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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您的支持,使我們不斷成長茁壯!】

今年八月底，接到一通遠自美國

Goodwill一位女士的來電，告知想到

臺灣訪問、交流。於是將「友好」的

E-mail信箱告知對方，請其將預定行程

告訴我們，以便後續聯絡。次日即收到

國際部經理，署名Cindy Cho的回音，

告知她將在9月17日至21日之間來訪。

隨即將此事請示林董事長，得到指示

「歡迎貴客來訪」。同時林董事長也親

自安排貴客的住宿及接機等事宜。

在9月17日下午，林董事長親自接

待了這位美國Goodwill年輕的國際部經

理－Cindy Cho，並以流利的英語介紹

了我們的職訓班及日托班學員上課、學

習的情況。行程中，Ms. Cindy Cho還

訪問了董老師，擬編成專輯，刊登於美

國Goodwill刊物中。

回想當年姚創辦人卓英教授設立

「友好」之初，曾與林董事長至美國

Goodwill觀摩取經，並參加為會員。美

國Goodwill是為「身心障礙者」謀福利

的國際性組織，創立分會遍及美國境

內，更遠至世界各洲；以二手傢俱，二

手服飾…等之整理、行銷各地，提供了

「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更創造了不

錯的佳績與口碑。



在1994年6月，美國總會執行長Samuel W.Cox伉儷

曾來訪，並頒予姚創辦人「友好終生服務獎」。在2006

年5月Ms. Meg Mc Connell也曾來訪，均肯定我們「友

好」對「身心障礙者」的付出與努力。

此次Ms. Cindy Cho來訪，經由簡報了解「友好」

的成立，是吸取先進經驗，以及當時國內環境條件，審

慎評估後，認為以往的「給魚」觀念非長遠之計，唯有

經由「職業訓練」教他們「如何釣魚」，對「身心障礙

者」本身、家庭及社會的助益最大。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工作不僅給予經濟上的保障，

同時也是獲得自我肯定與生命價值的認同，更是獲得友

誼及尊嚴的根基，也是一種對社會的貢獻。然而，「身

心障礙者」要走的路，確比一般人狹隘許多，因此如何

幫助「身心障礙者」進入就業職場，使其感受自我價

值，是「友好」成立的宗旨及數十年來所追求的服務理

念。

「友好」每開一職種無不以「身心障礙者」利基為

出發點，並考慮時空環境需求，從初創期「鐘錶修理刻

印班」……到現今「電腦職業訓練課程」，目的就是要

讓學員得以自立更生，「友好」就像個大家庭，踏實的

走過四十五年，引領著許多「身心障礙者」，屹立於社

會許多角落，他們養家活口、回饋社會。

此外在國內外競賽中，我們也獲得許多獎項。於

2000年，也是「身心障礙者」的網版印刷教師，代表我

國參加在捷克布拉格舉辦的國際展能節絹畫比賽，榮獲

銀牌。及至目前開辦的電腦職業訓練課程，學員在「身

心障礙者」技能競賽中也屢獲佳績。除此，我們每年也

鼓勵日托班學員參加國內心智障礙者運動比賽，均獲得

優異的成績。雖然我們從事的服務內容、方式與美國

Goodwill相異，但秉持的信念及服務「身心障礙者」的

精神是如出一轍，因此深獲Ms. Cindy Cho的認同與肯

定。

遠方友人不辭辛苦千里來訪，讓我們深受感動，體

會到「施比受更為有福」，付出不一定要有代價，只要

懷有熱忱與愛心。讓我們手牽手，心連心，繼續為「身

心障礙者」的福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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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結訓學員　謝永祥回憶起當初如何接觸“中華勇者瑜伽學會”？自己本身是

