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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治療的內容

愛這個正遭受疾病磨難的家人

改變你的期望

和病患一同努力，常能改變無助與失望的感覺

照顧你自己

1.職能治療

2.團體活動治療

如文書、皮雕、女紅、美術、園藝等，藉活動之參與，增加
耐力及注意力，進一步改善工作態度及習慣，並從工作中建
立自信心，增加成就感。

●居家休閒團體－討論休閒生活的安排，以增加自我照顧的
能力。

●會心團體－利用各種會心活動，嘗試自我開放，學習溝通
技巧，進而了解自我，改善人際關係。

●社交技巧訓練－藉角色扮演、行為模仿、實地演練等，學
習解決問題，加強適應。

●求職技巧演練－了解職業興趣及性向，學習應付壓力，表
現自我肯定，以期求職成功。

3.娛樂治療
如團康、運動、舞蹈、歌唱，以發洩過剩精力，鍛練體能，
增加活動量，表達情感，舒暢身心。

4.產業治療
針對慢性化，並有生活及工作適應困難的病患，為防止其社
會功能退化，給予產業治療，以培養其工作能力，增加其成
就感。

5.心理治療
●幫助個案適應生活。
●改善焦慮、恐懼、睡眠及增進休閒功能。
●如要改善憂鬱、工作能力、社會關係、強迫行為，則需持

續治療。

 

●衛生所的公共衛生護士或社工員
●社會局、區公所的社工員
●公私立醫院診所之精神科或家庭醫學科之專業人員

●他需要愛和關懷

●接受病人現況
●要有長期對抗疾病的心理準備
●不要期望他像一般人工作、賺錢
●讓他在真正能做的事情上經驗成功與滿足

●不要過度保護、干涉或批評病人
●讓病人適度承擔更多的責任義務，如幫忙家事

●減少對疾病的羞恥感
●學習調適疾病帶來的壓力與情緒
●當你悲傷、生氣、憤怒時不妨找一位信得過的親友傾訴一下

你可以尋求專業協助，並且參與決定如何治療。
專業協助可以找…

如何預防再發作？

一些不能疏忽的事…

病人可以……

●持續的接受治療
●良好的復健和支持性的環境

●早期預防、早期治療，可獲得最好的療效
●家人對病人的信心，是最重要的

 

　　當精神病患的情緒、行為、人際關係或是社會適應突然有
了急遽的變化，而使得病患本身或身邊的人可能受傷害時，就
必需立刻送到醫院急診。
　　急診將進行觀察、評估、檢查、給藥等治療活動，並會依
其病況予以轉介到門診部、住院或其他合適的機構繼續接受治
療。

　　懷疑患有精神病或已是精神病患，但是病情穩定，沒有急
性症狀，不會傷害自己或別人者，可以自行或由家人陪同到精
神科接受診療，拿藥或打針。回家後則依醫生囑咐服藥。

　　當精神病患的病情變得嚴重、情緒不穩定、對自己或他人
有傷害的可能時，則必需住院治療。
　　住院治療是一種除了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外，還安排了作
業治療、社會治療等的完整治療方式。
　　當病情穩定下來，經過醫療團隊評估後，病人就可以回家
繼續接受門診治療、日間留院治療或復健治療。日間留院治療
就像上班一樣，白天到醫院參加治療活動，晚上回家。

　　復健治療是提供一個半保護性環境，在醫護及社會工作人
員的指導下，使病人漸漸適應社會及家庭生活，並學習獨立。
　　病人經過積極治療後，宜參加社區內各種復健治療，如社
區復健中心、康復之家等。

