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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計畫申請單位簡介  

    台灣望年協會於 2022 年 3 月初正式成立，由一群學術界長期關懷老人福利與權益的學

者與實務界之專家共同組成，理事長為長期關心婦女權利與弱勢者人權之前台南市社會局局

長曹愛蘭擔任，理監事包括三位前社會局局長，三位社福實務經驗豐富的院長和執行長，以

及廣被尊敬的社會賢達張富美女士、義美企業蔡寶萊女士等。會內人才就是本計畫最佳之專

業資源。由本會理事黃惠機教授擔任專家小組召集人，邀請專家學者教授等組成規劃小組。 

 

（二）計畫緣起與目的 

    起源於衰弱老年人生活陪伴所需要的生活秘書，雖然具備日常生活協助與人際關係之知

能，但是對於某些老人特殊之需求，仍然無法適當地提供服務，比如說期待自主生活的老人

如何具體為自己的老後生活做好準備；對於就醫時需要協助的老人如何幫助他們安心就醫；

如何給予生活秘書特殊訓練，讓他們有能力去協助這些特殊需求的老人是很重要的事情。 

 

    此外，當老人住到照顧機構之後，家屬親友若因為遠距或忙碌無法經常探望，如果能委

託生活秘書前往探視，不但能讓老人得到關懷，也讓家屬親友得知老人身心狀況而寬慰。 

為了達成這些目標，台灣望年協會規劃一系列訓練，並於訓練結束後，為有需要的老人及其

家屬親友安排服務。 

 

    此外，本計畫鼓勵退休的健康老人，可以在退休後從事生活秘書的工作，服務更年邁的

老人。每週工作時數訂定在自己體力能負荷的範圍內，既能維持跟社會的聯繫，獲得一些工

作收入，更能實現社區互助的理想。 

 

貳、 計畫內容與執行成果 

（一）計畫實施日期：2023 年 10 月 01 日至 2024 年 09 月 30 日 

（二）計畫內容： 

A. 邀請專家共同發展教材並進行課程設計與講師安排 



B. 自主老年規劃協助生活秘書：以本會出版之「老後生活筆記本」為藍圖，協助期

待擁有充分準備自主老年生活者之退休人士一步步規劃老後生活，針對生活與居

住方式、照顧、財務、醫療、身後事等預先做好規劃。 

C. 就醫協助生活秘書：協助建立家庭醫師、就醫諮詢、簽署病人自主權利契約、預

約就診時間、陪同就醫、與醫療人員溝通、藥物使用相關問題協助等。 

D. 機構探視關懷生活秘書：對於家屬親友因為居住距離或工作關係無法經常探望之

入住機構老人，可以委託關懷生活秘書依照本會發展之「機構探視檢視表」定期

前往機構陪伴關懷，並讓家屬親友了解機構環境清潔狀況、入住者的身體狀況、

人際關係情況、醫療健康狀況等。 

 

(三)執行成果： 

邀請專家共同發展教材並進行課程設計與講師安排 

A. 自主老年生活規劃生活秘書： 

我的老後生活筆記本：之前就已經設計好了，但課程是使用這個版本 

<附件一> 

B. 就醫協助生活秘書： 

就醫協助實務流程<附件四> 

就醫紀錄表<附件五> 

C. 機構探視關懷生活秘書： 

機構探視關懷學程檢核表<附件二> 

機構探視授權委託書<附件三> 

機構探視生活秘書因為機構協調失敗，所以課程取消了 

 

 

 

 

 

 



一、 專家共同發展教材並進行課程設計 

<附件一> 

第二版我的老後生活筆記介紹如下圖 

 

 

 
 

 

 



<附件二> 

機構探視關懷學程檢核表 

關懷對象：__________ 探訪日期：__________  生活秘書：___________ 

 

關懷項目 內容 等級 備註 

  好 可

以 

待

改

善 

 

自主 可以自己決定生活方式、選擇參與何

種活動等。 

    

清潔狀況 1. 身體：是否有髒污、異味。     

2. 指甲：手腳是否欠修剪或不清潔。     

3. 衣服：是否有污漬、破損、異味。     

4. 更換被褥：至少每周一次；被褥

是否有污漬、異味。 

    

5. 衣櫃衣物：有適合當季的衣物，

衣物是否乾淨、整齊。 

    

6. 房間：至少每周打掃一次；是否

明亮、有無髒亂、異味。 

    

