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 109年度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研習 

實施計畫 

壹、活動目的： 

一、藉由就業服務相關基礎、專業課程之開設，增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

人員之專業知能及個案服務工作技巧。 

二、提升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人員之服務品質及專業素養，進而具備完整

就業服務能力，強化整體服務提供效能。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二、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參、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日期：109年 7月 9日(四)、109年 7月 31日(五) 

二、時間：08：30 〜 16：30 

三、地點：花蓮縣社會福利館 5樓會議室(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 12號) 

肆、課程表：詳如附件(一) 

伍、參加對象： 

一、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人員。 

二、本府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人員。 

三、辦理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專案機構就業服務相關人員。 

四、特殊教育學校就業服務相關人員。 

五、本縣身心障礙者社會福利相關法人機構及團體就業服務相關人員。 

六、本研習班學員人數預計 50人(含工作人員)。 

陸、報名方式： 

一、填妥報名表(附件二)後，請傳真至(03)8239971 

二、持報名表親洽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勞資科。 

柒、注意事項： 

一、本研習期間膳食，由主辦單位提供。 

二、每日研習結束後，核發給參與課程之學員研習時數，遲到 15分鐘以上

者計曠課，曠課者不授予研習時數。 

三、名額有限，本研習優先提供給目前實際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工作且

有心學習者。 



附件(一) 

109年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研習課程表 

一、課程規劃一 

(一)辦理日期：7/9(四) 

(二)課程說明： 

課程名稱 多元文化就業服務暨文化敏感度訓練 

授課講師 陳鈺芳 

預

定

申

請

繼

續

教

育 

課程類別／時數 專業課程／6小時 

核心能力 諮商知能 

課程領域 身心障礙者的心理、社會與文化議題 

得計入各類專業人

員應完成之專業課

程領域與時數 

1.本課程領域為「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職

業輔導評量員」、「職業訓練師（員）」、「就業

服務員」應完成之直接相關特定課程領域，3

年內至少應完成 20小時。 

2.其他人員修畢可計入「專業課程」時數。 

課

程

目

標 

本課程目的在使專業人員了解： 

1.具文化觀點的就業服務 

從身心障礙者所處社會、生活情境和文化脈絡來談如何服務不同原住民族群

之身心障礙者，提供適切且具有文化觀點的服務。 

2.文化敏感度的訓練 

透過案例分析、分組討論來分享如何提升就業服務人員之文化敏感度。 

(三)課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多元文化就業服務 

12:00-13:30 午餐 

13:30-16:30 文化敏感度訓練 

 



二、課程規劃二 

(一)辦理時間：7/31(五) 

(二)課程說明： 

課程名稱 從精神障礙者的重建歷程談社區本位復健的實踐 

授課講師 陳淑美 

預

定

申

請

繼

續

教

育 

課程類別／時數 專業課程／6小時 

核心能力 職業重建核心知能 

課程領域 身心障礙者的醫療、功能與環境觀 

得計入各類專業人

員應完成之專業課

程領域與時數 

1.本課程領域為「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職

業輔導評量員」、「就業服務員」應完成之直

接相關特定課程領域，3 年內至少應完成 20

小時。 

2.其他人員修畢可計入「專業課程」時數。 

課

程

目

標 

本課程目的在使專業人員了解： 

多數精神障礙者需要長期依賴醫療，規則返診及服藥，可能因為病情因素，

藥物副作用，工作態度等因素導致很難維持工作持續穩定，課程將介紹精神障

礙者的障礙特質，功能表現，以及社會大眾對疾病不了解，可能產生的汙名化，

進而對精神障礙者的就業影響。 

對精神障礙者來說，功能並不是影響復元(康復)最大影響因素，而是協助個

案重新獲得完整的自我感，發展自我效能、自信、自我管理的能力，比發展技

能更重要。課程內容包含對復元的介紹，復元的內容以及精神障礙者與復元之

間的關係。 

實踐的過程應該同時評估個案的優勢能力與限制，且應將焦點關注在功能而

非症狀，傳達希望的訊息。精神障礙者對疾病的認識與接納對其康復影響巨大，

過程中同儕支持則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三)課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從精神障礙者的重建歷程談社區本位復健的實踐

（一） 

12:00-13:30 午餐 

13:30-16:30 
從精神障礙者的重建歷程談社區本位復健的實踐

（二） 



附件(二) 

109年度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研習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身分證字號  生   日 年    月    日 

參加日期 

□7月 9日(四) 多元文化就業服務暨文化敏感度訓練 

□7月 31日(五) 從精神障礙者的重建歷程談社區本位復健

的實踐 

服 務 單 位  

服務單位地址  

職       稱  

手       機  

膳 食 調 查 □ 葷食      □ 素食 

備註： 

1. 報名表請於 109年 7月 6日(星期一)前傳真報名。 

2. 聯絡電話：(03)823-9151    傳真：(03)823-9971   聯絡人：李菀婷 

3. 研習日期：109年 7月 9日(四)、7月 31日(五) 

4. 研習地點：花蓮縣社會福利館 5樓會議室(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 12號)  

5. 每日研習結束後，核發給參與課程之學員研習時數，遲到 15分鐘以上者

計曠課，曠課者不授予研習時數。 

6. 名額有限，本研習優先提供給目前實際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工作且

有心學習者。 

7. 為保護地球環境盡一分心力，請配合自行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