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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快報
遲緩兒基金會會訊期數異動與電子化改版通知！

為響應環保，本會自2019年8月份開始，原三個月一期，更

改為半年期出版，且改採部分電子報供民眾閱覽，歡迎掃描

QR code填寫您的E-mail進行電子報訂閱，後續將自動取

消紙本寄送。

基金會電子報訂閱

如有芳名錄錯誤、收件者姓名或地址錯誤、地址變更、重覆收到

或不需寄送本會訊

請電02-2753-0855告知 陳小姐

如無法投遞，請退回

10597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56號7樓之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224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財政部自2011年起推動全國「發票電子化」，截至目前已有587個公益

團體申請為受贈的單位。本會設定捐贈碼為「0855」，邀請大家一起

捐發票，共同幫助發展遲緩兒童及家庭！使用方法：

1.您可以攜帶此條碼於結帳時出示給店員掃描，即可將發票捐給本會。

2. 以智慧型手機下載「 搖搖捐贈碼 」APP，搜尋本會名稱即可找到此 
愛心條碼，將條碼存在您捐贈名單內，於購物結帳時出示給店員掃描

即可將發票直接捐給本會。

3. 於結帳時，直接向店員表示要將發票捐款給基金會，代號為

「0855」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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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民眾進入醫院這座白色巨大的機器體當

中，不禁會感到惶恐不安或不知所措。那披著白色制

服的醫療人員，一方面是救贖的象徵《治病》，另一

方面是審判的使者《診斷》，實在讓不屬於這個宇宙

空間的平民百姓感到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特別是那個

未知多於所知，如同黑洞般神秘的精神或心智相關領

域，對於那些肯鼓起勇氣來求診的家庭《也包括我們

那些勇敢的孩子們》，其所造成的惶恐與不確定性，

讓人著實不知該如何面對? 
筆者之前長期任職於醫院的兒童心智科《主責早

期療育和兒童發展評估的職能治療領域》，看到來求

診的家庭，剛開始先迷失在偌大的醫院空間中，接下

來用勇敢的手推開醫生或治療師的大門後，坐在那個

將被審判的椅子上，旁邊帶著一個可能是完全不理人

只活在自己世界的孩子，或一個尖叫動不停的孩子，

或該走路該講話卻都做不到的孩子，聽著那個披著白

袍的人說一堆都是中文但卻無法理解那是什麼意思的

異世界專業術語。我心裡常常想著，肯走進醫院門診

間，肯面對醫療人員的家庭，都已經是最有勇氣的家

庭了，那身為早療專業人員，可不可以做些什麼事，

幫助家庭更有效率來面對漫長早療之路的第一關? 
以下是一些就醫時的入門守則，提供給您參考。

 < 請參考第82期 上篇第一、二點 > 
第三，不清楚就要問。如果在一連串的做好功課

之下，面對專業人員的各種評估測驗和處置解說，您

仍存有諸多疑慮，或是無法理解對方說的名詞或概

念，千萬不要擔心，就勇敢並有禮貌和誠心地開口發

問。專業人員不怕遇到不了解兒童問題的家長《幫助

家庭是我們的責無旁貸的職責》，只怕遇到那種什麼

概念都沒有，但還裝懂或是不肯開口詢問，或甚至自

行斷章取義醫療人員意思的家長。除了影響溝通和就

醫效能，也會影響到孩子自身的權益。

第四，列出主要需求。在就醫之前，家長要事先

了解為什麼要去看醫生? 有些家長只知道老師說要帶

來看，但對孩子的狀況渾然沒概念，來到診間一問三

不知，或提供錯誤甚至有誤導性的訊息。建議家長要

先做好親師溝通《請老師簡單寫下在學校的問題或行

為觀察紀錄》，家長本身若自己覺察孩子有狀況，也

可以事先寫好行為觀察記錄，屆時面對專業人員，就

不會因為緊張就忘光光想問的問題，或是出了醫院才

想到甚麼事情還沒問。

第五，保持冷靜客觀。當孩子被別人說可能有什

麼問題的時候，家長通常會很無法接受或驚慌失措或

感到痛苦自責，這是很大的心靈傷害。但是，孩子

有發展困難不是家長願意讓它發生的，很多時候是出

於無奈和非人力可以控制的因素。因此面對孩子的困

難，首先不要責備自己或任何人《任何的指責都像刀

劍一般的傷人》。但，真的說要保持公正客觀其實很

難很難啊，我只能建議，盡量做，盡量做到。我們是

要解決孩子的困難，幫助孩子好好成長和長大，不是

來找誰吵架還是賭氣的。就醫過程最好是在家長《父

母》和其他主要照顧者共同出席之下進行，因為孩子

的狀況不是單面向的，需要全家人一起溝通和了解

《在專業人員的引導下》。若家長其中一人在遠地

無法參與，可多利用高科技產品《視訊或同步對話

等》。若是家中有狀況造成您真的只能單打獨鬥，此

時也不要自己往前衝，要勇敢往外尋求援助《請醫

師介紹可以求助的基金會或協會，或家長支持團體

等》，並與學校老師《很重要的助力》好好合作一起

守護孩子的成長。

最後，要謝謝所有勇敢面對這一切艱難歷程的家

長，有你們勇氣智慧的護持，才會有孩子平安順遂的

將來，早療專業人員也得以安心的當你們雙翼底下的

風，與家庭飛向或許與一般家庭不一樣，但是卻有獨

特意義的未來。

面對「白色巨塔」不恐巨/懼 下篇
行動職能治療師  朱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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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甜點遇上音樂，是味覺碰上聽覺的饗宴，當造型

