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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論文  

開放性失智照護模式的環境建構 

~以屏東竹田樂智友善園區為例 

宋立文1、陳珍順2、盧紀邦3、張玲慧4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依衛福部 2011 年委託計畫（邱銘章等，2011）資料統計，我國失智症人口

有 39.39%為極輕度失智，34.98%為輕度失智，而在失智者的失能程度項目發

現：41.1%的失智者無失能，15.2%為輕度失能，以上顯示我國大多數失智者的

認知及行動皆存有一定的活動參與與自主生活能力。因此「失智友善社區」的建

構非常重要，除了使失智者社區中自由活動的潛力能夠發揮，也減輕家庭及社會

的照顧成本及壓力。依據瑞智社區指引手冊（2016）的說明，失智友善社區之目

的為消除失智者的汙名標籤，並賦予失智者更多能力。簡單來說，社區居民了解

失智症，並能接納失智者因失智而出現的行為，並藉由友善居民、商家組織形成、

及友善空間架構，適時給予協助，讓失智者在社區安全快樂地生活。 

成功大學人社中心團隊接受屏東縣政府委託，於民國 107 年起在竹田鄉西

勢社區實驗「樂智友善社區」，進一步將公共衛生的三級預防、健康照護與長期

照護體系、與社區資源的連結納入失智友善社區的概念。期待於自然生活的社區

中，結合健康促進、失智友善與專業照護的理念，因此可說從健康者的失智預防、

社區提供失智友善的社會參與與活動場域的「瑞智友善社區」進階模式。 

關鍵詞：失智友善社區、友善空間、失智友善空間、高齡友善空間、高齡友善社

區、開放性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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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於「友善空間」的面向，依據瑞智友善社區指引（2016）之建議，綜

合了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及高齡友善城市的概念在內，特別著重於公共空間及

交通運輸的重要性。從失智者離開家門起至預定活動的地點，基於空間的連續性，

沿途上所經過的空間以及所使用的交通方式，皆屬於友善空間的範疇，故友善空

間之建置應盡可能從單點朝向網絡的方式操作。 

 

二、從點到面的友善空間建置 

屏東縣竹田樂智友善園區示範計畫對象之「樂智友善園區」是以竹田鄉為服

務範圍，而核心經營範圍為西勢村（圖 1），距離屏東市中心車程 20 分鐘，對外

交通有台鐵西勢車站以及屏 81 線鄉道。沿著聚落中的主要道路－龍門路兩側，

結合在地的竹田老人文康中心（以下簡稱文康中心）、竹田西勢失智日照中心（以

下簡稱日照中心）、以及設有長照體驗教室與以長期照顧服務為主題的技藝教育

推廣課程的竹田國中。龍門路上的忠義祠是六堆客家人的信仰中心，而忠義祠旁

的客家文化中心也保存且展示了在地的客家生活文化資產。因著在地匯集的長照

服務資源、以及客家生活文化特質，屏東縣政府選擇竹田鄉西勢村作為屏東縣第

一個失智友善示範園區。期待能夠建立一個開放式的失智友善園區，讓在地的日

照中心失智長輩能有機會走入社區，也讓竹田鄉各個社區的長輩在平日生活中，

能夠來到樂智友善園區提供的友善空間環境進行各樣的老年生活活動。 

依據竹田鄉人口統計調查（萬丹鄉戶政事務所，2022），民國 111 年的老年

人口比率為 23.32%，屬於人口老化較為嚴重的社區。作為縣內首個樂智友善社

區的實驗場域，三年來已累積多種樂智友善空間的社會實踐經驗。本論文以廣義

的友善空間為論述範疇，以西勢失智日照中心為中心點，將西勢社區的空間層次

分作照護核心區、衛星點、及日常生活空間環境等三種空間尺度，整理樂智友善

園區的空間發展經驗，從友善空間的觀點討論如何支持樂智友善園區的開放式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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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西勢社區地圖 

 

2.1 開放式失智照護的前期準備：定位系統 

「開放式失智照護模式」的操作與試行是樂智社區的重要工作項目之一，期

待失智者的行動範圍不被限制於設施或機構的圍牆內，而是能夠回到社區，重拾

許多社會參與的機會。西勢失智日照中心是以照顧失智者為主的社區式長照服務

提供單位，藉著與成大研究團隊的合作，自 2021 年開始嘗試開放式失智照護的

各種模式。 

為了讓失智長輩能夠外出，屏東縣政府與智慧時尚科技公司於 2019 年即在

西勢村規劃設置空間定位系統，以西勢村為主要空間範圍，根據社區生活活動調

查設置感測點。另一方面，也推動長輩配戴「屏安福」感測卡，一來作為紀錄一

般長輩的運動習慣，並且設置獎勵機制，提高長輩出門運動的動機；二來也提供

給日照中心的長輩配戴，期待未來失智長輩外出，能增添一份安全的保障。 

 

 



開放性失智照護模式-屏東西勢 

 

