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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精神疾病收容人的專業

諮商晤談輔導辦理情形 

所內精神病人資源以毒品處

遇收容人資源較多，其他如

思覺失調症、恐慌症等其他

疾病病人的資源較少，建議

日後有招標之服務計畫內

容，增加對精神病人重點治

療之服務項目，減少其失能

情形，增加其職業能力，增

加個別及團體督導之經費編

列，協助個管員有效處理嚴

重個案。 

1.招標辦理：本所未來如有持續辦理精神疾病收容人處遇專業人力之招標

計畫，將檢視普遍短刑期的特性，評估增加個別及團體督導之經費編

列，提升本所處理嚴重個案減緩其失能態勢的量能、增加個案職業能

力。 

2.醫療資源方面，現精神疾病收容人均持續協助轉介門診就醫、控管服藥

等，嚴重者移送處遇專監、戒護外醫等。 

3.輔導資源：因人力與資源有限並考量分級處遇，症狀輕微之精神疾病收

容人目前並非均全面提供專業心社人力晤談，惟收容人均全面納入「矯

正機關收容人自殺防治處遇計畫2.0」之初級處遇對象每季至少辦理一次

相關課程，並依同計畫將精神疾病收容人列為潛在風險者每年定期實施

簡式健康量表檢測(或隨時可由舍房主管轉介)，若經評估有需要，升為

二級或三級處遇對象並立即轉介心理師、社工員定期實施個別諮商輔導

同時啟動其他協助(就醫、家庭支持、處遇調整)等。 

精神疾病收容人的專業

諮商晤談輔導辦理情形 

在精神病人轉介輔導資源部

分，建議轉介來源除舍房主

管外，可增加其他工作人員

轉介，並增加衛生科與輔導

科之聯繫，建立輔導個案的

系統團隊。 

1. 系 統 團 隊 與 橫 向 聯 繫 ： 

個管心理師、衛生科醫事人員與舍房主管持續保持橫向聯繫與合作，每

月並由戒護與教輔相關人員定期召開教輔小組會議及團體督導會議研議

調整處遇措施。 

2.本所主要轉介輔導來源除舍房主管外，現衛生科、作業科(主要針對監外

作業者)、輔導科教誨師等教輔小組成員亦均可轉介個案。轉介後的分

案，持續由個管心理師統整機關各人員之案源，派案分由心社專業人力

進一步協助。 



3.另補充轉介來源方面，鑒於各監所收容人經常多因外部即時性、臨時性

之因素(外醫、奔喪、返家探視、出庭、借提)，突然產生精神方面的症

狀惡化，故本所現均針對返所、新收收容人設計晤談表，針對訴訟案件

發展、家庭變故、情緒反應、身心疾病狀況，評估是否轉介輔導，111年

累計至6月底為止已轉介36人次提供輔導晤談。 

精神疾病收容人的專業

諮商晤談輔導辦理情形 

精神病舍之作息安排，建議

增加職能治療服務，促進未

來的職業適應。 

(職能治療：使用特定活

動，從而協助、恢復身體或

治療精神、心理上的各樣疾

病) 

  目前本所暫無職能治療之專業人力編制，但心社專業人力將全力配合提

供個案所需處遇，未來視政策經費及人力等因素調整。 

 

精神疾病收容人的專業

諮商晤談輔導辦理情形 

精神疾病收容人發作時的處

理與判斷，戒護人員須有相

關精神疾病之知識與處理能

力，建議舉辦增加精神疾病

醫療及處遇能力之研習，增

加處理急性發作個案之處理

能力。 

1.針對戒護人員相關研習，依矯正署函頒之「矯正機關收容人自殺防治處

遇計畫2.0版」，對所有同仁每半年至少辦理一次「自殺防治守門人講

座」，使舍房主管觀念建立應扮演「關懷、支持」的關鍵角色，收容人需

要幫助時能注意並理解其所發出之訊息所代表的意義，適時提供支持、

轉介輔導或醫療資源。 

2.戒護科平時持續辦理常年教育，輔以每日勤前教育，向同仁宣導精神疾

病收容人相關執勤技巧(如注意移除危險物品等、是否辦理戒護外醫之評

估)，並不定時邀請外部專家授課(視疫情辦理)或參加他機關辦理之專業

處遇課程，以提供精神疾病收容人安全之處遇環境。 

精神疾病收容人的專業

諮商晤談輔導辦理情形 

精神疾病多為多重病因導

致，因為病人許多偏差行為

影響人際相處，但其問題行

為背後有可能是創傷或多重

治療性環境方面：本所持續對軟硬體改善，提供人性化、社會化處遇，包

含： 

1.個別護理(心理師、社工師、教誨師、教輔志工、場舍主管晤談)。 



因素而非病人可控制之因

素，故在建構整體所區為病

人治療性環境的部分，可多

加努力，例如:使用園藝治

療、職能治療、多種治療方

式介入，對所區的工作人員

提供維持治療性態度的訓

練，增加精神疾病與醫療知

能等等。 

2.合適活動(各種競賽、文康活動、文藝課程、影片欣賞及才藝與技訓訓練

等，每日並定時運動)。 

3.環境改造(如改善燈光、鼓勵性用語壁畫與油漆營造溫馨氛圍、全面汰換

更新浴廁設備)，本所有提供綠化盆栽認養等與園藝治療相似處遇，其他

矯正機關依其人力與經費則有提供如警犬班等治療方式。 

4.配房上以融入社會為考量，儘量避免單獨收容，提供其發展社會技巧之

機會。 

5.鼓勵聯繫家屬前來接見或書信來往。 

6.開放性的溝通：各收容人隨時得填寫陳情信投各場舍意見箱，政風室每

周定期收案處理；每季辦理生活檢討會及膳食會議，可對本所行政措施

提出建言本所並會提出正式回應公告。 

7.未來配合最新政策並視經費持續引入新的處遇措施(如目前正在推廣行動

接見，以手機下載 APP便利家屬提供收容人家庭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