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精神復健態度與落實問卷 
 

親愛的精神醫療與復健夥伴，您好！ 

首先感謝您願意在忙碌的工作之餘撥冗填答這份問卷。精神病患的精神復健

是當今備受關注的議題，相信已有許多相關專業人員在這方面做了許多努力。目

前本人獲得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NSC92-2412-H-260-003-SSS)，試圖了解專業

人員對於精神復健所抱持的觀點和實際的執行狀況。透過全台灣精神醫療和復健

單位之普查，期待蒐集到的資料有助於未來精神復健相關政策規劃、方案設計與

教育訓練。這項調查乃是以匿名填答，資料也只做整體呈現，不會顯示個人或單

位之狀況，敬請放心回答。煩請在 2004年 12 月 31 日之前交由負責的夥伴統一

寄回。本人在此也敬祝您~ 

工作順利!生活平安! 

宋麗玉教授敬上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本研究對於精神復健之定義如下： 

「精神復健乃指促進個人盡可能在社區獨立生活的過程，它涉及增進個人的能

力與改變其環境，使有精神障礙者能夠創造更好的生活；精神復健的目標在達到

個人與社會的最佳功能，並且減少失能、障礙與壓力影響個人的選擇，以使其能

成功地生活於社區。」 

 

本研究對於精神復健方案之界定如下： 

指在社區復健中心、庇護工場、康復之家中推動之方案，以及居家治療。 



 

一、精神復健態度 

以下是專業人員在協助精神病患復健的過程中可能的工作內涵，請就每一個問項勾選

符合您自己實際想法的答案。選項包括：非常不同意、不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另外，

也請填答您從事精神復健服務過程中，在每一個問項的實際執行狀況，選項包括：0=從未

1=很少 2=有時 3=經常。（填完後，請續答其餘題目） 

 態度 實際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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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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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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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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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務工作者教導所有精神病患(案主)社

會互動的技巧。 
□ □ □ □ □ □ □ □ 

2 實務工作者教導所有案主溝通技巧。 □ □ □ □ □ □ □ □ 

3 實務工作者教導所有案主就業技巧。 □ □ □ □ □ □ □ □ 

4實務工作者教導所有案主獨立生活的技

巧（例如：盥洗和準備膳食）。 
□ □ □ □ □ □ □ □ 

5實務工作者只有在案主完全參與和同意

之情況下發展所有的處遇方案 
□ □ □ □ □ □ □ □ 

6實務工作者鼓勵案主訂定他們自己的復

元目標。 
□ □ □ □ □ □ □ □ 

7 實務工作者增強案主權能(如提昇自

信、技巧、與權利意識)去獲得積極的

角色以影響機構的功能和方案內容。 

□ □ □ □ □ □ □ □ 

8對於案主不同意而且可能對案主的權益

有負面影響之方案，實務工作者鼓勵案

主加以反對。 

□ □ □ □ □ □ □ □ 

9實務工作者將親人或朋友含括於案主的

復健過程。 
□ □ □ □ □ □ □ □ 

10 實務工作者協助案主們建立牢固的社

會網絡。 
□ □ □ □ □ □ □ □ 

11 實務工作者鼓勵案主們參加社區支持

團體。 
□ □ □ □ □ □ □ □ 

12 實務工作者遊說社區房東出租房屋給

精神疾病患者。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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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實務工作者遊說雇主雇用精神疾病患

者。 □ □ □ □ □ □ □ □ 

14 實務工作者促使社區相關單位的工作

者能對待精神疾病患者如同一般案

主。 

□ □ □ □ □ □ □ □ 

15 實務工作者促使家庭接納患有精神疾

病的親人。 
□ □ □ □ □ □ □ □ 

16 實務工作者同時評量案主的優點和欠

缺。 □ □ □ □ □ □ □ □ 

17 實務工作者提供每個案主個別化的處

遇。 
□ □ □ □ □ □ □ □ 

18 實務工作者依據案主獨特的欠缺和需

求去教導案主不同的技巧。 
□ □ □ □ □ □ □ □ 

19 實務工作者讓每個案主依他們自己的

步調發展。 
□ □ □ □ □ □ □ □ 

20 實務工作者不斷地鼓勵案主繼續努力

以達到他們的復元目標。 
□ □ □ □ □ □ □ □ 

21 實務工作者建設性地處理案主每天的

發展和危機(如協助看到自己處理的

能力或正向解讀事件)。 

□ □ □ □ □ □ □ □ 

22 若案主需要，實務工作者可以在任何

時間與任何環境下與案主工作。 
□ □ □ □ □ □ □ □ 

23 實務工作者以非正式的談話方式和案

主談論生活話題（如運動、政治等

等）。 

□ □ □ □ □ □ □ □ 

24 實務工作者鼓勵案主參與任何類型的

就業。 
□ □ □ □ □ □ □ □ 

25實務工作者與案主討論工作的重要性。
□ □ □ □ □ □ □ □ 

26 實務工作者協助案主完成例行雜務以

為未來負責的工作態度作準備。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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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實務工作者專注於案主當前的需求。 
□ □ □ □ □ □ □ □ 

