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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鴻溝仍然不免帶來焦慮！然而，即使年輕人只能說著一口破台語，一個字

一個字地聽著老人們的故事，有時幫長輩量血壓，有時利用電腦輔具軟體陪著做

運動，有時，只是陪著坐在廟前納涼，老人家們總是牽著孩子們的手。因著長輩

們的厚待，相信孩子們在計畫過程中學會了比專業更深刻的事─生命！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鄭佩芬  

        計畫從107年度第一期「龍崎在地樂安居—AGE long耆」延續至109年度開展

的第二期計畫「惡地護老在龍崎—青銀共好 Age Long」，我們一路陪伴在地社區

與長輩們。不同於其他計畫的是，這個計畫的基礎尚淺，就面臨了一個超高齡社

會的高難度挑戰！服務的這些年，看著長輩的衰老凋零，同時感受到老人家們與

在地的活力奮鬥，團隊成員經常感觸良多，甚願藉著這樣一種多層的跨專業多元

照顧的嘗試開展，建構出綜融且全人的在地老化模式！

        計畫團隊師生對於龍崎的長輩們心存感激！年輕學子即使在服務規劃與實施

之前都已經經過各樣專業知能培訓，甚且還特地加強他們的台語口說能力，才在

計畫專業人員的陪同下前往，但當這群20歲的孩子面對高齡八、九十歲的長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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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團隊

合作單位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計畫主持人 鄭佩芬

長榮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周傳姜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 陳品君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 陳淑利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協同主持人 藍菊梅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協同主持人 鄭維瑄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協同主持人 謝祿宜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協同主持人 杜承嶸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協同主持人 莊靜宜

計畫主持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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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崎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

萃文書院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南市

龍崎區公所

臺南市龍崎

永續發展協會
榮祈教會

財團法人

一粒麥子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崎頂里

關懷據點

長榮大學USR

「惡地護老在龍崎」

計畫團隊

社團法人台南市

職能治療師公會

臺南市

龍崎區衛生所



居家訪視

投入師生124人次

關懷陪伴10戶

跨域工作會議34場

健促健腦活動

投入師生564人次

長者參與736人次

高齡健促活動48場次

科技輔具健腦26場次

深化社區培力

投入師生119人次

社區參與81人次

募資方案協作4案

社區交流觀摩2場次

一日職人體驗2場次

人才培育

辦理4場講座

3梯次工作坊

師生參與253人次

在地照顧史

投入師生30人次

教師社群講座2場次

教師社群討論會6場次

青銀共事

投入師生187人次

跨域會議8場次、行動短片1部

跨校影展1場次、一日教授1場次

市道182的青銀共伴
     從長榮大學到龍崎，平均單趟25公里，計畫團隊在109年間，迄今來回龍崎共

5500公里，足以環繞全臺海岸線4.5圈，所累積豐盛成果如下圖：

光陰流轉．龍崎足跡 -計畫成果

109年USR計畫【惡地護老在龍崎—青銀共好AgeLong】大事紀

109.02通過教育部
USR計畫B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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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全人關懷理念，本計畫提供跨專業合作到宅個別服

