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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的工作動機、工作感受與文化照顧之經

驗，為達此研究目的，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半結構式訪談法針對六位布農族女性

居服員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薪資福利與彈性接案是布農族女

性居服員主要從業動機。工作感受包括陪伴是最好的照顧，服務歷程工作滿意

度高。在文化照顧經驗方面，認為文化照顧應順應部落長者生活習慣，讓原住

民族照顧部落族人，對於部落長者的生活習慣較為了解，扮演與部落長者之間

重要的連線基礎，能夠相互了解、溝通、有效地互動。循此，本文依研究所得

結果提出幾項建議與省思：一、提升照顧工作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二、運用

原鄉的力量，打造部落文化照顧的網絡。本研究認為文化照顧與文化復振是部

落推動長照的重點，期許未來有更臻完善的發展，更希冀本研究能提供原鄉發

展長期照顧政策參考，以及提升長照服務人力的專業照顧形象。 

 

關鍵字：布農族、女性、居家照顧服務員、工作經驗、文化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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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motivations for work, job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s of culturally sensitive care of female Bunun home care workers. In this 

qualitative stud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from six 

female Bunun home care workers.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alary, benefits, and 

flexible caseload are the primary motivations of work for female Bunun home care 

workers. Feelings in work include the perception of companionship as the best care 

and high job satisf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viding services. In terms of 

experiences of culturally sensitive care, this study found that tribal elders’ living 

habits should be respected in providing culturally sensitive care. In addition, 

indigenous people, more aware of their living habit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necting with tribal elders. Hence, care of tribal elders by indigenous people can 

ensure that the givers and receivers of care understand,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effectively with each other.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First,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s for 

care work should be improved; second, the power of indigenous tribes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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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ed to build a tribal culturally sensitive care network. This study holds that 

culturally sensitive care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re key to the promotion of 

long-term care by indigenous tribes, and future improvements in these aspects are 

expected. Furthermore, it is also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indigenous tribes’ policy of promoting long-term care and can help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image of caregivers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Keywords: Bunun, Female, Home Care Workers, Work Experience, Culturally  

Sensitiv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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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齡化係社會發展趨勢，是全球面對的重大議題。台灣伴隨人口老化趨勢

與社會家庭結構功能改變，由以往以家庭為主的照顧，轉變為尋求外界專業照

顧，對長期照顧資源及照顧服務人力之需求，與日俱增，因此提升照顧服務的

品質及人力已經刻不容緩。無論國內外，勞力短缺對照顧品質的負面影響均已

受到重視（吳玉琴，2004；Stone and Wiener，2001）。而原住民族社會在面臨

高齡社會，所面臨之人口結構、社會、健康不均及醫療資源可及性不足等現象，

同樣需要更多的族人投入照顧原住民長者與身心障礙者的行列，提供連續性、

預防性、多元性、文化性、休閒性及延緩失能專業服務，特別是提升照顧服務

的品質及人力。原住民長者與身障者是需要特別關注與照顧的一個服務群體，

在服務規劃與設計時需要留意其族群文化的特殊性，並透過聆聽在地部落民眾

的聲音以及擴大原住民族在不同照顧服務層級的參與，才能提供符合在地部落

文化習性的長期照顧服務（怡懋．蘇米、許木柱，2016；許俊才，2020）。 

    2015 年長照法的通過是臺灣長照政策落實族群主流化的里程碑，該法第 6

條第 5 款則明定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一，負責原住民族

長照相關事項之協調、聯繫，並協助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項。在長照服務及長

照體系的規定上，長照法第 14 條第 3 項明定：「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計畫、

長照服務網區與人力發展之規劃及推動，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定之。」換言之，長照法的實施賦予原住民族建置其民族長照體系之權

利，而政府亦應在尊重原住民族意願的前提下，支持與協助建立符合原住民族

需求與有品質的長照服務計畫及人員訓練制度。原住民族照顧文化中部落老人

以「留在部落中、由家人照顧」，是第一優先選擇（趙善如，2018），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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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指出，原住民族偏好使用社區照顧或居家服務，且期望透由在地原住民族族

人來照顧部落中的長者，此種照顧形態容易獲得原住民族群的認同與接納，且

貼近部落的需求（蕭伃伶、劉淑娟、謝佳容、曾櫻枝、陳靜敏，2006；馬嘉珮，

2019）。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範：「長照人員之訓練、繼續教育、在職

訓練課程內容，應考量不同地區、族群、性別、特定疾病及照顧經驗之差異性」，

因此，國內各縣市在開辦原住民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時，課程內容特別規劃原

住民文化安全導論，專門介紹部落族人長者照顧需求等文化性課程，例如民族

所特有的認知、行為與物質創造等元素，藉此提升長照服務的品質與族人對長

期照顧服務的接受度（日宏煜，2015）。原住民族學員在參與照顧服務員訓練班

後，政府鼓勵其投入照顧族人的行列，這些留在原鄉提供部落老人照顧服務的

居服員，是落實原鄉長期照顧政策「在地老化」理念的核心人物，研究團隊之

一在族群身分上是布農族，鑑於往來布農族部落接觸長期照顧研究的過程中，

發現原住民居服員所展現的工作能力，以及與個案、家屬的互動，深感原住民

居服員已成為部落照顧的第一線人員，不可或缺的人物。這些在地照顧人力承

載原鄉長照是否成功很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如何讓部落在地有工作能力的

民眾能夠有機會兼顧工作收入、家庭關係與部落文化的傳承。 

    因著各原住民族文化樣貌的差異，照顧的形式可能隨族群、文化、人際網

絡等因素在不同地域形塑出各異的樣貌，原住民「照顧」領域不能脫除部落脈

絡，討論長期照顧服務政策不應同一而論，人際網絡、地緣關係、社群文化共

同構築頗具異質性的原鄉長照樣貌（葉怡廷，2019），由於從事原住民女性居

服員相關研究之數量如鳳毛麟角，原住民族群女性照顧勞動人力議題尚未被清

楚探究，在原鄉部落從事照顧工作的布農族女姓居服員，變遷下的當代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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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原鄉社會的特徵是否仍舊主導部落之照顧型態？她們的照顧經驗在文化

上、性別上有何特殊性，以及與平地社會的照顧樣貌有何不同?此外，這群在部

落從事照顧服務的女性居服員，從她們的性別角色又如何看待原鄉照顧工作及

服務輸送？以上種種疑問均引發探究的好奇。因此，本文是以質性研究角度出

發，透過訪談方式呈現的研究資料與自身實務瞭解原鄉照顧為基礎，藉此來探

討有關原鄉在地照顧服務人力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的工作經驗。基於上述的討

論，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如下幾項：（一）布農族女性居服員從事部落居家服

務工作動機；（二）布農族女性居服員在原鄉從事照顧工作之感受；（三）布

農族女性居服員照顧歷程所呈現的文化照顧樣貌。 

 

貳、文獻探討 

 

一、居服員從事照顧服務動機與影響因素 

     

