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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LET’S TALK

 
為⿎��年參��共事��教�部�年發展署⾃107年

辦理Let’s Talk 計畫��「�議⺠主」⽅式實現「開

放政府」�神���形塑�年�共參�⽂��實現「永

續發展」之願景��年�政 Let’s Talk 計畫�已於

109年列為我國加�開放政府夥伴聯盟（OGP）之「我

國開放政府⾏動⽅�」-「�⼤⺠眾參��共政��

制」承諾事項之⼀��幫助�年共同參�政府���並

在未來�⺠社會中��演更積�的⾓⾊�

主辦 在嘉陪你
顏鈺杰

-��部�年發展署

曾志桓

�佩�

國⽴中正⼤學社會福利研�所

�照���銀共�的��品�/�辦⼈
國⽴中正⼤學⾼�跨域中⼼�師/計畫助理
國家衛⽣研�院「社會福利�⻑照政�」�源規

劃組/助理

��部�年發展署/�年�詢�員 
嘉義市政府�年事��員會/�員 
國⽴台灣⼤學研�⽣協會/副會⻑ 
國⽴中正⼤學�共事�研�社/�社社⻑

國⽴中正⼤學政治研�所碩⼠⽣

財團法⼈��社會福利服�基⾦會/性別倡議專員
國⽴中正⼤學�共事�研�社/社⻑
臺灣⼤專院校學⽣��⺠�援�港各⼤學�署/共
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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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稱�

��⼈員�障�培訓�員會政�

副主��員

相關經��

1�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局⻑

2、國⽴中正⼤學社會福利學��

主�兼社科院副院⻑

呂建德

⽬���單位/�稱�

弘��⼈福利基⾦會 嘉義服���⻑ 

相關經��

１�弘��⼈福利基⾦會嘉義服���⻑ 

２、AIO照�服�⼈才培��⻑照�構經

��理�居家�理�出院準�個���寧

療��社�照���性�療�社�照�實

�經驗 20年 。

３��理師證照

張儀�

��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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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議是什�?

�⼆章 社�服��源的問題�點 
⼀�⾼�者的抑鬱�⼼理健�危�為何? 
       (⼀)��⾼��的銀�世代
       (⼆)⾼�⻑者的異質性
       (三)⼼理健�的⼼理議題�成因�析�⽣命���點
⼆� 當社�服��源�法常�提供��可�的出現哪�問題�境? 
       (⼀) 防疫�服��續性的兩難

�三章 各部⾨的⾏動提�
⼀� 當社�服��源�法常�提供���何�定提供⻑者⼼理健�服�? 
        各部⾨⾓⾊的⾏動提�為何?
       (⼀)政府
       (⼆)企�
       (三)��利組織
       (四)家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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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式⺠主之�神

�議⺠主的「�議」⼀詞�其�⽂”deliberative”�字義強�必須在完整且��的相
互暢�����終才謹慎�做出�定��別於傳�社會�慣在官僚政治�⺠主投�制

