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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會務大記

 

一、2022 年 7 月 1 日－新活力

1. 【新活力】在家也能自己泡珍奶

2. 【新活力】一台難求的無障礙

二、2022 年 7 月 1 日東吳大學

大學法律系、臺北大學、以及其他待業或就學中六位實習生並於

三、2022 年 7 月 1 日－同儕支持服務

請電動輪椅，陪同廠商康揚測量

案。 

四、2022 年 7 月 1 日－新活力自立生活體驗室服務

五、2022 年 7 月 5－拜會「義謙法律事務所

所翁國彥律師，討論數起障礙者權益受損案件

六、2022 年 7 月 13 日－協助重障者服務及訴訟

力安排，以及策略性訴訟。

七、 2022 年 7 月 16 日－參加友會高雄向陽舉辦之

二屆 第二次會員大會 

線上舉行。林君潔、莊棋銘

八、 2022 年 7 月 19 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審查會前會

體及國際審查委員長賴教授及其他委員線上會議

聚焦討論。 

九、 2022 年 7 月 20 日－本會

人助理的概念，引發大家的想法

十、 2022 年 7 月 26 日－歐巴桑聯盟拜訪本會

桑聯盟」拜訪協會。並互相認識

十一、 2022 年 7 月 27 日 －透過本次培力線上活動

要準備的技能。這次我們討論了大學生活

活上的資源。並把我們的討論

十二、 2022 年 7 月 30 日 －台南夢城防疫確診線

上分享：《台南市夢城自立生活協會

本會宣廣組長：莊棋銘分享障礙者確診後照

護與資源應用。 

 

十三、 2022 年 8 月 1－第二次

本會與多個障權團體、

「第二次 CRPD 國際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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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會務大記（第三季） 

2022 年 7 月 1 日

新活力 Youtube 頻道影片製作更新: 

在家也能自己泡珍奶│ft 君潔、小匡、吐司、歐可茶葉

一台難求的無障礙 ATM│ft .粉小資。 

東吳大學(台北大學)實習生暑期研修實習說明會

以及其他待業或就學中六位實習生並於 7/

同儕支持服務(ILP)：同儕林君潔 7/12 同儕拜訪

廠商康揚測量討論需求。7/13 王○○協助在新北市自立生活計劃開

新活力自立生活體驗室服務：7 月至 9 月提供 7

義謙法律事務所」：與身心障礙夥伴及實習生拜訪義謙法律事務

討論數起障礙者權益受損案件，透過法律行動爭取障礙者基本人權

協助重障者服務及訴訟：本會協助一位重度障礙者社區生活支持人

。本會工作人員於 7/13 到士林行政法院旁聽

參加友會高雄向陽舉辦之《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

 暨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因應新冠疫情

莊棋銘、尤奇.普佩依代表及委託參與出席。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審查會前會

體及國際審查委員長賴教授及其他委員線上會議，講述台灣障礙者處境及審查會重點

本會透過「三更半夜居然想吃香蕉」的電影

引發大家的想法！互相交流心得，希望越來越多人一起改變環境

歐巴桑聯盟拜訪本會：今天由親子共學組成的小民參政

並互相認識，讓更多人了解自立生活。 

透過本次培力線上活動，培養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出門在外需

這次我們討論了大學生活，討論大家出門對出門的想像及如何連結生

並把我們的討論結果，一起貼上白板分享。 

台南夢城防疫確診線

台南市夢城自立生活協會》邀請

莊棋銘分享障礙者確診後照

第二次 CRPD 國際審查會議：

、人權團體，一同參與

國際審查會議」。本會教育

日~2022 年 9 月 30 日 

歐可茶葉 OKtea。 

實習說明會；本會今年招收東吳

/1 招開實習說明會。 

同儕拜訪重度障礙者協助申

協助在新北市自立生活計劃開

7 人次，共 18 天服務。 

身心障礙夥伴及實習生拜訪義謙法律事務

透過法律行動爭取障礙者基本人權。 

本會協助一位重度障礙者社區生活支持人

到士林行政法院旁聽。 

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第

因應新冠疫情，本次會議採實體+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審查會前會：與人約盟、夥伴團

