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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報告 

日間照顧中心在台灣推展之初探 

陳柏宗 1 

摘要 

面對台灣人口高齡化及政府積極擬定在未來推動長期照顧保險的規劃，日間照顧中心

已成為使老人晚年持續在社區生活且獲得照顧服務的重要基礎建設。如何使社區日間照顧

中心能進行妥善規劃設置，讓失能與失智的老人能獲得最大獨立自主的機會與良好照顧服

務，進而使老人獲得良好形象、社會地位以及更多社會資源，為本研究所關切的課題。 

本研究以活躍老化的觀點，透過文獻研究提出日間照顧中心規劃設置所必需依循的小

規模單元化、照顧服務個人化與生活體驗創新化等三項基本原則。透過台灣老人福利聯盟

推動日間照顧中心規劃設置輔導機制，以研究者於 5 年來參與協助輔導規劃 49 間新設置

日間照顧中心為研究對象進行參與觀察，初步歸納探討日間照顧中心使老人獲得在地良好

生活經營與照顧服務所呈現的特質。 

研究成果顯示新設日間照顧中心所呈現的特質有：1.協助老人建構新的社會網絡與社

會支持。2.激發老人自主生活的潛能。3.提供開放與支持性的照顧。4.鼓勵老人彼此的互助。

5.重新建構老人的生活節奏。6. 提供老人生活內容多樣化的選擇。7.原有在地社區生活文

化的引入與傳承。8.創造在地的老人社區照顧文化。 

綜合言之，於台灣藉由提供專業輔導機制在規劃設置與開辦後經營的輔導介入，有助

於使日間照顧中心協助老人群體獲得新的社區生活，並擁有得在地社區居民的尊重與認

同，進而提升老人晚年社會地位的積極角色。因此，需要有更多社會資源的投入，使老人

能具體實踐成功的在地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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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全球人口持續高齡化發展的趨勢下，台灣老年人口亦持續上升，截至 2013 年底為

止，台灣老年人口已達 269 萬人，佔總人口數 11.5%，預計在 2018 年將達到 14%高齡社會，

2025 年將達到 20%的超高齡社會(經建會，2012)。然而台灣出生率卻連年降低，在 2013

年間僅 1.07%，使得台灣成為「少子化、高齡化」的社會(內政部統計處，2013)。台灣的

家庭自 1950 年以來以折衷式家庭為主，主要成員為與配偶、子女或父母共同居住，而非

傳統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之型態(楊靜利，陳寬政，2008)， 

此種家庭型態，在老人晚年居住在家時，仍能有家人來提供照顧服務，同時亦能滿足

老人在熟悉場所持續居住的期待，是較能落實協助老人在地老化的居住模式。 

隨著老人晚年生活不斷的進展，日常生活機能往往持續衰退，甚至因為意外傷害或病

痛導至失能與失智的發生，在其過程亦開始需要家人來提供照顧服務，但在目前社會經濟

的結構下，截至 2010 年為止，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已高達 49.66%(行政院主計處，2010)，

顯示出夫婦同時外出工作以維持家庭經濟的雙薪家庭已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此種家庭經

濟結構的改變，使得以往對於提供給老人晚年生活照顧的人力，開始因婦女上班工作的需

求而逐漸缺乏。由於家庭照顧人力短缺，使得家中的子女必需同時面臨生活經濟與對父母

盡孝道提供照顧服務的壓力，面對家庭經濟與照顧資源的短缺，也會使老人因照顧支援的

不足而遭受到不當的對待，甚至在家中照顧者無法承擔壓力時，提早將老人送離原有的家

與社區而到機構去接受照顧，而使老人成為社會中的弱勢者，甚至遭受到不當的歧視。 

面對老人在家中的老化過程普遍遭遇照顧資源不足的困境，在政府社會資源的投入與

照顧服務的提供，必需要能符合老人生活在家庭的真實需求，以協助能持續在原有社區中

的生活。因此，在居家鄰近的社區環境中設置日間照顧中心以提供適切的服務，彌補老人

對於自我生活經營的困難與家庭照顧服務的不足，並使老人重新獲得社會參與的機會，協

助老人能在社區中獲得健康生活的正面形象，應有助於協助老人在原有家庭與社區持續生

活，並提升老人社會地位，以獲得更多社會資源的投入與支持，協助老人落實在地老化的

實踐。 

本研究以社會結構與社會資源互動的觀點，由協助老人獲得活躍老化的方式來探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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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照顧中心的規劃設置對於老人生活協助與照顧上所能扮演的積極角色。使用參與觀察法

