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A
ging population society and econom

y dynam
ics and the global econom

y
 

高
齡
化
社
會
與
全
球
經
濟
脈
動

目錄 Index

　
　
新
北
市
終
身
學
習
期
刊 

第
 

期 

9

掌握高齡化趨勢， 布局新時代教育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1996年指出「終身教育是人類進入

21世紀的一把鑰匙」，而終身學習是個人生存的要素，也是國家競爭

力的關鍵。「高齡教育」係屬終身教育體系的後期階段，在全臺老人

趨勢中，無論公部門或私部門為提供高齡者更便利的生活，皆增強各

方面相關產品及服務，亦帶動了高齡產業市場的發展。可見掌握高齡

化趨勢，布局新時代教育是當今重要的課題。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長期深耕終身教育，辦理老人共餐、樂齡課

程、銀髮俱樂部及世代志工等，實現老人幸福城目標，並自1999年起

相繼成立了12所社區大學、3所市民大學、27所樂齡學習中心、82所

補校及3所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等，讓所有新北市高齡者，都能夠返

回校園，快樂學習，忘記年齡，繼續累積其智慧、經驗及人脈資本。

　　為能深入探討未來高齡化社會與全球經濟脈動的相關性，特將新

北市終身學習期刊第9期期刊標題定位為「高齡化社會與全球經濟脈

動」，旨在更深入探討高齡化人口對社會帶來另一個層面的衝擊與思

考。本期刊共收錄22篇文章，分成四大架構，包括焦點探索、學術研

究、經驗分享與終教園地。當中「焦點探索」之「壽險業介入長照，

仍有許多爭議與待解決的問題」、「銀髮族面臨的心理挑戰與協助因

應策略」、「瞄準銀髮產業商機：趨勢亮點與布局」、「銀色旋風：

長期照顧與社會企業之鏈結」等文章，深入探討未來高齡化社會可能

面臨之問題與商機，值得深層思考與研究。

　　期透過發行新北市終身學習期刊，提供終身教育資訊交流園地，

有組織且持續性建構、重構及提升新北市及教育工作者相關知識、技

能和競爭力，掌握高齡化趨勢，逐步布局新時代教育。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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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燕子稍來春天的訊息，生氣盎然的

大地景緻已然不遠」。

全 球 人 口 老 化 是 人 類 努 力 最 大 的 成

就，壽命增加的事實，投射在人數龐大的

新銀髮族群身上，因之所形成的消費需求

與資源共給市場，值得特別關注。

壹、人口老化：21 世紀最重要的趨勢

人口高齡化 (ageing of population) 是

全球人口趨勢的突出表現之一，也是各

國或城市皆需共同面對的問題；我們的

未來是高齡化和都市化 (Martinoni,Sassi& 

Sartoris,2009)。此現象又稱人口老化或人

口老齡化，一般泛指某地區某段時間內之

總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增長的動態過程

或現象。

一、世界人口老化趨勢

人口老化趨勢明顯，正意味著老年人

口數的持續增加；若伴隨著少子女化效應，

則 影 響 整 個 社 會 層 面， 既 深 且 廣。 聯 合

國人口基金會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2013) 即 指 出，21 世 紀

最重要的趨勢之一就是人口老化，在已

開發國家的人口老化的速度自 1950 年的

12%，將持續成長至 2050 年高達 33%；開

發中國家，則由 1950 年 7%，也是持續成

長到 2050 年約 20%。毋庸爭議的，在可

預見的未來，人口老化趨勢將是全球共同

的普遍現象與議題，差別只是在程度的高

低。至於在世界平均值方面，在 1950 年

為 8%，到 2050 年約 22%。已開發國家相

較於開發中及未開發國家，愈顯迫切與嚴

峻；由於亞洲老年人口最多且老化速度最

快，因此影響全球人口老化最大的地區為

亞洲。據此，由於生育率下降與預期壽命

延長已是世界普遍現象，使得全球幼年人

口持續減少，老年人口持續增加，人口老

化已成為 21 世紀全球人口變動之主要趨

力。

二、臺灣人口老化急又快

人口老化現象在臺灣呈現急又快，一

路飆速；人口結構老化的速度也是全球最

快 , 從替換總生育率 2.1% (1983) 到進入

老 化 階 段 (1993)， 僅 用 了 十 年， 時 程 最

短，相對於美國、日本與南韓，最大的特

徵是幼年人口的比重最低。依據國家發展

委 員 會 人 力 發 展 處（2014） 推 估， 臺 灣

地區總人口轉呈負成長時程提前，人口零

成長發生時點最快於民國 108 年 ( 低推估

結果 )，最晚於 115 年 ( 高推估結果），

中 推 計 則 於 110 年， 迨 至 150 年 人 口 數

約降為 16.6-19.3 百萬人，約為 103 年之

瞄準銀髮產業商機：趨勢、亮點與布局
朱芬郁 /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暨高齡家庭服務事業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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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2%；此現象可歸因於晚婚與不婚現

象普及、遲育與不育比率增加、壽命延長

以致高齡人口的增加、跨國婚姻與人口移

入的現象等。其中，晚婚與不婚現象普及、

遲育與不育比率增加，這兩項特別值得重

視。據此，顯而易見的是，相對於全球人

口老化的一般趨勢，台灣的人口不只是老

化 , 而且以後來居上的態勢 , 快速的步入

老化的階段。據統計，在台灣三六八個鄉

鎮區中，截至 2014 年三月，就有一六五

個進入老化型社會（65 歲以上佔總人口

14%）的標準。其中最老的三十個鄉鎮，

高齡人口佔整體的 20% 以上；預估 2018

年全台邁入「高齡社會」，2025 年進入超

「高齡社會」（20%）。高齡化時程加快，

國人平均餘命的延長，65 歲以上人口所占

比率、人口年齡中位數、老化指數均向上

調升是臺灣人口結構特色，未來所需健保

醫療照護費用將快速增加，如何促進活躍

及有生產力之老化，儼然成為最重要的議

題。

三、人潮就是錢潮也是商機

截 至 2014 年 8 月 底（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2014）， 臺 灣 65 歲 以 上 人 口 為

2,763,334 人，佔總人口數（23,404,243

人 ） 的 11.81%； 若 加 上 60-64 歲 群 組

（1,415,538 人 ）， 則 高 達 4,178,872 人

（17.84%）。所謂：人潮就是錢潮。這一

個擁有四百餘萬消費客群所形成的產業市

場，當 480 餘萬戰後嬰兒潮世代（1946-

1964 年出生）再陸續屆齡退休，持續強

力加碼，挾著巨量噴出的驚人商機，是任

誰也不敢小覷忽視的，且要積極掌握的契

機。問題是，此一以高齡族群主導市場的

未來主流趨勢如何？這一群龐大的消費客

群的基本特質、消費需求與偏好，以及有

哪些是值得進入的亮點，又應如何積極布

局呢？ 

貳、趨勢揭露：銀髮產業的十大商機

銀髮產業 (senior industry, silver indu 

stry, grey industry) 是指提供與高齡者有

關的商品或勞務的一群經濟主體，包括營

利事業 ( 私部門 )、非營利組織 ( 第三部門 )

和各級政府 ( 公部門 )。主要是提供長者在

食品、衣著、住宅、行動、休閒育樂、醫

療保健、安養、信託、投資理財、購買保

險等，增強長者生活便利性與自主性相關

產品或服務（朱芬郁，2012）。日本產經

省調查至 2025 年止，全球高齡產業市場

規模將達 37.38 兆美元。工研院對於國內

銀髮市場 2025 年規模進行推估，預計屆

時國內高齡社會產業市場規模將可達新台

幣 3 兆 5,937 億元。

一、銀髮旅遊商機

旅 行 具 有 教 育、 娛 樂 雙 重 功 能， 是

體現現代人生活風格 (life style) 中的一種

構成要素 (Bennett,2005)，也是高齡者退

休生涯規劃的首選。根據「臺閩地區民眾

對於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之看法民意調

查 」， 在「 民 眾 退 休 後 最 想 做 的 事 」 題

項，旅遊高居 24.4%，僅次於回答不知道

(30.6%) 的 比 率 ( 教 育 部，2006)。2013

年國人出國旅遊狀況調查顯示 ( 交通部觀

光局，2014)：年齡 50-59 歲有 2,11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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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60 歲以上有 1,471,564 人，比例較高。

