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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媒體不斷的在報導臺灣將變成超高齡社會，我們看到報導時，就覺得臺灣

要變成老人島了。老師在上課時，跟我們介紹了什麼是超高齡社會，我們才瞭

解了人口結構、扶老比是什麼，也才開始對長照的議題有了興趣。之後老師帶

我們進行了「童銀未來」的活動，就是讓我們跟長照中心的阿公阿嬤配對，我

們寫卡片給長照中心的阿公阿嬤們，看到阿公阿嬤們開心的樣子，因此我們想

知道，小學生如果參與長照服務，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面對 2025 年超高齡社會的來臨，社會結構的改變，會影響到每個人。我們

的研究目的有兩個： 

 

    （一）臺灣長照服務的演變與現況 

    （二）小學生參與長照服務帶來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我們採用文獻探討跟田調訪查來進行研究。文獻探討的部分，使用公家機

關公布的數據與資料，加上部分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田野調查的部分，會針對

長照使用者、長照使用者家屬、居服員、照服員、長照機構執行長及董事長、

社工等進行訪談後產出逐字稿，另外會進入長照機構實際進行小小居服員體

驗，與長照中心的阿公阿嬤們進行互動與服務他們。 

 

四、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的田野調查場域為花蓮市與南投縣的長照現況，無法推論及  

          其他縣市的長照服務現況。 

（二）訪談長照服務類型為機構型服務與居家型服務，並無訪談社區型長

照服務。 

（三）本研究僅就探討研究者本身進行小學生參與長照服務之影響。 

 

五、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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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
分析

小組
討論

結論



貳、正文 

一、臺灣的人口結構變化 

（一）進入超高齡社會的人口結構 

臺灣的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的資

料，在 2018 年為 14%，至 2025 年則達到 20%（表一）。根據聯合國世界衛

生組織的高齡化社會指標，臺灣在 2018 年已符合高齡化社會標準(14%)，

在 2025 年則是進入了超高齡社會（20% ）。另外，根據表二的資料，我們

可以見到臺灣的出生人口數是逐年下降，到 2020 年已經是負成長。因此，

我們可以推測，在 2020 年後的臺灣社會，將會是老人越來越多的情況。 

 

表一 臺灣 65 歲以上人口所佔比率表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 14.56 15.28 16.07 16.85 17.5 18.4 19.2 20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網站，研究團隊整理 

 

表二 臺灣出生人口數與自然增加率表 

年份 出生人口數 自然增加率(%) 

2014 210,383 1.98 

2015 213,598 2.12 

2016 208,440 1.53 

2017 193,844 0.96 

2018 181,601 0.37 

2019 177,767 0.06 

2020 165,249 -0.34 

2021 153,820 -1.2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研究團隊整理 

  

（二）長照需求的迫切性 

目前臺灣服務涵蓋率為 56.60%（表三），也就是長照 2.0 的實施，大約只服

務到整體的一半人數，可見在長照服務的量能部分，是有待提升的。 

表三 長照服務涵蓋率 

長照推估 

需求人數 

 (A) 

長照給付支付

服務人數 

 (B) 

住宿式機構服務

使用人數 

 (C) 

長照 2.0 服務

使用人數  

(D=B+C) 

長照服務

涵蓋率  

(E=D/A) 

855,253 388,866 95,403 484,269 56.60% 

資料來源：衛福部長照專區網站統計專區，研究團隊整理 

 



在長照 2.0 服務的涵蓋率中，最高的縣市為南投縣 83.32%，而花蓮縣

也有 79.19%（表四）。然而，在我們對兩縣市進行的田野調查中，長照業

者的看法如下： 

 

花蓮縣某長照中心負責人：「如果我們就政府提供的資源的部分。我覺得沒

有不夠，但分配可能沒有這麼的平均。以我們花蓮機構式服務來說，花蓮

的機構總共有 21 間，南區只有 4 間，整個台灣有 1 千多間，但間數跟服

務的床位數都是下降的。花蓮地區總共 21 間長照機構,，有 4 間在南區

(光復以下的花蓮地區),其他的都在北區。花蓮市跟吉安鄉就有 13 幾間機

構,其實全部都集中在花蓮市跟吉安鄉。簡單的說就是分配沒有辦法平均，

那我們服務的對象，還是以花蓮市區為主。」 

 