與深入訪談法，調查台灣老人福利聯盟所自 2008 年至 2013 年所輔導規劃設置的 32 間日

間照顧中心，來呈現日間照顧中心在環境規劃設置上的考量與對老人生活上的助益，進一

步突顯日間照顧服務在協助老人提升社會地位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並促成政府對於社會

資源投入的重點，使老人能獲得在地老化的機會與家庭能延續儒家傳統孝道的積極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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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的變遷 

社會結構的變遷直接影響到老人群體在社會中所接受到的待遇與處境。社會結構基本

上受到人口、道德、資源、角色與地位等五大要素所影響(蔡文輝, 2010)。其中影響最大的

往往是人口組成的比例。在台灣持續面臨高齡化的趨勢下，老人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勢必

將有所調整。以往，老人人口比例較低，且在經濟與政治上均處於弱勢，加上生理衰老所

造成的弱勢的意象，相較於其他年齡階層的人口更加容易有遭受到不當年齡岐視的產生。

此種對於高齡的岐視容易使老人在老化的過程中受到大眾誤解與偏見及不平等待遇，甚至

在社會制度與政策上未能正視老人的需求與權益(Butler, 1969; 蔡文輝,2010) 

然而在全球人口持續高齡化的趨勢下，老人人口比例在各國人口結構中持續的增加，

已開始影響社會大眾對於老人態度的改變，隨著近年來老年人口的持續成長，其增加的比

例已使老人族群逐漸成為政治與經濟所無法漠視的重要族群，對此族群生活的共同需求亦

開始有更為深入的了解。此種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遷，使得老人的社會地位逐漸跳脫以往接

受福利救濟的弱勢族群之角色，也促使各國開始重新思考如何協助老人發展在地生活，並

成為各國福利推展與照顧服務提供的重要方向。 

(二)社會資源(Social resource)的投入 

社會資源的投入直接影響老人晚年經營在地生活的難易與接受照顧服務的品質。社會

資源的分配往往受到政治權力、社會公平性和科技創新等影響，其中以政府政策的影響最

為直接。在高齡社會中，老人族群接受到社會資源的多寡，可由老人社會福利政策的內容

作為檢視的依據(Binstock, 1991)。然而社會資源在社會福利政策的導引下，當要被政府投

注到老人福利服務輸送，以支持老人持續在原有家庭與社區中接受照顧服務的趨勢下，卻

往往需要面對打破既有家庭與機構提供照顧服務的模式，以提供新的照顧服務內容與輸送

方式，並融入老人原有生活的家庭與社區之挑戰。 

此種社會資源積極投入所產生新的照顧服務內容的輸送，對於既有傳統社會的照顧服

務模式不僅是一種衝擊，對於老人本身與家庭亦為一種新的認知與適應。特別是每一種新

的居家式或社區式的照顧服務項目之提供，往往均為老人及家人在以往不了解且未曾體驗

過的照顧服務，對照顧服務內容與提供的助益，是需要實際體驗與長時間累積，方使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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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能被老人所接受且常態性使用的照顧服務項目。另由於社會資源投入的多寡往往依靠

著政策的導引，在提供照顧服務輸送的過程中，需要維繫較高照顧服務品質，並轉換成為

具體的績效，方能獲得社會資源持續的投入，使社會在不斷高齡化的同時，能有更多的老

人接受到持續性的照顧服務與生活上的協助。 

(三)社會結構與社會資源的關連性 

社會結構的組成比例直接影響著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在社會整體結構不斷往高齡化

社會邁進的同時，已突顯老年人口在未來社會組成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其不

僅是影響未來社會發展的參與者，亦是未來社會經濟的重要消費者，更將是未來社會福利

資源的使用者。社會資源的運用成果亦直接影響使用族群在社會結構中的定位與角色。在

運用社會資源投入老人福利服務時，當所提供的照顧服務對老人在社區與居家生活所產生

的助益與成效，不僅影響老人在原有社區的生活品質與社會地位，亦影響老人群體在整體

社會結構中能否扮演具積極影響力的重要角色。 

綜合言之，社會結構與社會資源兩者之間彼此互相作用，若能使妥適使老人在社會結

構與社會資源兩者之間獲得正面的互動與交互影響，將有助於老人群體獲得成功的在地老

化之具體實現(圖 1)。 
 
 
 
 
 
 

圖 1 社會結構與社會資源互動的研究架構 

(四)台灣日間照顧中心發展源由與困境 

台灣在 1980 年代以前老人福利政策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的觀點來進行推展，只針

