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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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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銀髮浪潮已是議題，因此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備受關注，然而，成人教育學

理論於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領域之相關研究仍付之闕如。本研究對象為臺南市之居家照

顧服務員，共收案 17 人，採半結構式進行訪談。研究結果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員應具備更積極的學

內在驅動力，當個人在學習後獲得成就時，愈是達到自我實現之境界，愈能促使居家照顧服務員學

習的動機。居家照顧服務員知道他們為什麼需要學習，有能力決定和自己的生活負責的自我概念，

願意分享過去的經驗，讓學習環境更豐富，瞭解自己真正想要學習的內容，擁有學習動機，基於過

程而不是基於內容，具有學習的內在動機。本研究呼應 Kao/lrs 成人教育學理論，建議針對居家

照顧服務員真正需要的知識、技術、行為來規劃符合他們需求的繼續教育課程。 

關鍵字：居家照顧服務員、成人教育學、繼續教育課程 

1. 緒論 

臺灣受高齡化影響，年長者需他人長期照顧的情形也持續增加中，2010 至 2020 年增至 17.6 萬

人(56.6%)。依據衛生福利部資料長照 2.0 給付及支付服務人數已於 2020 年達 35.7 萬人，全臺灣長

照 2.0 服務涵蓋率已近 55%。截至 2020 年 7 月，提供長期照顧服務並領有證明的長照服務人員，

分別有照顧服務員 82,256 人、居家服務督導員 4,898 人、社會工作及醫事人員 37,835 人、照管人

員 1,236 人。照顧服務員截至 2020 年 7 月底，照顧服務員總計有 64,609 名，居家照服員計有 28,317

名、社區照服員有 5,895 名及機構照服員 30,397 名，較 2018 年增加 29,528 人(成長 84%)。以台南

市為例需要長照服務的長者有 2 萬 447 人，居家照顧服務員僅 2351 位，照顧比例是 8.7 比 1(衛生

福利部，2020)。 

二十一世紀來臨，為教育開啟重要的一頁，人本開放教育是以人為本，已成為教育的主流，強

調內在學習動機及理性推理為思想基礎，繼續教育重視愛、自由與尊重，以開放民主態度為教育的

宗旨。居家照顧服務員屬於醫療相關行業，更應以人為本，為了能提供個案更專業的服務，更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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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持續的繼續教育。繼續教育是一種以系統性的方式，促進專業人員在某個專業領域上觀念與實務

上的改變(Braartt rt al., 2000)。在許多國家醫療的專業團體，也利用繼續教育為主要內涵的執照更

新機制以確保專業水準(Bnosk. & Scott, 2007)。繼續教育亦被稱為終身學習(Hrgar. rt al., 2010)。終

身學習是透過一個「刺激」(stimrlatr)與「授能」(rm:o/rns)持續開發人類潛能的支持過程(林俞君，

2021)。Kao/lrs 和 S/aasoa (2011)提出成人學習五大基礎為：(1)成人是獨立且自我引導的；(2)成

人所累積的經驗，是豐富的學習資源；(3)成人重視可以和日常生活之需求整合的學習；(4)著重知

識學習的即時應用，學習上較傾向問題中心，而非學科中心；(5)成人學習受到內在因素驅使甚於

外在因素。梁明皓(2016)的研究指出，Kao/lrs 提出成人教育學的理論時，並無將「成人」以年齡

明確區分為青、壯年、中高齡等不同的族群(Kao/lrs, 1970; 1980)，卻發現此六個假設也大致可符

合學習者的特性，本研究對象年齡介於青、壯年，具思辨能力，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而會為職

業之需求做出學習與改變，因此，本研究欲瞭解 Kao/lrs 所提出的「成人教育學」的六個假設，是

否可運用於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動機與學習課程內容上。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探討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之動機； 

(2) 瞭解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學習之課程內容。 

2. 文獻探討 

2.1 臺灣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之現況 

居家照顧服務員的繼續教育課程是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規定，依照長期照顧的服務人員繼續

教育學習、訓練登錄與認證執行。長期照顧服務法於 2017 年 6 月 3 日開始施行：其中第十八條第

二項至第四項規定長照服務人員的學習訓練及繼續教育參與在職訓練的課程內容，需依不同性別、

特定疾病、地域、族群與照顧經驗而有差異。長照人員應依規定完成積分之繼續教育、在職訓練。

衛生福利部 2021 年 2 月 19 日預告修正，第九條長照人員從證明文件認證生效日起，每六年需持

續繼續接受教育積分合計達 120 點以上。拿到長照小卡之前上的課不算，通常每 1 小時之課程學

習為 1 積分。須依實際申請為主，而線上教學方式所取得的積分，最高不可以超過 60 積分(衛生

福利部，2022)，學習課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居家照顧服務員繼續教育課程 

課程 內容 

專業課程 若所開之課程和各相關繼續教育課程內容性質相類似者，可以相互認定其積分。 

專業品質 感染管制與緊急的應變。 

專業倫理 性別敏感度與多元族群文化。 

專業法規 消防安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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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至第四之繼續教育課程積分，至少合計有 24 點。其中應包含緊急應變的處理、感染

