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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為促進外地家務⼯作者健康素養的教育影⽚： 
從設計到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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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的急速發展使遷移⼈⼜不斷增長，據國際勞⼯組織估計，⽬前全球的移⼯⼈⼜約 1.64 億，⼤部分都向著⾼收入國家流
動。他們的⽣活條件增加了健康的脆弱性，特別是語⾔和⽂化差異、不⾜的社會保障等。隨著全球化⼈⼜流動，移⼯成為了影響個⼈和
⼈⼜健康的全球性現象，就此世界衛⽣組織提出除了制定健康的公共政策，亦需關注移⼯健康素養，指出健康素養與健康狀况、醫療依
從性、預防疾病等相關︔並建議投入資源，透過教育、健康推廣活動及資訊科技等⽅式倡導健康素養。本⽂透過⽂獻回顧及團隊過去的
研究基礎，展述為澳⾨外地家務⼯作者製作促進健康素養預錄影⽚的概念和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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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Videos to Promote Health Literacy for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From Design to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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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as led to a growing migrant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there 

are currently about 164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world, most of whom are moving to high-income countries.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further 

increase health vulnerabilities, especially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adequate social protection, etc.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population 

mobility, migrant work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populations has become a global phenomenon. In this regar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opos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formulation of public health policies, it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health literacy of migrant 

workers, pointing out that health literacy is related to health status, medical compliance, disease prevention, etc. It also recommends that resources 

be invested in promoting health literacy through education, health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reviews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team's past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the present paper presents the concept and process of making pre-recorded videos that promote health 

literacy for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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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關於健康素養的定義，各研究者間存在不同

理解，⽽ Sørensen 等（2012）對健康素養的解釋獲
得較廣泛的應⽤，他們提出健康素養與⼈們的⽂化

⽔平息息相關，⼈們需要在已有的知識、動機和能

⼒基礎上獲得、理解、評價和應⽤健康相關資訊，

從⽽在⽇常⽣活中作出健康照護、疾病預防和健康
促進的相關決策，並涵蓋了從個⼈到公共衞⽣層⾯

的三級預防概念。健康素養可以進⼀步影響⼈們的

健康⾏為、健康服務的使⽤、參與度和公平性，從
⽽影響社會整體的健康結局和經濟負擔等。 

在澳⾨的外地僱員的法律制度，有限度地容許
移⼯在澳⾨⼯作。據統計，截至 2021年底，澳⾨外

地僱員⼈數為 17.14 萬⼈（澳⾨特別⾏政區政府勞
⼯事務局，2021）。當中，家務⼯作者是與澳⾨家

庭關係最緊密的⼯種，經常接觸兒童及長者等不同

⼈群︔澳⾨的外地家務⼯作者總⼈⼜為 2.64 萬⼈，

他們主要來⾃菲律賓（1.47 萬⼈，57%）、越南
（5517 ⼈，21%）及印尼（3634 ⼈，14%）（澳⾨
特別⾏政區政府勞⼯事務局，2019）。有調查發現，

澳⾨的菲籍家務⼯作者的健康素養指數（Short-

Form Health Literacy Instrument, HLS-SF12）為 28.4 

±8.6，低於亞洲 6 個地區，包括緬甸、越南、印尼、

哈薩克、⾺來西亞和臺灣（Duong et al., 2019)。此

外，僅有 37.4%的受訪者具備⾜夠的健康素養，與

年齡及英語熟練程度有關（Cheong et al., 2021）。雖
然⽬前缺乏關於在澳⾨⼯作的其他國籍家務⼯作者
的健康素養狀況，然⽽澳⾨是⼀個華⼈社會，在中

⽂及葡⽂為官⽅語⾔的情況下，可預期該群體可獲
得可理解的健康資訊有限，進⼀步影響健康素養。

本⽂將以澳⾨非華籍家務⼯作者的最⼤群體- 菲籍
家務⼯作者為對象，透過⽂獻回顧及團隊過去的研
究基礎，展述有關製作促進健康素養預錄影⽚的概
念和歷程。 

 

2   ⽂獻查證 

2.1   影響外地家務⼯作健康結果的決定因素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SDH））是指影響健康結果的非醫學因素，

包含了從⼈們出⽣、成長、⼯作、⽣活和衰⽼的條

件，以及具有廣泛影響⼒的⽇常⽣活條件和制度，

例如經濟政策和制度、社會規範等（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9）。 國 際 移 民 組 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n.d.）

