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親師合作 特教學生轉銜沒煩惱………………………… 1 

想要工作如何尋求協助？………………………………… 4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小型作業所) …………………………5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布建計畫(布建據點)……… 7 

機構式日間照顧(日照中心) ………………………………9 

家庭托顧服務(家托) ………………………………………10 

社區居住服務……………………………………………… 11 

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臨短托) ………………12 

長照服務 ……………………………………………………14 

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繼續升學相關資源介紹 ……18 

屏東縣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交通服務-小型復康巴士……19 

屏東縣身心障礙者乘車電子票證服務…………………… 21 

安置志願調查暨學生能力評估表.…………………………22 



 
 

  



1 
 

親師合作 特教學生轉銜沒煩惱 

實習就業組長  陳沛瑄 

身心障礙者在轉銜至成人社會的適應上存在諸多困難，包括能否持續的就業、獨立的生活，

以及社會的融合等。身心障礙學生在生涯發展的轉銜過程，尤其是高中職階段結束後的離校時

期，對於其生涯有著深遠的影響。 

對高中職階段的身心障礙學生而言，畢業後的進路主要有三種，分別是就學、就業及就養。 

「就學」為高中職升大學，根據教育部統計，一一○學年度的身心障礙學生約十一點二萬

人，其中就讀大專院校者約為一點五萬人。大學強調學習的自主性，相較於高中職，大學所提供

的特殊教育較傾向在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的概念。 

「就業」即是進入職場從事工作，現今政府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服務多元，對於缺乏一

技之長的個案給予職業訓練；需要支持的個案，則給予就業支持，期使個案能和一般人一起工

作，並具備相對的獨立及問題解決能力。 

在「就養」的部分，政府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個人照顧服務挹注相當多的資源，包含各鄉鎮地

區的小型作業所、社區式日間服務布建計畫、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家庭托顧服務……等。有些家

長認為至就養單位接受服務，就僅是被照顧而已，與在家無異；實際上，以小型作業所及布建計

畫等服務為例，單位有各式活動、課程來滿足個案的需求，亦視個案的需求撰寫個別化支持計畫

(ISP)，擬定長、短期目標，進而去執行、觀察個案的狀況。 

身心障礙學生異質性相當大，教師與家長要視學生的能力以及需求，合作為學生選擇合適的

安置管道。下面以協助學生轉銜至就養單位為例，說明在轉銜過程的前、中、後等階段，身為教

師、家長的我們可以做哪些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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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銜前 

1.瞭解孩子的能力 

建議家長能多觀察孩子在家表現，同時在老師的協助下，了解孩子在家中與學校表現是否有

所差異，去思考孩子有哪些行為情緒或生活事務需要支持？若想要更清楚了解孩子的整體狀況，

不妨與教師晤談。 

2.參與轉銜會議 

依據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教師應於學生跨階段前，於在學期間擬訂個別化轉銜計畫

（ITP）；請家長務必參加轉銜會議，充分了解相關人員對孩子的建議、掌握各種資源，並表達自

己與孩子的期望。當家長越了解 ITP 的執行內容，就越不會感到焦慮，更能發揮輔導、陪伴孩子

的效果。 

3.預約參觀各單位 

小型作業所、社區式日間服務布建計畫、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等單位各有不同形態及特色，

教師、家長及學生，可根據各單位的屬性、服務內容、環境設備等，選擇適合的安置場域，教師

務必協助家長與學生在選擇上取得共識，儘量讓學生能表達自己的想法。 

◎轉銜中 

1.和就養單位充分溝通，讓單位了解孩子的能力現況及所需注意事項。 

2.必要時，運用漸進方式，例如一開始每個禮拜讓學生到單位兩天、視情況漸漸增加天數，

給予學生適應期。 

◎轉銜後 

1.教師、家長和單位保持密切聯繫，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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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家長持續追蹤學生的適應情形，適時給予支持。若有突發事件務必共同討論，家長

在家亦須配合單位建議，給予學生生活上的指導。 

在我任教的學校中，曾遇過比較大的挑戰是，有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平常可能會有自我刺

激、尖叫、破壞物品、自傷，甚至傷人的行為，若直接去就養單位恐會有反效果。面對這樣的學

生，校內教師必須先了解他未來就養單位的作息、活動，以及相關注意事項；再配合他的特性，

擬定在校的學習目標及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並向他預告未來要進入的就養單位的概況；家長的部

分則是讓學生依照醫囑穩定用藥，與教師合作，落實在家的規範。接下來，待觀察學生行為趨於

穩定後，才讓他到就養單位適應，一開始要請家長陪同到單位，再逐步讓家長抽離出來；學校方

面，則需與就養單位的教保人員充分交接，包括學生的特性、能力優弱勢，以及在校執行的正向

行為支持方案內容等。 

在協助學生轉銜至就養單位時，有的家長可能會擔心，自家孩子現在接受了這個單位的服

務，以後就要一直在這邊了嗎？事實上，這是一個階段性任務，目前的安置通常只是依照學生目

前的情況而做的選擇；學生會進步、成長，一段時間過後，教師、家長再和單位的社工、教保教

師討論學生的狀況，並視情形調整。 

只要在過程中有充分準備與溝通，教師、家長一定能合作，幫助學生順利的轉銜到下一個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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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工作如何尋求協助？ 

