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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聯盟」家庭照顧團隊圖文徵求活動揭曉 

平均 9.9 年照顧硬仗，家總籲合作、混搭、計畫、彈性提高戰鬥力 

（台北訊）台灣目前有七十六萬失能、失智及身心障礙家庭，平均照顧長達 9.9年，長期照顧就像

一場耐力戰，家庭如何做好照顧安排、不被擊潰？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家總) 今(20)日舉辦

「照顧者聯盟」家庭照顧團隊圖文徵求活動頒獎記者會，表揚八位善用資源、與專業照顧人員合作無間

的「聰明照顧者」，提供民眾作為打造家庭照顧團隊的參考。 

家總於 9月 1日至 10月 15日舉辦「照顧者聯盟—家庭照顧團隊圖文徵求活動」，鼓勵有使用長照

服務的家庭分享經驗，總計收到 56件投稿，邀請專家學者就「善用長照資源」、「資源連結創新」、「服

務使用後改變」等評選要點，選出前三名及五名佳作。  

家總理事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郭慈安表示，家總在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支持下所設置的 0800-507272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經常接到民眾抱怨長照服務「不知道」、「不

夠用」、「不好用」等問題。郭慈安說，政府必須提升長照服務的數量與品質，但長照是一條長路，家庭

也必須自救，當個「聰明照顧者」，打造符合自身需求的照顧團隊，才能走穩照顧路。 

專業人員是家庭照顧的重要支柱，但常聽到照顧服務員抱怨「被當台傭使喚、不受尊重」、外籍看

護工也被有視為不用休息的機器人「血汗外勞」問題。郭慈安說，從入選作品可發現有四個成功打造「家

庭照顧者聯盟」的元素，包括： 

一. 共同合作：將專業人員視為夥伴，懷抱感謝、多肯定、少批評。 

二. 混搭服務：根據自身經濟能力訂定長期的照顧計畫，聰明混搭不同服務。 

三. 訂定計畫：訂定每日照顧計畫、紀錄被照顧者狀況，清楚交接，減少專業人員困擾。 

四. 彈性調整：隨被照顧者病情或家庭照顧人手的變化，靈活調整，不要因為一次不好的服務使用

經驗就輕言放棄。 

照顧長路平均達 9.9年，照顧一，二十年的也大有人在。擔任主持人的藝人侯昌明，本身也照顧失

智父親十年，他提醒照顧資源仍在發展階段，初期一定不夠用、不好用，大家必須自救，主動開口求助，

善用資源，不要單打獨鬥。侯昌明也強調要對幫助我們的人(家庭照顧者、照顧服務員、護理師、復健

師等)多感恩，歲末之際，透過這個感謝卡，讓我們說聲，「謝謝你！辛苦了。」  

第一名獲獎者林先生照顧車禍腦傷如今重度癱瘓的太太已有十年，在第五年起使用居家服務，後

來又陸續使用機構喘息服務、參與家庭照顧者支持據點的活動等，林先生兼顧工作與照顧直到退休，

也堅持投入志工行列讓自己轉換心情。雖然其中陸續轉換過不少居家服務員，但林先生自訂照顧周計

畫，與居家服務員清楚交接工作，減少雙方期待的落差與爭執。「懂得照顧自己、安排生活」、「一試再

試，不因為挫敗就抗拒服務」的樂觀態度，獲得評審青睞。居家服務員蘇志紅女士也陪同出席領獎。 

第二名獲獎者楊小姐照顧是獨生女，三年前為減輕 67歲母親照顧 81歲失能父親的壓力，開始使

用居家服務，但隨著家庭遭遇火災、兩老健康狀況愈來愈差，楊小姐選擇將雙親送入機構，但每周另

外安排雙親參與失智症互助家庭、共照中心活動。她說自己主動跟公司溝通，取得公司的諒解與支持，

雖然歷經許多挑戰能仍守住工作，她很感恩協助照顧的專業人員，讓她無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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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獲獎者張小姐，自三年前照顧失智母親，隨著母親不睡覺、遊走、重複行為與日夜作息顛

倒甚至出現肢體衝突，讓張小姐苦不堪言，逼得她不得不離職。後來她重新盤點照顧資源，為母親申

請日照中心服務，也會善用小規模多機能的夜間臨托。張小姐說，因為長照服務，她的生活出現生機。 

記者會最後，由居家服務員蘇志紅女士、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柯宏勳、台灣

在宅醫療學會常務理事汪秋蓉護理師、多扶接送駕駛張家榮，代表居家服務、居家復健、居家護理、

交通接送等服務提供人員，穿著專業服裝及手持超級英雄的武器，與家總理事長郭慈安及家庭照顧者，

一起舉起長照服務巨大盾牌合影，象徵「照顧者聯盟」合作無間，共同克服長照硬仗。 

此外，除了專業人員組成的「照顧者聯盟」外，今天還有 Uber Eats贊助餐點，外送餐點的夥伴，

為照顧者帶來溫馨午茶，讓大家有機會喘息、充電。 

歡迎任何照顧問題，皆可致電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0800-507272，家總另推動一工具、兩電話、

三步驟，幫助家庭做好照顧安排，歡迎上網搜尋「長照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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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金獎得主》林先生 