講述台灣障礙者處境及審查會重點

的電影，帶出自立生活與個

希望越來越多人一起改變環境。 

今天由親子共學組成的小民參政「歐巴

培養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出門在外需

大家出門對出門的想像及如何連結生



 

宣廣專員：袁佳娣進一步從無障礙

礙專法」，並邀請障礙當事人團體

外，專法應定有相關罰則和積極性配套措施

調整內涵，並應確保障礙學生的受教權

如疫情期間或有個別化需求時

為了做而做，甚至為了充實業績而漠視障礙者的真實需求

十四、 2022 年 8 月 4 日－ATLife

今年度輔具展，同時介紹最新輔具資訊

非全額，導致部份經濟弱勢者未能獲得

十五、 2022 年 8 月 5 日－「礙

遊：本會常務理事翁玉鈴安排三位於實習生和本

會工作人員在 8/5 至「

「瓶蓋工廠園區」進行無障礙設施勘查與說明

並說明良好的無障礙設施與動線應如何設計

十六、 2022 年 8 月 6 日－第二次

（衛福部）：本會與友團共同參與

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

見發布記者會」。希望藉由記者會獲得官方對於國際委員結論性意見之後續計畫時程

十七、 2022 年 8 月 6 日－第二次

國際會議中心前召開

第二次國際審查的經驗

礙、工作權、教育權

近用司法/刑事處遇等障礙權利的相關議題

見。 

十八、 2022 年 8 月 6 日－「

本會工作人員尤奇Ǹ

服務指引，討論障礙者使用自立生活之相關方向

十九、 2022 年 8 月 8 日－拜訪

8/8 協同實習生們一起去拜訪

展、遇到的阻礙，然後也帶到

討論到障礙者的選擇

的需要，障礙當事人的參與是重要的

二十、 2022 年 8 月 10 日－「

區進行實地測試。本會工作人員

二十一、 2022 年 8 月 11 日－本會與

別由本會工作人員：

二十二、 2022 年 8 月 15 日－無障礙診所場勘

訪查「醫者聯合診所

二十三、 2022 年 8 月 17 日－身心障礙就業促進成果展

參加新北市政府舉辦之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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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佳娣進一步從無障礙、教育與就業三面向進行發言

