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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工作成果報告 

 

壹、 器捐簽卡諮詢服務 

依據民國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全年度藉由本會官網、郵寄及親自來

會等管道，至本會受理簽署器官捐贈同意卡之民眾資料共 8,058件，與 110年受理之 9,532

件相較，減少了 1,474件。經彙整統計後發現： 

 

一、簽卡人以女性計 6,216人(佔 77%)高於男性約 3倍；男性簽卡人合計為 1,842人。 

 

二、簽卡人之年齡以 21~40歲最多(合計 5,533人)，佔年度總簽卡人數之 69%；最小簽卡人

為 0歲1(15位)，年齡最大簽卡人為 93歲(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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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父母同意於出生時即為其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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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簽卡人於健保卡同意加註器官捐贈意願計 3,464人，佔 43%。 

 

四、111年填寫撤銷器官捐贈同意卡共 236件，平均每月 20件，約佔受理總件數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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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理件數中，勾選「願意捐贈出全部器官及組織」者計 6,830人，佔 85%。 

 

六、受理件數中，勾選「索取實體器官捐贈同意卡」者計 5,729人，佔 71%。 

 

 



 
 

4 
 

七、全台簽卡人數前六名縣市依序為新北市 1,687人、台中市 1,067人、台北市 970人、 

高雄市 900人、桃園市 864人、台南市 595人，六都簽卡人佔 111年度簽卡人數之 

76%。 

 

八、如以簽卡人數佔該縣市人數比例來看，簽卡人密度較高之縣市別依序為新竹市(佔 

    4.47‱)2、新北市(佔 4.23‱)、台北市(佔 3.92‱)、台中市(佔 3.80‱)、 

    桃園市(佔 3.79‱)、基隆市(佔 3.65‱)。 

 
 

                                                      
2
 111 年新竹市人口 451,690 人，簽卡 202 人，比例為萬分之四點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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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111年簽卡人女性多於男性；表達健保卡加註器官捐贈意願者佔 43%；有 85%

簽卡人表示願意捐贈全部器官及組織；且 71%簽卡人希望拿到實體器官捐贈同意卡；而全台

簽卡密度由高至低的前六名縣市依序為新竹市、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桃園市、基隆

市。 

 

從本會 111年度簽卡統計結果發現，全台簽卡人數前六名縣市即為六都所在；如以簽卡

密度來說，前六名縣市則依序為新竹市、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桃園市、基隆市，與

110年相同的是基隆市人口總數雖未及六都，但民眾對器官捐贈理念接受度較高；而科技新

貴所在的新竹市，今年簽卡密度衝上第一名。另，在 2.9%撤銷簽卡聲明中，接收到民眾表達

原因多為家人認為年事已高不適合等因素；簽卡人同意於健保卡中加註器官捐贈意願部份，

仍有 57%簽卡人未表達意願，經詢問部份民眾回覆為「郵寄回簽署紙本很麻煩」。此部份本會

將於受理簽卡服務過程中皆已經過解說，同時將再加強宣導與提醒民眾。 

 

另外，綜觀 109年至 111年三個年度各縣市簽卡人佔該縣市總人口比率來看，相較 109

年度之統計資料，110年除了新竹市、桃園市、苗栗縣、南投縣外，其他各縣市簽卡率普遍上

升；而在 111年僅新竹市(3.95‱→4.47‱)、連江縣(1.47‱→2.14‱)上升；其他各

縣市的簽卡率均較 110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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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捐贈者家屬支持服務方案 

 

111年全年度本會四名專職人力3共提供七大方案服務：個案工作合計服務 13名捐贈

者家屬、提供 50人次個別諮詢與關懷支持服務；辦理家屬支持服務方案服務計 29場

次，提供 226人、計 332人之服務；年度總服務量達 382人次。其中，捐贈者家屬運用

本會服務合計 143人、199人次，佔總服務人數之 63%、與總服務人次之 52%。相關統計

詳參下表。 

服務項目 預計服務量 實際服務量 達成率 
捐者家屬運用本會服務 

參與情形 家屬參與情形佔比（%） 

個案工作 
在案量 12名 13 名 83% 13 人 100％ 

服務 45人次 50 人次 111% 50 人次 100％ 

成長工作坊 

愛自己成長工作坊 

分區共 4 場 4 場 100% --- --- 

服務 44人 37 人 84% 37 人 100% 

服務 44人次 37 人次 84% 37 人次 100% 

愛中相知 

關係經營團體團體 

分區共 4 場 4 場 100% --- --- 

服務 32人 22 人 69% 19 人 86% 

服務 32人次 22 人次 69% 19 人次 86% 

關懷陪伴讀書會 

「理解愛，表達愛〜接

納心意，接納自己」 

分區共 4 場、每場 3

堂，合計 12 堂。 
12 堂 100% --- --- 

服務人數：60人 73 人 122% 13 人 18% 

服務人次：126人次 
142人次 113% 32 人次 23% 

線上：79人次 

現場：63人次 

線上：63％ 

現場：50％ 

線上：19人次 

現場：13人次 
線上：13％ 

現場：9％ 

語窩歡樂學苑 

週六課程 

4 場 5 場 125% --- --- 

20 人 8 人 40% 1 人 13% 

20 人次 18 人次 90% 3 人次 17% 

週三課程 

4 場 2 場 50% --- --- 

15 人 3 人 20% 0 人 0% 

15 人次 5 人次 33% 0 人次 0% 

合計 

8 場 7 場 88% --- --- 

35 人 11 人 31% 1 人 9% 

35 人次 23 人次 66% 3 人次 13% 

全國器捐家屬秋季營 

2天 1夜營隊活動 

1 場 1 場 100% --- --- 

65 人 19 人 29% 19 人 100% 

65 人次 19 人次 29% 19 人次 100% 

                                                      
3
 本會四位專職人力其中企劃人員於 111 年 1 月離職後，遲遲無法覓得合適人力，故於下半年聘兼職人力乙名

裨益落實推展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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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預計服務量 實際服務量 達成率 
捐者家屬運用本會服務 

參與情形 家屬參與情形佔比（%） 

備註 

1.111 年度因應防疫政策與疫情變化衝擊，故整體預期服務目標仍酌予下修。 

2.111 年本會各項服務方案共服務捐贈者家屬 102 人、160 人次；佔總服務人數之 58% 

、與總服務人次之 55%。 

 

今年在捐贈者家屬關懷支持服務部分，如何陪伴面對哀慟經驗與復原歷程，為處於不同

哀傷階段、不同需求的器捐家屬們，將有益於其面對失落及哀慟的復原歷程中的各項任務與挑

戰的知能，設計在各項服務中。因此，除了個案工作專注於個別服務，成長工作坊則以學習自

我照顧能力為主；關係經營團體則希望涵蓋提升自我覺察能力及關係中自我模式的覺察；關懷

陪伴讀書會則著重學習自我照顧的能力及增加關係經營的方法與技巧。以下報告將依序分述各

項服務策略執行過程及成果。 

 操作目標 服務策略 服務成效 評估指標 

一 
提升自我覺察能力，

了解自我需求。 

個案工作 1.藉由提升自我覺察能

力，意識到自我需求。 

85%有提升自我覺

察能力 關係經營團體 

二 
學習自我照顧知識

與能力。 

成長工作坊 2.學習自我照顧的方

法，並運用於生活。 

85%有學習到自我

照顧的能力 關懷陪伴讀書會 

三 

瞭解喪親後家庭角

色轉變及關係修復

與經營，促進與家人

關係的正向連結。 

關係經營團體 
3-1 提升自我覺察與他

人互動的模式。 

80%有提升互動關

係中自我模式的

覺察 

關懷陪伴讀書會 

3-2 增加關係經營的方

法與技巧，促進與家人

的良好互動。 

80%增加關係經營

的方法與技巧 

 

一、個案服務 
 

111年在案服務共 13人，服務人次共 59人次，均達成計畫預期服務量，實際執

行服務統計整理如下各表。 

個案工作 

預定計畫 實際執行 達成率 

個案量 服務人次 個案量 服務人次 個案量 服務人次 

12名 50人次 13名 59人次 108% 118% 

 

 111年在案人數 111年新案人數 

男 女 小計 男 女 小計 

北 0 4 4 0 2 2 

中 1 4 5 0 0 0 

南 0 1 1 0 0 0 

東 0 0 0 0 1 1 

總計 1 9 10 0 3 3 

 



 
 

8 
 

在今年個案服務中，服務量及服務人次均高於預期目標，另，在聯勸督導的建議

中，我們也把已提供服務的家屬，例如於團體前評估、團體後追蹤，或於成長工作坊、

關懷陪伴讀書會發現潛在服務對象，均列入後續追蹤評估對象；且因提供關係經營團

體方案服務，吸引到具關係經營困擾議題的捐贈者家屬，透過報名時提供諮詢與初評，

我們有更多機會可提供單次評估會談服務，最終無論是否參與團體歷程，社工後續都

有機會從這些服務對象中，主動關懷問候、進行活動邀約，並發現潛在開案服務需求

之對象，以拓展個案服務及提供服務的可能性。 

 

二、各項方案服務 

 

110年度各方案服務依服務策略、目標分為「成長工作坊」、「療癒團體」、「讀書

會」、「語窩歡樂學苑」、「全國器官捐贈者家屬聯誼秋季營」五大項目，服務量與各方案

服務成果分別說明如下： 

 

（一）成長工作坊 

 

成長

工作

坊 

區域 

預定計畫 修訂計畫 實際執行 

達成率 場

次 
人次 總人次 場次 人次 

總人

次 
場次 人次 

總人

次 

北 1 15 

55 

1 12 

44 

1 13 

37 

場次 

100% 中 1 15 1 12 1 5 

南 1 15 1 12 1 13 人次 

84% 東 1 10 1 8 1 6 

 

今年成長工作坊課程設計，希望促進器捐家屬學習自我照顧方法並能運用於生活

中，因此，上午安排職能治療師學習如何預防及減緩失能失智及下午安排瑜珈老師帶

領成員練習家中安全運動的要點及呼吸放鬆方法的課程，讓成員能運用於生活。詳細

課程活動內容、各區辦理情形及服務成果說明如下。 

 