7. 活動區域：是否通暢、安全、有

無堆積物、有無異味。 

    

身體狀況 1.皮膚：是否完整，例如有褥瘡？     

2.體重：是否過輕、過重？     

3.口腔：黏膜是否有破損、牙齒有 20

顆功能牙、有對數牙。 

    

4.進食狀況：三餐+下午點心、食物

軟硬合宜、蛋白質量足夠、纖維質量

足夠、飲水量足夠。 

    

5.睡眠：夜間失眠、白天嗜睡，是否

使用鎮定、安眠藥？ 

    

人際關係 

狀況 

(若有需要) 

1.與住友互動     

2.與照顧員互動     

3.與機構外的人互動     

4.自己是否感受到被尊重     



5.活動參與情形：瞭解機構的活動安

排或社區活動。 

    

醫療 1. 按時吃藥 

2. 注意藥物副作用 

    

3. 若有復健需求：瞭解關懷對象在

機構有無被協助執行復檢。 

    

陪伴 1.在機構散步或曬太陽：多久一次、

每次多久。 

    

2.有人與關懷對象聊天。     

對家屬的建議  

 

 

 

 

 

 

 

 

 

 

 

 

 

 



<附件三> 

機構探視授權委託書 

 

【委託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工作單位:  

住址： 

【受委託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工作單位：  

住址： 

-------------------------------------------------------------------------------------------------------------- 

委託原因及事項： 

委託人 _____________ 因工作繁忙 / 不在國內，不能親自探視入住 ( 機構名

稱)____________的(稱謂)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特委託____________先生/女士 

作為我的代理人前往機構探視。 

(1)、受委託人需每_____天探視_____次；每次探視時間約 2 小時；每次限探視一人。 

(2)、受委託人探視後需繳交探視檢核表予委託人。 

(3)、委託人付給受委託人___________元/月。(建議 250 元/次) 

(4)、若受委託人無法執行職務需於提前一個月告知委託人。 

(5)、如需更換受委託人 

委託期限：自簽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項辦完為止，每年簽約一次。 

委託有效期：    

委託人：                  (簽章)        受委託人：                (簽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四> 

就醫協助實務流程 

課程綱要  謝曼利老師 

一、門診就

醫流程 

(一)掛號前準備： 

1.被服務者或家屬清楚說明就醫需求(醫師、科別、醫院) 

2.被服務者及其家屬不確定就醫需求 

A. -瞭解其過去習慣就醫的管道 

B. -是否有家庭醫師可以提供建議 

3.嘗試釐清掛號科別，若無法決定，先掛家醫科作為開始。(以交通方便地區為考

量) 

4.如需檢查，先確認是否有飲食限制，檢查時需要注意事項或攜帶物品 

(二)掛號 

1. 網路(電話掛號) 

2. 現場掛號(當天早上掛號) 

(三)門診 

1. 交通以計程車，復康巴士為主 

2. 訴求準備身心狀況及請教醫師之問題講述 

3. 紀錄醫師醫囑 

4. 注意看診速度(上網) 

5. 候診時可能產生問題(如血糖太低) 

(四)當日門診檢查再回門診-如上 

(四之一)預約檢查日期+注意事項通知單照相回傳給家屬 

(五)繳費拿藥 

1.如需等候，要有休息地方 

(六)返家 

1.交通安排 

2.藥品分裝(如有需要) 

3.醫師診斷及醫囑之詳細說明(被服務者或家屬) 

二、檢查就

醫流程 

1.判斷檢查項目的順序(是否需要麻醉) (是否需要借輪椅) 

2.將病人安置在檢查室的候檢區 

3.檢查報到(抽號碼牌、人對人 

4.候檢 

三、收費標

準 

 

1. 社區門診(家醫)-250 元 

2. 醫院內診 500 元 

3. 醫院檢查 500 元(半天) 

4. 如有長照資格，依照服務員價格 

 

 



醫院就診紀錄表 

日期  填寫人  

就診人姓名  年齡/性別  

醫院/診所名稱  掛號科別  

門診醫師  初診/第幾次複診  

症狀/病因  醫師診斷與醫囑  

檢查項目一  檢查項目二  

結果 結果 

治療項目一  治療項目二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用藥須知  

其他注意事項  

掛號費  交通費(來回)  

其他費用 

(請列明細項) 

 

備註  

家屬/委託人簽名  

 

 



