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認識失智症?2’29”銀壽司 

•「被偷妄想」、「四處遊蕩」、「突然暴怒」 

•認為患者會「陷入一個人什麼都做不了的悲慘狀態」， 

•「充滿妄想及四處遊蕩，到死都讓家人疲於奔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8dEc33fZp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8dEc33fZpo&feature=youtu.be


失智症的電影 



失智症人口?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平均每3 秒鐘就新增1 

名失智症患者。 

•衛服部2011-2013失智症盛行率調查，推估2016年將

達27萬人，目前台灣估計有超過27 萬失智人口，預

估未來平均一 年將增加1 萬人。推估40年後約有85

萬人。失智症的影響，已經是全世界共同的挑戰。 





2018年台灣有多少失智症人口? 

• 2018年民眾版失智症防

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

方案2.0-提出2025年要

達失智友善台灣 

 



問題行為症狀的患者，其實只占全體失智症患

者的一成。 

•事實上，對失智症的錯誤認知所引發的無端

恐懼及不安，也是導致老年憂鬱症的原因之

一，因此首要之務就是必須正確地認識失智

症。 

 





要理解失智症，「傾聽患者本人的說法」
是最簡單的一條捷徑 



有一天我們會老，我願意坐在長板凳聽您訴說... 



【與失智患者溝通的十項建議】 
 • 1. 減少環境上的干擾 

• 2. 緩慢地從前面接近病人，說話時面對面、眼睛平視他們 

• 3. 簡短的只說一件事，並使用手勢、身體姿勢或是圖片來幫助溝通 

• 4. 提供是非題，讓患者輕易選擇，例如：「吃飯，或是吃麵」，給他足夠時間反應 

• 5. 將複雜步驟簡化，逐步引導並肯定已完成的部份 

• 6. 說話速度要放慢，並降低說話的音調 

• 7. 重複的解釋訊息 

• 8. 讓患者有足夠的時間回答，不中斷 

• 9. 鼓勵患者用自己的說法，去描述要表達的字語 

• 10. 多說「你可以」，少說「你不可以」；並避免與患者爭辯  



一、不採取質問的態度。千萬別說：「你有證據嗎？」  

二、也別以評價的方式來安撫他，例如：「那個東西不值錢，怎

麼可能有人會要。」  

三、讓失智者述說一下，並回饋給他目前的感受，例如對他說：

「你聽起來很生氣. . . 」或是：「你感覺很傷心. . . 」  

四、接著，在「不說謊」的前提下，可以適度地給予一些尋常的

安慰，例如「生氣對你身體不好。」或是：「你這樣傷心，我們

也覺得很難過。」. . . 等。 



•五、最重要的就是「轉移話題」。可以聊聊那個東西對他

為何如此重要，是否有其他物品可以替代。  

六、甚至把握機會「岔開話題」，也就是二度轉移話題。

可以從身體健康比較重要，接著問：「天氣變化，是否有

覺得. . . . . 不適」等。  

七、第二招？可以試試「拖延戰術」。 



都還是沒效果呢? 

•如果一招用了，第二招也用了，藥物治療嘗試了，非

藥物治療也用上了，甚至哭求、威嚇、謊言、冷處理，

什麼該用與不該用的招數都用了，都還是沒效果呢? 

第三招--俗話說山不轉路轉，他不轉，我們就要先轉，此

時建議轉念-「那就再觀察看看」. . .等字訣。 

 



當失智長者出現異常行為.... 

•有時你對失智患者講了一句，他可能馬上就忘了！甚至可能會因為想

不起來，卻無法表達，只好用「情緒」來表達內心的不安。 

•失智長者越來越無法表達，當身體的不適、焦慮不安…就可能呈現出

精神症狀。 

•更擔心他們可能在每天不斷的挫折中，變得退縮、更加難以表達，連

帶使得病情越益嚴重；尤其長者也很愛面子，我們用同理心看待他們，

便會了解，他們也是相當辛苦啊！ 

 



我們需練習的武功招式: 

•當失智者抱怨物品被偷，有人想害他等精神行為

症狀時，倘若轉移不了，建議嘗試拖延大法，例

如推說「此事需謹慎應對，會等其他兄弟姊妹相

聚時，研究如何處理……」 



照顧失智者，並沒有絕對的方法-創意 

•失智症的照顧心法並不存在一個絕對的標準，有

時需要激發創意，有時需要彙整經驗。 

•當你發現照顧失智者會讓你莫名其妙地火大，時

常想要奪門而出，動不動就掉淚時，請記得放慢

步調，調整呼吸，試著理解，他不是故意的。 



讓每個失智照護家庭裡，能有愛無礙！ 

•多跟患者聊聊他過去發生的事，回想過去快樂的記憶；我們

將心比心，逐漸忘記的長者，他真的需要我們多一些耐心！ 

•提供適當的輔具:記得也要給予長者適當的輔具，像是眼鏡

與助聽器，他可以聽到您的關心而不亂猜忌，更可以增加它

的社會互動及學習。  



如何幫助可能需要幫助的失智長輩 - 看、問、留、撥 



日本佐藤雅彥《失智症的我想告訴你們的事》 

•生病後最重要的事：對事物抱持的興趣
而活著-《失智症的我想告訴你們的事》
日本佐藤雅彥  51歲因診斷出阿茲海默
型失智症而退休，在透過每星期兩次的
家庭協助、配膳服務，以及外出時的陪
伴服務等，今年64歲仍然持續一個人的
居住生活。 



