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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社區照顧服務模式之探討—

以台南市長榮社區為例

潘美純1

摘要

以充權的概念來推展社區老人照顧服務，已是我國推展在地安老的重要

發展趨勢，也是近年來社會福利嘗試結合社區營造以推展老人社區照顧的重

要轉變。若能藉由高密度老人人口的眷村社區實際推展的案例來進行檢視與

驗證，將有助於實現近年來強調讓老人在社區中安養生活的理想，並可做為

台灣因應高齡化社會的重要參考。

本文主要以老人社區照顧服務中與「充權」有關的三項基本原則：老人

本身權能的充實、社區組織的訓練培力、家庭與社區的結合，做為檢視的向

度；對台南市長榮社區的老人社區照顧服務工作進行實例驗證。

當以老人為生活主體的充權角度來進行社區照顧服務時，可呈現下列的

特質：(1)社區生活的規律安排與經營、(2)社區內的互動與社會網絡的建構、

(3)老人自我的成長與學習過程、(4)日常健康生活的促進、(5)生活所需照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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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整合平台的建構、(6)多樣照顧服務的主動提供與彈性應對、(7)家庭功能的

強化與維繫、(8)社區文化的創新與傳承。

綜合言之，在如眷村此種高密度老人集居的社區中推展照顧服務，藉由

老人充權的概念導引，配合適當的社區實質環境，可使老人在社區內獲得最

大的自主生活，支持老人對社區的認同，強化長者家庭與社區組織的互動，

以協助建構老人社區內的在地生活。

關鍵詞：老人、充權、社區照顧

壹、前言

使老人充權是近年推動老人社區照顧服務的重要概念之一，社區組織與

社區居民共同與老人一起經營在社區內的生活，鼓勵老人積極的安排與豐富

他們的日常生活，使老人獲得良好的生活與照顧服務，達到在地安老的目的。

以往認為老人在社區中屬於弱勢的族群，需要以社會福利服務輸送的方式來

提供照顧服務。然而當以權能激發的取向來看待在社區中的老人，其重點已

不再限於單方面福利服務的提供，而是開始重視老人如何從被照顧者轉變成

為在社區中生活的主體，能與社區居民及在地組織共同經營並豐富其社區生

活，進行自我的健康照顧與管理。

然而在社區老人充權的實踐，並非僅強調老人在權能意識的充實，亦需

要外在環境的轉變。因此，在地社區組織需能跳脫以往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

的觀念，藉由參與訓練培力的過程，學習社區老人照顧服務工作，並積極提

供老人參與服務規劃的機會。另一方面亦需使老人的家庭與社區有密切的互

動與合作，方能使老人在社區的生活更完善。本報告是以老人本身權能的充

實、社區組織的培力、家庭與社區的結合等三個向度來探討老人充權概念下

的社區照顧意涵。

94 年 4 月因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之推動，鼓勵民間團體以社區自主參

與為基本精神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因此參與老人社區照顧服務的社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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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日漸增多。本文藉由作者長期參與台南市長榮社區老人照顧工作，將近六

年持續推展老人社區照顧工作的經驗，提出老人權能的充實、社區組織的訓

練培力、家庭與社區的結合等三項原則進行檢視，以探討此種以老人為生活

主體來推動社區內照顧服務的意義與內涵，以作為其它社區組織推動老人社

區照顧服務的參考。

貳、文獻回顧

老人的充權意義在於使其和其他年齡的成員一樣受到尊重，參與各個體

系，得到公平的對待，能實踐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與自我實現，並在需

要時能不受歧視地得到扶助與支持。在充權的過程，必需要使老人具備充權

的意識，同時要有鼓勵老人參與並作主導的環境，使老人能在自由和平等的

環境下參與一切有關自身利益的決定，並漸漸學習決定、掌權、並作主導(趙

雨龍等，2003；Johnson, 1998)。本報告將從老人本身權能的充實、社區組織

的訓練與培力、家庭與社區的結合等三個向度來進行討論，整理此種在社區

內以老人為生活主體的推動原則，以分析長榮社區推動此種社區照顧模式的

過程。

一、老人本身權能的充實

近年來的社會工作強調案主的參與和自決，在老人服務上，認為其如果

能盡量參與規劃及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能替他們自己創造機會，使自己在晚

年時能充分發揮潛能(Cox, & Parsons, 1994；Wann, 1992)。也因此，老人在社

區環境中，應要能跳脫以往單向需要被提供照顧服務的弱勢族群的形象，使

老人積極參與及安排自我在社區中的生活，以豐富生活的內涵並使其在晚年

仍能有滿足自我實現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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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組織的訓練與培力