專家共同發展教材並進行課程設計 

11/7(四)下午 3:00~6:00(5 人) 

曹愛蘭、李光廷、黃惠璣、蔡寶來、謝曼利 

11/14(四)下午 3:00~6:00(5 人) 

曹愛蘭、李光廷、黃惠璣、蔡寶來、謝曼

利 

  

11/21(四)下午 3:00~6:00(5 人) 

曹愛蘭、李光廷、黃惠璣、蔡寶來、謝曼利 

11/28(四)中午 12:00~15:00(6 人) 

曹愛蘭、李光廷、詹美貴、蔡寶來、黃琢

嵩、楊斐如 

  

113/8/30(五)自主老年生活規劃  李光廷講師 

  



  

課程內容 

1. 以「自傳」「安心地圖」回顧人生，以圖示方式整理日常生活必要的人或組織、收入、支

出。 

2. 「自己決定生存,生活方法的筆記」記錄日常的生活、表明有必要旁人照護時的希望。 

3. 「老後與社區互動的未來預想圖」，今後的生存與生活方法、希望的社區社會樣貌與自己的

角色。 

4. 生活方式筆記本是您想用它作為第二人生起點的筆記本，思考如何快樂、讓您的未來充滿活

力地生活。 

5. 生活方式筆記本並不是專門展示給別人看的，而是用來寫下您自己願望的筆記本。它們不具

有任何法律效力，其目的是總結您的想法，以便面對您的內心感受，豐富您未來的生活。 

 

113/8/16(五)單程旅行箱  曹愛蘭講師 

  

課程內容： 

曹老師曾分享過他照顧生病的妹妹和父親的經歷，以及他為自己準備的單程行李箱。這個行李箱

裡面裝著幾封信，寫下他想對最愛的家人和朋友說的話，還有他準備送出的禮物，對象以及背後

的原因。此外，曹老師也已經為自己安排好了生前契約，包括他希望在離開後的葬禮形式，是選

擇塔葬還是樹葬，都已一一規劃妥當。行李箱裡還整理了財務資料，這一切的準備，不僅是對他

人生的一種交代，也讓他感受到了一種釋然與平靜。 



113/9/1(日)自主老年生活規劃實習   曹愛蘭講師 

  

課程內容 

曹老師分享了他如何填寫「我的老後生活筆記本」，每個單元的目的和注意事項都非常重要。他

強調，這本筆記本幫助大家全面理解自己的過去人生、當前生活狀況以及老後的財務安排，還有

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時的應對方式，以及希望自主決定的老後生活。曹老師指出，這些內容沒有標

準答案，大家可以根據不同情境不斷修改和調整。 

 

由於實習人員還未能完全掌握如何引導他人填寫，因此依然由曹老師親自帶領大家進行這個過

程，確保每個人都能深入理解並填寫屬於自己的內容。 

113/4/12(五)就醫協助課程 謝曼利講師 

  



  

課程內容 

詳細介紹了就醫協助的各種細節，特別是自己去看病與帶老人去看病時所需注意的不同事項。在

掛號前的準備方面，涵蓋了到達醫院的安排、門診就醫的各個細節，以及檢查過程中需要特別留

意的事項。 

 

此外，課程還針對行動不便的長輩提供了全面的流程規劃，包括如何安排行動不便的長輩就醫的

具體步驟，以及交通的安排，以確保整個就醫過程順利且舒適。 

113/9/5(四)就醫協助實習 

 

慈濟醫院 

楊奶奶今年 89 歲，身體硬

朗、性格開朗喜歡聊天，只

會說台語， 

平時是兒子騎車載他去慈濟

醫院，這次是坐綠 3公車到 

慈濟醫院，公車底盤滿高

的，楊奶奶爬上去有點吃力 

之後可以選擇低地板公車，

或坐計程車。 



 

楊奶奶的兒子已經在之前就

已經掛好敬老號了，所以報

到成功之後，很快就到號

了，跟醫生說他的左邊肩膀

晚上睡覺側睡壓到會疼痛，

醫生開 12 次的復健單做職

能治療，並且多做手往後揹

的伸展動作。 

 

 

 

之後來到復健室做電療 20

分鐘的治療，之後熱敷 10

分鐘 

 

電扶梯往上站在楊奶奶的後

方 

或電扶梯往下站在楊奶奶的

前方 



 

之前楊奶奶已經有來坐 20

次的電療了，這次複診是新

的一輪，繳費直接機器繳費 

 

