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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臨！」「我給你們介紹，這是你

們的新老師，以後你們歸他管，有事情要找

她喔！」就這樣，開始了我的就輔員生涯，

那是一段充滿回憶的日子，過程中有苦有樂

，有歡笑也有淚水…… 

  擔任就輔員時，面臨到很多的挑戰，工

作內容相當多元，工作訓練輔導的對象以精

神障礙者為主，兼有智能障礙的學員，從一

開始的咖啡店持續經營、籌備第二個庇護性

工作坊花坊、到花坊正式開幕運作，三年多

的時間裡，他們跟我建立了患難與共的情誼

，一起走過艱辛的挑戰，共同面對工作上的

要求。 

  我們的咖啡屋成立於民國八十七年，座

落於醫院醫療（門診）大樓的一樓，是臺北

市立綜合醫院的第一個精神科職能復健工作

坊，籌備時與坊間的平價咖啡店合作，由他

們來協助店內的動線設計並實際讓院內籌備

人員到他們的賣場實習。正式開幕運作後，

採取完全開放式的平價經營，在賣場裡，從

收銀、點餐、產品製作到送餐，都是由經過

訓練的學員負責，參加工作訓練學員的異質

性很大，從精神分裂症、情感性精神病、智

能障礙到憂鬱症的患者都是我服務的對象，

在咖啡屋的營運穩定之後，也開放接受門診

的個案進行工作訓練，讓我們的包容度更為

提升。 

  在咖啡屋剛成立的時候，遇到了支持與

反對的二股聲浪，支持者對我們致力於精障

者的復健報以肯定的掌聲，從捐款到實際以

行動支持；反對者，最讓人覺得心痛的不是

因為他們反對，而是因為發起人是受過高等

教育的醫生，在醫院內，發起拒喝拒買咖啡

屋產品，理由是精神病人是可怕的、是危險

的，擔心精神病人操作食物上的安全等等，

雖然只有一位護士、一位護理長及一名工友

響應，但仍顯示社會對於精神病人長期的誤

解與迷思。 

  在我接手咖啡屋時，咖啡屋成立未滿一

年，但我卻是他們第四任的負責老師，過去

每位老師的要求及標準都不同，學員們雖能

遵照指示工作，但卻戰戰兢兢，而且因為疾

病的因素及缺乏互動，總讓人覺得少了些什

麼。剛開始接手的時候，我花了很多的時間

與學員建立關係、觀察他們在工作訓練上的

表現及私底下的互動，給予學員及我自己一

段適應觀察期，才開始進入真正的介入。 

  因為我所負責訓練的學員多為精神分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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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患者，他們的情感表現較為缺乏，常專