從學校畢業後，想要找工作可以怎麼做呢？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有專門協助身心障礙
者就業的服務喔！ 

服務對象 

一、15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具工作能力與就業意願者，攜帶身心障礙手冊，即可至就業
服務台申請求職服務  (精神障礙者須另附醫院開立之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醫療轉介單)。   

二、對於有就業意願並具有工作能力，但暫時無法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之身心障礙者。 

服務項目 

支持性就業服務：為了使不同障礙類別及程度之身心障礙者，獲得適性就業，針對具有工
作能力，但暫時無法進入競爭性職場之身心障礙者，提供一段時間的專業支持，使其能在競爭
性職場中獨立工作。 
一、就業諮詢 

由專業就服員提供就業服務相關諮詢，包含就業法規、就業資訊提供、職業訓練資訊及職
能評估晤談等協助身心障礙者做好就業準備。 

二、就業媒合推介 
由專業就服員協助開發工作機會、並提供媒合前諮詢、就業媒合、陪同面試等就業市場的
配對安排。 

三、工作適應與追蹤輔導 
運用社區化就業服務模式，協助身心障礙者適應環境，並為身心障礙者進行職務再設計、
建立案主的職場支持網絡、工作適應輔導、追蹤輔導  (不定時與雇主、案主保持聯繫)等。 

服務管道 

一、可以攜帶身心障礙證明，至就業服務台申請職業重建服務。 
二、打電話和鄰近區域的職業重建個管員聯絡，聯絡方式如下： 

    

區域 職管員 服務電話 地址 

屏北區 
(屏東台) 

林麗真 
施芃睿 
張繡安 
楊曉菁 

08-7513863 

08-7530102 

屏東市自由路 17號 
(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屏南區 
(枋寮台) 

許嘉麟 08-8780002 
枋寮鄉德興路 183號 

(屏東縣枋寮戶政事務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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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小型作業所) 

服務內容 

一、提供無法進入職場或庇護性機構的心智障礙者一個互動、學習的平台。 
二、提供優質的學習、生活環境，使心智障礙者有機會參與社區活動、作業活動與文康休閒等活

動。 
三、提供一個介於日間照顧服務及庇護工廠間不同服務需求的社區服務模式，紓減家庭照顧者

的壓力，提升家庭的生活品質。 

服務對象 

一、設籍屏東縣 15歲至 64 歲心智障礙者，且未安置社會福利機構、精神醫療復健機構者。 
二、身心障礙者有意願、且經作業設施評估能參與作業活動每日持續 4小時以上，每週至少 20

小時以上者。 
三、具生活自理及交通能力者。 
四、未接受機構安置、居家服務、未申請聘僱看戶及其他照顧費用者。 
五、沒有三管(鼻胃管、尿管、氣接管)之個案。 

服務單位 

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潮州欣寶工坊 
地址：潮州鎮南京路 142號 
電話：08-7888909 
長治愛寶工坊 
地址：長治鄉進興村復興路 23號 
電話：08-7381559 
萬丹紅豆工坊 
地址：萬丹鄉加福路 239 號  
電話：08-7070766 
萬丹三熏工坊 
地址：萬丹鄉和平東路 31 號 
電話：08-7761517 
潮州崙川工坊 
地址：潮州鎮新開南路 16號  
電話：08-7872388 
 

屏東市晴天工坊 
地址：屏東市武威街 165號  
電話：08-7553858 
里港小作所 
地址：里港鄉永豐路 1 段 85 號  
電話：08-7750688 
屏東市三沐工坊 
地址：屏東市廣州街 31 號 
電話：08-7213688 

  新園小作所(113.10 月開辦) 
   地址：新園鄉新厝路 38之 1 號 
   電話：08-8681353 
社團法人屏東縣微笑關懷協會 
地址：瑪家鄉瑪家村和平路一段 63號 
電話：08-761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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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東港據點 
地址：東港鎮新勝街 105號 4樓 
電話：08-8311012 
枋寮據點 
地址：枋寮鄉東海路 433 號  
電話：08-8711612 
恆春據點 
地址：恆春鎮城北里東門路 50巷 9號 
電話：08-8880479 

社團法人屏東縣向陽啟能協會 

屏東第一據點 
地址：屏東市林森路東五段 17號  
電話：08-7217361 
內埔據點 
地址：內埔鄉南寧路 372 號  
電話：08-7788451 

▲除社團法人屏東縣微笑關懷協會收費為每月 1300

元(含伙食費)以外，其他據點服務將酌收每人每

月收費 3000元月費(含伙食費及作業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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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布建計畫(布建據點) 

