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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字：超高齡社會、共生社區、無障礙環境 

 

        本計畫考察 Koinonia 終老住所(考察日本居家服務特色) (八千代市)、「52

間的緣側」日照中心(榮獲日本 2023 年優良設計獎) (橫濱市)、「空與海」身

障就業支持中心(考察日本身障者就業支持與生活輔導之空間) (橫濱市)、「凸

凹幼兒園」(考察日本發展遲緩兒童課後輔導空間) (橫濱市) 、「春日台中心」

失智症團體家屋(考察日本小規模多機能空間特色) (榮獲日本 2023 年優良設計

獎) (橫濱市) 、「葵照護」失智症團體家屋(考察日本知名社區照顧案例特色) 

( 橫濱市)、Nobishiro 青銀公寓 (考察青銀公寓物業管理特色) (橫濱市)，及

GOEN 長照機構(考察日間照顧、照顧管理、居家護理特色。透過本次考察，

可學習日本共生社區及建築環境之精神，強化及落實自助、互助、共助、公

助的友善高齡者共生建築環境研究，探討支持「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共

生共好的建築環境，及落實共生社會中的自立精神的建築環境規劃。 

考察建議包括下列三項：一、建議借鏡日本跨領域之無障礙政策，導入國內

友善高齡照顧環境之建置。二、建議參考高齡者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精神，健

全國內高齡者照護空間環境。三、建議進行日本社區共生環境制度的相關研

究，了解日本如何將社區共生與居住環境改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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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本計畫依據本部 113 年度「高齡者安居環境城市研習行程」，研習行程共

計 5 日。回顧日本社會對於高齡照顧的理念變遷，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晉三政府

於 2015 年提出「地方創生」經濟政策，期待透過地方經濟的振興、平衡區域發

展，吸引人口移居，並於 2016 年提出「地域共生社會」政策。2016 年，日本政

府成立「共生社區社會本部」，顛覆原本將人們劃分為「照顧者」與「被照顧

者」的二分法，而是創造「共生社區社會」，社區裡每個人活用自身能力，互

相照顧、共融共生。 

在「共生社會」的背景下，不論是高齡長輩、身心障礙者、甚至是兒童，

都是其中一份子，如何共同實踐共生的理念，這也是本次行程規劃之重點： 

一、高齡者： 

(一) 「Koinonia」終老住所(考察日本居家服務特色) 

(二)「52 間的緣側」日照中心(榮獲日本 2023 年優良設計獎) 

(三)「春日台中心」失智症團體家屋(考察日本小規模多機能空間特色) (榮

獲日本 2023 年優良設計獎) 

(四)「葵照護」失智症團體家屋(考察日本知名社區照顧案例特色) 

(五)GOEN 長照機構(考察日間照顧、照顧管理、居家護理) 

二、身心障礙者：空與海」身障就業支持中心(考察日本身障者就業支持與生

活輔導之空間) (橫濱市)  

三、青年：Nobishiro 青銀公寓 (考察青銀公寓物業管理特色) (橫濱市) 

四、兒童：「凸凹幼兒園」(考察日本發展遲緩兒童課後輔導空間) (橫濱市)  

 

透過此次考察，理解到社區共生的實踐，是鼓勵社區居民和社區的各團體

將「別人的事」變成「我的事」，並期待促成「人與人」、「人與資源」的跨

越世代和領域的連結。因此必須重新建構「連結」。有助於拓展國際視野，提

升未來國內無障礙環境改善、高齡友善環境之研究及推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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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一、行程規劃 

預定日期 參訪地點 研習內容 

9 月 2 日(一) 
臺北-東京都、八千

代市 

1. 抵達東京 

參訪 Koinonia 終老住所(考察日本居

家服務特色) (八千代市) 

9 月 3 日(二) 橫濱市 

1. 參訪「52 間的緣側」日照中心(榮獲

日本 2023 年優良設計獎) (橫濱市) 

2. 參訪「空與海」身障就業支持中心(考

察日本身障者就業支持與生活輔導之

空間) (橫濱市) 

9 月 4 日(三) 橫濱市 

1. 參訪「凸凹幼兒園」(考察日本發展

遲緩兒童課後輔導空間) (橫濱市)  

2. 參訪「春日台中心」失智症團體家屋

(考察日本小規模多機能空間特色) 

(榮獲日本 2023 年優良設計獎) (橫濱

市)  

9 月 5 日(四) 橫濱市 

1. 參訪「葵照護」失智症團體家屋(考

察日本知名社區照顧案例特色) ( 橫

濱市) 

1. 參訪 Nobishiro 青銀公寓 (考察青銀公

寓物業管理特色) (橫濱市) 

9 月 6 日(五) 東京都-臺北 

1. GOEN 長照機構(考察日間照顧、照

顧管理、居家護理特色) 

抵達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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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內容 

（一）9 月 2 日行程 

參訪 Koinonia 終老住所(考察日本居家服務特色) 

1130902  Koinoina 家族 

コイノニア｜千葉県東金市の住宅型有料老人ホーム 

〒283-0001 千葉県東金市家之子 1671−15 

【簡介】 

用互助，讓人活出幸福日常的終老住所 

今西航地先生的人生因年少時的一場意外發生了巨變。16 歲時，他被醫生

告知可能無法擁有自己的孩子，這對一個喜愛孩子的年輕人來說無疑是個沉重

的打擊。然而，這也讓他決定，未來他一定要領養孩子，並在此之前努力打下

經濟基礎。 

成長於母親經營的長照機構，今西從小與長輩們一起生活，建立了深厚的

情感連結。大學畢業後，他選擇投身長照產業，開始創建一個沒有血緣關係、

但彼此親密的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中，健康的、失能的長輩們共同生活，有

的繼續工作，有的則需要日間照護或居家服務。 

儘管後來因為醫療技術的進步，今西先生擁有了兩個親生子女，但他依舊

堅持領養孩子的計劃。去年，他迎來了第一個領養的孩子，並將這個孩子與家

人一起帶入他創建的社群中，與這裡的長輩們共同生活。他強調，孩子與長輩

之間的互動不應只是偶爾的娛樂或表演，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自然的連結。 

今西先生在 25 歲時創立了「Koinonia 家族」，這個機構自 2005 年以來，

已為 20 多位從健康到重度失能的高齡者提供照護，並拓展了居家照顧、個案管

理和日間照護服務。他和擔任個案管理師的妻子以「共同生活、相互扶持」為

理念，打造了一個跨越血緣的溫馨家庭。 

Koinonia 家族不僅包含使用照護服務的高齡者，也有工作人員和經常來此

的孩童。這樣的多世代共居模式，讓不同年齡層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支持，

彼此建立起緊密的情感，形成了一個真正的社群。 

【心得】 

今西航地先生的故事讓人感受到一種深沉的愛與奉獻。他的經歷展示了人

在面對巨大挑戰時，如何以積極的態度轉化為生命的動力。16 歲時面對可能無

法擁有自己孩子的事實，並沒有讓他陷入沮喪，反而激發了他想要透過領養和

照護他人的方式，來實現對生命的熱愛與責任感。這種無私的愛，不僅僅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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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更是對整個社會的弱勢群體的關懷。 

