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智症就業懶人包】



‧我不知道有什麼工作適合我。
‧我感覺工作能力有改變，但不知道是什麼。

職業
輔導評量

Q 你有類似狀況嗎?



我記性不好，
工作做得不太順…

我還能繼續工作嗎…能做什麼？

症 狀 可 能 影 響 工 作 表 現 ， 別 擔
心，先了解自己的優勢跟弱點，
再試著調整或轉換。

可透過職業輔導評量能更了解自
己工作潛能、興趣、表現狀態等…。



透過多面向的評量，了解您的工作技能、生理
狀況及所需輔助等。依據結果，幫助您適應就
業環境，找到合適的職業類型與職業訓練。

依個別需求，評量各種面向，如﹕

什麼是職業輔導評量?

職業輔導評量內容

身體狀況與功能表現(認知、心肺功能…)
1. 職業興趣　2. 職業性向　3. 工作技能
4. 工作人格　5. 其他就業相關評量



Q1 什麼人適合使用職業輔導評量?

A1 想了解自己工作能力，調整就業安排。

Q2 使用職業輔導評量需要什麼資格嗎?

Q3 完成職業輔導評量之後呢?

A3 完成評量後，會轉介到相關單位，提供
就業協助或其他職業重建服務。

A2 具身心障礙證明，經由窗口了解是否有
職業輔導評量需求。



職業重建窗口 職業輔導評量
更多相關內容

【職業輔導評量申請】

1.由職業重建管理員轉介。
2.向職業重建服務窗口申
請，再由相關人員評定
是否需進行。



職務
再設計

Q 你有類似狀況嗎?
‧我過往很熟練的工作，現在感覺有點複雜。
‧我以前能同時處理幾項事情，現在都很難

集中注意力。



原本熟練的工作，現在會感到
吃力，有點跟不上。

但…我不是很清楚如何調整工作。

症狀會對工作表現有影響，有想
過調整一下工作方法、內容嗎?

可透過職務再設計由專員為你個
別化調整職務，提升工作效能。



為失智者找出工作困難，透過調整工作或環
境，提高工作效能，發揮他們的優勢。

什麼是職業再設計?

設備
機具

工作
條件

工作
方法

提供
輔具 職務再設計

調整內容

工作
環境



Q1 一定需進行環境、設備改造嗎?

Q2 使用職務再設計有什麼要注意?

Q3 使用職務再設計，會有補助嗎?

A3 每一名勞工每年，最高補助10萬元，詳
細可參考職務再設計網頁說明

A2 需安排職場訪視，可能需向僱主表明失
智者身份

A2 不一定，需視乎工作與需求，提供個別
化服務



1.身心障礙者。
2.45歲-65歲之中高齡者。
3.超過65歲之高齡者。
4.經診斷為失智症，尚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
5.工作中遇到困難，並符合以上其中一項，則

可申請。

【職務再設計申請條件】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介紹



【職務再設計申請方式】
1.透過線上申請。
2.填寫申請表並檢附應備文件，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或地方政府，提出申請職務再設
計服務。

勞動力發展署職務再設計網站



職業訓練 
類工作活動

‧透過就業技能訓練，使失智者能獲得一技之
長，提升就業機會。

‧嘗試「類工作」活動，探索並保有生活中的勞動
能力。

我很想工作！但可能還需要加強工作能力，
想再找機會試試看、多練習…

與



我想試試做其他類型的工作，
但我好像不太會別的。

可是上培訓課程好像得花不少錢…

有想過學習新的工作技能、或再
多練習嗎?

勞動力發展署提供各種職業訓練課
程，無論是待業中或在職中，部分課
程更有補助方案，可以參考看看喔!!



‧職業訓練可分成「兩」種：

【職業訓練也有分類?】

1.職前訓練

適合待業者，有
不 同 職 類 的 職
前訓練課程，並
提 供 不 同 的
費用補助。

適 合 在 職 中 人
士，課程時間多
為晚間與週末。

2.在職訓練



‧「職業訓練整合網」，可找到各種在職訓練
與職前訓練的課程。

　(烘焙餐飲、設計行銷、電腦操作…多元課程,結合自己
的興趣與日常活動安排，提升專業能力與豐富生活)

【哪裡可以找到職業訓練課程?】



我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準備、練習…

我的能力可能很難在一般職場
工作了…想慢慢退休。

現在暫不考慮繼續就業，但還想讓自
己維持有在勞動、工作的感覺。

可以考慮嘗試：
1.選擇適當場域維持勞動狀態
‧探索其他勞動活動可能性
‧提供訓練機會做中學，例如照顧咖啡館、小型作業所…等

2.轉換社區或其他生活安排
‧提供活動參與，幫助維持最佳功能狀態，達成減緩功能‧之退化
並提升生活品質



失智者就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建立了「失智者就業資源專區」
提供多方面資訊，協助相關專業服務人員與失智者及家屬

我想了解
...資訊哪裡找？



【失智者就業資訊單張】
‧認識失智者就業的第一步~

就業協助的概念與資源。

① 簡單介紹失智症常見症狀
② 失智衛教資訊
③ 就業資源簡介
④ 提供服務專線

失智者就業資訊單張



【失智者就業決策輔助工具(DWDA)】

從頭到尾閱讀

想想有哪些考量
能幫助你選擇
鼓勵您和身邊可一起

決定的人討論

清楚各種選擇的
好處與風險

找到能提供
幫助的資源

做出選擇，不代表
只能往此方向走

2

3

在不同狀況
需要時,可重複

使用本手冊

了解目前工作
情況、想法

1

4

‧ 以 雙 重 S D M ： 共 享 決 策 ( s h a r e d 
decision making)的方式與支持性決策
(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的理念。