對經濟上有困難的老年人提供救濟與協助。但自 1980 年代開始，一般老人生活福利的促

進與主動提供協助已成為政黨政治競選的重要福利政策之焦點，特別是老年人的高投票率

成為各政黨間爭相攏絡的人口群；但在當時仍以發展機構照顧為主的福利政策導引下，對

於如何協助老人在原有家庭與社區中接受照顧服務仍未有具體方向與作法。 

台灣於 1998 年時制定「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開始強調應加強老人在地生活照顧、

維護老人身心健康、保障老人經濟安全，以及促進老人社會參與等照顧服務輸送的發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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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初期僅提供居家服務，以協助老人在失能或失智的情況下，減少老人在家中獲得照

顧服務不足的困境。在 2005 年此方案的第三期計畫方開始進行「廣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與「鼓勵高齡志工社會參與」(林萬億，2009)，藉由社區照顧與生活圈的概念，協助老人

與社區居民共同開始經營在地社區生活，但對於失能或失智的老人如何走出家門參與社會

互動，仍是有所欠缺。 

自 2008 年起，因應長期照顧保險的規劃實施，內政部開始嘗試對於社區照顧服務積

極進行推展工作。在眾多的社區照顧服務項目中，「日間照顧中心」是提供給失能或失智

老人能走出家庭進入社區生活的重要媒介，更在促進老人經營在地生活與社會參與，並協

助老人獲得社會資源的重要契機。然而在 2008 年初全台灣僅有 38 間日間照顧中心，且大

多集中在台北、台中等都會區，對於日間照顧的規劃設置與服務提供亦無統一標準，照顧

服務品質參差不齊，需要有協助輔導規劃設置與開辦的整合機制來使日間照顧中心能被廣

泛設置必提供老人適當的照顧服務。 

(五)日間照顧中心規劃設計概念發展與規劃設置原則之擬定 

因為日間照顧中心係台灣政府在近五年來方開始積極推展的照顧服務項目，對於硬體

的規劃與軟體的照顧服務提供仍處於推廣與嘗試的階段。本研究以活躍老化(active aging)

的觀點，認為老人在晚年階段仍要盡力保持並延續原有生活活躍的狀況，維持在社會中的

地位，並藉由社會的積極參與及互動，保有多元豐富與創造性的生活，有助於老人對於自

我生活滿意度的提高與自我肯定(Havighurst, 1936、1968)。 

1.日間照顧中心規劃設計概念發展 

(1)社區化與小型化 

    對老人提供在地化、社區化的照顧服務有助於使提供老人晚年所獲得照顧服務能很輕

易的在原有的社區內被獲得，並使老人與原有社區與居家生活有所延續(李易駿等，1998)。

此種概念強調照顧服務的提供不應僅限於社區內照顧服務提供的據點，而是要能與老人原

有生活社區互相融合，並提供給社區內老人使用，使中心的設置成為老人在日常生活能接

觸使用的生活場所，並藉由中心照顧的專業與社區活動的融合，提供老人可從事創新的多

樣活動場所與情境，藉以延續既有家庭與社區生活，並能使老人能重新開始進行預防保

健，同時提供給社區居民參與的生活據點，使日間照顧中心成為社區內居民共同生活重要

場所(王育瑜，2004)。惟有此種新型態的照顧服務提供，方有助於老人跳脫以往舊有社區

內無法獲得妥適照顧服務的困境，使其獲得新的生活體驗與創新的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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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化的概念導引下，要在既有社區內獲得土地來設置大型的日間照顧中心並不容

易；另為避免以往機構設置過於集體大量收容老人，以致往往產生無法提供給老人良好照

顧與生活品質的負面意象，使得中心以小型化來進行規劃設置成為較合理的考量，更能貼

近老人真實生活的需求。此種學理上的推導趨勢，使得日間照顧中心的小型化設置成為規

劃設計上的考量，並需同時考量在日後營運上如何能在合理收案人數與營運成本上達成平

衡及永續經營，是經營者與規劃設計者在新日間照顧中心的建築計畫內所必需積極考量與

達成共識的重要內容。 

(2)去機構化 

    自 1990 年代聯合國強調以國家為全民所有(state for all )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宗旨，希