二、排遣寂寞商機

大 前 研 一 指 出， 高 齡 化 社 會 退 休 生

活 時 間， 可 能 達 87,000 小 時 ( 許 佳 佳，

2010)。鑒於空巢老人持續增加，一項名

為排遣寂寞產業興起，它是以排解寂寞的

需求，趕走人們內心的寂寞感受的相關產

業，主要的服務內容是讓消費者有幸福感、

親密感、滿足、被關懷、並且找到歸屬。

玩具商看準這種趨勢，推出說話玩偶，希

望吸引獨居銀髮族，這些玩偶可以放在身

旁共眠，還會說些噓寒問暖的話，成為寂

寞銀髮族的良伴。

三、抗老防衰商機

追求健康長壽是一般人普遍的願望，

健康保健問題是銀髮族最關注的課題。依

照我國工研院對於國內銀髮市場規模進行

推 估，2025 年 將 達 新 台 幣 3 兆 5,937 億

元，其中，老人用品是最引人矚目的項目

之一，包括保健食品、美容、抗衰老等。

抗老防衰風潮最令人動容，想要抓住青春

的尾巴，把自己健康外貌照顧好，消費群

體包括中老年客群，估計市場規模逾 4,000

億，且逐漸增溫。

四、不老圓夢商機

不老不再是傳奇，夢想也不是年輕人

的專利。戰後嬰兒潮世代掌握全台灣 55%

的財富，他們在退休後更積極地經營自己

的生活，並且為自己而活，善待自己，願

意消費以回饋自己。M.Dychtwald 的 C 型

人生 (cycle life) 理論強調：五十歲以後，

可以再創人生高峰，再學習，尋找年輕時

的記憶、追求當時無法完成的夢想，不老

圓夢商機，正吸引著熟齡消費者的目光。

五、黑色終活商機

「終活」（準備臨終事宜的活動）在

已邁入超高齡社會的日本，是可以公開討

論的話題。選購墓地、生前契約是典型的

黑色商機，日本人「不願造成他人困擾」

的文化，衍生出多樣性的「終活」產物。

業者推出的「禮體淨身服務」、「追思回

憶錄」等，皆可依自身特質、喜好、需要、

宗教信仰等量身打造，使個人對自我生命

更有掌控感 ( 朱芬郁，2012)。黑色終活商

機，正啟動巨大的銀髮產業動能。

六、懷舊溫夢商機

R.N.Butler 認為老人己認識到自己來

日無多，因而在心理上產生「人生回顧過

程」。回顧行為有很多情況，包括對鏡凝

視、懷念家鄉、樂道往事、追憶過往事蹟

等。由於嬰兒潮世代是最有購買力的新興

族群，吸引許多廠商提供蘊含懷舊元素的

商品，例如懷古的學校午餐、鐵路飯盒、

舊式的教室桌、椅、黑版、當年的流行音

樂、當年的景物舊照片、舊式學生衣帽、

書包等，觸動熟年人口內心的懷舊思緒。

七、代客孝親商機

「孝順」，成為現代社會新型態的商

業服務。孝親代理業是新近在日本崛起為

銀髮族服務的行業，是晚年照護的一種。

由於高齡社會的型態，現代人因工作因素

無法隨侍父母或返鄉照顧探親，而將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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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清理打掃、烹調、搬重物、檢查家電

產品、搥背、供餐、探望平安，甚至陪長

者就醫、掃墓、聊天，舉凡平日一切瑣碎

家務、生活起居、飲食、打發時間等，皆

能提供服務。

八、科技智慧商機

因應銀髮族在生理機能的逐漸衰退，

利用 IT 技術開發合乎高齡者需求的科技產

品，協助提升生活品質已蔚為風尚。例如：

擴視器、大按鍵手機、智慧型照護手表、

適合老年人的電腦遊戲、幫助閱讀的工具，

以及居家遠距協助監控系統等。

預估未來熟年消費者上網玩遊戲、購

物比率將會大幅增加，這個市場商機潛力

十足，科技智慧商機正快速的成長中。。

九、養生住宅商機

由於人口結構老化、社會生活型態、

倫理價值觀的改變，造成單身高齡者及高

齡者夫婦的數目增加，這些高齡人口龐大

的居住及照護需求。近來，政府鼓勵業者

以 ALL IN ONE 模式，以銜接型或全區開

發型方式，投資健康老人住宅、安養及長

期照護機構與護理機構，提供更優質的銀

髮照護服務。目前進行養生住宅經營的有

潤泰、奇美、長庚、遠雄、台灣土地開發

工司等集團。養生住宅已成為最熱門的明

星商機。

十、益智玩具商機

根據國際失智協會 2011 年 9 月資料

顯示，全球約有 3,600 萬失智人口，預估

到 2050 年，患者將超過 1 億。無論那個

社會，65 歲以上約有 5% 的人失智，每多

5 歲倍增，是一個道道地地的高齡化疾病。

玩具對於高齡者的身心健康，有著極大的

積極作用。老年人玩具即是在預防老年失

智，重點在手腦並用，活用大腦。目前，

老人玩具是以健康、趣味、益智、收藏為

趨勢。

叁、目標客群：戰後嬰兒潮需求特徵

事實上，2011 年第一波嬰兒潮（baby 

boomer）已邁入 65 歲，開始陸續屆退。

朱芬郁（2012) 的研究指出，這一群歷史

上人數最龐大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的鮮明圖

像是：擁有自由時間，講究休閒，重視享

受，愛冒險，有錢、會花錢、肯花錢的「新

高齡者」(new aged)。一項美國退休人員

協會（AARP，2011）執行的「嬰兒潮對

未 來 退 休 生 活 的 展 望 」（Baby Boomers 

Envision What's Next?）調查顯示，他們相

當重視家庭和與子女在情感上的聯絡；但

是在金錢財務上則呈現獨立自主的傾向；

值得關注的是，在重視或想要做的事情選

項方面，有 66％的受訪者期望發展自己的

興趣和嗜好，能多參與休閒保健養生活動。

一、擁有自由時間，講究休閒

「可支配的時間變多」是晚年生活型

態最明顯的改變。根據日本野村綜合研究

所調查，六十五歲老人一天擁有的自由時

間是三十歲年輕人的兩倍。日本趨勢專家

大前研一指出，高齡化社會退休生活時間，

可能達 87,000 小時，上班族要提早規劃，

例如參加五個社團，從事戶外活動；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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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園藝等五種個人可以獨立完成的興

趣，才能有高品質的老年時光。對於嬰兒

潮世代而言，退休是生命中最長的自由時

光，對飲食、衣服、娛樂和假期的安排，

更富彈性、更開放、也能自我選擇。攜著

一只皮箱出國參展走透透等生命經歷，「嬰

兒潮熟年」呈現更具自信與活躍度，熱愛

感受生命向外探索的渴望與活動。

二、有錢、會花錢、捨得花錢

研究顯示，大部分的老年生涯規劃是

以經濟的角度做為思考的重心。嬰兒潮世

代則呈現出不同旨趣。不論在食衣住行、

休閒娛樂等各方面，熟年世代都是「最有

消費能力」的一群人；臺灣戰後嬰兒潮世

代則掌握全國 55% 的財富。工研院產業經

濟與趨勢研究所 (IEK)，一項針對北京、上

海、成都、廣州、大台北與高雄等兩岸六

大城市，取樣兩千四百位 50 至 75 歲銀髮

族的消費行為調查顯示，這群銀髮族，是

第一波戰後嬰兒潮世代，多是社會中產階

級，經濟能力自主，消費力驚人。他們在

退休後更積極地經營自己的生活，並且為

自己而活，善待自己，願意消費以回饋自

己，更願意將大把金錢花在自我生活體驗，

儼然是嬰兒潮世代圖像鮮明線條。「銀色

財富」—正為社會經濟注入活絡源泉。

三、凍齡、抗衰不老，追求年輕化

「企圖抓住青春的尾巴，將自己健康

外貌樣樣顧好」注重生理機能調養，希望

凍齡、抗衰不老，追求年輕化，在嬰兒潮

世代圖像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顯示，「嬰

兒潮世代」比「戰前世代」自我認知年齡

也較年輕，更希望展現獨特性，願意購買

改善外貌的商品比例高達 32%，高於戰前

世代熟年 19.5%，擁有青春外貌的加持，

能讓他們常保年輕之心，同時強化別人肯

定，更強化自我認同 ( 賴怡君，2010)。臺

灣地區 65 歲以上服用膳食補品的比率，

男性為 30.1%，女性為 34.9%( 陳師瑩等，

2003)。老人用品是最引人矚目的項目之

一，包括保健食品、美容、抗衰老等。有

越來越多的銀髮族開始重視自己的外貌，

不向歲月妥協。

四、�勇於築夢、圓夢，是活力充沛，

老當益壯的族群

夢想不再是年輕人的專利。的確，許

多嬰兒潮世代活躍於終身學習活動、國際

志工服務、參與社區、蒐集文物，以及旅

遊活動迎向大自然等舞台，為人類社會灌

注更多的滋養。據統計，不老不再是傳奇，

夢想也不是年輕人的專利。一項由弘道老

人福利基金會與日本企業 JTI 委託 104 市

調中心進行「不老夢想大調查」(2011) 結

果顯示，在針對 1,072 位 65 歲以上的電

話訪問，有 24% 的受訪者表示，現階段有

希望完成的夢想，包括「與昔日同窗聚首」

的比例占 42% 最高，其次是「舊地重遊」

(30%)、「再年輕一次」、「騎重機車出

遊」、「拍沙龍照」、「到遊樂園玩」( 朱

芳瑤，2011；謝文華，2011)；另外，由

JTI 投入贊助的「不老夢想，圓夢列車計

畫」系列活動，為長輩紀錄人生，留下精

采的生命相本。活力充沛，勇於追夢、圓

夢，不服老，嬰兒潮世代為生命畫像增添

精彩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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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而不休，積極汲取知識，興趣

