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組員的爸爸是社區志工幹部、姑姑在中高齡

住宅上班，所以經常接觸長者及相關活動訊

息。

2.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遇到困難(一)

關於長照的資料來源多且範圍大，資
料統整不易。

解決方法
照護資料是繞著「居家照護」、「機

構照護」還有「社區照護」三個主題，於
是本組決定以組員能夠運用的資源來探討
這三種照護方式的不同。



遇到困難(二)

長者們看到我們來訪都很熱情，本來
是我們要訪問他們，卻變成他們爭相訪問
我們。

解決方法
社區的部分請社區輔導員及組員家

長幫忙、機構的部分請姑姑幫忙，讓長
者們可以配合順利地接受採訪。



遇到困難(三)
因為社區的課程大多為平日，所以很

難跟社區的講師及指導教授約定訪問時間。

解決方法
先請在社區當志工的組員媽媽幫忙跟

社區指導教授說明我們的研究內容，指導
教授再跟社區輔導員討論後由社區輔導員
與我們進行訪談。



歷年幼年、老年人口數與人口老化指數



台灣地區老人居住型態



居家照護、社區照護以及機構照顧優缺點之比較

照護方式 優點 缺點

居家照護
符合長輩在地老化的期待，不至於和原先
的社群脫節，並且與家人的距離較貼近。

請人到家中提供照顧服務的對象應要慎選，
考量是否安全可靠、管理良好。

社區照護

社區資源能用到更多，人性化服務較容易
被接受，服務便宜、成本效益高，由於是
熟悉的人照顧，所以花費的錢並不會比給
機構的多，雖然成本花得少，但所得到結
果卻很高。

增加社區負擔，資源無法有效再分配，而
且服務品質較沒有保障，服務難標準化，
因為品質不保證，再加上照顧者又不同，
所以給予的服務沒辦法一致。

機構照護

環境清雅、配備完善，有時也會安排一些
團康活動，有些長輩會在這裡找到人生的
第二春。

生活周遭大多是銀髮族，若沒有子女、孫
子來探望，容易感覺孤單。而對於居住在
曾經有人往生的地方，華人多有忌諱。



社區照顧理念的實踐



健康齊步走 陶藝教室 餐廳



小型商店 健康中心 接駁交通車



押花課程 風箏 手工肥皂



環保志工日 重陽節活動 社區成果展



1、機構照護、社區照護及居家照護中-

以居家照護對於照顧者的壓力最大。

2、居家照護也可以享受社區照護的資源：

社區關懷據點裡，有些行動不便的長者

是由看護陪同前往的。



經過這次的研究發現：

大部份的人還是有將老人送到養老
院就是不孝順的想法!

其實無論是何種照護方式，目的都
是希望長者可以在健康的前提下開心快
樂的度過每一天。





是對60歲以上年齡段的別稱。此詞語最早源於新加坡等
地，意義就是開心、快樂、愉悅、愜意、瀟灑，甚至是
幸福、享受等等。對於老年人之尊稱(樂齡族)，是為鼓
勵老年人快樂學習而忘齡，因為人生到了退休年齡，養
兒育女的煩惱沒有了，競爭激烈的工作擱下了，生命出
現自由、輕鬆感。
所以，用“樂齡”來表達快樂人生
和樂天知命。



長照1.0和2.0的服務對象



長照1.0和2.0的服務項目



老年人口每年增加比例預估(資料來源：內政部)

年度 2003

年
2007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21

年
2026

年
2031

年
萬人 209 234 252 327 392 486 615

百分
比

9.24% 10.0% 11.0% 13.8% 15.0% 21.0% 26.6%



照護類型 主要照護內容

居家照護
是指由家人或雇用的看護在老人家中提供照顧的狀況，居家照顧讓老人
不需要離開家」，家人、配偶或子女成為照顧者。

社區照護
居住在自己的家裡，生活在自己的社區中，過著正常的生活，加強在社
區中的生活能力，達到與社區的融洽。

機構照護
以家庭式的個別照護為目標，為了拉近照護人與老人的親近關係，細心
經營機構的生活空間及生活氣氛。



居家照護

是指由家人或雇用的看護在老人家中
提供照顧的狀況，居家照顧讓老人不
需要離開家」，家人、配偶或子女成
為照顧者。



社區關懷據點設置的目標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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