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六之一 

彰化縣 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獨立研究作品徵選 

作品說明書(封面) 

 

作品編號： 

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數學類 

□自然與生活科技類 

人文社會類 

 

 

作品名稱：幫助星星兒看見光找到愛—肯納相關議題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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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9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獨立研究作品徵選 

作品說明書（內文） 

 

第一階段 研究訓練階段 

一、 近二年學校獨立研究課程之規劃 

（一）提供專題研究相關課程，以指導獨立研究之方式進行。 

（二）學生以個人或分組方式進行獨立研究，分為數學、自然與生

活科技及人文社會三組。 

（三）教導學生從課本延伸尋找相關議題，進而設計相關實驗或問

卷進行主題探究，最後將研究結果進行歸納整理。 

（四）增進各類別獨立研究經驗及心得之相互交流。 

 

二、 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一) 規劃獨立研究基礎能力課程與實作課程。 

(二) 安排不同主題課程及研習，訓練學生探索問題、資料蒐集、

歸納分析及表達能力。 

(三) 提供獨立研究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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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獨立研究階段 

一、研究動機 

    每到中秋節家人就會預訂彰化肯納兒烘焙坊的禮盒來送人，我自

己也非常喜歡肯納兒烘焙坊的手工餅乾，吃了這麼多年肯納兒烘焙坊

的手工餅乾，突然發現自己對肯納兒並不是很了解，媽媽說這些肯納

兒是慢飛天使，因為發展遲緩或是表達困難的問題，在完成學業後，

雖然有工作意願，但因工作能力較為不足，無法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

面臨無處可去的窘境，肯納兒烘焙坊庇護工場及肯納小作所的成立，

讓這些慢飛天使有適當的去處，學習自力更生的能力。聽媽媽這麼解

釋，我忽然很想深入瞭解這群慢飛天使們，在離開學校後，他們可以

做哪裡事情?我們又可以怎麼幫助他們呢? 

 

二、擬定正式計畫、研究問題及工作進度表 

  (一)擬定正式計畫 

 

 

 

 

 

 

 

 

 

 

圖 2-1 研究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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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問題 

 1、訪問及了解彰化肯納兒烘焙坊的經營概況 

 2、訪問及了解彰化肯納兒日間小型作業所的經營概況 

 3、探討國中生對肯納症的認知程度 

 4、探討國中生對肯納兒的關懷程度。 

 

  (三)工作進度表 

    表 2-1 工作進度表 

 
尋找研

究主題 

蒐集相

關資訊 

擬定正

式計畫

與研究

問題 

實地採

訪與問

卷調查 

資料分

析 

研究結

果與討

論 

評鑑與

檢討 

7/1-7/5        

7/6-7/12        

7/13-7/19        

7/20-7/26        

7/27-8/2        

8/3-8/9        

8/10-8/16        

8/17-8/23        

8/24-8/30        

8/31-9/3        

9/4-9/10        

9/1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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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彙整相關文獻 

  (一)自閉症譜系障礙(ASD) 

       精神疾病的診斷與數據手冊第五版(DSM-5)2013年將自閉症

診斷名稱由廣泛性發展障礙改為「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簡稱 ASD)」或「泛自閉症障礙」，新的名稱

包括原來的自閉症、亞斯伯格症、兒童時期崩解症、未分類的廣

泛性發展障礙等疾病名稱，也就是過去大家常聽到的自閉症、亞

斯伯格，都將統稱為自閉症譜系障礙(維基百科，2019)。 

       就像光譜的各種色彩，每種顏色都象徵著自閉症可能的症狀

或伴隨可能出現的特質，像語言能力及智能狀況，而深淺顏色就

代表症狀的嚴重程度，每一個自閉症都是一道獨一無二的光譜，

這樣的診斷描述及分級更貼切自閉症的狀況，也更能反應出自閉

症的優缺點(維基百科，2019)。 

 

 

 

 

 

 

 

 

 

 

 

       DSM-5 將「社交互動缺損」與「溝通缺損」二者歸為同一大

類，因此原先的三個臨床診斷的範圍便成為兩個臨床診斷： 

   1. 社交溝通及社會互動上的缺損。 

          自閉症患者缺乏學習認識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以及基本社

 

圖 3-1 自閉症光譜障礙關係圖(張正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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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應對的能力，因此從幼兒時期起，便可能出現不理人、不看

人、對人缺少反應、不容易和親人建立親情關係、缺少一

般兒童的自動自發模仿學習能力、無法和小朋友遵守共

同的規則一起玩耍，難以體會別人的情緒和感受，不會

以一般人能接受及理解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情感及想法等

方面等的困難 (財團法人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2020)。  

          自閉症在了解他人的口語、肢體語言、或以語言、

手勢、表情來表達意思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難度。

大約有 30%~50%的自閉症兒童沒有溝通性的語言；而有

語言的自閉症兒童，也常表現出鸚鵡式仿說、代名詞反

轉、答非所問、聲調缺乏變化等特徵，即使具備高功能

的語文表達能力，在「語言運用」上也會出現困難，常

有對答不得要領的困難。  

   2. 固定的興趣及重複的行為。 

        自閉症兒童常有一些和一般兒童不同的固定習慣或

玩法，如出門要走一定的路線，特殊固定的衣、食、住、

行習慣，狹窄而特殊的興趣，玩法單調反覆缺乏變化，

環境佈置固定等，如果稍有改變，就因不能接受而抗拒、

哭鬧 (財團法人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2020)。 

 

  (二)肯納症 

      「肯納症」(Kanner’s Syndrome)就是一般俗稱「自閉症」的正

名。1943 年，美國的肯納(Leo Kanner)醫師發現了自閉症(Autism)