28實務工作者著重特定情境下的評量(如

當洗車工需要的技巧)而非一般評

量，以訂定技巧訓練計畫。 

□ □ □ □ □ □ □ □ 

29 實務工作者聚焦於案主未來的目標和

達成目標所需要的行動。 
□ □ □ □ □ □ □ □ 

30 實務工作者提醒案主勿固著在過去的

狀態，而應著重在現在的需求和未來

的目標。 

□ □ □ □ □ □ □ □ 

31 實務工作者要求案主的親人和朋友，

若案主有退縮的徵兆時應告知專業人

員。 

□ □ □ □ □ □ □ □ 

32 實務工作者事先告訴案主出院後若有

新的問題產生應回機構求助。 
□ □ □ □ □ □ □ □ 

33 實務工作者鼓勵雇主若案主有退縮的

狀況應告知專業人員。 
□ □ □ □ □ □ □ □ 

34 實務工作者視案主為一個整體，並非

只聚焦於他們有困難之處。 
□ □ □ □ □ □ □ □ 

35 實務工作者明確地表達期待案主有合

宜的行為。 
□ □ □ □ □ □ □ □ 

36 實務工作者坦然地表達不贊成案主的

偏差行為。 
□ □ □ □ □ □ □ □ 

37 實務工作者鼓勵案主保持一個“正常

的＂日常作息（家事、個人的衛生、

裝扮等）。 

□ □ □ □ □ □ □ □ 

38 實務工作者期待案主參與活動並和機

構以外的人接觸。 
□ □ □ □ □ □ □ □ 

39 如果案主有機會，他們想要的和我們

一般人都一樣。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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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因為競爭性就業往往帶來很大的壓

力，因此不應成為案主的目標之一。 
□ □ □ □ □ □ □ □ 

41 協助案主就業應該採取漸進的方式，

以降低壓力並且促進技巧的獲得。 
□ □ □ □ □ □ □ □ 

42 實務工作者視了解案主的優點為評量

過程的主要部分。 
□ □ □ □ □ □ □ □ 

43 實務工作者規劃服務方案以增強案主

的優點。 
□ □ □ □ □ □ □ □ 

44 實務工作者經由促進正向經驗協助個

案發展他們的優點。 
□ □ □ □ □ □ □ □ 

45 實務工作者藉由增強案主的優點來克

服其不足之處。 
□ □ □ □ □ □ □ □ 

46 實務工作者詢問案主其個人的感覺和

想法，即使這些和處遇並沒有直接的

關聯。 

□ □ □ □ □ □ □ □ 

47 實務工作者坦然地表達他們自己的限

制。 
□ □ □ □ □ □ □ □ 

48 實務工作者在案主復元的過程中持續

地告知他們原來不知道或不了解的訊

息。 

□ □ □ □ □ □ □ □ 

49 幫助案主建立嶄新且正向的自我形象

是一項可行的長期復健目標。 
□ □ □ □ □ □ □ □ 

50 案主復元的過程經常會包括讓案主經

歷再發病和失敗的風險。 
□ □ □ □ □ □ □ □ 

 

 

 



 

二、精神復健資源 

以下問題乃針對您個人所認知的目前台灣精神醫療政策、您所處的醫院在精

神醫療處遇以及推動社區精神復健的服務情形，請就每一個問項勾選符合您自己

實際狀況和想法的答案。 

 