廣泛

高教育程度，興趣廣泛，延退或退而

不休，似乎在嬰兒潮世代身上具體展現，

令人驚豔。由於人類平均壽命的延長，人

生不再是「求學 -- 工作 -- 婚姻 -- 退休」

的直線人生，更多的可能是，在 35 歲壯

年再重返校園進修，52 歲中年依舊雄心壯

志創業，68 歲熟齡仍然談戀愛。大前研一

《型塑生活者大國》指出，高齡者從退休

後至生命結束約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健康、

有智慧可透過再學習、開發潛能，對社會

進行經驗傳承。遠見雜誌 2007 年的調查

指出，30 歲以上的上班族，退休後最想做

的工作是志工，佔 44.4%，想繼續工作的

佔 27.7%( 楊瑪利、陳中興，2007)。一項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AARP,2000) 的研究顯

示，80% 嬰兒潮世代的人表示打算在退休

時從事打工。退而不休或延退已成為嬰兒

潮世代的重要選項。此外，廣泛的興趣展

現在：從移居鄉間甚至國外養老的不動產、

旅遊、最高檔的豪華客輪、昂貴的旅行拖

車、一流的藝術文化表演、頂級飯店，美

容醫療防止老化、健康商品、戒護用具、

改裝無障礙空間的建築業、專為退休人設

計的活動中心，以及從事終身學習活動等。

嬰兒潮世代新高齡者的圖像充滿動態性，

創新和創意元素貫穿其間，令人目不暇給，

驚嘆不已。

肆、銀髮商機新亮點：高齡教育產業

高齡教育產業是根據銀髮商機的基本

需求與深層需求，逐漸發展而成的相關產

業。由於該服務市場潛力巨大，且關涉高

齡者生活質量，其基本構念及供給機構的

類型，已是銀髮商機新亮點。

一、高齡學習需求是銀髮商機之一

教育程度較高且受到完整的專業教育

是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主要特質之一。研究

顯示，嬰兒潮世代參與教育活動傾向較高。

受到終身學習理念的影響，使得老年學習

權成為老年人權的重要內涵。高齡學習需

求在老年人口激增的同時，相關學習資源

的供給，已是銀髮商機的重點；學習、教

育市場已成為熟齡市場十大商機之一 ( 林

冠汾譯，2007)，商機無限。一個以高齡者

為目標客群的教育服務時代已翩然來臨。

二、高齡教育產業服務市場八大亮點

高 齡 教 育 產 業 服 務 市 場 係 指： 針 對

55 歲以上者基於其群體學習需求偏好，

所提供有組織且具有意義的教育商品、勞

務或服務場所與設備的市場。基於高齡教

育產業是活絡銀髮產業的核心媒介，舉凡

銀髮產業的本位產業、相關產業、衍生產

業，莫不寓含優化生活質量的深意。尤其

是 第 三 年 齡 教 育 (Education for the third 

age) 可 視 為 是 一 種 消 費 的 需 要， 這 種 教

育服務新市場的認知也是未來社會的趨勢

(Cusack, 2000)。爰歸結高齡教育產業服務

市場未來發展八項亮點如下。

( 一 ) 高齡旅遊學習

旅 遊 學 習 (traveling learning) 在 許 多

先 進 國 家， 呈 現 極 其 蓬 勃 發 展 現 象。 調

查發現，老人最喜好的學習方式就是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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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於 樂 的 旅 遊 學 習（Lamdin ＆ Fugate，

1997)。 在 先 進 國 家 由 高 齡 教 育 機 構 開

辦旅遊學習方案，成為因應人口結構改

變，發展高齡者學習活動的一股極強大

之 新 興 勢 力。 例 如： 美 國 的 老 人 寄 宿 所

(Edler-hostel)、日本的旅遊俱樂部、英國

的「 第 三 年 齡 大 學 」(The University of 

Third Age, U3A)、新加坡的「快樂學堂」

(YAH!Community College)、我國教育部核

定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等，大

多有開設高齡旅遊學習課程，且廣受長者

歡迎。

( 二 ) 第三年齡大學

專人專責、正常運作機制、合宜適足

的軟硬體設施和具差異化的特色，是一個

組織機構永續經營的條件。先進國家多設

有獨立的老年大學，經營成效頗佳，頗獲

老年人肯定、喜愛。例如：英國第三年齡

大學 (U3A）被譽為全球老人教育的標竿。

目前第三年齡大學有六個主要的團體，

分別是：英國模式的世界第三年齡大學

( 由 Tom Holloway 和 Jean Thompson 所 帶

領 )；法國模式的國際聯盟第三年齡大學

(AIUTA)、澳洲線上第三年齡大學，英國

第三年齡大學信託，印度社會第三年齡大

學 (ISU3As)，中國的老年大學 (UAs)。反

觀國內，目前尚未有任何一所高齡者專屬

的第三年齡大學。

( 三 ) 老年閱讀刊物

閱讀是增進個體獨立、心理運動和生

活品質的重要元素，也是社會互動、知識

更新和生命愉悅的基本需求。一項研究發

現，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老年人，因缺乏閱

讀能力及生理機能退化，而不從事閱讀；

至於有閱讀書籍老人，多傾向人文和生

命的閱讀，雜誌則係吸收醫療保健與商業

財經資訊的重要來源 ( 王尤敏、吳美美，

2010； 邱 天 助，2009)。 例 如 2012 年 4

月發行的「熟年誌 Life Plus」，是國內第

一本全面探討熟齡議題的生活月刊，包括

健康醫療、投資理財、退休規劃、休閒生

活、人際關係、兩代溝通、旅遊移居等，

廣受熟齡族群訂閱。

( 四 ) 靈性健康教育

老年人如何面對漫長的退休歲月，活

著究竟為什麼？當平均餘命逐漸增長，尋

找與發現生命意義，顯得特別重要。靈性

健康 (spiritual well-being) 是一種自我、他

人與至高無上力量之間的締結，也是一種

穩固的價值與信念系統。一般而言，靈性

健康是透過教育與學習的方式加以獲得，

包括：生命敘事、藝術繪畫創作、律動與

舞蹈的呈現、戲劇的即興創作、音樂欣賞、

冥想等六項。針對不同生命階段的高齡者，

規劃並供給妥適的靈性健康學習方案，實

是高齡教育產業開拓發展的重要項目。

( 五 ) 職業第二春教育

相關研究顯示，嬰兒潮世代退休後有

較高的再就業傾向。隨著高齡少子化現象

愈趨明顯，將相對造成年輕勞動人口比例

下降、生產萎縮、儲蓄減少、勞動力不足

等經濟與社會問題。未來勞動力的組成是

60 歲以下和 60 歲以上勞工共同承擔，而

人生的第二生涯、第二春或退而不休、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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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工作的情形將越來越普及。台灣地區目