服務內容 

為日間照顧型態服務，提供經評估後身心障礙者定點式及常態性之日間式照顧支持服務，提供
每週一至週五全天(8 小時)服務。服務內容包括：生活自理能力增進、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訓練、休
閒生活服務、健康促進服務、社區適應服務、其他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等。 

服務對象 

一、設籍屏東縣 15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35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為優先。 
二、未接受機構安置、未申請聘僱看戶及其他照顧費用者。 
三、沒有三管(鼻胃管、尿管、氣接管)之個案。 

服務單位 

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潮州據點 
地址：潮州鎮光春里光春路 292 號 
電話：08-7888908 
高樹據點 
地址：高樹鄉南昌路 12之 2 號(衛生所 4 樓) 
電話：08-7962258 
九如據點 
地址：九如鄉大仁街 70號 2樓 
電話：08-7390688 
新園據點 
地址：新園鄉南興路 269 號 
電話：08-8681355 
竹田據點 
地址：竹田鄉龍南路 26號 
電話：08-7793688 
萬巒據點 
地址：萬巒鄉萬和村復興路 66-2號 
電話：08-7815388 
崁頂據點 
地址：崁頂鄉洲子村光復路 15-12 號 
電話：08-8631889 

新埤據點 
地址：新埤鄉復興路 10號 
電話：08-7971788 
里港據點 
地址：里港鄉里港路 174號 
電話：08-7753171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林邊據點 
地址：林邊鄉中林路 36-5號 
電話：08-8753370、08-8750531 
東港據點 
地址：東港鎮新勝街 105號 4樓 
電話：08-8311012 
南州據點 
地址：南州鄉溪北村仁里路 79-1 號 
電話：08-8646769 

康睿社區復健中心 
來義據點 
地址：來義鄉南和村南和路 180之 2號 
電話：0962-05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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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竹葉林身心障礙關懷協會 
鹽埔據點 
地址：鹽埔鄉新圍村德協路 27-2號 
電話：08-7938853 
屏東長春據點 
地址：屏東市長春街 115號 
電話：08-7366918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春日據點 
地址：春日鄉古華村 3巷 53號(古華天主教 
      堂) 
電話：08-8792399 
車城據點 
地址：車城鄉田中村中山路 168-2號 
電話：08-8823735 

台灣樂齡賦能推廣協會 
枋寮據點 
地址：枋寮鄉東村 23鄰文明路 7 巷 8 號 
電話：08-8660031 
佳冬據點 
地址：佳冬鄉佳和路 98-5號 
電話：08-8660017 

社團法人屏東縣向陽啟能協會 
內埔據點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學人路 672 號(內埔社會 

福利綜合館 1F) 
電話：08-7788451 
麟洛據點 
地址：麟洛鄉中華路 64號 
電話：08-7220212 
萬丹據點 
地址：萬丹鄉四維村成功街二段 338號 
電話：08-7760345 

社團法人屏東縣自閉症協進會 
屏東建豐據點 
地址：屏東市建豐路 180巷 35 號 5F 
電話：08-7351024 
屏東據點 
地址：屏東市興豐路 130巷 1 號 
電話：08-7368962 

 

▲本服務將酌收伙食費及作業材料費，各單位收費情形如下： 

單位名稱 收費情形 

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2,000元/月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3,000元/月 

社團法人竹葉林身心障礙關懷協會 3,000元/月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一般戶 1,500 元/月；中低收入戶全免 

康睿社區復健中心 
一般戶 1,500 元/月；中低收入戶 750 元/月 

低收入戶或經社工評估後 免費/月 

社團法人屏東縣向陽啟能協會 2,500元/月 

社團法人屏東縣自閉症協進會 2,000元/月 

台灣樂齡賦能推廣協會 
一天 90元，每月最高 22 天計算 

中低收入戶 45元/天；低收入戶全免 
(福利身份需出示證明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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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式日間照顧(日照中心) 

服務內容 

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教育訓練、職業陶冶、參與社會活動。 

服務對象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一、18-64 歲以下智、多障（不含精障、視、聽）及肢障。 
二、0-6歲持有發展遲緩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者。 

屏東縣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中心 
15-64歲設籍或實際居住屏東縣且持有第 1 類身心障礙證明者(以智能障礙者、自閉症輕、中度

為優先) 
屏東縣腦性麻痺失能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中心 

設籍或實際居住屏東縣且持有第 1 類或第 7類中度(含)以上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者。 

收費標準 

依照長照中心評估等級，自負額給付比例如下： 
 一般戶 16% 
 中低收入戶 5% 
 低收入戶 免費 

 

服務單位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地址：屏東市大連路 19號 
電話：08 7366294#222 社工室 

屏東縣腦性麻痺失能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中心 

建豐日間照顧中心 
地址：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號5F 
電話：08 7350358 
萬和日間照顧中心 
地址：萬巒鄉萬全村褒忠路16-1號3樓 
電話：08-7810191 