（一）外在體系 

1 您覺得目前台灣精神醫療政策制訂的演變與走向對於精神復健服務的重視程

度如何？ 

□非常不重視  �□不重視  �□尚可  �□重視  �□非常重視。 
 

2 您覺得目前台灣精神醫療政策的法規及措施（例如：精神復健機構設置管理及

獎勵辦法）對於推動精神復健服務的支持程度如何？ 

□非常不足夠  �□不足夠  �□尚可  �□足夠  �□非常足夠。 
 

3 您覺得健保局對於精神復健服務的給付項目涵蓋程度如何？ 

□非常不足夠  �□不足夠  �□尚可  �□足夠  �□非常足夠。 
 

4 您覺得健保局對於精神復健服務的給付金額是否足夠？ 

□非常不足夠  �□不足夠  �□尚可  �□足夠  �□非常足夠。 
 

5 您覺得目前整體上補助精神復健服務方案的單位數量如何？ 

□非常不足夠  �□不足夠  �□尚可  �□足夠  �□非常足夠。 
 

6 您覺得一般而言社區復健服務的方案補助金額是否足夠？ 

□非常不足夠  �□不足夠  �□尚可  �□足夠  �□非常足夠。 
 

7 您覺得您所服務之醫院附近的社區精神復健服務的類型（如：社區復健中心、

康復之家等）是否足夠？ 

□非常不足夠  �□不足夠  �□尚可  �□足夠  �□非常足夠。 
 

8 您覺得您所服務之醫院附近的社區提供精神復健服務的容量是否足夠？ 

□非常不足夠  �□不足夠  �□尚可  �□足夠  �□非常足夠。 
 

（二）內在體系 

1 您覺得您目前服務的醫院其精神醫療整體處遇方向，對於精神復健的重視程度

如何？ 

□非常不重視  �□不重視  �□尚可  �□重視  �□非常重視。 
 

2 您覺得您目前服務的醫院在精神復健方面之相關措施是否充足？ 

□非常不足夠  �□不足夠  �□尚可  �□足夠  �□非常足夠。 
 

3 您覺得您服務的精神科部門所制訂的處遇計畫對於精神復健的重視程度如

何？ 

□非常不重視  �□不重視  �□尚可  �□重視  �□非常重視。 



 

4 您覺得您服務的醫院在病患的出院計畫的內容，對於精神復健的重視程度如

何？ 

□非常不重視  �□不重視  �□尚可  �□重視  �□非常重視。 
 

5 您覺得您自己在醫院當中，對於病患的出院計畫處遇決策權有多大？ 

□很小  �□小  �□尚可  �□大  �□很大。 
 

6 您覺得您服務的醫院主管（如：院長或精神科主任）對於精神復健服務的整體

支持程度如何？ 

□非常不支持  �□不支持  �□尚可  �□支持  �□非常支持。 
 

7 您覺得您服務的醫院主管配置給推動(執行)精神復健方案之人力是否足夠？ 

□非常不足夠  �□不足夠  �□尚可  �□足夠  �□非常足夠。 
 

（三）精神復健推動之狀況 

1 在您的精神科工作生涯中曾經提供下列服務嗎？ 

□有（若有，請勾選做過哪些，可複選）。 

□告知病患或家屬相關復健服務□轉介病患至相關復健服務單位 

□執行復健服務方案□規劃復健服務方案 

□沒有 

 

2 您過去一年之中提供過下列服務嗎？□有□沒有（若有，請勾選做過哪些，可

複選）。 

□告知病患或家屬相關復健服務□轉介病患至相關復健服務單位 

（若有，一年轉介_____件） 

□執行復健服務方案□規劃復健服務方案 

 

3若您曾提供過精神復健服務方案，您提供過哪些方案（可複選）？ 

□社區復健中心□庇護性工廠□康復之家□居家治療 

□其他(請填寫) 

 

4若您曾提供過社區復健服務方案，您共執行多久？_____月，民國___年____月

開始。 

 

5若您曾規劃過社區復健服務方案，您規劃過哪些方案（可複選）？ 

□社區復健中心□庇護性工廠□康復之家□居家治療 

□其他(請填寫) 

 

6 若您曾規劃社區復健服務方案，您參與規劃多久？____月，民國____年___月

開始。 

 

7 貴醫院的專業人員權責是否明確區分精神復健人員和醫療人員？ 

□是□否。 

 



三、個人基本資料 

1 您所服務的醫院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所服務之醫院的層級： 

1)□醫學中心 2)□區域醫院 3)□專科教學醫院 

 

3 您是哪一個領域的專業人員？ 

1)□醫師 2)□護理 3)□心理 4)□社會工作 

5)□職能治療 6)□個案管理人員 7)□就業輔導 

8)□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 

 

4 工作年資：（1）請問您在現單位工作之年資為____年____月 

（2）請問您從事相關工作之總年資為____年____月 

 

5 最高學位 

51 您的最高學位為： 

1)□高中畢 2)□大專畢 3)□研究所(肄)畢 4)□博士(肄)畢 

52 您獲得最高學位多久了？_____個月 

 

6精神復健教育訓練：指增強精神復健知能之訓練與文獻閱讀 

61 您過去三年內是否參加過與精神病患復健有關的研討會？ 

1)□否 2)□是，請問總共參加過幾場？_____場 

 

62 您過去三年內是否參加過與精神病患復健有關的課程訓練？ 

1)□否 2)□是，請問總共參加過多少小時？_____小時 

 

63 您過去三年內是否閱讀過與精神病患復健有關的文章或書籍？ 

1)□否 2)□是，請問閱讀過幾篇相關文章？_____篇 

請問閱讀過幾本相關的書籍？_____本 

7年齡：民國_______年生 

8 性別：____�男____  �女 

 

 

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檢查是否已填答每一題，謝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