 



參、 預期效益與檢討 

透過「自主老年生活規劃課程」，參與者能夠系統性地回顧自己的人生，並以「我的老後生活筆記

本」為工具，深入理解自己的過去、當前生活狀況及未來的財務安排。這不僅幫助長者提前思考未

來的生活需求，還能促進他們在面對困難時的自我應對能力，增強自主性。透過「我的老後生活筆

記本」，沒有子女在身邊或希望自主生活的老人將獲得明確的指引和適當的生活支持。這本筆記本使

他們能夠提前思考未來，進行全面規劃，從而維持生命的尊嚴與自主性。 

「單程旅行箱」課程則讓參與者能夠以具體的方式整理自己的人生意義與遺願，透過寫信、準備禮

物及生前契約等方式，帶來心靈的釋然與平靜，並幫助他們以更積極的心態面對未來。 

 

在「就醫協助」課程中，長者與照護者將學習如何有效安排就醫流程，特別針對行動不便者的需

求，確保他們能夠在醫療過程中獲得舒適和尊嚴。這將提升他們在就醫時的信心與安全感。 

 

對於希望在退休後持續貢獻社會的健康老人而言，這提供了一個珍貴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將自己的

心力和經驗回饋社會。這不僅幫助他們避免長時間待在家中，還能促進他們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價

值和意義。 

 

整體來看，這些課程不僅增強了老年人的自主生活能力，還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提升社會

價值感與歸屬感，實現社會互助與共生的理想，讓每位長者在生活中感受到支持與關懷，維持尊嚴

和活力。 

 

在開展生活秘書實習的過程中，我們面臨了一些挑戰，以下是主要問題檢討及改進建議： 

 

1. 生活秘書資格標準不明確  

   現階段，成為合格的生活秘書的資格並未明確訂定，這使得在協助長輩填寫「我的老後生活筆記

本」時，秘書們難以抓住關鍵需求。我們需針對生活秘書的培訓制定更清晰的標準，包含必要的知

識、技能與溝通技巧，以提升秘書的專業性與信任度。 

 

2. 就醫協助的信任度不足 

   由於計畫針對未獲得長照補助的長輩，但在實施中發現，長輩對於陌生人協助就醫的信任度不

高。未來需要設計一個信任建立的過程，例如通過社區介紹、先進行小規模的陪伴活動，讓長輩感



受到生活秘書的關懷與專業，進而提高接受度。 

 

3. 收費問題影響協助意願  

   原本設計的公益價格受到了學員的負面反饋，許多人認為價格過低，這反而降低了協助的意願。

建議重新評估收費標準，考慮合理的市場價格與公益性之間的平衡，或設計分級收費制度，以吸引

更多有意願的秘書參與。 

 

4. 機構探視的角色定位  

   目前我們的角色更像是監督機構的監察者，這可能引起一些機構的排斥。未來需要重新定義我們

的角色，強調生活秘書在支持與協助長者的角度上，創造「三方共贏」的局面。可以考慮設計合作

計畫，例如定期舉辦機構分享會或培訓，促進機構與秘書間的信任與合作。 

 

改進建議 

- 制定明確的生活秘書培訓標準和考核機制。 

- 建立信任的溝通與接觸過程，讓長輩逐步了解生活秘書的角色。 

- 調整收費標準，尋求合理的市場定價與公益價的平衡。 

- 重新定位機構探視的角色，強調合作與支持，而非監督。 

 

這些改進將有助於提高生活秘書實習的成效與影響力，讓我們更有效地服務於長輩，並促進社會的

整體福祉。 

 

 

 

 

 

 

 

 



肆、經費總支出明細表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自籌 公益金補

助 

實際使用 說明 

教材發展

專家會議

出席費 

1000

元/小

時 

4 次×2

小時×6

人 

48,00

0 元 

 42,000 42,000 進行 4 次專家

會議，確定教

材內容 

講師費 2000

元/小

時 

2 場×7

小時+5

小時 

38,00

0 元 

 38,000 28,000 特殊課程各 2

小時上課，3 小

時實習 

場地費 場地

費

2000

元/場 

4 場 8,000

元 

8,000   上課所需場地 

雜支費 6000

元/月 

7 個月 42,00

0 元 

42,000   手冊表格及教

材之研擬與印

刷，書籍、影

印、郵票、茶

水等 

合計   130,0

00 

50,000 80,000 7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