1.活動內容： 

（1）逆齡樂活動一動：講師透過討論健康概念，引導大家思考現在高齡化的社會中，

我們如何協助自己讓退休後的日常生活，維持動腦、動身體、動生活，介紹國健署六

力自我檢測資源，及日本的失智就業、熟齡就業及在宅醫療等最新長照概念，延緩失

能失智的程度，優化老後的生活品質。 

（2）養身能量修復：講師把三小時課程分為三個主題，動、靜、鬆，第一個小時讓大

家坐在椅子上進行有氧運動，透過 130-135BPM音樂帶動成員，正確使用身體核心及大

腿肌肉，來鍛鍊心肺功能；第二小時運用椅子、毛巾作為輔具，練習伸展運動，最後

一小時，則練習瑜珈的唱誦與呼吸法，幫助身體放鬆及休息。 

 

2.各區場次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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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參與人次 

北區 

11/29(六) 

09：00~12：00 逆齡樂活動一動 
柯宏勳 

職能治療師 

13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30~16：30 養身能量修復 張惠萍老師 

中區 

10/22(六) 

09：00~12：00 逆齡樂活動一動 
柯宏勳 

職能治療師 

5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養身能量修復 張惠萍老師 

南區 

08/06(六) 

09：00~12：00 逆齡樂活動一動 
柯宏勳 

職能治療師 

13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養身能量修復 張惠萍老師 

東區 

09/03(六) 

09：00~12：00 逆齡樂活動一動 
柯宏勳 

職能治療師 

6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養身能量修復 張惠萍老師 

合計 共四場 37人次 

 

今年度成長工作坊原訂七月份開始辦理，但受到當時疫情確診感染人數還在高原

期，因擔心影響捐贈者家屬參與活動的意願，故延期至八月開始辦理活動；另外，也

考量下午課程內容與進行方式，老師會需要現場調整成員的動作姿勢與指導身體使用

的方式，因此不適合採取線上方式進行。在與疫情共存的防疫政策下，我們雖已調整

時間、場地空間，年長、年幼或體弱的服務對象，擔心感染最後仍舊選擇不出席參與

活動，或是已經報名參加卻因確診新冠或有家人確診需居隔照顧，而不方便出席等原

因，仍明顯影響參加人數，故申請調整下修服務量。最終，整體活動辦理，依計畫完

成四區場次，服務人次達到預期之 86%。 

 

在成員參與活動的回饋中，我們得知有參與家屬自身就曾是失智症家人的照顧者

或朋友有診斷失智的情況，因此對於如何預防有很高的動機想要了解與提問。此外，

瑜珈老師也會針對在課堂中，明顯較為跟不上的家屬，利用下課時間，主動關心健康

狀況，並提供課後回家練習的簡易運動，協助其鍛鍊較弱的局部肌肉。參與成員對於

成長工作坊的講師專業度、講授內容的反饋都很好，也都會利用休息時間，私下跟講

師請教個別的疑問，成員對於生活化及可操作的內容課堂上都有很直接的反應與討論，

顯示課程內容有符合成員所需。與會成員之課後回饋問卷及悄悄話信箱中，成員反饋

內容，詳如下段質化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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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質化資料彙整 

項次 內容分類 回饋問卷及悄悄話信箱質化內容摘要 

1 肯定與感謝 感謝協會辦這次活動,很喜歡 

2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課程非常棒有動有靜，謝謝老師和工作人員 

3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謝謝提供有益身心靈活動，增加失智、樂活相關知

識 

4 
肯定與感謝 謝謝協會很用心把很久以前的老家屬都給邀請出

來了 

5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增加知識快樂滿滿 

6 肯定與感謝 感謝工作人員 

7 肯定與感謝 感恩所有講師及工作人員，您們辛苦了 

8 肯定與感謝 感恩協會用心規劃 

9 其他 

活動地點最好要敘述清楚，譬如有哪些交通工

具，在哪個地點下車或有負責的人的電話連絡比

較清楚一點 

10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今的椅子運動很好，可是我腿短坐著很像要滑下

來，所以做的很緊張，無法很盡情的舒展!!所以以

後如有類似的活動，希望能避開這類情況!讓輔助

的工具完備些或是有替代方式。 

11 肯定與感謝 非常感謝協會的一路陪伴，給予正能量 

12 肯定與感謝 非常感謝協會辦的活動 

 

2.參與成員分析： 

 

全台北中南東四區共辦理四場工作坊活動、提供 37 位捐贈者家屬服務。其中， 

女性 29 人（佔 78.4％）、男性 8 人（佔 21.6％）；平均年齡為 52.6 歲，整體參與工 

作坊成員性別比例女性是男性 3.6 倍，整體平均年齡落在 52.6 歲；其中，南區各年 

齡層分佈平均，故平均年齡較其他各區為低，而北區以 71~80 歲高齡參與者最多， 

僅中區有 21~30 歲的參與者，東區則是獨缺 21~44 歲的青壯人口。詳如以下圖表： 

 

工作坊 參與人數 
參與者性別 平均年齡

（歲） 

問卷回收 

女性（人） 男性（人） 份數(份) 回收率（%） 

北區 13 12 1 65.3 12 92.3％ 

中區 5 4 1 48.0 5 100％ 

南區 13 9 4 40.7 10 76.9％ 

東區 6 4 2 54.8 6 100％ 

總計/平均 37人 
29人 

（78.4％） 

8人 

（21.6％） 
52.6歲 33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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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卷回饋整理： 

 

四場活動回饋問卷共發出 37 份，回收共 33 份，回收率 89.2%。參與者中以 

參與本會活動第 2~5 次以上為最多，佔 46.7%（14 位），其次為參與第 11 次以上 

者，佔 20%（6 位）。在「參與次數」上，北區最高者落在「參與第 11 次以上」 

，與其他區域落在「第 2~5 次」稍有歧異；東區則完全沒有第一次參加的學員， 

而南區則是集中在「第 1 次」以及「第 2~5 次」的家屬為主。 

 

 
 

在家屬「參與動機」部份，有 84.4%的參與者因「對於課程內容有興趣」為最

高，其次為「喜歡協會的活動」，有半數的參與者選擇此項，反之最低的動機是因

「排遣無聊」。進一步從區域上來看，除東區之外，其他三區最多參與者選擇的項

目皆為「對於課程內容有興趣」，而中區參與者則是明顯較其他區不同，「喜歡講

師」、「排遣無聊」、「想認識新朋友」以及「想見到老朋友」，而中區參與家屬皆無

選擇「想見到老朋友」此項。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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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為參加本會辦理活動次數區域別

第1次 第2-5次 第6-10次 第11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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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中，家屬喜歡的課程部分：近 9 成（87.4%）的參與家屬喜歡是「養身

能量修復」課程，而亦有近 8 成(78.1%)的參與者喜歡「逆齡樂活動一動」課程，

顯示該兩項課程皆獲得參與者的高度青睞。當我們進一步了解參與家屬實際的課

程學習情形時，以「維持健康的基本概念」、「預防老化失能或失智的方法」、「如何

把維持健康的活動運用在生活中」、「運用呼吸的方法讓自己更輕鬆有活力」、「伸

展的運動讓自己更柔冉有彈性」、「在生活中融入呼吸與伸展來照顧自己」等六項

學習狀況來看，每項內容皆有高達 6~7 成的參與家屬回饋表示學習到「非常多」；

另「有學習到維持健康的基本概念」以及「有學到預防老化失能或失智的方法」二

項有極少數不到 1 成的參與家屬表示完全沒有學習到或是只有一點學習到之外，

其他各項皆有超過 9 成以上的參與者感受到有蠻多及非常多的收獲。顯示所有的

參與家屬在此次活力工作坊都學習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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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係經營團體-「愛中相知-關係經營團體」 

 

關係

經營

團體 

區

域 

預定計畫 修訂計畫 實際執行 
達成率 

場次 人次 總人次 場次 人次 總人次 場次 人次 總人次 

北 1 12 

44 

1 8 

32 

1 8 

22 

場次 

100% 中 1 12 1 8 1 4 

南 1 12 1 8 1 2 人次 

69% 東 1 8 1 8 1 8 

 

關係經營團體工作我們設計由社工師、心理師雙帶領者，帶領團體成員透過主題

情境活動歷程，探索自己與家人的關係互動與溝通模式，練習嘗試以不同的角度理解，

並學習藉由不同的表達與互動方式，調整、經營彼此的關係，重新建立理解彼此，良

好支持品質的關係。團體前會先經由社工招募、評估團體的參與成員，初步認識成員

參與團體的動機與個人背景；團體前也會先召開準備會議，讓兩位帶領者初步認識參

加成員；團體後也有回顧會議，由不同專業的角度討論，增加對參與成員有不同面向

的認識，以利後續銜接個案工作或其他後續關懷服務。今年詳細課程活動內容、各區

辦理情形及服務成果如下。 

 

1.活動內容 

（1）溝通的覺察與練習： 

上午團體由張美茹社工師為 Leader，蔡富傑心理師為 Co-leader。藉由自我介

紹，讓大家認識彼此形成團體。邀請大家在紙上寫下 365 天最想過哪一天?想要如

何過或是獲得什麼禮物或祝福?再請每位成員輪流上前抽籤，扮演某位成員體驗接

受禮物或祝福，其他成員則練習送出禮物或祝福，並覺察練習過程中的感受，彼此

相互分享及支持過程中浮現的各種情緒。 

（2）理解愛，表達愛： 

下午團體由蔡富傑心理師為 Leader，張美茹社工師為 Co-leader。從不同的溝

通姿態，體驗溝通模式如何影響對彼此關係上的感受。藉由愛之語測驗認識自己偏

好的情感表達方式，並藉此反思和在乎的人相處時，彼此表達情感與接收的方式是

同頻或錯頻，如何調整彼此的理解與對待。 

 

2.各區場次服務成果 

 時間 活動內容 帶領人 參與人次 

北區 

04/16(六) 

09：00~12：00 溝通的覺察與練習 
張美茹社工師 

蔡富傑心理師 

8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理解愛，表達愛 
蔡富傑心理師 

張美茹社工師 

中區 

07/23(六) 
09：00~12：00 溝通的覺察與練習 

張美茹社工師 

蔡富傑心理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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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活動內容 帶領人 參與人次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理解愛，表達愛 
蔡富傑心理師 