度中�定�共事��政�的⾛向��議式⺠主�別強�「�共對話」為⺠主政治�來

�的�發性�可��因���議⺠主�強�參�者對於議題的「知�」(informed）
討論��就是參�者的對話溝�是�基於對議 題基礎�訊和�元�點的掌握之上�

依� Amy Gutmann 和 Dennis Thompson ��議式⺠主的規�原則�相互性原
則��開性原則�基本⾃由原則�基本�會原則和�平�會原則�

⽬�是希����開討論的⽅式來��

各⽅⼈⼠的�點�因�會平��對�每

⼀個參�者��會�求參�的�⺠所提

出的理由�是相互都��受的�

Tips: 在�共�議的��裡�不�只是
表�⾃⼰所相信的看法��得��不同

�點的�者��⾄�放下成⼼去傾��

者的想法�但由於不同�群的出⽣�

景�⽂����⽣活⽅式⼤不同�彼�

的價值�往往�異�⼤�因�相互之間

應該�盡可��找�⼩�彼��異和歧

⾒的證成⽅式���免��的衝��

成員們所提出的�訊和理由�都必須

�開�明�由於⼤家都知�⾃⼰所提

出的意⾒是�開且��讓�何⼈檢視

的�

 Tips: 更加謹慎思考和判斷�盡可�
減少�⾒��⽬��促下判斷或不恰

當的�點�

（⼀）相互性原則

（⼆）�開性原則

（三）基本⾃由原則 

（四）基本�會原則

（五）�平�會原則

在�共�議的���可�提出不同的理由

和發表各種的⾔論�但不��犯到個⼈的

基本⾃由�包括⾔論⾃由���⾃由��

Tips: 在⺠主社會裡�個⼈的基本⾃由�
得�法的�障����提�明顯�犯基本

⾃由��於是���法�必須給予�絕�

基本�會��的是⼀�⼈基本⽣活所�

�的�源������⽔���住所�

健�照���療��

Tips: �涉�到健�政�的議題��參
��議的�⺠�考�到社會上的少��

群是否�⾜�的�療�源來維��們的

基本⽣活�

社會上��來⾃不同�層的成員��⼈

不容易��到�的⼤學�所從事的⼯作

往往����福利少�⼯作�容吃⼒不

討��但�們都會嚮往�的⼤學和理想

的⼯作�位��⼀�的⾼���和⼯作

�會�必須開放給所�⼈�否則就是對

�定�群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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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社�服��源的問題�� 

⼀�⾼�者的抑鬱�⼼理健�危�為何? 

 (⼀)��⾼��的銀�世代

 (⼆)⾼�⻑者的異質性

 (三)⼼理健�的⼼理議題�成因�析�⽣命����

⼆� 當社�服��源�法常�提供��可�的出現哪�問題�境? 

 (⼀) 防疫�服��續性的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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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絡: ⾼��社會
國�上�65歲�上⼈⼝占�⼈⼝�率�到7%、14%�20%��別稱為⾼��社
會�⾼�社會�超⾼�社會�我國已於1993年成為⾼��社會�2018年轉為⾼�
社會�推估�於2025年��超⾼�社會�

台灣少⼦��⾼��的趨�難��轉�國發會�天�布��⼈⼝推估報告�預估

2025年台灣就會����超⾼�社會�每5⼈�1位是65歲�上�⼈�到了2034
年��國⼀半�上都是中⾼��超�50歲 。

⽣理年紀 

國發會18⽇�布��⼈⼝推估報告�65歲�上�年⼈⼝占�相對提⾼�預估2025年��超⾼�社
會��就是65歲⼈⼝占�超�20%�（國發會提供）

嘉義�為�台����為�重的�市�⼤部�嘉義�的鄉鎮�都��20%的⾼�⼈⼝���

議題�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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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群�不盡相同
我們⽣�於⼀個�度����的社會��⽽在了�⾼��群⼼理健�之��必須

�識到⾼�者並���⼀��⾼�者是異質性相當⾼的�群�因年�層����

度�環境�件不同�⽽�不同的�應��求�

⾃�年紀 常⾒的�準是把⾼�者定 義為 65 歲�上的�群�細�為初��中� 和
�� 3 個�段�初�� 65 ∼ 74 歲者� 部�⼈員尚未�休�是⾼�學�的主�參
�者�因普�健�狀況良��獨⽴性佳� 具活動⼒�學�⼒�主動參�社會活動的
動�依�強��中�� 75 ∼ 84 歲者�� �⼈�⼀種�上的�性病������
⼼ 功�的下��變得�較不活����� 85 歲�上者�許�⼈已臥病在床��仰
�家 ⼈或�⼈���構的協助��較不願意� 陌⽣⼈���

⾃�年紀

⽣理年紀 
⼈�器官��的���早 可由 20 ∼ 30 歲之間開��⼀��� 70 歲 �⾄到 80
歲之���開�加���種�� 的�率��重性在不同器官之間��所不 同��
常����種器官��⾁�神經�� 之間做協�所產⽣的⽣理功���較��

⼼理年紀 
��的⼼理議題包括�年 �知�智⼒�記憶�學��層⾯��包括 ⼈格�質是否
���⽽改變�

⼼理年紀 
��的社會議題包括⾼� 者��的社會⽀�和社會參��會�⾼� 者的社會�絡
�社會⽀�顯�影響其整� ⾃覺健��⽣活品質�

劉⽴凡（2016）�⼈⼝��問題�在眉睫�科學發展� 522，68-73。 7



銀�世代⼼理健�議題

讓我們�為思考�下�境...

�⼈家�頭⽩���形纖��⾯容�和�

�度�禮�����⾃⼰的�況����

神���⼒��詳問�的⽣活����什

��沒��兒�都在��寄⼈�下�不知

�做什���不想看�視�常常���發

��問�的⼈⽣故事���沒什�事�成

家�⼯作�⼀直做��兒���再⼯作�

直到不�做為⽌���你我�動��的⽗

⺟⼀樣��休��伴�世�⽣活更�意

義��覺得兒��盡照�之責�所�即使

⽣活���⼼裡不舒服�就不�了�直到

�鬱症�發才頻�就��但�很不�意思

�在��兒�...

-林仁廷（��⼼理師）
��⾄ NPOst ��室�2017

��的⼼理議題包括�年 �知�智⼒�

記憶�學��層⾯��包括 ⼈格�質是

否���⽽改變�世界衛⽣組 織早在

1947 年就強�⼼理的健����是重�

的健���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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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我價值 �單⾃卑失�

 
明報(2019)�給⽗⺟�點⾃主 �救�年危��

https://today.line.me/hk/v2/article/rM6Y5w

想想銀��鬱可�的原因?

踏��年���和⼼理�會出現不同�度的變�����⼒⼤不

���記憶⼒衰��因��⼈溝�常出現�會���⻑者更因為

⽣病或��衰��⾃理�⼒下�⽽��別⼈照�；加上客�環境

的轉變���經濟⽅⾯��休�沒�收���療費⽤增加�積�

�減�增���⼈�漸�世……��都是⻑者的�⼒來源�

⼼理上�⻑者容易出現�單�⾃卑�失��焦�和抑鬱�緒�臨

牀⼼理學家陳皓宜��「很��⼈�覺到�����漸衰��不

再輕易做到�往想做的事��⼼裏會跟年輕⼈作�較�因⽽產⽣

⾃卑��⾃我形���；加上社交�⼦縮⼩��友�漸�世�原

因��單�增強�容易產⽣抑鬱�緒�

⽣理衰��環境改變的危�

 

家中�沒�你熟�的⻑���沒�看�⻑�的⽣活狀��

為什�⻑��樣⼦⽣活� �/���嗎? �果不��的原因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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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服���問題�境

社會福利服�����中常出現四種�端:
1.�斷�����: 不同單位在不同�⽅,�不同⽅式提供重�服��
2.不�續: 未�繫�溝�,在不同�⽅提供不同服�,�主不知到何��找�續服��
3.�責信: �責不可測量,�主不知找誰負責且���申��
4.可�性�: �理限制,�⼝限制…��

使�費者(�主)很容易���使⽤服�設�,包括�間��點�⽅式上之便利性,�常
泛稱為便利性�亦即在社會福利��應儘可����理限制��⼝限制�語⾔隔

閡…����:
(1)社�福利�構盡社���⼩型�的原則來建構服��絡��源�點�
(2)對於����應盡可����服�,來兼�其�求�
(3)對於視障者盡可�提供點字服��少��群�原住⺠�����輔�盡可�提供
翻譯⼈才�

可�性

(1)整合服����添補服��求的��,建⽴���的服�⽬��
(2)服�⼈員想�由服�整合使��的服�發揮�⼤效率,�別在預�緊縮�想�
��免�源重疊�浪費���: 失��⼈服�兼�居家�社���構式服�,��
合�⼈照��在�����元�續�

整合性

可負�性

�財�可負�性或⼈⼒�源可負�性���:�失��⼈照�為�,�推動居家服
�,原則上�考量家庭照�⼈⼒在�間上�技�上的可負�性�

可�受性
�常�活動⽅�或服��容�主�受的�度⾼��否,�常包括:⽅�之可⾏性�
�求評估��源規劃����:�居家服�為�,其中可�包括很�,但是可��受
的����服��住����緊���服��,��都是考量�主之�受�度�
��源的�⾜性和永續性考量�

現⾏的制度或�源��沒�辦法幫助⻑�回應⼼理健�危�� 
沒�的話�是少了什��問題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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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2020年3 ⽉13⽇〈因應�重��傳�性��（COVID-19）社�
防疫⼈⼒⼯作�引〉（衛⽣福利部�病�制署): 

明⽂規�社�⼆⼗⼀項單位為社�防疫⼯作可�⽤之⼈⼒�針對⼀�防

疫⼈⼒�予防疫相關衛�課��協助其盡�瞭�於社�防疫�演之⾓⾊

�重�性�並提供志願防疫⼈⼒��訓練課����⾏相關防疫措��

由�可⾒在防疫中�社�⼈⼒的投�是重�的⼀環�但因為��動員�

⼤⼈⼒��對基層社�⽽⾔�亦為⼀⼤挑戰�

��署�2020年4⽉14⽇�訂〈COVID-19 （武���）因應�引�社�
�理維�〉（衛⽣福利部�病�制署�2020）

明訂居⺠個⼈防疫措��社�軟硬�設�防疫措��社�服�⼈員健�

�相關�理措���會活動防疫措��；因��各直�市��（市）政

府���採�各項社�防疫規定�包括在疫���期間�暫停或�整開

放社�照�關懷�點�巷弄⻑照站���點�的共�改採��形式....

衛⽣福利部社會�家庭署�2020

根�⾏政院�計���在109年度使⽤關懷訪視的⻑者�12
��⼈��話問��轉介�14��⼈���服��28��
⼈�健�促��13��⼈�可⾒當�點關閉��影響超�
�⼗�的⻑者�雖��點關閉並�永久性的�但⻑期�在

家中即可�使⻑�的���度加���知�⾏為功�較先

��緩�減少社會參��可�影響⻑�的�⼼健�狀況�

社會⽀��

防疫�服��續性的兩難
當社�服��源�法常�提供��可�的出現哪�問題�境?
防疫所考量的�景�絡為何? 
⽽�冠��防疫下社�照�關懷�點關閉對⻑者影響⼜為何?

�期������洪��(2021)�冠��防疫下社�照�關懷�點關閉對⻑者影響之初��社�發展�刊�175期
11



�政部�2005《建⽴社�照�關懷�點實�計畫》

社�照�關懷�為提供社�⻑者關懷訪視��話問���詢�轉介

服�� 讓健�或輕度⽇常活動功�失�的�⼈��續的參�社�活
動��促��⼼健���點不只是提供在�⻑者初�預防照�服

������點設計的健�促�活動讓社�裡的�⼈�志⼯互相�

識��享⽣活並增加⼈�互動�產⽣社會⽀�作⽤�

Caplan, G. (1974). Support systems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Lectures on concept development.

社會⽀�是⼀種社會�絡的功��當⼈們�社會�絡互動���提供⽣理�⼼理�

訊息�⼯具或物質性的協助⼒量�使個�更�應�⼒�增加�意��

NPOST報�: 疫�之下社�⻑�回到家�那��獨�暴⼒�衝�

社�⻑�回到家中防疫確實是不得不的�擇��⽽��們的�⼼狀�是否�同�被

��到� 很�回到家裡的社�⻑��因為其社交⽣活被剝奪⽽引發�鬱��縮⼈
格�⼜加上�視上對於疫�的��不斷��引�不少⻑�的���除�之��許�

社�失�失智�緩課�主�在「��所⽤」的課�設計�回到家裡的⻑�因為沒�

課�的刺激�訓練��⼼��知功�⾯臨衰�的危��更��的挑戰是�⻑���

可去往往引發家庭關�的衝���⾄是暴⼒:  