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屏東縣身心障礙者成人日間照顧中心 
地址：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號3樓 
電話：08-7383181   
心家社區式失能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中心 
地址：屏東市北興里中正路419號3樓 
電話：08-736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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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托顧服務(家托) 

服務內容 

運用家庭托顧服務員的住家，提供身心障礙者家庭式的照顧服務（平日白天為主，每月最高
22天），提供內容如下： 
一、 身體照顧服務 
二、 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三、 安全性照顧 
四、 其他相關服務 

服務對象 

實際居住屏東縣，年滿 18歲以上領有本縣核發之輕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且符合下列條件者: 
一、未受長期照顧計畫之服務對象、未聘看護、未接受機構安置者、未使用其他日間照顧服

務之身心障礙者。 
二、經醫院健康檢查無法定傳染病之身障者。 
三、有特殊服務需求者，另由受託單位與本府相關人員(或召集專家學者)，共同討論評估決

議。 

收費標準 

一、民眾自付額： 
採定額，不分障礙程度，均以 760元為計算基準，一般戶全日托每人每日 190元，半日
托 95 元；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達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 倍以上未達
2.5倍者，全日托每人每日 114 元，半日托 57 元；低收入戶免付。 

二、交通費補助： 
以受托家庭居住地到托顧家庭之服務地間的公里數為計算基準。 
(一)5公里（含）以下，經評估經濟弱勢有需求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22天，核實計

算，每月最高補助 840元。 
(二 2)5公里以上，經評估經濟弱勢有需求者，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22 天，核實計算，每

月最高補助 2,200 元 

服務單位 

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地址：屏東市公德街 98號 
電話：08-7383015 #21 或#25 

服務單位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地址：屏東市建豐路 180巷 35 號 6樓 
電話：08-7382592 分機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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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住服務 

服務內容 

此服務為夜間住宿服務，提供居住場所社區一般型住宅，並聘有教保員專責輔助，讓身心障礙
者可以和一般人一樣居住家中，享有自主、獨立的生活方式。 

服務對象 

一、實際居住 在本縣 18 歲以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有社區居住意願者。 
二、成年心智障礙者（精障、智障、自閉症、癲癇、失智等）及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目前僅候位

為主要服務對象。 
 

服務單位 

社團法人竹葉林身心障礙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耕心園                                美德家園 
地址：屏東市信義路 411 號               地址：東港鎮興東里明禮路 199 巷 87 號 
電話：08-7366918                      電話：08-8311012(白天)；08-8326287(夜間) 

枋寮醫療社團法人枋寮醫院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基督教伯大尼之家 

枋新家園                              中正屋 
地址：枋寮鄉隆山路 227 巷 43號        地址：屏東市中正路 246號  

   電話：08-8789991#8516                 電話：08-7367264 
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牧智家園 
   地址：潮州鎮長春路 134號 
   電話： 08-7383015#25 
  潮州勵智家園(預計 113.11 月開辦) 
   地址：潮州鎮南京路 147號 
  屏東市育智家園(籌備中)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喜憨兒天鵝堡 

香蜂草家園 
地址：屏東市華山街 32號 6樓 
電話：08-73601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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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臨短托) 

服務內容 

本服務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內容以陪伴身心障礙者，受托期間之安全為限，有特殊情況經評
估確有實際需要者，得提供下列服務： 
一、協助膳食 
二、簡易身體照顧 
三、臨時性之陪同就醫(限高屏醫療院所) 
四、在宅安全照顧 
五、陪同從事休閒活動 

但不提供到學校陪讀、訓練、到機構照顧或接送（上下學、上下班、到機構等）、侵入性醫療（鼻
胃管、尿管、氣切管）服務、洗腎例行性回診之服務。 

服務對象 

凡設籍本縣或實際居住本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有臨時、短期照顧服務需求者即可提出申
請（以低收入戶、在家接受照顧之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者為優先），但須因主要家庭照顧者因臨
時或短期無法繼續照顧有需求者，並符合下列規定者： 
一、家庭照顧者未使用長期照顧喘息服務者。 
二、家庭照顧者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 
三、身心障礙者同一時段未接受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或居家照顧服務。 
四、未聘僱看護（傭）。 

服務單位/服務區域 

屏北區-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 08-7383015分機 20 侯社工 
屏東市、九如鄉、里港鄉、高樹鄉、鹽埔鄉、長治鄉、麟洛鄉、萬丹鄉、潮州鎮、竹田鄉、 
內埔鄉、萬巒鄉、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共 16 個鄉鎮。 

屏南區-康睿社區復健中心  08-7887177 或 0908069177 鍾社工 
東港鎮、崁頂鄉、南州鄉、林邊鄉、佳冬鄉、枋寮鄉、新埤鄉、枋山鄉、新園鄉、車城鄉、 
春日鄉、恆春鎮、獅子鄉、牡丹鄉、滿州鄉、來義鄉、琉球鄉，共 17 個鄉鎮。 