預防與管制及性別敏感度、消防安全概念等合計至少需 10 點，多元族群文化至少是 14 點之課程；

超過 36 點積分者，以 36 點計(衛生福利部，2022a)。為平衡各族群接受長期照顧之個案權利，及

考量長照人員需在工時之餘兼顧繼續教育，以利維護長照人員對文化敏感度之涵養，已修正為每年

接受 2 點為原則的原住民族與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及能力之課程(衛生福利部，2022b)。每位居家

照顧服務員需接受基本急救術始得執業，合格證書有限期限為 2 年，因此，每 2 年需再接受繼續

教育學習與考核。坊間常開五合一學習課程，亦即消防安全概念、緊急應變的處理、感染預防與管

制、性別敏感度與多元族群文化；六合一學習課程，亦即專業品質、醫療倫理、法規與政策、消防

安全概念、緊急應變的處理、感染預防與管制、性別敏感度與多元族群文化。 

依據 2017 年 6 月 3 日施行之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訓練認證及登錄第 10 條規定，照顧

服務人員應接受失智症相關訓練後，始得照顧失智症患者。有參與身心障礙服務的相關訓練後，始

得照顧未滿 45 歲失能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與手冊者。長照機構設立標準第 13 條，長照機構所屬

人員應符合長照人員辦法之規定。依衛生福利部公告從 2021 年 3 月開始，若長照人員在照護服務

之前沒有受過以下的特殊照護服務訓練學習，衛生福利部將不核予額外給付費用。以下是目前公告

的特殊照護服務項目：(1)照顧服務員進階之訓練(20 小時失智照顧服務訓練課程 AA11)；(2)足部

照護(BA08)；(3)人工氣道管內(非氣管內管)的分泌物抽吸(BA17a)；(4)口腔內(懸雍垂之前）的分

泌物抽吸(BA17b)。因應衛生福利部上述之公告，目前坊間最常見的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特殊照護

繼續教育有：(1)失智症照顧服務訓練 20 小時課程(AA11)學習內容包含：認識失智症、失智症患者

活動安排與日常生活促進、失智患者之精神行為問題的照顧及危機處理、安全看視、與失智患者溝

通之原則與技巧演練、失智患者口腔保健、失智患者之飲食與營養照顧建議、失智患者之日常生活

照顧；(2)足部照護 10 小時(BA08)學習內容包含：足部常見的問題與趾甲常見的處理與疾病、足部

問題處理與評估、足部照顧的衛教、足部保養實務的操作；(3)人工氣道管內(非氣管內管)的分泌

物抽吸(BA17a)與口腔內(懸雍垂之前)的分泌物抽吸(BA17b)，共計 16 小時的學習內容包含：成人

與兒童呼吸生理學、呼吸傳染疾病與預防、成人及兒童常見呼吸照顧問題、照顧重點及緊急狀況處

理、居家/機構呼吸設備儀器介紹及其清潔與消毒、抽吸技術示教、技術模擬操作、技術考核(衛生

福利部，2021)。 

依照評鑑的規定明定各類長照人員應完成之繼續教育積分內容規範，照顧服務人員提供特定

服務項目，應依長照服務機構設置標準接受額外之訓練。因此，所有執業中的居家照顧服務員皆需

參與繼續教育之學習。於 2020 年度「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維運及功能擴充案」

建置「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錄製線上數位學習課程，提供長照人員具便利性及可近

性之參與訓練課程，2021 年推動重點為強化人員訓練，落實訓用合一。衛生福利部提供長期照顧

專業人員數位平台，照顧服務員參與線上的免費課程學習，共 24 個單元包含：長期照顧服務願景

與基本法律認識、照顧服務員服務內涵與功能、照顧服務團隊協同合作與資源、認識身心障礙者之

服務技巧與需求、認識失智症與失智症患者溝通的技巧、認識家庭照顧者與服務的技巧、人際關係

與溝通的技巧、原住民族的文化安全導論、心理健康與壓力的調適、身體的基本結構與功能、基本

的生命徵象、基本的生理需求、認識疾病的徵兆及高齡者常見疾病的照顧、急症的處理、急救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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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居家用藥的安全、意外災害與緊急處理、認識安寧照顧及臨終關懷、清潔與舒適協助的技巧、

營養膳食與備餐的原則、家務處理協助的技巧、協助活動及運動與輔具、性別的平等、活動方案帶

領。居家照顧服務員每次參與線上課程學習後，皆須接受測驗，及格標準為 80 分，參與網路線上

的繼續教育學習每一次積分為一點，如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衛生福利部，2022a)。 

長期照顧繼續教育數位課程已向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申請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並審核通過，並於 2022 年 10 月 11 日起開放修課。未來於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臺修習「長

期照顧繼續教育數位課程」之學員，可認長照人員參與繼續教育積分。參與學習平台測驗分數以 80

分為課程通過成績，網路繼續教育課程學習超過 10 小時，以 10 小時計。長期照顧專業人員繼續

教育線上數位學習課程涵蓋原住民族權利促進運動及社會與健康的不均等、文化安全與原住民族

長期照顧、文化照顧策略(I)－個案分析與討論、文化照顧策略(II)－社區或部落案例分析與討論、

文化敏感度之照顧議題、文化適切性健康照顧－倫理議題、客家族群文化通論(基礎客語、文化介

紹)、新住民族群文化通論(基礎語言、當地文化)、失智症照顧、安寧緩和醫療簡介、社區整體照

顧服務體系、社會安全網議題簡介、長照服務組合項目介紹、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制度、家庭照顧