尤其他將長照產業與家庭觀念結合的創新思維。在「Koinonia 家族」中，

今西先生不僅提供照護服務，更創造了一個充滿關愛、跨越世代的生活空間。

他強調的是一種「日常中的互動」，讓長輩與孩子之間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自然

的連結，而不僅僅是安排的活動或表演。這種真正的生活融合，讓人反思現代

社會中，家庭與社會的關係往往被疏離，我們能否在生活中找回這種真實的、

互相依靠的情感連結？ 

此外，今西先生的故事也讓人思考經濟基礎與理想實現之間的平衡。他不

僅懷有美好的願景，還付諸實際行動，在創業和經營中一點一滴地打造出自己

心中的「家」。換言之，無論我們有多崇高的理想，最終還是需要踏實的努力

和規劃來實現。今西先生的堅韌與決心，是所有追求夢想的人都應該學習的榜

樣。 

總的來說，今西航地先生的故事讓我們對「家」的定義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激發了對跨世代、跨血緣關係的社會互助模式的思考。這不僅是關於照護，

更是關於如何在現代社會中找到一種彼此支持、共存共榮的生活方式。 

 圖 1 入口標誌及簡介讓長輩辨識地點 

圖 2 團體家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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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日照中心外觀 

圖 4.像家一樣的生活空間 

圖 5.金西先生的兒子也在團體家屋中自在生活 

圖 6.長輩可以自行安全操作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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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左 走道底端供輪椅使用者的洗手台 

圖 8 中  即使是 2 層樓也裝設電梯 

圖 9 右  金西先生解說用可視百葉窗簾，夜晚查房時不需開門避免吵到長輩 

 

 

 

 

 

 

 

 

 

 

 

 

 

參考資料： 

Koinonia 家族 https://living-koinonia.com/works/ 

趙國玉(2024)我在日本看見回歸人本、照顧不分彼此的如常生活，

https://silverliningsglobal.com/japan-inclusive-community-life/ 

 

https://living-koinonia.com/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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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 月 3 日行程 

1. 52 間の縁側(榮獲日本 2023 年優良設計獎) 

千葉県八千代市米本 1318-1 

【簡介】 

位於日本千葉縣八千代市的「52 間の縁側」（暫譯：52 米的木造長廊）是

一座日間照護中心，由山崎健太郎設計工作室與千葉縣習志野市的老人日間服

務機構「石井三屋」合作打造。這個項目歷經雙方長達 6 年的討論與規劃，旨

在讓建築設計充分融入八千代市居民的生活背景，同時滿足老人的實際照護需

求。其設計不僅實現了照護功能，更促進了社區與老人的實質交流。這個規模

不大的設計案因其人性化的設計理念，自 2023 年 1 月開幕以來備受關注，並榮

獲日本 2023 年 Good Design Awards Best 100 的殊榮。 

52 間の縁側」是一個日語詞語，其中的每個部分都有特定的意思：52 間

（ごじゅうにけん）「間」在日語中是一種傳統的長度單位，約等於 1.82 公尺。

52 間即代表一段長達 52 間（約 95 公尺）的空間。此處的「52 間」通常是一種

誇張或比喻的表達，用來形容很長或很寬敞的空間。縁側（えんがわ）「縁側」

指的是日本傳統建築中，房屋和庭院之間的木製走廊或平台，通常用於休憩或

欣賞庭園景色。它具有溫暖、舒適和傳統的意味。綜合起來，「52 間の縁側」

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有 52 間之長的縁側」，形容一個非常長或極為寬敞的傳統

日式走廊，給人一種開闊、悠閒的感覺。這個詞常用於比喻或描述帶有田園風

情的生活情景。 

「52 間の縁側」的核心概念源自日本傳統的「緣側」，這是一個連結室內

與室外的空間，在這裡，人們可以輕鬆地互動，沒有被打擾的感覺。參觀當天

所享用麻糬的區域，平時是長輩們聊天、賞雪，孩子們午睡，或是社區居民戲

水的場所。 

這座建築與周圍社區之間沒有任何圍牆，對於可能在戶外遊走的失智長輩，

團隊選擇以陪伴的方式照顧他們。石井先生相信，安撫失智長輩的最佳方法，

不是使用藥物，而是為他們創造適合的環境，讓他們感到自在、受到尊重。 

在這個溫暖的空間裡，狗狗撒嬌依偎，羊兒在草地上奔跑，員工帶著孩子

來上班，充滿孩子笑聲的生活氛圍隨處可見。石井先生感慨地分享：「長輩是

最寶貴的生命導師，即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們依然在愛中教導孩子如何告

別。」這裡的角色關係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長輩與照護者之間的界線，照護者由

衷地感謝長輩們對孩子的照顧與陪伴。 

這裡充滿自然元素與自由的照護方式，沒有固定的作息安排，石井先生強

調讓長輩們自由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在「52 間の縁側」中，長輩們宛如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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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家裡一樣自在，隨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心得】 

參訪這座由石井英寿先生委託山﨑健太郎設計的木構日間照顧中心，感受

到的是一種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溫暖與自由。這裡並不像傳統的照護機構那樣

僵硬或沉重，反而充滿了生命力與人性化的關懷。設計中融合的「緣側」概念，

讓人可以輕鬆地從室內與戶外連結，猶如這座建築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沒

有圍牆，也沒有拘束的規範。 

印象最深的是，這裡對於失智長輩的照護方式，並非以藥物或強制措施來

控制他們的行為，而是通過創造一個適合他們的環境，讓他們感到安全、被理

解。這種方式讓人感受到真正的人性關懷。石井先生的理念，不僅僅是照護長

輩的身體，更是照護他們的情感與尊嚴。 

此外，這裡的生活氛圍也令人難忘。看到狗狗、羊兒在周圍自在活動，員

工與孩子們共處的場景，感受到的是一種跨越世代、充滿愛的互動。這不僅是

一個長者的照護空間，更是一個社區的核心，讓人與人之間建立起真誠的連結。

長輩們不是被照護的對象，而是繼續在人生的最後一段路上，用他們的經驗與

愛，教導下一代如何珍惜生命。 

這次的參訪深刻理解到，照護不應該只是關於身體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讓

每一個人感受到被尊重和愛護的環境。自然與人文的結合、自由與陪伴的理念，

看到了一種嶄新的照護方式，這不僅是對失智症長者的照顧，更是對每一個生

命階段的溫柔對待。 

 

 

  

 

 

 

 

 

 

 

參考資料： 

52 間の縁側 https://www.ishiisanchi.com 

詹筱苹(2023)「52 間の縁側」日本千葉日照中心！山崎健太郎為每個人創造幸

福生活的場域，https://500times.udn.com/wtimes/story/120842/7539052 

 

https://www.ishiisanchi.com/
https://500times.udn.com/author/articles/8787/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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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縁側是日本傳統建築中，房屋和庭院之間的木製走廊或平台 

 

圖 11 沿著傳統日式緣側走廊落地窗設置座位，光線充足也可觀戶外活動 

 

圖 12 失智長輩玩撲克牌是一種強化認知的活動 

圖 14 鋼琴的存在，帶來有共享音樂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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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走廊端點的浴池，可以眺望美景，幾乎沒有長輩會抗拒洗澡 

