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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認識老化各種現象與對個體所產生的影響。

 了解人口老化對社會所產生的衝擊與帶來的問題。

 了解現有的老人福利服務措施與制度。

 熟悉老人社會工作的意涵與方法。

在研讀本章之後，學習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



前 言

 為了讓個體、家庭、社會與社會工作專業都對老人
族群與相關服務有充分的概念與知識，社會工作教
育要如何倡導社會大眾、引領社會工作科系學生，
也是近年來社會工作界持續努力的目標。



第一節 認識老人

 我國《老人福利法》與世界衛生組織都將65歲作為
界定個體步入老年階段的分水嶺。

壹、生理層面的探討

一.老人的生理變化

當老化的速率高於基本生理功能的維持時，個體
的身體機能就會出現各種運作不佳、調適不良的
情況，也就是衰退。

壹、生理層面的探討



第一節 認識老人

外觀的轉變

全身皮膚皺紋增加、體態傴僂、體型肥胖或乾
瘦等。

器官功能的變化

聽力、痛覺等感受遲鈍，循環變慢、內分泌系
統變弱等器官功能的變化。

壹、生理層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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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理變化帶來的影響與危機

慢性疾病的增加

有白內障、惡性腫瘤與消化道潰瘍或老年失智
症等。

事故傷害的增多

置身於不熟悉、緊張、吵雜或需要快速反應的
情境時，容易發生跌倒骨折、燒燙傷等事故。

壹、生理層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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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照顧能力的下降

個體會隨年齡的增長產生不同程度的身心障礙
，且會視其失能的情況影響到自我照顧、獨立
生活的能力。

醫療支出的增加

老年醫療費用幾乎是各年齡層之冠。

壹、生理層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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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心理層面的探討

一.老人的心理變化

老年的資訊處理：記憶與學習

(1)多數老人的短期記憶能力降低，但長期記
憶能力未受影響。

(2)雖然老年個體的思考能力速度減慢，但這
並不影響其做出決斷或邏輯思考的能力。

貳、心理層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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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的認知發展：態度情緒

不是每個老人都會出現負面的心理感受，透過
適當的諮商輔導，擁有正向積極的生活感受。

二.老人常見的心理異常／精神疾病

伴隨社會環境的快速變化，加上家庭結構的核心
化，部分老人會因而出現心理衛生問題。

貳、心理層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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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憂鬱症

是現代社會常見的心理衛生疾病，會出現憂鬱
感、莫名執著的罪惡感或愧疚感等。

老年失智症

失智是一種全盤性的腦部功能退化，其影響層
面包含記憶力、抽象或邏輯思考能力。

貳、心理層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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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自殺

生理功能的衰退、社會參與的減少以及各種適
應不良的情況，且自殺死亡率也相對高漲。

貳、心理層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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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老人的社會適應

一.相關的理論觀點

老年之階段理論

(1)適應生理上引起之健康衰退；(2)適應退休
所引起之收入遞減；(3)適應伴侶之喪失；(4)
與同輩產生認同感；(5)適應所扮演的社會角
色；(6)安排生活休閒活動及居住安排。

參、老人的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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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之角色理論

強調老人之言行應合乎其年齡，個體在進入老
年階段時，應該要再「社會化」。

其他相關理論

活動(活躍)理論

•老人應扮演主動、有社會價值的角色，並與
其他人互動。

參、老人的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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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解脫）理論

•主張老化是個體與社會朝向相互分離的自然
過程，這個過程會導致老人與社會系統及他
人的互動逐漸減少。

社會繼續理論

•主張個體在老年時傾向繼續維持一種一致的
行為模式，個體將會尋找相似之角色以因應
社會環境之變化。

參、老人的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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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老化

•較有系統且被廣泛運用的觀點有二：

 1.Baltes與Baltes的「選擇、最適化與補償」模
式。

 2.Rowe與Kahn的「疾病失能低風險、心智身體高
功能、老年生活積極承諾」模式。

參、老人的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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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老化