南投縣某法人化常照中心負責人：「像我們這邊的日照就還不怎麼樣,，以

都市來說，彰化跟台中日間照顧就非常多間，就上百間的日間照顧，那因

為我們南投就沒幾間，像我們鄉下的地方,這些老人去哪裡了?」 

 

 從上述的資料我們可以知道，臺灣提供的長照的服務，從政府提供的

統計數據資料來看，目前整體長照涵蓋率超過 5 成。就縣市來看，如南投

縣長照涵蓋率是第一名的縣市，或者是如花蓮縣長照涵蓋率高的都市（表

四），事實上所提供的服務以都會區為主，量能就數據看是足夠的，但在分

配設置長照服務的場站據點上，還是要考慮到非都會區的區域的設置量能

提供。 

 

表四 南投縣與花蓮縣長照服務涵蓋率表 

縣市 長照推估

需求人數 

 (A) 

長照給付支付 

服務人數 

 (B) 

住宿式機構 

服務使用人數 

 (C) 

長照 2.0 服務

使用人數  

(D=B+C) 

長照服務

涵蓋率  

(E=D/A) 

南投縣 21,197 15,030 2,737 17,767 83.82% 

花蓮縣 14,510 9,943 1,548 11,491 79.19% 

資料來源：衛福部長照專區網站統計專區，研究團隊整理 

 

（三）長照服務偏重照顧老人的生理需求 

臺灣自 1987 年開始推動發展老人長照服務，2007 年開始〈長期照顧 10 年

計畫〉，2016 年則實施。目前大家熟知的所謂「長照 2.0」的計畫（衛福

部，2016）。 

 

 

 



表五 長照法規內的心理照護項目對照表 

長照服務計畫 長照 10 年 長照 2.0 

期間 2007 年至 2016 年 2016 年迄今 

法律依據 老人照顧法 長期照顧服務法 

心理照護項目 居家式 關懷訪視服務 

電話問安服務 

心理支持服務 

社區式 心理諮商服務 心理支持服務 

社會參與服務 

機構式 社交活動服務 心理支持服務 

社會參與服務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研究團隊整理 

有關長照服務提供的服務項目，《老人照顧法》第 17 條至第 19 條計 35

項，《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10 條至第 12 條計 34 項。在《老人服務法》中有關

心理照護的項目計 4 項，佔服務項目的 11%；《長期照顧服務法》計 5 項，佔服

務項目的 14%（表五）。由此可以看出，長照服務是比較偏重於生理的照顧的。 

 

二、長照 2.0 服務的現況 

（一）花蓮市的長照服務-以居家型與機構型為例 

    為了瞭解花蓮的長照服務，我們訪談了使用長照服務中的交通接送服務、

居家服務的家庭。住在花蓮市區的長照使用者個案 A 及個案 B、家屬 C 為一家

人，個案 A 使用交通接送服務，每週一、三、五到醫院洗腎（圖 1、圖 2）。 

           圖 1 個案 A 使用長照服務                  圖 2 個案 A 使用長照服務 

 

個案 B 因高齡且不久前跌倒，因此申請居家服務，居服員 D 會固定到家中協助

洗澡、煮飯、復健（圖 3、圖 4） 

     圖 3 居服員 D 協助個案 B 復健             圖 4 體驗復健的感覺 



花蓮的機構型長照服務的部份，我們訪談了位於花蓮北區的某長照中心。

本長照中心未法人化，床數 49 床，屬於小型長照機構。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利用

娃娃來代替失智老人以為的孫子，如此失智老人才願意進食（圖 5），也看到中

心裡有各式各樣的復健設置，如利用牆上的手印跟腳印，來引導老人們做伸展

與復建（圖 6）。 

圖 5 示範如何利用娃娃替失智老人餵食      圖 6 利用牆上印記引導老人復健 

 

（二）南投市的長照服務-以機構型為例 

     我們訪談了台灣第二家完成法人化的長照中心，目前收容床數為 98 床，

中心總共有三層樓，依照失能級數住在不同的樓層，三樓是最嚴重失能的老

人。整個長照中心設置有負責人、執行長、社工、護理師、照護員、職工等，

平時會去照護收住老人們的身心。 

             

