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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的觀察位置 

    職業重建體系 
(職評與職重督導經驗) 

優勢觀點精神復健 
(一線服務) 

 這篇報告的觀察位置，是在職業重建體系漸次建構之
後，報告人基於位在兩個體系不同的工作經驗，所提
出的觀點。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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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職業重建體系發展 

 職業重建與優勢觀點 

 契機與結語 



職業重建體
系發展 



5 資料來源：http://www.un.org/disabilities/documents/toolaction/employmentfs.pdf 

“Their unemployment rate is usually 
double tha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often as high as 80% o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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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職業重建系統建立的里程碑 
1980’s 建立職業訓練體系 

1986   導入「支持性就業」理念 

1990   於殘障福利法規定「定額進用」 

1992   根據就業服務法推倡「支持性就業」 

1995  「社區化就業」正式推動 

1997  「職業重建」正式出現於身心障礙者保
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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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透過有系統且專業輔導及相關資源支

持，協助身心障礙者進入職場或重返職場，並期

能藉由就業活動，與社會的互動，使其能自立更

生，公平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 
法源依據： 
身心障礙保護法第四章第33條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33條 
   各級勞工主管機關應依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無

障礙個別化職業重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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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職業重建系統建立的里程碑 

2000  推動職業輔導評量服務 

2003  推動庇護性就業服務 

2008  試辦職業重建個案管理窗口 

2009  全國性推行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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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vta.gov.tw/files/11/身心障者就業資源地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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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職業重建系統主要服務方案 

工作者 工作 

功能分析 
 

工作分析 

工作媒合  

加強工作者能力 
 

安置合適的
工作 
 

調整工作職務 

職業訓練 

職業輔導
評量 

職務再設計 
庇護性就業 

就業媒合 

支持性就業 

職業重建
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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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重建專業人員養成 

類別 角色功能 學經歷核心要求 

職業訓練師 擔任職業技能與相關知識教學事項 甲級技術證 

職業訓練員 辦理職業技能訓練事項 乙級技術證 

就業服務員 就業服務計畫擬定、就業諮詢、就業機會開
發、推介就業、追蹤輔導、職務再設計、及
就業支持 

師級(社工師，心
理師etc)， 
或相關系所畢 

職業輔導評
量員 

職業輔導評量計畫擬定、評量、撰寫報告及
提供個案就業建議等事項 

復健諮商所畢，或 
師級+162小時訓練 

職業重建個
案管理員 

就業轉銜、職業重建諮詢、開案評估、擬定
初步職業重建服務計畫、分派或連結適當服
務、資源整合與獲取、服務追蹤及結案評定 

師級加一年工作經
歷 

督導 協助專業人員專業知能提升、情緒支持與團
隊整合及溝通 

以上專業工作3年
以上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勞委會，民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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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rs.evta.gov.tw/aspcode/default.aspx 



職業重建與
優勢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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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重建的哲學觀：工作對復元的意義 

Provencher, Gregg, Crawford, & 
Mueser (2002). The role of work in 
the recovery of persons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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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重建的理論架構：和ICF架構比較
(WHO, 2001) 

殘障  或 
健康狀態 

個人特質因素 

身體結構與功能 
  (損害) 

活動 
  (侷限) 

參與 
  (限制) 

環境因素 

矯治取向 代償取向 

個人特質因素 

 
身體結構與功能(損害) 

 
活動  (侷限) 

 
參與  (限制) 

工作 

工作者 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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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重建體系重視優勢的例子：職業
重建計畫(表2-4) 
２.現況能力分析摘要 (請根據就業轉銜資料、晤談結果、職業輔導評量報告等，分析案主在生理、教育∕職業、心理社會、 

經濟及個人職涯目標等方面在職業重建服務之規劃上的助力與阻力)  

向度 助力(優勢) 阻力(弱勢) 

生理方面(含：年齡、健康狀態、行動、
生活自理∕作息、是否有不良嗜
好與其他身心>障礙之限制等) 

38歲； 
身體狀況健康； 
生活作息規律穩定，生活自理無礙，交通行動自
主獨立；  

不自主動作，容易影響人際關係；  

教育和職業方面(含：學科、專長、職
訓、是否有證照工作經驗等) 