這個族群，故又稱肯納症。然而這個名詞也讓他們帶來不少困擾，

以為他們可以自行「打開心扉、走出封閉」。其實在醫學上，自閉

症是起因於不明原因的腦傷所導致的「廣泛性發展遲緩」，造成在

認知、語言、知覺等方面產生學習的困難，尤其是在學習人際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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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技巧上更是如此，台灣最近開始改用肯納症來稱呼自閉症(財團

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2020)。 

      自閉症是因腦部功能異常而引致的一種發展障礙(財團法人台

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2020)，徵狀通常在幼三歲前出現。常伴隨

有智障、癲癇、過度活躍、退縮及鬧情緒等問題。患有自閉症的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有三大障礙：人際關係障礙、語言表達障礙及

行為障礙(財團法人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2020)。 

       自閉症出現在第一胎男嬰的機會比較高，大約是萬分之三至

萬分之五，而男性的出現率又較女性高出三至四倍。截至目前為

止，並沒有藥物可以根治自閉症。由於自閉症學生的個別差異極

大，加上致病的原因不明確，因此暫時尚未能發展出一套完全有

效的治療方法。然而，藉著行為治療、認知教學、感覺統合訓練、

語言溝通訓練等，可以減輕自閉症帶來的影響(財團法人台中市自

閉症教育協進會，2020)。 

 

  (三)亞斯伯格症候群(AS) 

       1944年維也納的小兒科醫師翰斯•亞斯伯格(Hans Asperger)率

先提出關於亞斯伯格的案例報告，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描述了四個

男孩，在語言、社會和認知能力異於一般兒童，亞斯伯格醫師將

這類人格方面異常稱為「自閉式的精神異常」，但遺憾的是亞斯

伯格醫師的文章是以德文發表，在當時並未獲得學界廣泛的注意。

直到 1981年精神科醫師羅娜•吳引(Lorna Wing)引用「亞斯伯格症

(Asperger Syndrome，簡稱 AS)」這個名詞來描述個案的臨床特徵，

文中詳述一群孩子和成人的特質，有些孩子在幼年時有典型自閉

症的特質，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發展出流利的語言能力，並會想

與人互動，但進一步的社教技巧和對話，仍有明顯的困難，這一

族群的症狀，更符合亞斯伯格醫師的描述，西方世界才開始關注

這一群個案(林口長庚兒童心智科，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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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追蹤亞斯柏格症兒童長大成人後的狀況發現，有些輕微、

高功能的自閉症患者在學業、社會適應、工作能力、社交關係上

和亞斯伯格症並沒有明顯的差異性，這或許可以做為亞斯伯格症

其實是一種比較輕微的高功能自閉症的說法(財團法人台北市自

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2020)。 

      但因亞斯常被誤認為是高智商、有才華、誠實、白目的天才怪

咖，因為浮濫診斷、亂貼標籤，讓真正需要治療的家屬以為小孩

長大就會好，所以 2012 年美國醫學會決定取消亞斯伯格這個病名，

2014 年「精神疾病的診斷與數據手冊第五版(DSM-5)正式移除了亞

斯伯格，最大的改變的亞斯伯格已經不是一個病名，而是形容人

格特質的詞彙。 

 

  (四)世界關懷自閉症日 

    聯合國大會於 2007 年決議，從 2008 年起訂定每年 4月 2日

為世界關懷自閉症日(World Autism Awareness Day，簡稱 WAAD)，

目的在提醒全世界提高對自閉症的認識程度，更加關注自閉症患

者，過去一直認為自閉症非常罕見，但根據美國 Autism 

Partnership(AP)機構 2020 年公布最新自閉症譜系障礙的患病率為

每 59名兒童當中有一名患有自閉症，比起 2002年所知的自閉症

發病率為 1/150高出許多，為強調這個比例的重要性，WAAD將

幫助世人認識自閉症是當前日趨嚴重的全球性健康危機，WAAD

活動有利於提高並增強全世界人民對自閉症的認識，同時將有關

自閉症早期診斷和早期干預治療的重要性資訊傳達給世人(維基

百科，2018)。 

    為響應這特別的日子，世界各地每一年都會發起「點亮藍燈、

繫上藍絲帶」行動，宣導對自閉症的認識，提醒社會大眾發揮同

理心，建立互助關懷的社會責任(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

2020)。為什麼要點藍燈呢?因為與自閉症患者對話時，常會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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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講，而認為他們是來自「外星」或「外太空」，為去汙名化，

改稱為「星星兒」，自閉症兒童，像天上的星星，一人一世界，

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浩瀚宇宙是藍色的，點亮藍燈象徵他們

回到母親的懷抱，得到溫暖和關懷 (李容珍報導，2019)。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自閉症的人口數在

2019 年底共有 15,439人，由人口數據顯示台北市、新北市自閉症

人口數共高達 6,811 人，占全國約 44%，若與 10 年前資料相較，

自閉症增加 1.5倍，可以說是國內各障礙類別中，人口數增加最

快的族群，自閉症目前盛行率約為每 48 人口中有一名，男女患者

的比例約為 4.5：1(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2020)。 

 

 

 

 

 

 

 

 

 

 

 

  (五)彰化縣庇護工場 

       彰化縣勞工處結合民間資源共設置 5處庇護工場，庇護性就

業之身心障礙者受勞動基準法之保障，但其所領薪資得依產能核

薪。所謂的「庇護」是指身心障礙者有就業意願，但無法進入一

班競爭性的就業市場工作，需提供長期就業支持(資料來源：彰化

縣政府勞工處)。 

1. 社團法人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會附設愛加倍庇護工場 

 