並邀請障礙當事人團體、障礙當事人且富有融合共融概念者參與討論

專法應定有相關罰則和積極性配套措施。教育方面，則需在各教育階段納入合理

並應確保障礙學生的受教權，不因各縣市資源多寡而有差異

期間或有個別化需求時，應提供合理調整措施。工作層面

甚至為了充實業績而漠視障礙者的真實需求。 

ATLife 台灣輔具暨長期照護大展：本會工作人員協同實習生參與

同時介紹最新輔具資訊，並強調國內輔具商品眾多

導致部份經濟弱勢者未能獲得，這需要倡議制度來改善。

礙」中看到需求-南港一日

本會常務理事翁玉鈴安排三位於實習生和本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及

進行無障礙設施勘查與說明，

並說明良好的無障礙設施與動線應如何設計。 

第二次 CRPD 國際審查記者會

本會與友團共同參與「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

希望藉由記者會獲得官方對於國際委員結論性意見之後續計畫時程

第二次 CRPD 國際審查（民間記者會）：本會與友團共同在台北

前召開「2022 CRPD 第二次國際審查會後民間記者會

第二次國際審查的經驗、國際委員發表的結論性意見，以及包含自立生活

教育權、障礙女性、障礙兒童、聾人/聽障、心理社會障礙與障礙者

刑事處遇等障礙權利的相關議題，發表觀察、回應和表達民間團體的意

－「發展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指引

Ǹ普佩依參加由衛生福利部舉辦發展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

討論障礙者使用自立生活之相關方向。以團體代表的名義參與

拜訪《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本會工作人員尤奇

協同實習生們一起去拜訪《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從熱線起源

然後也帶到手天使的討論，暢所欲言的回到人的需求

討論到障礙者的選擇，往往是被專家學者決定，因此要讓社會大眾更了解障礙者

障礙當事人的參與是重要的，回歸人的價值和意義。

－「輪行臺北 APP」測試：本會工作人員莊棋銘於

本會工作人員尤奇.普佩依 8/10~8/11 進行測試

本會與《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合辦個人助理培訓課程

：莊棋銘、尤奇.普佩依、袁佳娣等擔任講師與實習課程

無障礙診所場勘 本會工作人員：尤奇.普佩依

醫者聯合診所」、「人瀚骨科診所」無障礙診所勘查。

身心障礙就業促進成果展：本會工作人員莊棋銘

參加新北市政府舉辦之「身心障礙就業促進成果展」了解最新障礙者就業支持與

教育與就業三面向進行發言。應妥善訂定「無障

障礙當事人且富有融合共融概念者參與討論；此

則需在各教育階段納入合理

不因各縣市資源多寡而有差異，且特殊情況

工作層面，希望政府不要只是

本會工作人員協同實習生參與

並強調國內輔具商品眾多，但政府補助往往

。 

希望藉由記者會獲得官方對於國際委員結論性意見之後續計畫時程。 

本會與友團共同在台北

第二次國際審查會後民間記者會」就本屆 CRPD 

以及包含自立生活、無障

心理社會障礙與障礙者

回應和表達民間團體的意

發展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指引」團體代表座談會：

普佩依參加由衛生福利部舉辦發展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

以團體代表的名義參與。 

本會工作人員尤奇.普佩依於

從熱線起源、過程、發

暢所欲言的回到人的需求。其中也

因此要讓社會大眾更了解障礙者

。 

莊棋銘於 8/10 木柵地

進行測試。 

合辦個人助理培訓課程：分

袁佳娣等擔任講師與實習課程。 

普佩依，受邀於 8/15

。  

本會工作人員莊棋銘、袁佳娣一同

了解最新障礙者就業支持與



 

3 

二十四、 2022 年 8 月 18 日－職場面面觀—技職人才場次：本會工作人員莊棋銘、袁佳娣與

四位實習生於 8/18 參加「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舉辦的履歷健診、職場桌遊、

障礙者職場經驗分享等。 

二十五、 2022 年 8 月 22 日－東吳大學老師來訪：侯助理教授瑞瑗老師，於 8/22 蒞臨本會

關心實習生的實習狀況，從大家的對談中，看到學生的進步與發現。並介紹協會

與體驗室，希望透過每一次的實習，都能深刻的讓未來更美好。 

二十六、 2022 年 8 月 23 日－本會拜會《人

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由主講人

黃怡碧執行長，分享人約盟推動九

大人權公約的過程及公約與障礙者

的關聯。並透過彼此的交流找到還

蠻多有趣的事情。過去新活力也一

直和人約盟有很多的合作，不管是

平行報告或是障礙者的人道救援，

都有很多的討論，透過這次的交流

認識人權工作，針對實習生提問的

問題一一回應。 

二十七、 2022 年 8 月 24 日－法律扶助基金會拜訪本會：法扶基金會社工帶領實習生拜訪新

活力，互相介紹彼此的業務及談論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二十八、 2022 年 8 月 24 日－兒童新樂園規範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小組委員身份參加兒童新樂園規範會議，提出不應針對身心障礙族群做限制，

應做合理開放。 

二十九、 2022 年 8 月 26 日－法律扶助基金會演講：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受邀與法律基金會律

師及工作人員分享障礙者自立生活議題。 

三十、 2022 年 8 月 29 日－自立生活中心個人助理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和工作人員尤

奇Ǹ普佩依，到台北市自立生活中心與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中心工作人員，

了解個人助理應用方式及申請開案流程遇到的困境，討論可以簡化流程及個助工

作內容之討論。 

三十一、 2022 年 8 月 30 日－與阿中有約：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和工作人員尤奇Ǹ普佩依參加