    長期照顧的最終目標是為了達到減緩長者過早進入機構，居家照顧工作正

是可以達到長期照顧比較人性化處遇的照顧方式之一，一直以來也就成為政府

推動社區照顧的核心服務方式。國內所推行之居家照顧服務內容，主要提供健

康照顧和家事協助，例如家務服務包括日常生活環境之打掃、準備餐飲、洗衣、

協助購物、陪同就醫；日常生活照顧則有上下床、大小便、穿衣、沐浴、服藥、

進食、拍背、陪同運動散步等（呂寶靜，2012）。居家服務屬於勞力密集的工作，

因此居服員的品質與人力維持成為穩定提供居家服務的主要因素。根據陳振

盛、謝振裕（2017）針對受訓後的居服員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其受訓與投入照

顧產業動機是以工作彈性和補貼家用為主。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由於居家服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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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間彈性且可兼顧家庭，是中高齡女性居服員願意投入長期照顧場域的考量

因素之一（邱泯科、徐伊玲，2005；楊筱慧，2014）。在中高齡男性方面，居服

員進入長期照顧服務的主因則是經濟因素、退休與二度就業職場轉換等因素，

則為其投入的關鍵階段。至於年輕的居服員投入居家服務的重要考量主要是較

高的薪資、彈性工時，及可以兼差等特性，加上家人的支持與朋友的鼓勵下促

使其投色長期照顧服務，但是，由於照顧服務職業在台灣的社會地位低落，加

上對於老年照顧的刻板印象，也導致他們的家人認為如果有更好的工作選擇，

則是希望能從事其他工作（陳姝妤，2019）。 

    回到原住民地區，有意願從事原鄉照顧服務人力是以部落中壯年人口為

主，深入原鄉照顧場域進行的研究指出這些原鄉的女性居服員投入部落的照顧

服務主要原因包含可以兼顧家庭的經濟收入與照顧家庭生活，而且可以有自己

的生活時間與空間，並且可以方便女性繼續執行其所重視的性別角色（吳雅雯，

2015；許俊才，2020）。衛生福利部在推動長照 2.0 政策時，檢討過去 1.0 時代

在原住民地區執行長期照顧服務的困境包含（1）交通不便形成地理的障礙；（2）

醫療資源缺乏設備不足；（3）社會福利服務資源缺乏；（4）醫事及照護人力不

足或流動率太高；（5）家庭照顧者知識或技能不足；（6）經濟的障礙；以及（7）

文化語言的障礙（衛生福利部，2016）。因此，就原鄉長期照顧人力來說，由於

原住民地區交通不便且人口外流，且民間單位考量成本營運意願較低，造成整

體原鄉的照顧品質受到影響。因此，培育具有在地照顧文化涵養的原鄉照顧服

務人力投入是重要的。針對原鄉的長照人力投入與影響因素，日宏煜、王增勇

（2016）指出目前原住民族籍居家服務員在原鄉投入照顧的影響因素，包含（1）

培訓課程以漢人主流的住宿式機構或醫療照護為主軸，與原鄉照顧場域有差

異；（2）部落之間距離遙遠，服務對象過於分散，導致交通成本過高；（3）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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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會主流對於照顧有刻板的印象；（4）族群文化照顧觀點與現行政府的照顧

服務政策有所衝突。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居服員投入長期照顧服務動機包含貼補家庭經濟收

入、可以照顧家庭生活，及工作時間彈性為主因，至於在原鄉地區，除了上述

因素外，繼續執行部落原鄉重視的性別角色亦為重要影響因素。但是，在原住

民地區，居服員投入原鄉文化照顧的困境則與平地因素不同，包含培訓課程未

考量原住民文化、服務區域幅員廣大造成服務障礙、主流文化對於照顧的刻板

印象，以及政府長照政策未考量原住民族文化等，上述文化因素如何影響原鄉

女性居服員投入部落長者的照顧，實為重要的探究方向。 

 

二、從事居家照顧感受與留任因素探究 

     

    居服員為長期照顧中最基本且為最重要的專業人力，然而社會對居服員的

職業觀感與形象不佳，居服員本身的工作壓力大、工作滿意度低，導致留任意

願降低。在居服員從事居家照顧服務之感受上，張江清、林秋菊、蔡和蓁、陳

武宗（2011）針對居服員訪談研究顯示居家服務工作辛苦、受歧視與不被尊重、

收入不理想、僱用型態不安定、勞力負擔過重、社會地位低落等，是居服員從

事這份工作的感受，亦是轉換工作之重要考量因素。相關研究已指出居服員工

作壓力、社會支持、工作滿意度及留任意願四者之間有顯著相關；工作壓力越

大，工作滿意度越低、留任意願亦越低，呈現顯著負向影響；社會支持越大，

工作滿意度越高、留任意願亦越高，呈現顯著正向影響；而工作滿意度對於工

作壓力、社會支持與留任意願間，皆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賴亭君、林宜勳、郭

懿芝、陳柏思、黃煒霖、王啟忠，2018）。為有效提升居家照顧服務員的留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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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研究也指出除了薪資、福利外，對於居家照顧服務員留任有幾個重要的關

鍵：（1）照顧工作的成就感及滿足感；（2）對於社會的貢獻性；（3）正面的工

作意象；（4）與案主情感連結、看到案主功能進步；（5）組織督導系統的教育

與支持功能等面向（楊筱慧，2014；詹麗珠、劉嘉雯、龔珏穎，2021）。魏均庭

（2018）的研究發現，如果服務單位能建構服務知識學習手冊，會促使新進員

工上手減少初學者之挫折感，同時管理者須同理關懷員工的工作內容與負荷，

使員工擁有自主感、參與感與成就感，提供更多成長間，居家照顧服務員更願

意留任。 

    綜整國內、外針對居服員選擇從事照顧服務後其是否會持續投入相關因素

探討，以教育程度、薪資與福利、訓練、工作條件（與機構的關係、機構的支

持、與督導的關係、案主的尊重）、內在報償、社會地位等面向有關，同時進入

照顧場域後，在工作過程中，能感受到個案與個案家屬的尊重、喜歡與案主間

的關係、享受被需要的感覺、希望可以幫助他人過的更好、喜歡關心別人，其

留任的意願較高（Faul, Schapmire, D’Ambrosio, Feaster, Oak and Farley， 

2010；Tourangeau, Patterson, Rowe, Saari, Thomson, MacDonald and Squires，

2014；黃睿宏，2021）。所以，當居服員認為此份工作是有意義的、喜歡幫助人

的感覺，並對案主有承諾等都是促使留任最重要的原因。 

    從上可知，居服員從事居家照顧服務之感受上從過去至今，仍舊有不被尊

重、勞力負擔過重、社會地位低落等問題，然而，工作歷程的感受與留任因素

往往會隨著個人內、外在環境的改變而轉換，有些居服員喜歡與案主間的關係、

希望可以幫助長者過的更好、喜歡關心他人。對於布農族女性居服員來說，是

否也呈現如上述研究同樣的感受與影響因素，又有什麼相同或不同的風景？對

於原住民族學術上或照顧實務發展上，都有其深入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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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文化照顧議題探討 

 