望能藉由相關福利政策的推展來強調社會融合(inclusion insociety)，使老人與身心障礙者能

更有尊嚴主導自己的日常生活，不再接受齊頭式的集體照顧方式。藉由此種概念的導引，

對於照顧服務提供的場所，不應只是提供單純醫療或者是餐食浴廁等人身基本的照顧服

務，也不應是傳統集體式團體活動的安排。而是更需進一步的以受照顧的老人為中心，強

調協助老人自主安排生活的作息與內涵，使老人能夠發揮最大的自主能力且有尊嚴的過每

一天(陳政雄，2005)。因此在目前對於老人生活照顧的提供均相當重視如何鼓勵老人生活

自主，提供自立、便利與安全的生活設施，以實踐生活自主與個人化的目標。 

    去機構概念的導引，亦直接影響到日間照顧中心的空間設計與服務提供模式。為使受

照顧的老人能有更多生活上自主的選擇與安排，需要有更多樣的空間變化的選擇，以豐富

老人的生活情趣與內涵。而照顧服務的提供，則必需以老人為中心，協助老人本身調整並

形塑安排自己的生活節奏，實施更為貼身的個人化照顧，滿足不同老人在生活上的個別的

照顧與協助的需求。藉由此種概念的強化，更有助於經營者與規劃設計者對於日間照顧中

心空間的尺度與形塑家庭或社區等氣氛的掌握，並有助於開辦後照顧服務提供方式的營運

規劃。 

(3)單元照顧 

單元照顧的提出主要針對不同屬性的照顧需求者，應依照其屬性與特殊需求來進行分

類與分群，並因應分群後不同的需求來提供相對應的照顧服務，使患者能在專屬的空間區

位、人員與設施的支援下獲得適切的照顧服務，因而提升照顧服務的品質(莊秀美，2008)。

而此種單元照顧的概念發展迄今，已被廣泛應用在歐美與日本等醫療與社會福利機構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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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設計與照顧服務提供，特別是對於老人福利相關設施，除了強調需要提供不同照顧單元

的空間以提供配套的照顧服務，在近年來更開始趨向提供小規模的照顧單元空間，以協助

老人或失智症患者能藉由更為密切的互動在生活照顧單元內建構起日常生活的重心場

所，使得單元照顧具體朝向小規模單元化的方向發展。 

台灣社會福利界亦自 1980 年逐漸開始重視單元照顧的概念，且因應老人在日間照顧

中心內並非是單純短期醫療照護或照顧的需求，而是需要長期生活在此的特性，開始強調

以小型 9-12 人的單元方式進行設計，且每個照顧單元都應成為該單元住民要能經營群體共

同生活的生活照顧單元，且要能成為經營自己生活的重心。此外，亦需考量中心的空間組

成使能兼顧公共與私密等不同空間層次的規劃，不同照顧單元彼此間也需有平日能交流互

動的空間提供，中心與外部社區的互動連接亦需有不同屬性的公共空間來進行連繫與轉換

的過程(陳政雄，2005)。正因為台灣社會福利日益正視老人在單元內的生活經營與安排，

單元照顧的規劃設置模式亦開始逐漸推廣，應有助於使老人在單元內藉由妥適的生活互動

與安排，協助老人重新安排自我的生活。 

2.日間照顧中心規劃設置原則 

    在前述社會福利提供發展的重要概念，可歸納出對於規劃設置新的日間照顧中心所應

考量的基本原則：1.提供小規模的單元照顧空間，協助老人建構日常生活的重心場所；2.

提供鼓勵老人生活自立，提供自主、便利與安全的生活設施，落實個人化的照顧服務；3.

提供老人可從事多樣活動的場所或情境，以延續既有家庭與社區生活。綜合言之，老人日

間照顧中心的設計，必需要能以小規模單元化、生活自主個人化、生活體驗創新化等三項

規劃設計原則來進行，方能符合現代老人對於老人社區照顧中心之需求(圖 2)。本研究即以

此三項原則來進行實際案例之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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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日間照顧中心規劃設計原則 

三、研究方法與對象 

(一)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 

以文獻回顧探討老人社區照顧中心之發展背景與趨勢，並提出「小規模單元化」「生活自

主個人化」「生活體驗創新化」做為本研究規劃設計原則的參考架構。 

2.參與觀察： 

以本研究作者所實際參與輔導團隊在近台灣近五年內所協助現地輔導設置之 49 間日間照

顧中心為觀察對象，藉由參與輔導初期便以社區化與小型化、去機構化與單元照顧等三大

福利服務提供概念進行說明，並以實質空間進行配套規劃與解說，並在日照中心開辦提供

服務後參與觀察，以了解此種輔導所呈現之日間照顧中心所呈現的特質。實際參與輔導與

觀察期間自 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共歷時六年。 

(二)研究對象 

1.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本研究所探討之日間照顧中心，係指針對需要照顧之老人提供機能訓練及日常生活必