黏土結合音樂鈴，是音樂與視覺的交織而成的協奏曲，

run run老師帶來了黏土音樂鈴的課程在玩趣窩，透過

黏土的揉捏，老師帶領孩子做出可愛的甜點。

活動開始，老師帶來了可愛的繪本，講解甜點、

甜甜圈等等的下午茶常出現的食物，有彩色的甜甜圈、

冰淇淋、餅乾、鬆餅，讓孩子對於接下來的創作有所共

鳴。小朋友們會先拿到渾圓可愛的音樂盒，老師先用黏

土將音樂鈴包起來，因為這樣才能讓孩子將等等做好的

作品黏在音樂鈴上方。

我們先製作熊熊形狀的冰淇淋，冰淇淋是用倒頭栽

的方式放在音樂鈴上，原因是餅乾的部分是比較軟的，

這樣才能支撐住冰淇淋的重量，小朋友選好自己要的顏

色後開始揉圓、貼上五官，最後再用蛋餅盒子壓出冰淇

淋餅乾圖案。老師帶來了許多壓模可以壓出可愛的餅

乾，孩子們很興奮的製作出自己喜歡的造型，大家像是

在做月餅的方式壓出一個一個可愛的餅乾。

元宵節有著吃湯圓看花燈的傳統習俗，但是小朋

友們知道元宵節的湯圓作法其實不一樣嗎?在農民曆中

有兩個節日都會吃到湯圓，一個是元宵節，另一個是

冬至。

傳統的元宵每顆外表並不是渾圓的，元宵節的湯

圓是乾糯米粉「滾動」成型，叫做"元宵"，元宵的做

法是先做好內餡，再將做好的內餡切成適合的大小、

沾水後放進放滿糯米粉的竹篩裡面搖晃裹粉，過程中

8-10的沾水以及竹簍搖晃裹粉，直到整顆元宵成型即

完成。

run run老師帶來有趣的元宵湯圓黏土課程，課程

開始之前用繪本與小朋友們分享繪本中動物們製作了

不同造型的花燈。接著是大肢體的活動時間，在輕快

的音樂下，小朋友一起完成有趣的撈湯圓活動，小朋

友們合力把竹簍的湯圓撈到大大的碗中，中間還加入

了花生、花豆、綠豆，一起煮了一鍋象徵性的元宵湯

最後老師帶領孩子做出繽紛可愛的馬卡龍，做出兩

個麵包圖案的圓餅，黏在一起之後，就會成為可愛的馬

卡龍了。大家把剛剛完成的作品，用膠水黏貼在音樂鈴

上，大家的音樂鈴就完成啦!每個孩子的作品都有屬於自

己的創意，把原本素色的音樂鈴加上孩子們的創意，製

作了屬於自己的音樂鈴，謝謝老師為玩趣窩的孩子們帶

來如此繽紛的活動!

圓；圖標是用黏土做燈籠與湯圓，因為黏土軟軟的，

所以孩子們要將完成品黏貼在竹簍上，先用橘色黏土

及切線的表達方式製作出老虎的燈籠，最後再捏出半

圓形的碗，並將湯圓撒在作品四周，最後用膠水用出

湯水的感覺及黏上春聯，可愛的元宵節掛飾就完成了!

這一場活動讓小朋友對於元宵節更有許多概念及

學習，也動動我們的大小肌肉體驗元宵節，小朋友的

掛飾也製作的創意十足!謝謝來參與我們活動的家長與

孩子們，祝福元宵快樂團圓，健康平安的長大。

甜點音樂鈴

元宵節吊飾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社工員 林芃妤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社工員 林芃妤

基金會活動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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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子果實形狀、豐厚圓碩、形如如意,又因“柿＂與