「阿中有約活動」，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發布「社福政策」，分五大方向，包

括愛兒台北、青年台北、樂齡台北、溫暖台北，以及療癒韌性台北。 

三十二、 2022 年 8 月 31 日－實習生成果發表會：今年東吳大學、臺北市立大學，三位實習

生到協會實習，實習已 8/31 期滿，並於當天舉行成果發表會。東吳大學黃專任副

教授心怡老師，參與學生的結業式，來瞭解大家這兩個月學習的內容，期許在未

來可以是理性及感性兼備的法律工作者，同理協助社會上需要的夥伴。 

三十三、 2022 年 9 月 1 日－日本自立生活中心個助來訪：日本自立生活中心前個人助理：

中谷先生來訪新活力互相交流，了解台灣與日本個人助理制度的距離，希望未來

會有更多討論一起增進台灣的個人助理制度。 

三十四、 2022 年 9 月 2 日 國家文化記憶庫徵集計畫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及亞洲數位典藏

有限公司來訪，與協會討論 COVID-19 疫情下障礙者所遇到的事件故事，蒐集防疫

相關故事的物件，希望透過專業的協助把這些故事被系統性的紀錄下來。除此之

外，也推薦我們可以到「COVID-19 圖片蒐集網：防疫的日常風景」上分享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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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中 的 心 情 故 事 ， 記 錄 這 些 生 活 防 疫 行 動 。 分 享 連

結:https://th.covid19.commons.tw/ 

三十五、 2022 年 9 月 8 日－若水國際拜訪本會：若水國際拜訪協會了解自立生活如何實踐

在職場上。透過互相交流及討論，並參觀協會體驗室設備，如何落實職場上的合

理調整。本次交流，創造障礙者職場就業與支持的可能性，期待後續一起推動，

讓就業障礙消除。 

三十六、 2022 年 9 月 13 日－真礙診療室 Podcast 企劃：真礙診療室的企劃負責人林伯謙、

高子晨，來拜訪協會，從中討論自立生活中目前所面臨的困境，並希望更可以切

中核心。後續作為節目內容。在討論的過程中，不斷地交換彼此想法，越來越多

不同領域的夥伴，來認識自立生活，並用自己的專長宣廣與推動！ 

三十七、 2022 年 9 月 17 日－本會與《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合辦個人助理培訓課程：分

別由本會工作人員：莊棋銘、尤奇.普佩依、袁佳娣等擔任講師與實習課程。 

三十八、 2022 年 9 月 23 日－參與台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

參加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 4 屆第 7 次會議，針對個人助理服務

時數不足，以及身權小組作業要點增修提出討論案。 

三十九、 2022 年 9 月 26 日－若水國際拜訪協會：若水工作人員柏均、坤城、翊蘋來訪，討

論未來障礙者就業會需要具備那些能力及支持，對於未來若水開創新工作項目之

建議討論。 

四十、 2022 年 9 月 29 日－受邀參與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分署舉辦「身心障礙與性別交