要援助的場所，日常服務包含生活照顧、生活自立訓練、健康促進、文康休閒活動、提供

日間照顧中心 

 小規模單元化 

 生活自主個人化 
 生活體驗創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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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連結交通服務、家屬教育及諮詢服務、護理服務、復健服務及備餐服務等(李光庭等,2009) 

2.台灣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的分類 

    在台灣老人日照顧中心主要針對失能或失智之老人提供照顧服務，根據內政部「老人

福利服務提供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可區分為機構式附設日間照顧中心與社區式照顧日間

照顧中心。機構式附設日間照顧中心為附設在既有的老人安養機構或護理之家內，每人佔

樓地板面積至少需 10M2，社區式日間照顧中心則是獨立設置在社區當中，每人所需樓地

板面積至少需要 6.6M2。在實務上又依收案之對象區分為專門照顧失智症老人之失智日間

照顧中心，及混合照顧失智與失能老人的一般日間照顧中心兩種。 

3.研究案例 

    本研究對象係由「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自 2008 年至 2013 年接受內政部委託

之「推廣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計畫方案」，藉由老人福利聯盟所成立之結合建築、社工、跨

專業領域之輔導團隊，在此五年內輔導團隊共協助輔導 82 間日間照顧中心當中(老人福利

聯盟，2014)。其中研究者參與協助輔導之 49 間日間照顧中心為研究對象。 

四、研究成果與討論分析 

(一)研究成果 

在過去五年來依老人福利聯盟之統計，台灣成立的日間照顧中心截至 2013 年 12 月為止共

有 120 間，其中針對失智症老人之日間照顧中心有 23 間。一般日照顧中心共 97 間(表 1)。

在本研究觀察與討論之 49 間日間照顧中心為研究者近五年所參與輔導之單位，在失智日

間照顧中心為 6 家，一般日間照顧中心為 43 間。 

表 1 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規劃設置一覽表 
家數/床數 

 
類別 

全國總家數 120 家 
輔導設置 原有或未輔導 

總家數 
家數 百分比 家數 百分比 

失智日照 17 73.9% 6 26.1% 23 
一般日照 65 67% 32 33% 97 

資料來源：老人福利聯盟 102 年日間照顧擴點計畫結案報告 

另依老人福利聯盟對於日間照顧中心所在區位性質進行分析，在目前台灣的日間照顧

中心當中，位居於都市地區者共有 68 間(佔 56.7%)，人口稠密鄉鎮(郊區)為 17 間(佔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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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則有 35 間(佔 29.2)。由數據可顯示出對於全國 368 個鄉鎮市區要達到長照十年的

