活能力、社區生活能力、外出行動輔具及交通工具的使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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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調適自我評估 

動能力部份。 

D. 每位參加者皆可透過特製機車、電動輪椅、電動車頭等工具往來社區

及中心進行課程訓練。 

E. 參與訓練的每位學員皆能遵守時間規範，在每天八點到達中心參與晨

操的訓練。 

F. 在今年度頸髓社區家園的生活中，每個人皆能使用感應卡自由的出入

社區，對於經評估有需要使用懸吊式設備的傷友亦會安排在該房舍，

並指導他們應如何操控設備。 

G. 在權益保的向度中，雖然有些事雖然不會主動去爭取，但至少知道自

己的權益有哪些。 

(4) 心理調適： 

A. 心理調部份於之前皆為

自性自評，自 105年中期

後開始採取數值量化及

質化式之自評，以更符合

使用需求。 

B. 頸髓班平均成長一個級

距，胸腰髓班則平均成長

二個級距；於後評平均至

少都有達可尚可適應之

高標。 

(5) 訓練成效滿意度調查 

A. 近三年度進入社區居住的人數 91人次，跨年度服務之學員 10人，另

有 10人為體驗支持及 7人提早結束社區居住訓練故未進行施測，故實

際發出問卷 61份，回收問卷 54份，回收率 88% 

B. 整體而言學員對於社區居住的訓練是有感受到成長的，並且讓他們更

有信心面對自己住家社區生活。 

C. 滿意度調查排名前五名說明: 

題項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說明 

我會將這社區居住生活告

訴家人或朋友 
0.00% 5.56% 94.44% 

排名最同意的項目為此項，代表學員願

意將社區居住的經驗分享給親友。 

我的家人或朋友有感受到

我的成長 
1.85% 7.41% 90.74% 

其次為此項，表示學員在返家後的表現

讓親友發現學員在自我照顧上有成長 

我喜歡此次的社區居住生

活經驗 
1.85% 9.26% 88.89% 

此項排名第三項之一，代表多數學員對

於社區的生活的經驗感到喜歡。 

我學到了社區居住生活的

技巧 
3.70% 7.41% 88.89% 

此項排名第三項之一，表示學員在社區

有學習到生活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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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說明 

我了解社區居住生活的目

的 
1.85% 9.26% 88.89% 

此項排名第三項之一，表示學員瞭解安

排社區居住課程的目的，並有去執行。 

對我而言是有持續的助益 1.85% 11.11% 87.04% 
此項排名第四項之一，表示學員對於社

區居住對自己的助益表示肯定。 

我會推薦或鼓勵脊髓傷友

體驗社區居住 
5.56% 7.41% 87.04% 

此項排名第四項之一，表示個案因為肯

定社區居住對自己的幫助，故願意推薦

其他傷友參與。 

我在社區居住期間充分擁

有生活自主權 
3.70% 11.11% 85.19% 

此項排名第五名，學員有感受到在社區

居住的期間自主權，並且喜歡能自己安

排活動 

我不在意別人異樣的眼光

看我 
7.41% 12.96% 79.63% 

在訓練過程中仍有少數人因外出較為

麻煩、害怕別人異樣眼光、且不想影響

到其他人,因此對於社區居住的訓練不

希望再次參加 

我覺得這樣的社區居住生

活有些干擾 
62.96% 22.22% 14.81% 

此項為反項題，半數以上的學員為為沒

有受到干擾，認為有困擾的人多數是由

於感到每日要提早起床，覺得作息受到

影響。 

D. 滿意度調查結果： 

0% 0% 0% 0% 41% 0% 2% 0% 2% 2% 0% 2% 0% 0% 2% 4% 4% 2% 0% 4% 2% 0% 2% 7% 

22% 

2% 7% 0% 2% 0% 0% 4% 2% 2% 2% 6% 7% 4% 2% 
2% 9% 2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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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運用狀況 

(一) 三年度的經費執行率為 86.62%，除了人事費補助減少人員離職率外，另外

還協助機構有足夠的經費能夠穩定的經營及成長，說明如下： 

1. 經費的補助協助頸髓社區家園的硬體建設及科技輔具之購置，提昇學員訓

練輔具的品質。 

2. 因人事費之補助，穩定機構人力，減緩人員異動之狀況，使得機構在執行

服務的過程中不需為人事費支出感到擔憂。 

3. 經費的補助提早讓中心兩性關係課程的宣導影片拍攝及教案內化建構。 

4. 促進社區發展休閒設施(二座籃球場，一座適合傷友使用的籃球場)二處停

車場共 30個汽車停車位 機車停車位 20個及休閒設施 

(二) 捐款狀況 

從近六年的財務報表中可發現，中心在政府補助的比例在開始申請傳善獎之後

開始下降，但在傳善獎的支助之下，在非營利組織補助、大眾募款、社會事業

收的部份在比例上小小幅度的成長，新捐款成長 21.6%，募款能力提升  

14.6%，社會企業收入成長 7.41% 。 

 