者長照需求及服務介紹、病人自主權利議題介紹、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之服務、銜接出院準備及

居家醫療、老人福利法介紹及與長照服務之整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介紹及與長照服務之整

合、長照倫理議題、所得稅法簡介、勞動權益保障、個人資料保護法簡介、資訊安全、性別敏感度

議題、傳染病防制概論、溝通與協調、情緒與壓力調適等(衛生福利部，2022a)。 

2022 年老人福利服務成果教育人才培訓專業人員參加人數為 4226 人，台南市為 696 人(衛生

福利部，2022c)；綜合以上，本研究所指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學習是指非學歷、學位的繼

續教育，經由參與繼續教育學習特殊的照顧課程，改變知識及增進工作能力，以提升居家照顧服務

員的專業知識能力、增加自己在職場上的競爭力，同時也能為個案及家屬們帶來更專業的服務。居

家照顧服務員之參與繼續教育課程除了增能及得到積分外，也是評鑑中的規定項目之一。研究者發

現衛生福利部免費的繼續教育數位課程學習能減輕居家照顧服務員的經濟負擔，對累積積分亦受

益良多。 

2.2 居家照顧服務員的課程學習之相關研究 

依據黃香香(2017)研究指出，居家照顧服務員在改善專業知能的培訓課程與實務的經驗累積，

與分級的證照制度，提升其職業層級及薪酬是重要的，同時政府也要加強宣導民眾認同照顧工作的

專業性，提升專業形象，積極改善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的就業環境與勞動條件。陳奕安(2020)居家

照顧服務員除了規定的進修課程，必須充實照顧的專業知能進修學習，與時俱進，若僅僅維持在同

一種方式，根本無法達到好的照顧服務與照顧品質個別化。由以上的研究發現，若居家照顧服務員

重視照顧服務的照顧品質，會有內在的驅動力與動機參與繼續教育課程。 

邱琬貽(2021)研究發現社會影響、訓練支持對居家照顧服務員行為意圖皆有正向之影響關係。

陳如玉(2022)研究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員在參與課程之成效，分別以「足部照護滿意度量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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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部照護知識量表」及「足部照護態度量表」、行為「足部照護運用情形量表」作為依準，其結

果呈現正向之效果。張燕華(2022)研究發現經由復能課程之介入，能提升照顧服務員的復能識能程

度。陳德嫻(2022)研究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員不分性別、年齡、學歷等，對於參與線上課程都能接受，

參與線上課程是長照人員在職繼續訓練的未來趨勢；線上課程解決時間、交通、授課等問題，並提

供長照人員持續自我充電的方式，其多元性、便利性、安全性廣受喜愛。因應科技創新日新月異，

學習的路上瞬息萬變，長照人員宜滾動式調整學習模式，未來課程需實體與線上兼容並進。由以上

的研究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包含線上課程與實體課程，皆對其照顧行為會有

正向之效果。 

2.3 成人教育學理論與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學習動機之探討 

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學習動機與學習特性之推估 

學習動機的內涵，是透過動機理論釐清個體參與學習行為，維持學習活動的事實，並說明、解

釋或敘述在學習行為中發生的現象或過程，且繼續使行為更朝向達成學習目標的一個歷程(黃富順，

2002)。學習動機是個體更積極學習的內在驅動力(陳啟明、邱政鋒，2009；李雅慧、葉俊廷，2014)。

Torgt (1979)會因學習所帶來的預期效益，而影響個人的學習動機，此效益包含知識、技能與他人

的回饋及反應等。Rrbrasoa (1979)主張期待價量理論，亦即個人的價值與期待會影響學習動機，個

人可以從學習活動中抱持期待，並期待在學習之後能獲得成就，最後產生學習的價值與效益(李雅

慧、盧婧宜，2017)。Ractal (2002)學習應出於自願的參與，當內在的動機愈多，個人的自信心會更

大，更能達到自我實現(陳璿宇、李雅慧，2022)。綜合以上，居家照顧服務員應具備更積極的學習

內在驅動力，個人的價值與期待會影響其參與學習動機，當個人在學習後獲得成就時，愈是達到自

我實現之境界，愈能促使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的動機。 

成人學習的特性：(1)成人學習是插曲式(r:isodic)，而非連續性的，例如居家照顧服務員通常

在遇到問題或困難時，會想去參與或進行學習活動。當問題解決後，學習活動便宣告停止；(2)成人

學習以問題為中心：學習活動的發生，通常是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了問題或產生了困難，為求解決問