織的多重困境」工作坊：本會總幹事林君潔與教育宣廣專員袁佳娣接受了「勞發

署北基宜花分署」邀請，針對目前在線上服務的職業重建人員、就業服務員，進

行「身心障礙與性別交織的多重困境」工作坊，從自己的職涯經歷開始，還有身

邊同儕遇到的困境等等，探討障礙者在職場可能遇到的各種困境，還有成功解決

了哪些問題，而當障礙的身分與性別議題交織的時候，在職場上是否又會生化更

多不利的情境？除了經驗的分享，也透過小組討論，讓職業重建人員、就服員，

面對面的與障礙夥伴一起探討彼此面臨了什麼挑戰？又有哪些可能性，可以幫助

彼此突破現況！我們很開心與相關從業人員交流彼此的經驗，也互相給對方新的

思考方向，期待未來的身心障礙就業能往更共融的方向發展！ 

四十一、 2022 年 9 月 30 日－歐巴桑聯盟(育兒不累！咱來做伙園遊會)：本會接受了歐

巴桑聯盟的邀請，來到了板橋浮洲公園參與「育兒不累！咱來做伙！園遊會」，

這次由佳娣帶來了好玩的「瞎摸碗糕」。由歐巴桑聯盟準備了好幾盒的生鮮食材，

讓參與的小朋友帶上有趣假面，遮蔽平常習慣用的視覺，透過觸摸、聞味道，猜

猜這些常吃的菜，到底是什麼菜？也藉此跟小朋友們分享彼此愛吃的食物是什麼？

在我們與家長一起合作引導小朋友透過不同感官認識食材過程，讓孩子們用不同

角度認識視障者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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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實習計畫 成果分享 

文/東吳大學法律系 張晨馨 

會藉由原訂於實習期間所欲達成之目

標來逐一向大家分享這兩個月裡與夥伴們

參與的各項活動與心得。 

1. 了解推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的

真諦，以及協會於此過程中扮演之角

色。 

 

 自立生活的定義並非在於自立自強，什麼都只能靠自己，而是藉由支持性資源、

合理調整的政策使障礙者能自我決定、選擇、負責。 

 從慈善、醫療模式轉換為人權模式，尊重障礙者本人的主體性。 

 有次與小匡聊天的過程中，小匡說在協會內部不會稱作「個案」或「服務」對

象，而是把對方當作自己的朋友，有需要協助的地方就盡自己的所能。 

2. 了解身心障礙者面對的法律上之困境及可能的解決方向 

這次實習動機之一也是希望能透過參與實務工作的機會，來拉近自己與法律之間的

距離，讓這些看起來僵硬難懂的法律文字不再僅僅存在於課本與老師的講授之中。 

 CRPD 國際審查會 

CRPD 國際審查會對實習生的我而言是一堂震撼、活生生的課，讓我真實意識

到了法條與實務操作上的落差，舉例而言有團體於報告中提及目前大多數社會心理

障礙者於病房內是被禁止使用私人手機的，審查委員向衛福部詢問是否真有此情況

時，衛福部以現行精神衛生法第 25 條前段規定：「住院病人應享有個人隱私、自

由通訊及會客之權利」來說明我國有明文保障心理社會障礙者的通訊自由，之後卻

又說但基於擔憂手機充電安全等問題，在實際執行面上仍是以公用電話的方式取代

私人手機的使用，由此回答便可知道社會心理障礙者於病房內的通訊自由並非完整，

而是處處受到限制的，與精神衛生法的文義相差甚遠，另外，在這對話的過程中，

雖然衛福部的人員有承認應在未來的規劃上將私人手機納入病房內可接受的通訊工

具，並已與各界研議相關的管理、安全問題，惟委員再進一步關切何時會有結果時，

衛福部卻又支吾其詞、搬出許多的理由無法給出肯定的答案，除此之外，在其他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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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討論上也能看見政府的回應態度偏向消極，未意識到目前制度的各項漏失，反