“事＂諧音,所以用以寓意“事事如意＂， 秋末時節家

家都會買柿子討吉利，相信這樣圓圓大顆的橘色水果可

以為家庭帶一整年的順利。筳臻老師在過年前帶來了水

墨畫的體驗，透過墨汁、運筆、方形章、題字等等中國

水墨畫的元素，帶孩子認識水墨畫的特色。

作畫前，老師先帶孩子們認識今天要繪畫的主角:＂
柿子樹＂，透過柿子樹的影片，孩子們看到藍藍的天

空，黃澄澄的柿子在風中搖擺，在樹枝蜿蜒成一幅歲月

靜好的模樣，許多孩子第一次看到柿子樹，興奮的表示

想要開始畫畫看柿子。

透過墨汁、水彩筆的運筆技巧，老師教導孩子從

大大的樹幹畫到小小的樹枝，黑色與橘色的混合，讓樹

枝更有立體感，綠色加上一點點的墨汁，製造出樹葉水

墨的感覺。不同的力道筆觸會畫出不同的果樹樣貌，每

個孩子都畫出自己獨一無二的柿子樹，有非常有張力的

5月28日由台北市教育局主辦，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承辦，及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協辦的（線上）「我的優

勢卡簡介及與特殊教育資源結合研習」，邀請到廖華芳

老師及蔡昆瀛老師來介紹及分享。有學前老師（主要為

特教老師）、家長和專業人員約90人一起交流。

一開始由廖華芳老師介紹為何要推動「我的優勢

卡」，並介紹什麼是我的優勢卡。廖老師講到我的優勢

卡製作的過程最重要，此推動目的是讓兒童本人參與其

中，讓兒童表達自己的優勢，藉此認同自己棒的地方和

喜歡的活動，另一面讓家長及服務提供者可以藉由優勢

卡更認識他，且其＂認識＂是著重在兒童的優點，並非

缺點或是要加強的能力；服務提供者也藉由優勢卡了解

兒童需要的具體支持，藉此可以更有效的協助他。

讓兒童有參與感是「我的優勢卡」很重要的觀念，

藉由參與的過程提昇兒童的適應狀況及社會參與。

本基金會也藉著和台北市教育局的研究計畫，將

出版我的優勢卡家長手冊，期待家長也學會「我的優勢

卡」的概念和製作方法，可以支持孩子融入社會。

研習第二段由蔡昆瀛老師分享，蔡老師表示台灣特

教的教學理念裡，原就有類似優勢卡的觀點，跳脫過往

服務型態來看，其教學與輔導概念是相通的。蔡老師認

為應該要跳出優勢與弱勢的二元論，這兩者應該是相對

而非絕對，且優勢和弱勢都可以成為需求，並非弱勢才

是需求。

樹枝，也有柔情的表現，還有孩子讓樹枝發揮自己的想

像力，說樹枝上有恐龍，最後老師還製作了專屬孩子們

名字的印章，讓孩子們在畫面上題字與蓋上自己的四方

章，讓作品更有古色古香的氛圍。

最後的大合照，寶貝們都興奮地秀出自己的畫作，

也對於水墨畫的繪畫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接著蔡老師從「優勢卡看見在教育的可能」說起，

他解釋優勢卡裡面講到的需求不應該是專業人員所看

到的需求，而是兒童自己認為的需求，因為他自己有認

同其需求，後續配合的動機也就更高；在過程中專業人

員要相信兒童有自己表達需求的能力；這也與兒童自我

決策相關，自我決策需要從幼兒時期就開始慢慢培養，

未來他才能有自己決策事務的能力。另外，蔡老師也提

醒，當孩子表達自己的優勢時，老師及家長應尊重兒童

的表達，且給予正向的回應。

蔡老師也提到關係建立在優勢卡製作也是很重要的

向度，彼此有好的關係才會接續好的溝通，兒童才更願

意表達自己的想法。

最後蔡老師將學前特教可以運用「我的優勢卡」的

各個面向及資源做簡單介紹，包含鑑定安置及IEP（個

別教育計畫）訂定，鑑定安置原本的體制就會請心評老

師分析各領域的優勢或是非發展上面其他的優勢，再進

一步提出教學建議，該部份很適合將兒童優勢卡內容放

入或是作為參考；原本IEP內容就有分析兒童優弱勢能

力及需求的部份，可結合我的優勢卡使用；而在社會性

融合的課程活動中，若能了解兒童優勢，從優勢去促進

同儕間的接納與互動，將有助於提昇兒童的社會參與；

此外，諸如教學設計、行為介入、巡迴輔導、轉銜或相

關專業服務，也都可以應用兒童優勢卡提供正向的教育

與支持做法。

柿柿如意

我的優勢卡簡介及如何與特殊教育資源結合
（我的優勢卡簡介及與特殊教育資源結合研習報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社工員 林芃妤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執行秘書 董昱彤

基金會活動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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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親子黏土活動

