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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
服務產業管理系原住民專班」的申

請開設，除了是希望能在這一個未

來的明星產業培養出更多的原住民人才，實際上也

是經過調查校內最多原住民學生就讀的科系，即分

別有幼兒保育系與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意味著此

兩個學系並列原住民學生升學志向的優先選擇，再

加上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也同樣鼓勵大學校院

開設此類學系，以因應原住民族社會迫切人才需

求，提升專業技術服務的項目，綜觀本校多年來就

「幼兒教育」及「老人照顧」專業服務訓練等培育

人才的經驗，促成了明新科大於2019年提出申請設
置專班。

文化敏感度的培養

在專班的課程學分安排上，考量大部分原住民

學生在未來就業的職場規劃，將投入原住民長照相

關服務的產業，惟目前原民會推動部落文化健康

站，提供關懷長者之照顧服務員或是該文健站計畫

督導角色的用人規劃，於是在培養原住民學生之文

化敏感度的課程即相對來得重要，為落實原住民專

班特殊性的文化教育課程普及化而推行「全民原

教」的精神，故本校於2020年的校務行政會議當中
在共同教育學院設置「原住民族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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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開設原住民相關課程，目前規劃了四個年

級（八學期）共有一般原住民相關民族文化課

程20學分學程，供全校學生進行選修，故原專
班學生是必然必修的學程。

同時也在原專班各系開發當系所推動技

術（能）專業的原住民產業發展議題的學程

各系共有10個學分，比如說，樂齡系開設
「部落樂齡產業概論」等，四年畢業修習共

128學分，將近約四分之一左右的學分都與原
住民相關。任課老師除了校內的專任教授之

外，也優先聘請熟知原住民長照產業，以及

有相關經驗的業師共同來指導學生，學生不

僅習得主流學術上的專業技職教育的知識，

本校同時強化對原住民社會產業發展需求及

議題上的課程設計，以接軌兩端不同模組的

社會現象，本校課程設計精神，就像串接這

兩端不同母體的臍帶概念，在主流社會及原

鄉社會不同需求型態中，讓學生未來就業市

場驅動，而在這兩端之間遊刃有餘的發展。

結合專業與實務

目前在專班的原住民學生們大多立定在畢

業之後，投入長照服務產業相關志向比例非常

高，學習的養成有賴於本校有「實習學分制

度」九學分（約服務時數140小時），因此，
本校提早讓學生在大學三年級及四年級時，接

觸到相關企業、機構，以實務現場操作的學習

模式，近一步了解就業市場需求的服務內容，

以提早熟悉就業環境的各項工作，本校原民處

近年來也配合政策發展，其中關於學期活動的

安排，返鄉服務特別深入原鄉部落或都會型文

化健康站中互動交流，若學生族語能力還不

差，再加上本身為原住民族身分浸染文化薰陶

以及照顧服務的專業訓練，即很適合在部落文

化健康站陪伴服務老人們。學生透過自行設計活動課程與長者互動學習模式。

明新科技大學打造長照人才的實踐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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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長者與幼兒代間互動，提升學生在樂齡與幼保整合跨域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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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打造長照人才的實踐與挑戰

在觀察部落的實際狀況，發現老人與幼兒

雖然在年齡上有差距，但都是部落中需要被照

顧的對象，加上隔代間的相處其實可以讓年長

者更有活力，老人可以照顧自己的孫子，而幼

兒也同樣可以感受到長輩們的呵護與疼愛，未

來的文化健康站，不是只可以服務老人，還可

以「推動老幼共學」的新模式。因此，在長照

人才培養的課程上，也可以思考如何「跨系整

合與合作」。在明新科大的服務產業學院中，

樂齡服務產業管理系與幼兒保育系都設有原住

民專班，也因考量在原鄉部落中普遍存在隔代

教養問題，所以，在學校的課程安排上，未來

特別思考讓兩系能有共同的課程，讓學生可以

相互學習，精進跨域斜桿的專業領域。

增加各方人才的量能

除此之外，未來在長照資源的提供上，

其實還有很多的需求應該被規劃也被滿足，

例如在醫療、設備與人力，都極需要在現階

段就開始培養人才。

學校為原住民社會培養這麼多未來的長

照人才，總也希望這些同學們在求學過程

中，就能有機會透過實際參與文化健康站的

服務實習機會，所以，原民會每年暑假的

「原young青年返鄉工讀職場體驗計畫」提供
工讀薪資，或許可以讓文化健康站也可以做

為樂齡長照相關科系學生工讀的據點，就可

以有更多的學生回鄉服務。再加上，若是校

方也訂有相關的計畫，讓暑期實習的時數可

以抵扣實習學分，這樣就一舉多得，學生暑

假可以返鄉到文化健康站服務工讀，獲得親

近文化的機會，又可以取得學程學分。然

而，事實上，每年看到原民會釋出的文化健

康站工讀名額還是偏少，若之後可以逐步開

放增加，將會更有利於學生們投入長照產業

的工作。

提升照服員專業技能

文化健康站內的計畫人員很重要，可以

引導或形塑該處的特色。不過，目前觀察到

有許多文化健康站的計畫人員，通常在樂齡

長照的專業素養還不是很足夠，只能提供既

定或是一般的計畫課程，很少能夠因服務對

象或因民族的不同，規劃出具有文化特色的

活動及課程。而且，部分照顧服務員的年齡

層也偏高，還要照顧更高年齡的老人家，在

體力上服務的質量當然吃力，且在復健與用

藥的專業上也有疑慮，所以，許多照服員的

角色也僅只能以提供餐廚飲食與環境清潔為

主。

文化課程的重要性

目前到站的是以健康與亞健康的老人為

主，他們在行動與認知上都還有一定的能

力，若是在課程的設計能多加入一些巧思，

融入原民文化的因素，讓老人們釋出相對的

文化智慧，例如藉由大多數的長者仍使用族

語溝通的情境來記錄語彙，或是讓他們聊聊

在地的歷史與文化，而文健站計畫人員（專

案經理）也可以把這些都記錄下來，所累積

的在地歷史文化資料將會相當的豐富，同時

也可以提升並肯定長者們的價值。去年樂齡

專班的校外參訪學習的課程有安排到台中、

苗栗、新竹的文化健康站，由於兩個站分別

在原鄉與都市，老人的民族身分也不一樣，

正好可以讓學生們學習在面對不同民族的老

人時，能在互動時感受其間的差異。學生也

會比較不同族的長者在民族性表現上的不

同。

期許未來的跨科系結合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2017-2026年）原
住民專章中，針對原住民長照已經提出許多

現實的困境，然而，在實際的長照政策推動

上，仍有許多配套方案沒有辦法突破。也因

為在長照人才培養的第一線工作上，對於未

來仍希望能有鬆綁與突破的機會，就如同前

段所述，建議在暑期工讀的相關計畫上，開

放讓長照科系的學生在暑期返鄉工讀時也能

到文化健康站中服務，並得以核算薪資與實

習學分；另外，學校的幼兒與樂齡等科系，

可以在未來的課程設計模組上鏈結；相關部

門也可以思考鼓勵讓文化健康站與幼托園所

互動，包括智慧科技AI照顧系統管理的導入
及透過老幼共學來促進文化傳承，也讓長照

的空間環境有更多的友善與歡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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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前進文健站，學習會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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