而常直接搬出現行規範回應委員的問題，再者則是以法案已在草擬階段的說詞回答，

而這些草案則往往在漫長的時間過去後仍未見蹤影。以實習生的觀察來看，政府應

建立一個從上至下、統一整合的機制，明確劃分好業務範疇，才不會有各單位互踢

皮球的狀況產生，使得障礙者能更快速、方便地獲取想詢問的資訊，在每次審查會

追究問題的根本時，也能準確地知道該由何單位負起改善之責，不再發生一問三不

知的情況。 

 協助填寫申請低收入戶生活扶助之申復書 

台灣的社會救助制度

至今仍係以家庭總收入為

核定申請人是否具有相關

資格之標準，如社會救助

法第 4 條載明，若家庭總

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

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

下，而且家庭財產沒有超

過一定金額，原則上就可以

取得福利身分，只不過，同

法第 5 條還規定應計算的人口範圍，因此在這樣的制度設計底下，就很容易產生

法令上屬於應計算的家戶人口，但是，實際上該家戶人口可能與申請人間已不存在

著彼此照顧扶養事實的矛盾情況，而使生活陷於困境的申請人無法獲得福利身分。

在上網找尋相關資料時，不難發現除了協會今協助之當事人外，仍有不少比例的申

請人也遇有同樣之情形，這也表示著我國政府與社會大眾在意識認知上仍有相當大

的進步空間，亦即不應將具有社會協助需求之申請人與其家庭綑綁在一起，不應將

照護的責任都推向障礙者的原生家庭，而應將其視為獨立之個體，僅考量個案的情

況。 

 無障礙診所勘檢 

 

當天進行勘查時，遇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問題，例如當我們在量測大樓出入口

的寬度時(診所位於該大樓三樓)，有位來自管理委員會的委員以相當兇悍的語氣問

我們:「在幹嘛!」向其解釋我們的來意後，卻仍站在一旁不斷抱怨說:「房子租給

別人，沒收多少錢，現在卻要額外多花錢改東改西⋯⋯」更直接表示大樓出入口已

有配置活動式斜坡，並且乘坐輪椅的君潔幹事剛剛亦有順利進入大樓內部，質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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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究竟還有什麼問題，但其實該活動式斜坡在坡度上過於陡峭，對輪椅使用者而言

具有一定的危險，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受來自民眾不友善的眼光與話語，除了有

些衝擊之外，更讓我體會到了身心障礙者平日所身處的困境。 

另外，在與醫師對談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有的診所雖然也有意改善無障礙環

境，卻仍會遇到像是管理委員會不允許佔用公共空間來設置無障礙坡道、房東不允

許變更室內的隔間，導致無障礙廁所無法設立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認為政府除

了應該更加加強宣導相關正確的觀念外，更應該積極地將無障礙診所政策推廣到全

國，政策的獎勵制度上應亦須顧及到大樓管委會或房東，以軟硬兼施的手段，早日

提供身心障礙者一個自助、自立、有尊嚴的就醫環境，還給身心障礙者固有的就醫

權利，不再讓身心障礙者必須另外花費大把時間、金錢找尋可以進入的診所，又或

是屈就於診所門口外接受診療，隱私被迫暴露於大眾的目光下。 

 兒童新樂園設施搭乘限制、民雄鬼屋實境體驗特展禁止輪椅使用者進入之標誌，透

過合法投訴的管道、與民意代表及各團體合作改變不合適、充滿歧視的規定。 

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能有更完善、美好的生活，但是在這實習的過程之中，

卻屢屢發現因為現行法制導致障礙者無法獲得需要之協助的情形，雖然法律的「穩定性」

固然有著一定的重要性，但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若是這項法律需要人們絞盡腦汁、

使出渾身解術才能遵循時，就代表著這項法律再也不具有原始制定的目的，應該被修正。 

3. 新領域的生涯探索 

身為法律系的學生，我認為僅有法律專業知識是不夠應對各種類型的當事人的，因

為法律與這個社會有著十分緊密的關聯性，除了要時時觀察社會的動向與趨勢，也應該

要增加各領域的閱歷，這次透過實習期間與身心障礙者們的近距離接觸，聆聽他們的成

長故事、日常生活，透過對話與觀察，看見一個與我們平日截然不同的世界、跳脫自己

固有的思考模式，逐漸成長成一個具有包容多元文化思維、懂得尊重與自己不同型格與

生活模式的人。  

4. 個人能力的培養與訓練 

 團隊合作之能力。 

 與不同生活經驗者溝通之能力。 

 面對問題的應變能力。 

 學習站在當事人之立場，提供其所希望、需要之協助 （類似個人助理的概念，注

重使用者的主體性）。 

 具有社會使命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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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寫進申請實習計畫裡的目標：放低自我意識，踏出安全領域 