前退休年齡平均為 56.2 歲，公教人員平

均為 55.1 歲，截至 2014 年 8 月底，我國

55 歲以上的人口為 5,884,849 人，佔總人

口 數 的 25.14%( 內 政 部 統 計 處，2014)。

針對此龐大人力流的回收與再應用，職業

第二春教育湧現的巨大市場，商機可期。

( 六 ) 高齡者志願服務

美國趨勢專家 F.Popcorn 預言：二十一

世紀將是志願服務的新世紀。相關研究顯

示，志願服務 (voluntary services) 作為一

種 社 會 參 與、 生 產 性 活 動， 已 被 證 實 有

助於提昇個人主觀的生活福祉 (subjective 

well-being)。志願服務最大的優勢，在於

賦予參與者個人有意義與價值的社會角

色。高齡志工擁有的智慧材料 ( 工作經驗、

專業知能、知識、智慧財產 ) 能為社區創

造公益，提升競爭優勢，而這些寶貴的人

力資產將透過志願服務彩繪第二生涯。提

供適足性的學習資源，活化銀髮族之智慧、

經驗與資源，滿足其志願服務需求，值得

高齡教育產業關注此一市場。

( 七 ) 活腦益智遊戲訓練

由 於 擔 心 罹 患 老 年 失 智 症 (senile 

dementia)，各種益智遊戲機及腦力鍛鍊遊

戲軟體，內容從簡單的算術、拼圖到腦筋

急轉彎都有。有關活腦益智課程廣受在地

學習機構的重視，在各學習場所開設「大

腦活化」、「頭腦體操」等訓練課程。例

如臺北市衛生局 2012 年下半年度開始，

於 12 行政區推廣「大腦活化」課程 ( 含色

卡顏色辨識、詞語記憶、出聲數數等 )，優

先邀請 65 歲以上的長者參加，為銀髮族開

啟「活腦保鮮」大作戰的序幕。「抗老防

衰，拒絕失智」，活腦益智遊戲產品市場

潛力無窮，榮景可期。

( 八 ) 高齡心理諮商服務

根據美國大型流行病學研究，13% 的

老人有精神疾病。受到生理變化、健康、

收入減少、社會地位喪失、家人和社會疏

離及配偶死亡等問題的影響，老年人比一

般人更容易有害怕、失落感、悲傷反應，

以及無助感。愈來愈多的老年人對於心

理治療與諮商的需求大增，也讓「老人心

理諮商」日漸被醫學界重視。針對銀髮族

群心理諮商需求日增的事實，高齡教育服

務產業可積極開發相關服務資源與培訓計

畫，提供優質的心理諮商服務。

伍、結語－掌握契機　積極布局

高齡社會影響經濟的將是人口結構的

變化，而非人口數量的增減。在「生的少，

老的快」的臺灣，銀髮產業儼然成為 21 世

紀最熱門、最有前景、寓含巨大商機的行

業。本文蒐尋台灣地區整體生態環境因素，

抓緊銀髮產業服務市場脈動，透過市場區

隔原則，計梳理出十大趨勢，既是未來趨

勢，也寓含無窮商機，希冀兼具描述性的

正確與診斷性遠見。展望未來，積極布局

的三大支柱是：

一、支柱一： 體認以高齡者為主流是未來

社會型態的整體意象

以高齡者為主體架構的的社會已隱然

形成，意味著老齡人口的地位與重要。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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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潮世代展現活耀、健康、性喜冒險，積

極迎向人生第二春的特性，是高齡社會的

資產而非負債，不斷湧出令人驚豔的故事；

是驚歎，也是亮點。 

二、支柱二： 銀髮產業的良性促進是年齡

友善社會的基本構面

年齡友善、自主尊嚴、樂活圓夢、凍

齡長青是激發銀髮產業快速發展的核心思

維。在銀髮產業市場的商機背後，不但含

蘊著消極的去除「年齡歧視」，更積極的

是喜迎「全齡友善社會」的誕生；是雀躍，

也是幸福。 

三、支柱三： 高齡教育服務產業是銀髮產

業巨量噴出的新亮點

翻轉傳統教育誤認老年不可教、不必

再學習的迷失，堅持悍衛老年學習人權，

持續終身學習活動，這是 21 世紀學習典範

轉移的大事。老齡蜂擁參與多樣化的學習

活動，將豐富高齡社會整體的調色盤；是

主題，也是商機。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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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 灣 老 人 人 口 比 率 已 於 1993 年 超

過 7%，進入高齡化社會 (aging society)，

且將於 2017 年超過 14%，進入高齡社會 

(aged society) （陳菀蕙、張勝雄、高桂娟、

林思余、林萬億，2009）。

Ken Dychtwald（1999）陳述未來的 5

到 25 年間，人數最多、權力最為強大的兩

億人市場即將來臨，這一群二十世紀的「新

老年」強勢族群他們對國家、經濟將產生

巨大的影響。因此，針對戰後嬰兒朝出生

的人量身訂作的商品，是未來銀髮產業的

商機。近年來，國內外銀髮族相關產業興

起，全球社會吹出一股「銀色旋風」，所

謂銀髮產業係泛指許多產業群體與服務機

構針對銀髮族群之民生需要，包括最基本

的食、衣、住、行、育、樂，和特殊需要

之醫療保健、休閒旅遊、善終歸宿、永生

安排，其設計提供適切合宜，迎合時代需

要之經濟市場與老人生活服務而言（李宗

派，2008）。

臺 灣 在 銀 髮 產 業 方 面， 逐 漸 興 起，

除了一般常見的醫療輔助器材、健康食

品、 藥 品、 保 健 品 等， 近 年 最 常 提 及 的

「長期照護」一詞逕相出現，Kane & Kane

（1987）的定義：長期照護乃指對身心功

能障礙者，在一段長時間內，提供一套醫

療、護理、個人、與社會支持的照顧；其

目的在促進或維持身體功能，增進獨立自

主的正常生活能力。意指罹患長期慢性殘

疾之老人，或其他殘疾之成人，或是兒童

所需的看護服務，他們不需要住進急性醫

院，卻需要醫療護理與社會服務之監管服

務（李宗派，2008），他們的生活起居、

日常生活自理、工作性的日常活動，如：

洗澡、沐浴、更衣、飲食作息等，通常都

需要專業的看護或護理人員從旁協助與照

顧，且必須 24 小時待命。

綜合上述，國內外銀髮族產業興起的

同時，針對老人照顧方面相關的學術研究

和機構組織也開始設立，且高齡者的長照

問題，隨著高齡化的成長，使政府開始規

劃有關的配套措施，如近期提出的社會企

業行動方案中，也將長照納入社會企業可

發展的項目之中。因此，本文將討論社會

企業與長期照護相結合的未來產業趨勢，

實現孔子的思想：「老有所終」之概念，

創造屬於「銀色年代」的社會共益。

貳、重要國家銀髮產業的發展趨勢

目前不僅國內的銀髮產業興盛，國外

也早在 1990 年代後即開始出現了銀髮族

的相關產業及政府政策，各國因當地的風

俗民情、文化差異等，所訂定的策略皆有

銀色旋風：長期照顧與社會企業之鏈結
陳偉良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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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以下將介紹各國案例的相關研究。

一、瑞典

瑞典的長期照護是一系列針對必須長

期依賴醫療和社會服務的人，包括身體或

精神殘疾的慢性疾病，且瑞典的長期照護

政策是由不同政府部門、私人單位及私人

的共同責任所建立起的服務網，提供的基

本活動與日常生活的照護可分為幾種，如：

個人照顧服務、白天成人中心、短期療養

中心、養老中心。由政府提供的社會護理

多針對身體或精神障礙，及日常生活需要

支援的體弱長者和特定需要的族群，透過

安裝輔助設備，使他們能夠透過簡單的居

家護理設備而自理生活，搭配醫藥及看護

助理到家服務的措施，使其能在家裡獲得

最便利的服務。（參考自葉至誠，2012）

二、德國

德國農民聯盟積極推動鄉村老年服務

業，提供傳統農場轉型的新方向，農家可

以自力經營，或是透過各種管道進行資源

整合，尋求與不同機構的合作機會，諸如

醫療院所、專業養護機構、社會福利機構、

民間慈善機構，或商業保險公司。此醫農

資源整合的市場利基，乃展現於由農場提

供老人養生場所，農家負責老人生活起居

活動照顧，再由專業醫療機構提供護理或

看護的專業人力。此方案不單是老人的看

護與醫療，也是為老人們建構照護及服務

的健全環境。因此，善用老人們過往累積

的財富、知識技能及勞動力，成為另一波

促進經濟成長的動力（陳振杰、蔡漢生、

余嬪、吳連賞，2010）。

三、日本

日本於 2000 年實施保險制度，節約

了急性醫療體系的資源，讓護理之家和居

家照護的服務量成長，也有助於老人居家

照護輔具和福祉器材的需求增加，一些知

名企業紛紛投入研發。如輪椅市場，包括

Kanobo、Ancra 和松下自行車等業者，為

因應市場趨勢，採用含玻璃纖維之樹脂的

新素材，並強調折疊成手提包的新式樣，

或為出租專用而只須更換部分零件便可調

整座椅大小的新特色等等，以提供各式不

同的選擇 ( 陳茗，2002)。

四、南韓

國發會在 2011 年中的研究提及，韓

國 於 1998 年 展 開「Medical Telemetric 

Project」的 U-Health 計畫，該計畫選定產

業環境優越的大邱市做為示範點，成功的

結合了當地的醫療院所、消防單位、養護

機構以及韓國知名的系統整合及醫療電子

開發商，開發出一套結合政府及區域醫療

的 U-Health 平臺及設備。  

「Medical Telematic Project」 使 得 原

本被動的醫療行為，轉為由市政府、醫院、

消防單位主動提供健康管理、健康諮詢，

及主動式緊急照護及急救的平臺，使得區

域醫療院所的服務提升為疾病的管理及預

防，並連帶使得韓國手機產業、遠距醫療

電子設備、軟體開發廠商成功的整合在一

起，變成完整的解決方案。

五、小結

在上述研究中可發現，銀髮產業大多

與老人照護相關，如：醫療器材、疾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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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預防、專業看護服務等，皆與現今臺