圖 3-2因亞斯伯格基因所攜帶的各種能力與智慧，屢

次在人類演化和文明發展帶來卓越貢獻，特別

選用益智絲帶(Puzzle ribbon)作為自閉症關懷

絲帶(桃園市政府社會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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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會於民國 93年成立，民國 97年成立附設喜樂愛加倍庇

護工場，為彰化縣第一家立案通過的庇護工場，更於民國

103 年結合觀光，為全台第一家以觀光結合公益印刷之庇護

觀光工廠，以生命教育體驗為主題，位於芳苑鄉工業區一

路 131號。 

(2) 營業項目：電腦美工設計商品、個性化轉印商品、文具印

刷品、天然手工皂商品、Still咖啡系列商品等。 

2. 社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褔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慈恩

庇護休閒農場 

(1) 協會於民國 95年成立，位於二林鎮，設有慈恩家園與慈恩

庇護農場，因二林地區經濟型態主要以農業為主，借由指

導身心障礙者養殖蚯蚓，推廣友善大地、綠能環保為主軸，

並積極規劃全台第一家休閒庇護農場的成立。 

(2) 營業項目：苗木、蔬果、手工香皂、有機肥料、環境綠美

化工程、咖啡加工銷售、家禽銷售等。 

3. 社團法人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附設肯納兒烘焙坊 

(1) 協會於民國 97年成立，位於彰化市，於民國 101年成立肯

納兒烘焙坊庇護工場，目前有 3位教服員及 18位智力障礙

及自閉症的庇護員(We care you 關愛無礙)。 

(2) 營業項目：手工餅乾、鳳梨酥、小月餅、麵包等。 

4. 彰化縣陽光弱勢團體關懷協會附設愛心機車美容工場坊 

(1) 協會於民國 102年在縣府積極輔導協助下，在員林鎮成立

彰化縣第 4家庇護工場「愛心機車美容工場」。 

(2) 營業項目：清洗機車、機車美容等。 

5. 驛站庇護工場 

(1) 驛站庇護工場是縣內第五個成立的庇護工場，也是第一次

有企業願意來從事相關工作。 

(2) 營業項目：加工與包裝及組裝、五金零件吊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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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彰化縣日間小型作業所 

       針對無法進入庇護性就業服務場域之身心障礙朋友，社區日

間作業所提供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文康為輔，以協

助身心障礙者適應能力及生活品質。彰化縣社會處結合民間資源

共設置 14處日間小型作業所(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1. 社團法人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會-芳苑據點。 

2. 社團法人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秀水據點。 

3. 社團法人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永靖據點。 

4. 社團法人彰化縣康復之友協會-彰化市據點。 

5. 社團法人彰化縣小嶺頂愛啟兒關懷協會-員林據點。 

6.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彰化縣私立聖母聖心啟智中心-鹿港據點。 

7. 財團法人基督教瑪喜樂社會福利基金會-田尾及喜樂小作所。 

8.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二林據

點。 

9. 社團法人彰化縣家樂福人文生活關懷協進會-員林據點。 

10. 台灣共創技藝發展協會-員林建國路據點。 

11.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台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

彰化市據點。 

12. 彰化縣心語慢飛天使關懷協會-社頭據點。 

13. 彰化縣愛吾礙慢飛天使關懷協會-員林據點。 

14. 財團法人天主教慈愛教養院-於民國 109 年 8月全台首創與超

商 7-11企業合作的「熊快樂日間作業所」。 

  (七)彰化縣自閉症家長協會、肯納兒烘焙坊及肯納小作所 

    97 年 8 月 24日由自閉症家長發起，經彰化縣政府社會局核

准立案的非營利社團法人，以協助自閉症相關障礙者，經由醫療、

教育、復健、職訓、就業及安養等相關服務得以增進其人際關係，

促進正常語言發展，具備社會化生活能力為宗旨的家長團體組織

(財團法人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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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為了改善自閉兒的就業困難，於

民國 101年分別籌設自閉兒庇護工場肯納兒烘焙坊及秀水肯納小

作所，希望藉此為弱勢的自閉兒尋找出路，以訓練其獨立謀生的

能力，在未來面臨老邁的父母親屬離去，自閉症孩子也能依循規

律的生活作息繼續生活下去。 

四、資料分析 

(一) 訪談及了解彰化肯納兒烘焙坊的經營概況 

    為深入了解肯納兒烘焙坊庇護工場的經營概況，於是設計

一些問題來訪問就服員。 

表 4-1 「肯納兒烘焙坊庇護員工，共 18 位」背景資料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

別 

女性 12 66% 

男性 6 33% 

障

別 

自閉症 5 27% 

智能障礙(輕度、中度) 11 61% 

視覺失調 1 6% 

思覺失調 1 6% 

年

資 

1 年以下 3 17% 

1-5 年 2 11% 

5 年以上 13 72% 

證

照 

烘焙丙級麵包證照 2 11% 

中式麵食丙級證照 1 6% 

丙級門市服務技術士證照 1 6% 

交
通
工
具 

搭公車、火車 10 56% 

騎腳踏車 3 17% 

家長接送 5 27% 

肯納兒烘焙坊 18位庇護員工的年齡分布在 25-35歲 

資料來源：作者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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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肯納兒烘焙坊就服員，共 3位」背景資料表 

就服員 性別 學歷 畢業科系 工作年資 

蔡老師 女 研究所 非相關 3 年 

梁老師 女 大學 相關 2 年 

李老師 女 大學 相關 1 年 

外部督導 女 台中伊甸庇護工場主任，每月一次督導 

資料來源：作者訪談整理 

 

表 4-3 「肯納兒烘焙坊」販售商品排行資料表 

商品名稱 銷售排行榜 

手工餅乾 1 

鳳梨酥 2 

堅果塔 3 

麵包土司 4 

小月餅(中秋節限定商品) 5 

南棗核桃糕 6 

南瓜子酥糖 7 

杏仁瓦片 8 

資料來源：作者訪談整理 

 

表 4-4 「肯納烘焙坊就服員」訪談問題 

訪談問題 

(一)請問您來這邊工作多久? 

