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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爲家人提供無償照顧的關顧者所付出的貢獻和犧牲往往得不到承認和表揚。在士嘉堡及鄰

近地區，有不少資源為粵語社區裡的關顧者提供支援。在 2012年，華人關顧者網絡通過訪問和

關顧者焦點小組，向參與機構和關顧者蒐集意見，以便對現有服務作出評估。這份報告縱覽華人

關顧者網絡的成員機構現有的關顧者服務，並且凸顯關顧者的需要和能力。 

 

主要的調查結果包括： 

- 需要更多切合語言文化需要的服務和資源，包括暫顧服務以及身體和實質上的輔助。 

- 需要更切實的支持系統，包括社會、經濟以及心理社會上的支持，以彌補關顧者爲了照顧

長期病患者以及支持長者在社區内過著獨立和融合的生活而作出的貢獻和犧牲。 

- 需要改善服務導航以及更全面地推廣現有的服務提供者，例如社區醫療護理服務中心

（CCAC）和社區健康中心。 

 

華人關顧者網絡建議政府與參與機構合作，積極回應關顧者人口的需要。根據這些調查結

果，本網絡的成員機構可以探索更好的合作方式，協助關顧者使用不同的服務，不僅是在本網絡

之内的服務，也包括其他現有的服務提供者。華人關顧者網絡可以作爲一個平台，讓關顧者表達

他們的關注，並且可以作爲倡導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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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項目描述 
 

基本原理 

華人關顧者網絡由十個衛生及社會服務機構組成，目的是在安省的華人社區之中倡導及推廣華人

關顧者的聯繫、教育、資訊共享及訓練。本網絡的成員機構希望探索最有效的合作途徑，為社區

内的關顧者提供必需的支援和服務。本報告的附錄一列出十個參與機構的名單。這些機構被劃分

為社區教育機構和直接服務機構。 

 

目的 

華人社區對於家庭關顧者可以使用的服務和資源缺乏記錄和一致的理解。本專案目的是蒐集成員

機構現有服務的資訊以及確認關顧者的需要和能力，並且根據調查結果提出建議，作爲華人關顧

者網絡未來工作計劃的指引。 

 

蒐集數據方法 

調查所得的資料直接來自兩個源頭：伙伴機構以及可能使用其服務的家庭關顧者。我們採用伙伴

調查或訪問的方式，確定參與機構目前向關顧者提供的服務和資源。此外，個別直接服務機構組

織和主持關顧者焦點小組，瞭解關顧者的需要。 

 

所有數據都在 2012年 6月及 7月通過調查和焦點小組蒐集。 

  

 

二、調查結果 
 

調查方法 

（一） 招募參加者 

華人關顧者網絡全部十個成員機構獲通知進行資源共享訪問；每個機構指派一位最熟悉機

構資源的職員回答問題。 

 

（二） 程序 

一位社會工作碩士研究生接受顧問的訓練，對參與機構進行訪問。所有機構均直接與研究

生聯繫。在四個社區教育機構之中，有三個通過電子問卷調查回答問題；第四個社區教育

機構則完成電話訪問。在直接服務機構之中，五個機構完成面談，餘下的機構則完成電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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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以及電話跟進訪問。電話訪問約為 30分鐘，面談則平均約達一小時。在訪問期

間，調查員記錄詳盡的筆記，並且在訪問結束不久之後總結已蒐集的資料。 

 

（三） 調查問題 

調查問題目的是瞭解參與機構目前向社區裡的關顧者提供的資源，以及確定參與機構是否

願意與其他參與機構共享資源。要詳盡地列出所有可用的資源並不可能；因此，我們請參

與機構凸顯它們可以與伙伴機構共享的關顧者資源。華人關顧者網絡的共同主席在顧問的

協助下設計了一套問題，用以確定參與機構在調查期間的資源和能力。附錄二列出所有調

查問題，其中第 6-9條問題只須由直接服務機構回答。 

 

主要訪問結果 

（一） 資源共享 

(1) 社區教育機構 

參與調查的社區教育機構為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心臟及中風基金會、加拿大腎臟基金會及