題或排除困難而參與學習活動，例如居家照顧服務員為食道癌的個案備餐；(3)成人學習講求立即

應用：即在於即學即用，希望透過學習而獲得的知能能馬上應用於日常實際生活中，例如居家照顧

服務員幫個案洗澡，會很有成就感；(4)成人學習要求有明確的學習結果：期望一小時的學習，能有

一小時的收獲，對學習活動的期待，是具體而明確的，例如居家照顧服務員幫個案急救時，能夠不

慌亂；(5)成人學習是自動自發的：學習活動的發生，無論是參與有組織的學習活動，或進行自我導

向的學習，均為自動自發的行為，其學習的動機類皆來自內在的，例如居家照顧服務員自費參加失

智症與身心障礙的課程；(6)成人的學習是一種終身的歷程：在整個漫長的成年期中，每一發展階

段均有新的發展任務需要完成，為完成發展任務，會激發較強的參與學習的動機，例如居家照顧服

務員所學的相關知識，在服務照顧時會都可以應用上；(7)成人的學習傾向於有意義的整體：學習

既由生活需要而來，學習的結果又要應用於生活當中，對於所遇到的困難或問題，希望能作整體的

了解，例如居家照顧服務員到學校進修長照相關，對執業幫助更大；(8)成人學習常用類推思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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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錯誤策略：心智能力已趨成熟，加上具有豐富而多樣化的經驗，例如如果老師只會照本宣科，

無法舉實際得案例，居家照顧服務員需累積更多的實際案例。因此，在學習活動中常會使用類推思

考，舉一反三，以收觸類旁通之效(黃富順，2013)。綜合以上，研究者依據成人學習的特性推估居

家照顧服務員學習的特性，如表 2 所示。 

表 2. 成人學習的特性推估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的特性 

成人學習特性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特性之推估 

成人學習是插曲式(episodic)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是插曲式 

成人學習以問題為中心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以問題為中心 

成人學習講求立即應用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講求立即應用 

成人學習要求有明確的學習結果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要求有明確的學習結果 

成人學習是自動自發的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是自動自發的 

成人的學習是一種終身的歷程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是一種終身的歷程 

成人的學習傾向於有意義的整體 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學習傾向於有意義的整體 

成人學習常用類推思考與嘗試錯誤策略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常用類推思考與嘗試錯誤策略 

綜合以上，研究者依據成人學習特性推估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特性包含學習是插曲式、學習以

問題為中心、學習講求立即應用、學習要求有明確的學習結果、學習是自動自發的、學習是一種終

身的歷程、學習傾向於有意義的整體、學習常用類推思考與嘗試錯誤策略。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學習

行為是以服務內容為前提，因此，會因為個案的服務需求而進行各種不同的學習，在學習過程中會

覺得此學習是有意義的，並且在學習之後，期望自己能馬上運用於執行服務內容之上。 

成人教育學理論與居家照顧服務員之課程學習，主張學習能立即應用 

Kao/lrs (1984)在其「行動中的成人教育學」一書中，增加對於成人學習者學習動機之假設。

Kao/lrs (1990)出版第四版的「成人學習者：被忽略的一個物種」時，除了原先的五項假設外，又

新增對於成人學習認知需求的一項假設(胡夢鯨，1998；梁明皓，2016；Kao/lrs, 1970; 1984; 1990)，

這些假設適用於成人學習者，因為它們為「規劃成人學習體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Kao/lrs rt al., 

2005)。由於成人教育學理論於居家照顧服務員繼續教育課程領域之相關研究仍付之闕如，居家照

顧服務員繼續教育課程應受到重視，因此，本研究參考梁明皓(2016)成人教育學觀點之研究，將依

據 Kao/lrs 成人教育學理論六個假設，運用於居家照顧服務員繼續教育課程之學習，分述如下。 

(1) 假設 1：需要知道他們為什麼需要學習 

成人準備參與學習的內容都是他們想要知道，且有能力做到的，以幫助他們能夠有效的順

應其生活，或解決生活中實際的問題(胡夢鯨，1998；梁明皓，2016；Kao/lrs rt al., 2005)。

工作將學習者與生活經驗聯系起來的課程活動更相關，當成年人積極參與他們的學習，他們將

有一個既得利益的學習資料(Coctnaa & Bno/a, 2016)。依據上述，居家照顧服務員有能力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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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學習，並需要知道他們為什麼需要學習，學習可以幫助他們有效的解決生活與工作中實

際的問題。 

(2) 假設 2：有能力決定和自己的生活負責的自我概念 

成人具有能自主做決定，且對自己的決定負責的自我概念，而這種自我概念將能引領成人

學習者進行自我導向的學習(梁明皓，2016；Kao/lrs, 1980; 1990)。Kao/lrs 等人(2005)認為成

人和兒童迄今為止的生活經歷不同(Han:rn & Ross, 2011)，成年人需要被視為有能力，協作活

動為成年人提供了展示其能力的機會(Kao/lrs rt al., 2005)。依據上述，居家照顧服務員自己知

道自己需要什麼課程，引領自己進行自我導向的學習，並且對自己學習的項目進行負責。 

(3) 假設 3：願意分享過去的經驗，讓學習環境更豐富 

當成人進入教育學習活動中時，他們會帶著很多豐富的經驗，而且是與青少年、兒童截然

不同的經驗(胡夢鯨，1998；Kao/lrs, 1980)。隨著不斷地成長，生命當中會遇到形形色色的各

種人，也會遇到許多未曾經歷過的事件，這些都將內化成生命的經驗。而經驗對於成人教育有

幾項重要的意義(胡夢鯨，1998；梁明皓，2016)。當學習者分享他們過去的經驗時，學習環境

就會得到豐富(Coctnaa & Bno/a, 2016)。依據上述，居家照顧服務員有許多豐富的人生經驗，

他們願意分享這些生活的歷驗，使新進的居家照顧服務員得到更多寶貴的照護知識與技能，資

深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傳承使學習環境更加的豐富。 

(4) 假設 4：瞭解自己真正想要學習的內容 

成人學習屬於一種「生活中心」、「問題中心」以及「任務中心」的取向，與正規教育中的

「學科中心」取向有所不同（胡夢鯨，1998；梁明皓，2016)。成人學習者的學習意願，這意

味著將學習與發展概念保持一致(Kao/lrs rt al., 2005)。必須迅速解決學習者的需求，以確保學

習者的成功(Bload., 2007)。依據上述，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以「個案為中心」的取向，他們的