今西先生甚至會陪著共浴 

圖 13 允許長輩帶家中寵物來日照中心上課 

圖 16 左  知道有客人(參訪者)要來，長輩們特地做的羊奶餅乾伴手禮 

圖 17 中  今西先生和日照中心養的羊 

圖 18 右  與像鄰家大叔的今西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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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 月 3 日行程 

空と海社会福祉法人地蔵会 

千葉県船橋市神保町 189-1 

【簡介】 

天空和大海是什麼？ 

這是位於千葉縣船橋市的社會福利法人地藏會所經營的殘障福利服務所。

大約 30 年來，創辦人奧野先生一直以塑造身體和創造事物的概念與身心障礙者

一起工作。每天，工作後，他們都會在森林裡做一小時的體操，然後繼續各自

的任務。完成的作品在畫廊和百貨公司出售，下午他們輪流參加馬拉松、獨木

舟和游泳。 

「空與海社會福利法人地藏會」目前有 80 位身心障礙者和 40 位非障礙工

作者，他們共同維持這個空間的運營。奧野先生說，儘管這個空間已經運營了

三十多年，但最困難的挑戰始終是「資金不足」。 

目前「空與海」的資金來源約分為三部分：1/3 來自政府補助，1/3 來自借

貸，1/3 是自有資金。奧野先生提到，早期的日本社會常把身心障礙者隱藏起來，

鮮少讓他們出現在公眾場合。然而，約二十年前，政府開始推動法規修訂，鼓

勵身心障礙者走出家門，參與社會並接受就業訓練。這一政策轉變，為「空與

海」提供了發展的契機，許多設施的建造也得到了政府的補助，最終成為此次

參訪所見的成果。 

來到「空與海」的身心障礙者，多數是從特殊教育學校畢業的孩子，18 歲

後由學校轉介到這裡。奧野先生與大野女士分享，他們觀察到這些孩子大多手

巧且富有創意，於是決定將工作方向逐步發展成藝術創作。 

奧野先生強調：「我們要發掘他們『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用我們的主

觀想法來限制他們的能力。」這樣的理念打破了社會對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的

刻板印象，讓人們重新認識到，這些孩子同樣可以創作出美感十足、質感優良

且具有高價值的藝術作品。 

這是一個北歐風格的空間，坐落於森林邊緣。這裡的餐廳擁有斜屋頂、挑

高的屋樑、大面積的落地玻璃，搭配白色牆面與楓木色的窗框，並使用原木家

具與餐具，營造出簡潔而溫馨的氛圍。除此之外，這裡還設有紙藝、布品、木

作工作室，手工藝品販賣店，小型團體家屋以及森林步道等設施。每個角落的

規劃與設計都展現出令人驚嘆的空間美感。Atelier Sky and Sea 還展示並銷售由當

地創作者以天空和海洋為靈感創作的作品。 

【心得】 

在這次的參訪中，深深被「空與海」所展現的自由創作氛圍所感動。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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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寬敞的空間裡，參與了編織、刺子、染色和縫紉等布藝活動，體會到了藝術

創作的樂趣與魅力。這裡的核心目標是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一個能自由表達的環

境，讓他們能夠積極參與社會。 

身障者在餐廳中負責送餐與點餐，這不僅是工作，更是他們融入社會的重

要方式。工作室裡，大家各自專注於自己的手工藝，彼此分享著創作的熱情。

有位年輕人的畫作曾舉辦個展並被飯店收藏，這充分顯示了他們的才能與藝術

價值。 

在此過程中，看到不同的工作者有不同的反應。有的好奇地與我們攀談，

有的則靜靜地投入工作，甚至有孩子躺在地上休息，展現出這裡友善的氛圍。

奧野先生提到，身障者可以自由選擇工作內容，甚至不工作，但始終會獲得薪

資，感受到他們被尊重與接納。 

最後，看到一位學員因我們的到訪感到焦慮，不斷發出詢問我們的名字的

吼叫聲，但其他人以平靜的態度接納了他的情緒，展現了深厚的包容與理解。

這次經歷不僅重新認識了身心障礙者的能力與價值，更體會到藝術如何能超越

障礙，連結每個人的心靈。 

 

圖 19 社會福利法人地藏會所經營的殘障福利服務所。 

 

圖 20 輔導身心障礙者擔任工作人員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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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餐廳菜品 

圖 22 身心障礙者工作坊 

圖 23 身心障礙者創作品展售 

圖 24 身心障礙者創作陶土擺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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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左  身心障礙女孩展示作品 

圖 26 中  身心障礙者創作娃娃 

圖 27 右  身心障礙者創作衣服 

圖 28 身心障礙者創作藝術品賣店 

 

 

參考資料： 

空與海 https://www.jizokai.com 

王慈彬(20224)面對政策的助力與阻力，日本機構開創共生共融新方向，

https://silverliningsglobal.com/japan-institutional-coexistence-innovation/ 

https://www.jizok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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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 月 4 日行程 

1. 神谷戶凸凹保育園 

神奈川縣厚木市上市 425-1 

【簡介】 

給 20 年後的你 

你的人生並不是幼稚園畢業就決定的，你生命的載體是走向未來的，總有

一天，當你成為一個成年人，它也會像你一樣閃閃發光。 

カミヤト凸凹保育園位於神奈川縣厚木市，選擇這個地點是基於「正是在

人口老化的地區，孩子們才更需要一個成長的空間」的理念。這座保育園融合

了認可保育園與身障兒童日間照護服務，並與當地的自然景觀相連接，如田地、

養豬場、寺廟和河岸斷崖等豐富的資源。 

保育園以「伽藍佛教寺院建築」的形式在整個場地上展開，中心是一個環

繞式的長廊，內外空間隨之布置，形成兩個庭院及周圍多樣的距離感。長廊內

側是 2 歲兒童區和一個多功能大廳，園庭以泥土和草皮分隔，呈現不同的性質；

外側則分別設有西側的辦公區、北側的 3-5歲兒童區以及東側的 0-1歲嬰兒區，

這些空間以風車狀排列，讓長廊的經驗與當地風景交織在一起。 

在西、北邊界並未設置圍欄，而是設立了一個稱為「社區露台」的區域，

作為當地居民的聚會場所，模糊了保育園與社區活動的界線。每個保育室設有

天窗，並以人字形屋頂結構排列，形成半戶外空間，讓園庭、自然景觀和室內

空間和諧相融。這樣的結構設計使孩子們能夠逐步感受不同的空間尺度、視野、

光線、風、雨等自然現象的變化，以及與不同年齡層之間的距離感。 

這座保育園基於「伽藍佛教寺院建築」的概念，連接園內與社區的活動，

形成了一個與人、自然、地域資源不斷對話的建築空間。 

我看重的 6 件事 

1)關於該地區 

在凸凹保育園，我們每天都會去散步。散步時，會花時間去參觀在圖畫書

中看到的昆蟲和花朵。我們也認為這是一個讓小鎮裡聽到孩子們聲音的時刻。

在少子化、人口老化的日本，昔日的風光正在消失。對於這個領先於世界其他

國家進入超級老化社會的國家來說，兒童和老年人的存在被視為社區的重要引

擎。因此，我相信，如果托兒所和孩子們的存在建立起新的聯繫，建立起相互

影響的關係，當地社區就會變得更有活力一些。帶著這樣的想法，今天我們將

和孩子們一起積極地在該地區遊行每個人都如同家人般，彼此照顧、相互支持。 

2)“不同的” 