●由工作中得到成就感，減少自卑感，建立自信心
●訓練工作能力，培養忍耐力
●培養獨立生活所需的技巧
●培養與家人、朋友交往的社交技巧
●讓病患增加自我認識

急診治療

門診治療

住院治療

復健治療

 
復健治療的功能

為什麼會得精神病？這些都是可能的病因：

常見的精神病有哪些？

●遺傳
●腦部受傷
●腦內某種神經傳導物質變化，以致引起妄想、幻聽等。
●環境及心理因素

●現實感差，不合邏輯的思考
●奇怪行為，如退縮、沉默或好爭論、發脾氣、有攻擊行為
●無故的哭、傻笑
●過度悲傷或快樂
●可能產生幻聽、幻覺

●躁症－情緒高昂、話多、易興奮、好花錢、好管閒事、易怒、
精力充沛、不需睡眠、有誇大幻想等

●鬱症－情緒低落、悲觀、失去活力、對自己沒有信心、對生活
失去興趣、無價值感、思考緩慢、甚至整天躺床，有自殺的念
頭等

●常弄錯時間、地點、人物
●記憶力不好，特別是記不住最近發生的事
●情緒不穩定、易衝動
●智力、思考力下降
●合併一些精神病症狀，如妄想、幻聽等

●「關係妄想」別人講話就是講他不好；別人搖頭就是看不起他
●易怒、不安、敵視
●嚴重者可能出現傷害他人或自傷、自殺

●儀表方面：怪異或蓬頭垢面
●動作行為方面：出現攻擊、終日臥床、自言自語等怪異行為
●現實感障礙：對事情看法與一般人不同，常對外界刺激沒有反

應，或是反應過度。
●生活方面：與人之間有疏離感，易產生退縮，工作無法持續，

學業一落千丈，不能照顧自己，行為顯得幼稚。
●妄想和幻聽：病人出現妄想和幻聽，相信可能有外界力量控制

他。
●情感方面：有時會出現高昂、悲傷或緊張等情緒反應。
●不當的反應：如憂愁或痛苦時會發笑等。

有些人疾病發生的速度緩慢，有的人則突然而迅速的進展。不
過一旦發現了以上種種奇異的言行，就該早日請精神科醫生協
助。

●25%經過治療後可康復
●50%治療時，可將症況去除和預防再發，但若停藥會復發
●25%即使治療也無法完全消除症狀，但不治療，則病情惡化得

更快

精神分裂症

情感性精神病

器質性精神病

妄想症

怎麼辨識一個人得了精神病？

精神病治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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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已康復的精神病患，除非能證明其無勝任能力，否則
不得以其曾患精神疾病，而拒絕其入學、應考、僱用或給予不
公平之待遇。
　　住院的精神病患依法有個人隱私、自由通訊及會客的權
利，除非醫療上需要，否則不得予以限制，另外，也不可以未
經病人或其家人、保護人的同意，對病人錄音、錄影或拍照。
　　醫療單位除非是為了防範緊急暴力意外或是醫療目的，否
則不可拘禁精神病患或剝奪其行動自由，同時醫療上如欲採電
痙攣等特殊治療方式，必需先徵求病患之書面同意，才可施
行。
　　精神衛生法中，明文規定精神病患的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
尊重及保障，如果病人或病人的保護人、家屬認為精神醫療機
構、精神復健機構、心理衛生輔導機構或其工作人員，侵害病
人權益時，可以書寫其侵害事實，向各級衛生單位申訴。
　　一般人常把精神病人列為特殊的一群，排拒他們，避免和
他們接觸，這使得本來就比正常人更需要別人尊重與支持的精
神病患，變得更加孤立、退縮。
　　請別忽略了他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們的人權一樣不容
輕視，社會的正確態度可以使他們康復地更快更好！
 

　　壓力簡單來說，就是能使我們覺得不舒服，緊張的壓迫
感，說實在的，壓力是人一生中無可避免的，然而它不一定會
引起麻煩，甚至可以激勵你向前邁進。
　　但是如果沒有妥善的處理自己的壓力，而讓壓力累積在你
的生活中，那麼很可能會造成你身體上或心理上的疾病。

　　當壓力越來越大，你不妨和你的家人、好朋友或當事人聊
一聊。

　　休個假，或是問別人是如何放鬆自己的，跟著做，會有意
想不到的效果喔！

　　凡事別想太多後果，也別老訂些達不到的目標，以免造成
自己緊張。

　　僅量別在一段短時間內讓生活有太多項變化，比如同時在
找工作，又在辦婚事。

　　讓專家幫你找出不舒服的原因，讓你輕鬆戰勝壓力。
　　生活中常有一些突發之變故，令人不知該怎麼處理，例如
親友過世、分居、離婚、生病、或是工作上、經濟上發生變
化、困擾等，這些情況往往會造成自己的情緒改變，可能緊
張，悶悶不樂，也可能覺得沮喪或煩惱不安，這就是壓力的來
源。
　　如何處理壓力，將會影響您的健康和快樂。
　　有效處理壓力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壓力。

給我應有的權利

找人談一談

放鬆一下

看開點！實際點！

避免壓力

去找專家

編製單位：台南市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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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防治  
樂觀看事情
生活沒問題

●參加康復之友協會或家屬聯誼會，當你看到有那麼多人跟你
同樣的困難時，你將不再覺得孤獨

●你也可以利用帶病人到醫院看病時，和其他病患家屬交換照
顧的方法和心得

●精神病患需要長期服藥。即使在沒有症狀時，仍需服用低劑
量藥物，以預防再復發。

●病人可能因為情緒高昂，活動量大，或缺乏食慾而造成營養
不良，所以要注意病人飲食均衡。

●如果病人失眠，可以告訴醫生，請醫生幫忙。
●家裡儘量不放刀子、火柴、煙灰缸、皮帶等危險物品，以免

發生意外災害。

●接納病人的經歷，耐心傾聽病人的想法，例如告訴病人：
「我知道你聽到一些我們沒有聽到的聲音，如果它很困擾
你，不妨說給我聽聽，好嗎？

●當病人有幻聽或妄想時，不必與他爭辯，不妨接納他，但可
以不必認同他。

●慢性病人殘留的症狀，可能包括傻笑、自言自語、怪異行
為、懶散、衛生習慣差…等，這是疾病造成的，不容易消
除。

●提供現實感，例如：當病人說床下有蛇時，不妨跟他一起去
看看，再告訴他：「我想你看到蛇一定很害怕，能不能說說
你的感覺？」

●分散病人對幻聽的注意力，例如：與病人聊天，讓他看電
視、聽收音機或作戶外運動。

●為了去除病患不適應的行為，給予鼓勵或獎賞比處罰或責罵
來的恰當。

●用病人喜歡的東西或事情來獎勵他。（如用稱讚、零用錢、
禮物、陪他散步……等）

1.服用後，可能會有暫時性的副作用，如嚴重干擾日常生活
時，應該告訴醫生，而不能自行停藥或加藥。

2.最常見的副作用和處理方法；
●口　　乾；多喝水、漱口、每天刷牙
●便　　秘：多吃纖維的穀類、水果、蔬菜
●視力模糊：暫時性的，可請醫生給眼藥水
●排尿困難：可請醫生調整藥物
●頭　　暈：從床上或椅子上站起來時，要慢一點
●迷迷糊糊昏昏欲睡：暫時性的，此時不要開車或做要集中

注意力的事
●性慾減退月經不順：可和醫生討論
●體重增加或減輕：良好的飲食和睡眠習慣，適當的運動，

少吃零食
3.嚴重者應立即送醫

 
協助病人服藥

處理日常生活的問題

適應他的症狀

慢慢改變他的行為

處理藥物的副作用

接納

關懷

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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