課程學習必須能迅速解決個案的服務需求。 

(5) 假設 5：擁有學習動機，基於過程而不是基於內容 

成人會受到外在的誘因，例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水，而參與學習活動；但是最主要

的動機還是來自於內在的誘因，例如：增進生活品質、自尊、工作滿意度等（胡夢鯨，1998；

梁明皓，2016)。當給予真實的學習活動時，成人學習者有學習動機(Kao/lrs rt al., 2005)，因

此，課程「應該基於過程而不是基於內容，以允許學習者根據他們的具體需求開發內容」(Bload., 

2007)。基於任務的活動可用於幫助學習者瞭解如何將實踐應用到他們的生活中(Kao/lrs rt al., 

2005; Coctnaa & Bno/a, 2016)。依據上述，居家照顧服務員多拿幾項的證書，可以讓居家照顧

服務員服務更多的項目，有益於更高的薪資。每一年的再複訓，也可補足他們已遺失的記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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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假設 6：具有學習的內在動機 

成人在參與學習課程活動之前，需要知道他們為何需要這些的學習（胡夢鯨，1998；梁明

皓，2016；Kao/lrs, 1980)。若成人知道他們想要學習什麼，他們將會學得更多，Torgt (1979)

研究指出，當成人為自己學習時，他們會花相當多時間去思考學習這些東西對自己有什麼助

益，如果不學又會有什麼負面的影響。成人學習者具有學習的內在動機(Kao/lrs rt al., 2005)。

依據上述，居家照顧服務員具有學習的內在動機，他們會自費參與繼續教育課程，例如：參與

足部照護課程，即可為個案操作此服務項目，如果沒有參與此進階課程，不能執行此服務項目。 

綜合以上，依 Kao/lrs 成人教育學理論六個假設，運用於居家照顧服務員繼續教育課程之學

習，包含：(1)需要知道他們為什麼需要學習；(2)有能力決定和自己的生活負責的自我概念；(3)願

意分享過去的經驗，讓學習環境更豐富；(4)瞭解自己真正想要學習的內容；(5)擁有學習動機，基

於過程而不是基於內容；(6)具有學習的內在動機。研究者欲瞭解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學習需求是否

能呼應 Kao/lrs 成人教育學理論，其繼續教育課程是否能真正符合居家照顧服務員需要的知識、

技術與行為來規劃繼續教育課程，因此研究者欲以 Kao/lrs 成人教育學理論六個假設加以探討之。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參與繼續教育課程之分析。首先，以立意取樣(:rn:osrfrl 

sam:liag)，找出符合本研究研究對象之範圍。其次，以推薦者介紹(aomiaaton)的方式，選擇符合本

研究的實際工作者訪談對象。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台南市 8 家關懷協會之居家照顧服務員，並且

接受繼續教育的現職人員，共招募 17 人，女生 12 人、男生 5 人，平均年齡 44.8 歲。由以上提供

的數據可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員以女性居多，學歷介於小學至研究所碩士學位，大學以上為 9 人。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居家照顧服務員的繼續教育課程。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Srmi-Stnrctrnrd 

Iatrnvir/s)，半結構式訪談是質性研究訪談的典型代表，也是質性研究資料蒐集方法的主要方式

(Packrn, 2011)。本研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故採用視訊、錄音或錄影(vidro)的方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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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分析 

4.1 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之分析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特性之分析 

本研究居家照顧服務員年齡介於 24-61 歲之間，故以黃富順(2013)成人學習的特性分析如下。 

(1)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是插曲式 

「我覺得繼續教育有時一個主題只上 2-3 小時，真的是不夠，建議應該要有一整個學期，還要

考試。」(B5-AF) 

(2)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以問題為中心 

「我覺得所學到的課程，對我在照顧服務病人的時候非常受用，例如：之前曾碰到一個食道癌

的個案，他的備餐方式就與平常的備餐不太一樣。」(B7-BF) 

(3)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講求立即應用 

「我覺得成效最好的是洗澡，當他們洗完澡的時候，我會很有成就感。」(B8-DF) 

(4)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要求有明確的學習結果 

「我們都有學基本救命術，當我真正遇到個案突發狀況的時候，他的家人又沒有在旁邊，我通

常都會很勇敢地先急救，然後也會通報救護車過來。」(B4-DF) 

(5)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是自動自發的 

「我們單位沒有辦失智症與身心障礙的課程，通常我都是自費參與的，這些課程對我們幫助非

常的大，在工作上能夠幫助我們。」(B2-CM) 

(6)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是一種終身的歷程 

「以前所學的相關的知識，就服務照顧時會都可以應用上，所以我覺得有繼續教育對我的幫助

是非常大的。」(B4-BF) 