    Leininger 的文化照顧理論（culture care theory）認為人類的照顧行動是由

社會文化所建構而來，而這些由文化中所學習、傳承的照顧行動能讓病痛、臨

終者得到關懷、安適（怡懋．蘇米、許木柱，2016）。日宏煜（2015）認為文化

照顧是推動原住民族長照政策的核心主張，需要去跟主流社會對話的地方，發

展文化照顧將有可能解決原住民的照顧問題，其指出文化照顧要尊重在地的認

知、行為、還有它的物質條件，去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才是真正符合每一個

不同族群需求的健康照顧模式。近年來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修法聯盟出現「自己

人照顧自己人」的呼聲，此概念意味照顧提供者是族人、部落裡的人，也提出

國家與原住民族「共管」的理念，共同協商多元的長期照顧政策與落實文化照

顧，原鄉長期照顧的實作不能排除社會、文化及生態等脈絡，更無法脫離以族

人、部落的認同基礎（葉怡廷，2019）。原住民委員會亦希望落實由原住民照顧

原住民的理念，在部落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之資格規範上，要求照顧服務員

須具備原住民身分，強化由在地人服務人力照顧在地長者的機制。王增勇、楊

佩榮（2017）指出部落傳統文化對照顧的詮釋往往被視為個人問題而被忽略。

黃盈豪（2016）則提出文化照顧中所謂的文化，是放置在當代原住民生活脈絡

中的文化，不是要回歸博物館似的刻板傳統，也要謹慎肯認當代部落文化的創

新與現代性，其發現實務上推動文化照顧容易發生的謬誤，是以為原住民文化

和主流文化只能二選一，或以為部落照顧（或傳統巫醫）與福利體制（或現代

醫療）是互斥的，狹隘的要求文化照顧的取向只能用回到傳統文化本質的方法

來達成，其實部落文化和主流文化是並進共在的，文化是真實發生在日常生活

的脈絡裡的，文化照顧是要找出原住民傳統文化與主流當代文化的「交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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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原住民的世界觀和文化脈絡怎麼看當代福利制度與現代醫療，對目前的制度

設計或醫療操作程序提出符合在地慣習及文化安全的修正。 

    不同的原住民族之間，早已發展出來各式各樣的健康照顧策略，以本研究

探究族群之布農族為例，傳統文化裡面，性別分工似乎是明顯的，傳統男人打

獵、保護自己家族，負責家庭生活所需；而女人負責家內的工作，如織布、煮

飯、育兒及照顧等工作，並以父系氏族為部落構成基礎，有敬老和重視長者的

觀念。布農族十分重視部落長者，由長輩領導晚輩共同工作與生活，並且互相

照顧，日常生活的資源分配上，以長者優先取得，接下來才是晚輩（賴兩陽，

2017）。而家族中的長老、長輩有責任對下一代施以管教的文化，再加上善惡因

果的道德觀，因此布農族人有不照顧自己的家人會有善惡報應的觀念，進而影

響其擔任照顧工作的意願與動機。布農族部落各個成員間在文化、地域、血緣

等層面存有「共享的價值基礎」，有集體分享的文化特性，此與吳雅雯（2015）

於研究中描述太魯閣族的文化有相似性，現在布農族的部落裡，家族仍是強烈

的血緣關係連結，多數 50 歲世代以上的布農族族人，都很清楚自己的傳統部落

是來自哪裡，跟哪個部落的誰有什麼關係，殺豬分肉絕對不可以忘記那層血緣

關係。但因當地物質環境、地域關係與人際網絡等，每個部落又呈現不同的樣

貌。 

    而從原住民家庭照顧者的角度觀之，相較於正式資源，原住民家庭照顧者

較常使用來自家人親友、鄰居或教會的非正式資源，正式資源較少（趙善如、

凃筱菁、陳姿妏，2020），但非正式資源通常只能提供有限的支持，特別是在人

數不多時，對家庭照顧者而言，並不能夠減輕負擔或改變尋求正式資源的意願

（Mill and McFall，1991），因此，多數原住民家庭照顧者最常使用的正式資源

中是居家照顧服務和經濟補助，也特別期待政府能提高及長久提供經濟層面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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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以及增加居家服務時數（馬嘉珮，2019）。蔡昇倍（2016）在部落照顧現場

的研究指出當地居服機構與居服員將照顧形成更適合的服務、嘗試融合族群文

化並彈性地跳脫制式的服務框架，使當地的居家照顧鑲嵌於部落的社會關係、

生活步調與傳統文化中。居服員與案主並非僅是單向的照顧關係，王增勇與楊

佩榮（2017）的研究以部落居家服務為例，其研究顯現居服員隨著原鄉長照的

歷史而演變而有兩端認同光譜：「在地情感的照顧」與「專業規範的工作」。可

見居家服務影響原住民文化照顧，是部落重要的資源，原住民居服員更是文化

照顧的核心人物，扮演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呈現部落生活型態的照顧精

神。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初探性質性研究，主要的目的是瞭解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的從業動

機、感受及文化照顧經驗。由於研究者長期與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的相處與深入

研究觀察下，有感她們所展現的能力與照顧歷程，對於原鄉長期照顧服務品質

保障扮演重要角色，以及感受她們在社會上缺乏發聲管道，甚少為社會大眾的

重視與真正了解，而質性研究是一種強調以人為導向的研究，著重的是人的主

體性、個別性、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並從人們的生活經驗中探究其可能存在的

深層意義，因此，研究者欲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充份尊重研究參與者，並秉

持尊重研究關係的態度，從當事人的角度瞭解其態度與想法，對布農族女性居

服員工作經驗進行較細緻的描述與分析，有助於尊重個別差異並捕捉其文化照

顧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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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運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引導訪談。江文瑜（1996：260）指出，在研

究女性議題時，由於女性較男性善於以口語述說方式表達情感，女性在私領域

的人際網路往往比男性之間來得親密，是處理女性議題時可以善用的特質。另

外，訪談更可視為一種受訪者「充權」的過程，參與者藉由自己決定說什麼、

怎麼說，能夠得到控制訪談權力的感受，因此特別適合那些在主流社會中缺乏

發聲管道，或因不符主流價值而被刻意污名化、隱匿化的特殊人口，如女性、

單親、原住民、遊民等（施束鍾，2003），而這正是本研究主體的寫照，因此透

過訪談過程中的述說，希望協助研究參與者對工作經驗的重新回顧與整理，增

進自我瞭解並得以充權。 

    訪談時，研究者先以開放式問題「您為什麼會想要從事居服員的工作？請

您敘述一下整個經過？」然後再逐漸引導至下述問題：擔任居服員後，請您描

述工作內容？有什麼特殊的經歷嗎？照顧布農族人需要什麼特別的知識及技

巧？請您舉例說明？除了以上問題外，您還有什麼想補充說明或分享的嗎？研

究者盡量提供開放性的問題，鼓勵參與者提供具體的工經驗，例如：您可以再

說清楚一些嗎？可不可以舉個例子？除了以研究目的為訪談重點，亦瞭解研究

參與者對現前工作的看法與建議，研究者並視實際回應內容再進一步探問，透

過傾聽與澄清，以獲得資料的完整性。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共有 6 位布農族女性居服員參與訪談，人名皆以代號匿名處理以保

護參與者的隱私。在參與者的選取上，採取立意抽樣選取合適的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 2021 年於台東縣布農族部落蒐集原住民照顧服務員資料之時，曾多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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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女性居服員進行交談。此外，研究者長期於部落執行文化傳承活動與研

