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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這本書談到的當我們談到在宅醫療(居家醫療)，這不僅僅是一種服

務，它是對那些需要關懷的人的一種承諾。在台灣，這種服務讓家成

為了康復的港灣，讓愛和照顧不再受到醫院牆壁的限制。想想看，能

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療養，對於患者來說，那得有多鼓舞人心。 

 

美國退休協會裡，長者們互相照料參與公共事務來凝聚生活樂趣。而

日本在這方面也走在了前面，他們的居家醫療，是精心編織的網，每

一絲都承載著關懷。從醫生、護士到社工，每個人都是這個網的一部

分，共同支撐著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質量。 

 

台灣可以學習的，就是那種全面而深入的社區參與。日本的居家醫療

不只是治療，它更像是一種文化運動或象徵，讓整個社區都參與進來，

共同關心每一位鄰居的健康。這種全民參與的精神，是不是也該在台

灣的巷弄間萌芽呢？再來，日本對於居家醫療的宣傳和教育做得很到

位。他們用各種方式讓人們了解居家醫療的好處，從電視廣告到社區

講座，無不透露出一個信息：居家醫療，是每個人的事。台灣如果能

在這方面加把勁，讓更多人了解和支持居家醫療，那效果一定不錯。 

 

總之，居家醫療對台灣來說，是一條值得深耕的道路。從日本那裡汲

取經驗，加強社區合作，提高公眾意識，台灣完全有潛力打造出一個

更溫暖、更有人情味的居家醫療環境。這不僅僅是為了今天，更是為

了那個老去的未來，讓每個人都能在家中安心地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