社區組織在老人晚年生活的照顧服務上已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藉由

94 年起由內政部推展老人社區關懷照顧據點的計畫迄今，已逐漸使原本在社

區發展中所未被列入的老人福利服務的內容，逐漸的成為社區組織所推展的

常態性活動與服務(顧燕翎等，2004；賴兩陽，2004；徐敏雄，2000)。然而

要能使社區組織適切地參與提供社區老人照顧服務，必需要有訓練與學習成

長的過程。另一方面從充權的觀點看社區組織的角色，除了是老人在社區內

照顧服務的提供者外，如能成為老人生活的陪伴者，則老人自我抉擇與自我

實現的機會便可能增加。如何使社區組織能扮演此種角色，值得關切與重視。

三、家庭與社區的結合

老人在退休後的生活與生理衰老的過程中，往往會由於體力衰退與疾病

的因素，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漸轉由家庭中的主人，轉變成為被照顧者

的角色。此時家庭成為老人主要情感維繫與生活的場所，也是老人能進一步

經營在地社區生活的重要基礎。家人不僅是老人生活的陪伴者，往往也是老

人晚年提供支持與照顧服務的主要來源(曾竹寧，1999；羅秀華，2000)。

而家人在對長者長期照顧的過程中，需要諸多外在的資源與協助，才不至於

精疲力竭。因此，在強調老人充權的同時，如何藉由社區的力量，使照顧的

家人能對老人在家中的角色有所省思與調整，使老人能有更多的參與及自我

實現生活期待的機會，亦值得正視。

參、案例報告

台南市長榮社區位於台南市北區，原為富台及北垣二個眷村為主的里，

2002 年因應行政區域調整，二里合併為長榮里，隔年眷村改建完成，陸續有

十個眷村居民進住。區域範圍內共有 27 棟 14 層樓，每層 4 戶的集合住宅，

是典型的都市型高層集合住宅社區。長榮社區自民國 80 年，從環保議題開始

積極進行社區營造工作，之後陸續辦理社區巡守隊、社區通訊、社區文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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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與保存、社區文康社團與表演、居住環境改造等工作，累積了豐富的社區

營造經驗。

社區組織以社區發展協會為主，並結合里辦公處與大樓管理委員會共同

合作(表 1)。2003 年底國宅改建完成進住後，因應社區內人口急劇老化，(其

65 歲以上口最高時達 32％)，因此，自 92 年底即擬定「老者安之— 營造銀髮

族姿采人生」營造計畫，以打造一個適合老人貽養安老的健康社區為目標。

社區名稱 所在地 環境屬性 社區組織 參與老人福利服務基本方案 服務提供的場所

長榮社區 台南市北區 都市型 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公處

社區管理委員會

營養餐飲服務 長青食堂

關懷訪視問安服務 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保健服務與健康促進 社區健康站

長榮劇團 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讀書會 社區活動中心

表 1 長榮社區概況

老人社區照顧服務計畫主要採取三種實施密度與性質不同的方案來進

行推展，分別為長期據點服務方案、定期社團活動方案與特定節慶活動方案

等三大類。長期據點服務方案為社區在日常生活中有長期或固定期程持續進

行辦裡的服務方案(表 2)，可供社區內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隨時參與，其定位

在於使照顧服務能融入老人的日常社區生活中，除了發揮照顧與陪伴的基本

功能，更積極的誘導老人能走出家門與他人互動，並進行基本的生活照顧與

健康管理。此方案的推展依序自從 93 年起開始以空間據點的方式展開，首先

以推展提供老人在社區內的照顧服務為主，陸續開辦長青食堂(餐飲服務)與

社區健康站(健康促進)，並培訓有 35 至 45 位的社區志工長期在據點中提供

照顧服務，同時辦理老人居家關懷訪視工作。此種以據點提供老人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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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比起內政部提出推展老人社區關懷照顧據點計畫早了約半年的時

間，其主因在於社區組織自覺到社區內老人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性，因此，

由社區自發性的加以積極對應。

項次 方案名稱 服務據點 合作共同承辦單位 開辦日期

1 長青食堂 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公處

93.2.1 開辦迄今

2 關懷問安 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發展協會(關懷天使隊)