•強調積極參與活動和健康之間的連結，以及
聯合國國際老人年所提出的獨立、參與、尊
嚴、照顧、自我實現等五項原則。

二.常見的社會適應問題

常會面臨角色失落、生活照顧與人際互動少、經
濟來源不足或不穩定等方面的問題。

參、老人的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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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經濟安全

在現有的年金與退休金制度、親友借貸與通貨
膨脹等因素影響下，造成「活得愈老，變得愈
窮」的困境。

老齡歧視

伴隨著科技進步與社會產業的轉變，相對的開
始貶低老人對社會的貢獻，對老年個體有一定
程度的偏見或歧視。

參、老人的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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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虐待

在照顧出現問題時，許多失能老人淪為照顧者
宣洩壓力的對象。

參、老人的社會適應



第二節 人口老化的趨勢

壹、人口老化的意涵

伴隨醫療科技的發達以及生產製造能力的提升，
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呈現爆炸性增長，導致人口結
構出現重大的轉變。

壹、人口老化的意涵





第二節 人口老化的趨勢

貳、人口老化的發展趨勢

從各國發展狀態來看，西方國家腳步較快，歐洲
的法國與瑞典堪稱是邁入高齡社會的先驅，美國
則是在20世紀初加入高齡社會的行列。

貳、人口老化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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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口老化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並不僅止於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而是對社會各
層面不同的衝擊，如：財政支出、生活型態等。

參、人口老化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第二節 人口老化的趨勢

一.扶養照顧的問題

老化是無法避免的事實，使得老年個體需要他人
的照顧或協助，才能保有一定的生活品質。

參、人口老化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長照第2篇長照服務對象有哪些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dZn0U7Q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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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變遷的問題

人口老化將為休閒、照護及醫療等方面的市場帶
來新的商機，並建議相關企業及早迎合銀髮族消
費市場，建構配套的生產與行銷管理措施。

三.經濟安全的問題

老年後的醫療需求提升、通貨膨脹因素，許多老
人即便有退休金、國民年金或其他的配套措施，
仍有可能會出現金錢匱乏的情形。

參、人口老化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第三節 老人福利服務措施

 多數老人都認為以下幾項是他們最重視的福利需求
：(1)醫療保健面向；(2)經濟保障面向；(3)文康休
閒面向；(4)社會參與面向；(5)居住安養面向；(6)
家庭關係面向。



第三節 老人福利服務措施

壹、老人福利相關法規與政策

一.老人福利法

將老人福利的對象、機構類型、經費來源與服務
內容都予以界定規範，將「老人權益」概念納入
老人福利中。

二.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1998年）

透過各種服務措施，達成保障老人經濟、充實人
力設備與落實居住安養等目的。

壹、老人福利相關法規與政策



第三節 老人福利服務措施

三.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08年）

建構一個符合多元化、社區化、優質化、可負擔
及兼顧性別、健康條件差異等之長期照顧體系。

四.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2009年）

方案目的聚焦於「活躍老化」、「友善老人」與
「世代融合」，使老人享有尊嚴、獨立、自主的
晚年。

壹、老人福利相關法規與政策



第三節 老人福利服務措施

五.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2017年）

實現在地老化，完善我國長照服務體系，衛生福
利部自2017年起進一步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長照2.0小教室】第二課 長照2.0服務內容—
長照四包錢(上)—照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
務 - YouTube

壹、老人福利相關法規與政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pGJkjkBw


第三節 老人福利服務措施

貳、老人福利主管機關與服務單位

一.衛生福利部

主責各項醫療衛生實務，負責護理之家、復健機
構與急慢性醫療院所的管理以及老人流感疫苗施
打的防疫工作。

貳、老人福利主管機關與服務單位



第三節 老人福利服務措施

二.教育部

受到少子女化的影響，減班、併校已是趨勢，但
相對的，老年人口增加提升了老人教育的需求。

三.內政部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為各地榮民醫院與榮民之家的主管單位，並由各
地辦公室執行榮民的各種關懷輔導工作。