服務時間 

臨時照顧 
週一～週五，每次服務最少以 2小時為單位，每日服務時數在 10小時（含）以內，超過 10

小時以 10小時計算。(週六、日則需視服務提供單位狀況再行核定是否提供服務。) 
短期照顧 

週一～週五，每日服務時數在第 11 小時以上至 24小時者且連續受托日數不得超過 14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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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則需視服務提供單位狀況再行核定是否提供服務。 

申請方式 

由當年度本府委辦單位為服務申請窗口，經社工實地訪視暨評估後，確實有臨短托需求者，
方始依委託單位派案原則進行媒合，提供服務。 
臨時照顧 

一般案件需於 5天前提出申請；每年 12月份服務需求，須於 12 月 5日前提出申請，若因臨
時需要（第 1 次申請且為緊急需要者，提出緊急事由），亦需於 3 天前提出。 
短期照顧 

一般案件需於 7天前提出申請（如因突發緊急狀況，至少於三天前提出申請）；每年 12月份
服務需求，須於 12 月 5日前提出申請，每次申請不超過 14 天。 
臨時暨短期照顧全年可用服務額度係合併計算，不得單獨列計，依程度別每人可使用時數/天數如
下: 
一、輕、中度 

臨時照顧每人最高使用 200小時/年，短托照顧每人最高使用 25日/年。 
二、重度、極重度 

臨時照顧每人最高使用 248小時/年，短托照顧每人最高使用 31 日/年。 

收費標準 

臨時照顧 
一、低收入戶免自付。 
二、中低收入戶及 2.5倍者自付 27元/小時。 
三、身心障礙者年滿三十歲，或年滿二十歲身心障礙者其父母之一年齡在 65歲以上，或家庭

中有二名以上身心障礙者自付 27 元/小時。 
四、一般身心障礙者自付 54元/小時。 

短期照顧 
一、低收入戶免自付。 
二、中低收入戶及 2.5倍者自付 255 元/日。 
三、身心障礙者年滿三十歲，或年滿二十歲身心障礙者其父母之一年齡在 65歲以上，或家庭

中有二名以上身心障礙者自付 255元/日。 
四、一般身心障礙者自付 510元/日。 

備註：春節期間(包括農曆除夕及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三)，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提供
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每小時服務費用調整為 2倍(民眾部分負擔無調整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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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 

屏東縣政府為因應人口快速老化、少子化及長期照顧服務需求倍增，於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成立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整合醫療衛生體系、社會福利體系及職業訓練等相關資源，提供「單一窗口」
之服務。提供需長期照顧之失能者及其家屬各項照顧（護）服務，也提供照顧諮詢與教育，陪伴家庭照
顧者及提供支持與關懷。 

服務內容 

一、居家服務 八、專業服務 
二、家庭托顧 九、喘息服務（機構及居家） 
三、日間照顧 十、出院準備服務 
四、輔具及無障礙環境改善 十一、小規模多機能 
五、營養餐飲服務 十二、到宅沐浴車 
六、交通接送服務 十三、外籍看護工申審 
七、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 十四、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 

 

服務對象 

長照服務資格應為長照需要等級第 2級（含）以上者，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65歲以上老人 
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三、55歲以上原住民 
四、50歲以上失智症者 

補助原則 

一、以服務提供（實務給付）為主，現金給付為輔，並以補助服務使用者為原則。 
二、依民眾之失能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提供不同補助額度。 
三、超過政府補助額度部份，由使用者全額自費負擔。 

服務申請 

撥打屏東縣長期照顧管理分站聯絡電話(如下頁)或撥打 1966 或掃描 QR code 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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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長期照顧管理分站聯絡電話 

站別 服務鄉鎮 聯絡電話 傳真 地址 

屏東 

分站 
屏東市、麟洛鄉、萬丹鄉 08-7351010 08-7372032 

屏東市中正路419號 

（屏東市衛生所3樓） 

九如 

分站 
九如鄉、里港鄉、高樹鄉 08-7396799 08-7396766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二

段266號(九如全人中心

1樓) 

高樹 

分站 
高樹鄉 08-7960222  

屏東縣高樹鄉長榮村南

昌路12之2號（高樹鄉衛

生所2樓） 

鹽埔 

分站 
鹽埔鄉、長治鄉 08-7930396 08-7930393 

屏東縣鹽埔鄉鹽北村勝

利路187號（鹽埔鄉衛生

所3樓） 

崁頂 

分站 
東港鎮、新園鄉、崁頂鄉 08-8632102 08-8632106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興

農路29-9號（崁頂鄉衛

生所3樓） 

萬巒 

分站 

萬巒鄉、竹田鄉、內埔鄉、

潮州鎮 
08-7811700 08-7813758 

屏東縣萬巒鄉萬全村褒

忠路16號 (萬巒鄉衛生

所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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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別 服務鄉鎮 聯絡電話 傳真 地址 

