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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 長照移工語言與受虐施虐相關性之研究 

投稿類別  

論文摘要（限 600-800字）及關鍵字(3-5個) 

   台灣已於 2018 年由「高齡化社會」轉為「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率達 14.05%，

推估將於 2025 年提早進入「超高齡社會」，國家財務怎麼負擔、長照人口來源都是一極沉重

且迫切需要關切的課題。 

    隨著老年人口增加，以平均臥床八年計算，我們將需要大量長照人口。但自政府推動長

照 2.0後，本地從事長照的人口少意願低，而反觀外籍長照移工需求反增。長照人口結構，移

工在近年擔負極大百分比，但外籍移工如此重要人力，被虐與施虐的新聞卻從未間斷。為何

會有這些現象?移工與病人或病人家屬之間是否在語言溝通及彼此文化的了解上有極大鴻

溝，致經常出現移工與病人相互折磨的社會悲劇，對此一領域之研究，目前極為缺乏。如我

們採取語言開發，編著出一套簡易的彼此溝通對應模組，符合雙方心理、生理需求，使老人

晚年獲得優質的生活，移工亦覺獲得尊重，樂意以人道精神付出關懷照護。 

  筆者擬進行以下幾個重點方向研究： 

1. 針對東南亞國籍長照移工進行訪談： 

分兩組採樣: 

A組:目前仍在進行照護 

進行訪談及問卷 

B組曾經發生施虐或受虐新聞事件 

進行訪談或問卷 

2. 將訪談進行比對、分析 

A關係良好組:繼續進行分析(對照組) 

B關係惡化組(實驗組) 

3. 透過方式進行實驗 

設計相關教材改善雙方溝通模式 

進行適用 

4. 對比兩國文化，進行跨文化反思與衝突點研究 

5. 開發相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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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淑超  高齡化社會趨勢之玩具發展方向初探 

黃富順  高齡社會與高齡教育 

梁志光  高齡化社會老年病人的醫療照護  

 

備註 請於 110年 08月 31日（二）前將論文摘要寄至「tcsl@gms.ndhu.edu.tw」 

並至研討會網站完成報名 https://ictcsl2021.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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