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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摘要 
 

背景簡介 

為了解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元朗及屯門區)的服務成效，基督教懷智服

務處與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於 2021-2022 年進行一項聯合研究，以探討專業外

展服務隊對接受服務的私營院舍員工、院友及親屬的影響。是次研究目的主要是：1)

檢視院友在接受專業外展服務隊後之轉變及建議；2)檢視照顧者在接受專業外展服務

隊後之轉變及建議；及 3)檢視院舍員工在接受專業外展服務隊後之轉變及建議。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以混合模式結合量性和質性研究的方法，在 2021年8月至 2022年10月期間，

分別以問卷、聚焦小組及個案訪談三種方式收集數據，探討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服務成

效和表現成效。 

 

量性研究方面，我們共使用了三套不同問卷，給三類不同被訪對象作答。第一套是世

界衛生組織生活質素問卷(香港簡短版) (WHOQOL-BREF (HK)) ，交由專業外展服務隊

向 121位具有理解及認知能力之院友作訪問及協助填寫 (70男、51女) ，以檢視他們之

生活質素。第二套是「院舍職員意見問卷」分發給 19間院舍管理級員工作答，以了解

他們對於專業外展服務隊所提供之服務的評價。第三套是「工作信心之轉變及服務意

見問卷」收集院舍員工於接受專業外展服務隊之培訓和諮詢後的信心轉變及對支援服

務評價，共分發予 48 位院舍非管理級員工填寫。 

 

質性研究方面，共有三類被訪對象，分別是院友、院友親屬，和院舍的員工。由於疫

情原故，所有訪談均在網上以 Zoom面對面交談。首先，我們以聚焦小組形式，在 4 間

不同院舍邀請院友一起談論他們接受服務後的情況，總共有 22名院友 (16女，6男)參

與分享。院友親屬類別，則以個別形式進行深入訪談，共有 2 位家屬就院友家人接受

服務後之轉變，講出她們的心聲。出席院舍員工的聚焦小組訪談者，共 12 名，他們就

著服務內容及建議也作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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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 (一)院友在主觀生活質素、心理健康、社會關係及外在環境的生

活質素，經前後測比較，均發現有所提升，當中社會關係領域上的改善更達統計上的

顯著性(p<.05)； (二) 關於院舍員工的工作信心方面，以 10 分滿分計，接受服務後院舍

非管理級員工的自評分數平均上升了 1.76 分，並達統計上的顯著性(p<.001)， 而他們

對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滿意度非常高，每項調查的意見平均分都達到 5分之中的 4.3分或

以上，整體來說，滿意度獲得 5分之中的 4.53分；(三) 院舍管理級員工對專業外展服

務隊的滿意度亦相當高，每項調查的意見，平均分都達到 5 分之中的 4 分或以上，而

整體來說，滿意度獲得 5分之中的 4.37分。 

聚焦訪談結果則清楚說明，院友不單只在身體、心理情緒及社交方面均有改善，更讓

我們明白良好轉變的因素是來自專業外展服務隊的介入，促使院友増多了有被關心、

被了解、被尊重和被照顧的感受。而院舍員工在聚焦訪談中，也進一步指出，專業外

展服務隊的良好專業質素包括友善、有耐性、用心、技巧好、主動、準備充足和回應

迅速。這特別在過往兩年疫情嚴重期間，對院友的幫助及院舍員工的支援，都產生一

定正面效果。同樣地，透過與個別院友的媽媽的深入訪談，我們也知道，親屬都因看

見案主接受服務後身體及心情有改善，她們和家人的心理壓力得以緩解。因此，專業

外展服務隊的介入，也是間接服務了照顧者。 

簡要地說，定量和定性數據共同表明懷智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服務均受到院友、家屬照

顧者及院舍員工的歡迎，及產生了正面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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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社會福利署於 2019年 3月起，以跨專業團隊模式推行為期四年的「私營殘疾人士院舍

專業外展服務試驗計劃」（下稱專業外展服務隊），基督教懷智服務處亦正式獲社會

福利署委託於元朗區及屯門區營運專業外展服務隊。專業外展服務隊成員包括社工、

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註冊護士（精神科）及臨床心理學家等，為

居住於該兩區約 20間私營殘疾人士院舍（下稱私院）的院友提供多元化外展服務，以

回應在社會、復康及護理層面的社交和復康需要，協助院友提升生活質素。同時，專

業外展服務隊亦會為院友親屬及院舍職員提供支援和培訓，以提升他們的照顧能力。

過去 4年本隊為約共 800名院友進行評估並提供適切的服務，當中 75%為精神病患者，

25%為智障人士。至於現有院友之服務需要，分為三類：20%復康個案（復康治療）、

64%普通個案（情緒支援、社交人際、社區資源協調）及 16%會員（大型活動、小社

區活動）。 

 

專業外展服務隊採用「以人為本」的跨專業服務手法，以服務使用者的最大利益為目

標，當中包括身體狀況、心理因素、社交環境以及靈性需要，希望能協助服務使用者

達成人生目標。個案經理則需與院友及各專業同工一起商討、制定全人關顧的服務計

劃。在跨專業團隊當中，我們強調專業與專業之間必須要以協作緊扣在一起，期望產

生協同效應，從而與服務使用者一起定下全人照顧的服務計劃，我們將此稱為「以人

為本」跨專業協作手法。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聯同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於 2021-2022年進行了是次服務成效

研究，以達致以下目的及目標。 

 

1.2 研究目的 

檢視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元朗及屯門區)的服務成效及表現，為日後服
務提供具體建議，以優化服務內容及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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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標 

1.3.1檢視院友在接受專業外展服務隊服務後之轉變及對其服務之建議； 

1.3.2檢視照顧者在接受專業外展服務隊服務後之轉變及對其服務之建議； 

1.3.3 檢視院舍員工在接受專業外展服務隊服務後之轉變及對其服務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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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曾於 2022年 10月前接受專業外展服務隊所提供服務的院友、院友親屬及院舍員工。 

 

2.2 研究模式 

是次研究以混合模式，結合量性研究及質性研究方法，於 2021年 8月至 2022年 10月

期間，分別以問卷、聚焦小組及個案訪談形式收集數據，探討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服務

成效和表現。 

 

2.3量性研究量表 

研究團隊運用以下 3份問卷，量度不同研究對象的服務成效及表現： 

 

2.3.1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素問卷(香港簡短版)(WHOQOL-BREF (HK)) (問卷詳見附件

(一)) 

此問卷對象為院友，用以比較院友在接受服務前後的生活質素。原版的「世界衛生組

織的生活質素問卷（簡短版）」是廣泛採用的生活質素測量工具，主要分為 4 個領域：

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交關係和外界環境領域。「世界衛生組織的生活質素問卷

（香港簡短版） 」因應香港本土的獨特性，在心理健康領域方面，增加了兩條題目。

因此，是次研究所用的問卷共有 28題。四個領域的總分得分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所訂

的評分計算，分數越高代表該領域質素越好。 

 

2.3.2  院舍職員意見問卷 (問卷詳見附件( 二)) 