提出以彩虹模型分析移⼯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模
型中⼼是個體本身影響其健康的因素，包括年齡、

性別和遺傳因素，⽽其影響健康的程度是固定的。

中⼼向周圍延申四層，包括個⼈⽣活因素（即以促
進或危害健康的個⼈⽣活⽅式）、社會和社區的網
絡（社區成員的相互⽀持，包括家庭和社交圈⼦）、

⽣活和⼯作條件（維持健康的能⼒是取決於⽣活和

⼯作條件、即食物供應、基本⽤品及服務的獲得）、

社會經濟、⽂化和環境條件（即影響整個社會普遍
⼈⼜健康的因素，例如城市化、⽂化價值、重⼤社
會事件等）（Dahlgren & Whitehead，2006）。外地家

務⼯作者⾯臨著社會、⽂化、 經濟等各種障礙，促
使他們的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脅，移居及其帶來
對⽣活和⼯作的改變， 已成為重要的健康社會決定
因素。澳⾨的外地家務⼯作者，不但需要適應⽂化

及語⾔的差異，且⾯對著不同的⽣活及⼯作環境，

有報導指出，該群體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佳，主
要包括較低下的⽣活及就業條件（如⼯作時間長，

⼯資低），語⾔受限及缺乏社會⽀持（張栢菱等，

2020）。這些不令⼈滿意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同樣
也影響著世界各地的家務⼯作者，進⼀步影響他們

的健康結果（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2013）。  

2.2   為澳⾨外地家務⼯作者設計促進健康素養的計
劃 

健康素養的普及是促進遷移⼈⼜和社會發展以

改善健康的⼀個重要概念，以保持良好的健康和福
祉，這不但是健康促進的策略，更是减少衛⽣不平
等現象的有效途徑，以確保所有⼈⼜都能使⽤衛⽣

系統（WHO, 2018）。有關針對遷移⼈⼜的健康促
進，各國根據遷移⼈⼜的背景特徵設計計劃，推動
健康公共策略、創造⽀持性環境、加強社區⾏動、

發展個⼈技能及重整衛⽣系統（WHO, 2018）。在

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下，語⾔及⽂化差異成為了健

康促進計劃的最⼤挑戰，預錄影⽚作為教育⼲預被
報導是個可取的⽅法（O'Mara et al., 2010; Chavez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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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4）︔有學者指出預錄影⽚是健康知識傳遞⼯

具，主要⽤於線上教育課程，以補充甚至取代傳統

培訓（Hébert et al., 2020）︔針對外籍⼈⼠的教育，

研究表明，無論他們的年齡、教育⽔準、⼯作條件
如何，基於互聯網的線上教育是⼀種有效的教學⽅

法（Gegenfurtner & Ebner, 2019; Lee & Lee, 2015）。

Hall 等（2018）的研究發現，在澳⾨的⼤多數菲律
賓家務⼯作者擁有智慧⼿機，並能訪問互聯網。鑒
於線上傳播健康知識的靈活性和有效性，預錄影⽚
有利於解決語⾔的障礙，透過互聯網的傳播，不受
到時間及地點的限制，非常切合普遍家務⼯作者的

特殊背景。 

有學者提出，有關以社區健康爲基礎的影⽚製
作，需關注五個研究及實踐的重要建議：( 1 ) 將社
區成員、健康⼯作者及和藝術家聚集在⼀起，參與

到影⽚的各製作階段，以利各⽅之間的互動︔( 2 ) 
使⽤敘事和講故事的技巧來說明確健康問題，以利
更好參與到社區中︔( 3 ) 創作過程中，使⽤參與者
偏好的語⾔、⽂化及溝通⽅式︔( 4 ) 把影響健康的

社會環境條件滲入︔( 5 ) 利⽤製作成為參與者的重
要變⾰的過程，以推動其在社區內的聯繫（Chavez 

et al., 2004）。資源的投入、有關的知情同意、建⽴

跨⽂化協作、⼀起寫劇本及通過編輯和⾳樂選擇，

將製作合適該群體的所有元素結合起來（Chavez et 

al., 2004）。預錄影⽚製作的過程也可以成為參與者
的關鍵變⾰，有學者認為，健康促進影⽚製作的前

期和後期規劃，讓遷移⼈⼜參與其中，可為遷移⼈

⼜及其社區賦能（Empower）（Chiu, 2009; O'Mara, 

2013）。 

 
圖 1    促進健康素養計劃概念框架 

因此，為提升外地家務⼯作者的健康素養，

本⽂以 Sørensen等（2012）的健康素養模型為框架，

結合影響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設計出促進健康素
養計劃的概念框架（詳⾒圖 1），框架作為預錄影⽚
主題及內容的指導依據。 