務，對象為偏鄉社區衰弱與亞失能獨居、老偶獨居長者。服

務團隊由社工系主導，結合護理、健康心理、運動競技系等

學系及職能治療師。到宅個別服務由各專業依其所學進行各

項評估及服務並提出涵蓋生理、心理認知、社會、與體能的

個別服務計畫，達到全人關懷目標。

。本服務團隊訪視過程中，學生傾聽長輩需求，也觀察到長

        經由多次到宅服務訪視，學生們從懵懂到熟練，除了真

誠的陪伴，服務歷程扣緊仔細觀察與傾聽原則，期盼長輩能

擁有樂活、統整的老年生活。在與長輩互動中學生也感受到

自己被當孫子般的疼愛，在聆聽長輩分享生命故事過程中，

自然而然地建立了彼此的關係。

        現行福利服務提供方式是申請評估後即提供服務，對龍

崎長輩來說，往往因為對服務的陌生及不解而使用意願低落

全人關懷
跨域團隊
職能治療

社會工作、護理

健康心理、運動競技

層面
生理、心理認知

社會、體能

評估工具
簡氏健康表、身體評估表

職能與生活環境評估

全人與居住安全評估

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

跨專業整合到宅個別服務

。

討論，並找到最適合長輩

服務方式，進而銜接至服

務系統。

        參與「惡地護老在龍

崎－青銀共好Age Long」

計畫，透過居家訪視有機

會能更貼近長輩生活，不

單只是服務更是相互學習

，為彼此生活帶來不同的

看見。每一次的居家訪視

對於學生都是實務經驗累

積，也改變過往對偏鄉之

刻板印象，看見每位長輩

的特殊性。藉由跨域合作

及學校督導討論機制，了

解各專業所學，在發現自

身不足時也能澄清自我看

待事物的價值，更加真正

站在長輩的角度思考，如

此才能提供最適切的服務

計畫。即使路途遙遠卻是

快樂的共伴生命之路，還

記得第一次被長輩婉拒服

務的模樣，到當長輩願意

嘗試使用助步車，或量測

血壓後主動確認及分享年

輕製作竹編的歷程；長輩

予以的回饋，讓我們感受

到意義與價值，期待這份

關懷能夠長久的在社區扎

根，惡地護老、青銀共好

輩智慧地自我解決生活困

境，陪伴長輩一起思考、

109.05開展居家關懷訪視、高齡健
促活動及協力衛生所進行衰弱評估

109.09跨校青銀共事
遊藝行動短片拍攝

109.10開辦龍崎
照顧史研討教師社群

109.06培力社區組織
申請募資方案

109.08長者生命故事團體帶領 109.12募資方案通過執行

109.04試辦跨校跨域共學培力課程一單元 109.07運用科技輔具導入健腦活動 109.11辦理多場次人才培育工作坊



社區經營培力與深化在地資源網絡

一步一腳印，深耕在龍崎

，運技系、健心系以及社工系的學生們根

據各系不同的專業，設計健康促進活動，

希望能以自身專長來延緩長輩失能、預防

失智。

      長輩年齡的漸長，身體機能逐漸退化

，增進心理健康安全；社工系則利用帶領

長輩分享生命故事，透過文字書寫、繪畫

        運技系利用彈力帶、彈力球以及啞鈴

等等不同道具帶領高齡體適能，促進長輩

心肺耐力、肌力、柔軟度及平衡感，減緩

長輩的失能；健心系則針對失眠、憂鬱、

用藥及自殺風險等，加強長輩的心理素質

，觀察其豐富的實務經驗並從中學習，這

樣的合作增進學生的專業認識與實務經驗

，從童年開始歷經各個時期，記下這一則

則動人的美麗故事，完成專屬自己的生命

故事書；另外透過職能治療師協同學生帶

領健促活動，除了認識職能治療的專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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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眾耆帶 健康自來 

，系與系間也因此彼此學習相互鼓勵，尤

其學生們的熱情更感染了長輩，讓長輩願

意走出家門與社會連結。

        科技原先對於長輩而言非常遙不可及

       對長輩而言，現代科技是十分陌生的

領域，當科技與輔具融合，長輩們眼睛都

為之一亮。

        科技輔具可用來測量功能體適能，自

動分析長輩該加強哪幾個部位的訓練；將

長輩的影像投影至投影幕上，應用程式內

建多種遊戲，加上學生營造情境，讓長輩

能藉由模擬洗車、飛翔等動作達到運動效

果。

，對於如何操作更是充滿疑惑，不過藉由

容易上手的遊玩方式使長輩與現代科技接

軌，不僅能邊玩邊運動，也從中獲得滿滿

的成就感，讓每次長輩都迫不及待想嘗試

，越玩越上手!

