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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方長發 (2005)：‘香港痙攣協會在發展康復工作的挑戰與機遇’，第一屆

孤殘兒童康復資源發展工作研討會，北京。 

香港痙攣協會創立於1963年，初名為「香港痙攣兒童協會」，其後將服務擴展至成人

，並在1967年易名為「香港痙攣協會」到現在。香港痙攣協會在過去42年，從最初向一個

友好機構借用一間房間，為9名痙攣孩子開設一學習班開始，一直不斷發展，到現在一共開

設47個服務單位，為不同殘疾類別殘疾人士提供28種康復服務，成為香港數一數二康復機

構，每年服務超過4,000個殘疾人士家庭，得來實在不易。42年來，我們面對了無數的挑戰

，也迎接了不少機遇。我認為使到協會有今天成績的，以下三個要素至為關鍵，當中包括

確立「以人為本」的服務宗旨、注意人力資源培訓和團隊協作，以及致力成為一個學習型

的機構。 

（一） 確立「以人為本」的服務旨 

協會成立之初，在服務上遇的首項挑戰，便是如何構思和設計肢體傷殘人士的服務。

在當時(即1963年)，殘疾人士服務多是以照顧為主，可是，我們的創辦人不滿足於此。由於

經驗所限，我們懷著一顆謙虛的心，一直與我們的服務對象一起成長。我們從他們身上、

亦同時與他們一起學會了何謂大腦痙攣(腦癱)，以及他們對外所需的支援。我們體會他們

雖然各自有不同的限制，他們都會經歷與常人無異的成長階段。我們從教育開始（雖然當

時來說，痙攣兒童一般被看作不可教育的），繼而開辦庇護工場、宿舍等，以配合他們不

同成長階段的需要，使他們渡過與一般人同樣的人生里程。這是縱向的服務設計。對處於

同一成長階段的殘疾人士，由於他們的殘疾程度並不一樣，能力各有差異，因此也要構思

有不同的服務安排，以針對他們各自的需要，使他們得到最大的益處。例如，成人服務便

有訓練中心給殘疾程度較為嚴重的學員，而庇護工場和輔助就業等，就給一些能力較佳的

學員，協助他們邁向公開就業。這便是一個橫向的服務安排架構。這個架構亦為他們提供

了一個配合其能力上升和下降的服務階梯。在與他們一起學習的過程中，他們體會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服務必須「以人為本」。這個「以人為本」的「人」是我們的服務

對象，而不是負責出資的政府或捐款人、不是服務他們的專業人員、更加不應該是當管理

的人。因此「以人為本」就是「以服務對象為本」。事實上「以服務對象為本」的服務旨

，具體而微地影響著我們服務的每一個環節。例如，我們的工作流程，應該耍按照學員的

全面需要而設計，切勿以方便於職員操作而安排。我們要給予不同能力的學員個別發展的

空間，不應單從經濟角度，一切以集體方式進行。要尊重學員的個人尊嚴，盡量給予機會

和環境輔助，使他們學習自助。因此，要推行「以人為本」的服務宗旨，參與提供服務的

人，從決策階層、管理者、至前線工作人員的共識和認同，是非常重要。這便帶到我要分

享的第二個要素：注要人力資源培訓和團隊協作。 

（二）注意人力資源培訓和團隊協助 

康復工作是一個人力密集的服務性事業，人力資源的素質是服務成效的關鍵。康復工

作更是一個知識密集操作，要求具有不同知識的專業人士一同協作，以提供全面的服務。

因此，在人力資源培訓上，除了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外，我們面對著項極大的挑戰：就是如

何促使不同專業人員，能夠放開胸懷，超越各自專業的藩籬，同心協力地，推行「以人為

本」的服務宗旨。我們明白到，要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必須有一套大家共用的康復理念

，作為發展團隊協助的基礎。我們非常幸運，在80年代初，把握了本會康復工作發展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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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劃時代的機遇，這就是我們從匈牙利引入「引導式教育」。我並不打算、時間上亦不

