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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溫柔與堅持中等待改變
當「早療服務專車」開進晨光智能發展中心
撰文│ 陳欣惠  圖片提供│雙福基金會

「生下這樣的孩子覺得很茫然，我完全

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怎麼教都教不會，我幾乎已經不期待他會進

步、會成長。晨光的工作人員讓我覺得這裡

是充滿熱忱、想要幫忙的，讓我有信任的感

覺；慢慢地，他現在肯坐著吃飯，比較守規

矩，雖然很慢，可是有進步對我來說就是驚

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人面對，

而是一個團隊的力量。」小楠媽媽分享著心

情，小楠（三歲）是患有自閉症的孩子，對

外界刺激沒有反應，也不能理解大人的指令，

一年半前在嘉義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嘉

基」）早期療育轉介通報中心的介紹下，來

到雙福基金會附設晨光智能發展中心（以下

簡稱「晨光」）。

同樣在嘉基接受早期療育的小煜（兩

歲），去年九月才來到晨光。小煜媽媽開心

地說：「晨光的環境好、師資好，老師們很

有愛心，亞斯柏格症的小煜本來不會和人說

話、不懂得守規矩，來晨光半年，現在會自

己吃飯、上廁所、收納，手部的協調變好，

也開口講話了。」

被逼「搶救」發展遲緩兒

回憶晨光設立的緣起，雙福基金會執行

長林茂安形容是「被逼出來的使命」。那時

3 月 10 日，萬海慈善將這部嶄新的「早療服務專車」送至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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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基承接嘉義縣市的早期療育轉介通報中

心，許多孩子經過初篩確定有發展遲緩的現

象，但找到需要幫忙的孩子後，下一步該怎

麼辦？嘉義地區當時並無針對六歲以前特

殊兒童的教育機構，家長們紛紛反映沒有幼

稚園肯收，因為一般幼稚園一個班級有 2、
30個小朋友，至多兩個老師輪流帶班，根
本無法應付特殊孩童的需求，遭受挫折的家

長紛紛來找社工求助。「那時我們思考應該

做特殊孩子的教育機構，可是以前嘉基主要

是做老人服務，很少接觸教育，雖看到需要

卻不知道怎麼做。」林茂安說：「嘉義地區

每年有 1、2000個發展遲緩的孩子被發掘，
前端的服務迫在眉睫。」

2003年雙福基金會設立了嘉義市私立
晨光智能發展中心，以嘉基的醫生宿舍為據

點，開始收托 30~40名發展遲緩兒童。狹
小的空間、簡陋的設備，加上成立當時的老

師亦非專業，除了一位特教老師，其它都是

透過多元就業方案找進來的媽媽──這群媽

媽們雖然在剛開始的專業度不高，但都有滿

滿的愛心，無畏草創時期的艱辛，幾乎沒有

人離開。十多年來不斷在專業上充實的媽媽

們，是晨光成長史中最動人的力量。

之後，陸續有專業老師的加入。服務

已 12年的小英老師說，加入晨光是一段奇
妙的因緣，原以為要應徵的是一般幼稚園。

她坦言當時一進去看到環境，第一次接觸那

麼多特殊狀況的孩子，心理衝擊很大。比如

一個有自殘行為的重度智障孩子，會用頭去

撞牆壁，而且整天不斷地「啊 ~啊 ~啊 ~」
大叫，讓她很驚訝有像晨光這樣的機構願意

照顧這些孩子。面試後進到晨光，她發現這

份工作不是只有愛和耐心就足夠，還需要很

多實務技巧，只有一邊做一邊學。

加入晨光一年多的琪琪老師表示，每

萬海慈善執行長許維新（左）將「早療服務專車」的鑰匙遞交雙福基金會執行長林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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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孩子的特質不同，感覺很有挑戰性，回家

常常思索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孩子的情緒

問題。老師間也會彼此討論，嘗試不同的方

法；每個月還有兩次讀書會，閱讀專業書籍

並互相分享經驗以充實自己。

耐心陪他慢飛

晨光的孩子們狀況不一，有些孩子只是

家長保護太多或刺激太少，導致發展遲緩，

通常只需幾個月至一個學期的進步，就能回

到普通幼稚園。小英老師表示，遭遇挫折是

常有的事，主要為情緒問題，像是自閉症的

孩子遇到不喜歡做的事會反抗；有些孩子會

有脫衣服、尖叫等激烈反應，因此得經常思

考怎麼去紓解孩子的情緒。

談到怎麼教孩子？老師們一致回答：

「溫柔的堅持。」舉例來說，孩子到校後要

將自己的餐盒放到籃子裡，會抗拒的孩子情

緒反應就來了，這時就得一遍又一遍的告訴

孩子：「把餐盒放到籃子裡。」通常只要不

斷重複堅持 10~15分鐘，孩子就會照做，
但是隔天又得堅持重覆提醒 10~15分鐘，
不能被孩子的情緒影響到自己的情緒。大部

分的孩子經過快一個學期的訓練，最終能養

成習慣。若有狀況發生時，班級老師會互相

協調，接手其他的孩子。目前晨光有四個班

級，每個班級由四位老師帶 13個孩子，互
相配合、默契十足。

和對孩子「溫柔的堅持」同樣重要的

是，建立家長正確的態度。林茂安強調，早

晨光以搶救的態度投入發展遲緩兒童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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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工作是帶著「搶救」的態度投入，不能等

