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炳強 

輔仁大學醫學系教授兼主任 

耕莘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 

當我們家人老病時， 
我們如何因應？ 



您如何看江前院長的這一段話？ 

資料來源：104.3.27聯合晚報A10版 



楔子：人事室的邀請 

職員教育訓練講座 

• 疾病新知？ 

• 健康教育？ 

• 養生保健？ 

• 心理建設、人事管理 



我的一般民衆衛教經驗 

 

199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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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 

1. 人生的四季與四味 

2. 老、病可以預防嗎？ 

3. 小故事大道理 

4. 身、心、社會支持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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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病             老            死 

生 死 學 
死 亡 學 

生 命 教 育 

我為什麼而活？ 

我該怎麼活？ 

我要如何活出最好的生命？ 

生命意義？尊重生命 

痛苦意義？面對痛苦 

死亡意義？不怕死亡 

酸
甜
苦
辣 



生命歷程之功能性能力 

功

能

性

能

力 

年 齡 

生命前期 成 人 期 老 年 期 
成長與發展 維持高度功能 維持獨立與避免失能 

失 能 門 檻 
個人功能 
之差距 

復健與確保 
生活品質 

Source: Kalache  A, Kickbusch I. A Global Strategy for Healthy Ageing, World Health. 1997, 50(4)4-5 

身、心、社會
的影響極明顯 



老化的分類 (一) 
老化包含著四種不同的過程，是相互影響的： 

1. 年齡的老化（chronological aging）：是

一個人出生開始所累計的年數。 

2. 生理的老化（biological aging）：是一個

人隨著年齡增長所經驗到的身體上變化。 
 



3. 心理的老化（psychological aging）：是一個

人隨年齡增長所經驗到的心理層面的變化，

包括智力、知覺、記憶、人格、動機、智慧、

壓力處理及調適。 

4. 社會的老化（social aging）：是一個人隨著

年齡增長所經驗到角色和人際(家庭)關係上

的變化。 

 

老化的分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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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疾病醫護照顧概念 
 

治癒性治療(治好) 

 

疾病控制 (慢性疾病) 

 

 
Diagnosis 診斷 

Death 
死亡 

緩和性治療 (致命性疾病) 

End of life care 
末期臨終照顧 

支持性治療 (衰退性疾病) 

哀傷 
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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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實的故事  

•葉媽媽育有兩子三女，兒子兩人均住在國外 

•她於五十五歲的時候作第一次健康檢查，發

現有高血壓及糖尿病，開始接受規則治療 

•先後接受中耳炎、子宮肌瘤、白內障、兩側

膝關節置換等手術 



一個真實的故事 (二) 

•大家都認為他記性超強，同輩及晚輩共二、三

十位親戚的年歲與出生年月日可如數家珍；到

市場的花費總是一清二楚 

•她的方向感也像 「谷歌」(Google)地圖般精準 

•年青時她逃難受苦的經過，傳統中國大家族的

恩怨情仇都是兒女們耳熟能詳的故事 



一個真實的故事 (三) 
•葉媽媽與長女居住，在八十歲前生活大致可以 

•但八十歲後接二連三住院，日常生活開始部份

需要他人協助 

•幾經艱苦安排，她願意参與住家附近的一所公

營日間照護中心 

•在日間照護中心的前兩年還算過得去 
 



一個真實的故事 (四) 

•在日間照護中心的第三年狀況不斷 

•她的記憶力開始下降 

•家屬獨力照顧已有困難 

•安排住進安養中心 

•入住後卻出現精神行為問題 

•家屬同心合意照顧的心路 



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啓示 

1.年齡與疾病 (歲月不饒人) 

2.失智可以預防嗎？(活出意義) 

3.老病的機構照顧：日照及安養 

4.家屬的態度 (同心合意) 

 



失能或失智家人的長期照護 

1. 自行居家照顧：早期，家中人力 

2. 聘請移工照顧：中、重度，多面向考量 

3. 送至機構照顧：中、重度， 「倫理」考量
被過度強調，進步中的台灣長照機構 

4. 長期照護服務：日間照顧、在宅服務、居家
護理、送餐服務、輔具補助、臨托喘息 

5. 病友家屬團體：教育課程、心理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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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般民眾對安寧療護的誤解 

1.不再做「積極的治療」，就等於 

「放棄病人」 

2.等死 

3.不吉利的「地方」 

4.安寧療護＝送死、絕望 

5.等同於「安樂死（Euthanasia）」 

資料來源：成大趙可式教授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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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病人的需求 