究，其布農族女性居服員時常給予協助，研究者與之交易言談，進而了解其從

事照顧的情形，亦藉此獲得更多彼此的經驗交流。研究者均認識 6 位參與者，

其亦知悉研究者探究布農族長期照顧之相關研究。而選取的條件是：（1）18 歲

以上且有布農族身分；（2）具備一年以上服務年資之居服員；（3）願意接受訪

問。本研究參與者選取與研究訪談是同時進行的，直到訪談資料不再出現新的

訊息為止，Hatch（2002）與 Sediman（2006）皆認為質化訪談樣本數可自由選

取，但需達到資料飽和度，亦即訪談資料已不能得到新的研究概念。6 位參與

者的背景資料上，均為女性，年齡 38 歲到 54 歲，均已婚、全職、高中職畢業

居多，居服照顧服務人數均有 5 人以上，薪資在 3 萬至 4 萬居多。訪談是本研

究最主要運用的的方式，訪談的地點及時間以參與者的便利為優先，每次訪談

前先徵求其同意安排正式訪談日期當日再以電話確認訪談地點及時間，前往約

定的訪談地點進行訪談，一次以兩個小時以內為原則，以免雙方過於疲累而影

響訪談品質，全程利用數位錄音裝置錄製訪談內容。訪談後贈送一份小禮物作

為研究參與費，以感謝參與。參與者基本資料如表 1。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訪談後請將錄音資料轉譯為逐字稿，再逐字進行質性分析，針對每

個議題討論歸納出主軸及概念。最後，研究團隊再進行資料之歸納、對照與分

類。資料登入時，給予每個參與者代號，使用主題分析，找出在記錄和轉錄資

料中發現的主題，以及主題間的關係，並從個人從業動機、感受及文化照顧經

驗將資料有系統納入分析，讓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的工作經驗，能被有層次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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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分類呈現。為增加資料正確性，錄音帶轉錄、轉譯由研究團隊作者共同完

成後，進行多次資料分析，並在確定分析的層次後有系統的引用資料支持，初

稿再交由研究參與者檢視與確認以提高其可信度。由於擷取參與者訪談資料

時，相關主題出現不同段落或研究參與者在訪談中突然轉移其他議題的狀況或

陳述資料在引用篇幅過長，在不影響其原意下，以「…」代表刪除的文字。 

 

四、研究倫理 

 

    有關研究倫理方面，研究倫理為研究者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須遵守的規

範，本研究的議題資料蒐集來源與研究對象的工作經驗與內在情緒感受息息相

關，為取得受訪者信任及保護受訪者，研究者對於研究倫理的關注，包含：受

訪者充分被告知的權利、尊重參訪者權益、匿名與保密、保持研究者與研究對

象間的權力平等關係等倫理考量。因此，在本研究中遵守底下幾項倫理規約： 

（一）告知後同意：在訪談前，研究者事先讓研究對象瞭解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並以參與研究同意書之書面資料，讓參與者瞭解本研究之研究主題、目

的；研究者將遵守之規範；以 及參與者其權利等相關之訊息。在參與者

充分瞭解後，參與者自行做出對其最有利、適當的選擇。經過參與者簽

署同意後，才可開始進行訪談。 

（二）匿名與保密：針對參與者的個人資料以及任何可能會洩漏其參與者之資

料皆以代碼做編號， 以避免參與者所提供之訪談內容洩漏可以辨識參與

者之身份。本研究將以代碼代表 參與者名字，另外，在訪談過程中參與

者所提及到任何有關其他老人會之名稱 或是會內他人人名時皆以「○

○」來替代。在研究過程中所訪談對話之錄音內容與研究者所使用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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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之筆記將會收藏保證不會外流給他人看。 

（三）參與者之權利：在參與研究同意書中撰寫清楚研究目的、訪談內容以及

研究參與者的權利及相關倫理規範，在訪談之前研究者會向參與者說明

清楚其本身之權利以及研究者參與研究的過程，確保參與者清楚研究歷

程和簽署訪談同意書後，研究者才能開始研究訪談。參與者在訪談之過

程中，如果感到研究令其不舒服，參與者可以隨時提出、反應，並且隨

時可以從研究中途撤離，研究者會將參與者相關研究資料進行刪除，不

納入研究分析之中。 

表 1：參與者基本資料 

參與者 A B C D E F 

性別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族群 布農 布農 布農 布農 布農 布農 

年齡 42 38 48 48 54 50 

學歷 高職 國中 高職 高職 高職 大學 

婚姻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宗教信仰 佛教 佛教 基督 道教 天主 天主 

年資 2 年 1.5 年 4 年 1 年 21 年 25 

全/兼職 全職 全職 全職 全職 全職 全職 

目前服務幾位

對象 

6 位 12 位 14 位 11 位 8 位 6 位 

與服務對象使

用語言 

中文 

布農族語 

中文 

閩南語 

布農族語 

中文 

布農族語 

中文 

布農族語 

中文 

布農族語 

中文 

閩南語 

布農族語 

自述健康狀況 很好 很好 很好 好 普通 很好 

自述經濟狀況 大致夠用 大致夠用 相當充裕 大致夠用 大致夠用 大致夠用 

月收入 3 萬至 4

萬 

3 萬至 4

萬 

3 萬至 4

萬 

3 萬至 4

萬 

4 萬至 5

萬 

3 萬至 4

萬 

有無疾病狀況 無 無 無 無 三高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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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研究結果彙整成三大主軸，包含從事居服員的動機、

文化照顧的經驗、照顧經驗相關分享。 

 

一、從事居服員的動機 

 

（一）薪酬比較高 

    受經濟狀況之影響，參與者多來自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家庭，得知居服

員的薪資條件，能滿足家庭的經濟需求，進而影響其從業動機。 

    之前是學校的廚工，薪水很少……大家口耳相傳有居服員培訓，原來才知

道有這個課程可以上，聽別人說錢比較高，時間也可以很固定，所以我就

決定換工作。（參與者 B） 

    聽鄰居說居服的薪水很高……所以也是我工作的原因。（參與者 C） 

    應該是薪資……蠻滿足的。（參與者 A） 

    薪資很滿意。（參與者 E） 

（二）工作門檻不高 

    因照顧服務員的資格取得條件門檻不高，只要具有國小畢業並取得相關訓

練結業者即可從事機構或居家服務工作，其亦影響參與者從事居服員工作。 

    培訓就講沒有分年齡啊，學歷啊，進去也不用你一定要有什麼專長，就是  

培訓後拿到結業證明書之後就可以工作了。（參與者 B） 

    門檻不高啦……但還是要有心照顧啦，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去做。（參與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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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時間彈性 

    因家庭因素退出職場逾 2 年以上，重返職場的參與者 C 表示時間因素然後

又想回到職場上班的情況： 

    孩子都大了，在家沒事，所以想找個工作，我年紀也不是很老，這個工作

時間上剛剛好，我可以正常上下班。（參與者 C） 

    時間上、工作上都很好……工作有月薪跟日薪，看你自己的狀況，我覺得

這樣很彈性，對自己比較好。而且家人都支持我的工作。（參與者 D） 

    離家近，又可以利用時間處裡雜事。（參與者 E） 

（四）工作內容與過去工作相似 

     參與者 A、參與者 C 與參與者 D 從事居家服務前，均曾於民宿擔任房務

工作，負責整理客房、換床單等，其內容與居服的家事服務項目中的居家生活

空間的清理或洗滌相似。 

    家務工作啊，跟我在飯店工作的有一樣，讓我覺得這工作可以馬上瞭解上

手。（參與者 A） 

    是有聽說家事服務項目跟房務員的工作很像，掃地、拖地、擦桌子等等。

我想以前有做過，想說我可以勝任……但我們是協助，有分項目，不是什

麼都要做喔。（參與者 C） 

    參與者 E 過去則有長期的照顧經驗，影響其從業動機： 

    以前都是庭婦女，顧小孩……以前照顧我年邁的阿嬤的經驗，跟現在的工

作就很像。現在想想，這應該是我從事居服員的動機。（參與者 E）  

（五）個人喜歡照顧的工作     

我還有做過保姆的工作，也是照顧比較多，我覺得我照顧的能力還算不錯， 

以前也有照顧我媽媽……也是蠻喜歡照顧人的工作。（參與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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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都照顧我公公婆婆啊……可能就是喜歡照顧人啊，喜歡跟老人家在一

