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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落實長照2.0前端初級預防功能，連結後

端失能專業照顧服務，並提升原住民族

長者生活品質，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

「原民會」）積極於全台灣布建原住民族文化

健康站（以下簡稱「文健站」），截至2021年

底止，原民會已於原住民族地區及都會區設置

429間文健站，服務超過一萬三千多位原住民

族長者，成為台灣原住民族長照體系中最普及

的生活照顧服務提供單位。

提供長者照顧服務

為使長者可以維持日常生活所需的職能及

達到在地老化的目的，文健站提供七項長者照

顧服務，包括簡易健康照顧服務、延緩老化失

能活動、營養餐飲服務、電話問安及居家關懷

服務、生活與照顧諮詢服務、量能提升服務、

運用志工及連結、轉介服務⋯等，其中「延緩

老化失能活動」因結合各族原住民族的文化元

素，故成為文健站最具特色的服務項目。

課程與文化相結合

目前文健站延緩老化失能活動在課程設計

方面主要以「運動介入」、「健康老化」及

「認知介入」為構面，並於課程中融入「用藥

安全」、「肌力保健」、「頭腦靈活」與「懷

舊團體」等主題。以花蓮地區所設計肌力提升

活動課程為例，課程設計者巧妙地結合布農族

小米撒種的文化元素成為長者

健康操，在課程中長者可以一

邊吟唱布農族語版的小米豐收

歌，身體一邊隨著音樂韻律模

擬小米撒種的動作，來進行核

心肌群的訓練，藉由「低強

度、多次數」的運動方式，達

到長者預防及延緩失能的目

的。而這類的課程不僅可促進

長者的身體健康，且結合布農

族音樂與小米撒種的運動亦具

有懷舊治療的功能，更可達到

預防長者失智的效果。而在原

民會積極的推動下，這類型的

課程已普遍應用於文健站的各

項課程中，使原住民族健康及

亞健康的長者可以在他們所熟

悉的文化脈絡下，參與各項健

康促進的活動。

轉換長者身份

為了增加原住民族長者對延緩老化失能活

動的接受度與品質，部分文健站將上述的課程

設計成為長者社會參與及社會生產的媒介，在

此設計下，參與課程的長者不再僅是到文健站

上課的學生，其角色會依課程的設計而有所不

同。

以花蓮市國福里的撒固兒文健站為例，課

程是以「部落即文健站」的理念來設計，因此

長者每日活動的空間包括社區活動中心、部落

野菜市集、國小民族植物園、小米田及溪流

等，長者可依個人的喜好輪流在這些場域參與

各項文健站的活動。在野菜市集中，照顧服務

員陪伴長者們販售所種植和採集的野菜，並和

消費者互動，藉此維持與促進長者日常生活中

的各種職能。在國小民族植物

園裡，長者與照顧服務員合作

栽種及管理各類民族植物，並

透過老幼共學的課程，邀請長

者擔任講師，教導國小學生關

於民族植物的知識，而類似的

情境也出現在小米田及溪流等

活動中，長者不再只是被動的

服務接受者，而成為是積極的

服務提供者。因此長者參與這

些以日常生活為元素所設計的

活動與課程，除可以滿足健康

促進的生理需求外，隨著扮演

不同的社會角色，亦同時可滿

足長者對安全、社會、尊重及

自我實現的需求，達到生產老

化的目的。

有尊嚴的老化

文化課程是文健站十分重

要的照顧服務之一，為了避免原住民族長者因

不適切的照顧而出現創傷，在課程與活動設計

必須要十分地謹慎，自長照2.0推動以來，在

部落端、學術端與政府端三方的努力下，已有

越來越多結合原住民族認知、行為與物質創造

等元素的延緩老化失能活動與課程被設計開發

出來，而這些活動與課程即是很好的文化照顧

策略，而未來如果能結合科技，如虛擬實境及

擴增實境等技術，將可提供原住民族長者更多

元的生活照顧服務選擇，使長者可以有尊嚴的

在部落及所熟悉的文化情境下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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