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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世界衛生組織於2001年提出「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ICF)。ICF分類系統提供了統一的框架，可視為是個體的健康
狀況、環境背景因素與個人因素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一個人的健康圖像，是由「其所處的生活世界」中
的許多因素與面向組合而成。ICF主張這些因素與面向組成了一種互動性的動態過程，並非線性或靜態的。
不論一個人的健康狀況如何，ICF分類系統都能適用。 
本研究希望透過ICF的架構進行個案分析,並與個案進行討論,協助個案了解個案在參與活動的環境影響因素
以及釐清有哪些因素需要調整,以利個案訂定符合個案個別化需求的活動參與計畫。 

研究對象 
對象是一位32歲的女性,已婚,育有兩名子女,全職媽媽,研究所學生,還有兼職的工作。 

研究方法 
以訪談個案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以ICF架構圖與工作表歸納分析。 

結果 
運用ICF架構圖探討個案整體生活中的問題,從ICF架構圖發現個案在活動、參與、環境因素，有很多明顯
的衝突與困難。像是通勤的距離、活動和參與的項目繁多且有些時段重疊、沒有時間和休閒釋放壓力源。 

結論 
應用ICF架構分析,可以快速的了解個案的日常作息及其壓力源。藉由ICF架構也能讓個案清楚的知道自己
需要調整和改善的項目。 
對服務對象的主要好處在於， ICF取代了以往只關心個人的醫學診斷結果，整合了個人健康狀態在醫學
與社會方面的觀點，並且把一個人其生活世界的所有層面(發展、參與、環境…等)都表現在ICF分類當中。
ICF是一套考量到跨文化、年齡與性別變項的健康分類工具，這使ICF分類系統適合在不同的人口背景下
操作。 

心智功能．身體構造 

•正常 

•正向積極(b122、b125、b126) 

＜活動＞ 

•照顧&接送家中2名孩童(d660、
d760) 

•至研究所上課(d8201) 

•診所兼職工作(d8501) 

•家庭管理(d220、d230) 

＜參與＞ 

•孩童學校活動(d820) 

•孩童課後才藝&社團(d835) 

•研究所課程(d835) 

•診所業務(d8501) 

•家務事(d648) 

＜環境因素＞ 

•家住:汐止(e1651) 

•學校:龜山(e540) 

•工作場域:汐止&南港(e540) 

•家中成員:先生、兒子、女兒
(e310) 

•交通工具:開車(e115) 

＜個人因素＞ 

•32歲媽媽 

•覺得日行程很緊湊 

•希望有協助者能幫忙接送&看
顧孩童 

•對於突發狀況很焦急也會感
到無奈(b152、b1646、d240) 

＜主體．主觀＞ 

•身兼多職真的很辛苦(b180) 

•沒有真正自己的時間(d240) 

＜健康情形＞ 

•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