家長聯誼交流一日遊

中正萬華早療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沛妤

中正萬華早療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怡穎 陳沛妤

期待已久的親子黏土活動，今年再次舉辦囉~讓大

朋友小朋友一起發揮創意，愉快的捏塑獨一無二的作

品。在疫情影響下，早資中心將活動分為上下場，同

時量體溫及戴口罩，做好防疫措施讓家庭能安心參與

親子黏土活動，本次活動邀請黏土美術講師-VIVI老師

帶領大家製作可愛的貓咪存錢筒。

在活動中看到小朋友們將黏土搓圓搓長，發揮創

意，捏出各式各樣的點心形狀，像是:甜筒冰淇淋、冰

棒及玫瑰花等，將存錢筒裝飾得無比豐富，雖然有孩

子因為觸覺敏感而不願觸碰，但經家長的鼓勵引導下

開始感受黏土，並一同完成作品；另外也觀察到不同

家庭相互合作，由其中一位家長教導同桌的孩子，在

同儕間的相互鼓勵下完成的作品更加閃耀。

此次參與者都相當專注在活動中，認真捏塑自己

的作品，在完成後即使因戴口罩未能看到笑容，但也

可以感受到小朋友的成就感及滿足感，家長也積極回

饋在疫情下感謝能有活動參與，並享受美好的親子時

近年因疫情關係使得家長及孩子多只能待在家

中，少有外出活動的機會，而弱勢家庭更是在疫情影

響下，經濟及生活壓力逐漸提高，因此今年中心舉辦

一日遊活動，讓大家在煩悶的疫情下，出遊活動紓解

壓力，同時增進親子間情感，也促進家長間交流。

家長及孩子們都期待久違的出遊，早早便到中心

集合，一同出發前往宜蘭頭城農場，上午由導覽人員

帶領大家遊覽農場，漫步遊走在大自然中，家長與小

朋友皆感受到悠然的氣息，小朋友也主動分享所看到

的花草植物，甚至相互邀請一同玩樂、餵食動物，家

長也在照看孩子的情形下，相互關心孩子的狀況，並

分享教養知能與早療歷程。

中午農場除了準備可以隨時吃的點心外，更是準

備了相當豐盛的自助午餐，小朋友和媽媽爸爸、阿嬤

們都吃得相當開心，有一個阿嬤打趣的跟我們說：

「吃了這一餐，大概一星期都可以不用吃飯了。」

吃完飯後就是有趣的DIY時間，這次要做的是番

茄果醋，在製作過程中，同組的家庭都會互相協助幫

光，藉由捏黏土練習精細動作，可以增長孩子的專注

力，在家中便可利用簡單的黏土素材，提升孩子的發

展能力，同時增進親子情感喔!

忙，有家長最後將精心製作的果醋送給今天認識的同

組家庭，看來在活動期間，有部分家庭相互建立了自

己的友誼，期待本次的活動，可以讓平時很少與他人

交流的家庭，可以慢慢習慣與人互動，建立自己良好

的支持系統。



遲緩兒會訊 6

對於即將入小孩童的家長充滿了焦慮與不安，找

不到如何協助孩子進行入小準備的方向，諸多的問題

需要解答，為了協助家長解決這些問題，本中心舉辦

入小學轉銜準備親職講座，特別邀請實務經驗豐富的

資源班林老師來與您分享入小準備資訊，緩解家長們

的焦慮，以簡潔扼要守則-「兢」、「荊」、「經」

「精」明確說明入小特教資源的概況、幼小銜接的重

點、小一生所要具備的能力及入小可能會遇到心理適

應的難題，讓家長了解針對每個不同領域所要具備能

力之引導方法，也提供非常詳盡的補充資訊給家長做

參考、嘗試。

 更重要的是，講師也分享了過往與小一新生家長

們面對孩子即將升小一的想法亦是焦慮且緊張的， 一
方面同理家長的心情，另一方面提供許多支持管道來

緩解家長的不安。另外，期望家長能作孩子有利的後

盾，讓孩子勇敢說出自己在校所遇到的問題、家長盡

可能理解孩子的心境，肯定孩子當下的處理，共同與

孩子努力想一想解決之道～

課程最後，講師認為親師溝通為重要的課題，期

望家長在未來能與學校老師保持良好的溝通與關係，

基金會一直以來都是靠小額募款，來完成我們想

做的事。今年我們非常感謝在罕病基金會陳莉茵女士

和黃鴻文律師的引薦下，獲得了財團法人利他樹傳振

教育基金會壹百萬善款捐助。除了對捐助者表達最深

謝意，本會也規劃這筆善款的運用。

此筆善款使用範圍包含本會認知療育訓練及專業

諮詢，亦針對發展遲緩兒設計相關訓練教材，公開在

網頁上，提供有需求的家長下載使用。另雷游董事長

深感近年因少子化與遊戲3C化，讓兒童的發展深受影

響。因此在因緣際會下，遇到相同理念的蒲公英希望

種子文化有限公司，共同規劃In桌遊能力GO:友善校

並提點如何在合適的時機與老師們溝通及要如何溝

通，讓家長覺得親師溝通不再是困難的事情，最後，

從家長的提問與回饋相信家長受益良多，從而減緩家

長們的焦慮協助孩子進行準備，陪伴孩子順利轉銜，

安安心心，快快樂樂上學去!!!