��⼀
阿����因為疫�的關�⽣活�間只��間到客��坪⼤的�間�家⼈因為�

怕⻑�受到���每天晚間的���步�只得捨�了��⽽�阿���並不是失

智症確診個��卻開���出現�����的⾐服����的⾸��幻想���

開�每⼀天就把所�家當�出來�翻�倒櫃的�找�弄得家裡雞⽝不寧�

��⼆
阿旺阿�則是⾎�型失智個��功�下���下�梯⼀��⼜因為併發�神⾏為

問題經常性的⼤喊�更增加照�的困難�所幸阿旺阿��跟���的太太同住�

�⽽��⼀回社⼯卻意�發現��可�的太太�在����可�宣洩的�況下�

會轉⽽對阿�使⽤暴⼒�

顏鈺�(2021)�疫�之下社�⻑�回到家�那��獨�暴⼒�衝��NPOST

防疫�服��續性的兩難
�冠��防疫下社�照�關懷�點關閉對⻑者影響之初�

12



�台65歲�上的失智者⾼�29�⼈�失智症協會推估65歲�上⻑者⼤約
每12⼈即�1⼈失智��們不僅是COVID-19（⼜稱武�����冠��）
重症和��主��群��旁的⻑期照�者�在⽣理和⼼理上�更是�形

的⾼�險者�

根���院2017年����台僅�4%失智者使⽤住宿�構�意即絕⼤�
�失智者是在家裡�得照��⽽且�7成家屬沒��看��居服員協助�
仰�社�照�關懷�點和社福服��得喘息�會��⽽疫�三��戒

下��台社��點和社福服�已中斷⻑�⼀個⽉��估⾄少�2.5��失
智者受到影響��使家屬�在24⼩�的照��⼒下�其中更不乏伴侶是
60歲�上的「��照�」�許�⺠間團�都���在病�尚未來���
�怕先上演⻑照���

報�者:「很�家庭��不住了�」社��點因疫�關閉�失智者照��上加�

防疫�服��續性的兩難
�冠��防疫下社�照�關懷�點關閉對⻑者影響之初�

從2020年出現�冠��疫��來� 世界各國都投�⼤量⼈⼒�物⼒�財⼒在疫�
防治⼯作中�因�冠��的⾼傳�性�疫�的�乏�居家隔�或⽣活限制變成疫�

防治的重�⼿段�

�該⼿段往往對被隔�者的⽣活互動�來影響�尤其對⾼�者⽽⾔�從其�求從原

本�慣的實�社交�絡中抽��很可�陷��⽴狀��我國2020年到2021年4⽉
��在�冠��防治上表現�眼�得國���評�不�對於當��執⾏⻑期居家隔

�或⽣活限制的相關�套��乎顯得較為不⾜...

防疫�服��續性的兩難

當社�服��源�法常�提供��可�的出現哪�問題�境? �何�

定提供⻑者⼼理健�服�? 

政府在執⾏居家隔�或⽣活限制規����何�更�層�的思考��

套措�規劃�確�社�⻑者��得更�⾯的⽀�?

報�者(2021)�很�家庭��不住了�」社��點因疫�關閉�失智者照��上加��
13



�三章 各部⾨的⾏動提�

⼀� 當社�服��源�法常�提供���何�定提供

⻑者⼼理健�服�?  各部⾨⾓⾊的⾏動提�為何?

 (⼀)政府

 (⼆)企�

 (三)��利組織

 (四)家��個⼈

14



⼀��點⾼�者相關服��源��想想不同部⾨之間�何�定提供⻑者⼼理

健�服��?  政府現�的⻑照制度��會提供哪�服�?  服�對��哪�?  
服���⽅式為何?  