注於自己的想法與世界，較難與別人建立良

好且持續的關係，而人的生活是社會性的、

是群居的，我們的賣場又是對外營業的開放

性空間，是服務性質的工作訓練，於是我決

定由人際互動的部份開始著手，從基本的人

際禮儀如問候、眼神接觸，到關心他人的心

情或改變，在適時的時候給予他人關心以及

如何做出較為適當的回應等等，由我自己首

先開始，用我本身最擅長的觀察為基礎，帶

頭做出示範，從打招呼、見面時簡單的寒暄

開始，再依據每位學員不同的狀況擬定不同

的策略，目的在提升學員的生活適應能力，

讓他們學會使用更多的觀察力，也讓他們更

有人味，不再是冷冷的，缺乏互動的。 

  我們的工作訓練一開始以精神科日間病

房的學員為對象，模擬外界求職的過程，從

徵人公告、填寫履歷、面試（含心理與職能

的評估）到通知錄取、職前訓練到工作訓練

，一步步按部就班的進行。工作訓練又依能

力分為幾個不同的階段，從最基礎的守望相

助團體（訓練守時、負責的態度及簡單的應

對）、環保尖兵團體、烘焙團體、職能工作坊

職前訓練團體到正式的職能工作坊（咖啡屋

及花坊），每一個階段都為學員擬定了個別化

的服務計畫，根據評估的結果，明確訂出短

期、中期、長期的目標，並定期為學員的表

現進行檢核。 

  我們將工作訓練的項目進行工作分析，

訂出工作流程及工作手冊，讓學員在空閒的

時間或忘記工作步驟時，可以拿出溫習，並

詳細訂出工作規定及獎勵金發放辦法，也訓

練學員清點庫存的能力，鼓勵學員在遇到困

難時能彼此討論或找工作人員（含志工）討

論，除每月定期的月會（就業諮詢）外，也

會是學員或工作坊運作的情況召開不定期的

會議，於會議中，鼓勵所有的學員能表達自

己的意見及想法，並透過慶生或外出觀摩等

方式增進學員彼此之間的互動及對工作坊的

向心力。 

  職能工作坊的運作在逐漸穩定之後，我

們開始設法讓學員能進一步走入社區，除了

思考將學員送往一般工作職場的可能性外，

恰好當時太平國小的黃姓老師到院內就診，

看見了我們的小品花藝，成了我們的客戶，

每週帶一盆花到辦公室或班上，並告訴她的

同事及學生有我們這樣的店存在著，於是開

啟了我們往院外送花的路。訓練外送學員的

時候，我們所做的是先評估其可行性（必須

為長期客戶且有足夠的訂單，方能訓練學員）

，再來是路線方便性的評估，我們的送花方

式以大眾交通工具為主，首先由我進行交通

路線的規劃，並實際帶領外送學員進行外送

作業，在院內先簡單介紹要坐公車的路線及

下車站名，在公車上也對學員介紹公車行經

路線，下車後帶著學員走到目的地並將成品

交到訂貨人手中，帶了三、四次之後，由學

員帶領另一工作人員實際走一遍進行驗收的

效果，並評估是否能由該學員自行送花。黃

老師也對學生進行教導，告訴她班上的學生

他們用班費所訂的花，就是在幫助這些大哥

哥、大姊姊能夠工作，是很有意義的事，之

後在他們學校附設幼稚園畢業時，幼稚園的

園長也特別採用我們的作品，讓我們深深的

感受到人間的溫情。 

  當學員在最高階的職能工作坊內表現穩

定並良好時，我們會開始思考他們進入支持

性社區化就業的可能，並開始為他們與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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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進行媒合，第一個送出去就業的是我們