灣發展的長期照護模式有所相關，而國內

目前也存在著許多的護理之家、老人安養

機構等，但多屬於私人經營，仍有許多的

老年人口處在流浪徘徊、獨自生活，使其

無法得到良善的照顧，所以想藉由發展社

會企業的概念，以創造公共效益的理念，

將長期照護與社會企業兩者合而為一，除

了可以讓老年人有所安居，並可減緩青年

失業的問題，讓銀髮產業不再屬於特定的

單一色彩，朝向多元化之發展，以利社會

使命的實現。

參、當長期照護遇上社會企業

一、社會服務組織商業化的起因

社 會 服 務 組 織 近 年 邁 向 商 業 化 的 發

展，像是身心障礙服務組織、庇護工場、

老人照顧服務等，開始走向商業經營的模

式。係因政府的補助不足，加上舊有體制

對於非營利組織的種種限制，使其發展不

易、經營困難，難以將許多需要服務的弱

勢族群，納入機構內的照護服務，而這「不

被看見的一群」無法受到適當的幫助，讓

其理念沒有辦法真正落實，也容易受到許

多外界的質疑，在惡性循環之下，導致更

多的組織深陷泥沼當中。

所 以， 為 尋 求 解 決 的 方 式， 其 透 過

商業經營的手法來達到社會公益的目標，

即是「社會企業」的概念，起源於歐美各

國為進一步推動福利國改革，傳統部門界

定方式逐漸式微，尤以企業部門與社會部

門逐漸融合，產生一種新型態的混合組織

（OECD，1999）。 鄭 勝 分（2007） 將 社

會企業內涵界定為一種可以產生公共利益

的私人活動，具有企業精神策略，但其不

以利潤極大化為主要訴求，而是以達成特

定經濟或社會目標為宗旨，同時有助於解

決社會排斥及失業問題。

二、�目前長期照護模式之缺失與待改

善之處

我國目前長期照護之問題可根據研考

會（1998）配合我國社會福利制度之長期

照護政策研究之研究報告敘述中所提及，

可分為以下幾點：

（一）供需不平衡

目前已居住在機構內，接受長期照護

服務之老人數量雖眾多，但對於其他尚未

接受服務之老人數量無法預估，且此數量

仍屬大量，但對於居家型與社區型之老人

服務，常因財務的問題，影響許多患有疾

病或行動不便的老人處於自家中，甚至有

獨居老人之現象，因此，這方面即為本篇

所提及之部分。

�（二）主要長期照護問題�

根據吳淑瓊、呂寶靜、盧瑞芬、徐慧

娟、簡加奇等人（1998）指出，並因年代

稍長，所以重新歸納出目前長期照護服務

之問題，可分為下列幾點。 

1. 供需失衡，人力與設施資源嚴重欠

缺，使許多需照顧之老人常因財務

不足或設施不足等，未得到良善照

顧。 

2. 居家與社區服務支持匱乏，無法落

實居家化與社區化的照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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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照護者獨撐長期照護責任，目

前家庭照護者大多為新移民擔任，

其他家庭成員常將一切重擔放置在

其身上，使得照顧者有極大壓力，

而延伸出更多問題。

4. 缺乏制度式的財務支持，造成個人

和家庭的經濟危機，因機構式之長

期照護若未有補助，實屬為一筆龐

大的費用。

5. 衛生行政體系核准大型機構設立，

將引導我國長期照護朝向機構化、

集中化的趨勢發展，與世界主要國

家方向背道而馳，無法增進功能障

礙者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

綜合上述，台灣目前長期照護模式較

偏向於機構型態，且因政府政策之缺失，

導致大多數老人仍然在私人機構接受服

務，而造成家庭成員財務上的極大負擔，

因此，本篇研究欲結合長期照護模式與社

會企業兩者，增加社區型態之照顧，讓每

區塊皆能接受服務，也能讓許多貧窮社區

亦能有同樣的服務模式，實現其社會目標

與價值。

三、�長期照護模式＋社會企業＝老有

所養、老有所終

長 期 照 顧 的 需 求 源 自 於 疾 病、 衰 老

或身心障礙因素所引發的失能或失智的情

況，因此他們是無法獨立打點自己的日常

生活起居，進而需要他人的協助方可生存。

長期照顧服務大致分為居家式（居家照顧

服務、喘息服務、送餐服務等）、社區式

（日間照顧、家庭托顧、機構喘息服務、

交通接送等）、機構式（安養服務、養護

服務、長期照顧服務等）三類型的服務（劉

淑瓊、林嬋娟，2011）。

臺灣醫療技術十分進步，環境的衛生

也獲得改善，而且現代人越來越注重養生

的概念，改變了原有的飲食習慣，種種因

素使得國內平均壽命逐年升高，相對地，

又因戰後嬰兒潮、近年的少子化影響，人

口老化指數上升非常迅速，再加上失能或

失智情況的老人增加，所以越來越多的高

齡人口需要長期照護的服務。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銀髮產業相

繼出現，從上述曾提到的各國銀髮產業的

研究可知，對於老人照護、疾病管理和預

防、醫療器材等相關類型之產業最受到關

注，因每人的一生中，都將經歷過生老病

死的階段，國內當然也不諱言的，許多即

將邁入或已進入的高齡的社會大眾，開始

規劃了自己的未來，也造成了長期照護的

銀髮產業漸漸興盛。並且，臺灣現今仍有

許多需要照顧的獨居老人、街友，甚至是

幽靈人口的部分，都無法得到良善的安置，

若能藉由社會企業的方式，既服務一般大

眾，也能幫助到弱勢族群，正是實現其社

會目標，達到社會公益的成效。

四、未來發展

人口高齡化，讓人們成為老人機率越

來越高，變成老年人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而老年生活需要照顧的時間也因為平均壽

命的提升而延長，再加上現代社會的少子

化與家庭型態的改變，大多為小家庭或折

衷家庭，在照顧人力方面也開始減少，對

於照顧的意願也開始下滑。基於上述，透

過社會政策來協助老人退休生活，提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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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功能，讓家人在照護高齡者方面能夠

得以喘息，成為了當前重要的議題。

行政院經濟部在 103 年公佈之社會企

業行動方案中提及，目前有關失能老人身

體照顧服務，尚未開放營利單位參與，未

來將調整法規，開放營利事業參與長照產

業。因考量失能老人健康狀況相對處於弱

勢，為維護其受照顧品質與權益，研議相

關規範鬆綁之可行方式，以利社會企業型

公司參與。

若「長期照護」與「社會企業」兩者

能夠結合，利用商業的手段來實現社會公

益，一方面可以招收一般社會大眾，提供

照護服務，另外，可將許多在各地區的弱

勢老人受到安置照顧。所以若能利用「社

區型」社會企業的理念，在各縣市地區都

能夠設置護理之家或安養機構，不僅為高

齡者提供了醫療資源的照顧，對於弱勢老

人的方面，也可以給予生活上的服務及幫

助，更包括了心理層面的輔導機能，是一

種全方面的照護。當然，此概念也需要政

府的配合，以提供場地的方式，讓其組織

能有所址，在這股「銀色旋風」的席捲之

下，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

年，你我都會成為這銀髮一族，因此，長

期照護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應當結合政府、

企業、非營利組織三方面，發展出完整的

經營模式。

肆、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篇探討之問題，藉由上述社會

企業之構想，未來長期照護之規劃可歸納

為以下幾點方式。

一、發展社區型照顧：目前臺灣仍有許多

貧 窮 社 區 之 老 人 無 法 得 到 完 善 之 照

顧，因此，結合社區型社會企業之概

念，提供在地的老人服務，也能讓其

身處在熟悉的環境中，即得到良善的

照護。

二、增加就業機會：目前臺灣失業率仍逐

年上升，許多青年無法找到工作，可

透過與大學相關科系之合作與結合，

增加其實務經驗，並引進國外之長照

管理與服務之概念，來讓其發揮所長。

三、提升人際關係與自我信心建立：許多

老人常因疾病所苦，或行動不便之原

因，而不看重自己，認為自已一無所

用，因此，透過社區型之規劃，除了

讓其接受長期照護外，也可辦理一些

聯誼活動，互相增進瞭解，並利用手

工藝、工作坊等項目，也可讓其有其

他興趣可發展，甚至可變為「銀髮商

品」。

四、拓展銀髮族產業：在長期照護中，許

多老人之疾病不同，以及身障者也分

屬許多項目，可針對其需求，設計出

許多不同類型之醫療器材，專屬於特

定老人，除了可讓老人有較好的規劃

外，也能增加許多商機。

銀髮產業在現今的時代已漸漸被視為

主流的產業，其實臺灣目前很多地方皆有

醫院醫療體系所成立的護理之家、安養院、

療養院等，但其照顧的族群仍處於中上層

社會階級的一群，而實際上最需要受到關

注的弱勢族群，卻是在這行業中非常式微，

而這些以「社會照顧」為口號的組織，卻

是對其漠然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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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透過社會企業的方式，來發展長

