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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除了

生理上的照顧，心靈的陪伴關懷，促進被

照顧者與家庭和社區的互動融合，甚至是

協助他們的臨終及身後事，都是照顧工作

者要經歷的陪伴過程。不簡單，是因為這

是一份需要時時承諾以「專業」、「愛心」、

「耐心」來照顧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

「人」的工作。

可想而知，願意對這樣的工作說「我

願意」的人實在難尋。沒有光鮮亮麗的制

服，沒有紅利分股的誘因，照顧工作者最

大的回報，來自服務對象的信賴與笑容；

最豐厚的紅利是看見服務對象因自己的服

務而變得不一樣，對絕大部份不認識這份

工作的人，這樣的工作實在不具吸引力。

可是，在白永恩基金會卻有一群照顧

工作者甘心投入這樣的工作多年，不但熱

情不減還樂在其中：

陪著長輩走向人生終點的陳孟

吟，成就感來自於失智長輩記得她的

名字，她希望能讓長輩快樂一天就一

天，周宜瑾從小嚮往著白衣天使－南

丁格爾的精神，並且受到守護重度身

障者近 50 年的神職人員和工作者感

動，她願意延續這份愛的使命。

照顧服務工作者的
小日子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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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歲從新竹尖石鄉泰雅部落來到

都市的林春蘭，跟著姊姊進入聖安娜

之家，看見這群孩子和自己一樣生活

在如同山上一樣的單純環境，就這樣

待了 26 年。

九年前面對職涯轉換的許春惠，

拿出考取多年卻未曾使用的教保員證

照來到聖安娜之家，擔心不會包尿

布、不會幫他們洗澡，如今這裡是她

「一個愛的出口」。

三年以前黃信裕每月必須拼酒、

拼業績才能拼到薪水，在家人鼓勵下

轉行，擔任聖方濟長照中心復康巴士

「運轉手」，如今每天用「愛」讓車

啟動，努力節省長輩看診時間，找到

生命成就感。

長期擔任慈濟志工的陳素娥，想

有份穩定、又能兼顧家庭的工作，拿

到照顧服務員資格後，在日照中心成

為失智長輩口中的「老師」，雖然照

顧耗費心力與體力，2年時間，她說：

「我的愛沒有減少」。

後山人力資源極缺乏的臺東南

端，畢業後沒有工作經驗、擔任家

庭主婦 15 年的曾春梅，以及從未接

觸過身心障礙服務的潘秀蓮，邊做邊

學，組織提供進修機會、取得專業證

照，在家鄉就業又可兼顧家庭。

這些照顧工作者告訴了我們：「在成

就別人的同時，也成就了自己」是這份工

作獨一無二的價值。在台灣進入高齡化社

會，長期照顧工作亟需人力投入的時刻，

期待這群白永恩夥伴的分享，能讓更多人

願意對照顧工作說「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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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了，我的心都沒有變，別人以