此問卷對象為院舍管理員工，問卷是自行設計，共設有 11條題目，當中 9條題目是對

專業外展服務隊的評價，包括：對專業外展服務隊在提升院友的生活質素、幫助院友

與社會的聯繫、復康治療訓練、加強職員的照顧技巧、護送/病理上的認識、協助院舍

提升對環境衛生、加強防感染認識、給予有效的意見以支援院舍同工，以及在疫情下

所提供的支援。另外 2 題是開放式問題，收集有關對專業外展服務隊日後的服務及培

訓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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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工作信心之轉變及服務意見問卷 (問卷詳見附件( 三)) 

問卷對象為院舍非管理員工，問卷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基本資料及在接受專業外

展服務隊之培訓和諮詢後的信心轉變；第二部份是有關專業外展服務的評價及曾接受

專業外展隊的支援；第三部份是其他意見。 

 

2.4 質性研究形式 

為三類不同研究對象進行訪問，作出更全面及深入的服務評估。 

2.4.1 聚焦小組：對象為院友及院舍員工。(聚焦小組訪問大綱詳見附件(四)) 

2.4.2 個別面談：對象為院友親屬。(個別面談訪問大綱詳見附件(五)) 

 
2.5 數據收集 
 

2.5.1 量性數據 

 

2.5.1.1 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素問卷(香港簡短版) (WHOQOL-BREF (HK))  

研究團隊於 2021 年 8至 9月及 2022年 5月，採用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進

行，由專業外展服務隊員工訪問具有理解及認知能力之院友並協助院友填寫問卷，以

比較院友於接受服務前後，於生活質素上的轉變。 

 

2.5.1.2 院舍職員意見問卷 

研究團隊經專業外展服務隊於 2022年 5月派發給院舍管理員工填寫。 

 

2.5.1.3  工作信心之轉變及服務意見問卷 

研究團隊經專業外展服務隊於 2022年 10月派發給院舍非管理員工填寫。 

 

2.5.2 質性數據 

 
2.5.2.1聚焦小組  

研究團隊於 2022年 5月至 6月期間，分別為院友及員工舉行聚焦小組，讓研究對象就

著專業外展隊的服務內容提意見及交流。為 4間院舍的院友舉行共 4次聚焦小組，小組

時間約 1小時。另外，為院舍員工舉行共 3次聚焦小組，包含不同職級 （管理級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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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同工及前線同工），小組時間約 60-90分鐘。研究團隊每次會派 2-3名研究員帶領

討論，並由 1位主力提問，另外 1-2位負責補充提問、留意小組動力及確保每位參加者

都能參與討論及所有討論題目均有被覆蓋。另外，專業外展服務隊亦有 1 位同工在場

負責協助院友回答問題及向院友釐清問題，以及確保網上面談運作暢順。因疫情緣故，

所有聚焦小組均以遙距形式（網上）舉行，並於取得研究對象同意下錄影。 

 

2.5.2.2個別面談  

研究團隊和院友親屬進行了 2 次個別面談，每次面談時間約為 1 小時，研究以半結構

式進行訪問。研究團隊每次派出 3 名研究員帶領被訪者討論，並由 1 位主力提問，另

外 2 位負責補充提問及確保所有討論題目均已涵蓋。同樣因疫情緣故，所有個別面談

均以網上遙距形式進行。 

 

2.6資料分析 

 

2.6.1 問卷調查 

所有從問卷蒐集得來各項數據, 均以社會科學統計學軟件 (IBM SPSS Statistics) 進行統

計及分析。 

 

2.6.2 聚焦小組 / 個別深入面談 

所有聚焦小組/ 個別面談的錄影訪談內容均會轉成文字記錄。研究團隊隨後為每次的訪

問資料找出共同主線，作主題分析。 

 

2.7 研究倫理  

每次聚焦小組或個別面談正式開始前，研究團隊會先取得參加者的口頭同意，並向參

加者表示訪問會以錄影形式作記錄，訪問並沒有敏感性話題並不會對參加者做成身心

傷害。訪問屬於自願性質, 參加者有權隨時提出暫停或終止，而不會有任何不良後果。

所收集的資料只會用作研究用途，而研究報告亦不會呈現參加者的真實姓名，亦會盡

力避免他人從研究發表辨識參加者。所有錄影均保存在設有密碼的電腦或硬碟。所有

資料會在研究報告發表後半年內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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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結果 
 

3.1 量性研究 

3.1.1 院友生活質素狀況 

研究團隊於 2021 年 8至 9月及 2022年 5月，共收回 121份「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素問

卷(香港簡短版) (WHOQOL-BREF (HK))」問卷。  

 

受訪院友以男性為主，佔整體 57.9%（70人）。年齡分佈方面，主要以 56-65歲的院友

為主 （38.0%），其次是在 46-55歲之間的院友（27.3%）及 36-45歲的院友（14.9%） 。

整體平均年齡為 52.1歲。 

 

 

70
(57.9%)

51
(42.1%)

圖表1: 受訪院友性別分佈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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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質素問卷以 4 個領域（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關係及外在環境）及 2 個主觀

項目（主觀生活質素及整體健康狀況滿意度）所組成。院友從前測到後測，於一項主

觀生活質素和三個領域（心理健康、社會關係及外在環境的生活質素）均有所提升。

而在社會關係領域上更有顯著的上升（p<.05）(以配對樣本 t檢定 (Paired Sample t-test)

進行分析)。 

 

 前測 後測  

平均分 標準差 平均分 標準差 顯著性 

主觀生活質素 3.78 0.98 3.80 1.04 .86 

整體健康狀況滿意度 3.91 0.94 3.83 0.94 .44 

生理健康 3.17 0.47 3.17 0.46 .85 

心理健康 3.39 0.60 3.43 0.66 .60 

社會關係 2.59 0.53 2.75 0.68 .01* 

外在環境 3.66 0.66 3.74 0.66 .16 

圖表 3：「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素問卷(香港簡短版) (WHOQOL-BREF (HK))」問卷結
果 
 
 

15歲或以下
1  (0.8%)

16-25歲
4 (3.3%) 26-35歲

6 (5.0%)

36-45歲
18 (14.9%)

46-55歲
33 (27.3%)

56-65歲
46 (38.0%)

66歲或以上
13 (10.7%)

圖表2: 受訪舍友的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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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院舍管理員工的意見 

研究團隊共發放20份「院舍職員意見問卷」，收回19份有效回覆。概括而言，院舍管

理員工對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滿意度十分高，每項的平均分都達到4分或以上（5分滿

分）。而整體而言，滿意度則獲得4.37分（5分滿分）。 

 

 非常 
不同意 

(1) 

不同意 

(2) 

無意見 

(3) 

同意 

(4) 

非常 
同意 

(5) 