咖啡屋的店長，採用逐漸增加時數的方式進

行，從每週四小時逐漸到最後的全職，在主

婦聯盟的綠主張三重包裝中心上班，雖然說

路程遙遠了些、體力上的負荷較多，但從個

案每天下班之後回到醫院與我們的交談中，

可以發現個案的信心較往日更多，忙碌的工

作也讓個案不再專注於對颱風的偏好與思考

，下了班臉上雖顯露出疲態，但心中有一個

正式工作的興奮之情卻溢於言表。 

  第二位由我們送出去的學員，則是到我

朋友經營的花店實習開始，花店的老闆有十

幾年自行經營花店的經驗（若加上父親經營

的時間，則已經超過三十年），而且對於精障

病人並不陌生（他家中亦有人罹患精神疾病）

，包容度夠，我們也特別聘請來擔任花坊在

職訓練的講師之一，讓他對我們的學員可以

有較多的了解，在評估過各個學員的花藝表

現及穩定度，他和我們一致決定由該學員獲

得實習的機會，而那位學員的表現也沒讓我

們失望，實習結束後改用部份工時聘用，到

現在的全職工時聘用，每一次我到我朋友的

店裡，店裏的所有人都向我稱讚她的乖巧，

而她的進步我也都瞧在眼裡，她的信心與自

尊，也在這樣一個工作環境中逐漸恢復。 

  在一切都上軌道後，開始開發許多新產

品，部份的學員也相當的有潛力，記得有一

次我只說了我到外面的IS COFFEE喝到一個

特別的產品，是分層的，很漂亮，最底層是

巧克力，之後是牛奶、咖啡與奶泡，或許我

們也可以考慮開賣這個產品，過了大約二、

三個鐘頭，這項產品就出現在我的面前，由

我們的學員自己想辦法做出來的，對我而言

，這個產品，不僅是個美麗的作品，也是訓

練成果的呈現，更感受到學員的用心，即使

到現在，我的內心依然充滿感動，充滿巧克

力、咖啡與牛奶混合在一起暖暖的悸動。 

  由於這項產品的賣相佳，試喝過的人員

也多有好評，就開始構思如何正式推出，在

命名的部份，也請學員們集思廣益，之後決

定用「花式巧克力拿鐵」這個名字，在訓練

學員能做出這項產品也是個辛苦的過程，因

為它的難度真的很高，沒有掌握好牛奶的溫

度，就沒有辦法做出分層的效果，要從透明

的玻璃杯中加熱牛奶並打出奶泡，更不是件

容易的事，為了要維持品質，不惜犧牲成本

，以求大家都能做出令客人滿意的成品，還

記得當時只要有空檔，學員們就要練習，先

從水開始，練出對玻璃杯內水溫的掌握（60-

70。C），再開始用牛奶練習加熱牛奶並直接

製作奶泡的過程，當時的訓練，對學員來說

，或許如同進入魔鬼訓練營般的辛苦，有幾

位學員甚至連做夢都夢見自己在打奶泡、聽

見咖啡機蒸氣管運作的聲音。有人問我這樣

的訓練會不會造成學員太多的壓力，其實對

任何人來說，適度的壓力其實是成長的開始

，我們的學員也是一樣，對於不同的學員，

其訓練的標準也會也所差異，做得出合格的

產品，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種成就，在他們

逐漸綻放的笑臉上，我知道他們的努力已經

開始開花結果…… 

  在三年多的就輔員生涯中，我遇到了很

多貴人，給與我不同程度及範圍的協助，當

我們購置的二手咖啡機無法運作時，透過廠

商朋友介紹我另外一家專做咖啡機生意的廠

商，他們很快的就來幫我們裝上他們的機器

，讓我們能夠繼續營業，也只收取我們少量

的租金，在我邀請他們前來幫我們進行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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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時，他們也很爽快的答應了，不收分文

的教了我們許多有關咖啡的知識與實作的技

術。另外一個廠商，提供我許多寶貴的經驗

與建議，也帶我去參觀他客戶所開設的店，

對我們的產品的賣相與變化多有助益。另外

一些朋友，給與我許多精神上的支持及鼓勵

，讓我在遭遇困難或挫折時，能夠有力量繼

續走下去，我真的很感謝他們，至今，雖已

離開工作一年多，但仍和他們保持著聯絡，

畢竟他們是陪著我共患難的朋友，我不想也

不願失去。 

  就我的了解，就輔員的流動率相當高，

就輔員的工作除了學員的訓練、就業機會的

開發外，還要做許多行政考核的成果，每年

都有不同的政策制定，負責執行的我們就要

跟著政策走，但是有許多基本層面的東西其

實並沒有解決，例如當時的庇護性工作坊就

沒有完善的法令得以依循，我們這種設在醫

院裡的工作坊要如何界定，本身就存在著矛

盾，好比說我們是依據精神衛生法提供精神

病人復健治療的部份，但又牽涉到對外營業

的部份，所以要繳交營業稅（但是醫院是免

稅的），負責人該是誰的問題（牽涉到所得稅

的部份），就讓我們一直無法名正言順，為了

處理稅務的問題，就浪費我許多的能量，稅

捐處、國稅局、勞工局都是我詢問的單位，

但是問題存在多年，卻無解決之良策。而許

多就輔員因為工作不穩定（依計畫走，計畫

停止就失業）、福利不佳及工作項目過於繁雜

且不清而離職，這點實在是要落實身心障礙

者職業訓練或就業服務應加以考量的重點，

畢竟就輔員的更動對身心障礙者來說，也不

是件好事，良好關係的建立，可以讓個案在

遇到困難或挫折時，有個支持系統從旁協助

，降低適應不良的可能性。 

  回顧我的就輔員生涯，我覺得那段日子

為我的生命增添了許多色彩，即使走的路不

是完全的平坦，我心中仍充滿感激，感謝那

些讓我參與他們生命的學員，感謝我的老闆

、家人與朋友，給我許多的支持與鼓勵，因

為有他們，生命變得更充實，也因為有他們

，才成就了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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