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 

「流金頌」培訓計劃 
CTP001：健康老齡化及代際關係之凝聚 

 
非正規及家庭照顧者培訓工作坊（二） 

主題：運用溝通方法與科技，強化代際之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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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坊５個主要內容 

• 與長者溝通的基本價值觀、態度及原則 
 

• 與長者有效溝通的挑戰 
 

• 如何與有特別溝通需要的長者，保持有效的
溝通方法 
 

• 如何消除年輕人與長者之間的溝通障礙，以
建立良好的關係 
 

• 透過先進的溝通科技，增強代際之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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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一) 
與長者溝通的基本價
值觀、態度，及原則 



模擬處境 (一)：長者不吃藥 
找出長者不吃藥的原因： 

 

•是因為苦呢？ 

•因為難下咽呢？ 

•因為缺少了吃完藥要吃的口果呢？ 

•因為長期吃藥吃厭煩了呢？還是別的原因呢？ 

 

找到原因後，再慢慢耐心地哄長者吃藥。 



溝通的基本價值觀 
1. 每人都有獨特性 



溝通的基本價值觀 
2.    每人都擁有他的價值和尊嚴 



溝通的基本價值觀 
3.    對話要平等，是意見、思想及情感的交流 



溝通的基本價值觀 
4.    建基於愛，絕不左右他人的行動 



溝通的基本價值觀 
5.    謙虛接納，互相學習 



溝通的基本價值觀 
6.    切實思考，非一成不變 



溝通的基本價值觀 
7.    信任 



溝通的基本價值觀 
8.    每人應有自決的權利 



溝通的基本價值觀 
9.    針對人的需要，以人為中心點 



模擬處境 (二)：邀請長者參加課程 

角色：工作員 2 人； 
    長者 1 人 
              觀察者 2 人 

 
• 你﹙們﹚要去邀請一名住在

院舍參加電腦班的長者來第
一節課，長者正坐在自己床
上看報紙，你﹙們﹚會如何
跟他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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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同感 
設身處地從服務對象的角度去看和感受事物，並且
正確地傳達自己的了解予對方，使其覺得被了解和
接受，這是給服務對象最大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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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真摯 
用坦誠的態度與對方交往，使他們感受到一種真摯
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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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接納 
服務對象大部分缺乏安全感，希望得到別人的關懷
及接納，故需以愛心及體諒去接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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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尊重 
服務對象常感無用，容易產生自卑，給予明顯尊重、
支持，增強其自愛和自尊心，提昇其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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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主動 
有些服務對象是被動，自信心低，對人有戒心，因
此要積極主動去接觸他們，使他們感到關心。 



20 

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耐心 
服務對象可能會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經驗，需要耐
心地聆聽和處理。 



21 

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個人化、獨特性 
每一服務對象都應視為
獨立之個體，有不同之
特質與需要，除基本態
度與技巧外，仍要順應
情況，作出合宜之行動
和表示，才是有意義地
建立良好關系，及大致
所期望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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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多傾聽 
長者多喜歡表達，所以最重要的是幫他暢所欲言，
給他時間，讓他慢慢講，多聽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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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留意自己表情 
發自內心、誠懇的表情最重要，而非應付了事。如
多微笑就很重要。眼睛要注視對方眼睛，不要游走
不定，要讓長者覺得被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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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為對方而聽 
不是為了回答他的話而聽，而是為了瞭解他而聽，
試著瞭解他說話的動機為何？ 



25 

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給予時間反應 
隨著年長，身體機能退化，不能走路或行動、說話
緩慢是常見的事，有時候給對方更多反應的時間，
直到對方全無反應再補充也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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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避免爭執 

這是大家最常犯、殺傷力最大的毛病。有些時候，
並非雙方無法溝通，而是堅持己見的結果。先退一
步去同理對方的感覺，再慢慢的溝通會較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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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不妄下斷語 
多傾聽、多同理對方，再去回應其感受，不要急著
批評對方或其生活事件。越站在對方的角度、越中
肯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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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不介意與其接觸 
聊天時，多握住他的手，讓他有安全感，這是一種
鼓勵，他也會較想與你互動；點點頭、輕拍肩膀，
都是良性的鼓勵與接觸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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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位置 
不要讓長者抬起頭或遠距離跟你說話，那樣長者會
感覺你高高在上和難以親近的，應該近距離（或彎
下腰）去與長者交談，長者才會覺得與你平等和覺
得你重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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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者溝通的態度原則：善用物品幫助表達 
這不只是幫助我們表達，也可讓長者試著這樣做。
對於聽力有障礙、手不方便移動的長者，往往較有
效。試著讓他指東西，或是我們指著詢問他：「你
是指這個嗎？」再點點頭回應，都是不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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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一)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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