-高齡健康促進

龍眾耆帶 健康自來

         在上述條件下，龍崎區仍由眾

多在地組織及部分外來組織合作提

供高齡服務，惟因其聚落特性，在

地與外來協力組織間較少互動交

流，所提供之服務多為高齡健康促

進活動或送餐服務為主，服務多樣

性上相對薄弱。

         計畫團隊有別於第一期計畫主

要聚焦於「與社區建立關係」，多

以活動合作的性質，與社區進行對

話。本期計畫著重「社區永續經營

及資源網絡建置」，從釐清組織未

來發展切入，導入典範社區觀摩、

一日大學職人體驗、一日教授分享

及募資方案協作，嘗試深化社區既

有的服務視野與量能。

      社區是公眾生活的場域，因著

地域特性及人口組成的不同，規模

大小及服務多元性也略有差異。有

別於都市型及鄉村型社區，龍崎區

因地形地勢及青壯年人口嚴重外移

的條件下，聚落型態為散居，且多

為老偶共居或獨居。

　　典範社區觀摩邀集社區重要幹

部參訪主打以「社會企業」經營模 

式的高雄市寶來人文協會及「社區自辦日照中

心」的美濃獅山社區，透過業務觀摩及交流分

享，協助社區釐清未來發展及其助阻力；後續導

入「一日大學職人體驗」及「一日教授分享」兩

項活動，透過活動翻轉社區對於既有服務的認

知，並培力社區如何開發在地資源及連結運用，

以進行現有福利服務的活化；最後透過課程學生

分組與社區組織合力完成「募資方案」，持續深

化服務量能，亦為未來計畫團隊撤場工作進行鋪

墊。

         透過上述一系列的活動設計，計畫團隊從初

期的各式活動辦理，接續中後期的資源開發，接

軌萌芽期逐步深化的社區培力，持續開展社區組

織的服務多樣性及資源網絡的建構，一步一腳印

深耕龍崎；深耕在地的同時，亦透過課程導入修

習「社區工作」全體學生共同參與，除安排實務

領域業師進行實務分享與操作，更讓各組學生獨

立與社區進行方案討論、撰寫、發表以及上架，

透過完整的實務操作，提升學生對於社區實務瞭

解的完整性，亦拓展學生於方案撰寫的能力。



」、林文音職能治療師講授「高齡體適能認識與

活動設計與執行」、吳鴻順職能暨園藝治療治療

師講授「高齡者老化及安全防護」及YMCA東門日

照中心吳大鈞組長分享「實務中看帶領活動」等

        實務工作坊中透過操作、演練實作歷程，強

化學生對於服務對象需求換位思考、打破對於高

齡者能力及健促活動的框架，藉由掌握活動設計

與執行要素與原則，使服務執行過程能更具敏銳

度覺察長輩的狀態並回

應其需求。此外，語言

亦為重要溝通工具，龍

齡者的日常用語及進入

，藉由實務歷練豐富講師群以體驗式學習方式引

導學生思考如何運用桌遊、彈力帶、啞鈴等多元

媒材設計出具生活化及趣味化之活動，並運用改

變玩法或規則增加服務設計創新及適切性。

崎長輩多以台語為主要

溝通語言，藉由台語的

其生活脈絡，使彼此之

       為增進學生服務能貼近服務對象的需求，除

各系專業知能訓練外，計畫團隊依據服務對象及

學生學習需求規劃多元實作運用講座，如邀請瘋

桌遊創新學院巫羽溱主任講授「高齡桌遊工作坊

講座讓學生能夠學習高

間無距離。

     教育部109年舉辦「扛壩子 X 的獻聲」，認為扛壩子是對於一件事情的熱愛與貢獻；X

，代表著未知數，那麼扛壩子X就如同數學函數F(X)一樣，每一個X都有相對應之數值，代

表著學生在於大學社會責任之中是不可或缺的夥伴，每個夥伴都有其各司其職的角色，相

信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去創造足以改變社會的事物。

        因此計畫團隊推舉3位亮點人物，分享在USR計畫中之看見。
-人才培育「做中學」深化服務

灌溉茁
壯的樹苗

        參與 USR的三年中，讓我對於「老」有了不一樣的想像。他們就

像小朋友一樣的可愛，又像年輕人一樣的活潑，我們進到龍崎，他們

更是和藹又熱烈的歡迎我們，甚至跟著我們東奔西跑，一下到長榮穿

著學士服一起畢業，一下跟著我們坐著高鐵到中正紀念堂快閃表演，

USR計畫，讓我們跟龍崎都有不一樣的想像!

關鍵鑰匙〡Advanced：毛韋翔(最佳鼓舞獎)

        還記得阿嬤看到我們來訪才將燈打開，並提醒小心地上的積水，

原來是家裡某處沒有天花板，使晨間陣雨灑進來。此時我的內心受到

一點衝擊，沒想過現在發達的台灣，還有一個角落是連天花板都沒有

。但透過一連串與阿嬤的對談，我意外得到很多收穫：發現在阿嬤坎

坷的生命中，她仍可以找到生活的價值，也因這次參與計畫經驗讓我

更加關心獨居老人與城鄉差距的問題，開始參加志工活動，現階段運

用自身力量幫助偏鄉的學童，盼望他們成長茁壯後可以主動關心家鄉

的長輩，最終讓社區成為一個溫暖的家庭，使老人不再獨居，而變成

每個社區中重要的一份子。

萌芽的螺絲〡Novice：林珈薇(最佳鼓舞獎)

