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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與政府合作推動支持服務三年經驗分享民間與政府合作推動支持服務三年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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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岳青儀 組長

方案源起方案源起
趨勢造時勢趨勢造時勢

• 長照議題與家庭照顧者日漸受重視，
公單位與民間單位各司其職

• 98年，家總理事長與新北市長照中
心主任促成此方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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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對象主要對象

• 98年:約1500名心理負荷沈重之家庭照顧
者

• 99年:約3000名長照中心評估之長照家屬
• 100年:約5000名長照中心評估之長照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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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約5300名長照中心評估之長照家屬

合作模式流程表合作模式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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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8年方案內容年方案內容
• 98年:於北縣長照五分站，辦理每場2小時共19

場活動，搭配3梯次共13場支持團體。場活動，搭配3梯次共13場支持團體
• 課程規劃:

1.安排長照資源介紹
2.三大主題課程

（1）照顧者的自我舒壓-彩繪心靈舒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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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照顧者的自我舒壓 彩繪心靈舒壓
（2）照顧小撇步-照顧技巧輕鬆上手
（3）掌握情緒-學會與家人溝通

9898年效益年效益
• 共辦理32場活動，共484人次照顧者參加，

其中有121位照顧者第一次參加。

• 透過電話問安共提供628位照顧者支持及
關懷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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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年方案內容年方案內容
• 99年共計辦理42場活動(偏遠鄉鎮佔12

場) 每場活動規劃3小時場) ，每場活動規劃3小時。
• 課程規劃:

1.長照資源介紹
2.三大主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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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治療系列 、照顧技巧系列、
自我舒壓系列

3.工作人員帶領照顧者分享

支持活動內容逐漸定型支持活動內容逐漸定型
時間(3小時) 大綱 內容

前半小時
0.5hr

相見歡、暖場活動

認識北縣長照服務

由工作人員帶領，透過簡單的活動
幫助參與照顧者互相認識、經驗交
流，增進成員間的連結。

播放長照服務宣導短片

中間兩小時
2h

課程進行
邀請專業講師帶領各類型課程，幫
助照顧者身心舒壓、增進照顧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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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r
課程進行 助照顧者身心舒壓 增進照顧知識

技巧。

後半小時
0.5hr

家庭照顧者分享時間
由工作人員帶領，以輕鬆的心情，
分享上課收穫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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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年效益年效益
• 辦理42場活動，共有732人次之照顧者參

與活動受益，平均17人次/場。(五成參加與活動受益 平均17人次/場 (五成參加
者為初次參加)

• 參加者持續參與率高。

共計29人次照顧者申請喘息服務 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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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29人次照顧者申請喘息服務，使用率
較98年提升。

• 共計提供1940通電話問安服務。

100100年方案內容年方案內容
• 100年共計辦理支持活動50場，互助團體二

梯次共12場活動梯次共12場活動。
• 課程規劃:

1.長照資源介紹
2.四大類主題(1)照顧技巧類 (2)心理紓壓類

放不下的重擔.我們一起承擔放不下的重擔.我們一起承擔

(3)藝術治療類 (4)健康促進類
3.工作人員帶領照顧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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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3小時) 大綱 內容

互助團體內容逐漸定型互助團體內容逐漸定型

前半小時

0.5hr

熱身時間 第一場：由專業講師帶領，幫助參與成
員熟悉彼此，情感熱絡。

第二～六場：由專業講師溫習先前課程
內容和營造團體氛圍。

後兩小時半

2 5hrs

團體進行 專業講師帶領團體課程，以心理課程、
自我探索、保健抒壓、表達性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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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hrs 自我探索 保健抒壓 表達性藝術 家
庭溝通、社會資源、家庭作業等多元模
式交互輪替，協助成員成長。講師引導
成員提問，增進講師與成員間交流與支
持扶助，建立同儕支持網絡。

效益效益
• 62場活動共有978人次之照顧者參與活動

受益，平均16人次/場。

• 協助家庭照顧者共71人次申請喘息服務，
因而可外出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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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問安共撥出3824通關懷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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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年方案內容年方案內容
• 101年共計辦理支持活動60場，互助團體

四梯次共24場活動四梯次共24場活動。
• 課程規劃:

1.長照資源介紹
2.六大類主題:疾病認識、照顧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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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紓壓、人際溝通、社會資源運用 、
健康促進

3.工作人員帶領照顧者分享

效益效益
• 辦理84場活動，共有1763人次之照顧辦 場活動 共有 人次之照顧

者參與活動受益，平均21人次/場。

• 共計57人次照顧者申請喘息服務。

共計提供5118通電話問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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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提供5118通電話問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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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1年方案成果照片年方案成果照片
疾病認識系列疾病認識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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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技巧系列照顧技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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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紓壓系列心理紓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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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溝通系列人際溝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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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運用系列社會資源運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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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系列健康促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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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量年年成長服務量年年成長
98年 99年 100年 101年

場次 32場 42場 62場 84場

參與人數 484人次 732人次 978人次 176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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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問安 628人 1940人 3824人 5118人

與政府合作優點與政府合作優點
• 增加服務總人數及初次參加接觸者;

活動人數逐年累積至平均20人以上活動人數逐年累積至平均20人以上，
初次參加活動者近五成。

• 以政府委託立場宣傳活動時，可增
加 民眾信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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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穩定，服務穩定，累積活動口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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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協會的益處及影響對協會的益處及影響
• 與新的社區單位建立合作關係，拓展

在地服務 並有機會未來合作發展新在地服務，並有機會未來合作發展新
方案。

• 服務人數成長(5000多名家庭照顧者)
• 人事成長的推手(工作人員1人→3人)
• 協會各項業務及服務量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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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各項業務及服務量成長
• 提升知名度：活動宣傳期長且活動眾

多，讓許多其他單位主動詢問本會辦
理經驗。

願景與發展方向願景與發展方向
一. 願景：成為新北市家庭照顧者全方位的支

援中心援中心
二. 發展方向 ：
1. 持續建立與政府及民間單位之合作關係，

延續及拓展每年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2 培育種子講師 協助新北市各區推廣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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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育種子講師，協助新北市各區推廣在地
服務與活動更社區化。

3. 研擬照顧者實用教材協助新手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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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活動經驗分享照顧者活動經驗分享
工作人員的心聲

照顧者活動多到爆 (從 年32場到 年84場• 照顧者活動多到爆 (從一年32場到一年84場，
平均4天一場)，不斷精益求精。

• 絞盡腦汁的內容規劃(講師、場地、課程安
排)玲瑯滿目的課程遍及新北市2/3的地區。

• 提升知名度及讓服務對象滾雪球，多方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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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政府媒介、郵寄、簡章、網路、電話、
友會、照顧者口耳相傳、集點換贈品等。

如何辦個有效又省錢的活動?

照顧者活動經驗分享照顧者活動經驗分享

• 彩色簡章更便宜
• 活動簡章附上交通方式
• 志工：有照顧經驗，帶來共鳴
• 與單位合辦、開發連結資源 (免費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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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單位合辦、開發連結資源 (免費場地
及他單位的服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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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吸引照顧者參加活動?

照顧者活動經驗分享照顧者活動經驗分享

• 美化主題(減輕罪惡感及增加課程吸引
力)

• 交通便利(簡章附交通方式)
• 內容與宣傳管道考慮照顧者背景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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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宣傳管道考慮照顧者背景與年
紀需求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謝謝聆聽謝謝聆聽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謝謝聆聽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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