 

https://iog.ncku.edu.tw/p/404-1169-241606-preview.php?Lang=zh-tw 4 

2.2 中心點：日照中心 

日照中心為兩層樓的獨棟建築物，一樓為日照中心、二樓為文康中心。失智

長輩平時於建築物一樓的日照單元與其他長輩一起活動，上到二樓的文康中心教

室則須經由外掛在建築物東北側且面向廣場的樓梯或電梯，兩者動線無交疊，在

疫情期間有助於感染的控管。除了室內活動，日照中心的中庭已發展幾次的空間

實驗，期待增進使用此照護中心的長輩多接觸戶外的機會，包含進入一樓的外廊、

廣場、及庭院。 

經由多次的參與式觀察及資料整理，我們建議日照中心可依照健康促進活動

型態規劃（圖 2）。例如在日照中心的一樓廣場與庭院設置園藝區，在平日的上

午時分，可見到行動能力較好的長輩提著澆花器，主動到園藝區澆水（圖 3、圖

4），藉由鮮活的植物增添中庭的生命力。而且，有了「屏安福」感測系統的輔助，

照服員不再需要亦步亦趨跟在長輩後頭，日照的大門更隨時敞開，讓長輩除了可

自由地走在外廊與庭院，以及前往竹田國中的操場活動，大大的擴展了長輩的活

動範圍（圖 5）。 

 

2.3 核心區（步行可達範圍：日照中心與周邊環境） 

日照中心是樂智友善園區推動失智開放性照護的主要機構，然而，基地本身

規模有限，要實現讓長輩走出日照中心的願景，需要思考結合周邊的空間環境資

源。以日照中心為核心，周邊步行距離可達的設施是位於日照中心對面的竹田國

中，其與日照中心僅有一路之隔，竹田國中面對日照中心這一邊是操場，周邊原

是綠帶圍籬。 

就日照中心而言，竹田國中的校園空間是支持長輩外出活動、世代共融的首

選空間，而且學校本身就設有長照體驗教室與以長期照顧服務為主題之技藝教育

推廣課程。因此，成大團隊協助屏東縣政府與竹田國中，將日照中心的庭院廣場、

面前道路與國中操場周邊環境做了整合性規劃設計。包括將周邊綠籬改變成健走

步道，並且沿線增設了適合長輩使用、站起坐下的休憩座椅，讓長輩可以一邊休

息、一邊看著國中孩子活動。另外，也在周邊角落增設園藝區與共融性遊戲區（圖

5），將活動的區域拉往開闊的戶外，增加外出活動的誘因和選擇，也讓長輩藉著

在戶外自由活動，而減低到日照中心的拘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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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著「屏安福」感測卡的輔助，日照的大門隨時敞開，讓長輩可自由走

到外廊、廣場或操場。在平日下午時分，可以看見長輩三兩成群，結伴散步到友

善步道，減低照護中心的人力需求。長輩若是有不舒服的時候，可以按壓「屏安

福」感測卡上面的呼叫鈕尋求協助，除了強化長輩外出的安全感，也讓照護中心

的照服員不必在長輩外出時感到提心吊膽。而健康狀況比較需要注意的長輩，也

還是會有照服員陪伴來到這些戶外空間活動。 

 

 
圖 2 西勢日照活動空間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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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園藝區設計圖 

 

圖 4 園藝區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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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日照中心與周圍環境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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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衛星點：社區融合 

樂智友善園區的第二層級包涵較大範圍的空間場域，大致是以西勢村居民的

生活空間環境為主，例如主要道路龍門路的周邊商家、客家文化中心、忠義祠、

伯公廟等，並且向北延伸至西勢國小。另外，西勢村周邊的休閒設施，例如距離

日照中心約 5 分鐘車程的國道三號高架橋下所設置的蘭花蕨自行車道，也是平

日社區居民的休閒去處。日照中心的失智長輩若是想要前往活動，即使有「屏安

福」的輔助，仍會因為長輩本身的體力與腳程有限，而需要交通運輸方面的協助。 

就此一層次的空間範圍而言，屏東縣政府設置了高齡友善號誌燈，有加大的

動態畫面、也有在地客語的語音輔助。另外，成大團隊也協助縣府規劃高齡友善

的指標辨識系統，引導長輩從事戶外活動時，在社區中能自主辨識方向、地點。

這些醒目的指標辨識系統，包括常見的路標指示牌，以及繪製於道路上及目標區

牆面的鮮豔線條（如橙色、藍色），主要的嘗試在於如何從日常生活中讓一般的

長輩對這些線條建立熟悉感及記憶點。未來即可觀察若是長輩逐漸罹患輕度失智，

是否能夠依此線條系統走到照護機構或志工站而得到協助，而不會因茫然而感到

恐慌以及迷路（圖 6，圖 7）。 

圖 6 照護中心為橙色路線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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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藍色及橙色路線經過竹田國中 

 