容許我在這裡詳細介紹「引導式教育」的內容。但我必須指出「引導或教育」除了是一套

腦癱、帕金生症及中風患者而設計的康復訓練外，它背後的理論，正正提供了我們所需要

的康復理念。引導式教育提倡「身體與心智為一體」的哲學概念；強調以服務對象為本，

視殘疾人士的困難，為一個學習的問題；主張以一個全人發展的觀念，透過誘發殘疾人士

的內在意欲，協助他們從功能失效，發展到功能生效，並以協助他們建立健全的人格為最

終目標。引導式教育這一套康復理念，成為我們不同專業人員的共識，在這個基礎上，建

立起一套共同信念及價值觀，維繫著整個團隊的協助。事實上，香港的引導式教育是經過

一個本土化的過程。在匈牙利，他們培訓專職引導員，以負責策劃、執行和檢討康復程式

。香港沒有引導員的訓練，招聘外國的導員，又會有文化和溝通的問題；因此，本會毅然

倡導一套跨專業協助模式，透過上述一套共用的康復理念，鼓勵團隊中各個不同專業的人

員，移除專業的藩籬，互相分享和學習有關的知識，互相融和，以達致引導員效應。並且

，在有需要的時候，透過集思廣益，協力進行開發新知識的研究，以應付工作上的新挑戰

。人力資源培訓工作除了針對專業人員團隊協作的需要外，更要照顧非專業人員的需要。

康復工作很多時都是一個生活化的環境下進行。在引導式育的理念下，殘疾人士日常生活

中的每一個時刻，都是一個學習機會。非專業人員與殘疾人士接觸頻繁，他們的參與，亦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培訓非專業人員一些基本的康復知識和技能，可以適當地下放一些非

核心的康復工序，既可增加學員的訓練機會，又可增強非專業人員的工作義。同時，培訓

非專業人員具備「專業的工作態度」包括了對象的需要，貫徹「以人為本」的服務宗旨，

以及積極學習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不斷追求進步的精神等。 

（三）致力成為一個學習型的機構 

正如先前所說，康復工作是一個知識密集的操作。與康復工作相關的知識，涉及多個

不同範疇，簡單來說，包括醫療、福利、家庭、心理、科技、和社會等。除了要面對不同

殘疾人士的不同特徵和需要外，亦時刻受著社會環境變遷的挑戰。作為康復機構，我們必

須具備有前瞻、開放和靈活的觸角，聽取服務對象的意見，以促進殘疾人士福祉為目標，

不斷學習和研發新的知識，以面對每一個新的挑戰，把握每一個新的機遇。現在就讓我以

數個例子，加以說明。事實上，我們從匈牙利引入「引導式教育」，再將它的原理加以本

土化，成功建立一個跨專業團隊協作模式，已是一個上佳的例子。早在1980年以前，即國

際商業機構(IBM)推出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_ 

PC)之前，我們的前輩便看到微型電腦可作為腦癱學童的學習和溝通的工具，從台灣進了數

部名為「小教授」的微型電腦，其後亦從美國購買了多部蘋果電腦。同時致力研發供腦癱

學童使用的鍵盤控制及輸入裝置，令到多名當時被認為是嚴重智障的學童，得到機會日後

成為程式編寫員、中文排版技術員、網頁設計員和散文作家等。亦解決了很多嚴重肢體傷

殘學童的學習溝通需要。近年來，香港腦癱學童人數有顯著下降，自閉症幼兒的數目卻不

斷增加。早在90年代未期，當我們察覺到這個趨勢後，便積極留意外國關於自閉症的學說

和研究，並派員到美加等地先進國家學習，先後引進和發展了「社交故事」，和「視覺策

略」等針對自閉學童的教導方法。到現在，我們的自閉症服務，在香港有口碑。今年6月更

與香港大學一同發表一套自閉症幼兒社交和溝通技巧訓練叢書。由於香港地少人多，服務

供不應求，政府因應財政需要，推行社區照顧的概念，鼓勵殘疾人士留在家中生活，減少

開設院舍。我們的人員現在研究一套社區照顧服務模式。同時亦在本年8月出版了一本「體

弱及智障人士家居訓練手冊」，供業內人士及家長參考，緊握著此項服務的牛耳。香港近

來開始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加上中風、帕金生症和年老癡呆症患者年輕化情況，本會在過

去數年積極發展一套專為他們而設的全人康復訓練程式，針對他們在體、智、社、心、四

方面的需要。並在今年年底設立所成人持續復健中心，進一步實踐社區照顧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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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一個康復機構，要成功面對每一個新的挑戰，和把握每一個新的機遇，必

須是一個不停學習，時刻吸取新知識和著重研究的學習型機構。它的每一個人員必須時刻

學習，不停擴闊視野。殘疾兒童康復資源發展基地的設立，可以把實用有效的康復知識加

以分享和推廣，提升業內人士水準，惠及殘疾人士，收事半功倍之效，是一個有意見地和

極具前瞻性的工作。在此祝願這個基地能夠為國內的康復事業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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