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自己三個掌聲、讓感動激盪生命 
                   陳政智 高雄醫學大學醫社系助理教授 
我很喜歡推薦熟識的人到長青中心參觀，因為這是高雄人的驕傲。不論是它的硬

體設備，或是由中心延伸出去的服務措施，都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尤其是駐足在

中心的一角，用心體會理面的動力，甚至可以感受到它是活的。 當我接受到要

提供建言的任務時，實在有些困擾。因為任何的建議都是吹毛求庛，也可以說是

苛責；但反過來說，這也是一件最輕鬆的事，畢竟批評是我們最習慣的本能。所

以，幾番思索，決定針對軟體部分，雞蛋裡挑骨頭。當然下筆的同時，真希望在

文末可以加註：「以上言論不代表本人立場」…等等，推卸一些責任。 
 
在此將以追求完美的心態，針對委外辦理的服務措施、服務人員的態度及交通服

務等主題，分別提供簡要的建議： 
一、設計或規劃老人服務措施時，宜追求質量的提昇： 
一般談到正式的老人服務通常包含三大類：一是為健康老人提供的社會支持，二

是為健康略為衰退的老人提供的社區服務，三是為無持，二是為健康略為衰退的

老人提供的社區服務，三是為無法獨立生活的老人提供的機構式長期照顧。長青

中心主要以支持性服務與社區服務為主，單就服務項目來看，種類齊備，但有些

問題不是服務項目具備與否可以呈現出來的。例如：因為民營化與社區化的理念

與潮流，政府一方面希望擴大民間參與的投入，一方面回頭強調傳統社區和家庭

的角色功能的重要性，尤其強調建立社區本身的自助互助體系。所以，許多服務

的提供已委託給民間機構來辦理，而委託關係產生的契約、品質管理與積效責任

等問題，反而是更需要深入探討的。此外，對於老人的照顧，台灣的社會價值觀

傾向以家庭和社會人士援助老年人為主，政府只是照顧那些不能自顧，而家人或

親友又未能提供照顧者。所以，正式照顧只是那些求助無門者最後的求助處。若

以此來思考，長青中心有必要設法滿足這些人的需求，加強需具有公權力的服

務、老人諮商輔導、團體輔導、資源協調與提供資訊管道等；而可將一般性服務

的比體輔導、資源協調與提供資訊管道等；而可以將一般性服務的比重降低，委

由民間團體來承擔。 
二、開拓老人服務人力之餘，應加強服務人員對老人的正向態度： 
從事老人服務的工作人員常會不自覺地將文化的負面看法投射在老人身上，甚至

以「老了失能與病態是必然的」來合理化一切，或因偏見而否認了老人個人及社

會性的意義，老人被視為無生產力、僵化、無趣、退縮、甚至視為貪得無厭，只

取不貢獻的寄生蟲。老人接受到這種被扭曲的形象，會失去學習與做事的信心，

或是佯裝依賴以得到注意及持續照顧。除此之外，服務人員也常表現出一些負向

態度，包括：嬰兒化（視老人為無法自己負責的小孩）、非人化（莫視個別需求

而以生產線方式提供服務）、反人性化（侵犯隱私權及自我負責能力）、加害化（藉

由口語施虐、威脅、恐嚇、集體處罰來攻擊老人身體或人格的完集體處罰來攻擊

老人身體或人格的完整）。這些都是在鼓勵更多人或更多團體參與老人服務時，



要特別予以防範的態度。所以對從事老人服務的工作人員，施與定期性、持續性

得專業訓練是必要的。 
三、提供多元化、可近性高的交通服務措施，作為所有服務措施之根本： 
對老年人來說，交通是命脈，便利的交通可以讓他們獨立且整合在社區中。缺乏

交通將縮小老年人的社會生活，限制其自我管理的能力及使其對服務形成依賴。

可是實際的環境中，即使是健康的老人，大眾運輸系統對他們仍是充滿障礙的，

不要說是行動有些不變的老人了。例如：大眾運輸系統有固定的路線及事先決定

的停靠點，所以老人家常要走一段路才能搭到車；此外，座位不足、上下樓梯、

轉車等，都有礙於老人家接近服務的近服務的機會。所以，長青中心除了提供特

定路線的專車之外，也可以規劃先登記再安排路線的專車、倡導隨時可上下車的

制度、與計程車簽約及提供交通補助等，以提高老人到中心的便利性。另外，將

服務輸送到老人鄰近的社區，落實社區化的服務理念，也是一種解決方式；但要

注意是社區化並不是邊緣化、次級化，而是要提供與中心同樣品資的服務與設

備，讓老人可以就近使用。 
 
綜合以上所言，筆者在此提出幾點具體建議： 
1.服務採用公辦民營或委外辦理時，確實建立品質管理與監督制度。 
2.將一般社團有能力承辦的服務交由民間來辦理，中心專門辦理一些需具公權

力、耗費資源多、專業性高、涉及層面廣的服務。 
3.落實服務人員的訓練與 
督導，使他們具有老人生、心理特質的認知及 
心理特質的認知及文化敏感度，以減少情感過度涉入、專業疏離或偏見產生的負

向態度。 
4.提供更便利、更靈活、更完善的交通服務，使有意願的老人可以容易地運用中

心的服務。 
 
老人福利服務的提供，不能只求服務項目的具備；更重要的是服務的實質內涵 與
使用情況。提供的服務不能只注重「照顧」或「支持」的層面，更要包含「預防」、

「治療」與「復健」的層面，才能稱的上綜合性、全面性、完整性、連續性的服

務。當然這些都是過度嚴苛的要求，大家的士氣不要因此受到打擊；只要在服務

的過程中，隨時讓感動激盪生命，隨時給自己三個掌聲，我們依然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