(7) 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學習傾向於有意義的整體 

「有些課程只上兩個小時的時間，真的是不太夠，所以我是到學校進修長照相關，一個科目要

上一個學期，還要考試，這樣子才夠。」(B4-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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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常用類推思考與嘗試錯誤策略 

「我會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別人可能會不一樣，有些老師只會照本宣科，無法舉實際的案例，因

為課本是一回事，而實際在面對個案又是另外一回事。」(B16-EM) 

4.2 居家照顧服務員進階繼續教育課程內涵之分析 

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動機取決於居家照顧服務員個人的決定，參與進階繼續教育課

程並取得證照。居家照顧服務員為了執業之需求，皆需參與進階繼續教育 AA11 照顧服務員進階課

程訓練(領有失智、身心障礙訓練)，如表 3 所示。 

表 3. 居家照顧服務員進階繼續教育課程內涵之概況 

編號 
基本急

救訓練 

AA11 照顧服務員進

階訓練（領有失智、

身心障礙訓練證明） 

BA18 

安全看視 

BA08 

足部照護 

BA17a 人工氣道管內（非氣

管內管）的分泌物抽吸與

BA17b 口腔內（懸壅垂之

前）的分泌物抽吸 

B1-FM o o o x x 

B2-AF o o o o o 

B3-AF o o o o x 

B4-AF o o o o x 

B5-AF o o o o x 

B6-GM o o o x x 

B7-BF o o o o x 

B8-DF o o o o x 

B9-DF o o o o x 

B10-DF o o o o o 

B11-DF o o o o x 

B12-BF o o o o x 

B13-CM o o o o x 

B14-CF o o o o x 

B15-EF o o o o x 

B16-EM o o o x x 

B17-EM o o o o x 

由表 3 所顯示的數據來看，研究者於訪談中發現，本研究之居家照顧服務員在接受進階繼續

教育課程的部分，有更積極的學習內在驅動力，在 AA11 照顧服務員進階訓練(領有失智、身心障

礙訓練)及 BA18 安全看視有 17 人，BA08 足部照護有 14 人，由此，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員對於取

得此證照的意願非常高。當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後獲得成就時，愈能達到自我實現之境界，也更能

促使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學習的動機。而擁有 BA17a 人工氣道管內(非氣管內管)的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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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抽吸與 BA17b 口腔內(懸壅垂之前)的分泌物抽吸訓練的有 2 人，亦即在居家照顧服務員接受進

階繼續教育的部分，對於人工氣道管內(非氣管內管)的分泌物抽吸與口腔內(懸壅垂之前)的分泌物

抽吸訓練證照之取得，似乎也沒有特別的積極度，據此，目前居家照顧服務員每一位皆需具備基本

急救訓練，在進階繼續教育內涵的能力，取決於居家照顧服務員個人的決定，有意願服務足部照護、

人工氣道管內(非氣管內管)的分泌物抽吸與口腔內(懸壅垂之前)的分泌物抽吸訓練的居家照顧服

務員，就會努力去接受進階繼續教育，並取得證照。 

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學習與成人教育學理論觀點之分析 

依據訪談及相關文獻理論，研究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學習具備成人學習認

知需求，本研究呼應 Kao/lrs 成人教育學理論的六項假設，分別是：(1)知道為什麼需要學習；(2)

有能力決定和自己的生活負責的自我概念；(3)分享過去的經驗，讓學習環境更豐富；(4)自己真正

想要學習的內容；(5)擁有學習動機，基於過程而不是基於內容；(6)具有學習的內在動機。因此，

居家照顧服務員接受繼續教育課程均具備成人教育學理論觀點，分析如下。 

(1) 居家照顧服務員知道為什麼需要學習 

居家照顧服務員接受繼續教育後，在照顧服務案家時，第一個需具備的能力是要知道自己為什

麼需要學習，分述如下所示。 

「如果單位有排的課程，我都會參加，我覺得居家照顧服務員應該有照顧高齡者的能力，要有

照護一般高齡者的知識，及疾病與身心障礙相關的知識，自己想學什麼就要努力去學習，上網

或是找各方面的照護資料。」(B6-GM) 

「我們上的所有繼續教育課程，對我們服務內容都是有幫助的，可在我們執行服務時，真正的

實際運用上。」(B11-DF) 

「當我遇上有比較不清楚的地方，我都會自己上網搜尋資料，或是跟比較資深的學長姐請教，

我自己知道自己想要學什麼，就會自己去找這個答案，當我得到答案，我會很開心。」(B13-

CM) 

綜合以上，研究對象居家照顧服務員知道自己為什麼需要學習，知道工作服務內容上所需具備

的知識，對於自己有不清楚的地方，會努力地找出答案，覺得學習有益於自己運用在服務個案上，

因此會積極地參與課程。這呼應了胡夢鯨(1998)、梁明皓(2016)、Kao/lrs 等人(2005)所提出的論點，

成人準備參與學習的內容都是他們想要知道，且有能力做到的，以幫助他們能夠有效的順應其生

活，或解決工作與生活中實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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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家照顧服務員有能力決定和自己的生活負責的自我概念 

