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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0、8050、老老照顧、年輕照顧者  各有人生難題 

第七屆聰明照顧者表揚八組「神隊友」 合作共渡照顧汪洋 

第七屆聰明照顧者徵求活動，以「長照平安五守則」為主題，依據善用長照資源、新

思維、改變程度等評選指標，選出前三名及五件佳作，今(8)日在復華照顧咖啡館，由衛生

福利部長照司司長祝健芳、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家總)理事長陳維萍，頒

獎給家庭照顧者和長照專業人員。 

衛生福利部長照司祝健芳司長說，「長照如長泳」照顧者一定有要善用資源，專業人員

做為「神隊友」，就不會淹沒在照顧汪洋中。長照 2.0 提供「照顧及專業服務」、「輔具及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交接接送」、「喘息服務」等長照四包錢服務，民眾只要撥打

「1966 長照專線」，一通電話服務到家，照專、A 個管可協助擬定照顧計畫。台灣也是

亞洲第一個家庭照顧支持服務入法的國家，目前各縣市已設置 163 個長照、身障家庭照顧

者支持據點，提供照顧技巧指導、心理協談、支持團體、家庭溝通等協助。相關資訊可至

衛福部長照專區網站或搜尋「長照資源地圖」查詢。 

家總理事長陳維萍也提醒「長照平安五守則」，包括「申請長照服務」、「找到照顧替手」、

「有人可訴苦」、「每天至少 15 分鐘留給自己做喜歡的事」、「訂好安心交接計畫」，在照顧

中不能失去自己，讓自己的資源面和心理面都更有餘裕與彈性，才能因應照顧海象變化萬

千。若沒有親友能聽訴苦、替手或不放心交接，歡迎撥打 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

線。 

「聰明照顧者」徵求活動已進入第七屆，今年 65 件投稿作品有家照社工、A 個管、居

服員投稿，也有愈來愈多照顧者自行報名。除了過去幾年多看到 5080 中年子女照顧失能

失智父母、8050 父母照顧身心障礙子女、老老照顧樣態，也出現更多二、三十多歲年輕照

顧者，人生啟航就被照顧卡關。 

不斷應變展現照顧韌力，做家中的小 a 個管。 

第一名得獎者是台東縣 33 歲女兒照顧者琪琪，原在台北工作，父母相繼失能而唯一

的妹妹也有疾病，她只能搬回家鄉照顧，但突如其來的重擔讓琪琪夾在自己人生與照顧中

很是沮喪，好在門諾基金會長濱工作站 A 個管、家照據點社工協助下，琪琪參加家照據點

活動、靈活使用多元化的長照資源，現在她也重回職場。評審肯定的原因是，琪琪就像家中

的小 a 個管，「雖然歷經家中各種變故挑戰，始終能照看自己的需求，與專業人員合作無間，

調整找到新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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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照顧，改變就在一念之間，改寫照顧劇本。 

第二名得獎者翁阿伯高齡 83 歲，雖然子女會回家幫忙，但大多時間需獨自面對患有

失智症的 76 歲太太，讓他精疲力竭，某次太太因妄想症狀與和翁阿伯起衝突，翁阿伯擔

心妻子施暴故主動求助，居督也協助通報社會安全網。所幸在成人保護社工、嘉義基督教

醫院艷紫荊家庭照顧者據點的家照社工合作下，翁阿伯逐漸敞開心防，使用失智照顧技巧

指導、居家服務重新調整照顧計畫，家人關係也恢復和諧，翁阿伯近期也考慮讓太太入住

失智團體家屋，自己也能恢復參加據點活動，「從排斥資源到使用資源、從單打獨鬥到到

全家協力」，成人保護、失智共照、家照服務、長照服務共案分工，重新讓一個長照家庭

找回生活秩序。 

桃園縣 72 歲的陳先生，獨自照顧高齡 95 歲母親，但自己有心血管剝離舊疾，這使他

不免擔心自己倒下後，如何照顧母親，在桃園怡德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社工邀請下，

陳先生參加「男性照顧者支持團體」、訂定交接計畫。目前陳先生使用居家服務、也在工作

出差時使用喘息服務，維持「一年寫出一本書」，達到記錄人生的自我期許。 

年輕照顧者比例增，勇於求助，不怕嘗試找到最佳模式。 

獲得佳作的 24 歲照顧者小恩是本次投稿中最年輕的照顧者，父親腦中風後住院兩年

半，小恩和母親將重癱父親接回家照顧後，才發現事情不如想像中簡單，兩人決定輪班搭

配居服員，先讓媽媽重回職場，小恩也善用喘息服務、居家醫療，待父親狀況穩定後，小

恩也要重新啟航。 

同樣獲得佳作的小筠是 32 歲的孫女照顧者，六年前爺爺和奶奶在一個月內接連跌倒

骨折，也開始她全職照顧者人生，但一打二實在撐不久，在申請外籍看護等待期間，她也

使用居家服務、交通接送，鼓勵長輩與外人互動。現在，小筠也積極參加支持團體、加入

家庭照顧者烏克麗麗隊，找到音樂新愛好，另外也找到兼職工作，希望自己不要與社會脫

節。小筠希望告訴照顧者，社會資源很多，「我們不必孤軍奮戰」。 

照顧不孤單，說出來，就有新的改變可能! 