計畫要求每一鄉鎮市區要能有一個日間照顧中心仍有持續努力的空間，然而對於台灣長期

照顧的推展業已有相當大的助益。 

而在所使用的場地類型方面，公有場地有 47 間(佔 39.2%)，老人福利機構附設為 7 間

(佔 5.8%)，醫院或護理之家附設為 16 間(佔 13.3%)，而私有房舍為 50 間(佔 41.7%)。相較

於 98 年底公有場地有 23 間(佔 53.5%)，老人福利機構附設為 6 間(佔 14%)，醫院或護理之

家附設為 7 間(佔 16.3%)，而私有房舍僅 7 間(佔 16.3%)而言，近五年來日間照顧中心的推

展，已逐漸朝向以私有房舍為主要運用場所，此使得參與提供服務單位能在適當輔導機制

與服務概念導引下有更大空間對硬體環境與服務軟體來進行彈性調整與提昇。 

(二)討論與分析 

    在五年來研究者所參與輔導與觀察之 49 間日間照顧中心，藉由輔導團隊初期介入對

服務概念的釐清與導引，硬體空間環境之協助規劃並配合照顧服務提供之建議，並在開辦

後藉由營運管理的輔導，已逐漸使得日間照顧中心能呈現出對老人提供生活照顧應有的特

質，並對老人晚年的生活扮演協助持續在社區生活的重要角色，更藉由老人實質生活樣貌

的呈現，初步亦可呈現出藉由日間照顧來提升老人晚年社會形象與地位對於爭取社會資源

將更有連帶助益之理論驗證，分述如下： 

1. 老人日間照顧中心設置經營應具之特質 

    本研究以「小規模單元化」「生活自主個人化」「生活體驗創新化」等三個面向，以五

年來輔導機制所協助輔導設置之日間照顧中心，發現到日間照顧中心依循輔導過程中所提

及之社區化與小型化、去機構化與單元照顧的概念後，在開辦對於老人提供照顧服務後所

產生的特質如下： 

(1)在小規模單元化方面 

a.建構新的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 

    藉由輔導機制對於單元照顧的積極推展，無論是在失智或一般的日間照顧中心，均由

傳統大型集體生活的照顧模式，盡量轉換成為以 10 至 15 人為主的小型照顧單元來進行生

活的互動與照顧服務的輸送。此種小型團體的群聚與活動方式，使老人有機會藉由近距離

與緊密的生活互動過程，在彼此間建立起新的且彼此更為熟識的社會網絡。另一方面藉由

小型照顧單元成員間長期的互動與陪伴，相對可使老人有機會在生活中獲得更多的社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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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並藉由生活陪伴與照顧服務提供的過程中來加以延續。 

b.促進老人彼此的互相幫助 

    在日間照顧中心的小型照顧單元的空間與個別單元分組活動的促進下，是有助於凝聚

老人對於生活單元共同意識，使老人彼此形成互助的伙伴關係，共同完成生活上所需的事

物。藉由本研究對於照顧單元實際運用情形的觀察中發現，在同一單元中的老人，往往會

較願意協助同一單元的長者，且經常有相互幫忙的情形發生，如同一單元內的伙伴幫忙倒

開水，餵食，甚至是協助扶持與散步。即使是不同照顧單元的老人，往往也會藉由單元間

彼此的互訪，而有更為穩定的生活互動與親疏關係的建立。 

(2)在生活自主個人化方面 

a.激發老人自立生活的潛能 

    藉由日間照顧中心以公共空間串連生活照顧單元或以單一生活照顧單元的空間規劃

設計方式，其所強調的是生活的自由與選擇的權利，有助於老人發揮自立生活的能力。正

因為在每間日間照顧中心基本上均有客廳、餐廳、多用途空間與開放式廚房的規劃設置，

並且提供至少一間以上的無障礙廁所，此種多樣居家生活空間元素的組合，搭配安全便利

輔具與照明輔助設施的提供，是有機會提供給老人發揮最大自立生活的能力，去完成平日

像在家庭中的生活需求。部分的日間照顧中心更設有復健或休憩的角落及戶外的庭園，是

有助於誘導老人發揮自立的能力去達成生活上的不同需求。 

b.提供開放與支持性的照顧服務 

    在本研究所進行協助日間照顧中心的規劃設計，均確保老人主要活動空間的開放性與

視覺穿透性，同時在不影響老人從事個別活動的考量下，規劃設置照顧服務人員迅速掌握

老人活動或出入的工作場所。如開放式廚房的設置位於可掌握日間照顧中心的主要位置。

此種規劃設計的考量是有助於老人能在舒適的環境內進行自我生活內容的選擇與經營，照

顧服務人員僅會就視覺上予以看顧，並不會特別加以約束其行為或活動場所；而當老人在

活動過程中有需要協助或有意外產生時，照顧服務人員能在第一時間的發現必予以提供協

助。此種開放式空間的規劃提供與軟體支持性照顧服務的搭配，更有助於促進老人在日間

照顧中心內安心的經營自我的生活，並從中獲得如家人陪伴的照顧感受。 

c.重新建構老人的生活節奏 

    藉由日間照顧中心的規劃設置與實際的運作觀察可以發現，老人在來到日間照顧中心

的生活，在不同時段會因應不同的地點而有所改變，且每位老人均有不同的生活習性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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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並被容許在日間照顧中心中自主的發生。而照顧服務員在長期陪伴的過程中，亦往往