‧透過四步驟：輔助失智者與家屬等陪
伴者，一起充分了解自身的想法、狀況，
並做出選擇、了解資源，找到方向。

失智者就業決策輔助工具



‧傳達失智友善職場理念，建立職
場人員對失智症的基本觀念，提
供在職場上與失智者溝通與共
事的實際方法及注意事項。

【失智友善職場手冊】

失智友善職場手冊

① 對失智症的認識有多少?
② 如何打造失智友善職場
③ 公司應對三部曲
④ 加入失智友善行列



【失智症就業協助指引手冊】
‧詳細說明失智就業職業重建服務資源，協助相關專

業人員提升服務知能。
① 失智者就業總論
② 認識失智症
③ 失智者之職業重建服務

④ 失智者之就業服務方案
⑤如何與失智者溝通
⑥失智友善就業環境

失智症就業協助指引手冊



失智就業需求
當我有

時
誰能幫助我、一起討論？



除了身邊的家人、朋友、職場主管同事，
一起來認識能求助的相關專業人員~

家人 朋友 雇主 相關人員

【誰能幫助我、一起討論失智就業需求?】

因認知缺損
影響工作表現

疑似失智症、輕度認知障礙

確診失智症有工作
意願

工作上
有困難



Q3

A3
可透過職業重建服務中心，協助轉介職務
再設計服務，透過專員協助調整職務內容，
以發揮才能。

失智後，發現原本的工作有困難，請問可以
如何處理?

A2
就業服務據點有多種職類招聘資料，並能提供個別
化就業服務，另外可提供諮詢，以找出符合您技能
的工作。

A2 如果有關失智的疑慮，可至鄰近的醫院門診或失智症共同
照護中心，請醫師與個管師協助。

Q1 我記憶力不好，無法集中，有時候沒法理解別人的話。

Q2 我想轉換新工作，可是不太清楚什麼工作適合我。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 陪伴失智者與家屬的伙伴 －

資源
連結

提供
諮詢

轉介
服務

失智共照
中心

協助
確診

服務內容 服務對象
① 協助確診
② 提供個案管理服務
③ 提供個案與家屬諮詢
④ 服務轉介
⑤ 提供社區資源連結

① 疑似失智者
② 失智者
③ 失智者照護家屬

長照資源地圖



【就業服務據點】
－ 提供就業服務的專業單位 －

服務內容 服務對象
① 求職推介服務
② 就業諮詢服務
③ 職業訓練諮詢
④ 多管道提供就業訊息
⑤ 工作媒合
　‧協助開發工作機會
　‧提供媒合前諮詢、面試輔導

① 在職人士
② 待業者
③ 中高齡者
④ 身心障礙者
⑤ 失智者

各地就業服務據點



－ 針對個別化的多元就業服務 －

服務內容
① 職業輔導評量
② 職業訓練
③ 就業服務
④ 職務再設計
⑤ 創業輔導

服務對象
① 身心障礙者
② 中高齡就業

各地方職業重建窗口



【可以打電話詢問】

 就業問題　 勞動力發展署─台灣就業通 客服專線：

 失智照護     全國失智關懷專線：

 心理支持     照顧者專線：



我自己對工作的想法很重要。
一起透過簡單的步驟，慢慢思考、找到方向。

記憶、語言、專注力
當我出現

等變化，工作是否有需要調整或協助?



‧失智症與認知障礙，可能會影響日常生活和工作
表現。

‧當工作遇到困難，可以先嘗試以下方法：

①放輕鬆心情，保持身心健康
②維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③配合藥物或非藥物治療
④參與社交活動
⑤嘗試找了解您的人討論，找出調整方式。如家人、

朋友

【如果工作有所改變，該如何調整生活?】



‧我目前(或前一份)的工作狀態？
①在職中/待業中
②關於我的工作─
　‧職務內容、地點、工作時間…

‧工作時，我有遇到什麼情況呢?
(如﹕精神不集中容易累、常忘記交辦的事物、和人
溝通互動有困難、熟練的事變得不太流暢…)

‧我想/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如﹕經濟收入、環境制度、職場氣氛、個人體力…)

【了解自己的狀態 / 意願】



【我有哪些選擇？】

留在原職場
但需要工作調整

不繼續就業
轉換其它生活安排
(參加活動維持功能)

轉換新工作



【考量工作的各種好處與風險？】
繼續工作可能有哪些 好處？

  ‧建立自信、成就感

  ‧延緩退化、促進健康

  ‧增加社交互動機會

  ‧維持收入

繼續工作可能需承擔與碰到的 狀況？

  ‧可能需要調整工作內容或職位

  ‧需提高警覺性，以免出錯和發生危險

  ‧和主管、同事間的溝通方式調整

  ‧使用服務資源可能需與主管討論我的狀況



可以試著運用
「失智者就業決策輔助工具」(DWDA)
找身邊的人或專業人員，一起討論和了解

失智者就業決策輔助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