根據 111 年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0800-50-7272 來電統計，有兩成(19.7%)照顧者來

電是需要「情緒支持」。其中又以「傾訴照顧壓力(46.3%)」為最多，其次是「與被照顧者溝

通困難(22.0%)」、「與家人溝通困難(16.1%)」、「多重角色壓力(7.1%)」等。不同人生階段的

家庭照顧者，遇到的課題也不同，歡迎撥打 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此次得獎作品將同步公布於「長照四包錢」網站(http://www.familycares.com.tw) 

 

http://www.familycar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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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3年聰明照顧者得獎名單 

名次／標題／內容 使用資源 

第一名／台東縣長濱鄉／琪琪／33歲女兒照顧者 

【我和我的神隊友】 

33 歲女兒照顧者琪琪，原在台北工作，父母相繼失能又排斥外人，

她只能搬回台東就近照顧，一開始也手足無措，好在門諾基金會長

濱工作站 A 個管、家照據點社工協助下，琪琪參加家照據點活動紓

壓、正視自己的健康狀況，善用居家服務，靈活使用多元化的長照

資源，兼顧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健康。現在她重回職場，兼顧工作與

照顧。琪琪獲獎原因：「家庭在經歷照顧負荷、財務危機、健康風險

的挑戰之後，重新調整找到新的平衡點，工作和照顧都穩定下來」。 

 

⚫ 照顧及專業服務 

協助進食、身體清

潔、關節運動、拍

背翻身、洗澡、陪

同外出 

 

⚫ 喘息服務 

居家喘息 

 

⚫ 其他 

111 年使用居家復能 

第二名／嘉義市／翁阿伯／83歲／老老照顧（照顧妻子） 

【共創照顧新劇本】 

今年投稿作品中最年長的翁阿伯已高齡 83 歲，雖然子女固定會回家

幫忙，但大多時間需獨自面對患有失智症的 76 歲太太，對他來說每

天都像一場戰役。認為自己有照顧太太的責任，但失智的各種突發

狀況，加上自己身體也不好，讓他時常情緒低落，體力和心力都快

消耗殆盡，某次太太因妄想症狀與和翁阿伯起衝突，翁阿伯擔心妻

子施暴故主動求助，居督也協助通報社會安全網，成人保護社工介

入關心、協助連結失智共照資源，照管專員也轉介家照社工同步介

入，原本抗拒服務的翁阿伯在成人保護社工和嘉義基督教醫院艷紫

荊家庭照顧者據點的家照社工共同努力下，願意敞開心胸使用心理

協談，也安排到宅照顧技巧指導，讓兩人找到適當的溝通與互動方

式，再銜接居家服務，分擔照顧工作也減輕照顧壓力。過程中翁阿

伯從沒有信心到願意使用服務，並能更注意自身情況，近期也嘗試

讓太太入住失智團體家屋，自己就能恢復參加據點活動。翁阿伯獲

獎原因：「從排斥資源到使用資源、從脫序挫敗的照顧衝突到全家協

力開啟新的照顧劇本。結合成人保護、就醫治療、失智共照、家照

服務、長照服務，撐住風險邊緣的長照家庭並找回親情與笑容。」 

⚫ 照顧及專業服務 

陪伴+沐浴服務 

 

⚫ 失智團體家屋 

 

⚫ 家照服務 

心理協談、到宅技

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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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標題／內容 使用資源 