��來源�嘉義�⻑照�理中⼼�2021

政府端: ⻑照制度

1. 65歲�上�⼈
2. ���⼼障�證明(⼿冊)者

3. 55-64歲原住⺠
4. 50歲�上失智症者

#服�對�

15



政府端: ⻑照制度

嘉義⾼�⻑照�療服���

嘉義�為�台����為�重的�市�⼤部�嘉義�的鄉鎮�都��20%的⾼�⼈

⼝���2020年�嘉義�市共�437家�點�⼜�三成(120家)�中於嘉義市�共

計�21個A�348個B�248個C�嘉義��⻑照�構�未座�於⾼�⼈⼝��⾼的

�域�⽽是�中於嘉義市為中⼼向���的�域�

國⽴台灣⼤學(2021)��理環境�源學��研�所��理計�科學研�室

��嘉義⾼���⾼的�������的⻑照�點約1.5�⾥�尤�⼭�⻑照�源�

為稀少����更�5�⾥�上�倘考量路�����使得���域�得⻑照�源更

為困難��討�量�少的A�點的可�性�西部布袋�義⽵�東⽯��東部梅⼭�⽵

��阿⾥⼭�鄉鎮����10�⾥�上�且�是�收��中�收�⼈���的�

域�顯�該�����切��⻑照�源�但�到A�點初步建⽴⻑期照�計畫�或實

⾏在����都是相當困難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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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實踐: 企�

在�實踐  !

��再設計 ⼯廠續留中⾼�員⼯

成⽴�六⼗年�⾞⼤廠PGO��動⼒⼯��中⾼�員⼯⼈��漸攀升到⼆成
五�⾯臨中⾼�員⼯�漸增加的現��中彰投�署協助�⽤計畫�源�改�

�具設���整作�����強��⽤�留制度�協助��員⼯�續�場活

⼒�使�司⼈⼒�⽤更�彈性�讓��員⼯再�成為企�的重�戰⼒�

⽇本��專為�⼈研發�味⼜易於咀嚼的�點

��⽇本�年來越來越���越來越�在⽇本的���專⾨服��⼈的�

單���合�們咀嚼�吞�固��物的困難�����除了�給⼩孩的�單

����給�年⼈的�製�單���研發出了⼀��的�物����物看�

來�是固�����味的顏⾊�但⼜容易咀嚼�吞��在�濱的⼀間��院

裡���師跟廚師都會定期的實驗�研���提供院�的�年⼈們�品�更

��物的�味�

世⼤智科  �⽤物��� AI 技�打�⻑者智�⽣活

�⼈福祉科技研�中⼼負責中上游的技�研發和⼈才培�；世⼤�成�⾏硬�

⽣產和百��路的�售；⽽世⼤智科則�⾏產品開發和���路的�售�

世⼤智科成功研發出貼�⻑者�照�者�求的⽣活智�產品��論是�顯�⻑

者�臥或��狀�的「�⼼臥」床墊�或是顯�⻑者定位且可��成��玩具

的「天才巧拼」�都⼤幅減輕�⼀線照�者的照��⼒�提升⻑者的⽣活品

質��⼼臥床墊���⽤的是物��和⼈⼯智�的�器學�兩⼤技��⼀張床

墊�下��裝了 30 個�測器�使⽤者�下���發不同�域的�測器�

�碩Zenbo�不只是陪伴�器⼈�更是物��的鑰�

Zenbo�型討喜�並具豐富的可�表��在銀�照�⽅⾯可�語⾳��⽅式提
供�端視訊�24⼩�叫⾞��放⾳��緊�求救�功��亦可��上傳�師開
⽴的�性�⽅����物��到府�免去⾈⾞�頓之�����照��構�想

為住⺠�⾏衛�宣��便可把健��訊相關的�位�容��Zenbo�或是�構
在辦理活動�可���器⼈傳�相關�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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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實踐: ��利組織