南州

分站 

枋寮鄉、佳冬鄉、林邊鄉、新

埤鄉、南州鄉 
08-8641318 08-8641320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人

和路239號（南州衛生

所3樓） 

恆春

分站 
車城鄉、恆春鎮 08-8892199 08-8882240 

屏東縣恆春鎮文化路

78號（恆春鎮衛生所2

樓） 

枋山

分站 
枋山鄉 08-8761861 08-8761153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枋

山路98號(枋山鄉衛生

所) 

來義

分站 
來義鄉 08-7851113 08-7850512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

正路90號（來義鄉衛生

所） 

春日

分站 
春日鄉 08-8785945 08-8782661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

176號（春日鄉衛生所） 

琉球

分站 
琉球鄉 08-8613034 08-8611262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中

山路51號 (琉球鄉衛生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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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別 服務鄉鎮 聯絡電話 傳真 地址 

三地門

分站 
三地門鄉 08-7992261 08-7995972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

行政街4號(三地門鄉衛

生所) 

牡丹 

分站 
牡丹鄉 08-8831013 08-8831055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

門路19號 (牡丹鄉衛生

所) 

瑪家 

分站 
瑪家鄉 08-7995011 08-7995975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

景巷86號(瑪家鄉衛生

所) 

霧台 

分站 
霧台鄉 08-7902605 08-7902252 

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

山巷68號(霧台鄉衛生

所) 

泰武 

分站 
泰武鄉 08-7836002 08-7830179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

179號(泰武鄉衛生所) 

滿州 

分站 
滿州鄉 08-8801567 08-8801065 

屏東縣滿州鄉中山路31

號(滿州鄉衛生所) 

獅子 

分站 
獅子鄉 08-8771535 08-8771080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二

巷31號(獅子鄉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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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繼續升學相關資源介紹 

高中職畢業之後，是否繼續升學，同樣也是家長關心的課題。大學端的學習強調獨立、自主，
雖然設有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來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適應大學生活，可以有學伴陪伴學習，和高中職
階段不同的是，學生要能夠進到課堂和大家一起學習，仍然需要完成課堂報告、分組專題討論等。
因此，大學端對身心障礙學生而言，所提供的特教服務較偏向是在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喔！ 
身心障礙學生的升學管道除了一般升學管道以外，還有參加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以及獨
立招生兩個管道，以下針對兩個管道進行說明： 

升學管道 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大學獨立招生 

入學方式 考試分發 
登記報名 
書面審查 

報名資格 
1.持有在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者，且身
心障礙證明。 

2.持有在效期內之鑑輔會證明者。 

1.持有在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者，且身
心障礙證明。 

2.持有在效期內之鑑輔會證明者。 

招收學生
類別 

依各科系開放缺額，招收視覺障礙生、
聽覺障礙生、腦性麻痺生、自閉症生、
學習障礙生、肢體障礙生、其他障礙生
等身心障礙別。 

依各科系開放缺額，招收視覺障礙生、聽
覺障礙生、腦性麻痺生、自閉症生、學習
障礙生、肢體障礙生、其他障礙生等身心
障礙別。 

考試內容 

視報考組別(大學組、二技組、四技二專
組)不同，而有不同科別的考試，考試科
別為國、英、數、歷史、地理、其他專
業科目。 

依各校各科系招考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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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交通服務-小型復康巴士 

服務內容 

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交通服務，身心障礙社團、機構及特教班辦理校外教學活動之交通接送
服務，服務方式如下： 
一、到宅接送，到達目的地候車 2小時為限，逾時者每 2小時加收基本費新臺幣 100元。 
二、個人訂車起點須於本縣境內，終點應於本縣境內或至高雄市各醫院就醫、高雄市各景點休

閒旅遊及高雄市各主要交通接駁站(點)。 
三、本服務僅提供身心障礙者就醫、就學、洽公、休閒等交通接送【不提供陪伴就醫、就學、

洽公、休閒等服務】，請乘客評估自身狀況，如有身體不適，請告知駕駛就近送醫，並請
家屬陪同隨侍。 

服務對象 

領有政府核(換、補)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及依法立案登記身障團體或機構。 

服務區域 

屏北區-訂車專線：08-7386626、08-7372363 
屏東市、麟洛、長治、九如、里港、鹽埔、萬丹、高樹、三地門、霧臺。 

屏中區-訂車專線：08-7887433、08-7890608 
潮州鎮、竹田、萬巒、崁頂、泰武、新園、來義、東港鎮、新埤、南州、內埔、瑪家、林邊、
佳冬、春日、枋寮。 

屏南區-訂車專線：08-8892293轉 403 
恆春鎮、車城、滿州、牡丹、獅子、枋山。 

琉球鄉-訂車專線：08-8612501 轉 118 

預約訂車方式 

一、個人訂車 (依需求等級區分為 A、B、C三級，作為訂車優先序)： 
 A等級  重度以上障礙者，於用車前 7-1 日預約訂車。   
 B 等級  中度障礙者，於用車前 4-1 日預約訂車。 
 C等級  輕度障礙者，於用車前 2-1 日預約訂車。 

