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是温暖的避风港”项目完结报告

一、项目名称

“家是温暖的避风港”项目

二、项目目标

2017 年重庆慧灵在 99 公益项目的支持下，通过执行

“家是温暖的避风港”项目，每个服务对象无论是生活品质

还是生活自理能力都得以提高，为巩固和加强学员的服务成

效， 2018 年 99 公益日延续本项目，从而继续提高他们的

生活技能和生活品质。

受益对象描述：项目受益对象为 12 岁以上的 80 名有

居家训练需求的智障人士，主要是为其提供个人卫生、衣食

照应、饮食照应、居家管理、金钱管理、沟通表达及人际关

系六个领域的居家训练，从而提高心智障碍人士的生活技能

和生活品质。

三、项目募款情况

该项目由重庆渝中区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心执行，在

2018 年 99 公益日期间，通过腾讯公益平台进行筹款，在筹

款周期内，共募集善款 1182316.16 元，其中 20589.26 元为

我会管理费，1161726.9 元用于“家是温暖的避风港”项目



执行。

四、项目实施

（一）项目流程

尊重个别差异，训练有重心；本次项目执行周期 10 个月，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收集服务对象及其家长的训练需求，并依据居家生

活技能评量表对每位学员进行了支持需求评估，为 80 位服

务对象制定了个别计划；

第二阶段我们以每月训练有重点，集中学习，重点突破的执

行思路，将训练需求统整归纳为六个领域八个训练重心，分

别是 1 月家事操作，2 月居家安全，3/4 月饮食照应，5 月

自身处理，6 月身体保健， 7 月衣着照应，8/9 月金钱管

理，10 月沟通表达及人际关系。通过反复高频率的训练活

动，并运用小组训练、个别技能训练、社区活动多样的方法，

促进了服务对象对各技能的学习记忆、掌握与运用。

第三阶段是总结阶段，也是成果验收阶段，除了对技能量表

进行结项评估以反映服务对象的技能提升情况外，也注重服

务对象自身及其家长的感受，我们有组织厨艺比赛、亲子游

等活动，让家长能直观感受到服务对象在厨艺、家事操作等

技能方面的提升。还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服务对象对项目训

练内容的感受和想法。



（二）项目训练方法

秉持理念，坚持运用小组、个训、社区活动三大方法。

（1）个别技能训练活动

1、受益群体：重庆慧灵机构 80 名智障人士服务对象

2、实施效果

运用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方法，通过对服务对象的生活作息

和零散时间以及个别时间的合理运用，对服务对象进行个别

支持和训练。如在早晨时间，会对服务对象进行个别劳作任

务的安排，如清洗水杯、清洁桌面等，促进服务对

象对居家清洁技能的提升；在午休后的时间对床铺整理的训

练，让每个服务对象都能独立收折自己的床铺被套等事务；

在洗漱时间，进行洗脸、刷牙等技能的训练，训练目标从能

独立操作到干净度的提升，因人而异，尊重个人的目标需求。

截止项目结束，每月平均的个训人次约为 560 人次。

（2）小组技能训练活动

1、受益群体：重庆慧灵机构 80 名智障人士服务对象

2、实施效果

运用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以每月的训练重心为基石，

在项目执行周期内，围绕着六大领域八个训练重心开展小组

活动。小组活动中运用讲解、提问、示范、情景模拟、实景

操作、工作分析、分层训练等训练方法，让服务对象有了从

参与体验到独立执行等不同层次的提升。综合统计，小组活



动每月平均开展约 186 次。

（3）社区融合活动

1、受益群体：重庆慧灵机构 80 名智障人士服务对象

2、实施效果

在此次项目的社区活动开展中，主要是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展

开， 根据每月的训练主题，设计相关的社区活动内容，如

在饮食照应中， 会组织服务对象去往超市或者菜市场，认

识食材原材料，学习购买流程和规则，现在大部分服务对象

非常清晰购买食材的步骤，并能准备辨识要购买的食材种

类；在身体保健部分，除了学习基础的医疗常识、开展健身

小组外，也积极组织服务对象参与社区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开

展的运动会、慢跑、行走等融合活动，促进服务对象的学习

积极性； 在金钱管理的训练中，不可避免的需要有社区活

动的开展，在真实情景中训练，让服务对象更有益于对钱币

认识、付款、储存等知识点的掌握。综合统计，项目训练中

开展了约 100 次社区活动。

五、资金决算表



六、取得成效

对于居家技能的训练目的不仅仅在于对技能的学习掌

握更重要的是对技能的泛化运用。

为此，在每月的训练中，除了在训练机构中尽可能提供

实际操作的机会，还通过布置家庭任务，让服务对象在家庭

也有机会参与家中的事务，让学习到的技能反复巩固和运用

的机会。在成效检验活动厨艺大赛中更是收获了家长的好

评，感受到服务对象在其中的进步与努力。本次项目的结项

工作还做了服务对象对项目训练的询问和调查，调查问卷中

共设置了三个层面的测评，第一个是对训练项目整体印象的

测评，主要内容是对训练项目的喜欢程度、进步项、继续学

习项目的了解，通过统计，服务对象最喜欢的训练项目排名

前三的分别是饮食照应、家事操作和金钱管理；进步明显的



前三位训练项目分别是饮食照应、家事操作和沟通表达与人

际关系；还想继续学习的前三位训练项目分别是饮食照应、

沟通表达及人际关系和金钱管理。第二个测评是参与度的测

评，第三个是满意度的测评，总共 9 个测评项，分值设定

为最低分 1 分到最高分 5 分，通过统计整体平均分在 4.4

分。同时通过此次的调查，还了解到有服务对象想要继续学

习的内容有手工制作等项目，这也是对明年项目的持续执行

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方向感。

七、项目监管

1、该项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监管办公室进行项

目监督管理。

2、项目执行过程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该项目负

责人实时进行追踪检查，指导监督项目执行机构在互联网筹

款平台按时公开项目进展、阶段性财务披露、阶段性报告等

内容。

3、项目完结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该项目负责人

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项目回访，核查项目执行机构是

否严格遵循项目管理制度及项目方案执行项目，同时对项目

受助人进行不定期电话回访，确保真正通过该项目获益。

八、项目照片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9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