張美茹社工師 

南區 

09/17(六) 

09：00~12：00 溝通的覺察與練習 
張美茹社工師 

蔡富傑心理師 

2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理解愛，表達愛 
蔡富傑心理師 

張美茹社工師 

東區 

07/09(六) 

09：00~12：00 溝通的覺察與練習 
張美茹社工師 

蔡富傑心理師 

8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理解愛，表達愛 
蔡富傑心理師 

張美茹社工師 

合計 共四場 22人次 

 

關係經營團體，原訂四月開始陸續辦理四區活動，因受疫情影響五、六月暫停

舉辦順延至七月才再度辦理。北、中、南、東四區合計共四場，共服務 22人次，服

務量達成率為 69%。詳細辦理過程及發現，如下段說明。 

 

3.團體執行過程與發現 

 

(1)團體準備期：成員招募及需求評估。 

成員招募過程，除了家屬主動報名外，主責社工亦會邀請可能有關係經營議題需

求之家屬；受理報名時，會再與報名成員聚焦詳談其困擾的原因及參加動機，茲將成

員招募期間之會談整理如下頁表。 

 

 
原報名人數

(含社工邀約) 

報名動機(期待探索的關係議題) 

家人

關係 

伴侶

關係 

職場人際

關係 

一般人際

互動關係 

想與器捐

家屬互動 
未表達 

北 14 2 2 1 2 3 4 

中 9 1 4 0 0 1 3 

南 14 6 2 0 4 0 2 

東 8 0 2 0 0 4 2 

合計 45 9 10 1 6 8 11 

 

在原報名者中期待探索的關係議題上，最多為「未表達」者；次之為「伴侶關係」，

而「家人關係」再次之。有意願報名者，已報名時都還在思索自己的需求或是沒有準

備好而不知如何表達。這次在南區的報名也出現特別的狀況，是兩位家長希望帶小孩

來參加團體，因為覺得孩子有人際關係的狀況，但因為此次團體設計以成人需求為主，

故婉拒家長帶 12歲以下的兒童來報名參加，轉以後續關懷提供個別服務。未來也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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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觀察，是否有更多 12 歲以下兒童有需求，另外再發展針對兒童需求為主的相關服

務。在團體前會議中，社工會將整理好的報名者資料，提供雙領導者先了解團體成員

背景，討論在原有的團體基礎架構下，可以如何調整配合參與者需求，修訂執行方式。 

 

（2）團體執行期： 

A.已報名但未能參與者之情形。 

在社工受理已報名及邀請成員裡，未參與原因，及後續評估整理如下表。 

 

 報名

但未

參與

人數 

未能參加之原因 初步評估

後，後續

可關懷邀

約活動 

疫情

考量 

臨時

有事 

健康欠

佳因素 

與團體調

整後時間

無法配合 

協助已報

名之家人

不想參加 

不適合此團

體屬性 

北 6 2 2 2 0 0 0 1 

中 5 0 0 0 3 2 0 5 

南 12 0 2 2 2 0 6 11 

東 0 0 0 0 0 0 0 0 

合計 23 2 4 4 5 2 6 17 

 

今年關係經營團體亦受疫情及議題影響申請服務量下修。受到議題因素之影響，

包括家長想探討親子及孩子的人際關係，但 12歲以下兒童並不適合此次的團體屬性；

也有家屬是主動報名表達有關係議題想探討，但可能對於需要在團體中討論與家人關

係不睦的議題仍有擔心顧慮，在課前臨時踩煞車向社工表示有事不參加；社工主動邀

請有關係經營需求議題的夫妻檔家屬，則遇到其中一方願意而另一方沒有意願面對解

決之困境。因此，我們發現到，現階段關係議題對於服務對象，已經有意識到此需求，

但還沒有準備好採取行動去面對此議題。另，仍有一部分報名成員是受到疫情影響調

整日期後，無法參與。 

 

B.實際參與者心得與回饋。 

團體透過體驗式的活動，讓參與成員提升自我覺察能力，並在互動關係中增進對自我

模式的覺察，此歷程獲得成員很正面的回饋，成員回饋表示： 

 

「這課程應該婚前要上，對家庭會更好!」 

「透過"互動"、"體驗"很受用、感動的課程，學習彼此的生命故事，老師的觀念

分享，謝謝，很棒的課程，很棒的一天!」 

「原本她很好，我可以放心讓她放空，並適時給她小禮物。」 

 

C.質化資料彙整 

項次 內容分類 回饋問卷及悄悄話信箱質化內容摘要 

1 
肯定與感謝 ,回饋課

程內容學習心得 

之前在教會讀書會有談過"我訊息""愛之語"這次有一個朋友一起練習、互相

理解過程，也希望他可以一起成長學習。謝謝!受益了 

2 肯定與感謝 謝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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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 希望可以換別家午餐 

4 提問個人擔憂 如何對離世親人思念的心情調適 

5 其他 再會 

6 
肯定與感謝 ,分享個

人經驗感受 

第一次接觸這樣的活動，意義很好，離開學習已經有 10 年以上，感受很多；

還是感謝朋友與老師的用心! 

7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

心得 
原本她很好，我可以放心讓她放空，並適時給她小禮物。 

8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活動和講師很棒 

9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講師們很讚 

10 肯定與感謝 多辦大小活動陪家屬，您們辛苦了，感恩 

11 
肯定與感謝 ,分享個

人經驗感受 

透過"互動"、"體驗"很受用、感動的課程，學習彼此的生命故事，老師的觀

念分享，謝謝，很棒的課程，很棒的一天! 

 

也有成員在參與團體後用悄悄話信箱提問「如何對離世親人思念的心情調適」，

社工亦能針對其個人的需求來安排提供服務。課後主責社工與兩位帶領者的會後會

回顧討論，與後續服務評估摘要整理如下表，可作為拓展後續個案工作的基礎。 

 

（3）團體執行後： 

透過會後會回顧團體與雙領導者進行討論，整理參與者的後續服務需求評估，

如下表列。 

 

 
參加

人數 

哀慟量

表大於

5分 

後續服務評估 *非捐贈

者家屬無

須評估 

提供

諮詢 

已開

案 

可開

案 

後續關懷及

活動邀約 

無須

追蹤 

北 8 6 0 1 4 1 1 1 

中 4 1 0 1 0 2 0 1 

南 2 0 0 0 0 2 0 0 

東 8 1 1 0 1 3 2 1 

合計 22 8 1 2 5 8 3 3 

*註：因團體主題為關係經營，有開放家屬可邀約自己的摯友參加。 

 

今年團體自招募到執行，共服務 45位家屬，其中有 22位實際參與團體，實際成

員參與人數雖僅佔預期之 69%，但確實發現捐贈者家屬有關係議題上的需求，也引發

他們願意進一步探索及表達個人需求的機會，讓社工有機會更貼近他們的需要的方式

提供服務。 

 

另，我們也發現嘗試探索學習回應”關係經營”之意願與行動，北區家屬遠高於

其他地區，課後回饋期待在辦理關係經營團體者，北區亦遠高於其他各區，日後，我

們可思考評估是否依實際需求調整各區團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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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與成員分析： 

今年度四場家屬關係經營團體，參與人數共 22 人，女性 18 人（佔 81.8%），

男性 4 人（19.2%），整體平均年齡為 56.2 歲；參與團體後，共回收家屬回饋問卷 21

份、回收率 95.5％。 

 

關係經營

團體 
參與人數 

參與者性別 平均年齡

（歲） 

問卷回收 

女性（人） 男性（人） 份數(份) 回收率（%） 

北區 8 8 0 59 8 100％ 

中區 4 3 1 53 4 100％ 

南區 2 2 0 32 2 100％ 

東區 8 5 3 61 7 87.5％ 

總計/平均 22人 
18人 

（81.8％） 

4人 

（19.2％） 
56.2歲 21 95.5％ 

 

各區域團體參與年齡分布，以東區的參與者年齡分布最為平均，僅中區有

21~30 歲的參與者、僅南區有 10-20 歲的參與者，而北區則以 51-60 歲的參與者最

多。 

 

 
 

參與本會活動經驗以「第 2~5 次以上」為最多、佔 42.8%(9 位)；其次為「第

11 次以上」、佔 28.6%(6 位)。其中東區參與次數最高者為「第 11 次以上」，北區

為參與「第 2~5次」；中區有最多第一次參加的家屬，本次南區家屬參與本會活動

之頻率則是集中在第 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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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與動機上，有 63.6%的參與者因「對於課程內容有興趣」為最高，其次為

「喜歡協會的活動」，有 36.3%的參與者選擇此項，反之最低的動機是「想認識新

朋友」及「朋友推薦」。進一步從區域上來看，除中區之外，其他三區最多參與者

選擇的項目皆為「對於課程內容有興趣」，而中區參與者中第一次參加者較多，動

機最多則是「活動內容沒接觸過很好奇」明顯較其他區不同。 

 

 
 

我們進一步了解家屬是否喜歡本年度的「家屬關係經營團體」課程部分：有近

九成五（95.4%）的參與者喜歡「理解愛，表達愛」課程，亦有約 8 成(81.8%)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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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喜歡是「溝通的覺察與練習」課程，顯示本次規劃的兩項主題課程皆獲得參與

者的高度青睞。 

 

當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參與者的團體成效，以學習到「有助於我練習傾聽對方說

話」、「有助於我學到理解對方表達的關心」、「有助於我學到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向

對方表達關心」、「有助於我學到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向對方表達愛」、「有助於我學

習改善彼此關係的方法」這五項皆有高達 8 成以上的參與者表示學習到「非常多」

或「蠻多」。而「有助於我練習說出自己的需求」以「有助於我練習傾聽對方說話」

此二項各有 1 位的參與者表示完全沒有學習到，其他各項皆有超過 6-7 成以上的

參與者感受到有蠻多及非常多的收獲，顯示所有的參與者在經過此次關係經營團

體後都學習良多。 

 

 
 

 