會熟悉到自己所照顧單元內老人的生活習性與節奏，及在不同時段可能必需要提醒或提供

必要的協助。此種老人基本生活節奏的重建，是有助於穩定老人生理與心理的健康，亦有

助於減少失智症患者問題行為的發生，同時也可進一步延伸搭配老人的家庭生活，使得與

家庭成員的互動與生活的經營能有更為妥適的安排，延長老人在家與社區中持續生活與接

受照顧的時間。 

(3).在生活體驗創新化方面 

a.提供老人生活內容多樣化的選擇 

    藉由日間照顧中心所規劃設計之多種層次空間或不同照顧單元，有助於使老人能在日

間照顧中心的生活享有多樣化的選擇。以設有兩個照顧單元以上的日間照顧為例，當不同

的照顧單元個別有不同的活動在舉行的時候，往往會發現有些老人會去參加不同組別的單

元活動，也有些老人會選擇在旁邊觀看或在客廳自己喜歡的角落從事閱讀或靜坐，充份呈

現出在日間照顧中心生活的多樣性與選擇性。即使是僅有單一照顧單元的日間照顧中心，

經觀察亦可以發現部分老人會在特定的單元活動過程中，選擇在熟悉的角落與朋友共同喝

茶聊天。有些老人也會喜歡參與在開放式廚房準備餐食或點心的工作，炊煮美味的食物給

伙伴享用。此種使老人能自由選擇並善用不同空間與產生多樣活動的特性，有助於豐富老

人生活的內涵。 

b.原有在地社區生活文化的引入與傳承 

    在本研究參與觀察中發現，許多日間照顧中心藉由輔導團隊的協助與提醒，在空間環

境的規劃設計上已導入在地的社區生活文化的元素或空間意象，並發展出不同的照顧服務

提供模式。如台東聖母醫院的日間照顧中心已將台東地區特有農村的生活意象導入到空間

的設計，並積極導引老人實踐健康飲食與生活作息、宜蘭的宏仁日間照顧中心亦已開始將

日間照顧中心打造成為一個傳統社區的縮影，並導入社區生活的概念，在活動的安排上使

老人能在不同的情境空間享有在社區般的互動關係。又如台南市 YMCA 的東門日間照顧

中心則是導入都市居家環境的意向，使在此受照顧的失智老人能享有台南市傳統閒適的家

居生活。此種在地社區生活文化的強調，不僅使得個別的日間照顧中心能有自己在地的特

色，更能獲得老人本身與在地社區居民的認同，是有助於老人延續既有的社區生活與文化。 

c.創造在地的老人社區照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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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中亦發現，日間照顧中心的運作亦會不定期或在社區特定節慶邀請老人的家

屬或社區朋友來協助老人外出參與社區節慶與活動，使老人能感受到與原有社區生活的延

續，並增加生活內涵的多樣性刺激。也因此，日間照顧中心的設置與營運所影響的並非只

有被照顧的老人，其亦會影響中心所在的社區居民對於老人提供晚年照顧與協助的概念與

態度。當日間照顧中心的設置與營運能被當地社區的居民所肯定與認同，可以使在地的社

區居民了解到日間照顧中心對於社區內老人晚年生活的助益。他們了解到老人在失能或失

智以後也可以在社區內接受到日間照顧的協助，並維繫與原有社區朋友的互動，並獲得多

樣化的健康生活。此種正向的認知亦會促進社區居民參與並接納日間照顧中心的設置，並

在社區如端午與中秋等重要節慶邀請日間照顧中心的老人參與，是有助於形成新的老人社

區照顧文化，使社區照顧能深化成為對待老人友善的照顧社區。 

2.日間照顧中心對老人晚年生活扮演的角色 

依本研究的成果可以發現。藉由輔導團隊的協助，日間照顧中心的設計，已經從以往

單純的照顧服務提供與避免老人疾病惡化的基本要求，發展到協助推展使老人能實踐個人

在現階段積極追求健康生活的實踐。雖然老人因失能或失智而導致在身心功能上有所限

制，但藉由日間照顧中心不同屬性與照顧單元的空間環境之提供與導引，配合照顧服務軟

體的適切協助，仍能使老人積極進行生活的自主管理，並重新獲得社會參與的機會，建立

起新的社會網絡與互動關係。此種以協助老人重新開始經營自主生活，是一種自我尊嚴的

維護與肯定，更是一種對於老人個人進行充權的積極實現。 

藉由本研究對於日間照顧中心設置營運應具有的特質呈現，亦可發現到當日間照顧中

心的設計能積極的協助老人在生活場域中獲得無障礙的生活自主權，並提供改善身體健康

狀況與活動功能，使老人的生活能重新開始「正常化」，有助於老人重新融入原有的社區

生活，使其所扮演的社會角色能有重新被定位的機會，更有機會被社區居民加以認同而回

復成為社區成員。 

另藉由日間照顧中心對老人積極協助日常生活節奏的重建與生活內容的安排，在未來

若能積極配合居家服務的提供，將更有助於老人平日居家生活的經營，且可積極的減輕家

庭照顧者的負擔。而老人規律正常生活的經營，更能維繫老人與家中成員的生活互動關

係，使老人在家中不致於扮演依附者的角色，而是能以生活自主經營者的角色來加以重新

呈現，除了能持續使老人在家中接受到照顧以外，更能獲得家庭成員對於傳統孝道的實現。 

日間照顧中心此種對於失能與失智老人在延續原有家庭與社區生活的助益，是不同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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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內的老人社團或社區關懷照顧據點對於社區全體老人健康生活促進的功能，而是對