凸凹保育園重視孩子之間的差異。兒童的舒適空間也是成人的舒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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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層的孩子可以在走廊式的花園裡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度過一段寧靜的

時光。透過與朋友的互動來學習並為人際關係奠定基礎。關懷年幼的孩子，欣

賞年長的孩子，而且不只是同年級的年齡限制，不同發展、種族、國籍的人之

間的彈性關係也導致了建構。 

3)不要分開 

凸凹保育園的辦學理念是“關注每個人都有的‘凸點’，共同努力彌補每個人

都有的‘凹處’”。在小說《窗邊的小豆豆》中，校長對走來走去的小豆豆說：“你

真是個好孩子。”衡量「好孩子」的標準，並不是孩子成為大人所期望的。周圍

的環境和大人是否熱情地關注孩子的先天特徵和個性？神谷和德工坊保育園在

同一棟大樓內設有殘障兒童保育設施「神谷和德工坊文化教室」。在性格形成

的重要時期，我們非常重視為 0-18 歲的孩子創造一個能夠承認彼此存在、一起

玩耍、互相共鳴的育兒環境。 

4)關於節奏 

這是一個讓各種兒童，無論其殘疾程度如何，都可以一起享受「聲音」的

項目。這就是音樂教育的節奏。韻律是一種「培養意識」的教育。利用你的五

種感官來培養一種不祥的預感。肉眼無法看見心靈，但透過將孩子的身體運動

與聲音相協調，我們可以看到孩子的內心在想什麼。照顧者引導孩子的愉悅情

緒並仔細觀察，這為了解孩子提供了線索。透過這些非語言活動，我們積極地

將生動的時刻融入學校生活，讓孩子體驗和諧的樂趣。 

5)關於架構 

「環境是第三位老師」。透過將遊戲與環境融為一體，兒童可以像人類一

樣自由生活的建築空間。我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保證感官體驗的托兒環境，例

如赤腳度過時間和觸摸天然材料。刺激腳底可促進自主神經系統的發育。在神

谷戶電工坊保育園，半戶外空間的陽台根據孩子們的活動靈活設計，同時也與

自然的風、光、影相協調。不斷變化的自然環境和看似相互連結的活動總是會

產生新的創造和意識。我們相信建築的力量，相信兒童，並不斷創造環境。 

6)關於員工 

當然，我們這些與孩子們一起工作的工作人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坎坷。

我們取長補短，聚焦優勢，從信任開始。在未來多元化的社會裡，大人應該向

孩子學習的點就會從那裡萌芽。如果起點是員工也有與生俱來的特質，而終點

例如是實現「共存、包容、自主」的企業理念，那麼「現在」永遠是在當下。

我想這對孩子和我們成年人都是如此。具體來說，我們透過帶薪休假、產假、

育嬰假等措施相互支持、相互依賴，每位工作人員共同努力，一步一腳印地推

進德科博保育園所要實現的保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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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在凸凹保育園，散步成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帶著孩子們探索自然，觀察

圖畫書中的昆蟲和花卉，這不僅是學習的過程，也讓當地社區聽到了孩子們的

笑聲。日本正面臨少子化與人口老化的挑戰，曾經繁榮的景象逐漸消逝。而在

這個超高齡社會裡，孩子和老年人卻被視為推動社區活力的引擎。凸凹保育園

的存在讓人相信，如果孩子們與社區能夠建立新的連結並互相影響，這將賦予

社區新的生命力。每天帶著孩子們參與社區活動，讓每個人都像家人一樣互相

照顧、支持。 

凸凹保育園特別重視每個孩子的差異性。園內的空間設計不僅讓孩子們感

到舒適，對成人也是如此。不同年齡層的孩子們可以在花園中自然地融合，透

過互動學習建立人際關係，並打破年齡、種族、國籍的界限，培養出一種彈性

且包容的關係。 

保育園的理念「凸凹共生」關注每個人的獨特性，並彌補彼此的不足。尊

重每個孩子的天賦，並相信學習的起點在於接納他們的特質。在這裡，不僅是

孩子，員工們也在多樣化的社會中學會共存與包容。強調環境的教育力量，讓

孩子們在與自然和諧相處中，獲得感官和心理的發展。這樣的保育環境不斷創

造出新的學習機會，讓孩子和社區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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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凸凹保育園以風雨長廊銜接環繞教室 

圖 30 不禁止奔跑的保育員 

圖 31 用餐時間鼓勵幼兒自理打飯 

圖 32 適合幼兒人體尺寸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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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教師帶好奇的幼兒上車參觀 

圖 34 路邊提醒幼兒出入的標誌牌 

圖 35 左  廁所設置幼兒適用的扶手 

圖 36 中  洗手台設置椅子方便幼兒使用 

圖 37 右  教室鼓勵幼兒自行烹煮果醬 

參考資料： 

凸凹保育園 https://aikawa-shunjukai.jp/decob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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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 月 4 日行程 

2.春日台中心 

神奈川縣 愛子縣 春日台 3 丁目-6-38 

東京都大田區上池台 3-46-11 145-0064 

【簡介】 

這座綜合長照與社福服務的機構由創辦人馬場拓也於 2017 年開始構思，並

在 2022 年中正式開幕。在籌備的五年中，馬場先生和他的團隊舉辦了許多與社

區居民互動的活動，深入了解他們對這個空間的期望與需求，從而營造出一個

能夠自然吸引社區居民的中心。這個理念成功地凝聚了當地人的共識，使該中

心成為社區生活的一部分。該機構在 2023 年獲得了國際四大設計獎之一的日本

優良設計獎 (Good Design Award) 金賞。 

中心內提供多樣化的服務設施，包括失智症團體家屋（兩個單元，每單元

可容納 9 位失智症患者）、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兒童身心障礙課後輔導、以及

身心障礙者就業支持計畫，如手作可樂餅和洗衣服務等。這些多元的設施不僅

滿足了不同族群的需求，還通過社區合作，促進了更具包容性的生活模式。 

1) 春日台炸丸子(可樂餅) 

前身「春日台中心」的炸丸子深受各個年齡段的男性和女性的喜愛。 熟食

界的鬆散角色「Croquette」有一種將人們聯繫在一起的魔力。 這是一個您可以

將大家喜愛的炸丸子與美味的咖啡和啤酒相結合來休息的地方。 

2) 洗衣文化研究所 

對於忙碌的現代人來說，可以一次洗完衣服的投幣式洗衣店可能是可以用

金錢買到時間的地方。 這是鎮上的洗衣店，減輕了家裡的洗衣負擔，可以安排

豐富的生活。點擊這裡進入洗衣文化研究所。 

3) 寺谷 

「寺子屋」是江戶時代存在於全國各地的平民教育設施。在日益複雜的令

和社會中，現在需要的不僅僅是作為學習設施的學校，而且是每個人都有學習

的權利。 這是一個充滿重要學習的寺屋。 

4) 公共休閒室 

「Commons Room」是這個小鎮的人們共享空間、共度時光並精心培育的地

方。 這與任何事情無關，而是關於創造一個人們互相關心的地方。 

5)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春日台不平衡文化教室」是身心障礙兒童放學後參加的地方。「KCC 