在中心裡有護理師注意老人們的身體狀況，也有設置無障礙接送車，可以

接送老人們回診或看病（圖 7）。照服員都必須受訓過，主要是幫助老人的生活

起居。社工則是關心老人們的心理狀態，比如協助老人們適應機構生活，或者

去輔導老人想要尋短的的想法。 

圖 7 體驗無障礙接送上下車                  圖 8 訪談南投長照中心職員 

 

執行長：「我的工作就是要監督所有人，這個機構里面所有人，不管護理人員、

招服員社工、廚房、司機..等，確保所有人的事情都要做好。這裡的人力結構就

是照服員、護理人員、執行長、社工、行政人員、廚工、司機。」 

 

照服員：「幫阿公阿嬤洗澡、餵他們吃飯、…照顧這些生活起居的事」 



社工：「我比較關心他們的心理、適應的部分,比如來到這個環境能不能適應,或

者會不會心情不好想不開,因為有的阿公阿嬤會覺得被遺棄,大多都是被送來這 

的,所以就會心情不好。」 

 

（三）不同角色對長照服務的觀點 

1.使用者及家屬觀點 

    花蓮長照服務的使用者 A 及家屬 C 都表示，他們都覺得長照服務很重要。

以他們的家庭舉例來說，家裡總共有四個兄弟姊妹，但真正住在爸媽身邊的只

有一個人，其他人都還有工作跟家庭要照顧。因此長照服務等於提供了他們分

攤照護的人力。 

 

花蓮長照服務使用者的家屬 C：「我們家有 4 個兄弟姊妹，3 個兄弟跟 1 個妹

妹，其中 1 個弟弟住花蓮，會幫我爸媽送午餐跟晚餐，我跟另一個哥哥都住台

北，會輪流過來幫忙。最主要是我的大弟弟在照顧啦，因為他現在是半退休的

狀態，照顧老人家會有點累，那我大概一個月會來跟他換班。因為我們子女大

多沒有跟爸爸媽媽住一起，那大家要輪流來照顧爸爸媽媽，有長照來協助幫忙

就會多一個人來幫忙照護。」 

 

2.居服員的觀點 

    目前居服員或照服員在性別比例上，仍然是女性比較多，可能是台灣社會

覺得女生還是比較會照顧人，但居服員在服務時，就會遇到口頭的騷擾。另外

在進行清潔工作時，民眾會要求非工作項目的工作。 

 

花蓮居服員：「像我們公司全部的居服員大概 200 多人，男生應該沒有超過 50 

個人，大家一般人的概念裡面，除非是你是需要很粗壯的人，才會去找男居服

員。一般來說都會找女的居服員。…其實服務內容講得很清楚，他們也知道，

那個服務說明裡面也會寫。但是有的人就會覺得「順便」打掃。就要求我們

做，我還聽說有的人去擦油漆的。」 

 

3.長照機構的觀點 

    對於機構型的長照業者來說，家屬跟老人的正面回饋，是長照中心最能夠

有動力持續做下去的原因。然而現在一般人對於機構型的長照中心並沒有很了

解，會誤以為是養老院，或者是醫療機構，這也對機構型的長照中心在營運

上，有一定程度的困擾。 

 

花蓮某長照中心負責人：「其實長者入住之後，不是全部就交給我們。因為可能

因為照顧後，我們發現他一些別的的需求。可能需要醫療的調整或協助，所以



變成說，我們跟家屬就是合作的關係。」 

 

南投某長照中心負責人：「最大的成就感是老人家給你的反饋，…長輩給你一個

很正向反饋的時候，你會遇到很多感動的事」 

 

（四）長照服務現況的優缺點 

    花蓮長照機構的業者認為，目前台灣的長照是比較保護使用者的，在機構

的推行上則是推行法人化，但這個對長照機構經營者來說是沒有誘因的。而長

照經費雖然表面看起來是增加的，但使用的人變多了，加上長照 2.0 的使用申

請是依照服務項目分類，因此對使用者跟家屬來說，其實就是變相的減少能使

用的資源。 

 