(二)請問您畢業科系與現在的工作有相關嗎? 

(三)請問您之前有在其他地方工作過嗎? 

(四)請問您是如何決定從事庇護性就服員這份工作? 

   和您預期想像的工作內容相同嗎? 

(五)請問需要具備哪些資格才能從事庇護性就服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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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問您每天的工作內容有哪些? 

(七)請問進入庇護所工作至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對您有什麼影響? 

(八)請問您在工作中是否曾遇到困難?問題是否已解決?當時解決的

方法及策略是什麼? 

(九)您覺得目前肯納烘焙坊最需要什麼幫助? 

(十)請問肯納烘焙坊目前的經營概況大致如何?主要資金來源是? 

(十一)請問庇護工場的營收狀況還能應付員工薪水嗎? 

(十二)請問政府有持續提供教育課程讓就服員提升專業知能嗎? 

(十三)請問工作到目前，您有什麼甘苦談嗎? 

 

    參訪肯納烘焙坊的過程讓我們印象深刻，因為中秋節的緣故，8

月-9月這段時間，烘焙坊訂單比平常多，不管是庇護員工、就服員或

是志工大家都非常的忙碌，不但星期六要加班，晚上也需要加班到晚

上 9點，但大家雖然忙碌，卻樂在其中，我們也幫忙製作鳳梨酥，雖

然只有一點點時間，但能盡到一點點心力，也讓我們感到很開心，非

常感謝就服員蔡老師、梁老師及幾位庇護員工，百忙之中撥空接受我

們的訪問。 

 

 

 

 

 

 

 

 

 

 

 

 

圖 4-1 訪問就服員梁老師，老師

非常有耐心地回答我們問題 

圖 4-2 訪問庇護員工，她非常熱

情、開心的我們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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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跟葉姓庇護員工一起合影 圖 4-4 幫忙將手工餅乾的袋子貼

上貼紙 

 

 

 

 

 

 

 

圖 4-5 跟著庇護員工一起製做鳳

梨酥，將餡料包進麵糰裡 

圖 4-6 跟著庇護員工一起製做鳳

梨酥，用模具壓出形狀 

 

資料分析： 

1. 蔡老師和梁老師原先都是在肯納小作所分別協助行銷工作及擔任

教保員的工作，後因肯納兒烘焙坊需要就服員，協會理事長因此

邀請蔡老師及梁老師來幫忙，也因為有小作所的工作經驗，所以

蔡老師和梁老師對肯納兒烘焙坊的工作性質大致清楚。這邊的就

服員與庇護員工比為 1:6，目前有 3位就服員，可以收 18位庇護

員工，18位庇護員工的年齡介在 25歲-35 歲之間，有 88%為自閉

症或輕中度智能障礙，72%已在烘焙坊工作 5年以上。肯納就服

員的工作主要是服務庇護員工，協助庇護員工完成工作，每個月

要完成每位庇護員工 2篇記錄，紀錄內容包含工作、出缺席、個

人表現及用藥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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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老師表示以前很期待中秋節烤肉，現在中秋節是烘焙坊最忙的

時候，晚上要加班到 9點，所以現在對中秋節已經不期待了。但

因為庇護員工的薪水是由營業收入來支付，所以大家雖然很辛

苦，但也都做得心甘情願，因為烘焙坊是非營利單位，就服員的

薪水是由勞工處給付，房租部分政府會補助一半，庇護員工依照

產能核薪，庇護員工的薪水雖然不多，只有幾千元，但目前大致

還可以正常順利營運。 

3. 從事就服員須事先具備下列條件其中之一： 

(1)大學相關科系畢業。 

(2)非相關科系畢業，須修完勞動部開設相關課程 80小時。 

(3)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 

若是具備上述其中之一的條件，就有機會到庇護工場擔任就服員

的工作。 

4. 肯納兒烘焙坊的庇護員工們的專長就是烘焙，目前有 2位學員取

得烘焙丙級麵包證照，1位取得中式麵食丙級證照，另外有 1位

取得丙級門市服務技術士證照，也協助過 1位庇護員工轉介到彰

化市知名麵包店成為正式員工，截至目前已在麵包店工作 3年。 

5. 最後梁老師表示每天看到這些孩子這麼無憂無慮的生活，沒有煩

惱，心情自然也會跟著愉快，當然偶爾孩子們會有個人情緒需要

排解，也會有無力的時候，但常常過沒多久這些孩子就會自己調

適好，又過來跟你說說笑笑的，梁老師覺得或許就是這樣的環境

與力量支持著她，讓她願意繼續待在這裡守護著這群身障小天使

們，當他們永遠的支柱。 

 

 

(二) 訪談及了解彰化肯納日間小型作業所的經營概況 

    為深入了解肯納小作所的經營概況，於是設計一些問題來

訪問社工及教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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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肯納小作所學員，共 20位」背景資料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