起啦，因為很好玩很好笑 ，他們會說以前的事啊，我就聽啊。（參與者 B） 

    其他原因，如參與 A 表示自己長期於民宿擔任房務工作，因近年旅遊市場

不佳，在友人介紹下而決定離開尋找可能更好的舞台：  

    我想要換工作，單純想換工作……我工作不喜歡換來換去，比較固定……

之前都在民宿做房務，現在旅遊的人很少。（參與者 A） 

    布農族女性居服員受經濟狀況影響、工作門檻不高、工作時間彈性、工作

內容與過去工作相似以及個人喜歡照顧的工作的動機，可以發現農族女性居服

員多來自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家庭，居服員的薪資條件，能滿足家庭的經濟

需求，進而影響其從業動機，若沒有就業便無法生存在當代社會。原住民在當

代經濟社會上的弱勢地位，特別反映在原住民勞工的就業競爭劣勢與平均所得

低落（顧慕晴、盧姵緁，2008）。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07 年原住民族就業狀

況調查報告》呈現 2018 年原住民有酬就業者每人每月主要工作平均收入 29,855

元，與全體國民 39,477 元相較，原住民有酬就業者較全體民眾低 9,622 元。原

住民沒有工作機會的相對次數最高（每百人有 24.96 人次），觀察每月主要工作

收入分布情形發現，原住民有酬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未滿 3 萬元之比率占

50.56%，高於全體民眾的 32.50%（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2018 年原住民就

業調查報告指出，原住民失業者未能工作的主要原因：待遇太低、工作環境不

良，因此高於 3 萬的居服員工作便引起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的青睞，特別是薪資

待遇、工作門檻不高、工作時間彈性更吸引其投入居家照顧的工作。 

   而相較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的從事居服員的動機，台灣多數居服員以女性居多

佔 96％，平均年齡為 48.77 歲，教育程度以高中、已婚者佔大多數，多為兼職

之家庭主婦或退休員工，目前無工作、無同業工作經驗者佔多數（謝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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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實務上，女性照顧者因提供服務時較無性別限制，較易被服務使用者及

其家屬接納，如協助沐浴（謝美娥，2015）。而台灣男性居服員的從業動機同樣

是因為經濟因素是男性居服員進入居服產業的主因，退休及二度就業的職場轉

換則為中年組與老年組的關鍵階段，年輕居服員則是高薪、彈性工時及可兼差

等特點吸引他們加入居家服務的重要考量，家人、朋友的支持是投入背後的推

進器，只是多數家人還是希望他們能從事其他工作（陳姝妤，2019）。 

 

二、從事居服員的感受 

     

本研究除了瞭解布農族女性居服員服務中的從業動機之外，也瞭解其對現

前工作的感受與建議，以及額外補充說明與分享的內容。本研究彙整六位參與

者的資料，茲分以下： 

（一）陪伴是最好的照顧 

    我覺得是陪伴，陪伴是很好的照顧。（參與者 A） 

    我覺得好的照顧是陪伴，因為他們幾乎孩子們都在外面，他們又一個人在

家，沒有人可以陪他們聊天，有人陪伴他們是真的很好的一個照顧，長輩

也喜歡有人陪他們。（參與者 B） 

    陪伴跟傾聽是最好的照顧。（參與者 E） 

（二）專業照顧與傳統照顧 

    部落過去比較沒有很專業的照顧，都是一般的照顧……就叫你吃藥叫你休

息這樣，很簡單的照顧，更早以前還有請巫師，他會拿芒草驅趕病痛……

現在都是技巧性的照顧，像餵藥、翻身拍背、移位、關節運動等等，對個

案比較好，而且醫生跟護理師都會來看。（參與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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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長者不習慣專業照顧，當個管師評估居家服務時，長者會拒絕，

參與者 B 說出他的經驗： 

    這個專業照顧要你要看他們有的老人家會不會接受我們這些專業的訓練的

居服員，有的老人家會比較要面子，說我不需要請這些，不需要別人幫我

什麼的，以前的就可以了，我都可以……實際上他們真的需要被照顧的。（參

與者 B） 

（三）與長者聯繫感情 

    居服員除了提供具體有形的照顧服務之外，亦提供了無形的情感支持，例

如在服務過程中的互動與關心減低獨居長者的孤獨感。除此之外，長者與居服

員除了在家的互動，平日於部落中亦有聯絡，彼此形成了較為頻繁的互動關係。

她們在案家人間的穿針引線工作，協助案家在相互支持不足的地方連接起來，

使案家的家人關係更和諧，特別是與長者長時間的相處所建立起來的照顧關

係，有時比家人關係更緊密。 

    見面都會特別打招呼聊天。（參與者 E） 

    他們有時候就是會看我們可能很累或是幫他們打理家務，幫他們洗澡，他

們就會回饋給我們，給我們吃個糖果或是拿飲料給我們喝這樣，我是覺得

我們這樣的相處都不錯……只要跟老人齁合得來，跟他們就是陪陪他們，

讓他們對你放下戒心後，我覺得真的你越照顧長者你會越有信心。（參與者

B） 

    平常就會帶他們出門走走、量血壓，會關心對方，互動很好。（參與者 D） 

    有建立信任感，早上我會幫他們買早餐，老人喜歡吃我大部分都知道……

相處就像家人一樣。（參與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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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滿意度高 

    工作動機屬於員工之個人特質，是影響其工作績效的眾多原因之一，且會

影響其工作滿意（Amabile, Hill, Hennessey and Tighe, 1994）。而每一次到長者

家服務，都當成學習的經驗的參與者 B 表示自己對工作滿意： 

    我現在對這個工作很滿足，我可能不會離開這個工作，就是一直做下去，

做到我不能做的時候（參與者 B） 

    其中，年資越高工作經驗越多比較願意繼續留任，所以較不會有離職的情

況出現，而本研究兩位年資有二十年以上的參與者均表示留任的意願非常高。 

（五）從中學習到的知識與技能 

    人與人的溝通，溝通技巧有學習到，因為你每一個個案的溝通方式都不一

樣好。（參與者 A） 

    學習到很多呢，會覺得說老人家會會講他們以前怎麼做事怎麼帶人，在我

們的生活中幾乎都可以學到，真的是學到老人家講的話，像種豆子的方式，

真的會有幫助。（參與者 B） 

    學習到尊重啊信任啊，我照顧的獨居老人都很信任我……（參與者 C） 

    傾聽到長輩的故事，那些故事都很珍貴，是我們以前布農族的知識，例如

說打獵的時候打公的不打母的，因為母的可以生小孩，就會有越來越多食

物，還有打大的不打小的……還有怎麼織布農族傳統的衣服啊，現在很少

人會織布了，都是用買的比較多。（參與者 E） 

    從這些照顧經驗中，學會更珍惜部落中人與人的互動與情感。（參與者 F） 

（六）工作帶來的樂趣和成就 

    善用照顧技巧協助案主增進自理能力，不僅是專業照顧知識的實踐，更是

居服員成就感的來源。起初訓練、照顧的過程雖然困難重重，但用對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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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功能得以改善，居服員的工作也越來越輕鬆。 