花蓮某長照中心負責人：「對我們來講法人化是沒有誘因的，他最大的誘因就是

增加服務量，但因為他也規定每個人的空間大小，所以我們不可能在現有的空

間規格下再去增加床數。…像現在有很多居家照顧居家服務，他們會覺得，現

在新制跟舊制來比的話，新制多了很多複雜的設限跟條件。…所以缺點就是整

個服務看起來變大，但是實際上是限縮了，而且他們現在民眾可以領到的補助

越來越少，因為每年投入在長照的金額，看起來是變大的，可是要用的人變多

了，所以你分到的錢就變少了。」 

 

南投的長照中心業者則認為，目前政府對長照的規劃並不是那麼完善，主

要原因是財源並不穩定。對於政府現在主要力推居家型與社區型，是為了減緩

老人進入長照中心的速度，但假如機構型的長照沒有穩健的發展，對於失能等

級高的老人家們，其實是沒有辦法好好照顧到的。 

 

南投某長照中心負責人：「政府那一端的產業規劃並不是這麼健全。簡單講是經

費的問題，每年長照的預算大概是在 800 億左右，這 800 億左右基本上大致上

是來自菸捐這種機會財。.」 

「社區性型的其實是最能夠體現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健康促進，希望

能夠晚一點進到長照機構裡面。…那居家型的就是能夠把分流，慢慢讓老人家

有地方可以去，然後他的失智情況不會那麼多、那麼快。」 

「據點完完全全是做健康老人，日間照顧可以做到失能老人，那你現在目前失

能等級有 2 到 8 級來看,日照目前都抓在 4 級左右，他沒辦法 8 級，8 級的都會

在我這裡。」 

  



三、兒童參與長照服務的方式 

（一）長照服務的兒童體驗-以機構型為例 

    我們在機構型的長照中心，實際的進行了幾項老人照顧的工作，包括了：

1.量體溫、心跳率、血壓。2.桌遊互動。3.散步。4.午餐協助。在工作 1 的部

分，照服員提醒我們，在工作前要先跟老人們講，要注意老人們的皮膚較薄，

操作時要注意(圖 9 至圖 11)。 

    圖 9 替長者量血壓           圖 10 替長者量體溫       圖 11 替長者量心跳及含氧 

 

在工作 2 的部分，我們跟老人們進行了幾項不同的桌遊，在進行時要注意

口頭告訴老人們次序，帶著老人們進行遊戲（圖 12）。積木類遊戲可以問老人

們想法，然後幫老人們組裝（圖 13）。繪畫類則可以先問老人們想要怎麼畫，

再幫他們進行著色（圖 14）。 

 圖 12 確認老人瞭解遊戲方式      圖 13 替老人組積木        圖 14 協助老人進行繪畫 

 

工作 3 外出散步時，我們學到推輪椅下坡道時要倒退著走(圖 15 )，而且要

注意老人們的補充水分(圖 16)。工作 4 協助用餐時，我們知道了食物會有固狀

跟泥狀，看老人身體狀況給餐（圖 17） 

圖 15 正確推輪椅方式        圖 16 提供老人飲水         圖 17 看見不同狀態食物 

  



（二）兒童參與長照服務帶來的影響 

    根據我們實際參與長照服務，與老人們互動，我們認為兒童參與會有以下

的影響： 

  1.用「理解」代替「誤解」-跨世代的關係建立 

    兒童的參與，在長照的推行部分，我們認為可以去除對老人生活的刻板印

象。像最近新聞報導，台北市芝山國小要設立日照中心，遭家長反對的理由之

一，就是「怕老人會嚇到孩子」，我們認為，這就是「誤解」而沒有「理解」。 

 

  2.有助於長照服務的品質提升 

    兒童參與長照服務，能夠提升老人們的心理愉悅度，對於長照服務中較為  

欠缺的心理照護的部分，是具有協助的效果。 

 

花蓮某長照中心負責人：「其實有這些小朋友進來互動，多一些些其他的一個能

力，或者是活力的時候，就是長輩他們的開心的程度還是會提升，所以在品質

的部分是可以提升的。」 

 

南投某長照中心執行長：「像你們今天這樣來當小居服員，阿公阿嬤們其實蠻開

心的。我的看法是，雖然這件事不是長照中心一定要做的事情，但這件事是可

以讓長照的品質變的更好的，對機構、老人、小朋友來說，都是能互相幫助獲

益的。」 

 