加拿大骨質疏鬆症協會。這些機構都願意每年為關顧者和倡導者提供特定病症的工作坊，

並且為直接服務機構提供培訓和教育。它們也願意共享與特定病症相關的印刷品資源。 

 

(2) 直接服務機構 

參與調查的直接服務機構為多倫多認知障礙症協會、耆暉會、康福心理健康協會、 

聖保羅中心、恆康中心及頤康中心。這些機構都願意為關顧者及其倡導者提供多種工作

坊，題材包括失智症/老年痴呆症、關顧者壓力及情緒管理、糖尿病、預防跌倒及骨骼健

康、喪親支援，以及有關不同精神健康議題的資訊。為直接服務機構提供的培訓或教育與

關顧者工作坊類同，然而在題材上也包括了長期病患自我管理課程、虐老、長者心理諮詢

和訓練、同輩學習和倡導工作坊、認識中國文化，以及幽默治療。 

 

（二） 轉介程序 

在十個機構中，有九個機構設有轉介程序。通常由一位接收個案工作者蒐集客戶的資料，

填寫接收表格，並以電話或面談方式完成跟進評估。然後，接收個案工作者便會根據客戶

的需要作出内部或對外的轉介。有六個機構不認爲華人關顧者網絡應該創立一個由成員機

構一致採用的轉介程序；而有兩個機構則表示希望有這樣的程序。 

 

（三） 直接服務機構或關顧者感興趣的活動 

這些活動包括關顧者互助小組、探討華人長者需要的靜修會，以及不同機構合辦的多種健

康展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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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華人關顧者提供的服務 

這個調查所蒐集的機構服務範圍有限。有五個機構把教育工作坊和互助小組列入它們為華

人關顧者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務。有三個機構列舉個別輔導；至於中文資訊材料、家居護理

服務、長者日間服務和康樂活動則只各列舉一次。應注意實際數字可能更多，以上調查結

果是根據個別機構認爲它們為關顧者提供的三項最重要的服務。 

 

（五） 華人關顧者普遍和未能滿足的需要 

華人關顧者的普遍需要可以分爲兩類：情緒上的需要以及身體和實質上的需要。直接服務

機構認爲目前缺乏照顧這些需要的資源和服務。切合語言和文化需要的實質服務能紓解關

顧者的壓力，然而，受訪機構特別多次提及長者日間服務、家居支援服務和長期護理院的

輪候人數極多。其他未能滿足的需要包括經濟上的支援和就業福利、照護方面的知識和技

能教育、個人或小組輔導的支援，以及倡導關顧者權益所需的支援。 

 

（六） 向華人關顧者外展 

所有受訪機構都使用大衆媒體與華人關顧者接觸。幾乎所有機構都使用某種形式的轉介：

部分機構使用“口碑”；其他機構也使用網上資源向華人關顧者外展，例如機構網站。 

 

（七） 參與華人關顧者網絡的原因及機構可以作出的貢獻  

參與機構凸顯華人關顧者的服務不足，通過合作，華人關顧者網絡可以致力找出成員機構

的共同興趣，達成短期和長期目標。參與機構願意共享資源，彼此提供專業知識和資訊。

這將會增加成員機構可使用的資源，將來可能發展更多中文材料以及這方面的總目或一個

關顧者網站。整體來説，華人關顧者網絡可以建立集體倡導能力，在政策層面推動改變。 

 

討論 

調查結果顯示：伙伴機構大力支持華人關顧者網絡，成員之間有更大的合作空間。部分服務有所

重疊，而一些服務和資源可以共享。此外，這個調查也凸顯了即使服務重疊，例如長者日間服

務，輪候的人數仍然很多。是次服務調查讓華人關顧者網絡的成員機構有機會攜手合作，確保關

顧者有知識和能力使用不同機構的服務。 

 

華人關顧者網絡已討論共享資源的重要，包括發展網上資源數據庫，把不同機構的網站連繫起

來。這可以讓關顧者一站式瀏覽成員機構提供的所有服務。華人關顧者網絡也將會探索建立一個

包羅不同機構的服務總目，這個發展可以幫助社會工作者和個案接收工作者適當地把客戶轉介到

不同的參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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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顧者焦點小組 
 