平均分 標準差 

1.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
小組/活動能夠提升接
受服務院友的生活質

素 

0% 5.3% 0% 57.9% 36.8% 4.26 .733 

2.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
小組/活動能幫助接受
服務院友與社會的聯

繫 

0% 0% 5.3% 52.6% 42.1% 4.37 .597 

3.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
復康治療服務能直接

支援有關院友 
0% 0% 0% 57.9% 42.1% 4.42 .507 

4. 你認為本隊能加強  
貴院職員對照顧技巧

的認識 
0% 0% 15.8% 47.4% 36.8% 4.21 .713 

5. 你認為  貴院職員在
護理、病理的知識上

有更多的了解 
0% 0% 26.3% 314.6% 42.1% 4.16 .834 

6. 你認為本隊能提升
院舍對環境衛生、防

感染上的認識 
0% 0% 21.1% 57.9% 21.1% 4.00 .667 

7. 你認為本隊能給與
有效的意見支援院舍

同工 
0% 0% 5.3% 52.6% 42.1% 4.37 .597 

8. 在疫情下，本隊能
給與  貴院足夠的支援 0% 0% 0% 63.2% 36.8% 4.32 .582 

9. 整體而言，你是滿
意本隊的服務。 0% 0% 0% 63.2% 36.8% 4.37 .496 

圖表 4： 「院舍職員意見問卷」結果 
 
 
 
 



13 
 

94.74%院舍管理員工同意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夠提升接受服務的院友的生活質素，
當中36.84%非常同意(圖表5)。 

 
 
94.74%院舍管理員工同意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幫助接受服務的院友與社會聯繫，當
中 42.11%非常同意(圖表 6)。 

 
 
 
 
 
 

36.84%

57.89%

0%
5.26% 0%

圖表5：1.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夠提升接受服務院友的生
活質素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42.11%

52.63%

5.26% 0% 0%

圖表6：2.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幫助接受服務院友與社會
的聯繫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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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院舍管理員工同意本隊提供的復康治療服務能直接支援有關院友，當中42.11%非
常同意。(圖表7) 

 
 
84.21%院舍管理員工同意本隊能加強院內職員對照顧技巧的認識，當中36.84%非常同
意(圖表8)。 

 
 
 
 
 
 
 

42.11%

57.89%

0%0% 0%

圖表7：3.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復康治療服務能直接支援有關院友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36.84%

47.37%

15.80%

0% 0%

圖表8：4. 你認為本隊能加強貴院職員對照顧技巧的認識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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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8%院舍管理員工同意院內職員在護理、病理的知識上有更多的了解，當中42.11%
非常同意(圖表9)。 

 
 
 
78.95%院舍管理員工同意本隊能提升院舍對環境衛生、防感染的認識，當中21.05%非
常同意(圖表10)。 

 
 
 
 
 

42.11%

31.58%

26.32%

0% 0%

圖表9：5. 你認為貴院職員在護理、病理的知識上有更多的了解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21.05%

57.89%

21.05%

0% 0%

圖表10：6. 你認為本隊能提升院舍對環境衛生、防感染上的認識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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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4%院舍管理員工同意本隊能給予有效的意見支援同工，當中42.11%非常同意(圖表
11)。 

 
 
 
94.74%院舍管理員工同意本隊提供足夠的支援，當中36.84%非常同意(圖表12)。 

 
 
 

 

 

 

42.11%

52.63%

5.26% 0% 0%

圖表11：7. 你認為本隊能給與有效的意見支援院舍同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36.84%

57.89%

5.26% 0%
0%

圖表12：8. 在疫情下，本隊能給與貴院足夠的支援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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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所有院舍管理員工滿意本隊所提供的服務，當中36.84%非常同意(圖表13)。 

 
 

  

36.84%

63.16%

0%
0% 0%

圖表13：9. 整體而言，你是滿意本隊的服務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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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院舍非管理員工的「工作信心」轉變及意見 

是次研究總共收回由私院非管理員工填寫的「工作信心之轉變及服務意見問卷」共 48

份。回應者的年資分佈，可參考圖表 14。大部份回應者(院舍非管理員工)的年資為 10

年以下(41人)，當中 10人的年資是少過 1年。 

 

 
 

  

10

22

9

4
3

0

5

10

15

20

25

<1年 1-5.9年 6-10.9年 11-19.9年 20年

圖表14：院舍非管理員工的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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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院舍非管理員工的工作信心變化 

受訪者於接受過服務隊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後，對院舍之工作信心的評分上有顯著提升 （平均

分上升了 1.76分, p<.001） (圖表 15、16)。 

 

 最低 最高 平均 標準差 

1. 你在本院舍的服務年期有多
長之年資? 

1個月 20年 5.467年 5.42 

2. 接受支援服務前，就你於現
在所工作的院舍之工作信心評

分 
4分 10分 6.96分 1.517 

3. 接受支援服務後，就你於現
在所工作的院舍之工作信心評

分 
6分 10分 8.72分 1.015 

圖表15：「工作信心之轉變及服務意見問卷」結果 
 

 
接受服務隊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前 

之工作信心評分 
接受服務隊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後 

之工作信心評分 

平均分 標準差 平均分 標準差 

信心評分 6.96 1.517 8.72 1.015 

圖表16：「工作信心之轉變及服務意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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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院舍非管理員工對專業外展服務隊的評價 

概括而言，院舍非管理員工對本隊整體服務的滿意度十分高，每項的平均分都達到4分

或以上（5分滿分）。而整體而言，滿意度則獲得4.53分（5分滿分）(圖表17)。 

 非常 
不同意 

(1) 

不同意 

(2) 

無意見 

(3) 

同意 

(4) 

非常 
同意 

(5) 

平均分 標準差 

1.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小組
/活動能夠提升接受服務
院友的生活質素 

0% 0% 2.1% 33.3% 64.6% 4.62 .531 

2.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小組
/活動能幫助接受服務院
友與社會的聯繫 

0% 0% 4.2% 35.4% 60.4% 4.56 .580 

3.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復康
治療服務能直接支援有關

院友 
0% 0% 0% 43.8% 56.3% 4.6 .501 

4. 你認為本隊能加強  貴
院職員對照顧技巧的認識 

0% 0% 4.2% 45.8% 50% 4.46 .582 

5. 你認為  貴院職員在護
理、病理的知識上有更多

的了解 
0% 0% 6.25% 52.1% 41.7% 4.35 .601 

6. 你認為本隊能提升院舍
對環境衛生、防感染上的

認識 
0% 0% 6.5% 56.5% 37.0% 4.3 .591 

7. 你認為本隊能給與有效
的意見支援院舍員工 

0% 0% 6.3% 56.3% 37.5% 4.31 .589 

8. 在疫情下，本隊能給與  
貴院足夠的支援 

0% 0% 2.1% 52.1% 45.8% 4.44 .542 

9. 整體而言，你是滿意本
隊的服務。 

0% 0% 0% 46.7% 53.3% 4.53 .505 

圖表17：「工作信心之轉變及服務意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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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8%院舍非管理工同意本隊能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夠提升接受服務院友的生活質
素，當中64.58%非常同意(圖表18)。 

 
 
 
95.84%院舍非管理員工同意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幫助接受服務院友與社會聯繫，當
中60.42%非常同意(圖表19)。 

 
 
 
 
 

64.58%

33.30%

2.08% 0%
0%

圖表18：1.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夠提升接受服務院友的生
活質素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60.42%

35.42%

4.17% 0%
0%

圖表19：2.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幫助接受服務院友與社會
的聯繫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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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院舍非管理員工同意本隊提供的復康治療服務能直接支援有關院友，當中56.25%
非常同意(圖表20)。 

 
 