期照護的銀髮產業，打造一個舒適且健康

的環境，既能提供一般大眾醫療服務及照

顧，並透過他們賺取商業的收益，並將盈

餘投入弱勢老人的部分，照顧他們的生活

起居，這才是真正「老有所終」的概念，

銀髮產業的最終目的應是照顧社會上的每

個老人，讓其皆能受到完好的安置及照護。

在政府方面，也應提出一些補助措施，

除了上述所提的場地部分，對於調查弱勢

老年人口方面，也需要多多加強，畢竟，

現今社會小家庭林立，傳統觀念已不復存

在，使得獨居老人問題日益嚴重，這群無

法得到完善照護的高齡者，常常受到遺忘，

因此，政府應在社工服務這方面需再多加

規劃。

利用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三者的

相互作用之下，「銀髮社會企業」一定能

夠蓬勃發展，不僅結合了銀髮產業的優勢，

更加入了新興的社會企業理念，此舉將會

受到社會上的關注，並吸引更多的高齡者

接受此種類型的服務。畢竟，自己在接受

醫療或生活照護的同時，另一位高齡者正

接受著你的幫助也能得到相同的照護，何

樂而不為？期待未來銀髮產業的趨勢能夠

更加創新，製造出更多的社會效益，就讓

這屬於大家的「銀色年代」好好的綻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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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據 內 政 部（2012） 的 報 導 指 出， 臺

灣自 82 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65 歲

以上老人所占比率持續上升，101 年底已

達 11.2％，老化指數為 76.2％，近 10 年

間已增加 32.0 個百分點，非常嚴重。101

年老化指數雖然仍較加拿大、歐洲各國及

日本等為低，但是，比美國、紐西蘭、澳

洲及其它亞洲國家為高。從臺灣歷年人口

結構觀察，高齡者 (65 歲以上 ) 比率逐年

的上升，幼年人口 (0-14 歲 ) 比率則因出

生率下降而逐年降低，成為社會的隱憂；

101 年底 15-64 歲者計有 1,730 萬 3,993

人占總人口之 74.22％，65 歲以上者 260

萬 152 人占 11.15％，0-14 歲者有 341 萬

1,677 人 占 14.63 ％， 依 賴 人 口 (0-14 歲

及 65 歲以上者 ) 對工作年齡人口 (15-64

歲者 ) 之扶養比為 34.74％，逐年降低，

主要的原因是「扶老比」逐年的提升，而

「扶幼比」降幅較大所造成的原因；65 歲

以上的老年人口對 0-14 歲人口之老化指數

為 76.21％，陸續呈逐年增加趨勢，未來，

該問題會更加的嚴重，成為須亟待解決的

問題。追溯該原因，隨著「醫療的進步」

及「人們壽命」的提高，人口老化成為全

銀髮族面臨的心理挑戰與協助因應策略
李珮瑜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隨著醫療進步及人們營養的充足，在許多先進國家，人們的壽命已大幅的提

高，高齡人口越來越多，他（她）們的照顧問題及生活規劃非常重要。近年來，已

逐漸將「老年人」改稱為「銀髮族」，期待給予他（她）們應有的尊重及關懷。銀

髮族的照顧不再只是生理，亦包含心理，活躍老化成為許多國家推動的政策，銀髮

族的心理照顧非常重要，若可由心靈的部份給予銀髮族照顧，幫助他（她）們肯定

自己及規劃自己的人生，可使其年老後的生活過得更有品質。據諸多研究發現，高

齡者年老後，他（她）們常面臨生活的轉變，進一步影響心理，有些人會有憂鬱、

躁鬱、自我認同失調等問題。本文的主題聚焦在討論銀髮族在年老之後面臨的心理

挑戰，以及提出初步的協助因應之策略，期待可以幫助銀髮族過更健康及更有品質

的生活。

關鍵詞：高齡化、銀髮族、心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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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的問題。自西方工業化國家出現人口

老化的現象以來，此一趨勢蔓延至許多新

興工業化國家，必須省思如何提升高齡者

的照顧品質。臺灣、韓國及新加坡等國即

在過去二十年前，相繼步入高齡化國家的

行列，尤其是，臺灣目前也面臨了少子化

的問題，此相對地也影響老年人「生活品

質」及「心理調適」（范光中、許永河，

2010：150）。雖然，高齡化社會代表人

們的壽命延長，此改變了社會、家庭結構

與社會經濟型態，也漸漸轉化人們對於老

年人的看法。李玉瑾（2006：34）幾年前

即省思人口老化的原因及應注意之處，其

提及，人口老化的現象源自科技醫療進步

及人類壽命延長，雖然帶來許多面向的挑

戰，如高齡者的心理調適、退休後的生活

安排、老年人的福利及教育等。同時也給

社會帶來許多機會，包括：銀髮醫療保健、

養生住宅環境設計、學習才藝、休閒旅遊

等退休概念之生活延伸。因此，應掌握未

來高齡社會帶來的正面功能，同時改變思

維，重視老年人權、心理及福利。

「銀髮族」一詞是西元 1980 年代在

國外文獻才出現的新名詞，此是基於對高

齡者族群的尊敬，國內外現在稱老年人為

「銀髮族」（Senior，Silver peer），希望

可改變過去人們對於老年人的偏見及負面

的想法。然而，令人憂心的是，老化對銀

髮族的生理、心理影響很大，且是每個人

必經的過程，身體組成隨著時間形成自然

改變的過程，這種改變的過程是漸進的。

在 步 入 老 年 期 時， 轉 變 的 速 度 會 更 快。

此過程是所有生命的有機體面對「個人」

和「外界的反應」時皆會產生的現象，而

且，會影響和社會環境的互動，對生活品

質亦帶來衝擊（陳美芬、鍾全勝、蔡必焜，

2010：118）。在高齡化的時代，給予銀

髮族足夠的福利及相關教育非常重要，使

其終身學習及過有品質的生活。誠如朱芬

郁（2014）提出「活躍老化」的理念，期

望可以提升銀髮族的心靈，由「精神」的

層次提升老化的生活品質，達到活躍老化

的真正理想。本文由「文獻蒐集」的方法

探討銀髮族的心理挑戰，並且思考協助因

應之道，期待可幫助銀髮族可過更有品質

的生活。

貳、高齡化與少子化

黃富順（2011：22）指出，臺灣較其

它先進國家，高齡化的問題更嚴重，速度

更快。令人更憂心的是，臺灣由於晚婚、

不婚、晚育及少育的原因，生育率大幅的

下降，也造成了少子化的問題，壯年人口

也將越來越少。回顧過去，二十世紀的中

期，世界人口曾經歷經了前所未有的大轉

變，在兩次世界大戰毀滅性的人口減少之

後，人口有下滑的趨勢。在經歷和平的大

環境、醫療與衛生條件的進步，以及隨之

而來的科技及經濟的發展，改善生活品質，

使得世界人口的年齡產生了結構性的改

變，有成長的趨勢。觀諸目前的情況，老

年人口的比例急速地增加，而出生率降低，

使的年輕人口變少，對於社會經濟及銀髮

族照顧有很大的衝擊，成為社會的隱憂。

少子化使壯年人口變少，進一步造成扶老

比及高齡者的照顧品質受到了挑戰；因此，

人口老化已經成為許多國家所面臨的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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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林珊如，2004：22）。對於人們及