園--桌遊教案免費培訓計畫。除了提供義務的訓練課

程，更對提出申請的學校捐贈5組免費桌遊，讓老師上

課後就有教材可用。

因受疫情影響，本會後續也將推出桌遊Fun輕鬆

相關親子免費課程，並且滾動式的依照療育的相關需

求，辦理相關的專業研習會，讓這筆善款發揮最大效

益。

若對相關課程感興趣，請關注我們的官網或粉絲

專業，亦歡迎來電洽詢。

「入小準備」親職講座

愛的串聯

中正萬華早療社區資源中心 社工員 陳緯含

執行長 蔡美芬

中正、萬華區早資中心活動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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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自成立以來，著重於宣傳及推動早期療育觀念，漸漸察覺其城鄉差距、資源不足才是造成問題的最根

本，為了將服務擴大、推送到每位有需求的個案身上，自民國97年起展開了「外展服務」，即指將服務移至有需

求的外地，透過專業人員主動接觸、聯繫的方式，提供有需求的個案立即且長期、持續性的服務。本會至105年
始開始至偏鄉區域推行「玩具車借用服務」，透過玩具為媒介，促進兒童健康發展，於108-109年度推展「玩具

銀行服務」，針對特定偏鄉資源缺乏家庭，運用玩具存摺卡，設置三個成長目標，只要達成目標即贈與玩具，擴

充偏鄉家庭育兒資源。自110-11年因應疫情影響玩具車入園服務，除了辦理「玩具宅配送到家」外，結合12年國

教教育核心素養理念，提供「親子童樂包在家玩、社區性的親子童樂課」，讓偏鄉幼兒與家庭在疫情下仍然能在

家玩得愉悅，提升親職效能。

【玩具車巡迴偏鄉社區服務】

基金會長期致力於石門、金山及萬里區域之早期療育服務，在服務過程中發現三區的家庭可能因經濟、資源

取得不便、觀念不同而導致對於『玩具』的不重視，但玩具卻是兒童健康發展的重要媒介，有鑑於本會長期推動

兒童健康發展之目標，因此於105年在北海岸推動玩具車借用服務，107年擴展至瑞芳地區，109年度跨足貢寮地

區，110年度再新增三芝區為服務區域，基金會藉由向社會大眾募集愛心玩具投注新北市資源不足區域，透過外

展工作模式，將玩具借用服務帶入偏鄉社區、幼兒園，讓家長認識適齡玩具對孩子的影響，提升家長親職教育並

增加家庭育兒資源。111年度上半年玩具車共辦理9場次，借出165組玩具，總服務人次分別為大人53人次及小孩

165人次。

【親子童樂包】

因應防疫COVID-19影響，許多學校改採線上教學，許多家長除了必須陪伴孩子學習，家庭也減少外出遊玩

頻率，不少家長因疫情減少工作，或是在家工作時間變長，導致親子關係較為緊張，衝突增加；基金會設計親子

童樂包，將搭配線上影片的分享，期待透過不同年齡層的童樂包，有助於親子在家進行DIY親子活動，提升正向

親子互動與情感連結；基金會特別將不同的玩具，結合探索認知、科學、美感等等領域，能有助於培養孩子自我

探索及自主學習的能力展現出來。

「外展服務」現況報導
社工員 陳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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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111年01至06月工作紀要