在六個直接服務機構之中，有四個機構完成焦點小組。這四個直接服務機構都為華人關顧者

提供相關服務。  

 

調查方法 

（一）招募參加者 

參與機構各自與它們的關顧者聯繫，告知他們舉行焦點小組，並且在過程中向他們介紹華

人關顧者網絡。所有參加焦點小組的人當時都是關顧者，正在使用參與調查的直接服務機

構所提供的服務。參與機構以華人關顧者為招募對象，但是並不以語言的要求限制他們參

與焦點小組。 

 

（二）焦點小組程序 

焦點小組協調員接受“培訓導師”方式的訓練，由一位焦點小組專家顧問帶領。每個機構

派出至少一位職員接受培訓，學習有效地主持焦點小組的必需技巧。職員受訓之後回到他

們的機構協調他們的焦點小組。 

 

顧問也準備了一個講稿，幫助協調員向參加者解釋焦點小組的目的和推進焦點小組的流

程。協調員也跟組員仔細審閲焦點小組的議程。其中包括： 

- 歡迎和簽署同意書 

- 參加焦點小組指引 

- 情景/處境問題 

- 挑戰和力量議題 

- 下一步 

 

協調員向小組組員保證小組的保密性，並請所有組員填妥同意書。協調員及/或抄寫員在

大會提供的記錄紙張上，把參加者的答案全部記錄下來；在討論期間，協調員也在掛紙白

板上記錄所有答案。參加者可以確認他們的意見是否已被協調員恰當地記錄下來。在討論

過程中，沒有記錄任何識別身份的資料。 

 

（三）焦點小組使用的問題 

焦點小組使用的問題起初由顧問根據不同的焦點小組報告草擬，然後再根據焦點小組協調

員培訓課程中受訓者的反饋進行微調。焦點小組的問題集中於關顧者服務及支援方面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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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用六個主要問題引出關顧者對以下事項的觀感：他們如何獲取資訊和支援、他們的應

付能力，以及他們希望如何改善作爲關顧者的能力。每個問題都有預設的跟進問題，如果

協調員認爲有必要，就可以使用跟進問題（附錄三列出所有問題）。這六個主要問題就

是： 

 

- 有時候，我們突然成爲了關顧者。當您接到一個電話，說：“爸爸中風了”，您會聯絡

誰去取得資訊/支援呢？您需要哪一類的資訊/支援呢？ 

- 在別的時候，我們會逐漸成爲家人的關顧者。例如剛開始的時候，您幫忙做一些簡單的

家務；然後，您要帶媽媽去看醫生；然後，要做的越來越多。您在哪個階段會說：“我

需要幫助”？您會聯絡誰去取得資訊/支援呢？您需要哪一類的資訊/支援呢？ 

- 是什麼阻止您向外尋求資訊/支援？ 

- 您每天應付關顧者的角色時，經歷什麼個人問題？ 

- 您每天應付您的處境時，帶來什麼力量或培養了什麼力量？ 

- 如果我們能夠給您幾個願望，有什麼可以幫助您改善您作爲關顧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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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者對於他們作爲關顧者的角色產生負面情緒，包括灰心、壓力、倦怠、失控、無

望。 

6



7

 10 

a) 關顧者主要的負面情緒是憂慮；有些關顧者擔憂不已，往往影響他們不能入睡。 

b) 部分關顧者覺得照顧家人是一種負擔，導致他們失去了自我價值，因爲不少關顧者

爲了這個角色犧牲了他們的家庭和社交生活。 

2) 需要更多暫顧服務以及身體和實質上的輔助或服務： 

a) 多位關顧者覺得缺乏社區醫療護理服務中心（CCAC）的支援，他們的需要大多集

中於身體上的護理和暫顧服務；部分焦點小組凸顯心理健康方面的需要，而現有服

務不能滿足或漠視了這方面的需要。 

b)  關顧者也指出 CCAC的服務時間不足或不一致。 

c)  並非所有關顧者都知道 CCAC是什麼，也不認識 CCAC的服務。 

3) 所有焦點小組都表達語言障礙的問題： 

a) 以中文提供的資源有限，包括長期護理和社區服務方面。 

b) 以英語提供的服務也許存在，但是仍然需要傳譯服務以及與文化相關的服務。 

4) 關顧者教育： 

a) 關顧者需要知識和必須學習照護的技能。 

b) 部分關顧者不知道外面的資源，當家人出院之後，感到缺乏社區的支援。 

c) 關顧者必須學習自我管理。重視自我照顧十分重要。 

d)  部分關顧者認爲照護家人是一個責任：“如果我不做，還有誰來做？” 

