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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 機構簡介

2. 服務項目與內容

3. 多元服務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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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照顧收案條件

1.經衛生局長照中心評估失能等級2〜6級，
且符合補助資格

2.居住在台中市且年滿50歲以上失智症者。
(可自行行走、如廁、用餐、無管路且非有
經常性醫療照護需求，與他人可和平共處，
經醫師診斷證明無傳染病)

備註:可服務失智/能長輩30位



服務內容

1. 日間照顧

2. 交通接送

3. 餐食照顧

4. 沐浴服務

5. 社區式晚餐

6. 日間照顧喘息服務(隔週六)

7. 發揮現存能力與生活照顧及生活自立訓練



服務內容

8.健康促進及文康休閒活動

9.福利諮詢與轉介服務

10.護理及物理生活促進服務

11.節日慶典及旅遊

12.辦理家庭照顧技巧課程



單元課程安排

依照長者能力屬性設計活動，採「小單元分組」充
分運用懷舊題材等概念於失智型日照家園上，就是
為了讓長輩有愉悅開心的感覺，並在熟悉的環境裡
去適應生活



單元課程安排

看見長者過去擅長的、現在還能做的，設計課程安
排讓長者發揮所長、提升成就感



生活自理與生活訓練照護

強調個人尊嚴及提供失智老人原有生活樣貌之服務，
如鼓勵協助洗碗、家務等



個別化行走能力的加強及維持



照顧服務員
• 日常照顧、帶領活動並紀錄、各項工作紀錄、環境清潔

• 每月一次個案研討會議,針對個照顧個案狀況,提出改善措
施

• 安全維護-注意長輩異常情緒和問題行為,應加強處理技巧
及預防意外措施

• 發現個案任何異常的狀況時應立即通報護理人員或主管並
協助處理

• 交通協助-每日交通到達時的接送和安全維護



護理
• 指導用藥、餐食分配、健康管理、家屬衛教、安

全維護、執行生命徵象監測、輔療性活動評估流
程規劃

• 定期安排老人健檢、流感疫苗注射

• 品質掌控及感染控制(新冠肺炎)

• 問題行為處理(每週記錄，每季統計分析)



志工陪伴

 志工的人力補充讓機構得以能繼續努力照顧失智長輩的工作

 陪伴服務：關懷與陪伴長輩、個別陪伴、協助看護現場長輩安全。

 餵餐服務：協助長輩的用餐。

 活動協助：活動場地佈置、協助活動進行、陪同長輩並與其互動



專業音樂輔療老師，既有運動效果又能引發長者動機，
提升成就感



多元社區參與及資源連結

與語言治療所及中山醫研究
生合作，簡單口腔保健活動

看見長輩的需要!

長輩的硬甲、厚甲，在媒合足
部護理志工協助下逐漸改善



多元社區參與及資源連結

111年度長輩健康促進站

失智長輩剪髮困難?

在曼都理髮巧手下皆迎刃
而解



多元社區參與及資源連結

媒合大學社工實習生，
帶領長輩團體活動

媒合新光銀行及艾樂居家機
構，與長輩合作春節燈籠



多元社區參與及資源連結

每年與弘光諮輔志工隊合作春季旅遊



社區日照跨專業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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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師諮詢介入

*約聘訪視4小時/月

1.照護人員提供營養師長輩每個月體重概況，或有什麼偏
好，並收集有糖尿病或是其他疾病近期返診狀況，依據
長輩的進食情形加以提供個別需求之營養建議

2.營養師也會特別跟家屬、工作人員進行衛教



物理治療師-個別性評估

*約聘訪視4小時/月
針對長輩的個別化狀況，進行復健訓練或生活復健建議，給
予照顧人員及家屬能透過簡單的居家復健動作達到復健效果



家屬支持講座/課程

照顧是非常漫長的一段路，每個失智照顧階段都有不同的需
求與目的，透過照顧主題定期媒合講師與家屬討論照顧，能
增加照顧技巧及知能，獲得同理及支持



「同理與尊重」概念

將長者當成自己長輩/家人對待

確保他們「快樂」環境中度過最後時光



營造長者快樂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