 ��的Humanitas基⾦會: ��終���
你可曾想��80 歲的你會住在什��⽅���怎樣的�容�你可曾想��
當你�天失��失智了�你願意你的⽣活被��病痛改變�少�

 Dr. Hans Becker���知�終���設計�祖�經�的 Apartments for
Life �⼈��中�各個��發展出各式各樣�引�界�來���住⺠互動的
�⾊�式�諸��記憶�物�����廊��⾄是⼩型動物����都由盡

量�⾜住⺠�求的服�⽂�⽽來� �別的是��樣的場所不會������
失�或失智⽽⾯臨被��開的命��Apartments for Life �終���為設
計主軸�提供了⼀個�⽤的⽣活�間�社���設計�

嘉義基督��院-⻑��: 熟�共居����休��擇

在�實踐  !

嘉義市政府於⼗年���⻑���OT⽅式���⽬�由嘉義基督��院經
��⻑��為嘉義市唯⼀⼀家的�⼈住��讓⻑者�住���⾃由����

作息�間�且�和�居交�互動���⼀座⼩社����之���⻑�學

��⽇間照��服��

嘉義�頂��發展協會: 
打�懷�的�史現場

�上�光�回到�鄉村的懷��景

中��⽇頂��社���中正⼤學

合作�成⽴�國�⼀個「⾼�社�

共�⽣活實驗室」�希��由共�

⽣活實驗室�了�當�⻑者的�

��並��協助讓�們了�更��

⾃⼰的問題�

��臺(2017)。50+ 的熟�共居���⽣活翻轉�暗�⽣∕��終�
��設計�祖 Dr. Hans Becker 的��哲學�NPOst �益交�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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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實踐: ��利組織

記憶咖��
失智照�咖��源⾃�������國���失智症患者當「店員」的「阿

�海�症咖��」��樣的��傳到⽇本��發展成提供照��訊的「介�

相�所」�經�者�NPO法⼈�⼩型�司或個⼈；儘�經�者各異�但照�
咖���演��源整合�社����的⾊�

⼤林�呼�⽣活�: �建「��」�「社福」的橋�

在�實踐  !

嘉義����幼關懷協會�「�間銀⾏」的「�⼯�互助」�神經�「�呼�⽣

活�」已經兩年��座「做�益�交朋友�讓⽣活更�意思｣的咖����服�的

給予��受(Time Bank: give and take) �讓服�者從中�得社會�同����
�⽽促成助⼈的�環�

�可⼈⽣��部(2018)�社�照��間�⽤ ⽇本照�咖��

Young咖�坊: 來⼀杯年輕型失智者的⼼意吧!
台灣失智症協會��⼯作�析�改��依��⼒�個性��失智者不同的⼯

作�經���練���正�熟�⼯作�式��希�在�少的提�和協助�失

智者即�完成⼯作�並從中成就���期�在��的��中�⺠眾可�更�

識年輕型失智症��⼀�友��耐⼼對��

台灣失智症協會�2020�年輕型失智服�

經�兩年的經驗累積���在�社�的

�����協會�確⽴了家庭照�者到

咖��提供環境���沖泡咖��陪伴

�天�頸���和����交�或⼿⼯

��學�服��式�⽽��互惠�⼯�

照�者得�喘息��可學��⼆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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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危�⾃救: ��利組織�⺠間合作

台灣失智症協會�⻑者看免費���和照�者⼀�視訊社交

政府�乏�套措��⺠間團�開�效法國�疫�經驗�展開⾃救�失智症協

會的�站上��⼀�免費的影��單��容包羅�����早期的�續�

《包�天》��哥�歌������國歌���⾄��擇卡��從輕�中�

重度失智⻑者都��合的影��

照�者的�⽴�是許�⻑照��主因�⽽防疫封鎖政�更��了�⽴��為

了��照�者的社交�每�四早上�是失智症協會和10�位照�者�失智者
的「群�」�間��們⽤LINE視訊�天�互相�享�⼀�照�的狀況

家庭關懷者�會�照�交�計畫

家��發�「五�（LINE）��佑」計畫�由⼀位專責⼈員協助4位家庭照�
者�組成5⼈LINE群組�每天上午10點�下午4點互報平��不定期交�照�⼼
得������「照�交�計畫」��照�者記�患者平常⽤��單�病史�喜

