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顧失智患者是一條漫長道路

暖男照顧者的人生功課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陳政智 副教授

高齡社會即將來臨，「老人照顧」將

是大家必須面對的議題。尤其，長期被照顧

的男人要扮演照顧者的角色，更容易出現挫

折感大、獲取資源不易、不好意思求助等

困境，使得男性照顧者容易出現負向情緒，

「撐不下去」是所有照顧者的共同心聲。

男性擔任照顧者，我們有三大議題必須

關心：

一、照顧者的選擇：

根 據 逐 級 替 代 模 式 (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compensatory model)，老人一開始會先自己

照顧自己，當自己的能力開始無法負荷時，

他們偏好先從家屬發出求助的訊號，像是配

偶或子女，接著才會選擇是非正式的協助

者。最後，不得已時，才由正式的支持系統

提供協助，選擇政府提供的支持服務或機構

式照顧。逐級替代模式下的照顧選擇會根據

這項資源是否可以接受、是否容易取得，作

為選擇資源的依據。所以，許多照顧者除了

自己選擇扮演這個角色之外，有些是家人討

論之後，半推半就下的折衷選項。而最常考

量的原因就是經濟因素，由誰來照顧的成本

最低。所以，男人成為照顧者是自願或非自

願？有人認為大多是出於無奈、無選擇餘地

時的抉擇；其實許多照顧者都和失能者在同

一個屋簷下相處超過二、三十年以上，彼此

間的情感相當緊密，所以當他們在做出決定

時幾乎都有著濃厚的情感考量，而這些情感

包含了不捨、罪惡感、責任感等，不必全以

現實的因素來看待這種照顧關係。我們可以

發現照顧者的健康和體能不斷下降，逐漸對

提供照顧感到吃力，可是照顧者卻不願輕易

的將老人送至機構，這中間我們相信仍有情

感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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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塗細心的替個案餵食

二、使用福利資源的情形：

包含個人與家庭的支持服務、機構式服

務、醫療服務等，這些照顧者是否可以透過

家人或福利系統獲得需求的滿足。這些步入

中老年或本身就是老人的照顧者，不只要肩

負自己的生活，還必須照顧生理出現老化的

受照顧者，倘若福利服務無法滿足適時給予

協助，那麼這個照顧者將生活得更加困難，

或是無法維持一般生活水準。更因為男人傳

統被期待獨立自主、非情緒性的，所以通常

是不會主動向外求助的，而是選擇硬撐下

去。男性照顧者會依據過去熟稔的思考方式

與習慣，去選擇他們想要使用的資源，但不

一樣的是當這群受照顧者失去或再也不適用

於原有的資源時，並不會擴大其原本尋找、

選擇資源的方式，這樣就會陷入困境。

三、照顧壓力的紓解管道：

男性照顧者除了精神與身體的負荷問

題，更會因為要擔任照顧者，角色會受到限

制，休閒與娛樂活動也受到限制，所以可能

會有憂鬱、焦慮、自責等心理問題。若是兒

子照顧年老的父母，將會出現角色逆轉，就

是長期照顧兒女的父母成為被照顧者，兒子

在傳統孝道的社會規範下，有些壓力和情緒

是必須忍下來的。從各種提供照顧者服務的

單位之統計，男性求助或諮詢的比例約只佔

一、二成，就可以看出這個問題。許多男性

處理自己壓力的方法就是將自己所受的壓力

發洩在其他人身上，此時若是家庭缺乏溝通

技巧、資源有限、時間不夠、情感壓抑、彼

此關係不好和固執不變，或者當初是因為這

個男人失業，無奈下接受這個角色，將會產

生更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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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塗替個案林先生做復健

從實際狀況來看，家有老人失智與失能

到需要照顧，也不全然是負向的。許多家庭

因此會增加家庭的凝聚力、改變個人對生命

的看法和得到個人成長。我們要多鼓勵其他

家庭成員讚揚這位主要照顧者在照顧方面的

能力及成就，保持家庭對話和交換意見，更

重要的是平衡受照顧者和照顧者間的需要，

給予照顧者喘息或休息的時間；對其他袖手

旁觀的家庭成員維持良好的感情，不要彼此

指責，必要時指派照顧責任給其他家庭成

員，要做好家庭分工。

身為照顧者，自己要先健康，萬一發現

自己的身心無法負荷了，一定要主動向家人

或外界求助。負責照顧失能或失智的老人就

會有壓力，沒有人可以連續24小時從事照顧

的工作。必要時要配合被照顧者調整作息，

甚至要稍做調整，把睡眠調到早上，而晚上

不睡，但絕對不能日夜都不睡。

男性照顧者要善用自己理性的特質，上

網或向區公所、社會局處主動瞭解照顧者的

醫療和福利資源，以便運用這些資源讓自己

可以喘口氣，有些縣市還有1999等專線可以

諮詢，絕不要自己默默承受。此外，可以參

加一些活動，與外界保持互動和接觸，可以

增加自己的能量。更可以藉助宗教力量，尋

求心靈撫慰，事情已經無法改變，但宗教可

以讓人轉念，學會接納。至於家屬則要多留

意主要照顧者的言行，若照顧者有情緒壓力

時，代為向外尋求協助或提供喘息機會。

最後，提供二個小技巧，讓照顧者更有

力量走下去：

1.每天找一件讓自己產生小小成就感的

事。

2.要懂得變通，不用事事追求完美，有

些事情必須妥協、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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