為做久了，愛就會減少，我不會。」

長年在慈濟當志工，滿臉笑容又熱情

的陳素娥，看見聖方濟長照大樓興建，來

捐款，落成時發現缺工作人員，來當志工，

第四天，她就主動跟主任說：「我一定要

來這裡上班。」

「一直到現在，我沒有後悔，我成長

很多。」照顧近 20 位、平均年齡 85 歲、

且九成是失智的阿公阿嬤，常常在下班時，

與夥伴攤坐在長輩的椅子，感到體力全都

消耗掉了，「但內心是快樂的。」素娥說：

「我常跟女兒說『到了這個年紀，這個工

作是媽媽想做的』，看見長輩因為我的『全

力以赴』，讓子女覺得他們爸爸媽媽來到

這個機構有被照顧到，他們 ( 子女 ) 就可以

很安心去上班。」

為什麼這個工作讓她快樂又滿足呢？

素娥說：「工作團隊很重要！」，首先是「轉

換」照顧服務員的身份，聖文生日照中心

組長許玉珍表示：「『照服員』阿公阿嬤

聽不懂啦，我就跟他們介紹，『這是某某

老師』，這樣方便長

輩記得」，沒想到這

樣的「方便」，讓服

務長輩們的「老師」

受到尊敬，提升了工

作價值。

再 者 是「 授

權 」， 讓 第 一 線 工

作人員自由發揮，素娥笑著說工作團隊的

「創意」；有時失智長輩會反應身體哪裡

不舒服，往往只是想被關心的心理作用，

「最近有位阿嬤說耳朵聽不見，我們在她

身後小聲說話，她一樣很快回頭，這時候，

我們會扮演專屬的『醫療團隊』，關心問

診後，用棉花棒輕抹耳朵，阿嬤就會『聽

見了』，阿嬤還會說我們比一般的醫生更

棒！」

一開始接受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是為

了要照顧先生，樂觀的素娥在先生罹患憂

鬱症後扛起家裡經濟重擔，二個女兒是她

的精神寄託。工作之餘仍忙於慈濟志工的

關懷工作，她在聖方濟的快樂也感染了其

他志工同伴：「他們看我來這裡之後變的

很高興，我也鼓勵很多人去上照服員的課

程唷，他們現在大部份是從事居家服務，

有收入又可以服務別人，還可以學會照顧

家人。」

現在老人已經越來越多，需要更多的

人去關懷和照顧他們，素娥希望有更多人

加入照顧長輩的行列，「這是很有福報的

一件事唷！」

照顧長輩
是很有福報的一件事

照顧服務員 /陳素娥

生命終點的陪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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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很長一段時間穿梭在藥局、診所、

醫院，為了把藥品推銷出去，即便那些藥

是急救用，長時間會傷身體，但為了業績、

領一份薪水，仍必須努力賣出去，「有時

還要跟老闆拼酒，自己的身體都弄壞了」。

沒有想太多，只是為了能多點時間跟

老婆和孩子相處，不要再繼續之前的生活，

黃信裕二年半前來到聖方濟長照中心做了

司機。「以前沒有接觸過，知道是個安養

機構，…現在覺得這份工作的神聖與偉大，

特別是看見一些獨居老人，我跟著修女和

志工去了解，我想，一般人也不會去碰，

是這份工作最特別的地方。」。

每天一早來回三趟接送日間照顧中心

的阿公和阿嬤，接著帶長照中心的長輩外

出就醫或拿藥，下午三點陸續將日間照顧

中心的阿公阿嬤送回家，空餘時間陪同修

女和志工進社區協助居家服務，還要定期

清潔、保養與維修交通車。

「很忙」的阿信，非常討阿公阿嬤喜

愛，每天雖然行程滿檔，但是他對待阿公

阿嬤上下車卻是細心照顧，問他怎麼節省

時間呢？阿信反而感

謝之前的業務工作訓

練，因為了解就醫的

流程，知道怎麼跟醫

生和護士建立關係，

有時還讓行動不便的

阿公阿嬤提前看診，

盡量不要耽誤中午吃

飯時間。

在服務機構擔任「司機」乙職，聽起

來不像社工、護理師或是照顧服務員來的

有地位，問阿信是否覺得不被重視，他一

改微笑的表情，認真的表示：「越是沒有

重要性的地方，其實是他最重要的地方。」

他說，「我們是第一線的人員，最直接接

觸長輩的人，最了解每位長者的個性、習

性、特性，跟醫院的護士、醫生應對進退

之間，與診間其他人員互動，才能讓看診

順利順暢，因為默默的付出和默默的做，

你是看不到的，但卻是最重要的。」

看見朝夕相處的長者日漸凋零，像花

一樣，最後安息，阿信也會沮喪，「每個

人都會經歷這條最後的一段路，他們在這

裡可以得到照顧，他們的生活變好了，他

們在這裡安老，就會感到很安慰，很有成

就感。」

這份工作改了阿信的脾氣，讓他更懂

得也更願意去親近自己的父母，學會了量

血壓的重要性，他說，「都是來這裡才學

會的」。

復康運轉手
公里數是愛的總和

司機 /黃信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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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醫院、公職與民間機構累積超過