5) 被關顧者的教育在兩個層面上很重要： 

a) 被關顧者需要學習接受幫助。 

b) 被關顧者也必須知道他們的態度可以影響關顧者；他們必須學習、明白和接受照護

工作對關顧者所造成的壓力。 

6) 通過教育加強社區的肯定和參與： 

a) 所有焦點小組都指出關顧者的工作缺乏肯定，許多關顧者都覺得他們的工作沒有充

分獲得家人和政府的欣賞和感激；關顧者相信通過社區教育，他們的工作將會在社

區層面獲得更多支持。 

b) 同時，關顧者希望通過更多教育，可以減少社會對於身體和心理健康有問題的人及

其關顧者的成見和歧視。 

c) 照護的責任應該由社區分擔，並且需要更多第三方的參與，包括通過社會工作者、

個案工作者和醫護人員獲得更大的支援。 

7) 為關顧者提供更全面的支援： 

a) 關顧者希望有一條由醫療專業人士回答的中文危機熱線，而非一個自動化的“下拉

式”選單。 

b) 經濟援助和補助金：關顧者指出照護工作是 “無償工作”或“責任”，缺乏支援

關顧者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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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受過培訓的義工與被關顧者溝通，提供支援及/或刺激，或提供暫顧服務，讓關

顧者得以稍事歇息。 

d) 更多符合特定文化（不僅限於粵語小組）和特定病患的互助小組。 

- 關顧者指出當他們出席互助小組時，必須有照顧被關顧者的服務。 

e) 更多地方服務：現有服務通常集中在士嘉堡地區；這對於住在服務地區以外的關顧

者不公平，因爲他們較不可能獲得切合語言文化需要的服務。 

f) 不同機構之間的聯繫需要改善。 

g) 需要倡導，包括一個爭取更多關顧者權益、更多服務和更多政府支援的平台。 

8) 由關顧者確認的關顧者力量： 

a) 同理心。 

b) 壓力管理和自我意識；明白自我照顧的需要和保持輕鬆、冷靜的能力。 

c) 積極思想。 

d) 在信仰中尋求支持和仁愛，從而更有效地管理作爲關顧者的壓力。 

e) 願意尋求幫助。 

 

討論 

焦點小組的結果顯示：關顧者認爲現有服務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對關顧者的支援需要有更多實

質上的輔助，而更重要的是情緒上和心靈上的支持，幫助他們應付作爲關顧者多方面的挑戰。多

層面的教育可以有效地幫助關顧者應付照護家人的擔子，加強或培養他們的力量，以及藉著改善

被關顧者、社區和政府的支持，改善關顧者的角色。因此，為這群備受壓力的關顧者人口進行倡

導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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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及結論 
 

這個調查和焦點小組的結果讓我們稍微瞥見在安大略省内華人關顧者目前可以使用的服

務。我們必須強調這些結果主要是來自大多倫多地區的粵語人口；這份報告並不涵蓋或代表安省

所有華人關顧者的意見。伙伴調查和焦點小組的結果反映了現有服務對於華人關顧者來説是欠

奉、不足或不適合的。參與機構和關顧者都表示需要更多切合語言文化需要的支援。這些服務必

須包括實質上和情緒上的支援。同時，服務導航也需要改善，而現有的服務也需要更全面的推

廣。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承認關顧者日復一日所作出的犧牲和貢獻。華人關顧者網絡可以成爲

一個平台，讓社區機構以及華人關顧者攜手合作和倡導更多關顧者權益。服務機構需要更多撥

款，而關顧者也需要更多經濟上的支援，使他們在繼續照顧長者和其他長期病患者的旅途上，能

保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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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華人關顧者網絡成員機構 

 