����在照�者被隔�或是���⼿喘息��幫助�⼿者���軌�由於⽬�

�沒看到政府��樣的計畫�於是家��定⾃⼰來�製作緊��絡⼩卡�建⽴照

�交�計畫平台�讓照�者上傳��到�端��緊�狀況��動計畫�

社��守隊�⺠間團�:  維���⽣活�

對許�獨居或弱�服�使⽤者⽽⾔�便當代表的不只是⼀頓溫���是⼀�關懷�在

⼈�關���的疫�期間���溫暖尤其可貴�許�社��點停⽌共���改做��

�����物��讓個�維�溫��但�中⾼�為主⼒的�����志⼯�同�是�

�COVID-19的⾼危險群�許�⼈在疫��發�不願再服��⼈⼒�重短��在社福
團�Facebook或�益�合平台上���可⾒召���志⼯的訊息�

社��守隊�協助���關懷�從��量�測⻑�健��寫張關⼼⼩卡�陪伴度��

段⼈��⼼理都��的�常�期�且除了每��⾏的�話問����⻑�的不��對

疫��疫�的⼤哉問��彙整���難救助的⾥⺠���依�求�合物���陣⼦端

午���包�⼦�給社�弱�⻑��疫�再�悶���維�⽣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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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實踐: 學⽣團隊實踐

�照�: �銀共�的��品�
當話題越講越����照�團隊發現: ⻑�在回憶�往⽣活���常提��
�的艱⾟����的���我們�由��的環境�讓�們舒服�把��經�

�享；同�我們��演稱�的��者�同理並回應�們所�的��故事；�

�我們在��⾟�的�村經驗中��掘出屬於�們正向的經驗�讓�們重整

��經驗�從⽽��⾃⼰現在的狀��

在�實踐  !

#��鷹�的視野: 

借鏡�國平���基⾦會「⺟雞⼒量（HEN POWER）」計畫�原先讓⻑者在�
�之家�雞�療�雞除了⽣蛋�����獨�抗�鬱�效益�並且�����

作�企劃初期我們在六�鄉�厝社�轉�成本⼟�的實踐�除了��療�雞陪伴

⻑�����雞舍設計��雞溜雞�發展�⺟雞�關的��提�����結�⽅

才��年��由繪本�書�植物������銀�克⼒彩繪��意活動��提升

社�照�的�元⾯貌�

#�蚯蚓�鑽�在�:

在�⽅�點��中��會到應該��掘�⽅的�⼟�絡�轉譯成課����讓課

������宜�貼合在�的�求���: 懷��卡設計���材⾃80年代�的
⽣活物件�提�社��產��做�布�� 21



本�Talk論壇�「看⾒銀�的�求 | ⽤⾏動豐富⽣命」為主題�
⼒�在�⼤學⽣��年朋友參��不僅�打破學⽣對��社�的

成⾒�看⾒⾼�者�求�更期���從事⾼�相關⼯作的⼯作

者�⿑⼼研討智�⻑照�⽅�設計���點⼦�⼀�設計�跨

代���影響⼒�

社�服��源的問題�點

�����議討論��年�伴�更�識��社會所⾯臨的⼼理健

�議題�促�跨世代的融合�理���者�我們�更�⼀步思考

當社�服��源�法常�提供��可�的出現哪�問題�境? 我
們⼜該�何回應?

各部⾨⾓⾊的⾏動提�

在�漸��的社會中�⾼�者的⼼理健�不再只是單⼀部⾨所�

回應的議題����討政府�企����利組織�家庭�個⼈�

不同部⾨間���何動�來�讓�年在�位思考的��中增�對

⾼�者的同理�提出不同部⾨的⾏動步��因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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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2022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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