30 年豐富護理兼管理經驗的張錦秀，在聖

方濟長照中心重新啟用時，主任與修女三

次拜訪已退休的她，同是頭城人，看見聖

方濟在地服務將近 50 年不變的愛心，同時

顧念「照顧這些長輩是責任、也是使命」，

她重拾「阿長」( 護理長 ) 任務。

22 歲即進入老人長照機構工作的陳孟

吟，原本念幼保科，發現老人長照才是未

來趨勢，為了讓自己的求職生涯可以發展

的更廣，再回學校念老人服務管理系、兼

修社工相關課程，畢業後即進入機構服務，

25 歲的她來到聖方濟長照中心擔任社工。

在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的護理人員或社

工，除了服務老人之外，還包括家屬以及

重要他人，服務範圍具有多元功能和目標，

因此，需要許多專業以扮演好多元的角色。

剛來聖方濟的孟吟因為年輕，讓某些

長輩和家屬對她的專業產生懷疑，「我會

找主任跟我一起，他們才會聽」，她並未

氣餒，即時給予服務對象所需要的專業知

識、幫助家屬申請所需的福利服務，累積

了信任、獲得了認同後，她也從中產生了

成就感。「妹妹、護士、或是孟孟」是目

前服務的 37 位長輩叫她的名字，對於平均

85 歲、8 成中度以上失智或失能的他們不

管叫她哪個名字，她都很開心回應。

面對長輩過世是這項工作不可避免的

情境，無論工作累積 30 年的阿長、或是年

輕的孟吟都曾陷入情緒低潮，「想到還有

其他長輩需要你」，一轉念，就過去了。

孟吟常對實習生說：「不要想像工作很難，

要實際去做，能從中找到有趣的事。」為

了創造「有趣」的事，她會安排一些對長

輩生命會有不一樣的活動，例如每年安排

不同的地方郊遊、帶他們種花捻草讓生活

更有朝氣。

照顧人力與專業度不足是小鎮發展長

照的一項困境，為此，阿長鼓勵年輕護理

人員先到醫院磨鍊，增加學理基礎，再到

機構學習行政與評鑑工作。「做長照服務，

雖然不像幼教老師會有很大的回饋，也沒

讓老人家
能快樂一天就是一天

社工 /陳孟吟
護理長 /張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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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像日照長輩那麼活躍，但是如果滿足一

個長輩很小很小的心願，會發現他們很可

愛、很有趣，一樣也是有回饋的。」孟吟

非常鼓勵年輕人進入老人服務這個領域，

對於未來，她希望再充實「安寧照顧」的

相關專業，「我希望幫助他們能快樂一天

就是一天」。

歡迎加入白永恩基金會各服務據點的工作行列，

本會目前亟需社工、照顧服務員、生活服務／教保員若干名，

詳情請見「白永恩基金會」官網「人才招募」訊息。 白永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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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想過世界上會有水腦症、肢

體殘缺的孩子，無法自己吃飯行動，只能

躺著讓別人照顧。」30 年前第一次踏進聖

安娜之家的畫面，林春蘭至今難忘，對當

時 17 歲的自己來說，這是另一個世界，一

個從沒想過的世界。

來自新竹尖石鄉泰雅部落的她，看見

這群孩子和自己一樣，在一個單純如山上

的生活環境，生活需要仰賴別人打理，她

想為他們做點什麼。即使幾年後因為結婚

生子曾離職，她仍掛念他們，又回來了，

就這樣待了 26 年，「或許是有了自己的孩

子，我更能體會一個做媽媽的心情，我知

道他們需要更多的愛。」

另一個來自臺東的阿美族姑娘，很年

輕就離鄉到台北工作，面對職涯轉換的許

春惠，拿出考取多年卻未曾使用的教保員

證照，9 年前來應徵，當時只有擔心：「我

不會包尿布、不會幫他們洗澡」。

儘管過了許多年，工作人員和物資需

求仍是吃緊，她們快樂又滿足，雖然這裡

的孩子不太能靠言語表達自己的需求，只

要細心觀察與用心體會，孩子會懂，同時

也會讓你感受到你給的愛。「她的手會抱

著我的腿、會輕拍我，別的老師沒有，只

有對我…」這樣的暗號讓春蘭開心許久，

春惠說：「曾因為服務調整離開原樓層，

三個月再回來時發現孩子沒忘記我，他記

得我們之間的那首大象歌。」

生活照顧服務員、教保員每天陪伴服

務對象，彼此間有了依賴。教保員除了懂

得照顧專業外，需要寫 ISP（個別化服務

計劃）與教學方案，幫助孩子的在成長階

段學習，生活服務員需以「照顧好」服務

對象為工作目標，並協助課程進行，「我

常常在想，如果沒有聖安娜之家，孩子們

會去哪裡？」春惠說，「來這裡工作，就

像是為自己找到一個愛的出口。」

他們需要更多的愛
我要像媽媽一樣

教保員 /許春惠
生活照顧服務員 /林春蘭

身心障礙者的守護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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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裡的南丁格爾，是周宜瑾對護