今年度首次嘗試關係經營主題的團體，邀請社工師及心理師共同帶領團體，

在團體成效上，參與者收穫良多，從成員反饋中發現也確實有此議題的需求存在，

但團體成員招募過程中，中區及南區的確面臨許多的挑戰，未來或許可以從表達

對此主題期待最高的北區開始提供深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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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懷陪伴讀書會-「理解愛，表達愛～接納心意，接納自己-關懷陪伴讀書會」 

關

懷

陪

伴

讀

書

會 

區

域 

預定計畫 修訂計畫 實際執行 達

成

率 場次 堂 人次 
總人

次 
場次 堂 人次 

總人

次 
場次 堂 人次 

總人

次 

北 1 3 45 

159 

1 3 36 

126 

1 3 36 

142 

課堂 

100% 中 1 3 45 1 3 36 1 3 37 

南 1 3 45 1 3 36 1 3 37 人次

112% 東 1 3 24 1 3 18 1 3 32 

 

面對喪親的傷慟，家庭成員會經歷個人的悲傷適應、家庭角色轉換、摯愛離世後

家人關係互動的轉變。因著與逝者『關係』的不同，整個家庭都需要共同面對生活上

的變化，今年讀書會的主題，我們希望把主題放在關係的議題上，引導學員覺察情緒、

學習理解愛也學習表達愛，接納家人的心意，也好好地接納自己，以理解彼此的角度

重新出發，與家人重啟連結、修復情感。不論是捐贈者家屬或一線的醫護人員，藉由

身心調適與自我關懷照護書籍導讀、練習，帶領與會學員熟悉多種關懷陪伴之技巧，

增在陪伴自己或他人走過最深沉的旅程中，梳理傷慟，並從中找到前進的力量。今年

關懷陪伴讀書會的合作醫院，包括、北區-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中區-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南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東區-花蓮國軍醫院合作。因應疫

情的影響，課程進行方式採實體與線上同步，詳細課程活動內容、各區辦理情形及服

務成果如下。 

 

活動內容： 

1.第一堂課 

(1) 擁抱刺蝟孩子：作者藉由許多親子相處的情境故事，帶領讀者練習陪伴孩子時，

需要注意的六大面向，從陪伴自己開始，讓親子關係更靠近。 

(2) 讓愛自己變成好習慣：作者提出了愛自己的四個練習，鼓勵讀者把愛自己的練習，

變成日常習慣甚至是最重要的優先事項，來轉變自己的生命品質。 

(3) 繪本-「我愛抱抱」：露西借了媽媽最後一個擁抱，傳給了全家每個人，也獲得每

個人的擁抱，讓愛在彼此的擁抱裡滋長。 

2.第二堂課 

(1) 我值得一段好關係：依附類型在伴侶關係中的影響十分深遠，卻不容易被發現，

作者運用情緒覺察的練習，開始學習認識自己及關係中依附類型的影響，並藉由

許多小練習幫助我們認識自己，轉化不安全的依附類型，讓關係可以成為安全的

避風港。 

(2) 為什麼我們總是愛錯？：我們在原生家庭中所學習到的一切，都可能成為我們在

親密關係互動中的濾鏡，而我們可以重新梳理原生家庭的影響，重新為自己、位

關係做出新的選擇與行為，創造理想的關係品質。 

(3) 繪本-「內在小孩」：每個大人心中都有一個小孩，當我們能好好地照顧自己的內

在小孩與之建立良好關係，我們的生活就能更加精采有趣。 

3.第三堂課 

(1) 療癒次級創傷：認識何謂次級創傷，透過四大面向，簡單的檢測了解自己是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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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次級創傷的影響，並提供練習幫助自己或身邊的家人朋友，可以預防或從次級

創傷的影響中恢復。 

(2) 繪本-「想念，不再傷心」：狐狸艾文心愛的小狗是他的好夥伴，小狗的離世讓他

很傷心，而艾文選擇用另一種方式來走出悲傷。 

(3) 繪本-「媽媽的毛衣」：媽媽的離世讓悲傷無所不在，而媽媽的毛衣讓思念得以有

了慰藉，而悲傷或許也像媽媽的毛衣一樣，大小並沒有改變，而是悲傷成長後的

我們，能夠用不同的方式允許悲傷。 

 

(二)各區場次服務成果 

區

域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參與人次 

實體 線上 小計 

北

區

/

衛

生

福

利

部

雙

和

醫

院 

07/30(六) 

09:00-12:00 

1.擁抱刺蝟孩子：重啟連結、修復情

感、給出力量的關鍵陪伴與對話(圓

神，2019)  

2.讓愛自己變成好習慣：簡單卻深刻

的日日練習，把自己當作一輩子的

摯愛，給自己力量克服逆境，活出奇

蹟人生(采實文化，2021) 

3.繪本-我愛抱抱(采實文化，2016) 

張美茹

社工師 
5 9 14 

08/13(六) 

09:00-12:00 

1.我值得一段好關係：運用情緒覺察

的力量找到關係平衡(世潮，2021)  

2.為什麼我們總是愛錯？(遠流，

2020) 

3.繪本-內在小孩(親子天下，2021) 

張真睿

社工 
6 5 11 

08/27(六) 

09:00-12:00 

1.療癒次級創傷：助人工作者的自我

療癒指南(遠流，2021)  

2.繪本-想念，不再傷心(格林文化，

2020) 

3.繪本-媽媽的毛衣(大好書屋，2021) 

張美茹

社工師 
8 3 11 

中

區

/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09/24(六) 

09:00-12:00 

1.擁抱刺蝟孩子：重啟連結、修復情

感、給出力量的關鍵陪伴與對話(圓

神，2019)  

2.讓愛自己變成好習慣：簡單卻深刻

的日日練習，把自己當作一輩子的

摯愛，給自己力量克服逆境，活出奇

蹟人生(采實文化，2021) 

3.繪本-我愛抱抱(采實文化，2016) 

張美茹

社工師 
0 18 18 

10/01(六) 

09:00-12:00 

1.我值得一段好關係：運用情緒覺察

的力量找到關係平衡(世潮，2021)  

2.為什麼我們總是愛錯？(遠流，

2020) 

3.繪本-內在小孩(親子天下，2021) 

張真睿

社工 
0 11 11 



 
 

22 
 

區

域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參與人次 

實體 線上 小計 

10/15(六) 

09:00-12:00 

1.療癒次級創傷：助人工作者的自我

療癒指南(遠流，2021)  

2.繪本-想念，不再傷心(格林文化，

2020) 

3.繪本-媽媽的毛衣(大好書屋，2021) 

張美茹

社工師 
2 6 8 

南

區

/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附

設

中

和

紀

念

醫

院 

06/18(六) 

09:00-12:00 

1.擁抱刺蝟孩子：重啟連結、修復情

感、給出力量的關鍵陪伴與對話(圓

神，2019)  

2.讓愛自己變成好習慣：簡單卻深刻

的日日練習，把自己當作一輩子的

摯愛，給自己力量克服逆境，活出奇

蹟人生(采實文化，2021) 

3.繪本-我愛抱抱(采實文化，2016) 

張美茹

社工師 
7 8 15 

07/02(六) 

09:00-12:00 

1.我值得一段好關係：運用情緒覺察

的力量找到關係平衡(世潮，2021)  

2.為什麼我們總是愛錯？(遠流，

2020) 

3.繪本-內在小孩(親子天下，2021) 

張真睿

社工 
7 6 13 

07/16(六) 

09:00-12:00 

1.療癒次級創傷：助人工作者的自我

療癒指南(遠流，2021)  

2.繪本-想念，不再傷心(格林文化，

2020) 

3.繪本-媽媽的毛衣(大好書屋，2021) 

張美茹

社工師 
4 5 9 

東

區

/

花

蓮

國

軍

總

醫

院 

09/15(四) 

09:00-12:00 

1.擁抱刺蝟孩子：重啟連結、修復情

感、給出力量的關鍵陪伴與對話(圓

神，2019)  

2.讓愛自己變成好習慣：簡單卻深刻

的日日練習，把自己當作一輩子的

摯愛，給自己力量克服逆境，活出奇

蹟人生(采實文化，2021) 

3.繪本-我愛抱抱(采實文化，2016) 

張美茹

社工師 
5 2 7 

09/22(四) 

09:00-12:00 

1.我值得一段好關係：運用情緒覺察

的力量找到關係平衡(世潮，2021)  

2.為什麼我們總是愛錯？(遠流，

2020) 

3.繪本-內在小孩(親子天下，2021) 

張真睿

社工 
9 4 13 

09/29(四) 

09:00-12:00 

1.療癒次級創傷：助人工作者的自我

療癒指南(遠流，2021)  

2.繪本-想念，不再傷心(格林文化，

2020) 

張美茹

社工師 
10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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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域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參與人次 

實體 線上 小計 

3.繪本-媽媽的毛衣(大好書屋，2021) 

合

計 
共四場，12堂課 63 79 142 

 

今年在關懷陪伴讀書會申請下修服務量，主要原因是實體與線上同步課程難度高，

實體與線上同步進行時，交流討論的難度也提高，因此，下修成員人數，但仍努力希

望能維持參與者的學習品質。 

今年關懷陪伴讀書會須因應不同醫院的防疫規定，而調整執行方式。有的需要提

供注射疫苗證明、有醫院嚴格限制外院人士進入。實際執行時，因合作夥伴醫院防疫

規範的不同，報名成員也出現區域差異。為減少因防疫相關限制的影響，故採取實體

與線上同步的方式進行。最終總共執行四場 12堂課，共服務 142人次，服務量達成率

112%。 

 實體

人次 

線上

人次 

實體

人數 

實體問卷

回收份數 

線上

人數 

線上問卷

回收份數 

合計

人數 

課後問卷

合計份數 

悄悄話信箱

回收份數 

北 19 17 9 6 10 4 19 10 9 

中 2 35 2 2 20 10 22 12 2 

南 18 19 9 3 10 8 19 11 7 

東 24 8 15 13 2 1 17 14 13 

合計 63 79 35 24 42 23 77 47 31 

人次

比例 
44% 56% 實體回收率 69% 線上回收率 55% 整體回收率 61% - 

 