111/01/03 南京療育

111/01/05 南京療育

111/01/06 南京療育

 參加社會局早療個管系統訓練課程

111/01/07 南京療育

111/01/08 南京療育

 玩趣窩活動-黏土音樂鈴

111/01/10 南京療育

111/01/11 南京療育

111/01/12 南京療育

 參加社會局111年第一次連繫會報

111/01/13 南京療育

111/01/14 南京療育

111/01/15 南京療育

 玩趣窩活動-柿柿如意

111/01/17 優勢卡籌備會議

111/01/20 南京療育

111/01/21 南京療育

111/01/22 南京療育

111/01/24 諮詢

 南京療育

111/01/25 早資中心一月行政會議

111/01/26 南京療育

111/01/27 南京療育

111/01/28 南京療育

111/02/08 南京療育

 個別諮詢

111/02/09 南京療育

111/02/10 八里愛心教養院「我的優勢卡」 
 實作研習會

 南京療育

111/02/12 南京療育

 玩趣窩活動-元宵吊飾2場次

111/02/14 南京療育

111/02/15 參與2021年CST TAIWAN推廣 
 計畫期末檢討會議

 南京療育

111/02/16 南京療育

 早資中心二月行政會議

 參加中正/萬華區福利安全網區域 
 整合會議

111/02/17 南京療育

111/02/18 南京療育

 參加社會局早資中心服務流程及 
 表單會議

111/02/19 南京療育

111/02/21 南京療育

111/02/22 STAT籌備會議

 南京療育

111/02/23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療育

111/02/24 南京療育

111/02/25 南京療育

111/03/02 南京療育

111/03/03 南京療育

111/03/04 南京療育

111/03/05 南京療育

111/03/09 玩具車-金山

 南京療育

111/03/10 南京療育

111/03/11 3/16我的優勢第一交流會的會前會

 南京療育

111/03/12 南京療育

111/03/14 全體工作會議

 南京療育

111/03/15 南京療育

111/03/16 玩具車-貢寮

 我的優勢第一交流會

 南京療育

111/03/17 南京療育

 早資中心三月行政會議

111/03/18 南京療育

 參加社會局早資中心服務流程及 
 表單會議

111/03/19 南京療育

111/03/21 南京療育

111/03/22 南京療育

 早療社區資源中心與幼兒專業輔 
 導服務方案(南區)聯繫會議

111/03/23 玩具車-萬里

 南京療育

111/03/24 南京療育

111/03/25 參加社會局早資中心服務流程及 
 表單會議

111/03/28 早資行政會議

 南京療育

111/03/30 玩具車-三芝

 南京療育

111/03/31 南京療育

111/04/01 華岡電台實習記者採訪

 舉辦家長聯誼交流一日遊

111/04/02 南京療育

111/04/06 玩具車-萬里

 南京療育

111/04/07 南京療育

111/04/08 聯勸期初方案審查

 家長諮詢

 南京療育

111/04/09 南京療育

111/04/11 南京療育

111/04/13 南京療育

111/04/14 南京療育

111/04/15 參與衛生財團法人工作報告及財 
 務報表編製研習

 南京療育

 參加社會局早資中心服務流程及 
 表單會議

111/04/16 南京療育

111/04/18 早資行政會議

111/04/20 玩具車-石門

 參加社會局111年第二次連繫會報

 參加中正/萬華區福利安全網區域 
 整合會議

111/04/21 南京療育

 早資中心四月行政會議

111/04/22 南京療育

111/04/23 南京療育

111/04/25 北市社會局查核銷單據

 家長諮詢

111/04/26 至中興醫院提供駐點服務

111/04/27 玩具車-玩具回收（萬里）

 南京療育

 早資中心團體督導

111/04/28 南京療育

111/04/29 南京療育

111/05/03 董監事線上會議

111/05/04 南京療育

111/05/05 南京療育

111/05/06 南京療育

111/05/07 舉辦家長園藝紓壓團體(第一場)

111/05/09 南京療育

111/05/10 胎兒醫學振興會拜訪（線上）

 南京療育

111/05/11 南京療育

 進行社工人身安全教育訓練

111/05/12 南京療育

111/05/14 南京療育

111/05/16 南京療育

111/05/17 南京療育

111/05/19 南京療育

111/05/20 南京療育

 早資中心五月行政會議

111/05/21 舉辦「入小準備」親職講座

111/05/23 全體工作會議

111/05/24 南京療育

111/05/25 南京療育

 參加社會局早療系統維護會議

111/05/26 南京療育

 參加社會局早資中心服務流程 
 及表單會議

111/05/27 南京療育

111/05/28 南京療育

111/05/31 南京療育

 南京諮詢

111/06/01 南京療育

111/06/02 南京療育

111/60/04 南京療育

111/06/07 南京療育

111/06/08 南京療育

111/06/09 南京療育

 產後社福單位聯繫會議

111/06/10 參加社會局早資中心服務流程 
 及表單會議

 南京療育

111/06/11 南京療育

 舉辦親子粘土活動

111/06/13 STAT工作坊籌備會議

111/06/14 南京療育

111/06/15 參加中正/萬華區福利安全網  
 區域整合會議

 南京療育

111/06/16 早資中心六月行政會議

 南京療育

111/06/17 南京療育

111/06/18 南京療育

111/06/20 南京療育

111/06/21 南京療育

111/06/22 忠義基金會至早資中心參訪

 玩具車-三芝

 南京療育

111/06/23 南京療育

111/06/24 參加社會局早資中心服務流程 
 及表單會議

 南京療育

111/06/25 南京療育

111/06/27 桌遊培訓-新竹秀巒國小

111/06/28 參加社會局早資中心服務流程 
 及表單會議

 南京療育

 家長諮詢

111/06/29 玩具車-石門

 南京療育

111/06/30 參加社會局早資中心服務流程 
 及表單會議

 南京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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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的開啟，生命的共好 - 台灣早療紀事

出 版 品

生命的價值，是自己選擇並賦予的，生活的幸福，也是自己尋求的。

價值和幸福，為我們譜出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生命的共好。

思想、感覺、觀察，無非都是在領悟，切身痛過的領悟，才會改變。

游秀華女士身為一位身心障礙者的母親，她曾無助、沮喪，但也因為她是一位母親，所以比任何人勇敢，並

且願意承擔。在兒子療育的階段，無助、找不到資源；在兒子學齡的階段，未曾接到一張入學通知，也從來沒有

為自己發聲……然而，因為一則新聞，她走進身心障礙權益的領域。一九九二年創立了「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

