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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簡單的事具體化-精神科日間病房病友團體分享 

   

精神疾病是腦部的疾病，除了必要的藥物治療外，很多因病所致的生活功能退化是

需要復健協助的，大多數人知道手腳受傷需要復健，但並不知道腦部生病了也是需

要復健。生病後很多原本簡單的事，例如閱讀學習的專注力、與人交談的反應速度，

甚至生活作息的維持等都開始變得困難。因此，為了能逐漸康復，回到原有生活運

作，需要重新建立習慣。有些病友選擇在日間病房參與復健，他們就像上班、上課

一樣地規律來到病房，傍晚再返家生活，將所學運用在實際生活中，這是精神康復

之路的其中一環。 

本院精神部成人精神科設置日間病房，包括三樓病房的服務對象為思覺失調症、躁

鬱症或器質性疾患等病友；四樓病房服務對象為憂鬱症、焦慮症或失眠症等心身症

病友，這些病友皆來自於急性病房出院後或門診轉介，藉由藥物追蹤及多元的復健

治療，協助病友們及其家屬適應疾病及因應壓力，達到病情緩解和避免復發的目標。 

社工師每周帶領三樓的病友們進行「生活萬花筒」團體治療，此團體成員約為 14 人，

大多以慢性化思覺失調症為主。思覺失調症的病友通常會伴有慢性、反覆的精神症

狀，包含妄想、幻覺、幻聽、思想紊亂等明顯可見的症狀，更讓人難以理解的則是

病友們潛在的聯想障礙、自我封閉、情感冷漠、情感矛盾，混亂思考難以專注、難

以執行或決定、學習資訊或應用資訊的障礙、對自己的症狀缺乏病識感等情形。病

友們潛在的困難通常不為人知，也是大多數人較容易感到困惑的，常聽家屬提到：

以前他和人互動都很正常，現在都「不願意」表達、態度「被動不理人」，許多「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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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事情也都不會了。此時身旁關心的家人便會希望病人能「振作」，積極督促

或賦予病人任務，但當發現結果不如預期的時候，家人也深感挫折，挫折裡其實有

心疼、無奈、憤怒、沮喪，還有不解，有時候一不小心歸因於病人「刻意」不去做

時，也增加家人之間的衝突。其實，當我們進一步了解生病對一個人的影響時，我

們可以嘗試重新思考他們所需要的協助是什麼，慢慢地體會到病友們不是「不願

意」，而是思考、知覺受影響，變得「不會做了」。而復健活動的安排正是協助病

友們重新學會做事，過程中我們盡可能將所謂「簡單」的事具體、步驟化，重新教

導或帶領病友們學習，更需要喚起他們的興趣、注意力，並且重複不斷地實作以提

升熟悉度。 

病房中的復健活動每天進行著，「生活萬花筒」團體則是一週一次，針對生活中各

面向設計出許多有趣、如同萬花筒般的內容，透過遊戲活動、角色扮演及分享等方

式，促進成員們在生活安排、時間管理、社交技巧及人際互動等方面的學習。由社

工師與護理師共同設計一連串的認識活動，帶著病友們從簡單的禮貌招呼、認識對

方的姓名、興趣，到如何自然地開啟、選擇適合的話題，如何適切的回應或婉拒太

過隱私的問題，這些乍聽起來並不困難，但需要共同思考與練習，協助病友從中學

習與人互動的分際，以建立自信。猶記得某一次活動，邀請成員們選擇一位較不熟

悉的成員來練習「聊天」，阿強一下子就不適切地指出小芳在參與活動中會分心的

現象，嚇得小芳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此時社工師先了解阿強語出何意，阿強傻笑摸

摸頭表示只是想要表達對小芳的關心和鼓勵，社工師協助阿強看見小芳的反應來檢

視自己的發言是如何影響人際互動；也藉由團體成員的力量來回饋這樣的對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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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起的效果，一起討論如何修正語言重現原有的關心，也邀請成員們共同思考，

以小芳的角度，可以如何表達自己的感受以回應阿強。 

當然，除了成員突然地「語出驚人」之外，也發現病友們默默的進步。芝芝是一個

非常寡言的成員，在團體中通常都是簡短分享且壓軸，原本以為芝芝會需要引導問

句，但芝芝竟主動地先和小可打招呼，然後輕輕地問小可：「之前有聽說過你喜歡

釣魚，你都多久去一次？」原來，芝芝平時都有在注意成員們的分享，雖然表達時

神情緊張，但卻能以對方有興趣的主題切入互動。帶領者請其他成員們回饋，大家

都認為這樣的問話很適合，小可也不好意思地回答：已經很久沒去了。就這樣，一

來一往，隨著好幾組話題的示範及修正，成員們也學了一課。 

雖然這樣的互動看似簡單，但要能維持一段自然的對話並不容易，成員也不太習慣，

但從這系列的練習中，已能看見成員的潛力，我也由衷相信病友們下次一定會有讓

人意想不到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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