貳、老人福利主管機關與服務單位



第三節 老人福利服務措施

參、老人福利服務項目

大體上將現行的福利項目分為健康維護、心理及
社會適應、其他福利措施等幾大類。

參、老人福利服務項目







第四節 老人社會工作

 針對老人生理、心理與社會相關面向可能的問題，
連結到適當的資源或提供服務，使老人能夠適應或
改善其所處的環境，能夠正常、安全的生活。

壹、老人社會工作的功能與目標

希望能夠幫助個體預防可能發生的困擾或問題、
面臨問題時幫助其良好調適恢復。

壹、老人社會工作的功能與目標



第四節 老人社會工作

服務目標可以歸納成下列幾點：

1.協助個人擴大解決問題與因應的能力。

2.協助個體獲得適當的資源。

3.使機構能適當反應個體的需求。

4.促進老人與環境中他人的互動。

5.透過種種措施影響機構對法規與制度的改善。

6.透過各種作為來影響社會大眾的價值觀念。

壹、老人社會工作的功能與目標



第四節 老人社會工作

貳、老人社會工作的領域與介入

依據主要業務執行的地點來區分，大體上可以分
為機構式、社區式與居家式三大場域。

貳、老人社會工作的領域與介入



第四節 老人社會工作

一.依據施行的場域區分

機構式的服務場域

包括護理之家、長期照顧機構等，屬於24小時
全天進住的單位。

社區式或居家式的服務場域

係指所服務的老人並非全天留在機構中，而是
在有服務需求時才到機構接受服務。

貳、老人社會工作的領域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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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施行的方法區分

老人個案工作與個案管理

個案工作是一種直接的服務方法，找出解決老
人所遭遇困擾的途徑，給予專業處置。

個案管理主要是針對多重問題或複雜需求的案
主，幫助老人逐步處理生活上各種困難。

貳、老人社會工作的領域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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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團體工作

依據功能的不同，可分為：(1)支持性團體；
(2)治療性團體；(3)社交娛樂教育團體；(4)
倡導服務團體；(5)家庭照顧服務提供團體。

老人社區工作與社區照顧

以社區老人為服務對象，透過專業服務的提供
，滿足社區老人某些特定需求的工作方法。

貳、老人社會工作的領域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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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老人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挑戰

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在於資源連結、倡導教育、協
調使能及研究。

一.服務的前提

老人社會工作者有幾件一定要先確認清楚的事情
，分別是：

1.對象。

參、老人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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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標。

3.概念。

4.工作。

5.責任。

6.保障。

7.倫理。

參、老人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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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的技能與措施

經常運用到下列工作技能：

1.個案評估。

2.個案照顧。

3.家屬照顧。

4.活動規劃。

5.資源連結。

6.危機處理。

7.財務管理。

8.特殊問題處理。

參、老人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挑戰



第四節 老人社會工作

三.服務常見的狀況

1.老人或家屬堅持要送禮或請客。

2.老人或家屬要求額外的服務投入。

3.老人被鼓勵要依賴服務。

4.權責單位對服務的事前評估作業不足，以致評
估效果不彰。

參、老人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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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人要求參與某些營利或金錢交易行為。

6.因為非常熟悉，以致與案主之間的專業界線模
糊。

7.送餐服務老人或家庭會要求給予特定的服務介
入。

8.老人或家屬會打聽其他案主的情況。

參、老人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挑戰



結論

 透過老人社會工作的各種專業介入措施，希望能夠
達到強化老人有尊嚴、自決、自我實踐的發展狀態
，享有理想的生活品質。

 從事老人服務的社會工作者，除了提供直接服務促
進個人生活品質外，也應當要致力於避免虐待事件
與老年歧視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