整體執行情況，線上參與人次佔 56%，高於實體參與人次佔 44%，疫情時期線上

課程確有此需求，只是各區需求還是有些差異。北區和南區實體與線上的參與人次幾

乎佔各半，而中區則以線上為主，東區則以實體參與居多。不同的需求，考驗講師如

何帶領線上與實體同步或全線上課程，尤其是當線上成員不願意或身處環境不方便打

開鏡頭時，如何確認或促進線上學員的專注和參與程度；再者，也考驗參與學員對平

台及網路課程設備使用的熟悉程度，是否熟悉麥克風開關?留言功能等?抑或是成員分

享的願意程度都會影響課程品質。另外，在評估層面上，在回饋問卷部分，實體參與

者的問卷回收率接近七成，但線上問卷回收率則只有五成五。因此，未來如果還需要

進行線上課程，就需要設法能提高課後問卷回收率，讓評估更能有效呈現學員的參與

情形及學習成效，以便調整服務貼近學員需求。 

 

今年關懷陪伴讀書會令人較為驚喜的部分是，為了能收集更多質化的評估資料，

我們在每堂下課都會請大家填寫悄悄話信箱，今年所收到的質化資料包括從回饋問卷

及悄悄話信箱裡，填寫的內容除了單純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比起以往多了

更多分享個人經驗及感受，之外，有針對個人問題的提問，還有課程內容運用於服務

上的分享，更多面向的回饋內容，讓我們知道參與者的學習成效。整理質化回饋內容

摘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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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質化資料彙整 

1.回饋問卷質化內容： 

項次 內容分類 回饋問卷質化內容摘要(對課程印象深刻的部分) 

1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講師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                                                                                                                                                                                                        

2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每一堂都很棒，尤其講師的風趣幽默                                                                                                                                                                                                                                                                                  

3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重點摘錄簡要易懂.明瞭                                                                                                                                                                                                                                                                                             

4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繪本導讀,圖像記憶勾出人感性的一面                                                                                                                                                                                                                                                                                 

5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2.透過靜下來感受身體的每個部位"                                                                                                                                                                                                                                                                                   

6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很高興認識「讓愛自己變成習慣」也在導讀中很有收穫                                                                                                                                                                                                                                                                  

7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案例分享                                                                                                                                                                                                                                                                                                          

8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可以整理自己的創傷經驗對自己的影響                                                                                                                                                                                                                                                                                

9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擁抱刺蝟孩子                                                                                                                                                                                                                                                                                                      

10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其實我有點忘記了，但我記得當時有提到與人互動關係的內容，當下

覺得很受用也有種被點醒的感覺。                                                                                                                                                                                                                        

11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喜歡講者用 PPT 導讀，用短短的時間瞭解整本書                                                                                                                                                                                                                                                                         

12 
肯定與感謝，分享個人

經驗感受 

感恩所有講師精彩的解說，很棒                                                                                                                                                                                                                                                                                      

13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10 月 1 日的課程比較生動活潑不會打瞌睡！                                                                                                                                                                                                                                                                             

14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練習身體舒展                                                                                                                                                                                                                                                                                                      

15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身體書展，學習如何從身體狀態了解情緒                                                                                                                                                                                                                                                                              

16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給衛生紙的藝術                                                                                                                                                                                                                                                                                                    

17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我是個壓抑的人，我也不完全認識了解自己，更不懂得疼惜愛自己，

我希望「讓愛自己變成好習慣」作為未來努力的目標                                                                                                                                                                                                        

18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配合書本的放鬆活動                                                                                                                                                                                                                                                                                                

19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內在的小孩的關注提醒                                                                                                                                                                                                                                                                                              

20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脫口而出的質問式語言是關係中的隱形殺手                                                                                                                                                                                                                                                                            

21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老師們提綱契領的導讀，可以讓自己能更輕鬆更明確的瞭                                                                                                                                                                                                                                                                

22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講師的授課方式生動、樂於分享的態度                                                                                                                                                                                                                                                                                

23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跟孩子相處的部分，對於自己獲益良多，每次上課都覺得自己又可以

用一種新的方式來生活，很有趣                                                                                                                                                                                                                          

24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情緒覺察與關係平衡                                                                                                                                                                                                                                                                                                

25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第二堂課，因為我本身就是家暴受虐兒！從小常處於緊繃的狀態，因

為害怕恐懼而導致遇到傷害我的母親? 我總是無法開口講話、甚至會

口吃，上完課後才知道原來這是因為恐懼造成精神上的反應。從小到

大我都還以為我是天生口吃呢？但正常情況下都不會如此。除了遇到

令我有壓力、沒信心、極度恐懼時，才會有口吃的狀況。                

26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第二堂及第三堂都有講到如何辨識自己的感受，覺得不管用在職場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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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分類 回饋問卷質化內容摘要(對課程印象深刻的部分) 

是生活中都很有幫助!                                                                                                                                                                                                                                   

27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助人工作如何自我療癒                                                                                                                                                                                                                                                                                              

28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自我覺察，依附理論的再探索                                                                                                                                                                                                                                                                                        

29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三腦理論，依附關係的重新檢視(自己)                                                                                                                                                                                                                                                                                

30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身體覺察-->去找到什麼感受導致自己焦慮，而覺察自己的防衛機轉                                                                                                                                                                                                                                                       

31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助人者的自我療癒，之後馬上就會進入實務，因為自己很容易共情，

所以學習到很多檢視自己的狀態。                                                                                                                                                                                                                        

32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次級創傷可以有很多種方式紓解、繪畫、音樂都可以                                                                                                                                                                                                                                                                    

33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都很深刻!!應該說可以放鬆愉快的參與                                                                                                                                                                                                                                                                                

34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挑的書，開始練習<愛自己>的方式；放鬆自在的感覺                                                                                                                                                                                                                                                                    

35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探索與覺察內在感受，較具體、實際操作，感知上課內容                                                                                                                                                                                                                                                                

36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依附關係，以前就很好奇                                                                                                                                                                                                                                                                                            

37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放鬆的練習以及看繪本的部分                                                                                                                                                                                                                                                                                        

38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正念練習，很好入睡                                                                                                                                                                                                                                                                                                

39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運用書本內容結合實務經驗                                                                                                                                                                                                                                                                                          

40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一身心放鬆的老師，帶來放鬆的效果，覺得實體課程會更有趣。二醫

院社工實務經驗分享，不要用過多力氣在解決眼前的問題，要先能懂

各種疑難雜症背後的「需求」（出書吧）                                                                                                                                                      

 

2.悄悄話信箱質化內容： 

項次 內容分類 悄悄話信箱質化內容摘要 

1 
肯定與感謝,分享個人經驗感

受 

很開心很多人為了這美好的活動努力 

2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

習心得,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非常喜歡這種課程，也可以讓平常忙碌於工作的自己，停下腳步，沈

澱一下內心，思考自己跟孩子之間、跟家人之間、甚至是跟自己，是

否還有很多可以調整的地方，或者值得鼓勵的地方，謝謝社工～下次

會再參加 

3 
肯定與感謝,分享個人經驗感

受 

感謝主辦的用心，感謝☆☆☆社工師，△△社工主辦的課程受益良多 

4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活動內容非常貼近生活，其實三明治回饋必須建構於彼此信任的關

係，才能更容易聽進去。 

5 肯定與感謝 感謝理事長、△△及所有工作人員 

6 肯定與感謝 明年再來東區呀，希望我下次能上實體課。各位辛苦了！甘溫哪～ 

7 肯定與感謝 感恩還是感恩 

8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這次的讀書會非常有意義！ 

9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

習心得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

謝謝這次安排的一系列讀書會，因為收到書時來不及看，所以今天在

線上讀書會比較沒有互動，我想下一次會比較有時間看可以回饋或發



 
 

26 
 

項次 內容分類 悄悄話信箱質化內容摘要 

提問個人擔憂 問。其實這次收到書，有點驚訝，五本是全新的，我會好好小心翻閱

讓下一位也跟我一樣有滿滿的感動。更想分享的是，其實每次參加器

官捐贈協會的活動，我都覺得是在天堂的媽媽持續送給我的禮物，很

特別的愛與溫暖，有點不可思議的感覺，真的是分享愛讓愛一直持續

的循環。再次謝謝☆☆☆每次很幽默風趣的話語，也期待下次△△老

師的導讀。 

10 
分享個人經驗感受,提問個人

擔憂 

對於剛剛學姐的分享，提到與主管溝通這部分，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多了解溝通技巧，或是自我調適的方式? 

我遇到的情境主要是，主管的個人特質可能比較嚴肅及嚴厲，自身與

主管報告工作事項前，我個人會感受到極度焦慮，且這個焦慮感會持

續一段時間，長期下來也造成身心問題，一直想好好處理這個問題，

也去看過精神科，但改善空間目前看起來並不大，所以才想與學姐請

教 

11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

習心得 

目前參加生命線的培訓中，經過今天有趣的書籍分享，讓我對同理

心，陪伴有更多更清楚的認識與運用。真的非常感謝你們的這個活

動。 

12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分享

個人經驗感受 

讓愛自己變成好習慣的確是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是自己一廂情願地

付出這點是很重要為別人付出而忘了自己那將會耗盡枯竭，後繼無力

那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 

13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

習心得,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今天的課，很感謝☆☆☆用心分析，很感謝(多愛自己，謝謝，接納自

己 

14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

習心得 

每次參加都有不同收穫喔，謝謝您們!!! 

15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

習心得 

謝謝講師解說關係經營方式，受益良多 

16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分享

個人經驗感受 

透過依附關係和自我覺察的課程和測驗，引導我重新省思家庭關係，

自我覺察和留點時間照顧自己 

17 肯定與感謝 

喜歡這些書單，上次課程之後，有開始練習愛自己；覺察情緒後開始

轉念~看了書之後有新的感受，是一開始拿到書時沒想到的。

Thanks~ 

18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依附關係是每個人都有的，這是我在這場讀書會學到的 

19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我覺得有重新認識依附類型，以及關係上的差異。 

20 肯定與感謝,提問個人擔憂 
內在小孩的繪本很喜歡!另外想問如果測依附關係時，測不出來自己

的類型，是正常的嗎? 