我自認是個有些許自我為中心的人，或許更具體而言我是個很保守、害怕跌倒受傷，會

在行動前先盡可能評估風險的人，我會問自己「我」想要什麼、「我」可以得到什麼、「我」

會失去什麼、「我」會遭遇什麼困難⋯⋯，我以為這些問題可以保護我不受傷、不吃虧，但

矛盾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從來沒有帶給我真正的滿足，但在這次的實習當中，看見不論是

協會內外部從事社福、人權工作的夥伴們，前前後後從未停止倡議、工作的樣子，也嘗試擔

任夥伴們的個人助理時，我會開始想「哪裡需要我？我可以協助什麼？」而在這過程中，我

發現自己收穫的成果是遠比自己我計畫的來得多。 

另外，在短短兩個月的實習過程中，不論是接觸到那些普遍被稱為「個案」的對象，但

其實在「個案」這兩個冷冰冰的文字背後，他/她就是個活生生的人，與我們一樣都有著各

樣的情感、有著相同的生活需求，但卻因為照護人力不足的原因，被迫每天只進食一餐、徹

夜僅能以坐姿入睡，甚至服用過量的安眠藥，強迫自己的身體進入休眠狀態，避免產生吃喝

拉撒的需求；又或者是在國際審查會上聽見各個團體大力的呼籲與政府消極的回應時，如此

強烈對比之下，我的心裡多多少少都會產生難過、震驚、憤怒等的負面情緒，這些情緒加上

各樣的想法，有一小段的時間我感受到自己進入複雜、無力的狀態，發現到自己能做的相當

的有限，甚至有時候會有種拖累夥伴的感覺，覺得自己幫不太上忙，直到有次看見 Teach 

for America 一個致力於偏鄉、低收入社區教育的非營利組織的創辦人在一場對史丹佛大學

生的演講中所說的一句話：「Embrace your inexperience」 擁抱你的經驗不足，我才終於

有種被治癒、鼓勵的感覺，因為我們都知道也可能都曾體會過，很多的時候經驗反而成為我

們的藉口、成長的絆腳石，我們會預設許多的狀況，幫自己找尋一條最安全的道路，但是所

幸的這次來到協會的我是一個什麼都不懂、初生的菜鳥，跟著協會的夥伴們去學習，不再將

自己保護在溫室之中，而是開始能看見這社會真實的樣貌，也因為這樣的 0經驗讓我更能感

同身受障礙者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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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 7 月～9 月份捐款名錄 

捐款日期 捐款個人/單位 捐款用途 捐款金額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 日 陳依雯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4 日 無名氏 捐款 2,688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8 日 陳奇暉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9 日 廖自茹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1 日 丘安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3 日 張淯誠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3 日 林君潔 捐款 1,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5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31 日 莊采婷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 日 陳依雯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 日 無名氏 捐款 2,96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0 日 莊棋銘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1 日 林君潔 捐款 2,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尤奇.普佩依 捐款 3,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張育瑄 捐款 2,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蚵仔之家「敦化店」－ 

善心人士 
捐款 403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捐款 2,1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7 日 
菲之軒時尚烘培館－善心

人士 
捐款 15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1 日 丘安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1 日 陳怡秀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陳家宥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莊采婷 捐款 3,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5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31 日 無名氏 捐款 3,2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31 日 財團法人明怡基金會 捐款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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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 日 陳依雯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 日 張心慈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 日 益百利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捐款 3,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4 日 林君潔 捐款 8,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0 日 簡振勳 捐款 2,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9 日 莊棋銘 捐款 4,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1 日 丘安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6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7 日 林君潔 捐款 2,000 元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30 日 無名氏 捐款 3,200 元 

本季捐款總計新台幣 161,066 元 

感謝以上個人、團體捐款！！！ 

~~~也歡迎各界繼續支持我們喔~~~ 

 

捐款資料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郵政劃撥：50022397 

銀行帳號：中國信託（822）2555-4014-1465 

電子發票捐款碼：121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