社區管理委員會

93.3.1 開辦迄今

3 社區健康管理站 社區區活動中心 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公處

93.3.1.推動關節柔軟操迄今

93.6.18 健康站開辦迄今

表 2 長榮社區「老人社區照顧營造計畫」方案----長期據點服務方案

長青食堂主要在提供老人在社區中的午餐，使老人在年輕一輩白天外出

工作時的餐食問題得到解決，截至 99 年 3 月為止，常態性參與長青食堂的老

人約有 35 人。

社區健康站的設置主要由社區志工常駐為老人作日常血壓量測與管理，

必要時協助轉介。同時協助社區辦理健康講座、健康促進活動，並教導老人

進行自我健康管理。至 99 年 3 月為止，每日參與社區健康站保健血壓量測的

老人約有 60 餘人。

關懷訪視工作，在於使行動不便或臥床的老人因應眷村改建為高層集合

住宅後的環境變遷，而能持續原有綿密的互助網絡，使老人在家仍能獲得社

區所提供的照顧與幫助，並使原有眷村相扶持的照顧文化得以傳承。在 99

年 3 月底為止，每月接受社區高關懷問安的老人共有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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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據點提供老人照顧服務的基礎上，社區組織在 95 年開始推展辦理定

期社團活動方案(表 3)，首先開辦了社區讀書會，以嘗試提供老人在社區生活

中另一種參與及成長的機會，至 99 年 3 月為止，社區讀書會成員已達 62 人。

讀書會藉由不同形式與議題，鼓勵老人參與討論發表看法與意見，所討論的

話題都與日常生活經驗聯結。不僅是尊重老人表達意見的權利，更是提供使

老人能在生活上有所改變。

95 年起社區亦開辦了長榮劇團，定期進行社區話劇排演，參與者約有 30

人，排演的戲劇均由老人與社區志工共同擬定與角色扮演。劇團會在外來社

區參訪時演出，也有時外出參加比賽。這是另一種鼓勵老人積極參與和自我

表達的重要方案。此種定期社團活動方案，不僅使參與的老人能有所學習與

成長，更豐富了老人在社區生活的內涵。

在特定節慶活動方案方面(表 4)，主要是結合年節或重陽等節日慶典，舉

辦配合主題的活動。此類活動通常邀請社區各年齡成員參與，因此不僅高齡

長者參加，也通常刻意邀請他們的家人參與，以便使老人與其家人彼此有更

為密切的了解與互動。如此可使其家人了解他們白日工作不在家時老人在社

區中的生活樣貌與所接受到的照顧服務。這種節日特別活動可使家人對自家

的老人多份瞭解與關心。

前述想法的實例，長榮社區自 93 年起即將眷村生原有活的麻將文化轉換

成為慶祝年節的社區活動，在過年的時候舉辦老人與家人均可參與的億萬富

翁麻將大賽；此外，於 94 年辦理社區媽媽說故事的訪談記錄，透過老年婦女

的觀點使以往眷村的歷史與生活得以記錄；95 年則進一步辦理旗袍姥姥說故

事的活動。本活動除了展現眷村社區特有的旗袍文化外，也使子女藉由此活

動了解早年眷村婦女的面貌。本活動藉著旗袍走秀提升了老年婦女在社區與

家庭中的可見度。96 年社區辦理了世紀婚禮活動，安排社區中結婚達 30 年

以上的老年夫婦，在家人的陪同下，重溫結婚的喜悅與舊夢。這活動有彰顯

長輩為家庭曾經的付出，使家人重新思考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以提高與社

區共同提供照顧服務的配合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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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方案名稱 服務據點 承辦單位 開辦日期

1 長榮讀書會 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發展協會 95.7.3 成立迄今

約每兩週舉辦一次

2 長榮劇團 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發展協會 95.5.16 成立迄今

約每兩週舉辦一次

表 3 長榮社區「老人社區照顧營造計畫」方案— --定期社團活動方案

項次 方案名稱 服務據點 合作與共同承辦單位 開辦日期

1 億萬富翁年節

活動

社區活動中心與社區中

庭

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公處

93 年開辦迄今

(配合過年節慶辦理)

2 社區媽媽訪談

記錄

社區居民自宅 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公處

95 年辦理

(社區內部訪談與記

錄)

3 旗袍姥姥表演 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公室

96、97 年辦理

(配合重陽節慶辦理)

4 長榮世紀婚禮 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發展協會

里辦公處

98 年辦理

(配合重陽節慶辦理)

表 4 長榮社區「老人社區照顧營造計畫」方案----特定節慶活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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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分析