 

3   促進健康素養影⽚的製作歷程 

綜合以上資料可⾒，針對遷移⼈⼜的健康素養
促進，需重視參與者的語⾔、⽂化及充分參與，運
⽤賦能概念，以更有利健康素養的推廣。有學者提

出，具有⽂化調適特質的健康促進包括社區過程的

投入、多元⽂化提供者、種族協調者、健康⼯作者、

翻譯材料、⼜譯員、多語種錄影和⽂化能⼒培訓
（Chiu, 2009）。是次研究及製作獲得澳⾨⽀援外地
家務⼯作者的非政府組織及菲籍家務⼯作者團體的

⽀持，影⽚製作團隊成員包括護理⼈員、社會⼯作

者、翻譯員（精通中、英、菲語）、菲籍家務⼯作

者及具拍攝多語錄影經驗的專業拍攝⼈員等，影⽚
的⼜語及字幕均為菲律賓語，製作過程亦以菲律賓
語互動。以下將簡介製作歷程的三個階段。 

3.1   發展故事劇本 

研究團隊基於上述促進健康素養計劃概念框架，

綜合過去的研究結果（張栢菱等，2020︔Cheong et 

al., 2021），草擬了六個教學主題，分為健康照護、

疾病預防、健康促進、傳染病預防、社區⽀持和⽣

活衛⽣六個主題︔並邀請了服務該群體的社會⼯作

者及菲籍家務⼯作者組織，共同參與構建具體主體

內容，如社會⼯作者提出服務個案最不常了解有關

職安健、醫療保險等健康資訊︔菲籍家務⼯作者組
織反映成員常遇到的健康問題，包括疾病訊息、就
診費⽤等。根據團隊的討論共同創建六個主題的具
體教學內容，詳細可⾒表 1。當中，由於澳⾨不少
健康資訊、衛⽣服務及社區服務等沒有提供英語或
菲語的資料，故在選材及撰稿過程中，需投入更多
時間進⾏溝通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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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康素養促進計劃的教學主題內容 

主題 內容 結合外地家務⼯作者的特殊背景 

1. 健康照護 - 醫療服務（緊急和非緊急）  
- 醫療保險  
- 精神健康熱線 

外地家務⼯作者接受醫療服務受到個⼈經濟、語⾔⽂化等限
制。有研究指出，澳⾨菲籍家務⼯作者⾯對著不同的精神健康
問題和成癮⾏為（Hall, Garabiles, & Latkin, 2019）。 
 

2. 疾病預防 - 疫苗接種  
- ⾃我檢查  
- 尋求醫療建議 

有關疫苗的需要，是澳⾨菲籍家務⼯作感到最困難應對的
（Cheong et al., 2021），加上對疾病的認識不⾜，對於身體的問
題未必能及時發現及跟進。 
 

3. 健康促進 - 體能活動  
- 均衡飲食  
- 職業安全  
- 休閒和體育設施 

關於健康⽣活型態及職業安全，家務⼯作者需要有充分的認
知，才能選擇最適合⾃⼰⽣活及⼯作條件的⽅式維護健康。向
該群體深度介紹移居地的各種市政服務，例如休閒和體育設施
等，有助他們融入當地的⽣活，以利獲得更好的健康條件
（Careja & Jønsson, 2016）。 
 

4. 傳染病預防 - 接觸傳播及注意事項  
- ⾶沫傳播及預防措施  
- 空氣傳播及注意事項  
- 病媒傳播和預防措施 

⼈⼜的流動對傳染性疾病的傳播帶來威脅（Castelli & Sulis，
2017），澳⾨是⼀個國際旅遊城市，有必要讓家務⼯作者認識
常⾒傳染病的有關知識。 
 

5. 社區⽀持 - 澳⾨非牟利機構  
- 菲律賓駐澳⾨總領事館 

缺乏社會⽀持，是菲籍家務⼯作者在澳⾨普遍經歷的壓⼒來源
（Hall, Garabiles, & Latkin, 2019），澳⾨有關的組織雖然不多，
但對該群體的社區⽀援起相當的作⽤。 
 

