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成果報告 

社群名稱 高齡教學精進社群   社群召集人 陳翠芳 

報告撰寫人 林子軒 聯絡電話 8003 

活動日期 

1.113年 10月 15日 

2.113年 10月 22日 

3.113年 10月 29日 

4.113年 11月 5日 

5. 113年 11月 21日 

填表日期 113年 12月 6日 

活動地點 
1.苗栗縣私立龍貓社區長照機構 

2.高齡健康促進科 
參加人數 4人 

活動時間 

1. 10月 15日：13時 00分至 19時 00分（共計 4小時） 

2. 10月 22日：13時 00分至 17時 00分（共計 4小時） 

3. 10月 29日：13時 00分至 17時 00分（共計 4小時） 

4. 11月 5日：13時 00分至 17時 00分（共計 4小時） 

2. 11月 21日：13時 00分至 19時 00分（共計 4小時） 

講師姓名 

1. 潘菊蓮 

2. 陳翠芳、范俊

松、陳大晃、

林子軒 

講師單位 
1. 苗栗縣私立龍貓社區長照機構 

2. 高齡健康促進科 

活動成果報告 

    本次社群活動主題，以「社區為基礎」的「家庭托顧」為題材，探討在原鄉社區

中，家庭托顧如何實踐高齡長者的在地老化樣貌，尤其是在資源不足的南庄原鄉，家

庭托顧如何克服挑戰並發揮既有優勢，協助社區內老人維持與促進身心健康，獲得良

好的長期照顧服務。 

    在地老化一詞發展於 1960年歐洲國家，強調用在地的資源照顧老人，以利老人可

以在熟悉的環境中安全、獨立舒適地老化的概念，要達成這樣的工作，需要具備三種

條件，分別是（一）提供熟悉的環境；（二）自主性與尊嚴；（三）個別化支援。換

言之，在地老化是為了補足機構式照顧的缺失，用更容易使長者適應的方式，協助長

輩獲得良好、舒適的生活品質。 

有鑑於此，家庭托顧成為在地老化的一種重要方式，家庭托顧源自於英美，其中美

國發展可追溯 1960 年，由於不同的社會議題導致美國社會福利財政遇到瓶頸而發展，

取代護理之家與機構照顧，成為重要社區資源網絡（鄭雅文、莊秀美，2010）。符合

連續性、社區化以及在地老化等高齡者實務需求與理論，因此，本次社群活動選擇參

訪苗栗縣第一所的原鄉家庭托顧機構「龍貓社區長照機構」，本次一共由高齡健康促



進科 4 位教師以及科助理一同參與，實地前往機構觀察軟、硬體設施，包含人員配

置、無障礙環境、地理位置、周邊設施、休閒空間、日常餐飲及特色手作成品等；此

外，除了參與觀察外進一步與機構負責人、第一線工作人員進行交流訪問，了解機構

的服務輸送挑戰與現況，包含我國的法規、房屋的設施、人力的配置、營運之成本、

個案的來源、應運初期的困境（如財務、人力不足等）、服務的模式、特色活動（如

原住民文化的料理及體適能運動；最後，本次參訪中也由教師與居民一起互動，了解

接受服務者的看法及經驗，討論內容包含日常安排、活動參與、與工作人員互動過

程，並且在住民與工作人員表達需求下，由陳大晃老師現場指導體適能活動，與住民

與工作人員針對實務工作方法進行交流。 

除參訪活動外，本社群四位教師亦共同針對家庭托顧制度進行資料統整與主題式分

享，在此部分，四位老師分別根據自身專業領域進行不同的報告，以利跨專業多元學

習，四項主題分別為（一）陳翠芳：家庭托顧服務現況討論；（二）范俊松：家庭托

顧服務相關法規之規範；（三）陳大晃：家庭托顧的運動指導實務；（四）林子軒：

家庭托顧的社會工作服務，詳細討論過程待後續說明。 

活動議程 

 

