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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失智友善社區 

奶奶失智了嗎? 



林奶奶怎麼了?友善幫助她 

爸爸，這位奶奶好像迷路了， 
我們打電話 
給警察叔叔幫助她。 

我家 
在哪裡? 好， 

我們來幫忙。 



課程大綱 

認識 
失智症 

預防 
失智症 

協助 
失智者 



認識失智症 

• 什麼是失智症 

• 失智和老化的不同 

• 失智症十大警訊 



失智症是什麼 

失智症不是單一疾病，病發時會產生許多症狀，且跟平常的行為
是不同的。 

記憶力減退 認知功能退化 
(語言、空間感、計算、判斷力等

等) 

個性改變、 
出現幻覺 



突然忘記但會再想起來 

林奶奶出門突然想到 
忘記帶鑰匙，又回家拿。 

舉 例 

老化和失智不一樣 

近期曾做過的事或說過的話會完
全忘記 

林奶奶問小美吃飽了沒有，過了一
會兒，又問小美吃飽了沒有， 
接著一次、兩次 
、三次… 

舉 例 

老化 失智 



失智症可能的原因? 

神經退化 
長期使用毒品 

飲酒過度 
頭部受傷 

腦中風 



失智症 
十大警訊 

1.記憶力減退影響到生活 

2.計劃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 

3.無法勝任原本熟悉的事物 

4.對時間或地點感到混淆 

5.分析視覺影像和空間關係有困難 

6.言語表達或書寫出現困難 

7.物件擺放錯亂且無法回頭尋找 

8.判斷力變差或減弱 

9.從職場工作或是社交生活中退出 

10.情緒和個性的改變 

 



失智症十大警訊 



失智症十大警訊 





學習完後你知道什麼是失智症了嗎? 

失智和老化一樣嗎? 

一樣 

不一樣 

小試身手 

答：不一樣 



• 了解以「趨吉、避凶」 

  的方式預防失智症 

預防失智症 



預防失智症 

要運動 要參與 要動腦 

要增加腦部運動 

要增加身體活動 

要增加社會參與 

1 

2 

3 

趨
吉 



預防失智症 

不菸 不酒 不偏食 

不吸菸 

不喝酒過量 
(減少酒精的攝取) 

不偏食 
(均衡適量飲食習慣) 

1 

2 

避
凶 

3 



預防失智症 

遠離心血管疾病和憂鬱 

預防三高 
(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 

1 

2 預防憂鬱 

避
凶 



學習完後你知道怎麼預防失智症了嗎? 

我們要多運動才能預防失智症 

對 

不對 

小試身手 

答：對 



協助失智者 

遇到失智者該怎麼辦? 



看到疑似失智者可以先看… 

678A 

請幫忙撥
0912345678 

帽子或衣服上 
有沒有聯絡資訊 

678A 

請幫忙撥
0912345678 

手上有沒有 
掛愛心手鍊或布標 



110 

如果看到 

疑似走失的失智者，請家長 

撥打電話給失智者家屬 

或撥 110 



結語 

失智症 
 

不是單一疾病，病發時會產生許多症狀， 

失智與老化的差異 

老化：突然忘記但會想起來， 
失智：完全忘記近期曾做過的事或說過的話。 

預防失智症 
要運動、要參與、要動腦、不抽菸、不喝酒、不偏食 
遠離心血管疾病和憂鬱 

遇到疑似失智者要請家長 
撥打110或是打給失智者家屬。 

且跟平常的行為是不同的。 
 



課程總驗收 

經過三個單元的課程，你都學會了嗎? 

接下來，進行課程總驗收吧! 

總共有 5 題，趕快來試試吧! 



1 

林奶奶剛剛吃完早餐，又說要出門買早餐，請問她有什麼失智症警訊呢? 

失智與老化一樣是突然忘記，但會想起來。 

對 

不對 

2 

(1)記憶力減退到影響生活 

(2)不知道時間或地點 

(3)變得不喜歡出門 

答：不對 

答: (1) 



3 

看到疑似失智者可以先看他衣服有沒有聯絡資訊， 
也可以看他手上有沒有掛愛心手鍊。 

對 

不對 

4 

怎麼樣預防失智症是正確的呢? 

要運動 

不喝酒 

預防憂鬱 

以上皆是 

5 看到疑似失智者我們可以請爸爸媽媽打電話給失智者的家人，或是
打110。 

對 

不對 

答：以上皆是 

答：對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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