第三名／桃園市／林小姐／45 歲／照顧兒子及丈夫 

【大樹倒下，看見曙光】 

林小姐原本是家管，照顧自閉症中度、語言發展遲緩的兒子至今已

有七年，丈夫於去年三月有帕金森氏症的症狀，走路不穩、手抖的

情況，於 11 月份遭公司資遣，12 月確診帕金森氏症，今年 4 月份

診斷小腦萎縮。頓時家中經濟落在生小孩後就從未外出工作的林小

姐身上。兒子年齡小且患自閉症、心智在三歲，白天就讀特教班國

小一年級，在生活上需他人協助及照顧，丈夫走路不平衡，容易跌

倒，照顧兒子有困難。接觸到長照資源後立即申請，現在使用居家

服務，陪伴及接送兒子上下課，案夫每天至省桃、復健專科診所復

健、溫心中醫針灸，在家好好休養，走路不平衡，但只要慢慢的行

走，所幸丈夫經過復健、休養後生活尚可自理。照管專員看到林小

姐的壓力，轉介家照服務，社工提供就業資訊及情緒支持、同理並

傾聽其內心壓力，渲洩情緒，讓林小姐能夠堅強且放心地尋找工

作，林小姐也在 10 月份找到物流工作，生活慢慢步上軌道、不再徬

徨與不安，相信林小姐未來生活會慢慢變好。 

⚫ 照顧及專業服務陪

伴服務 

 

⚫ 交通接送 

⚫ 家照服務 

佳作／雲林縣／阿珍／47歲／照顧母親、弟弟、兒子 

【我的奇幻旅程：愛、奉獻和成長】 

阿珍是受暴婦女，流產離異後返回娘家居住，也成為家裡的支柱。

家裡有三名身障人口需要阿珍照顧，包含年邁的母親、患有精神障

礙弟弟及正在就學兒子。首先是弟弟，經過長期間的努力，終於讓

弟弟願意踏出去與社會接觸；再者是兒子，患有亞斯伯格症及胸凹

狀況；最後一位為母親，近期狀況逐漸嚴重，患有憂鬱及失智情

形，自民國 111 年手術過後，母親對於阿珍更為依賴，照顧及生活

壓力接踵而來，造成身體的反撲，遂申請長照服務，期待曙光能夠

照亮家裡。 

母親長照失能等級為五級，對於居服員的態度從排斥到喜愛，居服

員每週 6 天到家裡陪伴母親、整理家務及協助沐浴等，給予真誠的

關懷，就像另一個家人般存在。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介入，讓阿珍

能夠參與家照據點活動，認識了許多相似背景照顧者，互相扶持前

進，也讓母親能夠一同參與，心態相對年輕正向許多；同時心理協

⚫ 照顧及專業服務 

陪伴服務、沐浴洗

頭、家務協助 

 

⚫ 家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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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標題／內容 使用資源 

談服務介入給予支持及方向，在照顧路途上，有人陪伴著，一點也

不孤獨。 長照服務介入，讓阿珍更有時間能以安排，身心方面也和

緩需多，也敢於去思考自己未來模樣，而非被日復一日的生活綁

架，現在除了工作及照顧之外，未來還打算進修並從事助人工作，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將所受到的幫助回饋於社會，同時也為

身為家庭照顧者這一角色而感到驕傲。 

佳作／南投縣／小恩／24歲／照顧父親 

【所有努力，只為了陪你回家—從出院連結長照資源&銜接居家醫療

整合】 

獲得佳作的 24 歲照顧者小恩是本次投稿中最年輕的照顧者，父親腦

中風後住院兩年半，原本由母親辭職全心照顧，但小恩與媽媽心想

「有沒有可能將爸爸帶回家自己照顧？」因此開啟了摸索的過程，

兩人先後接受照服員的訓練，也開始瞭解資源。以為自己準備好把

爸爸接回家後，沒想到挑戰才真正開始，也才「發現自己其實沒辦

法」討論過後決定使用居家服務，兩人輪班再搭配居服員，分擔照

顧工作，讓媽媽可以重回職場，找回生活重心，小恩也使用喘息服

務，讓她有空檔出門做自己想做的事，從出院連結長照資源到銜接

居家醫療整合，小恩一家已經將照顧調整到最舒適的模式，父親的

狀況也漸趨穩定。 

⚫ 照顧及專業服務 

基本身體清潔、基

本日常照顧、協助

進食、到宅沐浴、

翻身拍背、肢體關

節活動、代購 

 

⚫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 

輔具補助：購買電

動床、氣墊床 

 

⚫ 喘息服務 

假日喘息 

佳作／嘉義市／綵杏／64 歲／照顧婆婆（50/80 照顧者） 

【"織"孜不倦，勇往向前】 

與陳小姐見面時，提到以前照顧生病的先生、娘家的親戚及現在失

能的婆婆，過程漫長，腰部也陸續受傷，甚至需要去醫院復健，在

她身上看到堅忍不拔的精神。 幾次家訪後，詢問陳小姐如何在照顧

及當志工取得平衡，陳小姐表示婆婆目前使用居家服務(一週一次沐

浴)，其他時間由自己返家後協助，也表達協助婆婆床上移位到輪

椅，自覺腰部感到不適，且社工觀察家中輔具僅有輪椅及便盆椅，

婆婆依舊睡在一般的床，明顯床的高度太高，並提供輔具服務(電動

照顧床)資訊給陳小姐參考。 再次與陳小姐見面，表示願意改變原

本的移位方式，讓婆婆睡到電動床上，一方面為了自己腰部不再受

傷，讓兒子們在外擔憂，另一方面是自己外出當志工，降低婆婆跌

⚫ 照顧及專業服務 

居家服務 

 