別 

女性 5 25% 

男性 15 75% 

障

別 

自閉症 1 5% 

自閉症合併智能障礙 7 35% 

中重度+輕度智能障礙 7 35% 

智能障礙+慢性精神病患者 1 5% 

智能障礙+聽力障礙  1 5% 

唐氏症 2 10% 

智能障礙+聲音語言機能障礙 1 5% 

年

齡 

18-30 歲 15 75% 

31-40 歲 5 25% 

年

資 

6 個月以下 1 5% 

1 年未滿 2年 3 15% 

2 年未滿 3年 6 30% 

3 年未滿 4年 1 5% 

3 年以上 9 45% 

資料來源：作者訪談整理 

表 4-6 「肯納小作所社工/教保員，共 4 位」背景資料表 

職稱 性別 學歷 畢業科系 工作年資 

社工 女 大學 相關 7 年 

教保員 1 女 大學 相關 4 年 

教保員 2 女 大學 相關 1 年 

教保員 3 女 高中 非相關 近 1年 

內部督導 女 退休教師，無給職協助服務 

外部督導 女 暨南大學、台中特殊教育學校社工師 

資料來源：作者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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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肯納小作所」日常課程表 

日期 課程表 

上午 園藝活動/晨操/代工作業/社區適應/社區打掃/烹飪 

下午 五金代工/音樂活動/影片欣賞/體適能運動/資源回收/ 

自治會議/慶生會 

資料來源：作者訪談整理 

 

表 4-8 「肯納小作所社工/教保員」訪談問題 

訪談問題 

(一)請問您來這邊工作多久? 

(二)請問您畢業科系與現在的工作有相關嗎? 

(三)請問您之前有在其他地方工作過嗎? 

(四)請問您是如何決定來小作所工作?和您預期的工作內容相同嗎? 

(五)請問需要具備哪些資格才能來小作所工作? 

(六)請問您每天的工作內容有哪些? 

(七)請問進入小作所工作至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對您有什麼影響? 

(八)請問您在工作中是否曾遇到困難?問題是否已解決?當時解決的

方法及策略是什麼? 

(九)請問小作所目前的經營概況大致如何?主要資金來源是? 

(十一)請問政府有持續提供教育課程讓您們提升專業知能嗎? 

(十二)請問有沒有哪些事情是您覺得對我們的研究很重要，但是我沒 

有問到，而您想要跟我們分享的? 

 

    參訪肯納小作所是一次非常特別的經驗，我們一到小作所，裡面

的學員有好幾位非常熱情、持續不斷的跟我們打招呼，觀察這些學

員，很明顯和烘焙坊的庇護員工不太一樣，他們的障礙程度是比較嚴

重的，但臉上表情一派天真無憂、單純的模樣，讓人不自覺就會想親

近、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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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訪問小作所盧社工，盧社

工正在準備評鑑資料，百忙

之中仍撥空接受我們訪問 

圖 4-8 訪問教保員黃老師，老師

非常親切的協助我們完成

我們想詢問的問題 

 

 

 

 

 

 

 

圖 4-9 小作所學員非常熱情的和

我們打招呼 

圖 4-10 學員們感情融洽，會一直

關心我們和社工及教保員 

 

 

 

 

 

 

 

圖 4-11 跟著學員一起做代工— 

       將空瓶子貼上貼紙 

圖 4-12 跟著學員一起做代工— 

       將空瓶子整裝到袋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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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1. 小作所盧社工表示小作所目前照顧 20位學員，教保員與學員比

例約為 1:6，中央衛福部提供秀水小作所 1位社工及 3位教保員

薪資及房租補助，另有專案管理費用及服務處遇費，雖不多，但

對小作所的營運是很重要的資金來源。鄰近的學校、補習班或商

場若有資源回收也會請小作所幫忙，資源回收的費用也可以幫助

小作所的經營。 

2. 盧社工表示，她的工作比較像是行政工作，需要寫計畫、核銷、

對外聯繫、安排參訪、家訪，盧社工表示讓她會願意持續在這邊

工作的原因是看到理事長夫妻因為自己孩子是肯納兒，為了孩子

也為了其他需要被照顧的身心障礙者，將心力全部奉獻在小作

所，且兩人是無給職服務，這樣的精神讓她非常感佩，聊天中有

提到肯納永靖小作所，盧社工表示肯納永靖小作所目前因為沒有

家長可以擔任主要協助者，所以預計在今年年底結束。 

3. 小作所目前的課程多由教保員老師及督導協助幫忙，有時會有志

工來幫忙烘焙及代工作業，課程的安排也很多元，政府有規定每

天最多 4小時的代工，其餘時間則會安排音樂活動、影片欣賞(與

身心障礙相關的議題，教保老師會與學員討論影片內容)、體適能

運動、適合社區融入的休閒課程，另外每個月也會安排所有學員

參與的自治會議及一季一次的慶生會。 

4. 教保員黃老師表示這邊的孩子都是可以自理的，主要是協助他們

做代工、每天陪他們運動，所以是滿耗體力的。另外和他們溝通

也需要一點耐心，因為他們可能要講 20 個不相關的詞彙，才會

講到他們想要表達的那一個，這時候我們就要很有耐心詢問他們

是這個嗎?是這樣嗎?如果是自閉症的孩子，對於他們很在意的事

情，他們會一直重複地說這個東西或這件事情。 

5. 黃老師另外提到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有位小朋友突然情緒

上來，一路衝到 7-11 直接拿東西就吃，她在後面追得非常地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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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說這些小朋友平常都和一般人相同，只是偶爾會有情緒

發作的時候，但他們其實都會想辦法不要失控，例如抓自己的

手，不要去抓別人，黃老師表示希望社會大眾可以用正常的眼

光看他們，不要排擠他們，其實他們都是很和善的。 

 

(三) 訪討國中生對肯納症的認知程度 

1. 研究對象 

      以本校國一學生為研究對象，請學校電腦老師幫忙將問卷連

結網址放在 google classroom，讓同學上網填寫問卷，總共

566 人填寫，男生 298位，女生 268 位。 

2. 第一階段-認知問題分析 

   (1) 請問您知道肯納症是指哪一種類別的身心障礙嗎? 