 
95.83%院舍非管理員工同意本隊能加強院內職員對照顧技巧的認識，當中50%非常同
意(圖表21)。 

 
 
 
 
 

56.25%

43.75%

0% 0%
0%

圖表20：3.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復康治療服務能直接支援有關院友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50%
45.83%

4.17% 0%
0%

圖表21：4. 你認為本隊能加強貴院職員對照顧技巧的認識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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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5%院舍非管理員工同意院內職員在護理、病理的知識上有更多的了解，當中
41.67%非常同意(圖表 22)。 

 
 
 
93.48%院舍非管理員工同意本隊能提升院舍對環境衛生、防感染的認識，當中36.96%
非常同意(圖表23)。 

 
 
 
 
 

41.67%

52.08%

6.25%

0% 0%

圖表22：5. 你認為貴院職員在護理、病理的知識上有更多的了解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36.96%

56.52%

6.52%

0% 0%

圖表23：6. 你認為本隊能提升院舍對環境衛生、防感染上的認識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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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5%院舍非管理員工同意本隊能給與有效的意見支援同工，當中37.5%非常同意(圖
表24)。 

 
 
 
97.91%院舍非管理員工同意本隊提供足夠的支援，當中45.83%非常同意(圖表25)。 

 
 
 
 
 
  

37.50%

56.25%

6.25%

0% 0%

圖表24：7. 你認為本隊能給與有效的意見支援院舍同工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45.83%

52.08%

2.08% 0% 0%

圖表25：8. 在疫情下，本隊能給與貴院足夠的支援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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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所有院舍非管理員工滿意本隊所提供的服務，當中53.3%非常同意(圖表26)。 

 
 
 
3.1.3.3 支援服務及其他意見 
83%院舍員工表示有接受過服務隊提供的意見諮詢，87.5%院舍員工表示有接受過服務

隊提供的專業培訓，89.4%院舍員工表示有接受過服務隊提供的實務指導(圖表 27)。 

 

院舍員工認為於疫情下，專業外展服務隊能給予院舍足夠的支援，尤其是防疫物資及

防疫資訊。此外，院舍員工希望本隊日後能舉辦的活動或培訓為：認識社區、懷緬小

組、共融活動等。 

 

工作期間有否接受過服務隊所提供之支援服務 有 否 

意見諮詢 (如因應院友的治療、訓練情況而尋求服務建
議) 83% 17% 

專業培訓 (如訓練講座等) 87.5% 12.5% 

實務指導 (如實務示範、服務建議等) 89.4% 10.6% 

圖表27：「工作信心之轉變及服務意見問卷」結果 
 

  

53.30%

46.67%

0%0% 0%

圖表26：9. 整體而言，你是滿意本隊的服務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無意見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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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質性研究 

3.2.1聚焦小組 (院友) 

3.2.1.1 基本資料 

研究團隊於 2022年 5月至 6月期間，為 4間院舍的院友舉行共 4次聚焦小組，小組的

時間約 1小時，參加人數共 22人(圖表 28)。 

 院舍 A 院舍 B 院舍 C 院舍 D 

人數 5 6 5 6 

性別 女 女 女 男 

圖表 28：聚焦小組參加者 (院友) 資料 

 

歸納 4次聚焦小組的訪問內容，院友曾接受的服務主要包括四大類： 

(一) 職業治療及物理治療訓練 

(二) 小組活動：唱歌、畫畫、手工藝、運動、遊戲、種花、捉棋、電子遊戲、硬地滾

球 

(三) 外出活動：到快餐店、出街飲茶、行街購物、出街睇戲、遊車河、行山、去海洋

公園 

(四) 個別及小組面談：社工或臨床心理學家了解院友於院舍內的生活狀況及需要。 

 
3.2.1.2 接受服務後，院友認為出現了的改變及原因 

(一) 身體方面：身體好了、對減肥有幫助、手腳活動能力改善、痛少了（例如：

 頭）。 

(二) 心理及情緒方面：開心了、精神了、心情好了、開朗了、心情舒服些、情緒穩

定些，當中更有受訪者提及，她「以前唔會想同人分享自己開心唔開心嘢，收

埋係個心入面」。 

(三)  社交方面: 識多了朋友、與舍友溝通多了、與某些舍友關係熟絡多了、互相幫忙

多了、團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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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出現上述轉變的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得到關心：「我哋有咩唔開心講返俾佢聽，佢都會有回應囉」、「好關心我地

啲院友」、「有講有笑囉」、「傾下計」 

（二）得到了解 ：「外展隊好了解我地嘅心情，咁我可以放低」、「懷智佢地又了解

我地啦，佢地又好好啦」 

（三）獲得尊重：「佢唔會睇低其他人，所以我就高興啦」、「我唔識嘅，佢教到我

識」 

（四）得到照顧：滿足需要幫助和聆聽的需求，例如有院友提及：「 姑娘就好悉心照 

顧，就算有啲坐輪椅嘅行唔到嘅，都可以出到去囉。……因為真係要好用力推

一個人出去，或者係剪碎啲嘢食，都係一種愛心唻既」 

（五） 獲得鼓勵 ：「做運動啊或者答問題啊都會有獎嘅」 

 

3.2.1.3 院友對服務的評價和意見 

受訪者對外展服務的看法，不論是關於隊員還是提供的服務，普遍都是說「好」或

「好好」及「滿意」，而「關心」和「幫助」是常出現的字詞或主題。 

 

受訪者對外展服務的建議包括： 

（一） 增加多些復康訓練，或多做運動 

（二） 增加小組活動次數及某些活動 （例如音樂、唱歌、畫畫、煮食、手工藝） 

（三） 增加外出活動次數，因很喜歡逛街、吃 （自助餐、快餐店、燒烤）及遊車河或

到某些公園（屯門市鎮公園、海洋公園、迪士尼、郵輪碼頭） 

（四） 期望能多與家人見面，或與家人一起活動（例如拍照及吃飯） 

（五） 可多組織義工來與他們一起在院舍玩及活動，或一起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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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個別面談 (院友親屬) 

研究團隊以網上視像會議形式，與 2名院友親屬個別面談。研究結果如下： 

 

3.2.2.1個案 A  

3.2.2.1.1 背景資料 

個案 A （女性）入住現在的院舍不足三年 （2019 年 9 月入住），同年 12月疫情剛開

始時，使用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服務。據個案 A媽媽所言，本隊為個案 A提供的主要服

務是言語治療及職業治療，即關於說話及手腳活動能力。當疫情嚴重時，專業外展服

務隊不能親身到院舍，改用 Zoom 指導院舍職員，讓院舍職員明白如何訓練個案 A。 

 

3.2.2.1.2 接受服務後，親屬認為個案的身體及心靈上出現了正面的改變 

媽媽認為個案 A 在身體方面，「有力咗好多，……佢之前唔得㗎，之前連顎高個頭都

唔得㗎」。現在無論是手的能力，還是坐的能力，均有明顯的進步。 

心情方面，個案 A 比以往「開心」了，願意表達的時候也多了。媽媽認為由於個案 A 

意識到自己在訓練後，活動能力比之前好了，「明顯睇到佢覺得自己做到。咁加上啲

鼓勵啦，咁佢真係知道自己做到……就會好開心……笑得好燦爛」。 

 