根據文獻回顧所建構以老人充權的角度所推展的老人社區照顧服務的論

點架構，及長榮社區的各項老人社區照顧服務之案例分析，可歸納出長榮社

區推展老人社區照顧的特質如下：

一、在老人權能的充實方面

藉由 7 年來老人社區照顧服務計畫的推展，對老人本身而言，所獲得的

成果如下：

(一)社區生活的規律安排與經營

在長榮社區中生活的老人，社區組織提供了長青食堂用餐，與在社區健

康站內進行的保健量測等兩項老人基本的服務。在長達七年來未曾間斷，且

每星期內有五天長期的提供服務，使得此種照顧服務融入社區內老人的日常

生活，對有餐食需求的老人而言，每日固定時段的用餐與聚會，已成為此類

型老人解決每日基本餐食需求的重要外出活動。

而社區健康站的保健量測，與老人每日固定外出到社區中庭活動的習慣

相結合，使老人往往會連帶到社區健康站進行血壓量測的保健活動。且社區

活動中心內同時提供看報、下棋等服務，亦是間接促使老人在固定時段配合

健康站開放的時間，到社區中庭與公園活動的考量之一。

這兩項服務使老人的社區生活能有更為規律的安排。

(二) 社區內的互動與社會網絡的互動

藉由日常生活中參與長青食堂的餐食服務與社區健康站的保健服務，使

老人能在平時能有與其他社區居民互動並建構熟識的社會網絡，即使是因衰

老而無法經常出門的老人，亦能透過關懷問安的服務提供，有基本社會網絡

的建構及與社區志工的互動。

另透過參與社區讀書會與長榮劇團等定期聚會團體組成與運作，更能使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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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與伙伴間建構起更為緊密的社會網絡關係。

藉由社區在每年配合節慶所舉辦活動，如億萬富翁、旗袍姥姥表演、世

紀婚禮等，則是使家庭成員能陪同老人共同參與社區活動，建立起不同家庭

間的社會網絡關係，強化老人在社區內社會網絡及與他人的關係。

(三)老人的成長與學習

社區組織所辦理的長青食堂帶給老人的並非僅基本的用餐，而是希望能

讓老人學習建立起健康的餐食習慣，避免老人因用餐不便而有經常食用隔餐

(夜)飯菜，影響其健康。在社區健康站的保健量測，不僅是使老人了解平日

的基本保健狀況，同時也藉由講座課程教導老人如何健康的運動。更積極的

意義則在於教導並協助老人進行自我健康管理。

在參與長榮劇團過程中，老人們能在劇本的討論與排演中發表自己的意

見與看法，亦能學習與其他成員相處與合作及互相尊重，在表演的過程中能

獲得對於自己的肯定。

社區讀書會則是藉由多樣化的學習課程，使老人能獲得新知與分享生活

態度。藉由指導老師有意識的在每堂課程中鼓勵參與的成員表達自己看法並

尊重不同的意見，促進老人能對於周遭生活事物的熱忱與關心，以再次獲得

對自我肯定與自我實現的機會。

(四)日常健康生活的促進

藉由長青食堂對於老人健康用餐飲食的提倡、與社區健康站對於老人日

常外出運動保健與個人自我健康管理的導引，奠定了老人在社區環境內自我

安排與實踐規律健康生活的基礎。長榮劇團與社區讀書會的開辦，則更進一

步使老人能在與社區居民的社會互動方面，能有更為緊密與互動的機會，更

有助於老人在社區內獲得社會層面上的健康互動。

至於在特定節慶活動方案上，藉由社區以老人與家庭成員共同參與的活

動安排與導引，更有助於老人能與家人在活動中能有良性的互動，並促進彼

此間情感的交流，更有助於老人在居家生活上獲得穩定的支持與心理層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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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穩定與健康獲得。是以在長榮社區近六年來所推動的老人社區照顧計畫，

