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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推廣 

畢業甘苦談──我在職場所見所聞 

柳思吟1 

 

台灣長照發展趨勢 

 

圖 1 臺灣老年人口趨勢(資料來源：國發會，2018) 

臺灣已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 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全台老化指數（老年人口數與幼

年人口數之比）由 97 年底 61.51 逐年上升至 106 年 2 月起破百後，107 年底續

攀升至112.64（即每百名幼年人口所當老年人口為112.64人），10年來增51.13，

顯示臺灣老化情形嚴重，且老化速度持續增快。而國發會推估，2065年每 10 人

中，約有 4 位是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而此 4 位中則即有 1 位是 85 歲以上之超

高齡老人(國發會，2018)。 

    由「高齡化社會」進入「高齡社會」，臺灣歷時約 25 年，與日本相當，但與

法國歷時長達 115 年、美國 72 年、英國 47 年相較，臺灣在時程上快了一倍以

上。 根據衛生福利部之推估，我國長期照顧需要人口數將從 2016 年之 57.7 萬

 
1
 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日間照顧中心 社工師 



畢業甘苦談──我在職場所見所聞 

2 
http://www.iog.ncku.edu.tw/p/404-1169-206718.php?Lang=zh-tw 

人上升到 2026 年之 77.1 萬人，十年間成長 38.4%（如下圖 2 所示）。國人平均

壽命自 98 年 79.01 歲上升至 107 年為 80.69 歲，10 年間增 1.68 歲，人

口老化現象益趨明顯。在老人照顧需求日益殷切之際，家庭的照顧能力也在日益

下降。在這些人口與家庭的趨勢之下，老人社會照顧的發展已成急迫的政策課題

（國發會 2018）。 

 

 

 

圖 2 我國長期照顧需要人口推估(資料來源：衛福部，2016) 

    因此，包括高齡人口照顧及安養需求等，已成為政府所關注的重要課題。為

了因應臺灣快速步入老年化社會，政府從 2008 年開始推動「大溫暖社會福利套

案之旗艦計畫」，並在 2015 年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政府從 2017 年 1 月實施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希望能滿足龐大長照需求，減輕家庭照顧負擔。行政院

表示資源投入方面，長照支出的規模，由 2016 年的不到 50 億元，逐年增加到

今年 338 億元，明（2020）年更達近 400 億元，足足成長八倍。展現政府對長

照問題的重視。 

日間照顧中心是什麼? 

    老人長期照顧服務的需求日增，長照 2.0 政策中日間照顧服務為社區照顧之

重點，為了讓高齡者有生活品質又能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健康老化，許多社福單

位開始覓尋廢棄校舍或社區活動中心，進而發展成為在地型日間照顧中心以提 

供社區的高齡者可學習也可以聚會聊天的場所。日間照顧中心顧名思義是提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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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照顧服務，為長照政策下，提供社區化、在地化的一種喘息服務，為輕、中

度失智及失能長者提供週一到週五白天的照顧服務，日照中心的功能與角色有：

協助家屬在週間的白天照顧長備，提供職能治療等非藥物療法活動，減緩失智退

化速度，並對家屬提供照護知識與技巧，心理支持的服務，社會資源運用的資訊，

減輕家屬照護壓力的喘息服務等(伊佳奇，2014)。 

      Ryan 及 McKenna 等人(2009)研究發現，使用日間照顧的服務使用者表

示使用日照除了可以讓家庭照顧者獲得休息，也可以讓他們在服務提供單位與其

他人互動因而獲得社會互動的機會。許多關於照顧服務的研究都強調了日間照顧

和喘息服務的重要性。然而，與朋友交流培養興趣與愛好、各種社交互動對於老

年人來說非常重要（Carpenter，2000）。另外，Henning (2016)研究指出獲得

適當的資源是讓任何人在生活中得到幫助，尤其是對於身體功能有障礙或者身體

健康不佳的老年人而言，更是如此。這些資源可能是物質層面、財務層面，亦或

是社區環境資源及政府計劃的資源。社會支持對於許多老年人而言是不可以或缺

的部分，這避免他們被社會隔離並且可提供照顧、社交及生活上的幫助。 

 

     

 

 

 

 

 

 

 

 

 

     

 

 

 

 

 圖 3 日照中心設置照片 (資料來源:中華聖母基金會) 