個案 A 媽媽作為照顧者，她表示自己在心情方面也轉好了，主要是多了希望感，對個

案 A 日後可恢復更多活動能力更有盼望。壓力方面，也減少了。她說：「我會冇咁擔

心囉，即係我會少咗一啲嘅，比之前係少咗啲擔心嘅，因為我覺得（個案 A）有復原

（機會） 啊嘛，我成日都有呢個情景喺到嘅。咁壓力就少咗。」 

 

相對之前，個案 A 媽媽很擔憂女兒情況，會愈想愈往更壞情況想下去。現在，她補充，

「咁但係而家我就唔會咁諗囉」。她認為由於心情改善了，身體方面的疾病也有改善。

同時，她身邊的人，例如教會的朋友，也留意到她的心情轉好了，而且會多做自己喜

歡的事，「我會自己去學想學嘅嘢啦……啲活動多咗……我有參加書法班」。據個案

A 媽媽的觀察，家中其他成員例如爸爸，可能表現出來的壓力不算大，轉變也不明顯，

但「開心了」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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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3 家人與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溝通情況 

個案 A 媽媽表示，她能知道女兒接受服務的情況並感到安心，因為對方很樂意告訴她

個案 A 的能力改善進度。疫情期間，院舍員工會把個案 A的情況錄影下來，再透過電

腦通訊軟件傳送，讓家人看到個案 A 的情況，有時會安排母女視像溝通。而當媽媽希

望得知個案 A 的進度或情況時，她會主動用電話與本隊職員聯絡，所得經驗是本隊職

員都樂意回覆及溝通。 

 

個案 A 媽媽認為在溝通上，專業外展服務隊是樂意幫忙又為院友着想的，而且回覆迅

速。然而，個案 A 媽媽表示不知道專業外展服務隊用甚麼平台或方式，去恆常地收集

意見。 

 

3.2.2.1.4 家人對服務的評價和意見 

整體評價方面，個案 A媽媽認為本隊用心服務，並能因應院友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 

 

建議方面，個案 A 媽媽提出外展隊可以為家人（照顧者）提供訓練，例如「扶抱呀，

又或者點樣去照顧佢呀，俾啲訓練我地」。此外，她希望能給予照顧者情緒支援，亦

希望能支援其他家庭成員。她認為小組形式是合適的，「因為大家可以去互相交流吓

個經驗，咁變咗又好似有一啲嘅朋友……彼此去勉勵」。至於支援其他家人的例子，

她指出可以是協助成年男士表達，「誘導嗰啲爸爸講返佢地心底嘅嘢出嚟」，又或者

支援家中較年輕的成員，改善他們表達及溝通技巧。這些支援，相信會有利他們的家

庭生活。最後，關於服務安排，她希望政府能多撥資源，讓專業外展服務隊增加每周

到訪院舍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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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個案 B  

3.2.2.2.1背景資料 

個案 B （男性）於 2020年 12月入住院舍，2021年 2月開始接受專業外展服務隊的復

康服務，主要學習及訓練使用柺杖走路，和接受認知方面的記憶訓練。此外，個案 B

有參與小組活動如做手工和寫字，也曾與院友一起出外活動。 

 

3.2.2.2.2接受服務後，家人認為出現了的改變 

媽媽留意到，個案 B 每星期都抱着期待及愉快的心情，迎接本隊職員給他做康復訓練。

他不喜歡呆坐沒事幹。 

 

意外發生後，個案 B 於身體功能方面，出現一些失憶的情況，本隊職員給個案 B舉辦

倉頡拆字活動以訓練記憶力。個案 B 媽媽認為他的記性較起初已有進步。走路方面，

也較之前有改善，不再完全依賴柺杖。個案 B 媽媽憶述：「個案 B 最初基本上行路，

就唔係好行得……同埋記憶上面就唔係好好，（當其時） 佢唔開心囉，佢唔鍾意啦，

啱啱入去（院舍） 嗰時佢仲成日會問我幾時出黎。因為佢最初…… 佢一入去嗰前一兩

個禮拜，佢都唔開心，因為佢以為我哋拋棄咗佢吖嘛。……但咁之後有咗服務之後佢

就開心囉，佢就日日都有嘢同我講。」 

 

個案 B 媽媽作為照顧者，她表示兒子接受服務後，自己的心情也好轉了，因為目睹個

案 B 不斷進步，故「放心」，家人也「安心」多了。現在，個案 B 的爸爸及哥哥，也

多了去探望個案 B ，之前多數是個案 B 媽媽獨自前往。 

 

起初個案 B 發生意外後，個案 B 媽媽暫時未能接受現實，她不敢和任何人講述兒子的

事，因為「嗰陣時一傾就好崩潰㗎啦，即係一講就自己已經控制唔到啦，就會大喊」。

現在個案 B進步了，個案 B 媽媽才能與一些好朋友聊兒子的事，而不怕情緒失控。 

 

個案 B 媽媽表示，用於照顧個案 B的時間逐漸減少了。個案 B 媽媽在兒子入住院舍初

期，特別是未獲專業外展服務時，要每天探望，後來兩天一次。到後期，個案 B 媽媽

再減少每周的探望次數，得以省下每次三個多小時的來回時間，因而現在可以多接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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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不過，因個案 B 不在家居住，個案 B 媽媽總「會覺得少咗啲咩咁樣」，所以探

望的心常有，幸而每天能用電話聊天可彌補不足。 

 

3.2.2.2.3 家人與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溝通情況 

個案 B 媽媽表示，除了在院舍恰好與本隊職員碰面時，才會當面詢問兒子的情況、進

度和參與活動的表現，一般多用電話與本隊職員溝通。她說：「隔一排都會打電話過

嚟了解下……近排點樣，佢地都好有心㗎，例如依家疫情，前幾日都有打過電話過嚟

問下情況吖，關心下家庭、關心下個案 B 咁樣。佢地定時…… 即係時不時都會打個電

話嚟嘅」。 

 

個案 B 媽媽認為，專業外展服務隊「間唔中打電話問下我地有咩需要」，就是一種收

集家人意見的平台或機會。 

 

3.2.2.2.4 家人對服務的評價和意見 

整體而言，個案 B 媽媽認為本隊服務是「已經係好好」了。 

 

建議方面，個案 B 媽媽提出本隊可進一步提供職業方面的訓練，讓有能力的院友日後

融入社會工作，這就是她對兒子的最終期望。此外，可增加支援家庭成員的服務，協

助家中男性成員更加懂得表達和溝通。還有，可安排多一些活動給院友及家人，如興

趣班或到懷智做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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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聚焦小組 (院舍員工) 

研究團隊於 2022年 5月至 6月期間，為院舍員工舉行共 3次聚焦小組，包含不同職級 

(院舍管理員工、專業同工及前線同工)，小組的時間約 60-90分鐘。研究結果如下： 

 