Works」是身心障礙人士可以工作的地方。通過參與社會並靠近護理服務，我們

創造了補償彼此凸凹的互動。 

https://goo.gl/maps/dkpd6WC9kYC3WJkK8
https://aikawa-shunjukai.jp/senbu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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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老年人福利服務 

「KCC Group Home」團體家屋提供住宿服務，「KCC Shotaki」小規模多機

能家庭護理，可以在家中、住宿或接受家庭訪視護理。兩者都是長期護理保險

服務。 

從昭和 40 年代到平成時代末期，這家超市一直受到春日台人民的喜愛。從

孩子到老人，曾經是大家中心的春日台中心再次成為這個小鎮的中心。 

這座機構由日本著名建築師金野千惠設計，外觀溫暖且充滿自然光，建築

空間極具美感，彷彿與周圍的自然融為一體。她的設計目的是讓光、影與風自

然地流動，支持各種不同的人在這裡活動。原本，這裡曾是一座商場，40 年前

這裡是一個繁忙的商業區，隨著人口減少和老化，商場關閉了，如今則變成了

「春日台中心」。經營者馬場拓也笑稱這是為了「再中心化」，給這片沒落的

區域重新注入活力。 

馬場拓也，這位以時尚形象聞名的年輕經營者，曾在國際精品品牌

ARMANI 擔任業務，最終決定回鄉投入照顧行業。他希望能運用自己的時尚專

業，改變人們對照護產業的刻板印象。他花了三年時間與當地居民開展工作坊，

發現了許多需求，如兒童缺乏遊玩空間、單親媽媽缺乏家務幫助，老人則需要

照護。 

「我們的機構與其他養護中心最大的不同，就是這裡是人人都可以進來的

地方。」馬場強調。他將交流放在首位，開放的空間沒有上鎖，任何人都可以

自由進出。這裡有像咖啡廳般的桌椅，還有洗衣店、可樂餅鋪和陽台，當地居

民喜歡來這裡工作、寫作業或喝杯咖啡，享受開放的氛圍。 

春日台的另一大特色是，這裡的老人不只是被照顧者，而是可以發揮作用

的人。例如，有位失智的老奶奶曾在這裡遇到了一位單親媽媽，主動分享育兒

經驗，讓媽媽受益匪淺。這樣的互動讓人與人之間的「綜效」顯得更加明顯。

這裡還設置了懷舊糖果店，老人家會輪流擔任收銀員，與孩子們互動，激發他

們的社交能力。 

此外，馬場拓也還創立了「洗滌文化研究所」，一間結合社區需求的洗衣

店，提供高單價的肥皂與天然洗衣精，並計劃推出「Uber Laundry」服務，為東

京高端住宅區提供便捷的洗衣服務。洗衣店還聘用了部分身心障礙者，他們在

這裡有機會接觸人群，並獲得高於一般工作的薪水，實現了商業與社會意義的

結合。 

馬場的夢想是，當這裡的孩子長大後，回想起春日台時，會驚訝地發現這

裡原來是一個照護設施。他認為，當孩子從小習慣與各種不同的人互動，未來

他們會成為更加包容、多元的人。對他來說，春日台不僅是一個照護機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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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讓人們重新連結、跨越年齡與性別界限的社區。 

【心得】 

「春日台」不僅僅是一個照護失智老人的機構，更是一個強調社區連結與

人際互動的溫暖空間。文章中描述了這個地方如何不僅僅是為了提供照護服務，

而是創造了一個人人都能參與的開放空間，讓居民能自由進出，這打破了傳統

養護機構封閉、孤立的形象。 

馬場拓對人與人「交流」十分重視。他認為社區中不同年齡、背景的人互

動能帶來「綜效」，這讓人反思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特別是在都

市生活中，人們常常沉浸在個人世界裡，彼此之間缺乏真實的交流。而春日台

的理念是讓人們重新連結，無論是失智的老人與小孩之間的互動，還是單親媽

媽與老人之間的支援，這些交流不僅能讓人們感到溫暖，也讓被照護者重新找

回生活的意義。 

此外，馬場拓也以長遠的眼光來經營這個機構，他不僅滿足了當下的需求，

還著眼於未來二十年，希望孩子們能從小就習慣與不同的人相處，長大後能成

為包容、多元的人。這樣的願景讓人深思，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創造更多這樣的

社區空間，讓人們跨越年齡與背景的界限，彼此互助共生。 

 

 

 

 

 

 

 

 

 

 

 

 

 

參考資料： 

春日台中心 https://aikawa-shunjukai.jp/kcc 

銀天下(2024)日本建築大獎首例！春日台：讓照顧機構，成為讓小孩有美好回憶

的地方；https://www.cw.com.tw/aging/article/5126060 

 

https://www.cw.com.tw/aging/article/512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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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春日台是市鎮在生活化的案例 

圖 39 建築物前側的長廊設計提供社區居民互動交流空間 

圖 40 洗衣文化研究所是區居民來此消費的日常 

圖 41 洗衣店雇用身心障礙員工提供自立及社會參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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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販賣冰淇淋的小店 

圖 43 販賣好吃的可樂餅延續社區居民的記憶 

圖 44 長廊可遮陽擋風雨也是居民小憩聊天的地方 

圖 45 維護良好的社區公共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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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老人經營的古早味零食攤吸引社區兒童來購買 

圖 47 零食攤只在較多兒童出現的時段經營 

圖 48 團體家屋裡的長輩(有設鏡子) 

圖 49 團體家屋裡的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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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日照中心及小規模多機能中心 

圖 51 社區公共閱覽自修室 

圖 52 社區兒童放學後來課後輔導 

圖 53 社區兒童放學後來寫功課自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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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9 月 5 日行程 