     

 

 

 

 

 

 

 

 

 

 

資料分析：從資料可知，高達 90%的學生不知道肯納症是指哪

一種障礙類別，僅 10%的學生知道肯納症就是自閉症，顯示我

們多數學生對於身心障礙的障礙類別，並不是很瞭解。 

 

 

 

圖 4-13 本校國一學生對肯納症的認知程度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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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柯文哲旋風」號稱 IQ157的高智商、直白的說話方式，自

剖是亞斯柏格。請問您覺得亞斯柏格是病名?還是人格特質?  

 

 

 

 

 

 

     資料分析：從資料可知，有 56%的學生知道亞斯伯格是一種人

格特質，但也有 44%將亞斯伯格視為一種病名，有可能是 2014

年 DSM-5正式移除亞斯伯格，將亞斯伯格納入自閉症譜系障礙

的範疇，社會上對於此事件的宣導不夠。 

     (3) 根據衛福部統計，自閉症人口數在2019年底共有15,439人，

與 10年前相較，自閉症增加 1.5倍，可說是國內各障礙類

別中，人口數增加最快的族群，根據美國 Autism 

Partnership(AP)機構 2020 年公布最新自閉症的患病率，您

知道每幾位兒童當中就有一名患有自閉症嗎?  

 

 

 

 

 

 

 

 

資料分析：從資料可知，有將近 74%的學生不清楚自閉症的患

病率，根據美國 AP機構 2020年公布最新自閉症患病率為每 59

名兒童當中有一名患有自閉症，各國自閉症人數日益增加，我

每 200 位 

兒童當中就有一名患有自閉症。(16%) 

每 200 位 

兒童當中就有一名患有自閉症。(16%) 

每 60 位兒童當中就有

一名患有自閉症。(26%) 

每 500位兒童當中就有

一名 

患有自閉症。(23%) 

亞斯伯格症是一種 

人格特質。(44%) 

亞斯伯格症是一種 

病名。(44%) 

每 300位兒童當中就有

一名患有自閉症。(15%) 

亞斯伯格是一種病名 

 (44%) 

 
圖 4-14 本校國一學生對亞斯伯格的認知程度關係圖 

亞斯伯格是一種人格特質 

 (56%) 

每 100 位兒童當中就有

一名患有自閉症。(20%) 每 200 位 

兒童當中就有一名患有自閉症。(16%) 

每 500位兒童當中就有

一名患有自閉症。(23%) 

 
圖 4-15 本校國一學生對自閉症患病率的認知程度關係圖 

亞斯伯格是一種病名。

(44%) 

每 60 位兒童當中就有

一名患有自閉症。(26%) 

每 100 位兒童當中就有

一名患有自閉症。(20%) 

每 300位兒童當中就有

一名患有自閉症。(15%) 

每 500位兒童當中就有

一名患有自閉症。(23%) 

每 200 位兒童當中就有

一名患有自閉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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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該讓社會大眾多認識自閉症，這樣大家對他們也會因瞭解

而有更多的同理、關懷，進而幫助他們。  

     (4) 您知道目前自閉症患者男女的比例約是多少嗎?  

 

 

 

 

 

 

 

 

 

資料分析：從資料可知，僅 22.4%的學生知道自閉症患者男女

的比例是 4.5:1，另外我們從問卷結果可以觀察到選擇男生>女

生比例的學生高達 70.1%(30.6%+17.1%+22.4%)，猜測可能因為

印象中歷史上的自閉症名人以男性居多。 

     (5) 聯合國為了提醒全世界更加關注自閉症患者，訂定「世界

關懷自閉症日」，請問您知道是哪一天嗎?  

 

 

 

 

 

 

 

 

資料分析：從資料可知，有高達 84%以上的學生不知道世界關

懷自閉症日是 4月 2 日，其實和兒童節日期非常接近，建議政

男:女=2:1 

 (30.6%) 

男:女=4.5:1 

 (22.4%) 

 

圖 4-16 本校國一學生對自閉症患者男女比例的認知程度關係
圖 

 

圖 4-17 本校國一學生對世界關懷自閉症日的認知程度關係圖 

4月1日 

23% 

4月2日 

16% 
4月3日 

18% 

4月4日 

24% 

4月5日 

19% 

男:女=2:1 

(30.6%) 

男:女=1:4.5 

(7.2%) 

男:女=3:1 

(17.1%) 

男:女=1:3 

(9.9%) 

男:女=4.5:1 

(22.4%) 

男:女=1: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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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及學校單位慶祝兒童節時，可以一起宣導「世界關懷自

閉症日」，讓學生知道世界各地會發起點亮藍燈繫上藍絲帶行

動，宣導對自閉症的認識，提醒社會大眾發揮同理心，建立互

助關懷的社會責任。 

     (6) 請問您知道自閉症會有哪些行為特質嗎?(複選題)?  

 

 

 

 

 

 

 

 

資料分析：從資料可知，有高達 84%以上的學生不知道世界關

懷自閉症日是 4月 2 日，其實和兒童節日期非常接近，建議政 

 

資料分析：問卷的每一個選項都是自閉症可能會出現的行為特

質，從問卷結果可知，84%的國中生知道自閉症會有「社交溝

通及社會互動上的缺損」，但「缺少一般兒童自動自發模仿學習

能力」這個特質僅 44%的國中生勾選，猜測大家認為兒童自動

自發模仿學習的能力是與生俱來，殊不知自閉兒在幼兒時間就

對人不感興趣，不會玩扮家家酒，表情多是茫然和淡漠的。 

 

 

 

 

 

 

男:女=2:1 

 (30.6%) 

男:女=4.5:1 

 (22.4%) 

 