3.2.3.1 服務支援範圍及方式 

受訪者表示現時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服務支援範圍主要包括： 

（一） 復康訓練（例如為院友提供物理治療、職業治療、認知訓練、小組） 

（二） 康樂活動 （例如為院友提供康樂小組、出外參觀或旅行的活動） 

（三） 物資支援 （例如幫助有需要的院友申請輔助器材如輪椅、助行架；在疫情緊急

時為院舍送來防護物資） 

（四） 職員訓練 （例如壓力處理、護理訓練、扶抱技巧；關於餵食、吞嚥、精神 

科藥物、疫情防感染等知識） 

（五） 技巧支援 （例如協助員工處理一些精神復元院友的情緒問題，及學習相處技巧） 

 

支援方式主要是專業外展服務隊職員親自到訪院舍，為院友評估、提供訓練和小組活

動，並指導院舍同事和解答他們的問題。有受訪者提及於平日，院舍職員遇上問題時，

亦會主動「打電話請教」專業外展服務隊(例子如不懂怎樣使用新購的氣墊床)。院舍

同事對專業外展服務隊職員評價是「好樂意解答我哋啲問題」。疫情爆發期間，專業

外展服務隊會定期主動致電他們，以了解院友情況及有甚麼支援的需要 （例子是向他

們借出平板電腦進行遙距復康服務） 。 

 

3.2.3.2支援人員質素 

受訪者指出，他們經常接觸及合作的專業人士有：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

療師、臨床心理學家和社工。受訪者對他們專業質素的評語，包括下列主題：  

（一） 友善 （與院友關係好， 受院友歡迎） 

（二） 有耐性 （不論對院友或院舍職員） 

（三） 用心 （好關心院友、好細心、好「俾心機」、好明白院友個別需要） 

（四） 技巧好 （溝通技巧及帶領組員活動技巧） 

（五）主動 （告知院友情況、協助解決問題） 

（六）充足了解和準備 （院友的需要及評估、做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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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回應迅速 （例如資料、物資、服務介入、訓練安排） 

 

3.2.3.3疫情期間外展隊線上平台支援的成效 

受訪者對線上支援的成效評價，是正面的，程度上可分為「一般」和「良好」兩種意

見。 

 

有些受訪者認為，由於疫情期間，挑戰及壓力相當大，即使在網上舉行小組活動，由

於每節只有幾個舍友可以參與，因此功效不算大。然而，「明顯見到佢地參與時都係

好開心」。 

 

亦有受訪者認為，「用 Zoom去做OT同 PT既 Training」可令身體狀況不會惡化下去，

也可讓院友持續看到一些「新鮮嘅面孔」，可「紓緩到佢哋嘅情緒」，因此是很好的。 

 

3.2.3.4對專業外展服務隊提供員工培訓的意見 

關於培訓內容，有受訪者提出以下期望： 

（一） 期望加強院舍員工的職安健意識及相關訓練 （例如給院友扶抱、洗澡、上落輪

椅等的動作示範）。 

（二）期望除了提供新入職院舍員工訓練，也給現職員工「重溫」服務所需的正確技

巧 （例如扶抱、餵食、感染控制等）及服務態度。 

（三）期望加強員工的溝通能力，特別是與精神復元人士和智障人士的接觸，及如何

處理他們的情緒。 

 

關於培訓手法，多數是講座形式，也曾用過遙距服務。其中一位受訪者指出她印象最

深刻的是印製了「光碟」，這樣他們可利用它來定期「重溫」各種技巧，或拿來跟同

事討論。 

 

回顧過往培訓內容，關於員工知識及能力的提升，受訪者提供了以下的例子： 

（一） 增長知識方面：藥物及其副作用、餵食問題 （例如「言語治療師都會教我哋廚

房點樣先為之碎餐、糊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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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長技巧方面：過床技巧、扶抱技巧、溝通技巧 （主要指藥物副作用所產生的

情緒） 

 

受訪者認為，能力提升的效果，主要是增加了院舍員工的同理心，及提高了工作的穩

定性。 

 

3.2.3.5 專業外展服務隊應要增加的培訓課題 

受訪者認為增強以下課題的培訓，能提升員工工作的信心： 

（一）吞嚥指示： 希望增加言語治療師來院舍指導員工的次數，協助他們處理院友因

身體變化而出現的「吞嚥指示」問題。 

（二）疫情應對：院舍員工自身如何面對全港性的疫情，及一旦院舍內爆發疫情的處

理，特別是心理質素的培訓。 

（三）與精神康復者的相處：特別是精神康復者的心理問題，訓練員工如何處理。 

（四） 處理院友的訴求及人際關係問題：如何協助院舍員工與院友，一起建立一個互

相尊重和接納的溝通環境，來處理院友的訴求及人際關係的問題。 

 

3.2.3.6對於專業外展服務隊的員工培訓之整體評價 

整體評價是支援服務「好好」和「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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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及建議 
 
總括來說，是次《服務成效研究》的整體結果顯示，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的私營殘疾人

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在接受服務的院友、個案的照顧者及私營院舍員工心中，都

有良好的評價，並帶來正面的轉變。 

 

一方面，具體的問卷調查數據指出受訪的院友在接受服務後，生活質素的主觀評價是

有改善的。當中，有上升的項目包括主觀生活質素、心理健康、社會關係及外在環境

的生活質素，特別是社會關係領域上的改善，更達統計上的顯著性(p<.05)。另一方面，

部份院友在聚焦訪談中亦指出，他們的良好轉變包括身體、心理情緒及社交三大方面。

相比還未接受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之前，他們的生活現在多了不同的有意義活動。以

往只有簡單家務，今天有職業治療及物理治療訓練，更有讓他們感到很有樂趣的小組

活動和外出活動，與及一些個別及小組面談。這些活動促使他們心情好了，並與一些

舍友發展出更好的關係。綜合他們的講法，出現上述轉變的原因，可能是他們從專業

外展服務隊的介入中，増多了有被關心、被了解、被尊重和被照顧的感受。 

 

在聚焦訪談的過程中，受訪院友表示希望能夠增加更多復康訓練、小組活動和外出活

動的次數及不同類型，以更充份滿足他們的需要。從欠缺的角度，他們期望能多些與

家人見面，或與家人一起活動，亦提議可多邀請義工來探望，與他們一起在院舍玩及

活動，或一起外出。 

 

在檢視照顧者在接受專業外展服務隊後之轉變及建議上，雖然是次研究基於資源的考

慮，只請來了兩位案主的媽媽作個別的深入訪談，但發現有十分相似的意見及感受。

她們都因為孩子的問題在精神及心理上有很重的負擔，但在接受了服務後，因看見案

主在身體及心情上的明顯改善而重燃希望及減少了壓力。她們不單對服務隊有好的評

價，也指出這服務的果效間接改善了家庭成員的溝通或相處情況。從協助家庭成員的

角度，她們提議可考慮可增加支援家庭成員的服務，特別是協助家中男性成員更加懂

得表達和溝通。還有，可安排多一些活動給院友及家人一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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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檢視院舍員工在接受專業外展服務隊後之轉變時，量性調查數據告訴我們，關於院

