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期照護人員安寧照護培訓推廣計畫」銜接進階課程綱要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 

 地    點：12/9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 4 樓 

 邀請對象： 

1. 已完成本基金會 106 及 107 年辦理「長期照護人員安寧照護培訓推廣計畫初階課程」者 

2. 服務於有具體推動及執行安寧療護的長照機構之工作人員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綱要 講師 

107.12.09 09:00-10:20 

症狀控制 

(護、社) 

長照機構如何連結醫療資源在機構內推動安

寧照顧?讓理念落實到機構更是社會所需。隨

著高齡化社會的發展，長期照護機構的普及，

當醫療機構長者的疾病已經束手無策，治癒性

治療無反應時應提供末期長者更積極性及全

人化的照顧。針對護理、社工分組教學末期病

人常見症狀並評估發生原因以及如何協助緩

解痛楚，例如發燒、水腫、便秘、疼痛、喘等

症狀。在機構內自己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安寧服

務，讓機構照護人員在第一線面對末期住民照

護時，能了解應具備的知識、技能，並於臨床

工作更有信心因應各種末期照護情境。 

劉曉菁 

與寧為伴-

安寧療護

如何在長

照機構推

行和落實 

(照顧服務) 

目前安寧療護正確觀念尚未普及的臺灣醫療

環境裡，病人及家屬多半是臨至疾病末期才入

住安寧病房，許多的病人及家屬甚至對於安寧

療護是帶著偏見或負面的想法。另我國高齡者

居住機構比率逐漸升高，居住在家中的高齡長

者遷住長照機構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考慮長期

照護人員需要具安寧照護專業的能力，以協助

住民和其整個家庭成員面對死亡的挑戰。爲全

面提升長期照護人員之安寧療護專業能力，藉

由相關訓練及輔導機制，期能強化長期照護機

構安寧療護服務品質。 

劉景萍 

107.12.09 10:40-12:00 

如何進行

家庭會議

(護、社) 

機構住民常因家屬的疏離，或家屬的內疚等因

素，而讓機構人員鮮少與家屬討論住民對末期

時的醫療期待；加上機構擔心醫療糾紛，即便

已簽署安寧意願書，仍將末期住民送醫。從中

凸顯「家庭會議」的重要性，其目的在於透過

長者與其家人交換意見，做出符合大家理想的

決定。從溝通中彼此更能互相體諒，也更能以

同理心感受其他成員；藉此透視問題之癥結、

解決問題。然而長照機構什麼時候該啟動家庭

會議、如何啟動以及醫療團隊成員在會議中的

角色，另外面對每個人的家庭背景文化差異，

要用什麼方法與病人及家屬討論 ACP/DNR，以

及醫院/安寧團隊的連結等等。透過講師實務經

驗與討論中帶出機構如何進行家庭會議。 

翁益強 



住民需求

評估 

(照顧服務) 

長照機構是一個由「人」服務「人」的行業，

良好的照護是指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

提供適當的照護給適當的人。住進長照機構的

住民，皆是某個程度的失能或老化，面對疾病

不同、症狀不同、個人特質不同和家庭文化差

異，照顧服務也因人而有所不同。長照人員需

針對住民進行需求評估，第一次評估應在住民

與機構首次接觸時，並依失能或老化的程度。

確認住民及家屬的需求，運用內外資源，滿足

其個別化的需求，強調建立整合性全人照顧服

務模式。本課程旨在瞭解長期照護住民人口群

-身心靈暨社會需求層面以及如何進行評估住

民需求。 

陳美慧 

107.12.09 13:10-15:45 
議題個案

討論 

從機構常面臨的多項現況議題進行分組案例

討論，從案例中討論及教導學員在面對照顧對

象時，各職類別的工作人員如何相互支援、支

持，進而練習將理論化為實際運用。鼓勵個人

提出自己的想法與經驗，共同找到可用的資源

和創造新的行動力量。將以非癌－失智及癌

症，設定二類型的個案討論，議題如下： 

 何時是談論安寧的時機點(與住民、與家

屬) 

 安寧療護倫理與法律 

 癌症/非癌病人舒適照護、症狀控制 

 末期病人及家屬之哀傷輔導 

 工作人員哀傷輔導及生命教育課程 

 我在我的機構可以如何推動安寧? 

羅玉岱 

107.12.09 16:00-17:00 

助人者於

照顧末期

住民心理

調適 

有些長者一住進機構就是十年、二十年，對他

們來說機構是他們的家，而機構照顧者也將他

們視為自己的家人照顧著，住民身體的不適或

死亡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衝擊。有研究指出，機

構人員面對死別情境下之被剝奪的悲傷，因著

缺乏表達悲傷的正當性、承接喪親者悲傷、機

構人員工作場域對死亡的噤聲以及工作情境

沒有空間和時間表達悲傷，使得機構人員對死

別情境下的悲傷與哀悼過程被剝奪。故本課程

旨在對照顧者自我探索覺察，對心理哀傷識別

及調適。如何自我照顧，面對悲傷的哀悼賦予

回憶意義感、轉念以及追求好走。 

張詩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