(三) 媒體曝光情形如下： 

1. Facebook粉絲團經營狀況：以下方表單的數值來看，Facebook在的相關統

計資料可得知發文量（含轉發協同團隊文章）在執行傳善獎前二年最久可

統計到 104 年 7 月，可發現雖然每年度發文篇數有減少，但是平均而言，

按讚次數及互動次數皆有提高，顯示關注機構粉絲頁的人數有增加，且民

眾認同機構的服務；執行後曝光度成長了 76.3%。 

年度 
發文 

次數 

觸及 

次數 

按讚 

次數 

分享 

次數 

互動 

次數 

104年度

(7月起) 
95篇 

11,953 

126次/篇 

414 

5次/篇 
2 

1,116 

12次/篇 

105年度 172篇 
141,659 

824次/篇 

1,343 

8次/篇 

3,067 

17次/篇 

13,354 

97次/篇 

106年度 138篇 
255,982 

1,855次/篇 

332 

2次/篇 

9,982 

72次/篇 

33,131 

265次/篇 

107年度 124篇 
196,410 

1,584次/篇 

7,270 

59次/篇 

6,724 

54次/篇 

40,455 

326次/篇 

2. 中心官網發文量： 

中心官網的發文量因為經營型態及相關大型活動的代人言逐漸轉為傷友，

因此在報紙媒體的曝光度因缺少藝人的光環，因而減少了在報章雜誌的出

現的次數，但相對而言，在 Facebook的粉絲團經營開始有明顯的成長。 

年度 篇數 說明 

102年 117次 電子新聞及自行發消息 

103年 132次 電子新聞及自行發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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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121次 電子新聞及自行發消息 

105年 35次 電子新聞及自行發消息 

106年 51次 電子新聞、PeoPo公民新聞及自行發消息 

107年 90次 電子新聞及自行發消息 

(四) 專案組織人員流動率： 

職稱 補助起始日 補助轉出日 補助轉換日 備註 

生活服務員 
105/01/01 106/02/15 106/03/27 離職，聘請新人 

106/03/27   107年 7月開始停職停薪 

同儕支持員 
105/01/01 106/02/28 106/03/01 育嬰留停，內部轉調 

106/03/01 106/12/31 107/01/01 職務異動，內部轉調 

社工員 

105/01/01 106/05/31 106/06/01 職務異動，內部轉調 

106/06/01 107/03/31 107/04/01 職務異動，內部轉調 

107/04/01    

(五) 組織人員離職率： 

年度 離職率 年度 離職率 說明 

102 10% 103 12% 
組織人員的流動率自從傳善獎

開始執行後，人員的工作穩定度

有變高，其中又可發現，回歸社

區居住的職員，因為經過社區居

住的訓練，其工作的穩定度亦有

提高；相較執行前三年離職率降

低 7%。 

104 14% 105 8% 

106 8% 107 2% 

肆、服務過程中發現之經驗 

一、 成功的經驗： 

(一) 傷友部份： 

1. 頸髓傷友電動輪椅操作能力有增加，更能瞭解電動輪椅在戶外操作的方式，

並以電動輪做為外出主要的行動輔具，讓他們在外出的自主性方面有突破，

對於訓練老師依賴性有下降，不再害怕外出時的不便及道路狀況，願意獨

立外出。 

成功原因：以循續漸進的方式，讓傷友增加輔具使用的時間及訓練老師慢

慢放手，讓傷友透過成功經驗的過程中，願意突破自我。 

2. 第二年開始由原來的頸髓傷友擴展到缺乏交通工具的胸腰髓傷友也一樣可

以參與社區居住的訓練，達到更全面的訓練模式。 

成功原因：改變訓練模式及調整訓地點，讓缺乏能力的胸腰髓傷友也有機

會體驗社區生活。 

3. 頸髓傷友在社區的生活更趨近於實際居家的狀況，使得其他住在中心宿舍

的學員在假日也會到頸髓社區家園拜訪及活動。 

成功原因：社區的生活模式較為自由，讓傷友感覺上比較有家的感覺。 

4. 傷友們在訓練的期間體驗到只要透過科技輔具的及無障礙環境的設計之下

有許多事情是有辦法自己完成，並有部份傷友在結訓後購入特製機車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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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輪椅，增加外出活動能力。 