居家照顧服務員接受繼續教育後，在照顧服務案家時，第二個需具備的能力是有能力決定和自

己的生活負責的自我概念，分述如下所示。 

「我買很多遊戲活動的道具就是我有對個案喜捨跟奉獻的心，自己其實也沒有花很多的錢，但

是，可以與個案玩很多種不同的遊戲，其實自己也是在做學習，學習與個案藉由活動的互動來

互相瞭解。」(B1-FM) 

「我覺得繼續教育學到的課程，對我在照顧個案時，均十分的受用。」(B7-BF)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居家照顧服務員有能力決定自己的生活，和有能力負責的自我概念。自己購

買活動的道具與個案玩很多種遊戲，認為是自己在做學習，是跟高齡者的一個互動。本研究呼應梁

明皓(2016)、Kao/lrs (1980; 1990)所提出的論點，成人具有能自主做決定，且對自己的決定負責的

自我概念，而這種自我概念將能引領成人學習者進行自我導向的學習。 

(3) 居家照顧服務員願意分享過去的經驗，讓學習環境更豐富 

居家照顧服務員接受繼續教育後，在照顧服務案家時，第三個需具備的能力是願意分享過去的

經驗，讓學習環境更豐富，分述如下所示。 

「常見到高齡者的牙口通常不是很好，如果是牙口不好的話，我們通常要知道挑比較軟一點的

東西給高齡者。」(B2-AF) 

「照顧高齡者的專業性就像是修理摩托車的老師傅，他們不見得有去學校學什麼學理，可是，

他的技術卻是很厲害，所以從資深的學長姐們的身上，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書本以外的技術，他

們就像是修摩托車的老師傅一樣。」(B3-AF) 

「我們在做照顧服務的時候，不能夠有應付了事的心態，不會的地方就是要記下來，然後再請

教學長姐們或督導員，或者是自己上網找資料，如果有遇到狀況的話，自己還是要先自己找答

案，遇到問題，自己要有解決問題的能力。」(B16-EM) 

綜合以上，居家照顧服務員則認為要懂高齡者一般的生理評估，資深的學長姐們就像是修摩托

車的老師傅，歷練、技術都是很豐富的，他們就如一本活字典。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居家照顧服務員

願意分享自己過去的經驗，讓學習環境更豐富，在做任何照顧服務的時候，不會有應付了事的心態。

亦有能力覺察高齡者的牙口通常是不太好的，如果牙口不好的話，會選擇較軟一點的食物給個案食

用。例如：協助備餐、進食或管灌飲食等。本研究呼應 Coctnaa 與 Bno/a(2016)之論點，當學習者

分享他們過去的經驗時，學習環境就會得到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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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瞭解自己真正想要學習的內容 

居家照顧服務員接受繼續教育後，在照顧服務案家時，第四個需具備學習特性的能力是瞭解自

己真正想要學習的內容，分述如下所示。 

「我會以個案的問題為照顧服務的中心，如果個案有立即性的需求時，我會馬上去處理個案的

問題，如果是自己不會的技能，我會虛心地請教更資深人員，自己也會一直不斷地再努力的學

習，知道自己所有的學習是為了使個案更好。」(B6-GM) 

「我很喜歡學習，為了照顧好個案，擁有這些知識，才可提升自己在照顧服務工作上的表現，

我有學習一些照顧的技能，才能夠真正保護到個案的安全。」(B10-DF) 

綜合以上，居家照顧服務員會以個案的問題為中心，會認真地把學習內容，運用於工作上，願

意自我提升在照顧服務工作上的表現，以保護個案的安全。本研究呼應胡夢鯨(1998)、梁明皓(2016)

之論點，成人學習屬於一種「生活中心」、「問題中心」以及「任務中心」的取向，與正規教育中的

「學科中心」取向有所不同。 

(5) 居家照顧服務員擁有學習動機，基於過程而不是基於內容 

居家照顧服務員接受繼續教育後，在照顧服務案家時，第五個需具備的能力是擁有學習動機，

基於過程而不是基於內容，分述如下所示。 

「我自己有拿了幾項的證書，可以讓我服務更多的項目，有益於更高的薪資；其實要認真學習

的東西還很多，但是，最重要還是要有實際操作的經驗是比較好的。」(B3-EM) 

「每一年的再複訓，我們就會把已經有點忘記的課程內容，再撿回來一些回憶，不同的老師，

也能給我們不一樣的課程知識。」(B3-AF) 

綜合以上，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居家照顧服務員擁有學習動機，基於過程而不是基於內容，多拿

幾項的證書，可以讓居家照顧服務員服務更多的項目，有益於更高的薪資；每一年的再複訓，可補

足已遺失的記憶。本研究呼應胡夢鯨(1998)、梁明皓(2016)之論點，成人會受到外在的誘因，例如：

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水，而參與學習活動，但是最主要的動機還是來自於內在的誘因，例如：增

進生活品質、自尊、工作滿意度等。 

(6) 居家照顧服務員具有學習的內在動機 

居家照顧服務員接受繼續教育後，在照顧服務案家時，第六個需具備的能力是具有學習的內在

動機，分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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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 BA08 足部照護的證照，是因為我自己想學這個技術，通常家屬比較不敢去剪個案的指

甲，所以，就會申請這個服務項目，我有實際地操作過。」(B3-CF) 

「我個人有進修心靈成長方面的課程，我覺得可以幫助我更瞭解個案或是他家人，亦或是整個

社區，對我個人是有很好的幫助。」(B1-DF) 