6. ⽣活衛⽣ - 垃圾處理  
- 食物安全  
- 環境衛⽣ 

⼤多移⼯從低收入地區向⾼收入地區遷移（ILO, 2018）︔⽣活
環境的改變，加上較低的經濟及住宿條件為健康帶來負⾯的影
響（張栢菱等，2020），有需要提升家務⼯作者對個⼈⽣活衛
⽣的關注。 

3.2   場景、道具及主持⼈的準備 

劇本以資訊為主，配以情景及動畫來突出重點，

為了把菲籍家務⼯作者的⽂化及環境條件滲入當中

（Chavez et al., 2004），影⽚的場景都以該群體⼯作

及澳⾨社區⽣活範圍作考慮，如家居的客廳、廚房，

以及公共社區設施，包括醫療衛⽣、社會福利與保

障、休閒和體育設施等。場景配以相關的道具，如

清潔⽤品、醫療⽤品及⼿機應⽤程式⾴⾯。影⽚亦
邀請了 10位菲籍家務⼯作者以第⼀身角度擔任主持

拍攝，雖然菲語是菲籍家務⼯作者的母語，然⽽，

不同省份及不同年代，其⽤字會有不同，在正式拍
攝前由翻譯員協調⽤字，拍攝團隊指導主持技巧，

透過反覆練習及彩排，調整表達⽅式，以最直接切
合受眾的語⾔及⽂傳遞有關資訊。 
 
 
 

3.3   拍攝及後期製作 

研究顯⽰，賦權對於健康素養、健康的社會決
定因素、個⼈和群體對健康的看法以及健康需求至
關重要（Crondahl & Eklund Karlsson, 2016）。在拍
攝及後期製作的過程中，受邀的 10位菲籍家務⼯作

者賦權參與，並由拍攝公司及研究團隊協作菲籍家

務⼯作者︔在過程中對拍攝內容的設計、理解、熟
識、呈現，涉及到對有關內容的不斷互動、澄清及

確認，這種對於健康資訊的溝通不單有利於滿⾜參
與者的需要，同時增加了參與者對獲取醫療保健的

理解和信⼼（Al-Adhami et al., 2021; O'Mara, 2013）。

菲籍家務⼯作者在後期製作中，主要擔當審視有關

影⽚剪接後的內容、動畫及⽂字的適切性，⽬前所

完成製作的六段影⽚成果已在 YouTube 發佈，在平
台輸入「Health Literacy Improvement Project, KWNC」 

可搜尋到有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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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 

移⼯是全球⼈⼜遷移現象下的其中⼀類群體，

他們隨遷移⽬的地⼯作，環境的變化，健康受著不

同程度的影響，也成為全球公共衛⽣關注的重點之

⼀（WHO，2010）。澳⾨在輸入外地勞⼯的政策下，

有接近⼀半的勞動⼈⼜為外地僱員（澳⾨特別⾏政
區政府勞⼯事務局，2021）。當中與澳⾨的家庭最
緊密的⼯種就是家務⼯作者，受限於語⾔及⽂化差
異，該群體獲得、理解、判斷及使⽤健康資訊的能

⼒，即健康素養較低。優化他們的健康素養是公共
衛⽣的⼀項重要舉措，以實現「⼈⼈享有健康」的

權利。本⽂透過⽂獻回顧及團隊過去的研究基礎，

以 Sørensen等（2012）的健康素養模型為框架，結

合影響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及外地家務⼯作者的特

殊背景，設計出六個促進健康素養影⽚的主題及內
容，並展述影⽚的製作歷程，包括實現賦能，重視

參與者的語⾔、⽂化及充分參與。預錄影⽚有利於

解決語⾔的障礙，透過互聯網作為傳播媒體，預錄
影⽚不受到時間及地點的限制，切合普遍家務⼯作

者的特殊背景。然⽽，線上傳播是⼀種相對單向的

傳遞⽅法，建議可增加互動或結合線下的⽅式︔並
進⼀步探索預錄影⽚對外地家務⼯作者健康素養的

成效，以利提升外地家務⼯作者的健康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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