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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桃園縣腦性麻痺協會家庭訪視及家庭功能強化 

計畫編號：1031GC178C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度執行成果彙整報告： 

一、執行概要： 

本年度(103 年)針對 16 歲以下的腦麻家庭進行電話約訪，確認案家的受訪意願及評

估案家的復健需求、社福需求來衡量做家庭訪視的必要性。訪視人員為社工人員及物理

治療師，視案家需求提供資源，給予適切性的服務。社工人員提供各項社會福利、教育

資源、醫療資源與系統性生涯規劃建議等的整合服務；物理治療師提供居家復健技巧教

導、輔具運用建議，提昇主要照護者對個案狀況的了解及相關知識與技術，強化照護能

力。 

二、家庭訪視 40 戶腦麻家庭分佈： 

主要位於桃園市與中壢市，共佔 54%，龜山鄉則為其二佔 13%。 

 

 

 

 

 

 

 

 

 

 

 

 

 

 

 

 

 

 

 

 

 

地區 家庭數 地區 家庭數 

桃園市 11 楊梅市 3 

中壢市 11 蘆竹鄉 3 

龜山鄉 5 大溪鎮 3 

平鎮市 3 大園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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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人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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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訪視 40 戶腦麻家庭需求項目&專業服務： 

   1.依據家庭服務評估記錄表，彙整以下七項需求項目及需求戶數 

   2.社工&物理治療師根據需求項目提供相關專業服務 

需求項目 戶數 服務內容 

(一)社會支持 
40 

1.關心案家現況，並提供適合案家的福利資源訊息。 

2.與案家保持連繫、適時關懷。 

(二)提供協會活動訊息 

40 

社工於家訪時提供 103 年度協會的活動期程表予案

家。 

1.增進案家對於協會將辦理的活動主動詢問活動性

質的動機，藉此與案家討論適合參與的活動，並積

極邀請及鼓勵案家的報名。 

2.活動招募學員期間，提醒案家報名相關，適時主動

協助案家所需的資訊。 

(三)復健服務 

40 

物理治療師於家訪時針對 40 戶腦麻家庭給予不同的

居家復健。 

1.教導案家在安全的使用條件下如何運用現有的

如：小板凳、階梯、門檻等為輔輕鬆做復健的技巧。 

2.根據案家實際狀況示範或說明該如何正確使用輔

具。 

(四)居家服務 

16 

社工根據訪視內容評估出 7 戶案家需要居家照顧員

的協助，並建議申請居家照顧員，給予身心障礙福利

措施簡介，以便參考、申請。 

(五)資訊提供 

7 

1.社工針對案家所提出的問題，如：身障者福利服務

資源、身障者相關法規、就業問題…等做完整的資

訊蒐集提供予案家並加以詳細說明協助案家了解資

訊內容。 

2.物理治療師提供適合案家使用的輔具資訊，並建議

案家如何挑選出合適的輔具的方式。 

3.除了家訪時間，案家遇有需了解的問題時於協會上

班時間，社工或物理治療師透過電話聯繫提供需求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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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學 

6 

1.0-6 歲階段的案家：社工適案家需求，協助案家提

早適應小學作息及課程模式，透過學前準備班的練

習及訓練，縮短孩子入學後的適應期。 

2.國小階段的案家：社工適案家需求提供融合教育的

信念及要點以及融合教育的內涵，增進案家對融合

教育意義的了解。 

3.國中階段的案家：社工適案家需求提供國中升高中

特教學校資訊。 

(七)親職教育 

6 

1.案家可參考社工所提供的「103 年度協會活動期程

表」選擇適合的講座或活動報名參加。 

2.針對有意願參與相關講座或活動的案家社工於家

訪時紀錄並於活動前通知案家受理報名時間。 

3.社工主動推薦適合案家的講座或活動。 

四、效益： 

1.訪視家庭的區域分佈人數北桃園為 58%、南桃園為 42%，而協會腦麻家庭會員的區域

分佈人數北桃園為 63%、南桃園為 37%，顯示出訪視家庭與腦麻家庭會員的區域分佈

比率相近，在實際的家庭訪視當中有效的建立關係，提供確切性的資源服務。 

2.藉由到宅訪談，能較貼近個案生活與實際面對的問題，因此除了基本提供協會活動訊

息外，也能依每個案家所需提供較適切的社會支持及復健相關建議。 

3.本年度經家訪發現幾位個案有特殊家庭環境與經濟上的問題，協會除了協助尋找資源

外，未來也將持續追蹤與關懷，希望能盡力陪伴個案與案家；部分個案適巧面臨骨科

鬆筋手術，治療師除與家長討論相關問題，也依據個案問題與能力，以及就照顧者與

居家環境條件，整合出個別化的復健相關建議。此外，一位個案因治療師家訪過程中

發現其部分聽力反應異常，建議家長就醫做進一步檢查，而診斷出有聽力問題，現已

配戴助聽器改善問題。 

4.透過訪視瞭解案家需求，引導個案家庭參加協會活動，藉由活動的「參與｣增進與其他

腦麻家庭互動的機會，建立良性的支持網絡。 

五、未來規劃： 

1.與案家共同訂定目標，使案家為共同建立的目標努力，給予福利資源的協助，做定期

性的關懷訪視，了解案家現況、保持彼此間的連繫。 

2.視個案及家庭需求安排進行，如：就學轉銜、心理情緒及調適、醫療問題等相關講座，

協助個案家庭能夠有系統地了解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