1. 113年 10月 15日 

時間 主題內容 主講者/主持人 

12:50-13:00 報到 高齡健康促進科 

13:00-15:00 家庭托顧的運動指導實務 
陳大晃老師 

15:00-17:00 經驗傳授討論成果社群分享 

 

2.113年 10月 22日 

時間 主題內容 主講者/主持人 

12:50-13:00 報到 高齡健康促進科 

13:00-15:00 家庭托顧服務現況討論 
陳翠芳老師 

15:00-17:00 經驗傳授討論成果社群分享 

 

3.113年 10月 29日 

時間 主題內容 主講者/主持人 

12:50-13:00 報到 高齡健康促進科 

13:00-15:00 家庭托顧服務相關法規之規範 
范俊松老師 

15:00-17:00 經驗傳授討論成果社群分享 

 

4.113年 11月 5日 



時間 主題內容 主講者/主持人 

12:50-13:00 報到 高齡健康促進科 

13:00-15:00 家庭托顧的社會工作服務 
林子軒老師 

15:00-17:00 經驗傳授討論成果社群分享 

 

5.113年 11月 21日 

時間 主題內容 主講者/主持人 

13:00-14:00 龍貓社區長照機構的設立背景、

服務現況與在地老化服務理念 

潘菊蓮負責人 

14:00-15:00 參訪並解說龍貓社區長照機構 潘菊蓮負責人 

15:00-17:00 家庭托顧的體適能活動交流 陳大晃老師 

 