二、臨時叫車： 
臨時有乘車之需要時，請於搭車當日上午 8時起至下午 16:00 止，撥打各區車輛預約專線
向服務中心洽訂臨時車趟(如訂車時段車趟已滿，恕無法提供服務，故如必要之交通服務請
提早規劃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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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限制： 
每人每日僅可訂來回趟各一趟次，並在合理有效的公共資源及資源共享前題下，得安排共
乘，以提升服務效能。 

收費方式 

一、搭乘者 
 (一)每趟基本費新臺幣 100 元，續跳每增加 1 公里加收新臺幣 5元計價收費。 
 (二)屏北、屏中區具低收入戶資格者，第一次搭乘車須出示低收入戶相關證明，服務費用

半價收費；屏南區具低收入戶資格者，第一次搭乘車須出示低收入戶相關證明，服務
費用三分之一價收費。(有小數點者無條件進位)。 

二、共乘使用共乘者，費率得享 5 折優惠，至高雄市就醫、休閒、交通接駁站(點)以共乘為原
則。 
 (例 : 屏東火車站到高雄長庚醫院來回[往返距離 33公里；看診時間以 2小時為限]，一
位身障者車資=100+(5*33)=265元，二位身障者〞共乘〞每位車資
=[100+(5*33)]*0.5=133元，便宜 132 元。) 

三、以高雄各大醫院或各主要交通接駁站(點)為起點之單程車趟，需負擔空趟費用。 
四、必要陪伴者一人免費。 
五、陪同者加收新臺幣 50 元(往返)，並以一人為限。 
六、停車費及行駛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依實際支付金額計收。(若有免收通行費配套方案，於執

行配套方案結束後，再行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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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身心障礙者乘車電子票證服務 

                                 

卡片功能 

持屏東縣【博愛卡】、【博愛陪伴卡】得免除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臨櫃購票之驗證身分程序，即
享乘車半價之優惠，且本府每月補助博愛卡搭乘屏東縣公車客運，以及自行儲值金額即可搭乘臺
鐵火車、臺北捷運、高雄捷運、桃園捷運等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並可於超商小額消費。 

補助方式 

博愛卡 
持博愛卡，享乘車半價優惠，並由屏東縣政府補助每月 330 元於搭乘屏東縣內客運公車直接

扣抵(非現金補助)車資。 
博愛陪伴卡 

持博愛陪伴卡者，緊隨博愛卡感應乘車，始享有乘車半價優惠(使用陪伴卡乘車前，請自行儲
值現金才能乘車)。 

申辦方式 

一、請洽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博愛卡」申辦窗口。 
二、初次辦卡免費；二次申辦需自費新臺幣 115元(含劃撥手續費)。 
※現場製卡公所：屏東市、長治鄉、潮州鎮、里港鄉、東港鎮、鹽埔鄉、高樹鄉、恆春鎮及車

城鄉。 
※卡廠製卡公所：除現場製卡以外皆為卡廠製卡。 

申辦攜帶資料 

一、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1 份(未滿 14 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二、二吋半身彩色照片 2張(請於照片後註明申請人姓名)，現場製卡鄉鎮市民二吋半身彩色照

片 1 張即可。 
三、印章或本人親自簽名。 
四、申請博愛(陪伴)卡須攜身心障礙證明，每位身心障礙者限申請 1 張博愛陪伴卡。 
五、委由他人辦理者，應填具委託書及檢附受託人身分證影本。 

設籍本縣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之縣民可申請博愛卡 

陪同者一名可申請博愛陪
伴卡(須註記必要陪伴者優
惠措施-國內大眾運輸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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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志願調查暨學生能力評估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安置別 

(可複選) 

□1.未來高職畢業後想繼續升學 

□2.未來高職畢業後想想就業 

□3.未來高職畢業後想安置社政單位(請勾選下面選項) 

□3-1 小作所 

□3-2 布建據點 

□3-3 日照中心 

□3-4 家托 

家長簽名  

能力 選項 

交通/行動能力 

□可自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可自行騎乘自行車 

□可自行步行至目的地 

□需他人陪伴至目的地 

□需他人協助移行 

工作的主動性 
□逃避新任務 

□等待指示 

□總是主動尋找工作 

□完全依賴他人 

工作速度 □低於標準速度 □可達標準速度 

獨立工作 □可以自己獨立作業 □無法一個人獨立作業 

合作互動 □可以和他人合作 □和他人合作有困難 

工作流程 
□可以獨力完成多項連續任務 

□可以獨力完成一項任務 

□需要提醒才能完成一項任務 

□動作皆須他人協助 

工作專注性的督導 
□不需要督導而能專注工作 

□需要偶爾督導，方能專注工作 

□需要大量督導，才能專注工作 

行事的變動性 

□當事件的變動時，可以自行調適並配合變動調整。 

□當事件的變動時，需要事先預告及協助才能配合變動調整。 

□無法配合事件的變動進行調整。 

挫折容忍力 

□能承受他人批評指正的壓力 

□能承受工作量或高難度與精確

度的要求 

□能承受同儕競爭的壓力 

□缺乏挫折容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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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容 
□能保持整潔且打扮適宜場合 

