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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當前台灣地區高齡者健康照顧之本質及其相關議題思考（一）

一、關於六項不勉強照顧原則的人文思索

二、關於留職停薪照顧者所牽動之於「人-事-時-地-物」的延伸性思考

三、超高齡社會之於老本議題及其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的思考論述

叁、當前台灣地區高齡者健康照顧之本質及其相關議題思考（二）

四、關於推動『全齡大學』及其典範建構的延伸性思考

五、從諸多老化議題現象追索安老之可欲、可行和可為的相關思索

六、關於有超過九成長輩營養攝取未達標一事的延伸性思考

七、關於從失智症、失智症者、失智症照顧到失智症者長期照顧的延伸性思考

肆、代結論—擺盪於『高齡者健康照顧』與『高齡者無知之幕』的迷思、弔詭

講題大綱



一、關於六項不勉強照顧原則的人文思索

『不要一個人解決問題』『積極地使用服務、輔具、照護產品』『和不同專業的人請教』

『了解輕鬆的照顧方法，以及失智的知識』『不追求滿分』『不要忽略自己』

    

  從無力無助到孝道外包

  以迄於孝親商品階層化

  抑或是使用到飽足的盡撈長照心態

從共照機制到協力合作

從態度、技巧到素養知能

從使用政府長照資源到照顧素養培力課程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9562


二、關於留職停薪照顧者所牽動之於
「人-事-時-地-物」的延伸性思考

從由誰來照顧到如何加以照顧及其照顧事項之類的各種技術性操作

認識資源、照顧協議、資訊透明的『預備照顧者』

照顧技巧、試行評估、配套備案的『新手照顧者』

多重角色、壓力加乘、變更協議的『夜間照顧者』

全面阻礙、身心疲憊、家照支持的『專職照顧者』

生活適應、勞動權益、補充協力的『移工照顧者』

機構調適、家事協議、最後一哩的『機構照顧者』

創傷知情、社會參與、職業重建的『畢業照顧者』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408230066.aspx


三、超高齡社會之於老本議題及其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的思考論述

高齡長者之特定對象、特別項目及其特殊需求

「金融剝削」（financial exploitation）成為了一項新興的社會性關注議題

高齡—金融規劃—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

商機市場、多元責任、老人最佳利益

從侵占老人財務金融的客觀事實到

老人個別的內在歸因到外部系統歸因

從實體財務到數位金融

從相對剝削到絕對剝奪

從額外福利增進到基本權益保障

https://www.cw.com.tw/aging/article/5128822


四、關於推動『全齡大學』及其典範建構的延伸性思考

高齡者樂活學習的創造性轉化思考，生命質感的多重性意涵

  從混齡到全齡、從熟齡到高齡、從第二學位到攻取進階學位  

從推廣教育到終身學習、從學校寶山內修到社會生活外行

  從知能學習到生命交流

  從主流學生的典章制度

到熟齡學生的量身訂製

制訂〈熟齡學生修課及畢業規定〉

安住其心

讓保有終身學習初衷的熟齡學生

得以追索第三人生的躍動天光 

https://www.hfu.edu.tw/Front/Announce/Announce-02/News.aspx?id=%2BCcwjg98bKg=&Sn=1570


五、從諸多老化議題現象追索安老之可欲、可行和可為的相關思索

「個體—制度—大環境」

〈勞動基準法〉〈全民健康保險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銀光世代背後所糾結的乃是一項涵蓋_迎老、敬老、恤老、扶老、  

不老、畏老、慢老、適老、逆老、抗老、不用老、仇老的愛憎情結

  從福利增進到權益保障

  從需求滿足到風險規避

  從就醫就養到就學就業

  從五權到五安

『安全、安心、安養、安定、安居』

https://www.oldpeople.org.tw/pop/pages/1cb42d3df1cb465aab0b9c430d04d939


六、關於有超過九成長輩營養攝取未達標一事的延伸性思考

從高齡者自覺到表達性需求的主觀範疇

從長輩的個人飲食習性到官方規範營養攝取

從所有老人到特定長者

從特定樣本到有限推論

從認知態度到外顯行為

從意願態度到主客觀能力

從個別性差異到結構性限制

從有得吃、吃得飽到吃得夠健康營養



七、關於從失智症、失智症者、失智症照顧到
失智症者長期照顧的延伸性思考

『理念—政策—立法—制度—行政—服務輸送』

涵蓋全人、全程、全家、全社群、全齡和全社會的協力網絡與照顧體系

對於不同年齡分布及其身心疾患失智症者

實有其復歸生活環境、問題診斷、需求評估、資源盤點及其失智照顧計畫 

之和合分殊的因應措施

失智者的個人動力、親屬的家庭動力、

外部的系統動力之通盤性檢視

                  喘息服務  經濟安全

                  社會參與  心理支持  靈性關懷

https://1966.gov.tw/LTC/cp-6456-69825-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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