⚫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  

 

⚫ 家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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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標題／內容 使用資源 

下床的風險(?)，看到陳小姐的轉變，替她感到開心。 空閒之餘，陳

小姐也會到六腳社區據點及六腳衛生所當志工，透過協助民眾的過

程，讓陳小姐意識到自己的角色不僅是資深照顧者，還能貢獻給社

會有需要的人。 陳小姐分享曾在六腳社區據點上編織課，過程從沒

想過繩子還能變化出其他日常物品，意外打開對編織的興趣，社工

發現家中陸續陳列編織杯墊、置物盒、水果籃等，讓人目不轉睛，

並嘗試邀請陳小姐擔任創新服務的講師，屢次拒絕，因陳小姐對自

己做的編織作品沒自信。 幾次家訪與陳小姐互動及建立良好的關

係，最後也願意擔任創新服務的講師 ，課前至陳小姐家中討論，當

下陳小姐主動提出編織過程拍小影片，社工在旁給 予協助，並一起

製作課程用的簡報，過程看到陳小姐的轉變，藉由分享這樣的照顧

經驗，讓其他照顧者了解「做就對了」，相信每個人有無限潛能，課

程結束，陳小姐回饋非常有成就感。 

佳作／台北市／小筠／32歲／照顧奶奶 

【在成為家庭照顧者的路上，你可以不孤單】 

小筠是孫女照顧者，今年 32 歲，六年前爺爺和奶奶在一個月內接連

跌倒骨折，也開始她成為全職照顧者的生活，隨著爺爺奶奶的狀況

越來越多，「照顧突然變得很困難」，身心俱疲的小筠決定開始尋求

外援，同時申請外籍看護和長照資源，在等待外籍看護的過渡期

中，她嘗試使用居家服務和交通接送，減輕她一個人照顧的困難，

也讓爺爺奶奶得到與家人之外的人際互動。申請到外籍看護後，也

運用短期替代照顧服務讓外籍看護工可以休假。照顧安排穩定後，

小筠積極參加支持團體，與其他家庭照顧者互助，近期也加入家總

的照顧者烏克麗麗社團，找到興趣，除此之外還找到兼職工作，開

始慢慢經營屬於自己的人生。小筠分享在成為家庭照顧者的路上，

不免感到孤單，但當自己願意主動向外求援的時候，「我發現原來我

可以不必一直孤軍奮戰」。能夠靈活運用正式及非正式資源，減輕自

己的照顧壓力，也是小筠獲獎的原因。 

⚫ 居家服務（有外籍

看護前使用) 

 

⚫ 交通接送 

 

⚫ 輔具及居家無障礙 

 

⚫ 喘息服務 

居家喘息（有外籍

看護前使用) 

 

⚫ 短期替代照顧服務

（有外籍看護後） 

佳作／桃園市／陳大哥／72歲／照顧母親（老老照顧） 

【夕陽寸草心】 

來自桃園的陳先生已經 72 歲，獨自照顧高齡 95 歲的母親，但在某

⚫ 居家服務 

⚫ 喘息服務 

⚫ 交通接送 

⚫ 家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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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工作中突感身體不適，發現自己罹患心血管剝離，心中響起警

鐘，擔心自己若身體出了狀況，便無人照顧母親，於是在友人建議

下申請使用長照服務。母親失智越來越嚴重後，長照專員見他老老

照顧壓力大，將他轉介到桃園怡德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當接

到家照社工的電話時，「內心非常感動，終於有人能理解我的感

覺」。因為住在無電梯公寓五樓，以往多由陳先生背負母親下樓，他

逐漸無法負荷，母親也許久未就醫，家照社工了解他的需求後，協

助申請爬梯機，解決就醫問題。母親穩定就醫後狀況也改善，社工

便邀陳先生參加家照據點「男性照顧者紓壓團體」，除了能彼此分享

照顧經驗、互相支持，還讓他在活動中與一位五十年前的同事相

認。目前陳先生使用居家服務成為他的照顧替手，也在工作需要出

差時使用喘息服務，穩定使用長照服務讓陳先生不但能維持兼職工

作，還能保持興趣，一年出版一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