圖 4-18 本校國一學生對自閉症行為特質的認知程度關係圖 

84% 

75% 

44% 

73% 

77% 

70% 

55% 

0% 20% 40% 60% 80% 100%

社交溝通及社會互動上的缺損 

缺乏學習認識自己與他人的關

係以及基本社交應對的能力 

缺少一般兒童的自動自發模仿

學習能力 

不會以一般人能接受及理解的

方法表達自己的情感及想法 

大約有30%~50%的自閉症兒童

沒有溝通性的語言 

在「語言運用」上會出現困

難，常有對答不得要領的困難 

固定的興趣及重複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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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肯納症(自閉症)知識小學堂 

        在第一階段認知問卷結束後，我們提供一篇我們整理

關於肯納症(自閉症)的相關介紹讓填寫問卷同學閱讀﹐同學

閱讀後再繼續第二階段的問卷填寫。 

【肯納症(自閉症)知識小學堂】 

「肯納症」(Kanner’s Syndrome)就是一般俗稱「自閉症」的正名。1943 年，

美國的肯納(Leo Kanner)醫師發現了自閉症(Autism)這個族群，故又稱肯納

症。現在正式更名為「肯納兒」，是希望社會大眾，真正給予「肯定」與「接

納」。 

因亞斯伯格患者常被誤認為是高智商、有才華、誠實、白目的天才怪咖，

因為浮濫診斷、亂貼標籤，讓真正需要治療的家屬以為小孩長大就會好，所

以 2012 年美國醫學會決定取消亞斯伯格這個病名，2014 年「精神疾病的診

斷與數據手冊第五版(DSM-5)正式移除了亞斯伯格，最大的改變是亞斯伯格已

經不是一個病名，而是形容人格特質的詞彙。 

    根據美國Autism Partnership(AP)機構2020年公布最新自閉症譜系障礙的

患病率為每 59 名兒童當中有一名患有自閉症，比起 2002 年所知的自閉症發

病率為 1/150 高出許多。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顯示，自閉症的人口數在 2019 年底共有

15,439 人，由人口數據顯示台北市、新北市自閉症人口數共高達 6,811 人，

占全國約 44%，若與 10 年前資料相較，自閉症增加 1.5 倍，可以說是國內各

障礙類別中，人口數增加最快的族群，自閉症目前盛行率約為每 48人口中

有一名，男女患者的比例約為 4.5：1。 

聯合國訂定每年 4 月 2 日為「世界關懷自閉症日」，為響應這特別的

日子，世界各地每一年都會發起點亮藍燈繫上藍絲帶行動，宣導對自閉症的

認識，提醒社會大眾發揮同理心，建立互助關懷的社會責任。「為何要點藍

燈？」通常與自閉兒對話時，常會「雞同鴨講」，而認為他們是來自「外星

人」或「外太空」，為去掉「汙名化」，改稱為「星星兒」。自閉症兒童，像

天上的星星，一人一世界，他們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浩瀚宇宙是藍色的，

點亮藍燈象徵他們回到母親的懷抱得到溫暖和關懷，讓星星兒看見光找到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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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討國中生對肯納兒的關懷程度 

1. 第二階段-關懷程度分析 

   (1) 透過我們的第一階段的問卷及肯納症(自閉症)知識小學堂，

請問對於您了解肯納症(自閉症)是否有幫助? 

 

 

 

 

 

 

 

 

 

資料分析：從資料可知，有 76%以上的學生認為透過我們第一

階段的問卷及知識小學堂對於他們認識自閉症是有幫助的，這

給了我們很大的動力，能在宣導自閉症相關知識上盡點心力，

讓更多人家關注自閉症患者，這就是我們做這份研究的最重要

目的之一。 

   (2) 請問您知道彰化市有間肯納兒烘焙坊嗎? 

 

 

 

 

 

 

資料分析：從資料可知，本校學生多數住在彰化市，卻有 77%

的學生不知道彰化市有一間專為年滿 15 歲以上的身心障礙慢

飛天使們開設的肯納兒烘焙坊庇護工場。 

 

圖 4-19 我們第一階段的問卷及知識小學堂對於填寫問卷學生

在了解肯納症(自閉症)的幫助程度關係圖 

非常有幫助 

46% 

有幫助 

30% 

普通 

12% 

沒有幫助 

5% 

非常沒有幫助 

7% 

 

圖 4-20 本校國一學生是否知道彰化市肯納兒烘焙坊關係圖 

知道 

23% 

不知道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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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秋節快到了，您願意推薦家人購買肯納兒烘焙坊的禮盒嗎? 

 

 

 

 

 

 

 

 

 

資料分析：從資料可知，有 59%的學生願意推薦家人購買肯納

兒烘焙坊的禮盒，相信透過我們的介紹，同學們以後購買餅乾、

鳳梨酥或中秋禮盒時，會多一個選擇可以參考。 

 

   (4) 若時間允許，您會願意到彰化肯納烘焙坊擔任志工嗎? 

 

 

 

 

 

 

 

 

 

資料分析：從資料可知，僅 32%的學生願意到彰化肯納坊擔任

志工，猜測原因可能是因為國中生活很忙碌、不知道如何與慢

飛天使們相處、家長可能不同意等因素考量。 

 

 

圖 4-21 本校國一學生是否願意推薦家人購買肯納兒烘焙坊 

禮盒關係圖 

非常願意 

29% 

願意 

30% 

普通 

26% 

不願意 

8% 

非常不願意 

7% 

 

圖 4-22 本校國一學生是否願意到肯納烘焙坊擔任志工關係圖 

非常願意 

11% 

願意 

21% 

普通 

37% 

不願意 

18% 

非常不願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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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若想幫助這些慢飛天使，請問您有甚麼想法?? 