    幫助人的滿足……（參與者 C） 

    從一個阿姨做的坐了兩年的輪椅，然後呢我們就這樣子幫他做肢體關節

啊，一些運動，最終阿姨可以站起來走路，我是覺得這個還蠻有成就感。（參

與者 B） 

    我覺得應該是擦藥，像說個案有傷口的時候，從一開始不好到他好轉，這

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時候。（參與者 A） 

    是他們的信任跟謝謝……上班時看到他們都很健康平安我就覺得很開心。

（參與者 D） 

    讓一個個案從自卑，到學習笑……當他開始會笑，也會笑著跟我們講話，

我們真的為他感到開心，也有成就感。（參與者 E） 

    已有二十五年經驗的參與者 F 認為，居服員的工作不只是工作上的認知，

除是一份固定支領薪水工作外，更具有服務部落老人的使命與責任，讓相同語

言文化背景之族人照顧及陪伴長者，讓長者感到更安心及熟悉： 

    現在對我來說，照顧布農族長輩是一個使命感了，希望我們的老人都能有

好的照顧。你看到他們臉上的滿足自己也會得到力量。（參與者 F） 

（七）工作中遇到的困境 

    有一個老人說我偷他的東西，一直在罵……請督導還有村長協調……有對

質處裡。（參與者 C） 

    而因為年紀原因，參與者 B 曾被拒絕服務的經驗，加上其面對的多是已走

過大半生命歷程的長者，長者認為無法體會他的感受與需求，就容易被質疑、

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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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一開始真的是會反抗，會拒絕，我們的碰到問題我們的協助就是是只

有督導，找督導協助，然後他們自己就會過來處理啦，是比較不會讓我們

居服員去協商的那種事情啊……我們自己也要慢慢的去理解他反抗的那

個原因啦，然後好好跟他講。（參與者 B） 

案主的情緒吧……我會跟督導說明或是跟教學姊請教。（參與者 C） 

個案太大隻，做移位的時候比較困難啦，請家屬協助一下，很多事情不是

我們能做的也可以請家屬協助。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不知道做到什麼程度，

個案會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到底要去怎麼配合這樣的事情，這個值得探

討。（參與者 A） 

    曾經有個個案身材壯，體重有 112 公斤，右邊中風，移位時都很辛苦。他

的老婆有糖尿病也沒辦法幫忙。就用上課學到的移位技巧跟一些輔具，移

位到輪椅。除了這個，還有就是服務失智長者，有些家屬完全不裡，這也

是很困難也很無力。（參與者 E） 

（八）照顧工作額外收穫〜看見長輩重視土地情感 

    對原住民來說，族群關係及土地的完整與否與個人健康息息相關（陳芬苓、

徐菁苹，2008；許俊才，2016），參與 B 便提到他服務的長者，向她訴說家族

的土地不能亂賣地，土地就像母親重要，失去了會失去財產也會因此影響健康： 

    比如說有長輩說沒有土地就沒有辦法種東西，也就沒東西吃，會影響健康

什麼的……就有講不要賣掉土地，那可能是以前家族分的財產，是很辛苦

的流下來，可能是傳統領域……還有土地權益什麼的。（參與者 B） 

（九）居服員需要具備的能力 

    多數參與者表示耐心、抗壓很重要，也要了解長者的生活習慣，更不要在

乎他人的冷嘲熱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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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抗壓要夠，心理建設也很重要，不用在乎別人說工作不好怎樣……

家人是我最好的傾聽者。（參與者 E） 

    耐心啊，一開始進來要有適應期，上班不要帶有個人的情緒，下班盡量有

自己的空間。從工作學到的知識技能，也可用來幫忙親友，對自己有好處

又能賺錢。（參與者 C） 

    在照顧長輩時，耐心啊、愛心啊，還可以用過去的生活經驗和生活技巧，

像是我以前跟阿公阿嬤的相處經驗，都有幫助到。（參與者 D） 

    這個工作會受到影響，尤其是心裡跟生理，所以休假的時候盡量放鬆自己，

我會跟家人走一走，吃好吃的，我覺得食物是我放鬆減壓的方式。（參與者

B） 

    參與者 F 自年輕時開始便投入居家照護、不認為居服是個沒有前途的工

作，除了每年都有進修課程，也看到幾位從基層做起的居服員成為督導，關鍵

還是在於自己能否主動精進技能。 

    我照顧過精障身障的，長久下來，本身真的要具備好的價值觀、素養、態

度，才可以接受居服這個工作帶來的挑戰……保護自己也保護對方，把問

題降到最低，你會發現汗流浹背是榮幸。新人不懂就問，不會就學、錯了

就改這樣。這些日積月類一定會幫助你很多……做任何事，態度真的取決

一切。對一個居服員，符合長輩的需求是我們的宗旨……這幾年有年輕人

加入居服員，我覺得年輕人的優勢是體力好，但社會歷練、心理素質、應

對各種突發狀況技能，這些屬於專業的素養都要慢慢學，要表現專業，才

不會有人職業歧視，所以要把照顧的專業技術被看見。（參與者 F） 

（十）需要更多人力加入 

    覺得其實做這個工作對自己不錯，因為我們我們到時候也會面臨老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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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覺得去幫助老人家，或許以後我們老了，也會被人照顧，照顧這一

塊我覺得蠻鼓勵很多人去做，這一個工作你做久了，你真的你看到老人家

看到你就笑笑笑這樣，我們自己真的做事情也很快樂啊，很開心，所以滿

鼓勵大家的啦，大家一起來。（參與者 B） 

    從參與者 E 訪談中可以知道，可以知道部分婦女對於照顧服務的印象仍存

有負面的想法，導致部落照顧工作面臨缺工的問題，但是，她也呼籲潛在服務

人力自我不要對照顧工作存在片面負向之單一想像而不願投入服務行列： 

    現在有一些部落的婦女加入，但人力還是不夠，有時候我們還要服務其他

的部落，兩邊跑，有的個案實在太多，連假日都在服務，所以希望有更多

婦女能放下照顧工作是把屎把尿、工作量大、薪水不高的想法，其實沒有

這麼單一簡單啦，希望能多一點人加入……希望大家知道每天陪伴與服務

長輩，又能為部落長輩盡一份心力，是一件快樂的事……小孩子都在外面，

在部落的我們要互相照顧。（參與者 E） 

 

三、文化照顧的經驗 

     

文化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與執行照顧行為，因此，文化照顧就是非常重要的

概念。本研究探究單一族群文化對照顧的影響，藉由訪談呈現布農族語女性居

服員服務中的文化性的照顧服務樣貌與執行現況。本研究參與者一致認為照顧

布農族長者需要具備對布農族的理解與認同。因為對該文化的認同，具有將群

體成員集合在一起的功能。特別是由一群體分享了共同的歷史脈絡、社會規範

與習俗、集體記憶等，而形成的共同歸屬感，基於共同的文化與認同集結在一

起（鄭玉雲、潘裕豐，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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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備族語的溝通能力 