因中風而導致左側肢體障礙，於醫院復健三年後，正苦於平時

該從事何種運動時，剛好遇上熱心於瑜伽活動的大學同學蕭幸

伶，經由她的介紹得知有位連欽發老師正在推廣身障瑜伽，便

抱著嘗試的心態到“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去上生平首次

的瑜伽課程。

學習過程中面臨許多困難和挫折，且常有力不從心的恐慌

感，連老師非常用心瞭解我的個別狀況，以我身、心、能承受

度，用經驗和不斷嚐試找出許多適合我的變通學習方法。經由

和有規律的練習，終於慢慢進入佳境，一天一點點的伸展角

度，一天一點點的進步，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身體的變化，充

分掌握可開展的全身運動，明白體能的極限，而做適度度的修

正與調整，做自己可承受的程度動作，保持彈性，節省體力，

增加身體的柔軟度。

哪知道這一上便持續至今，算算也有六，七年了吧！不僅

在身體健康方面獲得良好的改善，相對地，在心靈方面也有不

錯的提昇；瑜伽不只注重身體的鍛鍊，其在心靈上也要伴隨地

精進，如此將會相得益彰。為何我能如此不間斷的參與勇者瑜

伽的課程？

首先，我感配其服務的宗旨：相信每個人都可以付出及奉

獻服務，以“愛”“分享”“互助”結合社會資源照顧身心障

礙者、重病患者、長者、兒童等各弱勢族群之生活品質，學習

生活技能、保健、休閒以促進身心靈之提昇及平衡發展；並進

而可以自助助人，造福更需要的人。

其次，就是團體的和樂氣氛。在這裡最常聽到的打招呼聲

是“納瑪賜嘉”（Namaskar），這句話的含意是：我用最虔誠



的心向您內在的光明和愛與神性致意。每個人內在都有無限的

光明，都可以為這世界帶來光明與溫暖，願每一天都有新生

的波流在您的心中湧現，實在、自在、樂在其中。老師們因認

同勇者瑜伽學會宗旨，故而上課時總是懷抱著奉獻與關愛的態

度，讓學員們備感溫馨。

再者，上課的瑜伽動作，並不似想像的困難。阿南達瑪迦

派別的瑜伽動作異於坊間所接觸的瑜伽，老師們上課前總是一

再叮嚀：作瑜伽動作不可與別人比較，應考量自己本身的身體

狀況，以自己所能承受的範圍內來作動作，切不可造成傷害，

那將得不償失。

當然，我本人身體狀況的改善，也是一大因素。我自認是

不用功的學員，學了那麼久，筋還是硬梆梆的，很多動作都無

法確實完成。但是，我相當認同老師所教的理念：瑜伽動作不

必求多，但求持續不間斷地作幾個有助於自己的動作，其效果

會更顯著。因此，雖然無法符合老師每天練習的要求，但是，

我儘量每週都去上課。我相信如果自己能每天練習，現在的身

體狀況應該更棒吧！

以上總總，讓我得以持續上課至今。希望這些分享，能對

大家學習瑜伽有些許的幫助，進而喜歡上瑜伽。尤其是身障朋

友，很難從事一般性的運動，本人以親身的經驗，相當建議可

到“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上勇者瑜伽課程。瑜伽動作

是一種不出門也可從事的運動，又不需設備，只要有一張瑜

伽墊便可。在此因篇幅有限，無法對“中華勇者瑜伽學會”

作詳細介紹，有興趣者可上網站http://veryyoga.blogspot.

tw/　查詢並瞭解。

註解：

瑜伽(Yoga)這個詞在梵文的意思是合一、相應，源自梵

文的YUJ，意思就是一種稱為「軛」的工具，用於駕馭牛馬。

這個詞的最初原型是原始印歐語的字根 *yeug-，意思就是

「連結、結合、統一」。具體來說，「瑜伽」這個詞在梵語

的可以譯為「內在真我的統一」。

瑜伽（Yoga）是一個通過提升意識，幫助人類充分發揮

潛能的體系。瑜伽姿勢運用古老而易於掌握的技巧，改善人

們生理、心理、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是一種達到身體、

心靈與精神和諧統一的運動方式。古印度人更相信人可以與

天合一，他們以不同的瑜伽修鍊方法融入日常生活而奉行不

渝：道德、忘我的動作、穩定的頭腦、宗教性的責任、無欲

無求、冥想和宇宙的自然和創造。

印度古語有云：世上有兩種超越太陽軌道（獲得永恆）

的方式，一是在瑜伽中離棄世間；二是在戰場上委棄身體。

這其實與中國傳統價值觀有所契合，例如道教的「功德成

神」說，與儒家的「忠烈祠」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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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七月四日（星期三）
羅社工員參加新北市新店區公所舉辦之101年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
估新制宣導說明會。

一○一年七月十日（星期二）
新店就業服務站余璦君督導至本中心為職訓班學員進行「就業準備
講座」。

一○一年八月十一日（星期六）
新莊福音中心志工孫美瑜、陳雅鈴至本中心帶領日托班學員進行團
康活動。

一○一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二）
黃主任、羅社工員暨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委託本會辦理身心障礙者職
業訓練顧問共同召開本年度第二次職業訓練督導會議。

一○一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五）
黃主任、陳教保員帶領日托班學員至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及客家文
化主題公園進行社區適應活動。

一○一年八月廿五日（星期六）
新店民權教會志工至本中心帶領學員進行7月至9月份慶生會活動。

一○一年九月二日（星期日）
陳教保員參加私立佛教懷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新北市私
立佛教中道淨苑板橋中心辦理「有愛無礙」心智障礙者家庭親職教
育講座。

一○一年九月七日～九月八日（星期五、六）
游老師參加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舉辦之在職訓練研習。

一○一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三）
陳老師參加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服務推展協會舉辦之「亞特
盃心智障礙運動會」參賽說明會。

一○一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一）
美國「友好」國外部經理Ms. Cindy Cho來訪，林董事長、黃主任親
自接待、介紹、解說。行程中Cindy訪問了董老師，將編成專輯，刊
登於美國「友好」刊物。

一○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
新店就業服務站余督導至本機構為職訓學員進行「就業準備」講
座。

一○一年九月廿二日（星期六）
黃主任、羅社工員暨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委託本會辦理身心障礙者職
業訓練黃顧問共同召開本年度第三次職業訓練督導會議。