綜合以上，居家照顧服務員取得足部照護的證照，是因為她自己想學這個技術。此外，還有進

修心靈成長方面的課程，可以幫助更瞭解個案、案家及社區。研究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員具有學習的

內在動機，本研究呼應胡夢鯨(1998)、梁明皓(2016)、Kao/lrs (1980)之論點，成人在參與學習活動

之前，需要知道他們為何需要學習。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動機與學習內容特性，分析與討論如下。 

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學習特性之分析。本研究發現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學

習特性呼應黃富順(2013)成人學習的特性之論點：(1)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是插曲式；(2)居家照顧服

務員學習以問題為中心；(3)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講求立即應用；(4)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要求有明

確的學習結果；(5)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是自動自發的；(6)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是一種終身的歷程；

(7)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學習傾向於有意義的整體；(8)居家照顧服務員學習常用類推思考與嘗試錯誤

策略。居家照顧服務員的繼續教育課程取決於居家照顧服務員個人的決定，接受進階繼續教育並取

得證照。目前居家照顧服務員每一位皆需具備基本急救訓練，在進階繼續教育內涵的能力，取決於

居家照顧服務員個人的決定，有意願服務失智、身心障礙及安全看視、足部的照護、人工氣道管內

(非氣管內管)的分泌物抽吸與口腔內(懸壅垂之前)的分泌物抽吸的居家照顧服務員，就會努力去

參與進階繼續教育，並取得證照，有更積極的外在誘因，因為沒有接受進階課程訓練者，無法接這

類案主，將影響居家照顧服務員的接案量及收入。 

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學習與成人教育學理論。依據訪談及相關文獻理論，研究發現居

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課程具備成人學習認知需求，本研究呼應 Kao/lrs 成人教育學理論的

六項假設，分別是： 

(1) 知道為什麼需要學習：居家照顧服務員知道自己為什麼需要學習，知道工作服務內容上所

需具備的知識，對於自己有不清楚的地方，會努力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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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能力決定和自己的生活負責的自我概念：居家照顧服務員有能力決定自己的生活，和有

能力負責的自我概念。例如自己購買活動的道具與個案玩很多種遊戲，認為是自己在做學

習，是跟高齡者的一個互動。 

(3) 分享過去的經驗，讓學習環境更豐富：居家照顧服務員認為要懂高齡者一般的生理評估，

資深的學長姐們就像是修摩托車的老師傅，歷練、技術都是很豐富的，他們就好像是一本

活字典。 

(4) 自己真正想要學習的內容：居家照顧服務員會以個案的問題為中心，會認真的把學習內容，

運用於工作上，願意自我提升在照顧服務工作上的表現，以保護個案的安全。 

(5) 擁有學習動機，基於過程而不是基於內容：居家照顧服務員受到外在的誘因，例如：更好

的工作、更高的薪水，而參與學習活動；但是最主要的動機還是來自於內在的誘因，例如：

增進生活品質、自尊、工作滿意度等。 

(6) 俱有學習的內在動機：居家照顧服務員認為服務的流暢度有利於執行照顧服務項目之順

利，也需注重醫療倫理，俱有學習的內在動機，不會敷衍的應對個案。 

5.2 建議 

對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繼續教育與學習內容之建議：(1)對居家單位之建議，宜重視居家照顧

服務員之學、訓、用。宜重視居家照顧服務員參與進階核心繼續教育課程之重要性，並適時給予獎

勵措施，用以留住優秀的居家照顧服務員；(2)對居家照顧服務員之建議，繼續參與核心繼續教育，

並鼓勵參與進階核心繼續教育，學習內容包含足部照護、口腔內(懸壅垂之前)及人工氣道管內的分

泌物之清潔、抽吸與移除等；(3)由於本研究的主題聚焦在居家式的照顧服務員，雖然其與社區式、

機構式的照顧有所區隔，但在服務內容與繼續教育上卻有著許多相互重疊的部分，因此，建議未來

的相關研究者可以擴大至社區式及機構式的照顧服務員，建構此三種參與繼續教育與學習內容所

得之結果，並進一步研究與比較，使整體照顧服務員的參與繼續教育與學習內容可以更趨完善。在

研究限制上，由於面臨新冠疫情之影響，採視訊方式進行訪談，無法深入觀察研究對象，建議未來

的相關研究者可以採面對面的訪談，以利收集更多有益於研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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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rlatioa agiag is a global issrr. Therefore,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 care attendant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grams is a significant issue. However, there is very littl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andragogy 

related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 care attendant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17 resident care attendants in Tainan City, and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wa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ident care attendants should have a more motivation to learn. Ttr monr 

resident care attendant actirvrs srlf-actralizatioa aftrn lranaiag, ttr monr motivatrd ttr. /ill br to lrana. 

Resident care attendants know why they need to learn and can decide on a self-concept that handles their 

lives. They are willing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to help enrich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y 

understand what they want to learn and have the motivation to learn, which is process-based rather than 

content-based, and have an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learn. This study echoes Knowles' theory of andragogy 

and recommends that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grams can be planned to meet the needs of resident care 

attendants by targeting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behaviors they need. 

Kr./onds: nrsidrat canr attradaat, aadnagog., coatiariag rdrcatioa :nogn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