探討問題 1. 龍貓社區長照機構的設立背景、服務現況與在地老化服務理念 

在本場講座中，講師以創辦龍貓社區長照機構經驗出發，說明了本機

構之設立背景、服務現況與在地老化服務理念，以下分別簡述之。 

(1) 設立背景：2022 年創辦人潘菊蓮有感於苗栗原鄉地區老人照顧服務

量能不足，尤其對於少數群體如南庄客家人、苗栗賽夏族與布農族等

不同群體，相較於平地閩漢族群更無法接觸長期照顧服務，尤其社區

服務據點、住宿型機構以及醫療院所資源皆難以比擬，故決定開拓以

服務在地社區居民為主的社區式長期照顧機構。 

(2) 服務現況：目前苗栗縣私立龍貓社區長照機構一共收案 4位，並有工

作人員 3 名（含負責人），其中，個案群體分別為 2 位客家人、2 位

閩漢人，其中一名失能程度較為嚴重，其餘皆可維持良好日常生活功

能；工作人員部分，1名負責文書與行政處理，例如核銷工作、管理

營運支出（如食材、活動等費用）、與政府接洽之窗口、與外部單位

聯繫或收案等工作，另外 1名負責長者之交通接送工作，最後負責人

則統籌活動規劃、日常照顧、健康促進以及資源開發等。 

(3) 在地老化服務理念：龍貓社區長照機構秉持在地老化的服務理念服

務個案，負責人特別分享三項重要的工作理念，分別為 A.熟悉的環

境：熟悉的家園和社區能夠提供情感上的安定感，減少因搬遷帶來的

壓力和孤立感；B.自主性與尊嚴：透過適當的支持，老年人可以維持

自主生活，保持尊嚴和生活質量；C.個性化支持：結合家庭、社區服

務和技術，根據個人需求提供居家醫療、家務幫助或社區參與等支

持。透過上述的服務理念，希望讓長輩可以減少孤獨感及內在焦慮，



也可與家庭、社區等重要支持系統聯繫，同時不同於機構式照顧，可

在低財務壓力下獲得照顧。 

2. 家庭托顧的運動指導實務 

在本場講座中，講師說明了體適能運動對於長者健康促進之重要性

以及在家庭托顧機構中實際可帶領的體適能活動，以下分別說明。 

(1) 體適能運動對於長者健康促進之重要性：體適能活動（Physical Fitness 

Activities）是透過一系列身體運動來增強體能、維持身體健康與提升

生活品質的活動，對於身體機能退化的長者特別有助益，可以提升五

類能力，分別是心肺耐力、肌力與肌耐力、柔軟度、平衡能力、預防

慢性疾病；此外，體適能也可以作為一種社會互動的手段，有效提升

長輩的社交能力及生活品質，進而減少憂鬱或孤獨感等心理疾患。 

(2) 家庭托顧適用的體適能活動：講師分享，家庭托顧適用的體適能活動

包含兩類，分別是 A.帶動唱活動：可以破冰並且透過歌曲提升語言

及認知能力，也促進長者後續參與活動的興趣，維持健康促進活動動

機；B.快節奏運動：可以透過有規律的節拍以及肢體活動，如拍手、

身體搖擺等，達到有氧運動（心跳 130 下/分）的情境，同時提升長

者心肺功能進而預防心血管疾病，最後，也建議原鄉家庭托顧可以結

合原住民迎賓舞或特色素材（如臀鈴），提升長者參與的興趣。 

3. 家庭托顧服務現況討論 

在本場講座中，講師分享隨著台灣逐漸邁入超高齡社會，長期照護需

求增加，家庭托顧服務成為重要的照護方式之一，以下分別說明優勢與

特色、機構數量、潛在挑戰，以利全面了解家庭托顧的現況。 

(1) 優勢與特色：相較機構住宿式模式，家庭托顧擁有低案量、資源可近

性高、就近照顧、低財務壓力、結合傳統文化以及發揮社區互助的優

勢，亦符合國際去機構之整體趨是我長期照顧政策中重要的服務輸

送模式。因此，家庭托顧特別適合資源不足的鄉鎮、山區、部落原鄉

或者偏遠地區，這類家庭往往是低社經地位之家庭，故可在資源不足

的情況下快速開展長期照顧服務，幫助鄰近社區的長輩以及家庭，減

少弱勢家庭的照顧負荷。 

(2) 機構數量：根據衛生福利部（2024）統計，2023年家庭托顧服務服務

個案人數一共為 1,586人；此外，家庭托顧機構數量一共為 290間，

比起 2020年的數據（個案人數 826人；機構數量 218間），家庭托顧

服務量能一直持續增長狀態，顯示服務需求不斷升高當中。進一步針

對苗栗市部分，2023年家庭托顧機構僅一共 8間，服務量最多為 32

案，低於鄰近台中、彰化等縣市（衛生福利部統計專區，2023），換

言之，未來仍然有潛在發展之空間。 

(3) 潛在挑戰：當前家庭托顧的缺失包含政策宣導仍有待推廣、政策與部



落文化的衝突（如向長輩收費不符原住民文化）、財源不穩定以及地

方政府裁量權的脆弱性（基層人員因擔心責任問題傾向嚴格執行法

規），導致家庭托顧的推行，尤其在原鄉社區仍然有一定難度。 

4. 家庭托顧服務相關法規之規範 

在本場講座中，講師分享了設置家庭托顧機構以及執行相關服務時，

所需要考慮的法律規範，以下分別說明軟硬體規範上的要求。 

(1) 建物限制：建物需有合法的使用執照且平均每位服務個案需有 6.6 

平方公尺 以上的空間（不含私人空間），若在原住民地區且無法取得

建物使用證明，可用替代文件，如結構安全鑑定證明。 

(2) 人力配置：家庭托顧服務員需具備照顧服務員、教保員或生活服務員

資格且有 500 小時 以上的照顧服務經驗，並取得政府核發的長照人

員認證（長照小卡）。 

(3) 營運相關法規：為籌設許可和設立許可兩階段，向所在地縣市政府申

請，並經實地勘查通過後需與縣市政府簽訂特約契約，才能提供政府

補助的服務，最後還需定期接受查核與評鑑（3 年一次），項目包含

服務品質、財務管理、設備設施、建物安全、服務紀錄、緊急事件處

理機制，若違反規定，可能面臨停業、罰款或撤銷設立許可的處分。 

5. 家庭托顧的社會工作服務 

在本場講座中，講師分享社會工作者在家庭托顧中的角色與功能，事

實上，家庭托顧的第一線單位並無聘僱社工人員，惟社工有可能在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擔任個案管理人員，故以下說明個案管理人員/社工人員的

