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主軸計畫成果報告書 

主軸一 「長材茂學，教學創新計劃」 

分項計畫1-2：推動學生及教師學習能力認證 

 

 

 

 

 

執行策略：1-2-A 「教師發展，多元成就」 

社群名稱：憶遊嘉義認知方案創新教具開發社群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主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5 月 4 日~111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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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檢核 

1-2-A 跨校跨領域教師增能社群成果檢核表 

社群名稱 憶遊嘉義認知方案創新教具開發社群 

社群執行

起迄日期 

111 年 5月 4日 

至 111 年 11月 15日 
社群人數 

4   人 

(本社群之成員) 

核定經費 30,000元 實際執行經費 30,000元 

社群活動
執行內容
重點概述 

1. 憶遊嘉義認知方案教具開發 

2. 召開專家座談會議與文獻查證 

3. 篩選適宜社區進行教具實作 

4. 辦理教具實作培育課程 

5. 社區失智據點教具教案實作與修訂 

6. 分析教具實作使用滿意度 

7. 失智社區據點教具實作成效與成果展示 

是否依據核定之質量化指標執行？ 

是                       否，原因                  

質化指標 

教材開發與標準

化教案操作流程  
執行
成效 

透過獨創教材開發與標準化教案操作手

冊研發，學習者更能於各場域進行操

作，提高教案操作一致性與整體效益 

量化指標 

1. 教材開發數量 

2. 開發教案操作

手冊數量 

3. 開發認知遠距

教材數量 

4. 社區民眾訓練

後滿意度分析 

5. 社區民眾訓練

後於教案操作

上的滿意度分

析 

6. 教案操作於社

區失智症長者

之前後測成效

分析 

執行
成效 

1. 完成一組憶遊嘉義桌遊地圖 

2. 完成三組認知卡牌 

3. 完成一份教案操作手冊 

4. 訓練後滿意度達 70%以上 

5. 教案操作滿意度達 80%以上 

6. 完成一次社區失智症長者前後測成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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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與其他主軸活動進行成效倍增？ 

是，主軸___執行策略______  否 

辦理此活動較著重之面向？ 

教學面  公共面  社會面  特色面 

檢 

討 

與 

建 

議 

 

 

承辦人(簽章)：             經辦主軸主管(簽章)： 

 

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簽章： 

查核人簽章： 

 

 

 

 

 

 

 

 

 

 

 

 

 

 

 

 

 

 

 

 

 

 

 

 

 

 



 

 4 

貳、活動經費預算與實際支出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編序 預算項目 

預算支出 實際 

支出 

差異說明 

單價 數量 總額 

1 膳食費 3,323 1式 3,323 元 3,323元  

2 印刷費 2,497 1式 2,497 元 2,497元  

3 講座鐘點費 

1,000/小時 1小時 1,000 元 1,000元  

2,000/小時 7小時 14,000 元 14,000元  

4 交通費 760/趟 2式 1,520 元 1,520元  

5 材料費 4,000 1式 4,000 元 4,000元  

6 教學業務費 3,660 1式 3,660 元 3,660元  

7 雜支 - - 0元 0元  

總計 30,000元  

 

承辦人：          (親簽) 經辦單位主管：          主軸計畫主持人： 

說明： 

1. 預算項目請就原修正申請書之支出預算明細資料填寫。 

2. 實際支出欄位，請就實際執行的支出金額填寫，並說明差異原因。 

3. 如有學校配合款支付之項目，務必填寫清楚。 

4. 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電子檔及紙本各一份)、滿

意度問卷調查表及活動歷程檔案（含紀錄紙本、照片、影音檔、活動滿意度

調查結果分析等）。 

5. 為展現社群成果、擴大教師交流，成果報告書將進行紙本實體或線上展示。 

6. 社群成員須參加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期末辦理之成果發表會。 

7. 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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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時程 

月份 研討內容 

5 
「認知教具開發」專家會議 

6 
「社區推動認知方案實證應用」專家線上講座 

7 
「憶起來健腦」認知訓練活動帶領 

9 
生活即「憶」術~認知相作伴 

9 
嘉義縣憶起動腦五力嘉一成果展-憶遊嘉義認知教具互動活動 

10 
「憶」起報「嘉」音-認知活動新創意 

10 
譜出新「憶」象-認知活動與樂曲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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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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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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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6 月 23日「社區推動認知方案實證應用」專家線上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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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海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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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照片 

111年5月30日「認知教具開發」專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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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23日「社區推動認知方案實證應用」專家線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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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7月12日憶起來健腦-認知訓練活動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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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27日生活即「憶」術~認知相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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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30日嘉義縣憶起動腦五力嘉一成果展 

憶遊嘉義認知教具互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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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0月13日「憶」起報「嘉」音-認知活動新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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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0月19日譜出新「憶」象-認知活動與樂曲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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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講座/授課內容(含諮詢內容等) 

111年6月23日「社區推動認知方案實證應用」專家線上座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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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7月12日憶起來健腦-認知訓練活動帶領 講座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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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27日生活即「憶」術~認知相作伴 講座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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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30日憶遊嘉義認知教具互動活動 活動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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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0月13日「憶」起報「嘉」音 活動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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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0月19日譜出新「憶」象 活動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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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回饋單統計  

本社群推動以 30位社區志工進行課程培訓，透過認知課程教導學員

「憶遊嘉義認知方案創新教具」實作，讓學員於課堂操作並回覆示教，

以回饋評值表分析社區民眾訓練後滿意度結果如下。 

長庚科技大學 111度憶遊嘉義認知方案創新教具開發社群回饋評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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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群推動以來自嘉義縣 29 處社區失智據點的 23位個案管理師進行

教案操作培訓，透過認知課程教導個案管理師「認知方案創新教具」實

作，並在學員實際執行至社區失智據點個案時，做教案操作滿意度的回

饋結果如下。 

長庚科技大學 111度憶遊嘉義認知方案創新教具操作滿意度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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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成果產出 

1. 桌遊地圖教材實品產出：憶遊嘉義認知教材 (桌遊地圖一張、桌遊卡牌25

張、骰子1顆、跳棋4顆、錢幣數枚) 

 

2. 認知卡牌教材實品產出：認知卡牌 (水果卡牌12張、圖形卡牌10張、桌遊

卡牌4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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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認知教材操作手冊產出 

 

4. 認知遠距學習教材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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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年失智成果分析結果 

本社群推動以社區志工及嘉義縣成立的29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個案管理師

共計50位進行課程培訓，透過認知課程教導學員「憶遊嘉義認知方案創新教具」

實作，讓學員互相操作回覆示教，讓學員更有結構性的使用教案運用於個案。在

學員實際執行至社區失智據點個案時，以前測、後測分析認知課程介入個案在心

智狀況及行為能力之改善成效。 

 

 

 

 

⚫ 結果分析： 

發現個案於接受認知方案介入2個月訓練後，於心情溫度、身體衰弱及日

常性生活功能狀況皆有改善；另以教具操作滿意度問卷供學員進行評值，以利

未來認知方案之改善與精進，期望透過認知方案導入，可提升據點整體照護與

帶領量能，更帶動整體失智個案照護品質之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