會」，成為創會會長。她除了為身心障礙者的權利發聲外，更因自己的睿見，不希望看到零～六歲的發展遲緩兒

童和家庭走向與自己相同的路，她與同期共同倡議的家長，想要的不太一樣，三十幾年來，都在為發展遲緩兒童

的家庭奔走，期盼築出一條比較好走的路。也因此，一九九九年成立「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為了兒

童的健康發展努力不懈，走在早期療育的最前端。

這塊土地上，發展遲緩兒童的早期療育並非一路馬不停蹄地飛奔，而是在不同的時段，一群有緣的人共同努

力。就像蒲公英種子的智慧，風起隨風飄揚，落地安靜成長。也如同四季花草、流水交映，有不同的風華。也許

這一場最初的緣起，因著眾多人的努力而留下一點一滴，為了不辜負身邊一點一滴的擁有，讓我們用心地去欣

賞、去感恩……。

訂購方式：
至『讀冊生活』網站搜尋『台灣早療紀事』即可

購買。

定價：200元。

讀冊生活購書

網址qrcode



9900元：發票中獎

10000元： 林珈均、陳彥蓁、陳淑珠、王志高、姜忠信、郭
美玉、陳淑芬、蕭富友、鍾美蓮、原則

11130元：善心人士

12000元：蔡沅峰、蔣孝則

13600元：吳竟銍

14210元：善心人士

15000元：玉置貞子

17009元：許明文

17839元：蔡易庭

18000元：貿昌公司、陳玉書

20000元：三福化工

25000元：監察院

30000元：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50000元：周菁菁、丁錦花

53444元：雷游秀華

100000元：周邦偉、陳正煌、林佩瑾、葉志國

200000元：明怡基金會

500000元：林福星

1000000元：財團法人利他樹傳振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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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111年01-06月） 
感謝所有捐款人及捐物人的熱心與歡喜，您的付出將是我們繼續努力的泉源。因為有捐款以及捐物人的熱心捐助，讓我們得

以運用善款及物資幫助更多遲緩兒童及其家庭。相信有大家參與，早期療育將更美好！

50元：林朝偉、曾芙涵

100元： 簡彗如、王福興、陳安茹、蔡珮婕、善心人士、黃楷傑、
黃楚甯、 黃詩語

200元： 陳苡嫣、江恩佐、林翊榮、林琬倩、張金玉、陳筠青、
莊宗諺、黃逢榮、劉怡雯

215元：廖禹媃

300元： 李淑玲、韋亮華、陳淇銨、王婕蓁、陳妍榛、蔡宣如、
蔣宗佑、 鄧露比、賴子雲、戴兆中

350元：曾若涵

400元： 巫小峻、吳有翔、林家靖、姚芳秀、蘇千惠/蘇鈺祐、
林官帛、余雪華

500元： 王卉敏、王婕蓁/陳明惠、吳秉賸、吳諺蓁、吳鴻誼、
李柏辰、李柏辰、沈翊、林沛宏、林書妤 、林書慧、 
林義榮、林檀均、邱薇儒、宮翠蓮、張伊晴、陳依
卿、曾小姐、楊玉萍、歐陽學霖、鄭如瑤、賴畇妘、
富翊設計公司、林亞涵、車宜雅/韓瑩、張興仁、張淑
珍、陳靖傑、陳家承、簡嘉佑、簡嘉甫、楊荏元、楊
千鋐、賴彥至、勵載重、嚴瑞霖

600元： 林宇威、林昕妤、邱郁婷、陳偉秉、陳雅慧、黃榛涵、
郭家菱、洪宥翔、唐詠晴、黃雅彥、郭怡君

800元：陳明珠、楊璨聿

900元：蘇育成、韋奕華

1000元： 王雅嵐、吳泓寬、李宗運、林紋毅、星鑽商務中心
有限公司、范姜畇荃 /范姜俊硯 /范姜楷 /趙怡帆、
郭瑩澤、郭獻隆、陳秀雯、陳品合、陳思涵、陳靜
怡、游品茵、黃品閎、黃宥閎、潘建助、蕭衣辰、
藍敏瑄、鐘鴻家、黃秋燕、施惟棠、蒲公英希望種
子、啟景顧問公司、丁立威、丁立慶、王兆年、
王鈺甄、邱菊英、李礎安、周昇佑、林佳穎/林湘
庭、翁文賢/翁小茜、陳素書、詹麗淑、游蕙瑀、
楊子儀、黃莘鏵、賴惠珠、嚴允良、王秀如