也不能拖，但家長也要體認到孩子不是來了

就會馬上變好，是慢慢進步的。晨光的目標

是在六歲定型以前，努力克服各種困難和引

導習慣的養成，讓孩子不要成為身心障礙

者。琪琪老師分享說，有些家長期待太高，

孩子明明有進步卻總覺得進步得不夠多、不

夠好；有些家長是保護太多，因為捨不得，

「堅持」只能有兩分鐘熱度，所以習慣沒辦

法在家裡持續；有些家長會和老師討論自己

在家訓練的狀況；有些家長則認為學校應該

把孩子教會。

「曾有阿嬤誤解，質疑我教壞孩子亂

脫褲子，那是因為要教孩子自行如廁。如果

回到家怕孩子亂尿，反而讓他包尿布，這樣

孩子根本沒辦法養成正確的習慣。」小英老

師談起曾讓她幾近崩潰的案例，眼神中難掩

委屈。但相對於無法理解溝通的家長，有些

家長從最初的不信任，到看見孩子成長後態

度的轉變，親師關係得以改善也是重要的成

就感來源之一。12年來從未萌生退意，小
英老師說：「教久了會上癮！這些孩子很

單純，不像一般幼稚園的孩子喜歡互相比

較；他們教什麼就學什麼，頂多是快慢的問

題。」 

整合社福、醫療、教育 All-in-One

「晨光服務的個案來源不缺， 只怕資
源不夠去照顧更多孩子。」林茂安解釋，為

了能讓更多發展遲緩的孩子得到及時的照

到宅早期療育服務，照顧更多偏遠鄉鎮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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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晨光歷經 12年募款，終於在前年搬進
新園區。兩層樓的綠建築，有著寬敞且合適

孩子活動的空間；二樓也規劃了多功能活動

室、各類復健治療室以及接下來做大孩子技

職培訓的培力教室；因應孩子個別需求所安

排的治療師，會定時到晨光進行語言、物

理、職能等治療。專業人員的進駐，大大節

省了家長過去接送孩子至醫院復健的諸多

不便和困難。

新園區雖讓晨光的收容量增加到 80
人，但嘉義全區四個早期療育機構的服務量

頂多 2、300人，與實際需求相差太遠。又
因嘉義幅員廣大，從山區的阿里山、大埔到

海邊的東石、布袋，距離太遠的孩子，家長

不可能送過來，許多孩子在當地沒有托兒所

可以寄讀，多數由阿公、阿嬤在家裡帶，因

此晨光很早就開始外展服務。由專業老師開

車帶著教具、設備進行到宅教學，車上有教

具、有書、有媒體可以播放影片；老師除了

教孩子，也教導家長怎麼教孩子，建立正確

的觀念，並讓家長和孩子當場一起學習。

晨光可說是全台灣最早做 All-in-One行
動車的單位，現在有五台車，每天出動跑

偏鄉，一個月可服務 800~900人次。雖然
說跑偏鄉路程長、耗時久，投資成本相對

大，但是林茂安認為：「是孩子就該搶救！

結合嘉基的資源，幾位復健科、精神科的

醫生也會一起過去，他們都是使命感很強

的人，有時跑很遠一趟只能看 2~3個，但
都還是願意加入，治療師也配合一起前往，

All-in-One讓家長和孩子可以獲得全方位的
服務。」

遷往新園區後，包括設備添購、營運所

需，加上所服務的孩子有超過五成來自經濟

弱勢家庭，即使學費不高也無法負擔，經費

自籌的壓力與日俱增。然而外界常誤解由嘉

基捐助所設立的雙福基金會經費來源應屬

無虞，殊不知受限於主管機關對醫療財團法

人捐款社福機構的規定，雙福基金會在經費

收支上仍顯捉襟見肘，需要外界資源投入，

共同為慢飛天使的成長努力。

捐贈服務專車，讓愛閃耀

3月 10日這天，嶄新的「早療服務專
車」緩緩駛入晨光，並由萬海慈善執行長許

維新將鑰匙交給雙福基金會執行長林茂安。

透過這台服務專車投入，晨光可以多提供

10~15名個案到中心接受日間照顧服務。
此外，專車也將運用在到宅療育及接送個案

就醫、參與學校及社區融合等等，讓來自各

方的愛可以閃耀在慢飛天使們的星空！ 

捐贈儀式後，晨光的孩子送上汽車畫作向萬海慈善表

達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