舍員工的工作信心，以 10 分滿分計，接受服務後院舍非管理級員工的自評分數平均上

升了 1.76分，並達統計上的顯著性(p<.001)。結合院舍員工的聚焦小組訪談分析，我們

知道外展服務隊除了給院友提供復康訓練及康樂活動 (疫情期間也以 zoom 進行)，更為

院舍員工提供職員訓練、技巧支援與及物資支援。有理由相信，這些支援是帶來院舍

員工的工作信心自評分數上升的其中一些重要條件。與此同時，在聚焦訪談的過程中，

受訪院舍員工亦指出，期望具體加強的訓練項目包括職安健、吞嚥餵食，以及與精神

復元人士和智障人士接觸的溝通技巧等。至於評價方面，除了在質性訪談中，我們聽

到關於外展隊的良好質素描述外，不論主管級或非主管級員工填寫的問卷調查結果，

其滿意度都相當高，每項調查的意見，平均分都達到 5分之中的 4分或以上。 

 

因此，就著是次《服務成效研究》的討論，我們認為專業外展服務隊可以繼續加強其

「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並針對不同服務對象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交關係和

外界環境等領域，繼續優化服務內容，當中包括： 

 

(一) 建立院友正面的自我形象：透過優勢為本的模式，強調關注院友的優勢和能力，

發掘及提升院友的個人技能，如：沖製奶茶、烘焙製作、唱歌及樂器表演等，讓院友

能夠提升生活意義感，學習及重拾生活的技能和興趣，增強他們的自信心及能力感。 

 

(二) 優化遙距復康服務：透過加強遙距復康服務，除不受限制地為院舍員工提供相關

培訓外，也鼓勵他們有效地協助院友完成有關訓練。本隊現正跟本地科研團體繼續探

索及優化遙距復康服務的內容及平台，期望日後能令復康服務更全面及普及。 

 

(三) 連繫社會資源：現時本隊服務之院友以精神復元人士比率較多，故此專業外展服

務隊將善用更多社會資源及服務，例如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有需要的院友提供

服務轉介，讓院友接受合適的身心靈的支援服務。同時，也會積極連繫義工團隊，加

強院友們的社交網絡。 

 

(四) 延緩院友老化現況：根據現時數據，屯門及元朗區的私院院友以 45歲以上人士佔

多，未來專業外展服務隊會為 40歲以上及現時身體狀況較穩定的院友提供一系列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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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並會連繫兩所屯門及元朗地區康健中心，就院友的不同階段需要安排定期身

體檢查，並會提供個人護理計劃、運動小組及認知訓練等，期望能及早強化他們的身

體機能，保持腦筋靈活，從而延緩衰老的狀況以及提升院友的個人生活質素。 

 

除此以外，專業外展服務隊仍有不少限制及可改善之處，當中包括： 

 

(一) 位置偏遠：由於本隊服務範圍為 4隊中最廣，並須服務 20間私院，加上部份院舍

位置偏遠，七成位於鄉郊，跟市中心相距較遠，乘車時間亦較長，直接影響服務時間

及次數，未能滿足到訪次數的需求。同時，因只有一輛中心院車，未能滿足 20間私院

院友對外出活動的渴求，影響服務成效。 

 

(二) 活動資源不足：院友反映對外出活動的訴求，現時不論人力資源還是活動資金，

專業外展服務隊均未能完全滿足 20間私營殘疾人士院舍院友的外出需要，故此須積極

尋求外界資源及聯絡更多不同義工團體，以加強人力應付龐大的活動需要。如有資源，

必能使院友的生活更為豐盛。 

 

最後，感謝社會福利署把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服務常規化，讓本隊能

繼續為服務使用者及其照顧者的人生埋下盼望種子。隨着疫情逐步消減，本隊期望能

運用跨專業團隊的服務優勢，與接受服務的院友及家屬共同創造豐盛的生活及未來，

追求更優越的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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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小組成員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盧啟揚博士 
馮頴芬博士 
葉智仁先生 
崔志暉博士 
莫惠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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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個別面談訪問大綱 
 



 

附件一：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素問卷(香港簡短版)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服務成效硏究 

 
 

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素問卷 

 
 

 

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想了解你對生活質素、健康及生活上的其他範疇的狀況，請回答所有問題。所有問

題沒有所謂對或錯的答案。如果你不能肯定對於某題目的回答，請選擇你認為最合適及

較接近的一個。我們會讀出問題，請根據你過去兩星期的情況，評估你的感受，然後將

最適合答案告訴我們。 
 

 
1. 你覺得你的生活質素如何？ 

 1. 非常差  2. 差  3. 一般  4. 好  5. 非常好 

 

2. 你滿意自己的健康狀況嗎？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3. 你覺得身體上的痛楚及不適有阻礙你處理需要做的事情嗎？ 

 1. 沒有阻礙  2. 少許阻礙  3. 某程度阻礙  4. 很大程度阻礙  5. 極阻礙 

 

4. 你需要藉著醫療的幫助去應付日常生活嗎？ 

 1. 不需要  2. 少許需要  3. 某程度需要  4. 很大程度需要  5. 極需要 

 

5. 你享受生活嗎？ 

 1. 不享受  2. 少許享受  3. 某程度享受  4. 很大程度享受  5. 極享受 

 

6. 你覺得自己的生活有意義嗎？ 

 1. 沒有  2. 少許  3. 某程度有  4. 很大程度有  5. 極有 

 

7. 你可以集中精神嗎？ 

 1. 不可以  2. 少許可以  3. 某程度可以  4. 很大程度可以  5. 極可以 

 

8. 在日常生活中，你感到安全嗎？ (包括政治安全、人身安全、環境上的安全。) 

 1. 不安全  2. 少許安全  3. 某程度安全  4. 很大程度安全  5. 極安全 



 

 

9. 你身處的自然環境健康嗎？(例如︰污染、氣候、噪意、景色、核電安全。) 

 1. 不健康  2. 少許健康  3. 某程度健康  4. 很大程度健康  5. 極健康 

 

10.你能有充沛的精力去應付日常生活嗎？ 

 1. 不能夠  2. 少許能夠  3. 某程度能夠  4. 很大程度能夠  5. 極能夠 

11.你能夠接受自己的外貌嗎？ 

 1. 不能夠  2. 少許能夠  3. 某程度能夠  4. 很能夠  5. 完全能夠 

 

12.你能有足夠的金錢應付需要嗎？ 

 1. 不能夠  2. 少許能夠  3. 某程度能夠  4. 很能夠  5. 完全能夠 

 

13.你能得到你日常生活所需的資訊嗎？ 

 1. 不能夠  2. 少許能夠  3. 某程度能夠  4. 很能夠  5. 完全能夠 

 

14.你能有機會參與消閒活動嗎？ 

 1. 不能夠  2. 少許能夠  3. 某程度能夠  4. 很能夠  5. 完全能夠 

 

15.你的身體狀況讓你能到處走動嗎？ 

 1. 不能夠  2. 少許能夠  3. 某程度能夠  4. 很能夠  5. 完全能夠 

 

16.你滿意自己的睡眠狀況嗎？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17.你滿意自己從事日常生活的能力嗎？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18.你滿意自己工作能力嗎？(包括學習、義務工作、照顧家人及料理家務等。)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19.整體而言，你滿意自己嗎？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20.你滿意自己的人際關係嗎？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21.你滿意你的性生活嗎？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22 你滿意從朋友得到的支持嗎？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23.你滿意自己住所的情況嗎？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24.你對接受醫療衛生服務的方便程度滿意嗎？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25.你滿意自己使用的交通工具嗎？ 