角色。 

(1) 申請與開案階段：A.協助申請：社工協助個案或家屬向政府、醫療、

社福等單位申請家庭托顧服務；B.初步評估：社工協助長照中心進行

評估，確認是否符合服務資格。 

(2) 家庭訪視與媒合：A.家庭訪視：申請通過後，由社工進行家庭訪視，

了解個案及家庭的實際狀況和需求；B.媒合服務點：根據個案需求，

協助選擇並參訪合適的家庭托顧點，確保服務環境適合個案。 

(3) 擬定服務計劃：A.服務計劃擬定：根據訪視結果和個案需求，社工擬

定合適的服務計劃，並協助簽訂服務契約；B.解釋權利與義務：向個

案及家屬說明服務內容、權利和義務。 

(4) 追蹤管理：A.定期訪視：社工每週定期到托顧點訪視，了解個案的照

顧狀況及適應情形；B.支援與溝通：協助家托員解決照護中的問題，

並作為個案與家庭托顧服務之間的溝通橋樑。 

(5) 轉介與資源連結：當個案需求超出家庭托顧服務範圍時，協助轉介至

其他適合的社會資源或機構（如中低收、身障或轉介家屬參與團體）。 

(6) 結案與重新評估：當目標達成、情況改善、個案搬遷或往生時，社工



負責辦理結案。  

執行成果

說明 

1. 質性成效 

(1) 深入了解龍貓社區長照機構的在地老化理念模式，以深耕科系產業連

結，尤其是社區化的服務模式，有利於教師跳脫機構化照顧思維，俾

利獲得較新觀點以提升教學品質。 

(2) 將家庭托顧的實務工作模式與理論進行結合，包含活動理論、連續性

理論（保持過去的生活方式）以及發展任務理論（維持人際關係），

讓課堂教學能夠將學術論點與服務輸送互相連結，理解如何將理論應

用在實務現場。 

(3) 建立未來產業界之關係並深化交流，未來可提供學生實地參訪或邀請

工作人員入校分享之之機會，讓學生了解社區服務樣貌，並對未來進

入高齡照顧產業有想像與準備。 

2. 量化成效 

(1) 研討主題內容於 113 學年度融入「高齡運動指導」以及「高齡照顧

學」兩門課之教學內容中。 

(2) 四位教師皆出席每場經驗傳授討論成果社群分享（出席率 100%）。 

(3) 四位教師皆完成參訪行程與出席講座聽講（出席率 100%）。 

 

  



【參訪龍貓社區長照機構】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3年 11月 21日 

照片說明：家托機構外觀  

拍照日期：113年 11月 21日 

照片說明：負責人心得交流 

拍照日期：113年 11月 21日 

照片說明：負責人說明特色活動 

 

 
 

拍照日期：113年 11月 21日 

照片說明：機構活動大廳  

拍照日期：113年 11月 21日 

照片說明：機構無障礙廁所 

拍照日期：113年 11月 21日 

照片說明：與機構住民進行交流 

【高齡教學精進社群之學術與實務分享】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3年 10月 15日 

照片說明：家庭托顧的運動指導實務討論分享 

拍照日期：113年 10月 15日 

照片說明：家庭托顧的運動指導實務討論分享 



【高齡教學精進社群之學術與實務分享】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3年 10月 22日 

照片說明：家庭托顧服務現況討論分享 

拍照日期：113年 10月 22日 

照片說明：家庭托顧服務現況討論分享 

  
拍照日期：113年 10月 29日 

照片說明：家庭托顧服務相關法規之規範分享 

拍照日期：113年 10月 29日 

照片說明：家庭托顧服務相關法規之規範分享 

  
拍照日期：113年 11月 5日 

照片說明：家庭托顧的社會工作服務的分享 

拍照日期：113年 11月 5日 

照片說明：家庭托顧的社會工作服務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