21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

習心得,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上課自在，很喜歡書的內容；會想到之前創傷的經驗，也在檢核自己

走過了沒，也高興自己能照顧自己 

22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分享 對於器捐協會有了不同層面的認識，也學到了很多實用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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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分類 悄悄話信箱質化內容摘要 

個人經驗感受 

23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

習心得,分享個人經驗感受 

很喜歡☆☆☆一邊講述書本內容，一邊分享自己的經驗故事，讓創傷

與自我照顧的課程不會沉重，反而是溫馨且溫暖的 

24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這場讀書會可以瞭解到助人工作者也要照顧自己的情緒和狀態 

25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活動有趣，講師講話很風趣，讀書會內容很豐富 

26 回饋課程內容學習心得 講師講課生動活潑，課程內容安排適切 

27 肯定與感謝 謝謝分享那麼多書給我們~ 

28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

習心得 

聽到很多課外的實務內容，覺得收穫好多，謝謝你們! 

29 肯定與感謝 謝謝您們所做的一切 

30 
肯定與感謝,回饋課程內容學

習心得 

您好:謝謝☆☆☆及△△，雖然後 2 次上班、出差，但介紹的書很實

用，私下有買。希望還有課程時寄 mail 通知我喔!祝健康平安 

31 其他 

7/2(六)早上上課，下午值班，個案來電正好談到已經 60 幾歲，內心

裏尚存在小時無父、母養兒的苦處，至今仍存於內心，正好運用感受

【內在小孩】，從這裡開始，如何拯救自己的焦慮心理及防衛行為，

後來個案清楚明白接受了 

 

 

4.問卷回饋分析： 

（1）課前、課後問卷樣本說明： 

課程前測問卷回收 73 份(完成報名即回收)，回收率 100%；後測問卷發出 73

份回收 47份，回收率 64.4%。 

 

（2）問卷回饋整理： 

本次活動分別有課程前、後測問卷，以下分列整理前測單題結果、後測單題結

果及前後測同項題目分析結果。 

（3）前測問卷單題結果： 

關懷陪伴讀書會四區總計 73 位報名參加，各區比例分布大致平均，以中區

30.1%為最多，東區 20.5%為最少，參與者皆為成年人，其中 9成以上為女性(91.8%，

17位)，整體年齡分布從 21歲至 76歲不等，平均年齡為 41.71歲，以 20~44歲的

青壯年為最多，佔 63.1%(41 位)，其次為 45~64 歲中高齡，佔 23.1%(15 位)；65

歲以上則佔 13.8%(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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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比較北、中、南、東四區的參與者年齡分布有明顯的差異，其中東區參

與者完全沒有 65歲以上高齡者，中區則以青壯年者比例為最高，南區則是中高齡

者參與者比例最高，反之，北區則是中高齡者比例最低。當再細分以 10歲作為年

齡階段區分，發現北區的參與者年齡分布最為平均，中區及東區則皆以青壯年人

口較多，東區更於 51歲以上即無參與者。 

 

在背景部分，有 26%報名參與者背景為「器捐領域服務之社工」佔最多數，其

次為「大專院校社工、心理、諮商輔導學系學生」佔 13.6%。而以「有興趣參與器

捐關懷陪伴者(含志工)行列的其他醫療團隊或器捐家屬」人數最少，各僅佔 4.1%(3

位)。整體而言報名參與者屬器捐領域之相關醫療團隊、社工、志工或器捐者家屬等

助人工作者為大多數，約佔整體四區參與者近 6 成(57.5%)，而有近 1 成(9.6%)為

非屬前述類別人員，包含社福單位或護理之家的志工、護理人員以及個人…等。其

中從區域別來看，各區參與者除東區僅集中在助人工作者以及學生兩類外，其餘三

區皆涵蓋所有類別的參與者，又北、中、南區皆以器捐領域之助人工作者比例最高，

但東區則是大專院校社工、心理、諮商輔導學系學生參與者比例最高，應是東區參

與者年齡分布較為年輕的原因。 

 

北區, 17, 
23.3%

中區, 22, 
30.1%

南區, 19, 
26.0%

東區, 15, 
20.5%

課前報名者-依區域分布(N=73)

20~44歲, 
41, 63.1%

45~64歲, 
15, 23.1%

65歲以上, 
9, 13.8%

三階段年齡分布一覽(N=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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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近 9成(87.7%，64位)的參與者在參加此讀書會之前皆未閱讀過讀書會所規

劃之書籍與繪本，而在期待本次讀書會能帶給參與者什麼樣的內容時，除「學習修

復家人關係」上比例較低，僅約莫 4成參與者表示期待外(41.1%)，其他各項普遍都

有半數以上的參與者表示期待，其中又以「學習陪伴他人」以及「學習自我照顧的

方法與技巧」二項為最多參與者所期待，各佔 71.2%。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北、中、

南區都在「學習陪伴他人」以及「學習溝通技巧」兩項期待人數偏高有一致性，且

南區更在「了解家人關係的經營」此項明顯較低外，其餘各項表達期待的參與者人

數皆高；而其他三區期待的項目比例最低的則同時落於「學習修復家人關係」，顯示

對於讀書會期待上在區域上仍有些許差異。 

 

 

器捐領域服務之助人

工作者, 42, 57.5%
有興趣參與器捐關懷陪伴者(含

志工)行列的其他醫療團隊人員

或器捐者家屬, 6, 8.2%

有關懷陪伴志工經驗之社會

人士, 7, 9.6%

大專院校社工、心理、諮商

輔導學系學生, 11, 15.1%

其他, 7, 9.6%

參與者背景一覽

0 10 20 30 40 50

器捐領域服務之助人工作者

有興趣參與器捐關懷陪伴者(含志工)行列的其他…

有關懷陪伴志工經驗之社會人士

大專院校社工、心理、諮商輔導學系學生

其他

參與者背景一覽-依區域別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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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後測單題結果 

 

關懷陪伴讀書會四區總計 47 位填答，各區比例分布大致平均，但與課前報名

者不同的則是東區29.8%為最多，北區21.3%為最少，參與者皆為成年人，9成(91.5%)

以上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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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年齡分布從 21歲至 76歲不等，平均年齡為 40.2歲，又以青壯年階段為

最多，超過 7成(70.2%)，其次為 45~64歲中高齡階段，佔 17%。 

 

 
  

在參與者年齡的區域分布上，除南區外，其他三區年齡層皆集中在 20~44歲的

青壯年人口階段，尤以東區更是全數為青壯年，而南區並無 65歲以上的高齡長者。

若以 10 歲為一區間來看，北區年齡分布最為平均，而南區則以 41~50 歲的人數最

多，東區則是 21~30歲以及 31~40歲兩階段比例各半。 

 
 

有 80.9%的參與者是首次參加協會辦理的「讀書會」活動，其次為第 2~5 次，

佔 12.8%，又此次為第 11次以上者亦有 6.4%。其中，而在讀書會參與次數上，無論

北、中、南、東區皆是以第一次參與者人數及比例最高，且皆無參與 6~10次的，另

參與 11次以上的參與者則僅出現在北區。 

 

在參與動機上 76.4%的參與者選擇「對活動內容有興趣」明顯為最高，其次為

對「課程內容沒接觸過很好奇」以及因「喜歡協會的活動」而來的參與者亦各有 27.7%；

而以「想認識新朋友」以及「排遣無聊」者為最低，各僅有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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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11, 
23.4%

東區, 14, 
29.8%

課後問卷參與者-依區域分布

(N=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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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區來看，四區參與者皆以「對活動內容有興趣」為最高，而僅有北區

的參與者有因為「想認識新朋友」而來的。 

 
 

而在活動獲知管道上，最多的是透過「醫院工作人員推薦」，佔 57.4%；而有

19.1%的參與者則是透過「本會活動通知」，透過「本會 Line群組」獲知訊息的亦有

超過 1成(12.8%)。反之，這四區完全沒有因透過「本會臉書粉絲團」、「本會季刊」

或是「捐贈者家屬推薦」獲知訊息前來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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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個別區域上，四區最多皆是來自於「醫院工作人員推薦」，且四區皆有

因「本會活動通知」或是「本會工作人員推薦」而來，而「朋友推薦」僅在東區出

現；透過「醫院 Line群組」與「本會官網」獲得活動訊息者則僅有中區及南區，特

別的是因「本會 Line群組」相較於其他區域明顯在北區具一定比例。 

 
 

 

在學員課堂參與情形部份，有 34%參與者是三場次全部參與；參與其中二場次

的有 29.8%；而僅參與一場次的為 36.2%為最多；其中又以有參加第二堂者的學員

比例為最高，佔 74.5%，其次為有參加第三堂者，佔 63.8%，而參加過第一堂者則佔

59.6%為最低。 

 
 

而在區域別上，中區參與者在僅參加 1場次的比例為最高，北區及東區則是參

與 2場次者為最高，南區則是三場次全部參與者為最高。整體而言，參加一堂與三

堂皆參加者比例相近。 

 

另，整體而言在讀書會結束後，有高達 9 成以上(93.6%)的參與者表示「會推

薦其他人來參與本會讀書會活動」，顯示讀書會活動確實有獲得參與者的正向迴響

與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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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導讀書籍的喜愛度上，榮登書籍類首位的是「擁抱刺蝟孩子：重啟連結、

修復情感、給出力量的關鍵陪伴與對話(圓神，2019)」，佔 30.4%；其次為「療癒次

級創傷：助人工作者的自我療癒指南(遠流，2021)」亦獲得 26.1%參與者的青睞；

相較之下，「為什麼我們總是愛錯？(遠流，2020)」則明顯較低，僅獲得 4.3%參與

者的喜愛。 

 
 

而從區域別來看，北區和中區參與者偏好「擁抱刺蝟孩子：重啟連結、修復情

感、給出力量的關鍵陪伴與對話(圓神，2019)」，南區參與者喜愛的為「讓愛自己變

成好習慣：簡單卻深刻的日日練習，把自己當作一輩子的摯愛，給自己力量克服逆

境，活出奇蹟人生(采實文化，2021)」，而東區參與者則喜愛「療癒次級創傷：助人

工作者的自我療癒指南(遠流，2021)」；而北區則是並無參與者選擇「為什麼我們總

是愛錯？(遠流，2020)」，在書籍喜好度上仍有些微的區域差異。 

 