社會而言，壽命的延長彰顯時代及醫學的

進步，可是，由於諸多原因，單身人口提

升及晚婚的趨勢越來越嚴重，生育率降低，

轉變人口結構，人口的年齡結構逐漸以老

年人居多，年輕結構卻越來越少，未來平

均一位年輕人，需要擔負較大的扶養比率，

除了使個人的負擔較重；相對的，也降低

照顧品質，影響銀髮族的權益。由前述的

文獻可知，現今，銀髮族的照顧不是只有

在身體方面的照顧，它亦包含心靈的照顧。

參、銀髮族面臨的轉化與心理挑戰

銀髮族在年老的生活後，面臨人生的

轉化，如生理、心理及家庭工作等，進一

步影響心理，也帶來一些心理的挑戰。以

下敘述銀髮族面臨的轉化及其心理挑戰：

一、銀髮族面臨的轉化

對於銀髮族而言，他（她）們常面臨

生理的變化，器官漸漸老化，行動變得比

較遲緩，記憶力比較不佳，有時也會遭遇

比年輕人更多的身體病痛。此外，銀髮族

也會面臨其它生活的轉變，最大的轉變是，

許多高齡者常面臨退休後的生活轉變，包

含經濟來源變少、如何安排自己退休的生

活、調適自己由照顧者的角色轉化為被照

顧者的角色之心情、面臨配偶或是老友離

世、孩子長大後成家立業，離開原生家庭，

有時會覺得越來越孤單，對人生失去信心

及信念。據蔡英美及王俊明（2011）的研

究可知，當一個人逐漸的老化，其身體外

型和體能逐漸改變與退化後，對身體自我

概念相對的會和以前不一樣。他（她）們

變得較沒有自信，常常無法接受年老之後

的轉變，進一步變得比較不快樂，久而久

之，也會有心理的問題。

二、銀髮族面臨的心理挑戰

事實上，許多高齡者擁有獨特及優秀

的潛力、技巧與經驗，他（她）們都能夠

對社會服務貢獻，亦努力奉獻於家庭，幫

助孩子成長。但是，不幸的是，，退休造

成銀髮族不再是社會的主流之外，他（她）

們對社會貢獻的機會也縮點，製造一種被

隔絕、沒用的、失去生活目的等感受，影

響「生理」及「心理」，此對於其心理挑

戰非常大（高淑芳，2006：34）。銀髮族

在年老時，除了面臨生理的挑戰，也遭遇

心理的挑戰，如空虛、孤單、自我認同失

調。令人憂心的是，相當多的老年人罹患

了重度的憂鬱症，大約有百分之四的老人

正在遭受重度憂鬱症的困擾，另外，也有

相當多的銀髮族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如沒

有安全感、焦慮。隨著銀髮族的人口的比

率不斷攀升，銀髮族所伴隨的相關疾病也

日漸受到重視，尤其是心理方面的疾病受

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江亮演（2010）則提及，就漢米爾頓

（G. Hamilton）之見可知，銀髮族心理老

化有下列心理特徵：保守、對健康或經濟

問題感到不安、有輕度妄想症、感情怪異、

常陷入回憶沈思中、興趣範圍越來越小、

適應能力減退、消極罪惡感等。若銀髮族

遇到心理挑戰時，若調適不足或是家庭、

社會的支持不足，有可能最有心智障礙的

問題。最常見的銀髮族人心智障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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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 (Dementia)、憂鬱 (Depression)、譫妄

(Delirium)，俗稱「3D」的疾病，此三者往

往造成銀髮族在短時間內功能衰退，除了

導致銀髮族的自我照顧能力受損外，也給

予照顧者很大的負擔，影響生活的品質及

彼此的關係（翁菁甫、林坤霈、詹鼎正，

2014：158）。憂鬱症會造成嚴重的功能

失能與較高的自殺率，憂鬱症的防治也成

為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醫學界及心理學

界日漸正視銀髮族的憂鬱問題（莊凱迪、

蔡佳芬，2008：2）。由此可知，銀髮族

的心理問題是目前高齡學界、醫學界及心

理學界深受重視的議題。

肆、�因應銀髮族面臨的心理挑戰之協
助策略

一、�幫助高齡者持續的學習及參與社

會活動

高 齡 學 習 是 目 前 各 個 國 家 開 始 重 視

的政策之一，而教育與學習乃是導入高

齡者社會參與的要素，伴隨教育與學習活

動的推廣，有益於高齡者在老化過程中，

享有較佳的生活品質，且可以達到活躍老

化 的 理 想（Boulton-Lewis, Buys ＆ Lovie-

Kitchin, 2006）。 黃 富 順（2004） 認

為，高齡者想要進行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的不二法門，需要藉由學習活動

的參與而提高其生活滿意度，並且參與社

會的活動，持續的接收訊息及和他（她）

人互動，及維繫情感。透過學習，高齡者

可以吸收新的知識，有助於高齡者適應快

速變遷的社會，亦可以讓高齡者的人力資

源重新運用與開發，而其豐富的社會支持

與人際網絡，對於健康的生活品質與壽命

的延長有著相當重要的關係。透過學習活

動的參與，有助於促進高齡者晚年生活的

適應（劉宏鈺、吳明儒、吳曉君，2012：

131）。

教育部（2006）在出版《老人教育白

皮書》提及，應該幫助銀髮族學習心理方

面的健康，鼓勵其參與社會的活動。促進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可透過鼓勵高齡者人

更多的社會參與，或是直接「增權賦能」

（empower）給老年人。鼓勵高齡者社會

參與、世代參與（與不同年齡層的人有交

流分享的機會），給予高齡者的自信心，

肯定其自我存在價值。透過此，高齡者才

會有較佳的身體保健。舉例而言，可以鼓

勵參與者參與社區大學、樂齡大學的學習，

該學習場所的課程非常多元，選擇管道非

常多，其可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想參加

的課程，進行終身學習，及多與社會接觸。

若有特殊專長的高齡者，亦可至該學習場

所擔任講師，發揮所長。此外，在其它時

間，亦可以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參加

相關的社會活動，走入人群，亦可轉化過

去認為高齡者即是被照顧者的偏見。

二、�提供高齡者心理之支持，並且給

予相關的福利措施

高齡化時代，應尊重高齡者的自主權，

維護他（她）們的尊嚴，加強其自我概念

（教育部，2006）。據 Thornton（2002）

研究可知，人們對於老化的認知，大部份

仍充滿負面的刻板印象，無法給予高齡者

心理的支持，例如認為高齡者是不健康的、

心靈不敏銳的、寂寞、愛抱怨、沒有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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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少價值的、衰退、無法學習…等，

此是影響高齡者心理的一大因素。因此，

應提供高齡者的心理支持，相關機構亦可

以開設高齡者心理學的基礎課程，幫助人

們在與高齡者相處時，有基本的觀念，亦

可更加的了解高齡者的心理。政府及相關

單位，亦可提供與高齡者有關的福利措施，

如為高齡者舉辦相關的學習活動、社交活

動；此外，亦應訓練具高齡心理學專業的

心理師、輔導人員或志工，當高齡者有心

理方面的問題時，可適時的尋求支援。

聯 合 國 將 1999 年 訂 為「 國 際 老 人

年」，主要的目的是期待全世界皆可走

向接納所有年齡層的社會，轉化過去對銀

髮族的看法，過去的觀念常停留於銀髮族

是即將走向生命盡頭者，甚至有人認為，

銀髮族是家庭的負擔，有些人在年老的日

子，變得沒有尊嚴及失去自我概念，或者

是有認同失調的問題。對於銀髮族而言，

良好的生活品質及正向的心理認同及社會

支持非常重要，不能只停留於醫療品質的

提升，更應幫助高齡者可活躍自己。聯合

國在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政策」，主

張由「健康」、「參與」及「安全」，提

升高齡者的生活品質，並非只有延長壽命

（WHO,2002）。

伍、結語

由此可知，健康的老化不再只是身體，

也包含心理，有時，心理的問題比生理的

問題更大。銀髮族成功老化不再只是生理

的健康老化，亦包含心理的健康，若心理

可活躍的話，他（她）們身體老化的速度

會比較慢，也比較不會有老人失智症，或

者是其它心理疾病的問題。觀諸臺灣的現

況，臺灣除了重視銀髮族的身體，也日漸

重視其心理及相關的福利。目前，社區大

學、樂齡大學對於高齡者而言是相當佳的

學習資源，可以幫助其終身學習，也可結

交朋友，尋求其它的歸屬感。此外，目前

有些大專院校亦成立與銀髮族福利及社工

有關的科系，或者是開設相關的學程專班，

以培育相關的人才，幫助高齡者活躍老化。

若高齡者可提早面對老化的生活，做好生

涯規劃，及調適自己在年老後面臨的轉變；

此外，政府若可研擬與高齡者有關的福利，

相關機構可規劃課程及活動，幫助他（她）

們學習，高齡者可達到健康老化的理想，

並可享有快樂的年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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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社會進步、醫藥發達，出生率及

死亡率逐年降低，臺灣老年人口的比例正

大幅增加，高齡化社會已成為重大議題，

所產生的現象與問題也逐漸浮現。高齡者

的長期照護問題，預測 2025 年臺灣將進

入「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將 達 475 萬 人， 占 總 人 口 20%， 每 五 個