理人員的第一印象。受到母親的鼓勵，讓

做事謹慎且條理分明的小瑾選擇了護理工

作，雖然家族成員多數從商，且對這種「把

屎把尿」與高風險的工作環境不太支持，

喜歡照顧別人的她一路走來，從未後悔。

經歷一邊念書一邊在醫院輪職的她，

熬過值班與上學日夜顛倒又苦又累的階

段，長時間處於睡眠不穩定狀況下，精神

和身體都出問題，經過同學介紹來到聖安

娜之家，擁有醫療系統的磨練，讓她除了

擁有照顧的專業外，還可兼具整合醫療資

源的能力，但真正的挑戰是：「在醫院裡

照顧病人與在機構裡照顧身障者是完全不

同的專業。」

聖安娜之家的服務對象不是單一性的

障礙類別，生理情況每個人都不同，「在

醫院依照常規護理進行，不需要太多想法，

但在機構第一線的生活服務員會告訴我孩

子狀況，我會想找出解決方法…」，也因

此讓小瑾產生成就感，「這裡讓我看見到

當初卡通裡的南丁格爾，

她的同理心及照顧殘弱

士兵的關懷精神」。

在沒有配置護理人

員之前，服務對象的醫

療需求，是由合作醫院

的醫生指導教保組長陳

秀蘭擔任，陳姐在聖安

娜之家服務已三十八年，她熟悉每一位小

天使的身體狀況，是小瑾最安心的依靠。

「五年前剛來時，許多作業系統、工作

方式與流程需要建立，機構最怕遇到像

SARS 或流感情況，需要讓機構每一位知

道怎麼預防，萬一狀況發生了，也知道該

怎麼做。」

「這裡就是我第二個家，每個人就像

是我的家人。」走進聖安娜之家完全沒有

屬於機構的「味道」，即使有些孩子會不

自主流口水，生活服務員或教保員會一次

次為他們清潔及替換衣物。「我們將孩子

從嬰孩看顧到大，最年長的小天使也五十

歲了。雖然說話不見得容易，但他們會記

得你，會用彼此之間的暗號表達互動。」

小瑾說：「這裡讓我看見『真正的照

顧』」，她有個心願，想要針對目前身心

障礙者老化健康管理的問題，更深入的研

究，調整此健康管理政策，分享給更多需

要的機構，同時她也非常鼓勵護理人員進

入機構服務。

用心就會獲得成就感

護理師 /周宜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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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養護機構、社區發展服務十餘年

經驗的潘秀蓮，與育有三子長達十五年做

家庭主婦的曾春梅，分別是臺東大武樂活

站與賓茂樂活站的照顧服務員。

早上帶課程、陪伴身心障礙者，下午

穿梭部落裡進行探訪，找到需要幫助的對

象，評估需求、給予物資、協助申辦福利

資源，或邀請他們到樂活站，接受生活自

理能力訓練、技能學習、職業陶冶，剛來

樂活站的她們感到「很有壓力」。

不曾接觸過身心障礙者，更沒有做過

相關的服務工作，春梅剛來時內心很徬徨。

秀蓮說：「他們待在家裡太久，到了樂活

站，開始對自己有期待，如果遇到學習達

不到進度，看到他們沮喪，我很著急，會

想是不是自己教不好…」，不過看到學員

彼此的感情越來越好，他們的作品一次比

一次更進步，會很有成就感。

「白永恩的服務在部落裡傳開了，現

在，部落裡如果看到身障者，會說『去找

白永恩，他們會幫忙！』」從陌生的族人、

到成為像家人一般的情誼，春梅和秀蓮最

感動的是：「他們叫我們『老師』，被叫

老師很臭屁耶！」因此，為了要擔起「老

師」的角色，基金會外派她們參與各項服

務專業的研習課程、技藝訓練講座，以及

相關專業證照取得。

狹長的臺東越往南服務資源就越少，

「部落真的很缺人」，「每次訪視，其他

單位都是 2 個或 3 個人，我們只有我一個

人，但是，我們白永恩幫助的是他們全家

人。」秀蓮說。

「我們也很需要『人進得來、貨出的

去』，需要懂得部落生活的社工、需要開

拓義賣市場的行銷人員。」臺東辦公室組

長林秀慧說。但是，「人很難找！」臺東

找工作人員無法靠 104 或線上投履歷，只

有口耳相傳或是原民會就業服務媒合，機

會實在很少。在部落做第一線服務工作，

雖然必備條件是要會開車、會說排灣族語，

但還是需要妥協，林秀慧說：「有心、願

意學習也很好。」

真實體現
社會工作者的價值在後山

照顧服務員 /潘秀蓮、曾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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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 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

2.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

3.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

4.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社會行政職系考試

及格，並具一年以上社會工作相關工作經驗。

█ 教保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 大專校院醫學、護理、復健、職能治療、物理治療、教育、特殊教育、社會、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輔導、心理、兒童及少年福利、幼保、早期療育、聽力、

語言治療、老人照顧、長期照顧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畢業。

2.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領有教保員及訓練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 生活服務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 領有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書。

2. 具教保員、訓練員或照顧服務員資格。

3.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保母人員職類技術士證。

4.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

█ 照顧服務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 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2.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3.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

與愛同行 歡迎加入我們    

誠
徵
工
作
伙
伴

宜蘭聖方濟長照服務處 /
宜蘭頭城

•社工主管 ( 大溪日照籌備處 )  

•照顧服務員 ( 養護組 ) 

•照顧服務員 ( 日照組 )

洽詢 (03) 977-1132 轉 206

臺北聖安娜之家 /臺北士林
•生活服務員

•社工員

•教保員 

洽詢 (02) 2871-4397 轉 212

臺東辦公室 /臺東賓茂
•社工員

洽詢 (089) 771-077

我們的團隊氣氛佳，福利制度健全，提供在職員工進階培訓機會，不僅能收入穩定、

還可擁有一技之長！

有相關結訓證書或證照為佳，除社工員之外，若無其中

一種證照，可至就業服務站或委辦單位上課，

取得教保員、生服員或照服員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