葵照護 Aoi Care 

（株）あおいけあ 

〒252-0813 神奈川県藤沢市亀井野４丁目 12−93 

【簡介】 

加藤忠相先生在 2000 年日本實施介護保險時，25 歲的他正受僱於橫濱的

一家長照機構。然而，對於機構內的照護方式，他心有不滿，認為那些傳統做

法無法真正滿足長者的需求。同時，他也看到了介護保險帶來的契機，於是憑

藉著勇氣和堅定信念，決定創立一個符合自己理念的照護機構。 

最初，他回家說服了父母支持他的夢想，並將老家改建為失智症團體家屋。

由於資金有限，最初的團體家屋僅能容納七位住民。加藤回憶說：「如果能重

來，我會把這個地方規劃得更大，讓更多人入住，照顧更多長者。」這個團體

家屋就像一般住宅，外面有個小庭院，住民可以在那裡種植蔬菜，自己烹調，

享受生活的樂趣。 

隨著時間推移，這座原名為「青田照護」的團體家屋慢慢發展壯大，最終

更名為「AOI Care」（葵照護）。加藤逐步擴建了兩個日間照顧中心，並設置

了共餐廚房，讓社區居民也能進來用餐享受美食。他與家人一起住在其中一棟

建築的樓上，真正實現了生活和工作的緊密結合。 

加藤忠相先生的「葵照護」結合了自立支援、小規模多機能和團體家屋的

創新模式，並在 2012年榮獲「神奈川福祉服務大賞」。這一模式突破了傳統的

長照框架，為長者尤其是失智症患者提供了更多選擇與彈性。隨著這種模式的

推廣，長者們可以在居家、機構與醫院之間靈活轉換，根據個人需求和意願，

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並在家人和照護人員的陪伴下安享晚年。 

加藤的創新不僅僅是拆除了機構的實體圍牆，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人們心中

的隔閡。他提出讓失智症長者自由活動的理念，雖然最初引發質疑，但隨著時

間的推移，這種做法逐漸被接受，甚至成為其他機構效仿的榜樣，為長者創造

了更尊重和自由的生活空間。 

在「葵照護」，長輩們不再只是被照護的對象，而是與年輕人、孩子們共

同生活、相互支持。書法教室裡，長輩教導孩子寫書法，屋頂開放給社區的孩

子自由玩耍，這些跨世代的互動讓生活充滿了活力與情感交流。 

這裡的工作環境充滿人性化，員工可以帶著嬰兒上班，長輩們看到嬰兒時，

會露出由衷的喜悅。機構內的小徑上，你常常會遇見剛打完槌球的爺爺，或者

買完晚餐食材的奶奶，生活充滿了日常的溫馨與愉悅。專業日本料理廚師準備

的午餐讓每一餐都像家宴一樣溫暖，看著西川奶奶（化名）推著助行器幫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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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工作人員向她致謝，讓人深刻感受到這裡的每個人都如同家人般，彼此照

顧、相互支持。 

「葵照護」不僅是一個物理空間的社區，更是一個心靈交融的家園。這裡，

長輩和工作人員之間的界限模糊，大家共同生活、分工合作，打破了實體與心

靈的圍牆，真正營造了一個自由、無隔閡的生活空間。 

【心得】 

加藤忠相先生顛覆了傳統長照模式，打破了物理上的圍牆，也消融了心中

的隔閡。他的理念不僅在於滿足老人的基本需求，更是為他們創造一個有尊嚴、

自由且與社會緊密相連的生活環境。即便面對質疑，加藤先生依然堅持讓失智

症長者自由活動，展現了他對生命與長者的深刻信任，這種勇氣令人欽佩。 

「葵照護」不僅是一個空間創新，它更讓長者在這裡找到真正「家」的感

覺。他們不僅是被照顧者，還能參與、教導，為社會和家庭帶來價值。多世代

共居的環境讓長者、孩子和工作人員如家人般互動，處處洋溢溫暖與關懷。從

員工帶嬰兒上班到長者推著助行器幫忙，這裡的每個細節都散發著生命的活力。 

這個故事促使我們反思，現代照護是否真正尊重了每個人的獨立性與尊嚴？

「葵照護」展示了理想的照護模式，跨越世代、打破隔閡，讓每個人都能感受

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參考資料： 

葵照護 https://aoicare.co.jp/ns/ 

楊寧茵【書摘】全球銀力時代 — 讓照顧像在家一樣自然「葵照護」阿嬤被送來

時說可能只剩一個月好活，但…； 
https://deborahyang.medium.com/%E6%9B%B8%E6%91%98-
%E5%85%A8%E7%90%83%E9%8A%80%E5%8A%9B%E6%99%82%E4%BB%A3-
%E8%AE%93%E7%85%A7%E9%A1%A7%E5%83%8F%E5%9C%A8%E5%AE%B6%E4%B8%80%E6%A8%A
3%E8%87%AA%E7%84%B6-5794c071ccc9 

https://aoicare.co.jp/ns/
https://deborahyang.medium.com/%E6%9B%B8%E6%91%98-%E5%85%A8%E7%90%83%E9%8A%80%E5%8A%9B%E6%99%82%E4%BB%A3-%E8%AE%93%E7%85%A7%E9%A1%A7%E5%83%8F%E5%9C%A8%E5%AE%B6%E4%B8%80%E6%A8%A3%E8%87%AA%E7%84%B6-5794c071ccc9
https://deborahyang.medium.com/%E6%9B%B8%E6%91%98-%E5%85%A8%E7%90%83%E9%8A%80%E5%8A%9B%E6%99%82%E4%BB%A3-%E8%AE%93%E7%85%A7%E9%A1%A7%E5%83%8F%E5%9C%A8%E5%AE%B6%E4%B8%80%E6%A8%A3%E8%87%AA%E7%84%B6-5794c071ccc9
https://deborahyang.medium.com/%E6%9B%B8%E6%91%98-%E5%85%A8%E7%90%83%E9%8A%80%E5%8A%9B%E6%99%82%E4%BB%A3-%E8%AE%93%E7%85%A7%E9%A1%A7%E5%83%8F%E5%9C%A8%E5%AE%B6%E4%B8%80%E6%A8%A3%E8%87%AA%E7%84%B6-5794c071ccc9
https://deborahyang.medium.com/%E6%9B%B8%E6%91%98-%E5%85%A8%E7%90%83%E9%8A%80%E5%8A%9B%E6%99%82%E4%BB%A3-%E8%AE%93%E7%85%A7%E9%A1%A7%E5%83%8F%E5%9C%A8%E5%AE%B6%E4%B8%80%E6%A8%A3%E8%87%AA%E7%84%B6-5794c071cc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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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加藤忠相先生著書 

圖 55 葵照護是由幾棟日本民宅組成 

圖 56 入口和一般民宅沒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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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長輩就像住宅自己家裡一樣如常生活 

圖 58 入口有階梯用移動式消坡板解決高差問題 

圖 59 住在團屋的長輩 

圖 60  用餐時間長輩也會自行擺設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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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餐具就是一般家常碗盤 

圖 62 長輩的勞作 

圖 63  如果能力可及長輩也會幫忙切菜 

圖 64 照服員並沒有專屬空間(之前有但不需要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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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團體家屋的房間陳設 

圖 66 長輩的藝術作品 

 

圖 67 左 櫥櫃上的示意繪圖 

圖 68 中房間掛簾上的名牌 

圖 69 右走廊設有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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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左中右 設坡道及移動式消坡板提供使用輪椅長輩通行 

 

 

 

圖 71 左中右 從走廊到房間到無障礙廁所實地進行動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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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葵照護日照中心經營對外餐廳並供應長輩一樣可口的餐點 

圖 73 葵照護創辦人加藤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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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9 月 5 日行程 