來 



畢業甘苦談──我在職場所見所聞 

4 
http://www.iog.ncku.edu.tw/p/404-1169-206718.php?Lang=zh-tw 

深入瞭解 建立信任感 

   從成大老年所畢業近兩年，受立凡老師的影響，對於長照領域深感興趣，進

而投入老人服務發揮所學，在天主教中華聖母基金會附設的嘉義縣日間照顧中心

擔任社工師，所任職的日照中心為社區的活動中心改建而成，室內地板面積為

352.74 平方公尺，整個中心有規劃活動區、廚房區、浴廁區及辦公室，仿日式

日照中心的設計，設施與設備，特選的餐盤，寬敞的照護空間，齊全的衛浴與廚

房，明亮的採光。 

長輩在進入中心接受照顧之前，社工都會先去家訪，了解長輩在家的生活狀

況並與家屬詢問長輩的生活史，例如過去從事的工作、喜歡的食物或音樂、與人

相處的情形等等，知道喜好後，再開始根據長輩的興趣去和他們聊天，以朋友、

夥伴的方式，幫助新進的長輩認識新環境，協助他們可融入中心生活作息。 

   有些失能長輩伴隨輕度或中度失智症時，就必須常常給予引導，社工及照服

員要察言觀色、充滿耐心，就好像在教導小朋友學習生活中的習慣、熟悉日常生

活事物，長時間下來，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即使常常不記得周遭事物，但心中已

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並且對照顧團隊有信任感，在中心出現精神性行為的頻率

就會降低。 

團體生活 增進社交 

    日間照顧中心每日服務時間為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每週一到五，中心會根

據長輩不同的需求、程度、背景、興趣、能力等，規劃設計不一樣的課程和活動，

例如認知訓練課程，都是以職能治療的概念而規劃，每月也會有職能治療師來中

心進行評估。每天早上固定都會做早操來讓長輩可以伸展筋骨，中午吃飯前也會

帶長輩做健口操；因應時節，中心也會帶著這些長輩一起包餃子、包粽子、搓湯

圓，中心的奶奶們喜歡討論關於炒菜、洗菜等話題，照顧團隊會嘗試讓功能不錯

的奶奶來烹飪。 

    日間照顧中心是屬於團體生活方式進行，每月會有不一樣的講師來中心教導

長輩們不同的知識，給予不同的活動來活絡長輩的大腦。像是營養師會來中心帶

衛教課程，搭配桌遊進行，可以讓長輩在遊戲過程中記住營養小知識。 

    目前任職的日間照顧中心有跟 7-11 門市合作幾點了咖啡館，和超商聯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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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失智友善場域。我們幾點了咖啡館服務為嘉義縣第一間，也是全台第 7 家的

「幾點了咖啡館」在 108 年 08 月正式開幕，在店長、門市同仁與社工的帶領之

下，除了提供長輩咖啡實習的機會外，更新增櫃台結帳、煮茶葉蛋等多元服務體

驗，讓長輩有更多機會學習與訓練，並接觸顧客、與人群互動，減緩病症。同時，

期盼能在地照顧更多失智長輩們，幫助更多失智者家庭，減輕照顧負擔，然而在

服務後，也發現參與的實習長輩情緒趨穩定也更活潑、樂於嘗試新事物。 

 

 

  

 

 

 

 

 

 

 

 

 

 

 

 

中心照顧團隊的運作 

    本中心為混合型日間照顧中心，在這麼大的空間裡面，現場的照顧人力為一

位社工、兩位司機、三位照服員。依照法規規定，混合型日照中心的照顧比為 1:8，

目前是以一個照服員，照顧 8 個長輩。 

    在職場近兩年的時間，我覺得這樣的照顧人力根本不足，除了在活動進行時

會需要由司機或社工協助，有時候有些長輩的失智症精神行為症狀會因為天氣的

轉換或用藥的關係，而出現情緒相對不穩定，若突然有躁動行為時，照顧團隊便

會一起安撫情緒並轉移其注意力，同時也要注意現場的照顧狀況；此外，中心的

社工也要視長輩的症狀，隨時告知家屬，建議家屬帶長輩去就醫，詢問醫師是否

需要在藥物上做調整，預防日後突發性行為的發生。 

圖 4 日照中心講師帶活動照片及幾點了咖啡館開幕照 (資料來源:中華聖母基金會/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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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在日照中心的角色非常多元，同時是直接服務提供者、使能者、協調者、

資源連結者及照服員和司機的督導者，角色非常多元且工作繁複。日照社工需給

予中心長輩及家屬情緒支持、並且成為長輩的資源連結者，帶領照服員提供更好

的服務，讓長輩有良好的生活品質。然而因為有許多照顧者對於失智症的照顧技

巧不了解，且在面對失智症長輩時感到驚慌無助，所以社工有時也要擔任照顧知

識和衛教的傳遞者，辦理相關的支持團體，衛教家屬一些照顧技巧，並且引導他

們以正確的方式來面對失智症長輩，使得長輩在家的照顧品質得以改善，同時家

屬也能藉此獲得紓壓管道。 

 

 工作內容 扮演的角色 

日照社工 

每月服務費用核銷、辦理照顧者支

持團體、個案照顧計畫擬定、督導

照顧團隊的服務品質、個案紀錄撰

寫、協助照顧長輩、幫個案連結需

要的資源。 

直接服務提供者、使能

者、協商者、資源連結

者、服務協調者、督導

者。 

照服員 

提供沐浴服務、協助如廁和服用藥

物、團體活動的帶領、傷口照護及

寫照顧交班本、聯絡簿及記錄、準

備下午的點心。 

直接服務提供者、協商

者。 

司機 
交通接送、協助備餐、中心長輩的

安全看視、協助團體活動進行。 
直接服務提供者、協商

者。 

 

結語 

    長照 2.0 政策是蔡英文總統 2016 年上任後的重大施政，希望能以此應對民

眾的長照需求、並將原先政策的問題及服務提供不足部分加以改善。長照 2.0 政

策內容主要包括擴大服務對象，增加服務項目以及推動ABC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但政策實施至今已過 4 年，還是有很多社區居民對於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不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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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常會到日照中心進行詢問，並且對於社區活動中心變更為日照中心感到不諒

解。 

    在職場打滾近兩年的時間內，不時要做社區工作來宣導政策內容，且很多民

眾對於長照 2.0 的收費標準仍不熟悉，每天還必須處理日照中心的行政作業，工

作壓力有時不堪負荷，但每次看到中心長輩的笑容、家屬對我們的服務感到非常

滿意且對照顧團隊有信任感時，那些煩悶的心情就會煙消雲散。 

    社會工作是運用人類潛能與社會資源去幫助個人、團體及社區解決問題、滿

足需要的一種方法與技術，同時也是一份助人且有溫度的工作，我們會去了解個

案過去的生活史，並耐心的傾聽，以夥伴的身分陪伴個案及案家共同面對問題，

我們可以在幫助個案與家庭解決問題的服務過程中，培養案家解決問題的能力，

幫助他們看到自己潛在的量能，同時我們也會看見自己的專業能力，並且獲得成

就感及得到自我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