 
 

而在繪本的部分，喜好度第一名為「媽媽的毛衣(大好書屋，2021)」，佔 36.2%，

其次為「內在小孩(親子天下，2021)」，佔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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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區域別來看，繪本的喜好，南區及東區獲得最多參與者喜愛的是「媽媽的

毛衣(大好書屋，2021)」，北區及中區參與者的繪本喜愛度則較為平均，而「我愛

抱抱(采實文化，2016)」則並無受到東區參與者的青睞 

 

 
 

而在課後學習上，整體而言以「我有學到更多自我照顧的方法」滿意度為最高，

表示學習「蠻多」及「非常多」的幾近 9成(87.2%)，其餘各題皆有 19.1%~34%不等

表示「普通」，又除了「我有學到陪伴家人/伴侶的方法」以及「我有學到更多自我

照顧的方法」外，其餘各項皆有極少數參與者表示「只有一點」學習。 

 

 

我愛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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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在「我有提升與家人/伴侶連結的能力」題項上，有三區皆

有在「只有一點」、「普通」、「蠻多」及「非常多」的參與者反映，且選擇「普通」

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題項，顯示在這個面向上個別學習感受度有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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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詢問到從本課程學習到最有幫助的部分時，超過 7 成(76.6%)的學員皆有選

擇「學習自我照顧的方法與技巧」，其次為「面對關係緊張衝突更懂得如何調節自己

的情緒」，約有 6成以上(61.7%)的學員選擇此項。相反的，在「學習修復家人關係」

上僅有 17%的學員表示感到最有幫助為最低。 

 
 

而在區域上，四區最多學員選擇的項目皆落於「學習自我照顧的方法與技

巧」，「學習修復家人關係」則各區皆普遍皆低，惟在「瞭解家庭關係的經營」與

「瞭解人際關係的經營」上，中區與東區有一致性偏低，但北區及南區仍有一定

比例認同此項，惟區域上較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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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書會安排的滿意度上，整體而言無論是在「課程內容」、「講師安排」、「時

間安排」、「活動地點」以及「工作人員」各題項皆有 9成以上的學員表示滿意及非

常滿意，其中在「工作人員」上更是獲得 100%給予正向的肯定。 

 
 

（5）讀書會課程前、後測問卷回饋題目分析結果 

回饋前後測問卷樣本，前測問卷回收 73份，後測問卷回收 47份。 

在參與讀書會之前就「與家人/伴侶關係經營」的 12 個題項以及「自我照顧」

8 個題項讓報名者先行予以由低至高 1~7 分的自評個人的符合情形，其中在「與家

人/伴侶關係經營」之各題項平均數從 4.41至 5.86不等，其中平均數最高落在「我

會接受家人/伴侶的關懷」題項上，最低則是「我不在家的時候，家人/伴侶會覺得

少了什麼」；而在參與讀書會後的課後各題項平均數皆顯示微幅上升，幅度僅在

0.09~0.7之間，皆未超過 1；增加最多為「我會傾聽家人/伴侶訴說心事」該項且一

舉躍升至課後平均數最高的首位。課後的各題項平均數分布大致從 4.68至 6.17不

等，與課前比較平均數最高者轉為「我會傾聽家人/伴侶訴說心事」，而最低者亦轉

變為「家人/伴侶不在家的時候，我會覺得少了什麼」，原本最低者則向上抬升兩個

名次。 

參與讀書會前後的個人與家人狀態 

題項 
課前(N=73) 課後(N=47) 

平均數 中位數 平均數 中位數 

與

家

人

/

伴

侶

關

係

經

營 

我會傾聽家人/伴侶訴說心事 5.47 6 6.17 6 

家人/伴侶會傾聽我的心事 4.93 5 5.36 5 

我能夠對家人/伴侶表達我的需求 5.07 5 5.55 6 

家人/伴侶會向我表達他/她的需求 5.11 5 5.26 6 

我和家人/伴侶發生爭執後，我會主動道歉 4.93 5 5.4 6 

我和家人/伴侶發生爭執後，他/她會主動道歉 4.52 5 4.77 5 

我經常關懷家人/伴侶 5.41 6 5.94 6 

家人/伴侶經常關懷我 5.11 5 5.3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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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課前(N=73) 課後(N=47) 

平均數 中位數 平均數 中位數 

我會接受家人/伴侶的關懷 5.86 6 5.98 6 

家人/伴侶會接受我的關懷 5.56 6 5.70 6 

家人/伴侶不在家的時候，我會覺得少了什麼 4.59 5 4.68 5 

我不在家的時候，家人/伴侶會覺得少了什麼 4.41 4 4.79 5 

 

另外在「自我照顧」部分各題項平均數從 3.44至 5.48不等，其中平均數最高

落在「我會留意自己的身心情緒變化」題項上，最低則是「我會常常無法感受到正

面的情緒」；而在參與讀書會後的課後各題項平均數除「我會陷在憤怒或焦慮這類負

面的情緒裡很久」以及「我會常常無法感受到正面的情緒」呈現微幅下降外，其餘

各題項皆是呈現微幅增加的情形，增減幅度從-0.33 至 0.6 不等，增加最多的題項

為「我會優先照顧自己的需要」，而與課前比較，平均數最高及最低題項仍與課前相

同。 

參與讀書會前後的自我照顧狀態 

題項 
課前(N=73) 課後(N=47) 

平均數 中位數 平均數 中位數 

自

我

照

顧 

我會陷在憤怒或焦慮這類負面的情緒裡很久 3.90 4 3.79 4 

我對自己、他人或世界抱持正面的想法 5.12 5 5.51 5 

我會留時間給自己從事嗜好興趣 5.34 6 5.66 6 

我會花時間跟喜歡的人相處 5.44 6 5.72 6 

我知道調整自己情緒的方法 5.10 5 5.53 6 

我會留意自己的身心情緒變化 5.48 6 5.79 6 

我會優先照顧自己的需要 4.55 4 5.15 5 

我會常常無法感受到正面的情緒 3.44 3 3.11 3 

 

整體而言，今年關懷陪伴讀書會首次嘗試以實體與線上同步進行的方式，服務

人次也超出預期，未來也可以持續以這樣的方式，來執行關懷陪伴讀書會的課程，

同時也需要再研究如何優化課程進行方式，來提高線上成員的參與程度及專注度，

及參與課後回饋評估的意願。 

而今年課程主題以關係議題為主軸，參加成員目前還比較停在知識上的學習，

質化回饋資訊中也比較多與自我照顧有關的內容，未來可以在關係議題上有更多方

法的演練來協助學習的深化，並鼓勵嘗試採取改變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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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窩歡樂學苑 

 

本會語窩歡樂學苑為推廣服務課程，提供本會會員、一般民眾、捐者家屬認識本

會、與體驗本會服務課程。111年「語窩歡樂學苑」課程，分為週六課程與週三課程，

受疫情衝擊、為鼓勵有意願者參與交流，課程調整成為適合辦理線上課程之內容，並

鼓勵非大台北地區的學員參與線上與實體課程同步進行辦理。辦理週六課程 5場、週

三課程 2場共 7場課程，提供 23人次服務，年度目標達成率為 66％。實際課程辦理

時，參與學員均未有大台北地區以外之學員參與。 

 

語窩 

類別 
預定計畫 實際執行 

達成率 
場次 人次 總人次 場次 人次 總人次 

週六 4 20 

35 

5 18 

23 66% 週間 4 15 2 5 

合計 8 35 7 23 

 

 

1.參與成員分析：  

  

語窩 參與人數 
參與者性別 平均年齡

（歲） 

問卷回收:10份 

女性（人） 男性（人） 份數(份) 回收率（%） 

週六 8 18 0 51 8 100％ 

週三 2 5 0 50 2 100％ 

總計 10人 
10人 

（100％） 

0人 

（0％） 
51歲 10 100％ 

 

  111年度語窩歡樂學苑共提供 10位學員、23人次之服務。其中 5位學員

（佔 50％）為醫護人員為最大宗；其次為一般民眾 3位（佔 30％）；家屬與本會

志工各 1位（各佔 10％）。參與成員均為女性，平均年齡為 51歲。相關資料圖表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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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內容摘要與課後回饋問卷整理： 

 

本年度語窩課程以粉彩系列為主，共推出彩繪書籤、風景卡片、硅藻土吸水杯

墊等。課程進行時，我們亦會介紹本會服務、與學員交流器官捐贈相關議題，有助

於社會大眾多認識本會與本會服務推廣。 

 

此次粉彩手作課程系列參與學員全為女性，年齡落在 40 歲～70 歲之間，有七

成學員為首次參加本會課程。 

 

     
 

參加動機除了對內容本身有興趣外，是因喜歡協會活動、活動內容及喜歡講師

而參與的，活動訊息多來自朋友或工作人員推薦。語窩學苑參與學員得知此次活動

管道多為「朋友推薦」及「工作人員推薦」。且有 50％學員表示不曾參與過類似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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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語窩課程進行時，有八成學員全程專注並主動投入，且有一半的成員在

課程進行時會主動與其他學員互動、也樂於分享。且七成學員表示，語窩活動為

生活帶來非常多樂趣；有六成學員覺得學習了非常多「生活技巧」。 

  

  

課後，有九成學員回饋對帶領者整體表現非常滿意；對活動的內容、活動形式

安排表示非常滿意者亦有八成。本年度語窩觸及更多未接觸本會服務之民眾、課程

規劃與安排亦達原先預期成效。課後有學員反映希望未來能開設的課程有：禪繞畫、

身心靈課程、烘焙課等，本會會將作為未來開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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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國器官捐贈者家屬聯誼秋季營 

 