3.幫助兒童學習生命教育 

  對於我們兒童來說，「死亡」是一個很模糊的詞彙，我們似乎懂，但其實並沒

有真的懂。兒童若能進入長照服務裡扮演一個特定角色，會看到老人的衰老，

對於死亡這件事，也會更有深刻體驗跟理解。 

 

南投某長照中心執行長：「孩子們她不懂什麼叫做死亡，你要把死亡這件事導入

是有難度，那想像不到,，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臉的辨識，孩子們大概頂多到

祖父吧，可是他沒有看過祖父處在失能的狀況。所以,我相信，這個東西對孩子

們，只要有系統性的把這種生命教育導入。我覺得對孩子們都是很大的好處」 

 

參、結論 

一、長照服務的實施緩解了老人照護的壓力 

    根據衛福部所做的統計資料來看(表 7)，從 108 年至 110 年的各項長照服務

的滿意度都維持 9 成以上的滿意度，而且呈現逐年上升的狀態。在減輕照護的

壓力與幫助程度的部分，更是在 110 年獲得 97%的高滿意度。這證實了長照的

推動的確幫助到了老人、家屬。 

 



表 7 108 年至 110 年長照服務滿意度調查圖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滿意度 

個案管理及長期照顧服

務整體滿意度 

整體減輕度及幫助程度 

108 94.6 91.2 90.2 

109 95.5 92.1 90.5 

110 97.1 93.7 97.6 

                       資料來源：衛福部長照專區網頁/統計專區，研究團隊整理 

二、老人的心理照護與生理照護同樣重要 

    在目前長照法規的規定裡，老人們的心理照護需求是較被低估的，雖然有

社工或其他專業人員協助，但在比例上卻是一個社工或諮輔人員要負責很多個

老人。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在老人心理照護部分，給予他們更多的支持。 

 

三、長照服務是每個人的必修課 

    目前長照或者是老化過程的部分，我們的課程裡是比較缺乏的。政府目前

在推動的是居家型與社區型的長照服務，希望讓老人能在家或在社區安心變

老，因此我們認為學校或社會，都應該來學習如何與老人相處。 

 

四、兒童參與長照能提升長照服務的品質 

    在主觀的感受上，我們參與照服老人的過程裡，老人看到我們都很開心，

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友善。訪談中的長照機構負責人也告訴我們，孩童如果能適

宜的參與長照服務，對於提升長照服務品質是有所幫助的。 

 

肆、參考資料 

1.〈先左腳，再右腳-踏入長照服務的童銀未來世界〉訪談逐字稿(2022 年 8 月 

31 日)，https://reurl.cc/60drby 

2.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2022 年 7 月 31 日)，https://reurl.cc/NRlkAm 

3.衛福部長照專區網(2022 年 7 月 23 日)，https://1966.gov.tw/LTC/mp-201.html 

4.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22 年 9 月 3 日)，https://www1.stat.gov.tw/mp.asp?mp=3 

5.內政部統計月報(2022 年 8 月 14 日)，https://www.moi.gov.tw/cl.aspx?n=4412 

6.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 年 7 月 31 日)，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 

7.國立教育廣播電台(2022 年 8 月 1 日)，探討人口老化 花蓮桃園小學生跨縣市

研究，https://reurl.cc/nOveR1 

8.中時新聞網(2022 年 8 月 17 日)，國小學童參與長照中心課程 當起小小居服

員關懷長者，https://reurl.cc/zNDxRy 

9.中時新聞網(2022 年 4 月 25 日)，一人一信關懷長輩 青銀共好翻轉兒童節，

https://reurl.cc/0X4dvo 

10.黃龍冠(2021)。臺灣長照政策之發展:兼論對連續性照護觀點之探討。國立臺  

  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https://reurl.cc/60drby
https://reurl.cc/NRlkAm
https://1966.gov.tw/LTC/mp-201.html
https://www1.stat.gov.tw/mp.asp?mp=3
https://www.moi.gov.tw/cl.aspx?n=4412
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
https://reurl.cc/nOveR1
https://reurl.cc/zNDxRy
https://reurl.cc/0X4dv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