失智症者想告訴您的事..... 
•當他的記憶開始出現迷航…… 

「我沒有辦法立刻說出我要說的話。」 

「對已經相處12年之久的人，我居然無法立刻就叫出他們的名字。」 

「如果不看手機上顯示的日期，我根本搞不清楚今天是哪一天。」 

「我不記得昨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記得曾經領過錢，但存摺裡卻留有紀錄。」 

「明明已經買了晚餐的便當，我卻忘了這件事，又買了晚餐的材料。」 

「為了要洗澡而放了熱水之後，我卻完全忘了要去洗澡。」 

「我想要寄信給A，結果卻寄給了B。」 

「即使是常去的店，我仍然經常會迷路。」 

「我無法管理金錢。」『無法數零錢』 

「我已經沒有辦法寫出『青菜』的漢字了。」 

「我甚至已經寫好了遺書。」 



對於患者本人，我想說： 

•不要為自己失去的能力煩惱、嘆息，而要相信自己還保有的能力。 

即使得到了失智症，依然可以過著快樂且有意義的生活。不要絕望，而要抱持

著希望！ 

正是因為得到了失智症，反而可以不用在意他人、與他人比較，請把時間花在

自己喜歡的事情上。 

如果一個人沒有辦法努力，就和其他罹患相同疾病的夥伴們試著互相聯繫吧！ 

如此一來，你將獲得勇氣，能夠感受到自我，同時也能把自己心中所想的事傳

達給周遭的人。 

即使得到了失智症，也不要放棄人生！ 



◎對於家人，我想說： 
 •失智症患者本人，並不是什麼事都沒有在想，他只是無法立刻做出判斷，

或者是把心中所想的事化作言語說出口而已。 

由於記憶發生障礙的緣故，或許同樣的事必須多說幾遍、多問幾遍，但還

是請各位多聽聽患者本人的說法。 

因為患者本人必須麻煩家人照顧，或許會成為一種負擔，但如果他能夠在

家事等方面，做些簡單的幫忙的話，還請分配一些工作給他。如此一來，

患者本人也能夠產生自己仍然具有用處的真實感，進而產生自信。 

要是什麼都不做的話，症狀可能會很快就惡化；相反地，如果給他一點事

情做，或許會有延緩症狀惡化的效果也說不定。 

失智症患者絕對不會希望因為自己的緣故，使負責照顧的家人變得疲憊。 



◎對於醫生和照護者，我想說： 

•醫生們在告知確診時，我認為應該要有階段性的考量，關於之後的症狀，也應該告知會因
人而異。而後，失智症患者本人如果能夠收到一些具有積極性、建設性的話語，則更是令
人感謝。就算問題無法解決也無所謂，我們所希望的，就是醫生能夠多給我們一些安心感。 

我們不希望護理人員和照護者做的事包括： 

以蒙混的方式來應付，或者是說謊。 

明明當事者自己能夠做的事，卻代替他動手完成。 

甚至將患者當作是只具有幼兒程度的能力或經驗的人。 

以權力或威脅使患者擔心，或者是感到不安。 

責備患者，指責他做了什麼，或是沒有做些什麼。 

沒有用可以讓他理解的方式，像是用緩慢的速度，或是使用簡單的話語來說話。 

以其做了不被認可之事為由，就不把他當作夥伴，或將他趕走，不讓他共同參與等等。 

無視於或不認真看待患者本人的心情。 

這樣的對待方式，將會使失智症患者感到受傷，甚至奪去他們活下去的希望。 



◎對於其他居民，我想說： 

•我們不應該認為失智症患者就是和自己不一樣的人。 

得到失智症的人，並不是什麼都不了解的人，也不是劣等的人，更不是可

憐的人。 

我們不想老是被關在療養院或是醫院裡，而想到街上買買東西，或是到咖

啡店裡聊聊是非等，我們仍然希望可以過著跟得到失智症之前相同的生活。 

也因此，對於失智症這樣的疾病，還請大家正確地予以理解。 

失智症患者不管做什麼事，都需要花上更多的時間，也經常會失敗，像這

樣的時刻，還請大家給予溫暖的守護。 

對我們來說，如果在我們生活的地區有能夠給予我們支持的人，將是非常

有幫助的。 

 



◎對於所有人，我想說： 

•得到了失智症之後，自己的生活及人生，將會產生巨大的變化。 

得到失智症這件事雖然非常令人遺憾，卻絕對不是不幸。 

得到了失智症之後，雖然有許多不能夠做的事，但還是有許多可以做的事。 

失智症患者並不是什麼都沒有在想，而是可以營造出豐富的精神生活，並

且加以度過的人。 

失智症患者們的存在，並不是社會上的「負擔」，即使是年老，即使是在

生活上有變得不自由的地方，不管是誰，都希望可以活得像自己，堂堂正

正地生活。 

為了那些正與失智症共同生活的眾多人們，以及接下來也許會得到失智症

的無數人們，讓我們共同創造一個即使得到了失智症，依然能夠幸福生活

的社會吧！ 



謝謝聆聽 



時間的提醒 



用藥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