65歲的林先生照顧車禍腦傷而導致重度身心障礙的 62歲太太已 10年，意外發生之際，林先生還

得兼顧照顧與工作。回想當初，林先生談到，那時候主管和同仁都知道我的狀況，也很體諒我，加上

剛好公司離家近，就可以趁著休息時間，回家看一下。照顧五年後才透過網路搜尋，才知道居家照顧

服務，現在每周一至六由照服員到家協助照顧，上下午分班由兩位服務員協助，林先生說：他們十八

般武藝樣樣精通，很貼心也很細心，雖然過程中因為服務單位人力調動問題換了幾位服務員，但照顧

這份工作很辛苦，要互相體諒才能長久。我自己也製作了分工表，讓居服員知道。林先生也趁居家服

務時間的空檔，外出參加照顧者據點的課程活動，放鬆也學習新知。此外，林先生也善用 21天的喘息

服務，每個月安排 2-3天的機構喘息，超過補助額度的話，就全額付費，林先生說：要先照顧好自己

才能照顧好家人，雖然要花點錢，但喘息很重要，再者，比起居家喘息，機構喘息更符合我的需要，

加上我熟悉機構的環境和人員，對機構有信心，所以不排斥使用機構喘息。林先生表示：照顧者要積

極了解並善用資源，現在我也會利用手機 APP軟體，視訊觀察在家的太太，雖然我人在外，但我會比

較放心。 

《銀獎得主》楊小姐 

獲得銀獎是台耀科技的員工，32歲獨生女楊小姐照顧同時照顧失智雙親，3年前為了讓當時 67

歲母親照顧 81歲失能的父親不要那麼累，偶然從媒體報導得知長照服務，後來申請使用居家照顧服務

和居家復健，但因為爸爸不喜歡外人，所以只有使用居家復健。之後媽媽也開始逐漸退化，去年一場

火災，把家燒得精光，只好被迫帶著兩老遷出，另覓新居，但雙親無法適應新環境，健康狀況更是每

況愈下，為了給雙親更好的照顧，楊小姐選擇將父親送至榮民之家，母親則送至養護中心，由專業人

員照顧，下班再輪流探望，但機構活動少，則另再規畫安排母親去參加衛生所所辦理的智齡學堂課程。

楊小姐說：除了長照服務幫了大忙，公司也很相挺，在火災後，積極給予協助，讓他好好處理災後事

宜及安頓父母，真的很感心（台語）。 

《銅獎得主》張小姐 

3年前，獲銅獎 54歲張小姐的母親開始出現失智的症狀，隨著病程進展，問題行為越來越頻繁，

連續幾天不睡覺、遊走、重複行為、日夜顛倒的作息，讓張小姐感到十分困擾與疲累，甚至雙方常有

爭執和肢體衝突，母親病情不穩定，讓張小姐無暇兼顧全職工作，最後乾脆辭職回家照顧。後來，從

網路上搜尋到照顧者專線，聯繫後在社工的協助下，得知有家庭照顧者據點服務，據點社工介入後，

協助張小姐重新規劃照顧安排，也協助張小姐申請日照中心服務和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張小姐說：「送

母親到日間照顧中心的第一天，覺得自己的生活開始不一樣了，有一段獨處的時間感覺很好。」現在，

白天使用日照中心服務，讓張小姐得以重返職場。 

《佳作》范小姐 

另一位佳作范小姐的母親與哥哥都是精神障礙患者，當時爸爸是主要照顧者，但 10年前范小姐的

父親失智了，原本一打二的父親逐漸倒下，范小姐同時需要工作，也要面對顧老顧小的窘境。2009年

為了照顧父親，哥哥辭職照顧，同時申請使用居家服務，白天由居服員與哥哥搭配照顧父親，我則下

班接手照顧，為了跟照顧服務員搭配，范小姐在父親的床頭列出照顧清單，包括父親喜歡什麼、擦什

麼、用什麼、吃什麼等，讓照顧服務員更快速了解，此外透過居服員的專業知識，也帶給我很多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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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實務面的學習。去年我生了一場大病而哥哥因思覺失調急性住院，無奈只能將父親送護理之家安

置，但反觀，似乎壓力減輕許多。期間因父親的疾病變化，向輔具中心申請二手的單人手動病床，減

輕負擔，由於家住四樓，屬老舊公寓，就醫是個挑戰，於是向伊甸申請租借爬梯機，再搭乘多扶或復

康巴士到醫院，後來父親裝上鼻胃管，則每月有居家護理師來協助更換鼻胃管。而母親 18年前曾中風，

4年前被確診為帕金森氏症，後來為母親申請居家服務、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以及向輔具中心申請

二手輔具。我們兄妹是家中主要的照顧團隊，哥哥的病情時好時壞，平時照顧壓力大，我會透過專線

尋求專業人員的幫助或是參加長照議題課程。 

《佳作》葉先生 

佳作得獎的葉先生同時要照顧臥床父親和失智母親。102年，父親臥床不起，當時選擇聘請外籍

看護工照顧，透過社會局補助購買輔具，又有朋友捐助一張電動床，減輕不少負擔，現在父親與弟弟

同住在高雄，照顧工作則由弟弟弟媳和外籍看護工搭配，弟弟也能好好工作。去年母親開始有些脫序

行為：常有幻覺、健忘、時空錯亂等情況，今年初即確診為中度失智，為減緩母親失智症狀，經衛生

局社工師建議，參加日間照顧中心服務，那裡有專業照服員，又可增進與人互動機會，且政府有補助

部分費用，負擔不至於太大。目前母親與葉先生同住於桃園，日照中心服務已使用兩個月，母親樂於

參加日照活動課程，智力稍有改善，也減緩我的照顧壓力，同時，日照中心還會定期舉辦照顧者聯誼，

分享照顧心得，使我身心靈獲得紓壓。再者，葉母行動不穩，透過輔具中心租借四腳拐杖，不用購買，

減輕照顧花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