1. 身體的痛苦減至最低 

2. 舒適照顧、保持尊嚴與平安 

3. 不留悔恨遺憾的醫療抉擇 

4. 協助病人/家屬作餘生期待及生涯規劃 

5. 病人安心，家人放心 

6. 四道人生：道謝、道歉、道愛、道別 

7. 心滿意足，圓滿結束有意義的人生 

資料來源：成大趙可式教授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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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療護 
生生世世 

（三三四四） 

資料來源：成大趙可式教授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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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三（生） 

善終 

善生 
善別 

(哀傷撫慰) 
資料來源：成大趙可式教授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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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者：善終 

失親者：善別 

在世者：善生 

資料來源：成大趙可式教授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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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三（生）  
三平安 

 身體平安 

心理平安 

靈性平安 

 
資料來源：成大趙可式教授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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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四（世） 
四全照顧 

全人照顧  全程照顧 

全家照顧  全隊照顧 

 

 
資料來源：成大趙可式教授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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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四（世） 
四道人生 

道謝  道歉 

道愛  道別 

 
資料來源：成大趙可式教授講義 

 



 

小故事大道理 
 • 故事1：失智症 

– 長期照顧 

– 日照 

– 安養 

• 故事2：肺癌腦部轉移 

– 安寧療護 

• 故事3：糖尿病 

– 慢性疾病管理 



糖尿病的控制 
1. 不到50歲發現糖尿

病 

2. 血糖控制不理想 

3. 飲食及運動也無法
遵從醫嘱 

4. 溝通有很大落差 

5. 口服降血糖藥 VS注
射胰島素 

6. 知到但做不到 

 



知 易 行 難 

• 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吸菸及體重過

重為心臟血管疾病之主要危險因子。 

• 醫師呼籲個案養成健康生活型態，平時注

意均衡飲食、少油、少鹽、多纖維、戒菸、

少酒、多運動，並定期接受健康檢查，以

減少心臟血管疾病合併症之發生 



我如何協助 

1. 家人同心合意 

2. 同理與體恤 

3. 鼓勵與陪伴 

圖片http://www.luke54.org/view/35/2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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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心靈導師：「古倫神父」與「善老」 



善老：以好的方式「度過」老年 

•善老的態度 

•善老的方法 



善老：以好的方式「度過」老年 

1.  秋天可秋收（銀髮族生活如秋，象      
徵人生的豐收） 

 

2. 枝葉臨秋繽紛（象徵多彩溫和） 

 

3. 老年凋落如秋葉（象徵放手享受人生） 

 
摘自：古倫神父主講   擁抱年歲的藝術 
 



善老的方法 

1. 接納 

2. 放手 

摘自：古倫神父主講   擁抱年歲的藝術 
 



接   納 

1. 接納自己的生命故事 

a. 以正面的態度接納年歲的累積 

b. 轉換心境，病痛是犧牲奉獻的成果 

c. 以愛的態度取代病痛的抱怨 



放  手 
2.年老的藝術就是放手，對擁有的一切學習放手 

a. 對自己身上的力氣放手， 

b. 對擁有的事務放手 

c. 對擁有的財產放手 

d. 對擁有的權力放手 

e. 遠離注目焦點，從自我中心放手 

 

 



結出豐盛的果實 

1. 以德高望重之姿，化解衝突對立 

2. 與長者同住，彼此互得祝福 

3. 卸下心中重擔，享受生命的美好 

摘自：古倫神父主講   擁抱年歲的藝術 
 



社會的祝福 

•這會幫助我們接納自己的孤寂、衰弱、變

老和死亡。 →以靈修的態度找出自己的

「變老之路」 

 

摘自吳信如：翻譯心得 
 



年老的美德 

1. 感恩：面對逝去歲月，擁有感激的心 

2. 沈靜：以自在的態度不改變對方 

3. 智慧 ：智慧的長者是社會的祝福 

4. 自由 ：不在乎別人的想法，自己作自己 

5. 追求靈性： 透過祈禱與禮儀尋求歸屬感 

 
摘自：古倫神父主講   擁抱年歲的藝術 
 



 

身、心、社會支持的重要 
 
1. 認識與學習 

2. 分享與感恩 

3. 接納與孝愛 

4. 同理與體恤 

5. 陪伴與協助 

 

 

 



感謝聆聽 
 1.本次分享内容因涉及主講者家

人的疾病隱私，雖經他們同意我
分享及教學，但請勿二手傳播及
照片轉發 

2.身、心、社會支持的概念歡迎
大家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