        因為這個計畫而讓我第一次能實際接觸到獨居老人的機會，之前

都是透過網路、媒體的報導去了解獨居老人的生活，但是給予我的資

訊始終不夠全面性，所以當我實際去深入體會後，帶給我蠻大的衝擊

感，尤其是當我看到參訪者目前所居住的生活環境，像是家中光線昏

暗採光不足、房內堆積物過多等，就會不禁去擔憂她的生活安危問

題，不過藉由護理系與社工系的學長姐們齊心合作，以聊天對談的方

式，拉進彼此的距離，進而可以提出一些建議來改善她的居家環境，

也讓我更了解獨居老人的想法，日後如果有機會還是會想參與類似的

活動，雖然比不上學長姐那麼專業可以給出實質性的建議，但至少我

可以給予他們陪伴和聊天的時間。

萌芽的螺絲〡Novice：何思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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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光荏苒，曾經繁榮喧囂的龍崎竹鄉，現為全台南市行政區面積

最大，但人口數最少，老化指數逼近600%，青壯年人口外移嚴重，僅

剩走不了的老人、老屋和老狗，就連曾風光一時的老故事、老手藝也

隨歲月逐漸凋零而散去。

         計畫團隊自2017年積極投入龍崎區開展一系列高齡服務，從原有

的到宅訪視、團體健促及社區培力外，為使整體服務深度及廣度更為

全面，本期更增設跨校跨域紀錄短片拍攝的「青銀共事遊藝行動」，

透過「我陪伴你說故事」青銀共事的互動執行模式，鼓勵長者參與視

覺藝術創作體驗。行動中透過高齡者說故事、說/做手藝活動，讓他們

重拾對生活的掌握感，再次感受到生命的活力。這活動同時翻轉青世

代的思維，學習如何傾聽他人的聲音、關心他人，藉以提升與高齡者

的互動技巧與對高齡服務視野，並於現行階段累積量能，作為後續推

廣至各據點之可能，藉以觸及更多人主動關注每個社會角落的在地故

事。

        「青銀共事遊藝行動」跨校跨域紀錄短片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

像紀錄研究所陳品君副教授帶領三名碩士生，結合長榮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鄭維瑄助理教授帶領二名大三生組成遊藝行動團隊。工作團隊首

先進行田野調查、人物訪談、腳本定稿、拍攝及剪輯等程序，並透過

會議調整工作細節及督導。在遊藝行動過程中，跨領域學生組成青世

代夥伴相互支援，執行跨界知識整合的社會實踐。參與的學生藉由跨

域相互對話相互學習，在各自專業領域上精進，激勵學生斜槓跨專業

之能力。

         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生薛若儀同學也表示在「青銀共事遊藝行動

」中，起初只能使用支支吾吾的台語搭配肢體語言與長輩溝通，期間

不斷被長輩喝斥「你們照顧自己就好啦，不用再來看我了」，但隨計

劃案的進行，逐漸地長輩願意說出一些老故事，並願意教授這群年輕

學子20年來已不再從事的竹編手藝。雖過程中如履薄冰，但屢屢卻能

化險為夷，也成就這三零後與九零後的邂逅，這邂逅不單只是一部短

片產出，裡面蘊含了銀青世代生命活力的交融，也為高齡服務點亮一

種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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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校跨域青銀共事遊藝行動

三零後

          
九零後

          

的邂逅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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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說著破台語，來關心著阿嬤們的生活日常，一

個字、一個字地認真聽著、記錄著阿嬤的故事，有時幫

阿嬤們量量血壓，有時帶阿嬤們做做運動，有時，只是

陪著阿嬤們坐在廟前納涼，星移斗轉之間，年輕人認識

了阿緞、秀美跟阿勤的三人行。

        直到前年，長榮大學的年輕人來了！年輕人來敲門

了安全的緣故，並不習慣讓陌生人進自己家門，若不是

在廟口或是據點，難得見到阿嬤們敞開門邀請人進到屋

裡。 

        龍船窩是龍崎區的高地，位在一片能遠觀日出的龍

船山上，昔日曾為西拉雅族人移居之地。龍船里目前居

民大約440人，其中31%是65歲以上老人。

龍船窩裡的老人、老屋、老風景

 

