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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非老年人專有的疾病！全臺約有一萬三千人在年輕時就因各種原因導致失智症。為使社會大眾更了解年輕型

失智症，讓失智者也能在職場發光發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首次與臺中市失智共照中心-中山附醫合作，

邀請日本失智聞人丹野智文來台，26日以「我依然走在我記憶中的美好…失智者的生命歷程分享」為題進行講座，吸引

了百名醫護人員及關心失智症的民眾到場聆聽，丹野智文鼓勵患者們，只要還能工作，就能找到職缺，讓生命與失智共

生，而非遺憾人生。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劉秀貞分署長表示，為協助年輕型失智者穩定在職場中就業，分署提供「職務再設計」的

服務，透過職務再設計補助及專業諮詢輔導等措施，有效協助"身心障礙者"克服工作障礙，增進其工作效能，並結合專

業機構、團體及相關單位，積極開拓就業機會、排除工作障礙，促進身心障礙者順利就業。這項服務無須身心障礙證

明，只要經醫療院所診斷為失智症者，就能向各縣市政府勞工局處申請職務再設計，由專家協助提供工作調整建議及評

估是否有補助輔具的需求，一同創造失智友善的工作職場。

丹野智文來自日本宮城縣，39歲時確診阿茲海默年輕型失智症，如今已歷經9個年頭，他在講座中表示，失智者可

能會害怕給別人添麻煩，漸漸放棄想做的事，進而影響心理狀態。在他們身邊的不論是長照人員、居服員還是家屬，正

確的做法不是完全不讓他做，也不是全部讓他自己去做，而是成為工作夥伴，傾聽失智者的聲音並給予協助，讓失智症

患者經歷失敗還能自信行動，有助於延緩失智症的進程。丹野智文特別感謝自己的公司，因為公司覺得只要他能工作，

就能找到他可以做的工作，因為記憶力逐漸變差，他從原本的業務銷售調整為行政事務工作，雖然會很焦慮，但他想要

的是認同而非同情，所以他開始用2本筆記本，一本記工作的作業程序，一本記錄自己要做的事及完成進度，也獲得公

司社長及同仁的鼓勵與協助，至今的他每天精神奕奕地上班，持續在職場上奮鬥。

台中市失智共同照護中心-中山附醫郭慈安執行長表示，透過丹野先生的經歷可以再次應證，失智症除了藥物的延

緩，若有適合的引導、協助是可以維持其生活功能、維護失智者的尊嚴，並有效的減輕家庭、社會的負擔。對於失智症

和長照需求逐年攀升的台灣而言，這樣的改變不啻是一種新的發展方向，也同時鼓勵更多照顧者，勇敢放手讓失智者去

面對生活的挑戰和難題，繼續在人生的路上偕手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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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視力篩檢活動

  視光學系 / 鄭靜瑩 主任

蘭嶼共分為四個行政村（椰油、郎島、紅頭、東清）六個部落（椰油、郎島、紅頭、東清、漁人、野銀）；據調

查，實際居住在蘭嶼的居民約3000人，人口比較多的有椰油、郎島與東清三個部落，島上設有蘭嶼綜合中學（包含高中

與國中）、郎島國小、椰油國小、蘭嶼國小、與東清國小

 系所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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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幫在地居⺠驗光。圖2:向醫師學習-幫在地居⺠檢
查眼⽣理是否正常。圖3:幫在地居⺠配鏡。圖4:驗光
師指導。

本團隊在2013年（十年前）曾經在蘭嶼進行過一次全島性的

視力篩檢活動，年長的居民以白內障與乾眼症的問題居多，較引

人注意的是島上居民遺傳性色素性視網膜疾病的比例，較臺灣整

體的患病率高達十倍以上。居民因島上醫療資源不足，加上往返

台東就診或評估輔具的交通住宿所費不眥，醫療團隊的進駐有其

必要性與急迫性。

本次活動有三位眼科醫師（門諾醫院、慈濟醫院、澄清醫

院）指導，三位醫師均為本系實習醫院之主治醫師。同行另有18

位驗光師，均具備衛福部社家署輔具評估人員資格；2位特殊教

育及長照領域之專業人員。本次活動依醫師分為三組，各組編制

眼科醫師1位、驗光師5-6位、及中山醫學大學學生2位。

本次活動師生參與篩檢活動可培養學生做中學，將學校課程

內容與實作訓練落實到服務社會人群，學生藉此可以累積實務經

驗並觀察學習特殊需求族群的視覺功能表現，有助於與未來臨床實習及就業接軌。

圖1:視光系學⽣練習配鏡。圖2:視知覺檢查。圖3:與家
⻑及教師說明檢查內容。圖4:跨專業團隊服務。

台南市特教中心視覺輔具評估

  視光學系 / 鄭靜瑩 主任

本次活動由視光系鄭靜瑩主任帶領本系大四學生 3 人，加上

3 位在地驗光師，服務本學期台南市特教中心轉介出來的特殊需

求學生。活動主要目的為評估視覺機能有問題的學生之眼生理及

眼功能條件，並依其條件媒合適當的教育類輔具。由在地驗光師

參與並指導視光系學生基本與特殊的檢查技巧，結合中心治療

師、特教教師、班級導師及家長的建立跨專業團隊合作，以及教

學輔具的媒合與試用，教學策略的討論與個別化教育方案的專業

角色與諮詢，透過視覺機能檢查發現特殊需求族群的視覺機能問

題，並對應其問題表徵與其視覺機能的相關，除了增進視光系學

生的專業知能與臨床技術外，透過轉介、處置與訓練，讓患者除

了維持生活所需之視覺功能，更進一步協助患者使用視覺改善其

臨床表徵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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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賓大海外見習分享 2

  牙醫系 / 陳姿穎

2019年疫情爆發，海外見習因而暫停。時隔三年，從大二等到大五，原以為已經錯過原先安排在大四升大五的暑假

的海外見習，怎料峰迴路轉，在期中考周收到了UPenn重啟海外交流的消息。如此難得的機會，讓我決定即使要在繁忙

的大五準備出國，也要放手一搏。

UPenn身為常春藤聯盟的成員之一，有著豐富的歷史和人文素養，讓我十分憧憬這次的見習也讓我體會到美國的教

學制度和文化背景都和我們差距甚遠，雖然不能全然模仿套用，當中卻還是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去學習與借鏡。

在文化方面，我感受到美國學生和老師的成熟、熱情與好客。每天在不同的科別見習都會遇到不同的人，每個人都

會主動地和我打招呼問好，向他們做簡單的自我介紹之後，他們也都很開心(也很新奇)的歡迎我在他們旁邊見習 ，也會

主動和我說明目前這位病人的狀況、正在做什麼樣術式等等。當我遇到不懂的器械、材料或步驟時，只要向他們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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