1020元：吳進雄

1200元： 楊雅淳、張桂英/蔡博宇、楊珮、富收有限公司、
丁筠恬、王懷安、方紹聿、林士勛

1186元：林雅萍

1500元： 王維宜、何淨慈、林仲涵、唐玄紘、陳宥橙、沈芳君、
梁恩碩、楊夢承、善心人士

1600元：余雪華

1800元： 林資翌、許子瑤、黃毓菁、戴法顯、朱林韻、葉明珠、
謝豐壕、蘇宏洋

2000元： 張信真、陳奕儒、陳靜如、鄒佳純、蘇漢隆、龔文
化、王靜宜、林勝國、闕妘珊、李宜靜、吳奇軒、
林汶憲、林洵安、林峻陞、林鼎祥、梁瑀芯、黃鈿
翔、楊牧民

2020元：黎惠芳

2500元：林長亨、陳碧楓、林小姐

3000元： 林宜萱、張修輔、陳泓、陳啟綸、陳儀安、陳韻
筑、楊尚融、謝雨辰、謝美滿、蘇盟凱/蘇則睿、
馬家麒、馬欣彤、善心人士、一家人、王智豊、林
妤宸、孫李愛瑛、張嘉紓、潘岩、蘇律家、王一
誠、周正堂、阮懷磊、許筱翊、許菀庭、揭宜穎、
陳延松、劉建祥、劉建邦

3200元：林沛雯

3500元：聞琇桂

3400元：王肇偉

4000元：張巧慧、陳靜芳、梁淑菁、游佾羲、蘇俞蔚、劉亮蓁

4200元：王齡萱

5000元： 天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古承澔、柯佳宏、劉祐
麟、謝舜瑜、吳怜儀、綠地美公司、林敬哲、雲淑
娟、楊昀烜、謝杰宏、陳菊

6000元： 王進寶、江旻宗、粘嘉芳、許耀升、陳安締、泰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畇凡、牟秀鳳、李嘉文、李
梅麘、陳怡萍、陳吟足、魏彩玲、林品研/林若婕

7200元：洪英博

8000元：善心人士

9600元：朱寶足/陳詩源/陳呈豪

捐物芳名錄（111年01-06月） 
發票一批：紅布朗國際有限公司、洪武昌

純電水20公升2桶：水富士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兒童口罩7盒：呂岱蓉

兒童口罩一批：張小姐、張凱棻、邱富季、李小姐、王淑
華、廖小姐、陳先生/小姐、無名氏

兒童口罩：宜昇技研有限公司、鍾佳容、蔡佳敏、無名氏

玩具、桌遊、教具一批：第一商業銀行

物資(尿布、奶粉)一批：每月一善、家欣國際有限公司、
沛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用心快樂社會企業有限公司、黃
大倫、沈琬穎

快篩試劑25劑：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 感謝社會大眾的熱心捐款，由於有許多捐款人是由銀行轉帳至

本會，所以請不要忘記將您匯款單影本附上姓名及地址傳真至

(02)2753-0856或郵寄至105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56號7樓
之一，以利寄送捐款收據給您喔！

徵稿啟示

親愛的老師、家長及各位讀者，您好：

本基金會為宣傳及報導早期療育相關訊息，自成立以來每六個

月皆定期出版會訊季刊，若各位在教學或與孩子互動當中，發

現有值得與讀者及社會大眾共同探討或分享的議題，都歡迎不

定期踴躍投稿喔！

若您並非專業人員或家長，也都期待您將寶貴的早療經驗或感

受分享給大家，讓我們藉由這份會訊把愛串聯在一起！

感謝各位的熱心支持，讓我們一起為許多需要接受關懷的遲緩

兒童家庭可以得到更多寶貴的經驗及協助，陪伴他們健康、快

樂地成長！！ 
投稿信箱：fcddfon0324@gmail.com 陳小姐

(請記得要在信中註明您的服務單位、職稱、姓名及連絡方式，我們會
主動與您聯絡喔！)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敬愛的基金會支持者：

感謝您長久以來的支持與關心，使本會業務蒸蒸日上，讓我們在爭取遲緩兒福利的過程中倍感溫

馨。即日起，為了讓您的捐款方式更為簡便，我們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辦信用卡捐款服務。若您

同意以此方式為本會捐款，請於下列授權書中填妥您的資料，用郵寄或傳真的方式寄回本會，我

們將儘速為您辦理，本會傳真專線：(02)2753-0856，若有任何疑問請洽本會(02)2753-0855。

授權交易日期：

捐 款 人 姓 名
( 捐 款 收 據 抬 頭 )

捐款電腦編號

收據寄發地址

信   用   卡   別 □VISA CARD            □聯合信用卡
□MASTER CARD     □JCB卡

銀    行    別

信  用  卡  卡  號

持卡人身 份 證 字 號 持卡人聯絡電話

信用卡有效期限          年          月 持 卡 人 簽 名
( 需與信用卡簽名相同 )

信 用 卡
簽名處末三碼

持卡人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單筆□每月
捐贈扣繳金額

新台幣                                                                                                         元整(請用國字大寫)

 捐款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若為每月捐款請務必填寫)

審 核 ： 經 辦 人 ：

附註：捐款收據寄送方式 - □年度彙總 □按月寄送        本會會訊 - □請寄發 □請勿寄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