    從研究了解到原住民族比較偏好社區照顧或居家服務，且期望由在地原住

民族自己照顧自己的原住民族長者，因此，照顧原住民族更需要具備母語

基礎的溝通能力。 

    真的用族語跟長輩互動真的好處很多啦，如果一個長輩他只會說族語，他

不會講國語，講國語話根本就溝通不好，所以我覺得語言這一塊真的也是蠻重

要的。（參與者 B） 

    我就是用族語跟老人家對談，而且他們用族語，老人家比較聽得懂我在講

什麼，現在有比較老一點的，他們比較不會講國語……相對的現在有的老

人家講的國語比較多，但用族語更好。（參與者 A） 

    語言上在服務更有加分……部落的老人可以先跟他們溝通，他們喜歡這樣

的方式，我可以怎麼配合。（參與者 C） 

    用母語跟長輩溝通，長輩會覺得親切，也可以讓自己的母語進步。而且在

部落服務個案，用在地的居服員比較能溝通，所以我覺得母語很重要，用

在地的居服員也很重要。（參與者 E） 

 （二）布農族文化中的禁忌知識 

    布農族很多 mashamu（禁忌），照顧布農族老人家要注意一下，像是你出

發前的時候，忌諱有人放屁跟打噴嚏，會有不好的事發生……還有毒蛇，

老人家都不喜歡講到毒蛇，所以聊天就不要講毒蛇之類的話。（參與者 D） 

    服務個案也是在學習……好像有一個就是如果我們離開後，有東西忘記放

在案家，不會回頭馬上去拿，聽老人家說會發生不好的事情……我會跟下

一個居服員講，請他幫我拿。（參與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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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農族文化中的飲食知識 

    有些老人會想吃早期的菜，現在還是有人會吃，只是老人不方便煮，像是

Salahulu （野生龍葵湯），你要去找那裡有那個菜……你如果不知道

salahulu，老人家就覺得你不是 Bunun。（參與者 A） 

    樹豆是布農族人最重要的副食，布農族人一年到頭都煮樹豆當湯佐食，至

今都會有布農族人煮樹豆湯。 

    以前有煮那個 bulafa，我如果有煮，我就會帶給他們，他們會喜歡，會想

到過去……bulafa（樹豆湯）好像是 halidang（樹豆）吧……就是把 halidang

跟排骨一起煮的湯……還有下雨天的時候去抓蝸牛煮蝸牛湯。（參與者 E） 

（四）布農族敬老的觀念 

    我們布農族有那個敬老和重視老人的觀念，所以你照顧的時候，就先聽他

們講的話，但是專業的技術還是會去做……跟他們溝通啊……還有不能講

髒話，絕對不能對老人講，他們會很生氣，會叫你趕快走（離開）。（參與

者 D） 

    我照顧的個案都在 80 歲以上……講髒話不行，族語的髒話更不行，個案會

非常生氣，說你不尊敬他。（參與者 A） 

    我是覺得就是以他們老人家的那個方式去做啦，他們會比較能接受。（參與

者 B） 

    我們這一輩還有敬老的觀念，老人家也很注重，但現在的人這個觀念比較

少了……時代的變遷。（參與者 E） 

（五）布農族氏族照顧的想法 

    過去部落老人照顧的文化傳統乃採用「氏族照顧」制度，是由同家族的親

人進行照顧工作，此一文化照顧習慣在布農族的社會中很常見，在現代社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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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變遷下，部落也深受衝擊，雖然部落仍極力維持族群文化照顧的傳統，但現

實條件下有些照顧文化已經難以實踐與徹底落實，而必須適度調整，由於整個

家族照顧人力不足，改由同部落族人來進行照顧已逐漸成為當代可被接受的文

化照顧模式。 

    我是有聽長輩說，他的想法啦，他是希望是同一個家族的人照顧……但他

們家族的就沒有人當居服員啊……就有分嘛，比如王家啊、邱家啊、胡家

啊，江家啊，我們射耳祭的時候不就是會用家族來分豬肉，長輩就會先給

他這樣。但這個很個人啦，不是每個長輩都這樣想……可能也有想過啦，

但是想想就算了，不然要去哪裡找，除非去別的村找。（參與者 B） 

    這個要看老人家耶，如果他有這個想法，我們會跟督導講。但同一個家族

的人照顧的想法很正常，我也會這樣想，你當然希望傷口是給自己家人的

看跟處理，給別人看也會不好意思。（參與者 C） 

    很早以前是這樣，我剛做的時候還有老人，現在會比較少了，因為評估後，

我們就去照顧了，反倒是要看老人會不會排斥照顧。（參與者 E） 

    現在比較難這樣照顧了……以前都是自己的家族自己照顧，但很多人都去

外地找工作了，沒有照顧老人跟失能的人，所以還是由居服員去照顧，或

是其他部落的居服員照顧。（參與者 F） 

 

伍、討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的從業動機、感受以及工作執行之文

化照顧樣貌，因此將針對研究發現進行討論，並歸納三個議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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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薪資與彈性接案是主要從業動機 

     

從本研究中，我們看見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的從業動機。因為部落幾乎無法

能夠提供工作，能夠提供的工作泰半是上山勞動工作且不穩定與低薪，在物價

不停攀升，薪水卻停滯不前，進而影響她們從事居服員的原因，其主要是薪資

與彈性接案這個優點讓她們能夠補貼家用，兼顧生計與家庭。而家人的支持和

鼓勵非常重要，無論是情感性支持或知識性支持和評價性支持等，都會帶來繼

續工作的動機，同時亦可拉進家庭成員間距離，使家庭互動更加頻繁。動機是

個體行為的原動力，而工作動機是多面向的，研究者認為參與者的動機，最終

還是取決於個人的主觀認知，從起點行為而言是對於照顧工作的認同，並且獲

得的東西遠比其他工作來的更有意義，工作所能創造的內在價值的驅動力會越

高，當今天從事居服員願意投身於此服務工作時，皆能加以克服；反之則會用

各種理由來加以拒絕。根據計畫行為理論 Ajzen（1985）中的行為態度解釋時，

喜歡程度越高，參與度會越高，其動機會愈強。尤其是對薪資感到滿意時，留

任意願越高，較不會有離職的情況出現。 

 

二、從業的感受多元且滿意度高 

 

    本研究除了瞭解布農族女性居服員服務中的從業動機之外，也瞭解其對現

前工作的感受與建議。研究發現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的感受因為個人工作的狀況

有相似也有不同。多數認為陪伴是對部落老人最好的照顧，因為他們幾乎孩子

們都在外面，他們又一個人在家，沒有人可以陪他們聊天。布農族女性居服員

表示除了提供具體有形的照顧服務之外，亦提供了無形的情感支持，在服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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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互動與關心減低獨居長者的孤獨感。除此之外，長者與居服員除了在家

的互動，平日於部落中亦有聯絡，彼此形成了較為頻繁的互動關係。此外，她

們的工作滿意度高，尤其年資越高工作經驗越多比較願意繼續留任，所以較不

會有離職的情況出現，而本研究兩位年資有二十年以上的參與者均表示留任的

意願非常高。而她們學到的知識與技能，包含溝通技巧、學習到尊重信任，別

是從這些照顧經驗中，學會更珍惜部落中人與人的互動與情感。工作帶來的樂

趣和成就是幫助人的滿足感，而善用照顧技巧協助案主增進自理能力，不僅是

專業照顧知識的實踐，更是居服員成就感的來源。工作中遇到的困境是有部落

老人拒絕服務與案主的情緒不定等。最後，布農族女性居服員也提出她們對居

服員工作的建議，包含居服員需要具備的耐心、抗壓、也要了解長者的生活習

慣，更不要在乎他人的冷嘲熱諷，特別是需要更多人力加入。 

 

三、文化照顧應順應長者生活習慣 

     