對於在社區老人而言，有助於協助老人獲得在生理、心理與社會等層面上的

健康生活。

二、在社區組織的訓練與培力方面

對社區組織而言，藉由社區組織對老人社區照顧服務的實務參與，與積

極的導引老人經營自己的社區生活，亦使社區組織呈現出下列的特質：

(一)成為老人照顧服務整合平台

藉由多年來所推展的老人社區照顧服務例如長青食堂、社區健康站與關

懷問安等，社區組織有效的整合了社區內志工、政府社政與衛政等部門、鄰

近醫療院所、老人照顧機構的居家服務與日間照顧服務、與學術單位等各種

資源。

而長榮劇團的成立與社區讀書會的舉辦，則是整合了政府社政部門的經費資

源、專業社工的學術資源與鄰近地區的旅遊休閒等資源。

特定節慶活動的舉辦，使社區組織能連結整合家庭與社區的資源，以彰顯老

人在社區生活內的文化價值，提升老人在社區與家庭中的地位，以使老人能

獲得更多的資源協助，進一步獲得完善且健康的社區生活。

(二) 主動與彈性地提供多樣照顧服務

在社區組織的整合運作下，長榮社區往往會隨著老人身體與生活變化的

狀況而彈性的調整多樣且屬性不同的照顧服務。如老人行動不便時的到宅送

餐，健康不佳無法外出時的居家關懷訪視，基本血壓不正常的提醒就醫等；

對於身體狀況不佳或家人照顧服務提供不足的老人，也會協助提出申請居家

服務或日間照顧等外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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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家庭與社區結合方面

藉由社區有意識的導引，使家庭能與社區組織結合來共同協助老人的社

區生活，長榮社區的經驗呈現下列的特質：

(一)家庭功能的強化與維繫

藉由以據點方式所提供的照顧服務如長青食堂與社區健康站等，提供了

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的彌補。此種由在地社區組織所提供的照顧服務，是有助

於家人照顧的銜接，減輕了家人為擔憂白天長輩無人照顧的負擔。

社區讀書會的課程學習當中往往觸及家庭生活的互助、磨擦與協調的問

題討論，有助於老人藉由與他人的溝通學習與自我省思的過程，重新調整自

身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與家人相處的模式，亦有助於家人情感的維繫

社區節慶活動透過不同主題的設計，凝聚老人與家人的關係，亦使老人

的家人能了解到社區為老人所提供的照顧與努力，此種由外在環境與體力量

強調對老人在社區內生活的重視，亦是激勵與強化老人家庭功能的重要因

素，有助於老人在家中獲得妥適的照顧服務。

(二) 社區文化的創新與傳承

在社區組織以原有眷村生活相關議題所推動的特定節慶活動，如億萬富

翁比賽、旗袍姥姥的表演、世紀婚禮的饗宴等，均是積極的在思考如何延續

原有眷村的文化，再付予生活上的新意，如麻將比賽所帶給生活上的歡樂、

旗袍參演的老人背後所述說當時身處時代變遷的故事、長者再次的婚禮所完

成當年許多老夫妻共伴攜手的心願等，其不僅是將眷村的老人、家庭與社區

居民再次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也為未來社區文化的創新開啟了另一種詮釋與

傳承的方式，更有生活與共及文化傳承的積極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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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分析

本文以老人充權的角度來思考老人社區照顧推展的模式，以長榮社區六

年來所推展的「老人社區照顧服務」並實際協助營造社區老人在地生活的過

程分析，長榮社區對於老人社區照顧服務的提供可分為三種實施密度不同的

照顧服務模式，對在社區內提供老人不同的照顧服務而言，各有其不同的意

涵。

以據點為主的常態性服務提供老人在社區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基本照顧

服務，並協助老人安排與經營在社區內的生活；定期社團方式的活動方案則

是提供給老人進一步與他人互動成長與學習的機會。定期社團方式的方案藉

由活動的設計與安排，使老人在參與過程中能感受到尊重並且有追求自我實

現的機會。此兩種服務模式滿足老人在社區內獲得生活需求上的照顧服務。

另特定節慶活動的方案則是融合了社區原有眷村文化的生活題材，藉由活動

的過程，將老人的家人納入照顧服務的體系，與社區組織共同來參與提供對

老人的照顧服務，並由其中尋找社區文化傳承的意義與契機。

藉由長榮社區所長期推展老人社區照顧服務計畫的成果，再以老人充權

為觀點的檢視下，所呈現的特色為：(1)社區生活的規律安排與經營、(2)社區

內的互動與社會網絡的建構、 (3)老人自我的成長與學習過程、(4)日常健康

生活的促進、(5)生活所需照顧服務整合平台的建構、(6)多樣照顧服務的主動

提供與彈性應對、(7)家庭功能的強化與維繫、(8)社區文化的創新與傳承。

綜合言之，對於在如眷村此種高密度老人集居的社區中推展社區照顧服

務，藉由老人充權的概念導引，配合使能進行在地安老的社區環境，可使老

人在社區內獲得自主生活的最大可能，強化老人原有家庭與社區組織的互動

與結合，使社區組織成為長期的照顧陪伴，是有助於落實在地老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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