1.辦理日期：111年 10月 28日(週六)至 10月 29日(週日)。 

2.成員參與情形： 

區域 戶數 人數 

北區 5戶 8人 

中區 2戶 3人 

南區 6戶 8人 

東區 0戶 0人 

合計 13戶 19人 

3.活動內容摘要： 

（1）【暖心療癒】：講師先介紹今天手作所需的工具及材料，及貓票卡套羊毛濕氈過程順

序。接著以現場投影的方式，示範製作過程，帶領成員從選色、鋪毛、羊毛氈化、翻

面、重複、揉捏塑形、開口、修整到洗淨晾乾，完成一個作品，讓大家熟悉羊毛媒材及

製作程序。短暫休息後，講師提醒大家製作上容易忽略的細節，並進入陪伴燈的製作，

大家在小組長的陪伴及協助下完成。在團體回饋互動時間，邀請大家點亮自己的陪伴

燈，講師引導成員安靜下來沉澱感受，並邀請成員分享自己的創作與心情。 

 

（2）【森林舒活】：帶領者引導參與學員把注意力回到身體的感受，透過動作、嗅覺、聽

覺，感受身心在森林環境場域中的各種變化並轉化為身心資源。 

（3）【林場 DIY 活動】：由林場安排講師介紹林場環境及設立原由，帶領成員分組製作左手香

膏。 

4.參與成員評估與分析： 

 

由各小組助教協助評估，課程成員參與課程情況。家屬共 19 位報名參加活動，但其中有

一位沒有參加課程活動，故成員評估部分以 18 位成員資料統計整理。結果如下各圖: 

 

66%的學員都能全程主動投入活動中，另外 66%的學員也大部分可主動投入，少數 3%成

66%

26%

3% 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投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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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偶而主動偶而需要助教引導，另有 5%成員無法投入活動。 

 

 

 
 

76%成員在課程裡都有出現快樂的表情，有 8%成員出現無表情，少數 3%成員呈現憂鬱，

還有 8%有其他的表情/情緒浮現。 

 

 
 

39%成員都能獨立操作完成，44%成員少部分需要協助，有 17%成員大部分需要協

助，可能跟部分參與成員年齡偏高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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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體互動分享的部分，42%成員可主動分享，42%成員引導後可主動分享，11%引導後

偶而分享，少數 5%不和人互動分享。 

 

整體而言，有八成成員能夠主動投入，且開心享受課程活動；在操作能力的部分，

約六成成員有協助的需求；在團體互動分享的部分，能夠主動分享的成員有約四成。

在秋季營的課程中，成員既能開心投入的活動，並與其他成員互動分享，仍有六成成

員有協助的需求，此次各組安排二位助教協助，是讓團體課程能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 

 

3.問卷回饋整理： 

 

 
 

今年活動安排，最受大家喜愛的部分，前三名依序是「森林舒活」、「林場漫遊」、「暖心療

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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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活動，成員回饋紓壓的效果四分以上者占 86%；有助於自己身心照顧回饋四分以

上者占 85%；有增加與其他家屬間的交流互動回饋四分以上者占 86%；有助於認識新的朋友

回饋四分以上者占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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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成員對於活動各項安排，感到非常滿意或滿意；唯「時間安排」及「活動內容」非常

滿意的比例較其他項目低，是未來可以再進步的部分。 

 

 
 

成員對明年課程有興趣的主題，前二名依序為「紓壓活動」、「藝術創作」，可參考此調查

結果安排明年課程主題。 

整體而言，成員對於活動各項安排，滿意度都高達九成，成員回饋各項活動成效四分以上

者也達八成以上，顯示活動對於參與成員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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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今年服務計畫仍受疫情影響下，各項方案關注於陪伴捐贈者家屬的哀慟經驗與復原歷

程，為處於不同哀傷階段、不同需求的器捐家屬們，有助於家屬面對失落及哀慟的復原歷

程中的各項任務與挑戰的知識與能力。我們規劃設計在各項服務策略中提升自我覺察能力、

學習自我照顧知識與能力，以及學習如何重新調整家庭角色的適應與家人關係的經營，促

進與家人的正向互動關係，各方案服務成效尚佳、與會之捐贈者家屬亦給予本會肯。我們

把成效評估指標、評估工具、預計成效、實際成效及達成率之間的邏輯關係，整理如下表

格，並於之後詳述各項成效評估指標，在各個方案服務策略中的詳細內容。 

 

成效評估指標 評估工具 預計成效 實際成效 達成率 

1.85%有提升自

我覺察能力。 

1.111年關係經營團體回饋問卷 

2.悄悄話信箱 

3.團體活動紀錄表 

85% 84.8% 99.8% 

2.85%有學習到

自我照顧的能

力。 

1.111年成長工作坊回饋問卷 

2.悄悄話信箱 

3.團體活動紀錄表 
85% 

94.7% 111% 

1.111年關懷陪伴讀書會回饋問卷 

2.悄悄話信箱 

3.團體活動紀錄表 

87.5% 102% 

3.80%有提升互

動關係中自我

模式的覺察。 

1.111年關係經營團體回饋問卷 

2.悄悄話信箱 

3.團體活動紀錄表 

80% 78.5% 98% 

4.80%增加關係

經營的方法與

技巧。 

1.111年關懷陪伴讀書會回饋問卷 

2.悄悄話信箱 

3.團體活動紀錄表 

80% 67.6% 84.5% 

 

一、年度各項成效指標達成情形 

(一)成效評估指標一：85%有提升自我覺察能力 

成效指標一我們設計透過「關係經營團體」的服務策略來進行，實際成效為 84.8%，

有達到 85%的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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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資料中可以發現，有超過九成參與成員對於<傾聽對方說話>、<學到不同

以往的方式向對方表達關心>及<學到不同以往的方式向對方表達愛>有非常多及蠻多

的學習，而在<用不同以往的角度來理解對方>和<理解對方表達的內容>覺得有非常多

及蠻多的學習成員則不到八成，可以發現成員對於自已在關係裡的狀態，自我覺察與

主動調整的意願有提升；而在理解對方的部分則還需要更多的練習。 

 

(二)成效評估指標二：85%有學習到自我照顧的能力 

成效指標二我們設計透過「成長工作坊」及「關懷陪伴讀書會」兩種不同的服務

策略來進行，前者實際成效為 94.7%；後者實際成效為 87.5%，均達到 85%預期成效。

以下將詳細分述兩個不同服務策略的成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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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工作坊」的部分，從上圖參與成員的回饋問卷統計中可以發現，超過九成

的成員們反饋有學到運用呼吸方法、伸展運動等維持健康的活動，融入生活來照顧自

己。課程內容不只有知識與概念上的理解，還有實際操作過程，老師在一旁調整學員

的運動姿勢及提醒安全身體使用的方法，讓學員更能清楚不同呼吸方式與使用身體的

方式帶給身心的感受和記憶，可增加成員們將學習成果帶回生活運用的意願。 

 

 
 

「關懷陪伴讀書會」的部分有八成五以上的學員，在問卷中反饋有學習到自我照

顧的能力，不論是書籍的內容談到如何愛自己、預防次級創傷等，課程中身體覺察與

情緒調節練習，也都與自我照顧有關，因此成員都有很好的反饋。 

 

(三)成效評估指標三：80%增加關係經營的方法。 

成效指標三我們設計透過「關係經營團體」的服務策略來進行，實際成效為 78.5%

未達到 80%預期成效。以下將詳細描述成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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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可以發現「關係經營團體」的成員，反饋認為<覺察自己在關係中習慣的

溝通方式>及<覺察自己在關係中的期待>方面，覺得團體的助益非常多和蠻多的不足八

成。而在<理解對方表達的關心>及<改善彼此關係的方法>反饋認為覺得團體的助益非

常多和蠻多的都有超過八成。這也顯示在關係中的覺察對於參與成員來說，仍舊需要

更多的經驗與練習。 

 

(四)成效評估指標四：80%增加關係經營的方法與技巧。 

成效指標四我們設計透過「關懷陪伴讀書會」的服務策略來進行，實際成效為

67.6%未達到 80%預期成效。以下將詳細描述成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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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可以發現在<有學到經營關係的知識>有超過七成的成員反饋學到非常多

及蠻多，而在<學到修復關係的方法>、<學到陪伴家人/伴侶的方法>及<提升與家人/伴

侶連結的能力>這三部分，成員回饋學到非常多及蠻多均不足七成。也顯示在這期關懷

陪伴讀書會中，參與成員還停在知識上的學習為主，運用於促進關係的方法和能力，

則還有待進一步的學習。從課程反饋可以發現這樣的需求是存在的，未來也還能在這

個主題上有更多的投入與發展 

 

二、整體方案執行之檢視，及未來改善計畫 

整體而言，今年服務計畫在疫情、議題等因素的影響下，執行成效雖部分未達成

預期，但從服務過程與服務成果對服務對象及社區影響上，我們也發現到未來服務可

改善的方向： 

 

(一)疫情影響的挑戰與因應 

今年政府的防疫政策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方式，當感染人數增加的時期，仍

會影響服務對象參加實體活動的意願。今年關懷陪伴讀書會嘗試以實體與線上同

步進行的方式，服務人次也超出預期，未來也可以持續以這樣的方式，來執行關

懷陪伴讀書會的課程，同時也需要再研究如何優化課程進行方式，來提高線上成

員的參與程度及專注度，及參與課後回饋評估的意願。因團體及成長工作坊的課

程進行不盡適合線上的形式，未來若有合適數位化的課程內容，在工作團隊人力

充足情形下，或可以嘗試拓展以錄製影片的方式，增加服務輸送的管道。 

 

(二)發現家屬關係經營議題的需求 

今年嘗試在團體及關懷陪伴讀書會均以關係議題為主軸，發現到可以吸引

到有此需求的家屬主動前來報名，但有意願又實際能採取行動進入團體，目前以

北區的家屬居多。或許，未來可視區域間家屬需求差異調整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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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關懷陪伴讀書會，參加成員對於關係議題，目前還比較停在知識上的

學習，質化回饋資訊中也比較多與自我照顧有關的內容，未來可以在關係議題上

有更多方法的演練來協助學習的深化，並鼓勵家屬嘗試採取改變的行動。 

 

(三)切中需求的議題增加了拓展個案服務的機會 

今年在關係經營議題上，確實有吸引到具此需求的捐贈者家屬願意多表達

自己的狀態，讓社工能夠有更多機會，可以陪同家屬瞭解其面臨的困境，並提供

貼近適切的服務，也讓服務對象可以更多意識到在哀慟復原的歷程中，能運用本

會資源，長期陪伴其渡過悲傷歷程中面臨的各種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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