我國原住民族都具有獨特的文化，而文化影響人們的思考、價值觀與生活

型態（高夏子，2009）。不同族群對於照顧想望以及照顧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因

此，在長者的照顧上應因著不同的文化給予適切的服務。鄧湘漪（2017）便認

為應以長者的生活習慣為基礎，並以此文化發展出讓長者自在的照顧服務模

式。因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各族群的照顧方式有所不同，使得文化照顧具有

多樣性（日宏煜，2015）。由此看來，部落中族群的組成、各族群的文化以及服

務設計的考量有所不同，文化照顧重視對於服務對象之族群文化的了解與尊

重，如當地的價值觀、生活型態與信仰等，將當地文化融入照顧服務中，並且

依據文化的不同，給予符合服務對象期待之專業照顧，尤其是順應長者生活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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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的照顧服務。本研究認為文化照顧是在照顧中結合文化，文化就是自己的生

活，是在自己的家安居終老的想望和實踐。 

    從本研究中，發現布農族有「家族照顧」之傾向，以血緣關係作為彼此的

連結，由家族成員共同照顧長者，因為在部落親屬關係非常重要，部落不大且

人口不多，彼此都能牽起或遠或近的關係。但隨著社會變遷，部落原有的生活

環境有所改變，特別是部落青壯人力的外流，現行部落以老人及兒童為主要居

住人口，這兩類人口群的照顧能力較為有限，家族照顧變得較困難，轉變成集

體的共同照顧，部落的人彼此幫助。不過也因為布農族的親屬概念，如果居服

員跟個案有某種親屬關係，彼此的服務與信任也能更為順利展開。 

四、讓部落人照顧服務部落人 

    回看她們實踐經驗和發展軌跡後，這一群部落婦女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

部落辛勤勞動，她們與個案不是只有「照顧」與「被照顧」的單薄互動關係，

也直接的維繫著部落的情感和共同照顧的機制。工作後產生的影響，在自我成

長，學習到照顧、溝通等的知識與技能，以適用於他們的工作，並能將挫折轉

化成下次服務的經驗。工作的成就感就個人原因而言是正向經驗與立即回饋，

除了個案的信任，就是看到個案健康好轉，就心路歷程而言，是由關愛其他老

人並推及家人。另外在工作的困境上，大多是對案主困難感到無能為力、案主

不合作、社會地位低下等。 

    本研究認為布農族女性居服員在「文化能力」上的不可取代性，亦如張智

凱（2019）提出在地服務者從小與長者相處的經驗，對於部落長者的生活習慣

都是較為了解的，成為現今他們與長輩之間「連線」的重要基礎，能夠相互了

解、溝通、有效地互動。這個共同經驗讓在地服務者可以透過長者早年的生活

經驗，真正感受與體會其世界的觀點，亦了解當地親屬關係。而若完全脫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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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命脈絡來提供服務，可能無法讓長者分享與回憶自己早年的生活經驗，以

及進行完整的表達，往往較難得到長者的信任。照顧中運用母語，使其在照顧

上的語言和文化可以開啟正面開放的溝通和互動。這只有具備充分文化能力的

在地服務者能夠做到。特別是研究者長期往來布農族部落接觸長期照顧研究的

過程中，發現在地服務者所展現的工作能力，以及與個案、家屬的互動，深感

在地服務者已成為部落照顧的第一線人員，不可或缺的人物。 

 

陸、建議 

     

透過本研究參與者的敘說，反映出布農族居服員在照顧服務中發生的情況

及回應，本研究根據執行過程與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建議。 

 

一、提升照顧工作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 

     

居服員要進入居家服務行業，不僅需先通過訓練的門檻以獲得資格證書，

接下來更需要獨自進入案家面對各樣的工作考驗，進而考量個人的能力、特質

與價值觀、家庭與組織的支持度、福利政策的走向等條件，是否足以支持繼續

這項照顧工作。因此這不是一項單純的生命經驗，而是一段需要不斷與生活其

他面向拉鋸的過程。由於動機在工作領域非常重要，因此，為提升居服員在工

作領域上的生涯發展，主管機關可同時提升內在動機（如在職訓練等方式）及

外在動機（如福利獎金等誘因）兩部分。從訪談內容可知目前在原鄉部落雖然

有一些部落的婦女加入居服員的行列，從事照顧工作，但由於部落需要照顧的

個案實在太多，原鄉照顧人力還是不夠，因此，衛福部與原民會如何攜手透由



布農族女性居服員 35 
 

政策培植部落婦女投入照顧行列，強化原鄉在地照顧人力資源，落實文化照顧

的方向。此外，從訪談中亦可知部落婦女仍對於居家照顧工作存在著負面的刻

板印象，政府如何透由社會教育、增加薪資誘因等方式，來營造居服員正面形

象，實為當前重要的工作。若能同時強調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有可能使得照

顧工作成為項值得投入的職業。面對又老又少子的人口結構，部落長照要持續

推行，最重要還是要減緩人口流失，提升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亦或能夠促使

旅外青壯年返回原鄉定居與生產。 

 

二、運用原鄉的力量，打造部落文化照顧的網絡 

 

    我們看見布農族居服員服務的實作鑲嵌在部落、文化與歷史脈絡，因為物

質環境、地域關係、人際與社會網絡、文化脈絡等因素，在地服務者能夠使服

務的輸送更為順暢，會把文化特性納入服務中，更適合部落的長者。從研究結

果顯示這群居服員婦女投入部落照顧工作，她們與部落老人不是只有「照顧」

與「被照顧」的單薄互動關係，也直接的維繫著部落的情感和共同創造出原鄉

照顧的機制。因此，當代原鄉部落的文化照顧應考量原住民文化因素，思考原

住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下的交集性，透由原住民族的文化脈絡角度怎樣去看代

現代醫療與社會福利體系，對目前的長期照顧制度設計或輸送程序提出符合原

住民族生活習慣及具文化敏感度的修正。換言之，乃從強化當代原住民族社會

資本脈絡出發，原住民的文化照顧體系與服務輸送體系的發展應與現代化知

識、技術及工具結合，增強原住民族的文化照顧的力量與整體健康福祉（陳翠

臻 2011；許俊才，2016）。建議在原鄉運用部落的在地力量，並透過積極培訓

照顧服務員，打造出部落共生的文化照顧網絡，將照顧從「他助」，發展成「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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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模式，針對原鄉家庭老人照顧實際遇到的問題，提出符合不同原鄉型態的

照顧方式，並不斷滾動創新的原住民族老人照顧方案，形成「在地人服務在地

人」的部落照護系統，不僅協助解決部落的長照及就業等問題，並可以促使部

落長者獲得適切的支持服務。 

 

三、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台東縣以布農族女性居服員為主要參與者，並嘗試呈

現服務中的文化樣貌。而臺灣各原住民族間的文化具有差異性，每一個族群都

有自己的生命與文化脈絡，因此每個族群都會發展出有自己的「照顧文化」，具

備自己的風格。再者，由於居服員其所屬機構不同，所面對的問題也稍有不同。

故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探討我國其他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如何被呈現在居家照顧

服務中及其工作工經驗，展開的對話和行動，了解各原住民族的文化如何在照

顧服務中發酵，以建立更加完整的現況。本研究認為文化照顧與文化復振是部

落推動長照的重點，期許未來有更臻完善的發展，更希冀本研究能提供原鄉發

展長期照顧政策參考，以及提升長照服務人力的專業照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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