於老人在失能與失智的老化過程中，積極協助老人經營有意義的生活與復健，更具有連續

性照顧的意義，也使日間照顧中心有自己在老人長期照顧體系中的重要角色扮演。 

3.社會資源與社會結構之互動與改變 

藉由本研究可呈現出日間照顧中心在未來若能進一步被廣泛設置，將能有效扭轉老人

一但失能或失智後被禁錮在家中或機構中的負向觀感，進而使老人群體在社會中能有更為

正面的觀感與角色的認同，有助於對應老人在高齡化的社會結構改變趨勢下，在社會階層

中能有更為優質且正向的肯定與提升，消除以往在社會階層中所產生的歧視與偏見，並促

成老人群體在社會層次上獲得更多支持與協助的契機。 

也正由於日間照顧中心的規劃設置與運作，積極的彌補了老人在社區與家庭中由健康

老化進展到失能或失智所產生在生活功能上的缺損，並積極的支持老人延續自主獨立的生

活經營與照顧管理，更可使老人獲得社會群體正向的認同與社會地位的提升。因此，在社

會資源的分配與運用上確實有其效益，在提供照顧服務的功能上有其不可取代性，並在協

助老人在地老化的政策上能有積極的助益，是應獲得更多社會資源的支持與投入，以使各

地方的老人均能享有此種設施與照顧服務的提供，使社會福利能被公平的提供給所有失能

或失智的老人來進行選擇與使用。 

    由此亦可驗證出當社會資源在照顧服務產業的投入，若能藉由適當跨專業領域的協助

與導引，使呈現的績效不再只是照顧服務人數上的高低，而是開始重視以老人為中心的整

體生活與環境品質的全面提升，將有助於使老人的社會地位與形象在整體社會結構中獲得

正向的肯定與有效的提升，將更有助於使老人照顧服務產業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的投入，

藉以提升老人相關照顧服務與生活品質。此種社會資源與社會結構在照顧服務產業的正向

互動，方能協助老人獲得在地老化的契機，也將使整體社會能對未來持續高齡化成長的趨

勢能有所對應。 

五、結論 

    老人日間照顧中心在台灣以往僅為地方政府的福利施政的選項之一，未曾被正視與積

極規劃設置。然由於長期照顧保險的籌畫與推動，使得中央政府開始編列預算來進行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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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中心的推展，面對此種社會資源的投入，藉由老人福利聯盟所進行跨專業領域的輔導

機制，不僅在數量上 5 年內輔導增加設置了 82 間日間照顧中心，佔現有總數之 68.3%；在

空間環境構成方面，亦提供了更為細緻與具有在地特色的生活與照顧環境，使照顧服務人

員能有效率提供照顧服務，並使老人能發揮最大的自立能力與豐富自我的生活。 

藉由日間照顧環境品質的提升，不僅使老人獲得更好的照顧服務，也使老人重新獲得

健康自主與社會互動的正常化生活，使社會大眾對於老人晚年接受照顧服務的意象，能開

始跳脫以往做為救濟貧困場所的負面印象，而願意開始以更為正向的態度來協助在社區內

建構日間照顧中心的設置。政府也因應輔導團隊五年來所協助建構日間照顧中心的規劃設

置及所帶給老人正面形象，不僅給予高度的肯定，更持續編列預算以投入新的日間照顧中

心之規劃設置。 

此種導引社會資源的持續投入，其關鍵在於投入的社會資源是否能改變既有老人在晚

年失能或失智後所面對低落的社會地位之窘境，而重新藉由環境建構的導引與照顧服務的

提供，來重建老人的健康生活，使老人被認定的地位在社會結構產生本質上的變動。此種

社會結構的變動對於台灣面對未來持續高齡化的社會極具意義，其代表社會資源若藉由正

確方式導引投入到照顧環境產業當中，無論在都市或鄉村地區，無論受照顧者的身份背

景，均能有效的協助老人重新建構起健康與自主的生活，並使大眾感受到老人也擁有自主

獨立與尊嚴的正面形象，使老人保有良好且正向的社會地位，更有助於建構老人在地的社

區照顧服務網絡，使協助老人在地老化的目標得以具體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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