        龍崎舊稱番社，屬阿里山山脈尾稜，為惡地地形，

海拔自80公尺至 350 公尺，可謂地無三里平。全區有九

成以上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開發嚴重受限，全區人口

不到四千，是台南市人口數最少的一個行政區。由於人

口外移，加上少子女化，龍崎區的人口老化嚴重，老年

人口佔比28%，已邁入超高齡社會，迄2020年8月，老化

指數已高達623.12%。

         紫竹寺在龍船山山頂，主祀觀音佛祖，是龍船窩裡

重要的信仰中心，廟埕前的龍船承載了在地居民的許多

共同記憶！龍船窩裡氏族聚落間合作互助的風氣由來已

久，老人們彼此幫忙，在清晨或黃昏，從山的各個聚落

緩緩信步走到紫竹寺，相約或偶遇地坐在廟前聊家常，

成了龍船窩數十年不變的光景！

 承受那沉甸甸的人生量。

，身上毛病多了，買菜靠菜

販車、看病靠醫療車，這山

頭成了她們的領土，哪兒都

不想去。老朋友成了重要的

伴，阿嬤們常在秀美阿嬤家

前「開講」，就連參加活動

都要一起，三個老姊妹就像

是長年住在山上桃花源裡、

獨步武林的俠女，暮色蒼茫

！

年輕人敲開了關著的門

         龍船窩就那麼些人，住

在這裡的人，幾乎每一個都

彼此認識，只要來了個生面

孔，就會引來一陣小小的好

奇。長年獨居的阿嬤們，為

        阿嬤們眷戀著土地，老

是「顧厝」，加上年紀越大

，未免寂寥，相知相伴足矣

龍船窩裡的老朋友與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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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亮點故事

老友相伴的山居歲月

         每天清晨相約一起散步

的就有阿緞、秀美跟阿勤，

三位阿嬤都已年約90高齡！

不識字又已多年寡居的阿嬤

們，孩子早已離鄉、在外打

拼，即使子孫後輩們總設法

抽空返家探望，但多數的時

間，只能跟自己說話。在屋

前窗邊，望著寧靜的山色風

景，最常聽到的是風的聲音

，伴著鄉鄰老狗的偶然輕吠

！

        阿嬤們年輕時都吃多了

苦頭，歲月痕跡清楚映現在

黝黑的臉上，已經變形的雙

手跟膝關節訴說著她們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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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共伴齊遠征

         從屋前聊到屋裡，從廟前走到社區據點，年輕人和

阿嬤們一起闖蕩江湖！年輕人把厲害的電腦遊戲帶到龍

船山上，鼓勵阿嬤們跟著電腦裡的遊戲一起練身體，雖

然阿嬤們年紀越來越大，有時沒辦法完整參與活動，但

仍然來到活動地點，一邊看著、笑著！似乎，跟年輕人

一起，做甚麼都好。

        未曾識字一直是阿嬤們心中的遺憾，更不要說讀大

學了！但這天阿嬤們相揪一起參加活動，來到長榮大學

隊的年輕人，足跡已經踏遍龍崎！

山村裡，聽著阿嬤們日常瑣事裡的叨唸與叮嚀，幾次握住阿嬤

們長著厚繭的雙手，彷彿穿越了數十年的歲月，淬鍊出對生命

的溫柔包容！

         前年以來，跟阿緞一樣獨居在龍船里的阿公阿嬤們大約15

人，都參與了和這群年輕人一起的各樣事；而龍崎一共有 8 個

里，長榮大學「惡地護老在龍崎—青銀共好Age Long」計畫團

搭高鐵，去到了傳說中的「中正紀念堂」！對阿緞、秀美跟阿

勤這三位阿嬤來說，不只山村相伴，還能老友一起遠遊，其樂

無比！

新夥伴+老朋友+新鮮事

         日暮黃昏，阿嬤們仍然獨居山林、依舊彼此相伴，但多了

年輕的新朋友，也多了新鮮事！年輕人在這個海拔 350 公尺的

，上了一天課，還穿上了學

士袍，挽著熟悉的年輕人一

起拍學士照，圓夢的是老人

，眼角濕潤的卻是年輕人！   

        台北對於山居的阿嬤們

來說，簡直比外星球還要遠

，還是高級跟高貴的代名詞

，「高鐵」不單是高速鐵路

；但是，年輕人陪著阿嬤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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