 1. 極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有滿意或不滿意  4. 很滿意  5. 極滿意 

 

26.你經常有消極的感受嗎？(例如情緒的低落、絕望、焦慮、抑鬱) 

 1. 從來沒有  2. 很少有  3. 有時有  4. 很多時有  5. 不停有 

 

27.你覺得別人接受你嗎？ 

 1. 不接受  2. 少許接受  3. 某程度接受  4. 很大程度接受  5. 極接受 

 

28.你容易吃到你想吃的食物嗎？ 

 1. 不容易  2. 少許容易  3. 某程度容易  4. 很大程度容易  5. 極容易 

 

 

 

問卷完 



附件二：院舍職員意見問卷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服務成效研究 

 
院舍職員意見問卷 

 
本隊與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就專業外展服務隊先導計劃之推行經驗，現進行一項服務檢討

研究，以便了解你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意見，以及本先導計劃的成效，現誠邀

閣下花數分鐘填寫以下問卷，並於填妥後交回外展服務隊職員。 

衷心感謝你的寶貴意見，閣下所提供之資料將予以保密，並於研究完成後予以銷毀。 

問卷（請在合適答案的方格加上）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提升
接受服務院友的生活質素 

     

2.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幫助
接受服務院友與社會的聯繫 

     

3.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復康治療訓練能直

接支援有關院友 
     

4. 你認為本隊能加強  貴院職員對照顧
技巧的認識 

     

5. 你認為  貴院職員在護理、病理的知
識上有更多的了解 

     

6. 你認為本隊能提升院舍對環境衛生、

防感染上的的認識 
     

7.  你認為本隊能給與有效的意見支援院
舍同工 

     

8.  在疫情下，本隊能給與 貴院足夠的
支援 

     

 請舉例： 
 

     

9. 整體而言，你是滿意本隊的服務      
 

10.  希望日後能舉辦的活動/ 培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對服務的其他意見及建議(如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工作信心之轉變及服務意見問卷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服務成效研究 

 
工作信心之轉變及服務意見問卷 

 

本隊與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就專業外展服務隊先導計劃之推行經驗，現進行一項服

務檢討研究，以便了解你對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的意見，以及本先導計劃的

成效，現誠邀閣下花數分鐘填寫以下問卷，並於填妥後交回外展服務隊職員。 

衷心感謝你的寶貴意見，閣下所提供之資料將予以保密，並於研究完成後予以銷毀。 

 

甲部：基本資料 

1. 你在本院舍的服務年期有多長之年資？ 
          年         月 

 

2. 在未接受過服務隊所提供的支援服務之前，就你於現在所工作的院舍之工作信心評
分，你會給予自己多少分？ (1至 10分，1分為最低而 10分為滿分) 
          分 
 

3. 在接受過服務隊所提供的支援服務之後，就你於現在所工作的院舍之工作信心評分，
你會給予自己多少分？ (1至 10分，1分為最低而 10分為滿分) 
          分 

 

乙部：問卷（請在合適答案的方格加上）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提
升接受服務院友的生活質素 

     

2.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小組/活動能幫
助接受服務院友與社會的聯繫 

     

3. 你認為本隊提供的復康治療訓練

能直接支援有關院友 
     

4. 你認為本隊能加強  貴院職員對照
顧技巧的認識 

     

5. 你認為  貴院職員在護理、病理的
知識上有更多的了解 

     



6. 你認為本隊能提升院舍對環境衛

生、防感染上的的認識 
     

7.  你認為本隊能給與有效的意見支
援院舍同工 

     

8.  在疫情下，本隊能給與 貴院足夠
的支援 

     

 請舉例： 
 

     

9. 整體而言，你是滿意本隊的服務      
 

10. 在本院工作期間有否接受過服務隊所提供之支援服務？(請選)  

10.1 意見諮詢 (如因應院友的治療、訓練情況而尋求服務建議) 有 □    否 □ 

10.2 專業培訓 (如訓練講座等)     有 □    否 □ 

10.3實務指導 (如實務示範、服務建議等)    有 □    否 □ 

 

丙部：其他 (如有補充) 

11.  希望日後能舉辦的活動/ 培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對服務的其他意見及建議(如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四：聚焦小組訪問大綱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服務成效硏究 

 
聚焦小組訪問大綱 

 
 

A) 私營院舍院友的聚焦小組 

A1: 基本資料 
 你接受了外展隊的服務多長時間？ 
 你所接受的服務的主要內容是甚麼？請簡單介紹一下。 
 
A2: 接受服務後，院友認為出現了的改變 
 你認為在未有外展隊介入服務前，你在院舍的生活情況是怎樣的？ 
 在接受了外展服務隊的服務後，你認為現時在院舍的生活和以往相比有

何不同？ 
1. 身體健康情況； 
2. 心理/情緒狀況； 
3. 社交生活： 
4. 復康進度； 
5. 其他(如有) 

 你認為出現上述的轉變是甚麼的原因所致？ 
 
A3: 對服務的評價和意見 
 你對外展服務隊的同事在服務過程中的評價如何？ 

1. 服務內容和質素； 
2. 溝通和表達； 
3. 服務態度；及 
4. 其他方面(如有) 

 你對於外展隊的服務有何建議，更能迎合你於日後接受服務的需要？ 
 
B) 私營院舍前綫職員的焦點小組 

 
1. 試分享你們在接受外展隊的工作支援上的經驗。 
2. 你認為外展隊對於你的服務支援如何？ 

 服務支援範圍； 
 支援方式： 



 那一類專業人士負責： 
 支援人員的專業質素：及 
 其他(如有)。 

3. 在疫情期間，外展隊亦以綫上平台為各位提供支援，你認為成效如何？ 
4. 你對於外展隊的員工培訓有何意見： 

 培訓內容； 
 培訓手法； 
 對於你的能力提升；及 
 其他(如有)  

5. 你認為外展隊應增加哪方面的培訓課題，以更能提升你的工作信心？ 
6. 整體而言，你對於外展隊的員工培訓評價如何？ 



附件五：個別面談訪問大綱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隊服務成效硏究 

 
個別面談訪問大綱 

 
 

A) 照顧者訪談 

A1: 基本資料及接受了甚麼服務 
 你的家人入住了院舍多久？ 
 你的家人何時開始接受外展隊的服務？ 
 你知否外展隊為你的家人所提供的是甚麼服務？ 
 
A2: 接受服務後，家人認為出現了的改變 
 你觀察到他/她有何轉變？(請輔以具體例子) 
 對於你作為主要照顧者，你自己覺得有何轉變？(請輔以具體例子) 
 而對於你的其他家庭成員亦有何轉變？(請輔以具體例子) 
 你與外展對的溝通情況如何： 

 你們如何可以掌握到家人的服務情況和進度？ 
 外展隊提供那些平台/機會去收集你們的意見？ 
 你認為外展隊就你所提出的意見跟進情況如何？ 

 
A3: 對服務的評價和意見 
 你對於外展隊服務的整體有何評價？ 

 你對於外展隊的服務有何建議，以便他們提供更適切服務給予你的家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