本校國一學生對於如何幫助這些慢飛天使的想法 

利用買他們製作的商品給予實際幫助 

捐款 

多與他們聊天，加強他們的社交能力 

跟親朋好友推廣他們的商品 

用愛包容他們 

提供他們工作場所 

多設立一些可以幫忙的機構 

把他們當一般人看待，要有同理心、多多關懷他們。 

推廣這方面的教育，讓大家接受並關懷他們 

有肯納症並非他們意願我們應該給予他們幫助 

去當志工，陪伴他們 

能幫助他們，給予他們應有權利和平等 

給予更多鼓勵及關懷 

資料分析：看到同學們的回應，我們深受感動，可以感受到大

家內心深處都有一份惻隱之心，或許我們現在只是國中生，能

力有限，但相信透過了解與認識，大家對慢飛天使會有更多的

同理，以及更深一層的體會與反思。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訪問及了解彰化肯納兒烘焙坊的經營概況 

   彰化肯納烘焙坊庇護工場目前有 3位女性就服員及 18位庇護

員工，庇護員工有 12 位女性及 6位男性，年齡介於 25-35歲之間，

其中 5位為自閉症患者、11位為輕中度智能障礙及其他障礙類別，

有 13位庇護員工已在肯納烘焙坊工作 5 年以上，在肯納烘焙坊的

協助下，目前庇護員工有 2位已取得烘焙丙級麵包證照，1位取得

中式麵食丙級證照，1位取得丙級門市服務技術士證照。更有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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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員工成功轉銜至彰化市知名麵包店成為正式員工 3年。 

   勞工處負責 3位就服員薪水及補助一半房租，庇護員工依產能

核薪，烘焙坊販售商品依照銷售排名分別有手工餅乾、鳳梨酥、堅

果塔、麵包土司、小月餅等，依照目前烘焙坊的營運狀況，都還能

按月給庇護員工幾千元的薪水，營運大致順利。 

(二) 訪問及了解彰化肯納兒日間小型作業所的經營概況 

   彰化肯納日間小型作業所目前有 1位社工、3位女性教保員及

20 位學員，學員有 5 位女性及 15位男性，年齡介於 18-40 歲之間，

其中 7位為自閉症合併智能障礙、7位為中重度智能障礙、2位唐

氏症及其他障礙類別，有 9位學員已在小作所 3年以上。 

   中央衛福部負責社工及教保員的薪水及房租補助，因小作所的

學員障礙程度較為嚴重，產能較低，為讓小作所能順利經營，極需

要外界的協助及幫忙，目前有鄰近的學校、賣場、補習班提供資源

回收，而社工也會積極申請專案補助，若社會大眾有捐款或購買小

作所販售餅乾、麵包、土司等商品，對於小作所都有很大助益。 

(三) 探討國中生對肯納症的認知程度 

   本校國一學生對於肯納症的相關知識，絕大部分同學對於什麼

是肯納症、自閉症的患病率、自閉症患者的男女比、世界關懷自閉

症日是哪一天都是不清楚、不知道的，我們猜測可能跟自閉症患者

若從幼兒時期確診後，就學期間會到特教班或特殊學校就讀，一般

學生接觸的機會較少，學校、政府及網路媒體宣導機會不多的情狀

下，社會大眾自然就較不會關注這個區塊。 

   因為世界關懷自閉症日為 4月 2日，剛好與兒童節很接近，若

學校單位或縣市首長能夠在慶祝兒童節活動之外，加以宣導世界關

懷自閉症日，相信會讓兒童節格外有意義。 

(四) 探討國中生對肯納兒的關懷程度 

   本校國一學生對於幫助肯納兒的關懷程度，有 6成左右的學生

願意推薦家人購買肯納兒烘焙坊的商品，透過我們的問卷，絕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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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同學都是有惻隱之心，會想去關心、同理、幫助、捐款或購買商

品，但若是到現場擔任志工，僅 3成的學生有意願，除了課業忙碌

外，猜測大家可能會擔心自己對慢飛天使們的特質並不清楚，不知

道如何與他們相處，所以對於擔任志工的意願較低。 

六、評鑑與檢討 

(一) 尋找研究主題時層面評鑑與檢討 

          當我們將研究主題鎖定肯納兒烘焙坊庇護工場及小作所

時，上網查了彰化縣庇護工場及小作所，發現其實有很多間，

身障類別及工作性質也不盡相同，但礙於時間有限，無法一一

參觀訪問，未來若有機會，希望也能深入訪談其他間，並將加

以宣導，提醒社會大眾關懷並幫助他們。 

(二) 蒐集文獻資料撰寫層面評鑑與檢討 

          我們在蒐集自閉症相關文獻資料時，對於一些醫學上的描

述有些並不是很清楚，網路資料非常的多，透過不斷的蒐集、

並交叉比對資料，以及與老師討論、詢問肯納就服員蔡老師及

小作所盧社工，最後才成完文獻資料的撰寫。 

(三) 實地採訪層面評鑑與檢討 

          與烘焙坊及小作所接洽訪談事宜時，蔡老師及盧社工電話

中非常歡迎我們，訪談過程耐心地回答我們所有的問題，現場

看到慢飛天使們天真無憂的臉龐，就服員、教保員老師及志工

們在一旁協助幫忙，內心的衝擊自然不在話下，原來有這麼一

個地方是這麼需要大家幫忙的，心中默默告訴自己，將來也要

盡一己之力來幫助這群慢飛天使們。 

(三) 問卷調查層面評鑑與檢討 

          因為我們問卷對象設定在本校國一學生約600人，和老師

討論後決定用google表單讓大家利用電腦課上網填寫，透過問

卷資料整理並進一步製作圖表呈現，除了蒐集到我們要的資料，

意外發現多數學生心中都是有愛的，心裡也多了一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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