一○一年九月廿四日（星期一）
職訓學員參加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辦理之電腦(TQC)檢定考試。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人文課課長暨社會局文山區服務人員至本中心致
贈中秋節慰問金。

羅社工員參加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召開之101年度新北市身心障礙者第
二次就業轉銜聯繫工作會報。



※成人日間服務（人際溝通、社會技能、居家生活、休閒生

活、社區生活、實用學科、健康維護、工作人格、工作技能

……等）凡16歲以上，生活能自理之智、多障等身心障礙朋

友，歡迎加入友好〝日托班〞！

※〝志工招募〞～歡迎對美勞、園藝、團康……學有專長之熱

心人士、團體加入服務行列。

新北市友好潛能發展中心

無名氏........................................... 500,000

逸昇設計包妝整合股份有限公司10,000

蔣蕙民............................................. 2,000

林來有............................................... 500

財團法人友好公益基金會捐款徵信

台北市真愛國際獅子會　30,000

劉文欽............................................. 3,000

林伯堅............................................. 3,000

喻宗明............................................. 2,000

曾麗香............................................. 1,200

林家增............................................... 600

洪坤男............................................... 500

無名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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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員　陳耿南
筆者從事教保工作已近9年時間，無論是自己或從

同為教保工作者的分享中，聽到許多服務使用者家庭

常遇見的問題→老化，試想ㄧ個30歲的母親尚可照顧ㄧ

個3歲的障礙兒童，但一個70歲的母親如何替40歲的障

礙兒女洗澡？隨著醫藥科技的進步，人們的年齡得以延

長，而障礙者亦同樣可以獲得延長的生命，這對於家庭

中年邁的父母親而言，如何妥善照顧面臨退化及老化的

障礙兒女，甚至在父母親離開人世，無法再繼續照顧兒

女以後的諸多問題，便成為障礙家庭中最迫切的需求。

根據一份人口結構的調查，台灣45歲以上的人口

佔了總人口數的20.26%，顯示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的社會

結構，而隨著醫學進步，生活品質的改善，平均壽命較

之20年前延長10歲，但對於智障者來說年齡越大，越易

成為多重障礙者及障礙程度加重，使得這些障礙者的需

求變得更加多元，如：醫療的需求；照顧的需求等等…

若父母雙雙辭世，則需求越形多樣，如：悲傷輔導、陪

伴調適家庭改變：家庭形態改變，其他家屬不同住；繼

承財產卻不會管理或不會用於生活；照顧者與居所的轉

換：越來越高的醫療需求等等…尤其是台灣現在中高齡

的智障者家庭中，又呈現多樣貌的照顧型態，如：

◎高齡長輩照顧智障晚輩

◎智障晚輩照顧老邁長輩

◎ㄧ家多位智障者彼此照顧

◎智障者家庭成員均失能，鄰里以資源照顧

◎智障者家庭由鄰近親戚照顧，但照顧深度有限



◎手足照顧智障兄弟姐妹

◎晚輩照顧智障長輩

◎夾心餅乾照顧者

◎外勞與新住民成為主要照顧者

◎照顧智障者配偶

◎智障者獨居，自我照顧

家庭中年邁的雙親會因老化導致罹患疾病與功能退

化，而障礙兒女則會出現重度化、多重化， 兩大族群

交會時便衍生了大量的就醫需求與照顧需求，但通常這

些族群相對於資訊顯得弱勢，如；

一、資訊不充分：

1.不知道託付誰

2.福利法律都太複雜，無法了解申請

3.照顧不動誰來幫忙

二、資源未連結：

1.發現家庭需求者未及時連結合適資源

2.社福界身障老人長期區隔，缺乏共同服務經驗

三、資源不足：

1.缺乏就近資源

2.遲遲等不到優質機構床位

3.照顧者本身也需要被照顧

父母的照顧其實有盡頭，這是每個障礙者家庭都知

道的事實，也許無法陪孩子ㄧ輩子，但可以做最好的規

劃及準備，從醫療、財務到照顧的安排、這些與障礙者

本身息息相關的訊息，透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其實可以

讓照顧者無後顧之憂，重點是如何使這些家庭透過法律

的介入而達到照顧的目的，這是家庭中需要及早討論與

準備，這包括：

◎跟誰討論？

◎什麼時候開始討論？

◎討論的過程？

◎討論什麼？

1.照顧的方式(包含住所)

2.照顧費用的安排(信託？取得補助資格？)

3.照顧服務使用的時機

a.不要等父母往生時，才開始處裡孩子照顧接

受問題

b.不只一種服務可以利用，可採取漸進式運用

不同服務來協助照顧

c.協助孩子適應

◎錢不ㄧ定是重點

照顧才是，當這些準備成熟後，便要開始學著放手

與放心，放手是讓孩子有成長的空間，自己也有休

息的機會，放心是做最好的準備，才不會慌張與焦

慮，並可照顧好自己的心，當這些ㄧ切就緒後，便

是無後「顧」之憂的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