XX工程學系畢業； 
具有資訊管理簡易、程式設計及電腦維修等經驗； 
具有電腦文書處理相關證照佐證個人工作能力； 
曾接受清潔達人職業訓練；  

工作技巧專業度尚不足以勝任職場要求； 
清潔職訓並非其工作主要方向；  

心理社會方面(含：情緒、行為、個性、
工作人格、人際溝通、家庭與社
會支持等) 

情緒穩定，言行舉止溫和； 
家庭支持，對個案態度正向鼓勵；  

人際互動較為被動，偶期待過高而表達不切
實際；社會關係薄弱，社交有限； 
個性固著；  

經濟方面(含：個人及家庭經濟來源、
是否有申請相關補助等) 家庭經濟小康；  無  

個人職涯目標方面(含：是否有清楚的
職業目標、所選擇之目標的適切
性或可行性、以及是否過度堅持
其所選擇之目標等) 

具有工作動機及實際求職行為； 
經商討願意調整工作方向以超商店員、賣場整貨
員、文書處理及電腦維修等工作為優先；  

對工作期待仍存在不切實際之想法，尚未釐
清自己工作能力，容易輕忽工作職責；
對薪資仍有較高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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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重建體系重視優勢的例子：職業
輔導評量報告綜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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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業重建過程運用優勢觀點原則之程度 

六項原則 職重個管 就業服務 

1. 個人有學習、成長和改變的能力 + +   + + 
2. 焦點在於個人的優點而不是病理 + + + + + + 
3. 案主被視為助人關係中的指導者 + + 
4. 助人關係是基本且必要的 + + + + 
5. 外展是較佳的處遇模式 + + + + 
6. 社區是資源的綠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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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典範架構圖比較工作方法 

優勢觀點典範架構圖(宋麗玉與施教裕，2009) 

接觸與建立關係 

優點評量 
發掘想望 

建立目標 

訂定個人工作計畫 

鞏固優勢 
結案 

基本假定：每個人有學習、成長、改變的潛能 
每個人都有優勢(能力與資源)  

基本策略：運用優勢 

工作依據：案主想望 

工作目標：案主復元 

工作場域：案主生態 

復元歷程：螺旋上升 

動力：激發希望 

基本要素：夥伴親善關
係、案主參與 

介入途徑：合作與對話 

中介目標：增強權能 

重建依歸：非正式支持
網絡建構 、正常化 

復元旅程—工作步驟 

註:黃色星號者表
示職業重建體系的
工作方式與此架構
有所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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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重體系運用優勢的難處 

 目標導向：有沒有安置或工作是直接可計算，
但要花費許多力氣達成的目標，佔據了專業
人員的精力。 

 績效要求：支持時間常常有所限制，很難進
一步在陪伴的過程中達到賦權的目標。 

 工作場域：主要工作領域為職場環境，較少
運用到其他社區資源。 

 



契機與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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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 
大環境的變動需要不同的重建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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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 
職業重建專業的演化
將更重視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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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 協助身心障礙者重返職場的職業重建理念，也是
以優勢觀點為本位的。 

2. 目前職業重建體系受限於系統因素，優勢觀點的
色彩並不明顯。 

3. 未來，職業重建個案管理的專業訓練將更著墨於
優勢與支持，也將會帶動工作方式的朝向優勢觀
點來轉變。 



26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投影片編號 1
	報告人的觀察位置
	報告大綱
	職業重建體系發展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台灣職業重建系統建立的里程碑
	投影片編號 8
	台灣職業重建系統建立的里程碑
	投影片編號 10
	台灣職業重建系統主要服務方案
	職業重建專業人員養成
	投影片編號 13
	職業重建與優勢觀點
	職業重建的哲學觀：工作對復元的意義
	職業重建的理論架構：和ICF架構比較(WHO, 2001)
	職業重建體系重視優勢的例子：職業重建計畫(表2-4)
	職業重建體系重視優勢的例子：職業輔導評量報告綜合建議
	在職業重建過程運用優勢觀點原則之程度
	以典範架構圖比較工作方法
	職重體系運用優勢的難處
	契機與結語
	契機：�大環境的變動需要不同的重建思維
	契機：�職業重建專業的演化將更重視賦權
	結語
	投影片編號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