Nobishiro 青銀公寓 

神奈川県藤沢市亀井野 4 丁目 5−9 

【簡介】 

為了應對高齡者租屋困難的現狀，加藤忠相先生開發了「Novishiro House」，

一個青銀混居住宅，設有 8 間套房，6 間專為高齡者設計，2 間則預留給年輕租

戶。自 2021 年起，這個住宅開始有租客入住，目的是促進年輕人與高齡者的自

然共處，並創造互動交流的環境。 

公寓一樓改建成社區咖啡廳和洗衣空間，成為青銀租客與社區居民的交流

場域。二樓則開放給在宅醫療和居家護理單位，讓高齡者在此獲得更便利的醫

療服務。加藤在設計時考慮了高齡者的需求，同時保持了與年輕人相同的空間

規格，認為適合年輕人的房間同樣適合老年人，無需標榜為「高齡者專用」。 

在這個共居空間中，2 間出租給年輕人的房間，入住者條件為：1、每天要

向長者打招呼。2、參加每月舉辦一次的「茶會」。通常每月 7 萬日元的房租可

半價優惠。藉此長者和年輕人可以自然地交流，長者可以教年輕人料理等，就

像「交朋友」一般的往來。這種社交刺激有益長者保持健康。另外，一部分房

間可以作為訪問診療、護理的據點來使用，萬一發生緊急情況時也可以安心。。

透過這樣的互動，長輩可以教年輕人料理，分享生活經驗，彼此之間建立友誼，

這種社交互動不僅增進了交流，還對長輩的身心健康帶來積極影響。參與交流

的年輕人可享受半價房租，讓這種安排既實惠又有助於促進代際互助。 

公寓內配備了多種安全設施，如監視感測器和防止浴室溫度劇變的裝置，

確保高齡者安全居住。在某些房間中，還提供訪問診療和護理服務，以便高齡

者在緊急情況下能得到及時照顧。 

加藤的設計還包括讓租戶經過咖啡廳才能進入自己的房間，這樣一來，租

戶在日常生活中會自然而然地與咖啡廳的工作人員及其他住戶互動。咖啡廳不

僅是社交場所，還會邀請高齡住戶參與工作，如幫忙標籤咖啡豆或打掃，讓他

們保持活躍。 

該地區原本禁止經營餐飲，但加藤以「為高齡者提供就業場所」的理由，

成功獲得行政特別許可，讓咖啡廳成為社區居民的聚集平台。 

加藤忠相的理念在於「將普通人社工化」，促進社區的互助與保護。他認

為，即使獨居長者在家中去世，只要能在第二天被發現，這便不是孤獨死，而

是一種尊嚴的死亡。他強調，未來需要建立更多這樣的社會環境，讓每個人都

能在充滿尊重與關愛的氛圍中安享晚年。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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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高齡化社會的背景下，加藤忠相先生創立的「Novishiro House」展現

了一個全新的青銀共居模式，成功地回應了高齡者租屋困難的問題。這個住宅

不僅是提供居住空間的場所，更是一個促進不同年齡層之間自然交流和互動的

社區。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住在「Novishiro House」的年輕租戶有義務每天向長

者打招呼，並參加每月的茶會，這不僅讓年輕人能夠更好地了解長者的生活與

智慧，還能激發彼此之間的友誼，營造出家庭般的氛圍。這樣的安排不僅提升

了高齡者的生活質量，還增強了社區的凝聚力，讓每一位住戶都能感受到被重

視和支持。 

此外，加藤先生在設計時也充分考慮到高齡者的安全需求，增設了監視感

測器和浴室溫控系統等設施，為長者提供了一個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這樣的

周到考慮，讓高齡者在生活中能夠更加安心和自在。 

 

圖 74 Nobishiro 青銀公寓外觀 

 

 

 

 

 

 

參考資料： 

Nobishiro 青銀公寓 https://nobishiro-house-kameino.azurefd.net 

創新照顧 日本傳真(2024)專訪 Nobishiro House 社長加藤忠相：挑戰高齡者新住

房 

 https://www.ankecare.com/article/2262-2022-11-15-07-51-11 

https://nobishiro-house-kameino.azurefd.net/
https://www.ankecare.com/article/2262-2022-11-15-07-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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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左 Nobishiro 青銀公寓外觀 

圖 76 右 Nobishiro 青銀公寓 1 樓對外經營簡餐咖啡廳 

 

圖 77 左 Nobishiro 青銀公寓 1 樓的咖啡廳 

圖 78 右 Nobishiro 青銀公寓 1 樓經營洗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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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公寓 1 樓餐廳外走廊設置開放座椅區 

圖 80 社區訪客在 1 樓餐廳外走廊吃冰 

圖 81 左 Nobishiro 青銀公寓 1 樓的咖啡廳特產深層天然水咖啡刨冰 

圖 82 右 咖啡刨冰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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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Nobishiro 青銀公寓 1 樓的專業級咖啡 

圖 84 左 訪談創辦人加藤忠相先生 

圖 85 右 加藤忠相先生著作(網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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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9 月 6 日行程 

GOEN 日間照顧機構 

東京都大田區上池台 3-46-11 145-0064 

1)通商實驗室 GOEN 以社區為基礎的日間服務大田區上池台 3-46-11 145-0064 

位於大田區上池台的社區日托機構。在防止社會孤立、維持與當地社區的聯繫

以及作為群體生活一部分的社交性的同時，我們提供敏感於每個人感受的支持，

並允許他們以自己的角色開展活動。 

2)ASOKO 以社區為基礎的日間服務 

大田區西込 2-18-18 Clover Terrace 1 樓 143-0026 

位於大田區西込込的社區日托機構。我們將接受任何想法並支持您“防止孤立”，

幫助人們承擔新角色，“參與社區”和“集體生活”，在那裡您可以與他人分享寶貴

的時間。 

3)Agein 居家護理理站 

大田區東行谷 5-2-8 145-0065 

護理師、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會造訪疾病或身心障礙者居住的地方，以便

他們能夠在熟悉的社區和家中過著適合他們的復健生活。由持有護理註冊護士

資格的管理人員履行「實務、指導、諮詢」三大職責，努力提升護理品質。 

4)LUCKY 居家照護支援辦公室 

大田區東行谷 5-2-8 145-0065 

【簡介】 

GOEN 日間照顧機構的理念是「尊重每個人的想法，根據他們的精神和身

體狀況，提供最合適的支持，而非單純追求提高照護效率。」我們致力於解決

都市中人際疏離的問題，防止社會孤立，並保持長者與社區的連結。透過多樣

化的支持方式，讓長者參與符合自身需求並發揮作用的活動。這些活動包含一

起準備餐點、編織毛線，甚至安排戶外郊遊，例如戶外散步，不僅能增強日常

生活所需的腿部力量，還能讓他們體驗四季變化，刺激大腦活力。簡單的購物

體驗，也能為生活帶來更多動力。我們的目標是挖掘並接納長者的想法，幫助

他們找到新的社區角色。通過參與社區活動和團體生活，增加他們與他人互動

的機會，從而發現自身的價值。同時，我們注重防止社會孤立，維持長者與當

地社區的聯繫，並確保他們成為群體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的方法是根據每個人的身體和心理狀況提供個性化的護理，幫助維持

並改善其日常生活功能，預防身體、認知和生活能力的退化。我們不強調效率，

而是專注於以人為本的照護與陪伴，讓長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來自群體的支

持，從而維持和增強自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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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這個理念讓人深刻感受到「以人為本」的重要性。在現代社會，尤其是都

市區域，長者面臨的孤立問題愈發嚴重。這種模式不僅僅是為了提供基本的照

護，更是讓每一位長者找到自身的價值和歸屬感。透過多元的活動，長者不僅

能保持身心健康，還能在社區中找到自己的新角色，這種過程對他們的自尊心

和生活質量都至關重要。 

尤其 GOEN 不強調「效率」的做法，因為照護不應該只是一種任務，更多

的是關懷與陪伴。這樣的理念讓人感受到真正的尊重與溫暖，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需求與節奏，長者也不例外。這種以人為本的關愛模式能夠讓他們在安全與

