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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介紹
•學歷

• 哈佛大學醫學院全球臨床學者研究訓練結訓
• 美國威斯康欣州立大學麥迪生分校社會福利博士
•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工作碩士
•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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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精障青年自立生活方案督導

•學術領域
• 社區精神復健與復元
• 學術論文：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Fang-Pei_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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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菱 玄奘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林嘉珮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研究助理
•林易萱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研究助理



精神復元與自立生活
•精神復元

• 患病後依然能開展人生的⼀種個人化的生命歷程
• 開發自我潛能、調適生活上的壓力，進而能發揮產能、
從事有意義的工作，為其所屬的社群做出貢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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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有意義的工作，為其所屬的社群做出貢獻

•自立生活
• 障礙者自我選擇、自我決定，自我負責 – 自主權利
• 我國採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自立生活推動成為「精神復元」具體操作的契機



自立生活方案經驗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

• 2011年 自立生活個案輔助方案
• 2013年 穩定就業團體
• 2016年 自立生活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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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礙者自立生活營隊」
• 由精神障礙者組成籌備小組主導營隊規劃

• 工作人員僅扮演支持角色
• 營隊開放給在社區居住、穩定治療中的精神障礙者

• 專業人員以「支持者」的角色參與觀察營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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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報導



第二屆精障青年自立生活挑戰營
• 2017年4月起9人之籌備工作小組開始運作
• 10月14-15日於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辦理
• 56位營隊成員、11位支持者、3位學生志工
• 多數成員自理交通
• 籌備小組帶領營隊宣誓、暖身操、小組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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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小組帶領營隊宣誓、暖身操、小組活動等
• 自立生活模擬主題

• 認識彼此
• 生活小智慧
• 時間管理
• 金錢管理

• 士林夜市之旅
• 自立生活議題討論與營隊心得分享



營隊活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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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組別研究

9

前測 後測 三個月追蹤
障
礙
者
37

位

感受性污名
內化污名
自我意識與自我決定
幸福感
動機/行動項目

感受性污名
內化污名
自我意識與自我決定
幸福感
動機/行動項目

感受性污名
內化污名
自我意識與自我決定
幸福感
動機/行動項目

• 前測/後測、前測/追蹤配對t檢定 (paired t-test)分析

位 動機/行動項目
基本資料

動機/行動項目 動機/行動項目

支
持
者
11

位

自我決定 (個別觀察)
幸福感 (個別觀察)
感受性污名
基本資料

自我決定 (個別觀察)
幸福感 (個別觀察)
感受性污名

自我決定 (個別觀察)
幸福感 (個別觀察)
感受性污名



精神疾病污名
• 感受性污名 (perceived stigma)2

• 社會大眾⼀般對精神障礙者存有的負⾯偏⾒與歧視
• 測量題目，例：

• 多數人認為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是危險而難以捉摸的
• 多數人看不起曾經住過精神病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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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人看不起曾經住過精神病院的人
• 多數適婚者不會與曾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結婚

• 內化污名 (internalized stigma)3

• 精神障礙者認同感受性污名並移轉內化到自己身上
• 疏離、刻板印象、受歧視經驗、社會退縮、抗污名，例：

•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有暴力傾向
• 因為我的疾病，人們把我當小孩般對待
• 我不太常參與社交活動，因為我不想讓我的家人或朋友難堪



自主之正向經驗
•自我意識與自我決定

• 「當⼀個人越能掌握生命中的決定，就越能對自己
達成自我目標的能力感到有自信」(Piltch, 2016, p.77)4

• 自我意識、感知選擇、自我決定能力5-6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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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
• 當障礙者有機會建立自我意識並自主做決定時，也
會因能自主而產生較高的幸福感7-8

• 樂觀、社會承諾、正向情感、掌控感、身體健康、
自我滿足、工作成就、活得比別人好、樂天知命9

•自立生活動機與行動
• 整理自己的房間、因為參加活動而認識新朋友、即
使有困難仍學習新的事物…等



自主經驗的影響 -障礙者觀點 (⼀)

•障礙者的感受性污名在營隊結束時明顯地降
低(p < .01)，但在追蹤時這個效果不再

•障礙者的內化污名在營隊結束時並沒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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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的內化污名在營隊結束時並沒有明顯
地改變，但在追蹤時卻出現明顯地降低(p < .5)

•追蹤時降低幅度：刻板印象(p < .01) ，歧視經驗(p < .05)，
社會退縮(p < .05)



自主經驗的影響 -障礙者觀點 (二)

•營隊結束時障礙者主觀的自我決定能力(p < .05) 、
幸福感中的樂天知命⾯向(p < .05) ，以及自立生
活動機與行動 (p < .001) 有顯著提升，但這些效
果未能持續到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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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未能持續到追蹤

•障礙者的感知選擇與自我意識在追蹤時呈現
明顯的降低(p < .05) 



自主經驗的影響 -支持者觀點 (⼀)

•支持者在營隊結束時認為自己所認識的障礙
者自我意識有明顯的提升(p < .05) ，且其自我決
定能力在營隊結束時明顯的增⻑(p < .01)到追蹤
時仍保持不變(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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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仍保持不變(p < .01) 

•在支持者的觀察中，障礙者在營隊結束時總
體幸福感(p < .01) ，以及其中樂觀(p < .01)與正向情
感(p < .01)有明顯的上升



自主經驗的影響 -支持者觀點 (二)

•支持者本身對精神疾病的感受性污名不論在
營隊結束時或追蹤時都沒有明顯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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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自主經驗對精神障礙者可有立即的影響

• 觀察到精神障礙者不同於刻板印象/污名化的可能性
• 讓障礙者有機會重新自我評價、減輕內在污名

•障礙者的正向改變是可被觀察到的，無論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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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的正向改變是可被觀察到的，無論障礙
者本身是否能自我肯定

•自主經驗的影響若要持久，需要環境的改變
• 專業者時常對觀察到的障礙者的進步提供正增強
• 經常提供障礙者自我決定機會以培養自主能力
• 建立障礙者同儕之間的支持，相互鼓勵、學習
• 專業者須挑戰自我對精神障礙者的污名



營隊方案設計之改變
•第三屆

•辦理「精障青年分區自立生活討論與執行小組」

• 參與成員依區域編成4組、每組5-8人
• 邀請當地機構人員擔任協同支持者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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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當地機構人員擔任協同支持者共同參與
• 於2018年5月-9月間各小組分別召開12-16次會議，討
論與執行共同決定之自立生活主題方案

•於2018年10月20-21日舉行之營隊活動中辦理自
立生活成果發表會

•第四屆營隊活動將於2019年10月下旬舉行



討論
•回想那些您覺得「還停留在此處很可惜」的
精神障礙者，討論他們在復元之路上受到的
阻礙有哪些?

在您目前的工作單位中可以做哪些調整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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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目前的工作單位中可以做哪些調整以增
加精神障礙者練習自主的機會?

•在工作場合中您曾觀察過哪些精神疾病污名
的態度和言行? 減少這些態度言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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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

• 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4之2號4樓
• 電話：(02)2391-3995

• 傳真：(02)2391-4103

電子郵件： tapsr997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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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 tapsr9973@gmail.com

•陳芳珮教授
•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 62102 嘉義縣⺠雄鄉大學路⼀段168號
• 電話：05-272-0411 ext,32103

• 電子郵件：fpchen@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