成功原因：在傳善獎的贊助之下有足夠的經費購入輔具讓傷友體驗，在有

實際使用的經驗之下，為了自己的生活便利性便會願意購入行動輔具。 

5. 中心傷友職員達到真的回歸社區的生活。 

成功原因：社區的宿舍空間較中心宿舍小，因長期居住個人的物品多於短

期居住者多是必然的狀況，使得職員在外部宿舍及自行租屋間選擇自行在

外租屋，讓自己的生活空間更能自主規劃，達到真正自立生活的目標。 

6. 家人對於傷友的自我照顧能力上更加放心，並且有看到他們的成長，願意

放手讓傷友們去做嚐試，也讓增加了屬於自己的時間。 

成功原因：因傷友自主性、活動變高，讓家人看到了他們的成長及正向的

改變，因此放心讓傷友自己去執行一些事不用一直跟在旁邊或是三不五時

的熱線追踪。 

(二) 機構部份： 

1. 同儕訓練員在服務的過程中因應學員的狀況，有調整訓練的模式，如原本

瞭解學習成效以分享為主，後來請學員拍照為主，做為實際執行的展現。 

2. 頸髓社區家園附近的鄰居對於機構新進學員都會關心注意，也願意主動和

他們互動及提供協助。 

二、 失敗的經驗： 

(一) 傷友部份： 

1. 頸髓傷友回歸社區需求多元： 

傷友在機構中體驗到無障礙環境及輔具的協助有利於生活的改善，但返家

後因家中的情況不允許而無法像在機構時方便，因此會產生失落感。 

2. 電腦及相關輔具購入不合使用： 

傷友透過電動輪椅外出便利性佳，但遇到天候不佳下雨的狀況時，下巴控

的電動輪椅不方便使用，需要再思考該如何兼顧控制器的保護及操控的安

全性包覆。 

3. 鼓勵社區居住時心，理產生焦慮。 

4. 退縮不敢嚐試、心情低落、消沈、沮喪 

   

(二) 機構部份： 

1. 社區房舍的使用度因學員人數的不穩定，以致不如預期，在學員尚未進駐

時，頸髓社區家員僅有職員在使用。 

2. 採購的科技輔具＂蘋果眼控設備＂僅能相容在 ios 設備中，無法廣泛利用

在大眾化的微軟系統中使用。 

伍、 補助後對機構的影響： 

一、 組織方面： 

1. 讓頸髓社區家園之科技輔具更加完善及快速的建構起來，由原本預計要三           

年才可籌備募款完成之建設縮短至一年。 

2. 購入各式科技輔具以供頸髓傷友體驗及未來使用參考。 

3. 讓更多外界的單位認識本中心的服務，使得中心社區居住服務的曝光度變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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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捐款單位及其他社福單位參觀及瞭解服務內容之比率成長。 

4. 將社區居住的理念透過馬來西亞傷友前來借宿的期間推廣自立生活理念給他們，

讓他們瞭解社區居住的支持及訓練有助於傷友回歸社會。 

5. 提早讓中心兩性關係課程的宣導影片拍攝及教案內化建構能提早完成。 

6. 提供創新服務，讓傷友透過投籃機、電子飛標(吹箭)、手舞機等休閒活動器材，

以育教於樂的方式加強其體適能，以達到訓練的目的。 

二、 傷友方面： 

1. 協助傷友加強外出行動能力之自信心。 

2. 增加傷友自主能力，並自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外出。 

3. 當頸髓傷友體驗到每天外出上下班的交通沒有想像中的困難，只要有適合的交通

輔具即可達成，可加強就業穩定性。 

4. 讓缺乏駕駛能力的胸腰髓學員亦能體驗社區居住訓練模式。 

5. 讓頸髓損傷的傷友瞭解到，透過科技輔具使用，可以提升生活品質及自主性，減

少對照顧者的依賴。 

6. 喜歡住社區勝於住在機構內。 

7. 在社區中自立生活經驗的，同儕支持員給予以同理、傾聽及接納的方式，給予心

理上的支持提升學員自信。 

三、 家庭方面： 

1. 讓家屬知道透過輔具的使用，減輕在照顧上身體的負擔，同時也可以保護自己及

傷友的安全。 

2. 社區的居住環境，可成為提供給傷友做為未來居家無障礙改善的參考空間。 

3. 拍攝兩性關係之課程宣導影片及建構課程，讓傷友瞭解中心未來兩性關係課程之

進行方式，加強傷友在未來面對新的感情及親密關係的信心並瞭解可以透過一些

工具來感受到身體新的敏感帶及親密關係的進行，與有利於面對婚姻及家庭。 

四、 社區方面： 

1. 透過傷友每日往返社區及中心的路程發現問題，並向區公所提出改善措施，      

讓中心至頸髓社區家園路程中人行道之無障礙建置完善，便於輪椅活動及行人步

行。 

2. 因傷友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的需求，前往民族路之公車一小時至少有一班為低底盤

班公車。 

3. 讓社區居民感受到脊髓損傷者除了行動較為不方便外，與非障礙者並有沒有太大

的不同，增加社會大眾對於障礙者的包容及認識。 

陸、 結語： 

在傳善獎的挹助之下頸髓社區家園內部的科技輔具的建構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也

讓過往重度頸髓損傷的傷友及無法駕駛特製機車的胸腰髓傷友也能有機會參與社區居住

的體驗，讓全體學員的訓練內容更加圓滿，對於回歸每日上下班的生活模式更加有自信；

在這三年間，中心因為有經費可以購入足夠的科持輔具，讓傷友們更能體會到透過科技

的輔具得已讓生活更加的便利，也更樂於外出活動；附近的店家及鄰居對於入住的學員

也都很關心，每當換了一批新學時，他們也都發現又有一批新的傷友入住，並主動的和

他們打招呼，讓他們也感受到溫暖，也讓善的力量不斷的延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