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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探討問題 

    高齡人口結構老化已經進入加速期，依據聯合國的指標看來，2018年臺灣高齡

人口佔 15-64歲年齡層比例將超過 14%成為高齡社會，2025年更達到 20%的超高齡

社會，2033年臺灣將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老」國家。 

國立中正大學地處全國老化指數最高的嘉義縣，加上隔代教養、新移民婚姻家庭的雙

重挑戰，高齡社會帶來的衝擊更形顯著：每日在新聞媒體上，悲劇性的老人相關新聞

不絕於耳，在在顯示嘉義縣之高齡人權保障已經亮出紅燈，急需有能力、有熱忱之高

等學府挺身而出，以專業者的角色協助在地政府，提升高齡者人權社會及專業教育。 

     

執行成果 

（含過程） 

1. 社群的活動紀錄 

⚫ 1008曹汶龍醫生演講 

此次演講邀請大林慈濟院失智症中心主任 曹汶龍醫師，主題為「創新創意的 

長者服務理念」，而內容主要分為五大部分，第一：照顧失智的問題在社區，第 

二：失智症重要的問題在照顧者，必三：失智友善社區推動，第四：失智症居 

家醫療，第五則是跨領域合作。曹醫師後半段的演講主要強調的是失智症重要 

的問題在「照顧者」以及友善社區的營造甚至是跨領域合作。據此想法，開始 

成立「家屬支持團體」並舉辦許多活動，包含家屬烏克麗麗教學、家屬廚房煮 

飯等等。而社區營造的部分則是辦理失智友善社區在我「嘉」，以民雄鄉大崎 

村為首，為失智症治療打造新視野。 

 

⚫ 1112張育瑋律師演講 

張律師演講內容主要講述門診前需要做哪些準備，第一是傾聽，因為當事人不 

會幫律師想證據，所以律師要學會聆聽當事人的故事，從中想哪些是可以用的 

證據。 先備知識講解完以後開始第一個個案，講者分享一個外籍婚生之訴的經 

歷：法院對於婚生小孩的態度如何，是本案的重點，最終還是扣回：要學會傾 

聽當事人的內容。 下一個主題是門診涉及的層面可能會有跨民法、刑法等各 

個內容而且稅法很重要都是門診時可能會用到的專業層面，接著介紹幾個近期 

「長者人權門診」遇到的個案，還有後續是如何處理及提供協助的。講解個案 

後，講者對長者問題的起源做剖析，舉例來說，可能會有子女經濟狀況的影響 

、是否有子女扶養、長者的監護宣告、輔助宣告；誰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等等 

的層面，都讓聽者可以從多層面且更實務的經驗來了解「長者人權門診」。 

 

⚫ 1217鍾欣怡團長演講 

本次邀請到了不可無料劇場鍾欣怡團長，講述的主題為故事淘金者，在長 

者人權門診中，會說故事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技巧。而且指出故事對人的吸 

引力其實是很大的。再來，說明故事的架構，涵蓋了時間、角色、場景、 

事件這四個要素，這時說明「打動你的是什麼呢」什麼樣的故事會讓自己覺 



 

 

得印象深刻，讓自己覺得進入自己的內心呢？而聽故事者又在乎什麼呢？ 

   ‘Storyteller is a believer.’是團長希望我們記得的一句話，雖然很多故事並不 

   真實，但透過訴說，還有我們說故事者的相信，確實可以讓故事變得動人、 

   打動人心。 

 

2. 與計畫書中所列之預期成效對應 

(一) 達成每月將會有至少一次以上的產業界專家，針對特定議題進行跨領域教師

演講。 

(二) 以高齡人權門診為主題，進行在地的教學觀摩：因疫情影響，無法深入在地

進行教學觀摩。 

 

3. 研究結果（回應探討問題） 

此次跨領域及產學合作，便是利用教師社群及產業專家共同帶領跨領域學生認識弱

勢者充權之基礎理念，從而接觸並且觀察在地民眾需求，透過教師及業師之引導，

檢視在地人權保障之個案正義及實務操作現況，以激發關懷社區及尊重他人的專業

素養，並培養學生發現與解決高齡人權問題的知能。來自不同語言、文化或知識背

景的學生，不論是在關懷據點的觀察學習、實證研究，或在高齡人權門診的個案服

務、案例解析，都可以使在校學習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互相為用，進而創造弱勢

者友善社會的人權教育典範，並與其他大學與所在縣市合作分享、永續經營。 

其他相關 

說明 

無 

附件 無 

※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教學發展中心，篇幅以 A4三頁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