2.5 日常生活空間環境 

在交通環境的設計與輔助之下，第三層級的友善空間建構是以日常生活空間

環境及社區中最普遍的店家、商場、校園、郵局、警察局等組織為檢視對象。值

得注意的是第三層級與第二層級的友善空間之間並非絕對的距離遠近關係，而是

回歸社區尺度，以全體社區使用者的角度來討論整體社區空間的友善性。成大團

隊結合國健署推動讓一般民眾認識、協助及關懷失智者和其家庭，進而成為失智

友善天使之友善天使訓練（國民健康署，2022），訓練在地志工具有失智友善之

概念，並且透過在地的社會網絡，以龍門路商家為對象發起友善商家的推廣行動

（國民健康署，2021）。例如與在地商家合作、宣導樂智理念，邀請在自家店面

門前設置「貼心椅」，歡迎任何長輩休息。也嘗試引導商家參與社區共融性活動，

如在活動舉辦時提供場地、椅子、簡單茶水和果乾點心給居民，甚至以商店經營

者作為活動帶領人，親自向居民示範手工食品的製作過程等，傳承手藝之外也促

進居民之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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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交通環境設計，成大團隊也嘗試以既有的文化設施－客家文化中心進行

失智議題融合生活文化議題的空間環境設計。客家文化中心是西勢村內的大型公

共場館，以客家生活文化的文物作為典藏與教學之用，並且時常舉辦相關的學習

課程活動。成大團隊對於客家文化中心的空間規劃分為兩部分：首先是運用閒置

的辦公室成立「屏安樂智屋」，作為失智友善社區的推動辦公室與友善天使的集

會據點，包括志工培訓課程、志工之間的交流、以及相關課程與活動的支持性資

源提供。屏安樂智屋也引入「照顧咖啡」的構想，期待讓民眾帶著長輩來參訪客

家文化中心的同時，一方面能讓長輩有個休憩的空間，在這邊聊天、參與課程活

動，一方面讓家屬可以有個喘息，逛逛客家文化中心、或是有一小段外出的時間。 

由於客家文化中心與一般民眾的接觸方式更多元，故第二部分的空間規劃以

館內空間設施如何達到最好的使用為思考方向，舉辦工作坊、講座、展演等活動，

如館內保存的客家文物可作為懷舊治療課程設計之用。也以客家文化推廣的角度，

連結竹田鄉其他社區組織以及民眾，推展融合客家生活文化的開放式照護理念。 

日照中心與客家文化中心可以聚焦式的提供相關服務、以及作為常態式的政

策及健康資訊宣導。然而對於一般社區民眾而言，可能因為時間與距離等因素，

造成行動不便者或是獨居的高齡者等族群不容易得到服務的機會。有鑑於此，成

大團隊及縣府嘗試以「外展活動」以及「鄰里行動小站」的形式，將活動規模縮

小，並深入街坊小巷之中，讓民眾在自家的巷口就能參與。 

要將活動深入鄰里，除了仰賴具機動性的策劃和團隊，適宜活動的戶外型空

間也不可或缺。過去團隊曾應用感應數據分析高關懷個案分佈地點與居民聚集處

加以疊圖，用以決定活動舉辦地點，最後選擇於商家遍佈的龍門路旁進行。活動

過程中的經驗發現：作為西勢社區主要的聯外道路，龍門路時不時有卡車呼嘯而

過，不利於參與者的安全保障，後續仍需找出因應之策。 

而後又經田野調查，發現西勢社區內有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及鐵路的高架橋貫

穿西勢村，但高架橋龐大的結構體正好阻擋屏東熾熱的陽光，讓橋下空間成為提

供遮陰且透風的戶外活動場所，附近的居民也習於將家具擺在橋下，甚至掛上時

鐘、日曆，彷彿戶外客廳（圖 8）。因此縣府及本研究團隊有時也將活動移師至

橋下舉辦，在巨大的結構牆上掛上活動宣導布旗、擺上座椅，再打開音響，讓客

家傳統音樂吸引行經路人的注意，再加上樂智志工的號召力，讓原先較少參與社

區活動的居民很容易地加入，從而提升活動的可及性及觸及度（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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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類客廳的社區空間 

圖 9 鄰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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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與建議 

Stephens（2019）以環境的「宜居性」（livability）為題，發現高齡者對居

住品質的滿意程度與社區資源的可及性及安全性有關，而這些因素又對社會凝聚

（social cohesion）有正向影響。本團隊以西勢社區為實踐場域，嘗試建立開放

式失智照顧、共融性活動、及友善商家與友善空間的層級關係。從 107 年來，從

在單一定點以空間規劃與社區連結，到架構失智者可在社區安全活動的智慧感測

定位系統與核心區的友善空間之建置等，已有明顯的成效。然而我們也發現：物

理性環境的改變與社會文化情境的轉變（如對失智的歧視）不一定同步，充足的

軟硬體資源，需要搭配清楚合宜的觀念以及使用者的行為改變才能發揮最大效益。

因為未來在建置瑞智友善社區時，需要友善居民、友善組織、及友善空間等三大

要素搭配，進一步提升大眾對失智者的覺知，建立友善的態度，正確地認識失智、

察覺失智並正視失智，逐漸朝向尊重人權、去標籤化及消除歧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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