支持的環境中，保持生活的積極性，減少孤立感，並最終實現與社區的深度連

結。 

這個理念啟發我們思考，無論是對長者還是其他群體，社會應該更多地關

注每個人的需求與感受，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並發揮自己的作用。這才是社

會真正和諧、共融的基石。 

 

 

 

 

 

 

 

 

 

 

 

 

 

 

 

 

 

 

參考資料： 

GOEN https://goen.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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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GOEN 日間照顧機構理念 

「我們重視每個人的想法，並根據他們的精神和身體狀況，優化支持他們的方
式，而不是想辦法提高照顧效率。」 

圖 86 位於東京都市區內的 GOEN 日間照顧機構 

圖 87 創辦人富永伸二先生(圖中站立者) 

圖 88 日間照顧中心也是對外營業的餐廳 



45 
 

 

 

 

圖 89 日照中心餐廳結合社區居民、失智長輩擔任員工的營運模式 

圖 90 承租人單親媽媽(GOEN 網頁照片) 

圖 91 切菜(GOEN 網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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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每週一日中午到社區私立青陵高中販售咖哩飯 1 

 

圖 93 每週一日中午到社區私立青陵青陵高中販售咖哩飯 2 

 

 

 

 

  



47 
 

參、考察心得 

一、 學習日本共生社區及建築環境之精神 

       社區能否可能真的做到「互相照顧」？社區裡面能否做到沒有弱勢者，

每個人都能展現其價值？要建構成功的共生社區，需先建構以下核心意涵： 

(一)多元共融－理解到社區本身就是多樣態人的組合。 

(二)日常生活－在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圈中建立連結，彼此之間的關係才是

長遠的。 

(三)角色舞台－讓各個群體有活力展現的舞台與機會。 

(四)互相幫助－每個人都有價值，並能相互支持與幫助。 

最終是期待一個能夠安心生活的社區 －「共生」是未來社區的關鍵思維。

在共生社區的概念下，沒有所謂的標竿案例，因為共生最重要的就是回歸在地

的脈絡，創造在地人與人之間的支持網絡。所以無論你是據點、咖啡廳、理髮

店、書店或個人，都可能是社區的好鄰居，成為串起這個網絡的關鍵角色。 

二、 強化及落實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的友善高齡者共生建築環境研究 

為了長期照護家人而辭職、閉門生活，照護者往往精疲力盡，甚至病倒。

為改善這種情況，日本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團體、高齡者及其家屬，以及相關

人士共同努力，推動長期照護保險與「地區總括性照護體系」，以減輕照護負

擔，其核心是「自助、互助、共助、公助」。「自助」指高齡者努力維持自立

生活，包括工作與身心健康；「互助」則依賴地區居民和志工的相互支持，形

成良性循環；「共助」指透過社會保障制度如保險與年金，實現社會層面的互

助；而「公助」則由政府提供社會福利及生活保護，資金來源主要為稅收。 

這四種支柱相互交疊，不可或缺。若「共助」和「公助」不足，便需更多

「自助」與「互助」來補充，因此需在公平、自由等價值下進行調配。透過這

樣的機制，能分散社會整體負擔，確保必要服務的持續性，避免將負擔轉嫁給

下一代，實現安心且可持續的生活保障。 

三、探討支持「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共生共好的建築環境 

面對人口老化、經濟低迷及社區支持減弱等問題，日本於 2016 年推出「地

域共生社會」政策，主張打破「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界限，創造社區內

每個人都能互相支持、共融共生的環境。政策強調居民參與和能力發揮，避免

過度依賴專家或公共資源，喚起個人在社區營造中的責任感。傳統社區的互助

功能因少子化、高齡化及人口減少而弱化，部分角色由社會保障體系取代。然

而，共生社會的核心在於「共融」，尊重個體差異，提倡合理的相互體諒，並

創建能連結人與資源的在地場所，提升居民的獨立生活能力。這種模式超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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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限制，鼓勵每個人參與，共同塑造凝聚力強的社區。 

四、落實共生社會中的自立精神的建築環境規劃 

共生社會是一個老年人與非老年人、健全者與身心障礙者、外國人與本地

人共同生活的社會，超越以「健康人」為中心的傳統思維。雖需關注高齡者需

求，但也應反思老年人是否為他人著想，避免過度依賴。在共生社會中，老年

人與其他居民一樣，有共同的義務。 

共生社會強調，年齡並非獲得照顧的唯一理由。不同情況下，接受者可能

是老年人、孕婦或身心障礙者，需要合理體諒。例如，患有內部功能障礙者可

能無外在標誌，但仍需關懷。因此，共生社會主張互相支持，體現平等與自立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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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建議借鏡日本跨領域之無障礙政策，導入國內友善高齡照顧環境之建置。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應參考日本的跨領域無障礙政策，打造

友善的高齡照顧環境。日本透過立法與規範推動無障礙設施建設，如《高齡者、

身心障礙者等移動安全與便利促進法》，要求公共建築、交通工具和社區設施

全面落實無障礙設計。我國可參照這類法規，將無障礙要求納入基礎建設計畫，

促進高齡者的生活便利。此外，日本注重跨部門合作，整合醫療、交通與社會

服務資源，提供一站式的高齡者支援體系。我國可引進這種模式，強化政府與

民間的協力，提升高齡者的照顧品質。最後，日本重視社區參與，透過地方居

民共同建設無障礙環境。我國應推動社區參與計畫，確保政策符合高齡者需求，

營造友善且永續的生活空間。 

二、建議參考高齡者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精神，健全國內高齡者照護空間環境。 

面對高齡化社會的挑戰，我國應參考「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的理念，

全面健全高齡者照護空間環境。首先，強調自助，應推廣高齡者健康管理與終

身學習計畫，增強其身心功能與獨立性，讓高齡者更能適應自身需求。其次，

促進互助，可推動鄰里共照機制，鼓勵社區高齡者之間互相支持，如成立長者

活動中心與志願服務隊，增進社會參與感與歸屬感。此外，共助的實踐可透過

政府與民間協力合作，建置高齡友善社區，提供靈活且多元的照護資源。而公

助則要求政府完善法規與政策，如擴大長期照護服務覆蓋範圍，優化無障礙設

施，為高齡者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透過整合上述四個面向，我國可有效提

升高齡者生活品質，創造尊重與支持的照護環境。 

三、建議進行日本社區共生環境制度的相關研究，了解日本如何將社區共生與

居住環境改善結合。 

為應對高齡化與少子化挑戰，日本推行社區共生環境制度，成功將社區共

生理念融入居住環境改善。我國應深入研究其經驗，探索適合本地的推行模式。

首先，日本透過法規與政策推動「多世代共居」及「共生住宅」模式，例如在

住宅設計中加入公共空間，促進不同年齡層居民交流。我國可借鑒此模式，在

新建或改造住宅時優先考量社區功能與共生需求。其次，日本強調地方政府、

企業及居民的多方協力，形成資源共享與相互支持的社區生態。我國應研究這

種協作模式，提升社區居民參與度，結合本地文化特性，營造融合高齡者需求

的居住空間。透過深入研究日本經驗，我國可在政策、設計與執行層面，構建

具包容性與永續性的社區共生環境，為高齡友善社會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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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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