直接服務機構 

多倫多認知障礙症協會 

耆暉會 

康福心理健康協會 

聖保羅中心 

恆康中心 

頤康中心 

 

社區教育機構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心臟及中風基金會 

加拿大骨質疏鬆症協會 

加拿大腎臟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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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資源共享訪問問題 
 

1) 您和貴機構每年想為關顧者和倡導者提供哪種工作坊？ 

2) 您和貴機構每年想為直接服務機構提供什麼培訓或教育？ 

3) 您可以讓其他機構使用哪三種資源？ 

4) 當您收到關顧者或他們的倡導者直接來電時，是否有一個轉介程序？華人關顧者網絡是否應

該設立一個所有成員機構都可以一致採用的轉介程序？ 

5) 在貴機構主辦的活動之中，有哪些是直接服務機構或關顧者可能感興趣的？ 

6) 您為華人關顧者提供的三項最主要的活動/服務是什麼？ 

7) 華人關顧者最常見的三種需要是什麼？ 

8) 華人關顧者最缺乏的三種資源/活動/服務是什麼？ 

9) 向華人關顧者外展的三種最主要的方法是什麼？ 

10) 是什麼推動您參與華人關顧者網絡？您需要什麼使您繼續參與？ 

11) 您有什麼可以提供給其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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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焦點小組問題 
 

1) 有時候，我們突然成爲了關顧者。當您接到一個電話，說：“爸爸中風了”，您會聯絡誰去

取得資訊/支援呢？您需要哪一類的資訊/支援呢？ 

您獲知您的爸爸明天出院。您需要什麼支援？ 

您會致電誰？您會怎樣做？ 

您的爸爸第二次中風。您會/應致電誰？ 

您曾否有類似的經歷？請詳細一點告訴我。 

在類似的情況下，您找到什麼支援？ 

醫院的職員做了什麼去支援您？親友又怎麼樣？ 

您現在已經成爲了關顧者，當時如果您知道什麼樣的資訊，可能會對您有幫助？ 

在這種情況下，您感覺怎麼樣？（心理上、身體上、情緒上） 

 

2) 在別的時候，我們會逐漸成爲家人的關顧者。例如剛開始的時候，您幫忙做一些簡單的家

務；然後，您要帶媽媽去看醫生；然後，要做的越來越多。您在哪個階段會說：“我需要幫

助”？您會聯絡誰去取得資訊/支援呢？您需要哪一類的資訊/支援呢？ 

您曾否有類似的經歷？請詳細一點告訴我。 

在類似的情況下，您找到什麼支援？ 

職員做了什麼去支援您？親友又怎麼樣？ 

您現在已經成爲了關顧者，當時如果您知道什麼樣的資訊，可能會對您有幫助？ 

在這種情況下，您感覺怎麼樣？（心理上、身體上、情緒上） 

 

3) 是什麼阻止您向外尋求資訊/支援？ 

有什麼可以幫助您克服這個問題？ 

在您認識的人當中，您可以致電誰談談您的問題或壓力？ 

爲何您可以很容易致電這些人？ 

當您需要資訊或支援時，您會到哪裡尋找？ 

您使用哪些非正式的支援？您使用哪些正式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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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每天應付關顧者的角色時，經歷什麼個人問題？ 

是否有其他人經歷過類似的問題？您怎樣做？ 

一天裡某些時候，或一個星期裡某些日子是否比其他時候或日子較難應付？ 

請詳細一點告訴我們爲何有這種情況。 

有時候，我們找到一些像魔法一樣神奇的資源。您曾否找到任何真正能幫助您處理關顧者角

色的資源？那是什麼？ 

 

5) 您每天應付您的處境時，帶來什麼力量或培養了什麼力量？ 

我從何找到解決辦法或力量，有時候讓我感到驚奇。您應付問題的能力有哪方面讓您感到驚

奇？ 

完成這一句：如果我忘記了……，我的日子可能會更糟。 

幫助我一個星期過得比較順利的一件事情就是…… 

 

6) 如果我們能夠給您幾個願望，有什麼可以幫助您改善您作爲關顧者的生活？ 

 

時間許可才討論的問題： 

您經歷過最不能幫助您的支援是什麼？ 

您有沒有其他意見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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