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能住在偏僻療養院，而這是 30年前的思維與

作法。歷經 30年，現今趨勢是希望幫精神疾病

患者朝「社會化」前進，社區復健機構也逐漸

增加，精神病患者就能在社區復健機構先接受

訓練與復健，再慢慢融入社會。

過去精神疾病患者被關在機構，所受復健刺激

較少，現在，在社區復健中心，精障學員會在

社群軟體群組討論要買甚麼菜、要煮甚麼菜，

或者哪裡有好玩景點，學員一起相約坐公車遊

玩，買東西也會比價，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過

去很不相同，互動方式漸趨成熟，學員就能參

加職業訓練，學習職場適應技巧，也有人找到

穩定工作。康俊良說，「有些學員從工作中存到

不少錢，幾十萬、上百萬都有」，這樣的趨勢也

讓醫療、社會負擔減輕不少。」

想方設法　幫學員找工作機會

俗話說：「凡事起頭難」，學員從疾病過程站起

來，到找到工作，賺錢養活自己，是條漫長道

路。康俊良對促進精障學員就業也下了番功

夫，在四處遊說商家錄用精障學員時，常吃軟

釘子。他笑著說，有商家明明門口貼「徵人啟

事」，一聽到他來意，馬上推說不缺人。雖然拒

絕是常態，他還是不放棄，嘗試敲開店家緊密

心門，懇求店家給精障學員一個機會。

康俊良說，職業類別很重要，有些工作很有時

間壓力，可能就不太適合學員。選擇適合職業

類別後，第一個精障員工很重要，如果表現很

好，雇主就會願意聘請第二個、第三個，也會

向其他雇主推薦。雇主倘若有疑慮，可能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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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人做一個人的工作，薪水兩個人分，先讓

雇主有信心，建立口碑，後面才有更多機會。

在社區復健中心，學員與他們的家人都感受到

康俊良的用心，都把他當成朋友，遇到問題，

會找他商量，找到工作後，到醫院回診，也會

順便到復健中心走走，與康俊良聊聊天。

期許精障學員　活出自我價值

康俊良常告訴學員，「我這裡就好像高速公路的

休息站，在人生的道路上累了，疲倦了，就進

來休息一下，重要的是，找清楚方向再出發。」

他也把人生比喻成打牌，勉勵學員：「人生的價

值是，拿了一手爛牌，還能把牌打得漂亮，才

真是了不起！」期許學員即使受症狀干擾，依然

可以讓自己更獨立，有能力協助家人，且過得

更好。

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左）頒授資深典範獎，

肯定康俊良（右）在職能治療領域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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