□能保持清潔但打扮不適宜場合 

□衛生習慣不佳但可訓練 

□儀容整潔皆需人協助 

溝通 

聽 
□能理解他人的對話內容 

□能聽懂日常生活語彙 

□能聽懂單一動作指令 

□對於單一動作指令的理解有困難 

說 

□用句子表達且口語清晰 

□用句子表達但口語不清晰 

□用簡單詞彙表達需求 

□用溝通板、溝通筆或圖卡溝通 

□無法理解他人說話，只能仿說 

□無口語，使用肢體、手勢溝通 

□無口語，能用臉部表情來表達 

 

社交能力 □可以和他人有良好互動 □和別人互動有困難 

辨識技能 □可以辨識工作材料與器具 □無法辨識工作材料與器具 

時間觀念 
□可以知道幾點幾分 

□可以知道整點時間 

□可以知道休息與進餐 

□沒有時間觀念 

功能性閱讀 
□流利閱讀 

□簡單閱讀(標語、符號) 

□無法做任何閱讀 

功能性算術 
□可進行複雜計算 

□可做簡單加減 

□可簡單數數 

□無法做任何算術 

功能性書寫 
□能使用筆進行資料書寫 

□能進行表格勾選紀錄 

□沒有書寫能力 

判斷力 

□可以判斷事情先後緩急 

□可以判斷對錯/好壞 

□可以判斷物件的輕與重 

□可以判斷數量多寡 

□可以判斷乾淨與髒 

□可以判斷事情可以判斷開始與結

束 

感官功能 
□可以聽覺辨別 

□可以視覺辨別 

□可以嗅覺辨別 

區辨能力 
□能夠辨別顏色 

□能夠辨別大小 

□能夠辨識形狀 

□沒有區辨能力 

肢體活動 
上肢 

□可以雙手操作，包括雙手臂及手指之動作 

□僅能以單手操作，包括單手臂及手指之動作 

□僅能以雙手手指從事簡單操作 

□僅能以單手手指從事簡單操作 

□無法使用手部進行操作活動 

下肢 □跑步 □跳躍 □起立蹲下 □抬腳跨越障礙 

移動要求 

攀爬 

可自行上下樓梯 

上下樓梯時，需要稍微扶持或口頭指導 

無法上下樓梯 

搬運貨物 

□強壯，20 公斤以上 

□好，13-18 公斤 □尚可，4-10 公斤 

□待加強，2 公斤以下 

□無法搬運貨物，需他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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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 

□可以獨立平面走動移行 

□雖無法行走，但可獨立操作輪椅或電動輪椅 

□需要稍微扶持或口頭教導方向可行走 

□移行皆須他人協助 

站立 

□能保持雙腳站立，不攙扶物體 

□能在攙扶物體的狀況下維持站立姿勢 

□需要他人攙扶支撐可站立 

□無法保持站立 

自理能力 

進食 

□能自己取用食物並使用餐具進食，不須協助。 

□須別人協助取用或切好食物，但可自己進食。 

□需他人協助進食。 

餐後整理 
□能自己完成餐後整理，不須協助。 

□能自己完成餐後整理，需要提醒協助。 

□需他人協助餐後整理。 

自理能力 

個人衛生 
可自己刷牙、洗臉、洗手 

須別人協助才能完成上述盥洗項目 

如廁 

可自己上下馬桶、穿脫褲子、完成如廁後清潔且不會弄髒衣褲 

可自己上下馬桶、穿脫褲子，但須他人協助如廁後清潔 

無法自行完成如廁過程，須他人協助， 但不須包尿布 

無法自行完成如廁過程，須包尿布 

洗澡 

可自己把頭和身體洗乾淨 

可自己洗頭和洗身體，但是需要協助確認清潔程度 

可以做洗頭和洗身體的動作，但是需要他人在一旁提醒 

需要別人協助洗澡 

穿脫衣褲 
可自行穿脫衣褲 

需要別人幫忙套上衣褲，自己可以完成後續動作 

需要別人協助穿脫衣褲 

穿脫鞋子 

可自己穿脫鞋子，並綁鞋帶 

可自己穿脫鞋子，但不會綁鞋帶 

會脫鞋子，不會穿鞋子 

穿脫鞋子皆須別人協助 

穿脫襪子 

可以自己穿襪子並對齊圖案、車線 

可以自己穿襪子，但是需要協助對齊圖案、車線 

需要別人幫忙套上襪子，自己將襪子拉起來 

穿脫襪子皆須別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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