人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 ( 行政院主計處，

2013)，長期照護如果全部由政府負擔，

將是一筆龐大支出，為了減輕政府財政赤

字、預算壓力，應開放引進民間資金提供

部分長照服務，並回歸市場機制。但是國

內長照體系較屬於非營利性質，如開放壽

險業資金投資長照，恐引發部分立委、社

福團體和相關學者專家強烈不滿，質疑財

團壟斷的嫌疑 ( 張根誌，2013)。在目前長

期照顧服務系統建構的缺乏完整性的情況

下，不論是長照十年計畫或是壽險業介入

長照，仍有許多爭議與待解決的問題。

另一個社會持續關注的議題，楊通軒

臺灣長期照護之研究：社會企業觀點
蔡淑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生

摘　要

臺灣地區人口高齡化，老年人口增加與生活照顧的時間延長，加上少子女化與

家庭型態的改變，家庭照顧人力減少，照顧的意願也下滑；基於此，透過社會政策

來協助老人退休生活，提供照護功能，讓家人短絀照顧人力得以舒緩，成為了當前

重要議題。目前，2014 年九月初，行政院正式提出「社會企業行動計畫」，其中

有關長期照護的政策中，「看護外展服務」計畫雖未受到大多數社福團體的青睞，

但是弘道基金會提出申請並在新北市開始試辦，政府首次與民間合作，推展新形態

的「走動式服務」。透過「照服員巡迴走動式」的服務提供，讓長輩可以在熟悉的

居家環境中，接受最適切的服務。讓家人不再獨自承擔龐大的照顧壓力、因應家庭

照顧而提供彈性的內容與時間，滿足多元需求、亦不用擔憂外籍看護工的照顧品質

以及管理問題，家庭可以找回生活品質與相處關係，使長輩能擁有舒適、有尊嚴的

老年生活。透過社會企業之理念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新典範。本研究以社會企業觀

點介入長期照護的模式探討，可供未來長期照護發展之參考。

關鍵字：高齡化、長期照護、青年失業、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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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提到：受到長期經濟結構調整，以

及近期景氣變動之影響，我國的就業市場

勞動供需呈現了下列幾種變化：國人不願

從事基層操作性工作，形成人力不足、失

業率高升、外勞與國內部分勞工之運用產

生互動影響、勞動參與力提升不易之問題。

近幾年來失業率居高不下，根據行政院主

計總處 102 年失業率為 4.18%，若就各年

齡層的失業率來看，15~19 歲、20~24 歲

以及 25~29 歲的失業率高居所有年齡層之

冠，在 2013 年分別為 9.65%、13.75% 以

及 7.11%，相較於平均 4.18% 的水準高出

許多 ( 行政院主計處，2013)，顯示我國青

年的失業率是平均失業率的一倍以上，青

年問題的失業嚴重。可見青年高失業率為

社會問題之一。青年是國家未來的主人，

青年所找的第一份工作對於未來的人生與

職涯都有決定性的因素，青年一旦陷入長

期失業，對其身心不僅會造成影響，更不

利於未來工作的尋找，對於家庭以及社會

也是沉重的負擔，因此，如何解決青年的

失業問題即成了當務之急。

貳、�人口老化與青年就業問題：發現
社會企業

臺灣近年苦於人口老化與青年就業問

題，行政院在 2013 年度政務委員馮燕以

「發現社會企業」專題：鼓勵青年投入社

會企業，特別是參與長期照顧，以社企一

舉解決長照與青年就業問題。這項構思，

七月已落實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在新北

市試辦的社區型長照服務，有多名八年級

生參與。《聯合報系願景工程》（2013 年

10 月 28 日）刊載：馮燕深感政府過去推

出的「長照十年計畫」兩大問題：一是只

針對主要住在機構的失能老人，忽略其他

兩百多萬名雖未失能、但也需照顧的老人；

二是為給本地勞工工作機會，只培訓本勞，

但未能提高照顧者的工作機會，收入有限，

結果五萬多名受訓者，只剩一萬多人還留

在崗位，本國照顧人力嚴重不足。弘道的

試辦計畫，正試圖一次改善上述多種問題。

弘道借鏡北歐作法，以居家服務為主、機

構照護為輔的路線。服務者不再只守著一

家，而是社區共聘、共餐、共食，更親切

又經濟。彌補現行長期照顧制度的缺失，

「走動式照顧服務」是「弘道」今年開始

試辦的創新服務模式，以社區及居家服務

經驗為基礎，結合受過專業訓練的照顧服

務人員及外籍看護工，提供短時間、多次

數的客製化服務。如表一所述，服務內容

可依家庭不同的需求彈性調配，從身體照

顧、協助完成日常生活事宜等，並依照不

同的需求程度收費。試辦階段以 8 名臺灣

居家照顧員搭配 8 名印尼籍看護，兩人一

組支援分工，由 8 組人員服務 24 個家庭，

可望有效解決臺灣照顧服務人員不足、家

庭經濟負擔沉重、外籍看護工照護品質及

管理問題，對於不需要 24 小時照顧服務的

家庭，提供另外一種選擇。

經營公益團體，林依瑩刻意捨棄悲情

的募款模式，在創新服務的思維下，將「弘

道」的三大核心價值—弘揚孝道、社區照

顧、不老夢想，找到更多發展的空間，也

進一步將「弘道」提升定位為老人關懷服

務產業的創新研發平臺。最特別的是，試

辦計畫中十一位本勞，有四位大學相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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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畢業生，擔任「照顧秘書」，負責老人

需求評估、工作內容設計等，個個都覺得

深有成就感。留住青年投入長照，關鍵之

一是提升工作尊嚴感，讓職等設計有前景，

例如從助理可升到秘書、督導等。馮燕說：

「臺灣許多社會問題，都可靠社企議題串

聯！」社企就是用企業手法解決社會問題，

利他主義滿足許多現代青年對工作意義與

使命的需求。為讓弘道以社企運作，避免

營利之譏，她與各部會還排除許多法令障

礙，讓計畫上路。

另一方面，早在 1994 年銀髮產業尚

未受到關注之前，蔡錦墩便懷抱著創造高

齡福祉社會「福氣、快樂多」的理想，以

「歡歡喜喜的服務、輕輕鬆鬆的照顧」

為宗旨，成立「福樂多醫療福祉事業」。

在創辦之初就自許是營利事業中的福祉事

業，堅持以企業經營的模式實現自己的願

景。從生活輔具的販售、長照機構的設計

規畫、居家無障礙空間的改造，到引進日

本加賀谷宮本式音樂照顧，以及推廣身心

機能活化運動，成為促進身心健康、延緩

老化的活動宣導媒介；從硬體到軟體、失

能者的生活到健康者的預防照護，「福樂

多」廣泛延伸關心觸角，發展出多元的事

業項目。福樂多要成為高齡者的 7-11，

讓銀髮族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社區裡安享晚

年，在生活上得到健康、支援、照護等多

走動式服務 外籍看護工 居家服務

使用資格 有照顧需求的家庭均可

申請。

1. 80 歲以上且巴氏量表

60 分以下。

2. 持有特殊項目身障重

度手冊，巴氏量表 35

分以下有全日照護需

求。

1. 需向長期照護管理中

心提出申請評估。

2. 長輩住院時則無法使

用服務。

服務內容 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

滿足使用者全能需求。 個人看護。

1. 需向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提出申請評估。

2. 長輩住院時則無法使

用服務。

服務時間 1. 在夜間、假日時段。

2. 專人到宅提供一天多

次的服務。

24 小時。

服務時段有限制，無法

適時提出照顧需求。

照護品質 專業人員提供服務及品

質保證。

需自行訓練，較難控管

品質。

有專人提供服務及服務

品質管理。

費用 依服務項目及頻率計算 每月 2.5 萬左右 視服務時間長短及政府

補助額度不同，自費每

小時最高 230 元。

限制 若需搭配外籍看護工提

供照顧，須配合外籍看

護工申請資格。

需提供食宿及對家人不

當對待或是行蹤不明的

風險。

政府核定的服務時數有

限，服務時間之外的需

求仍需其他方案。

表一　�臺灣長期照顧服務現況

資料來源：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官方網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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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一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計畫 圖片 ( 二 )：福樂多居家生活館現場說明

重服務，享受有品質的樂齡人生！長期照

護方面服務產業多年，蔡錦墩一直樂於與

產官學界分享他豐富的實務經驗，規劃多

種研修教育課程，包括身心機能活化運動、

加賀谷宮本式音樂照顧、高齡與中風者模

擬體驗。鑒於照護人才培育的不易與不足，

特別與大專院校合作開發情境示範教室，

將實務服務內涵導入學校教育，並提供學

生在企業機構實習的機會。

參、社會企業介入長照系統之成效

有限利潤分配原則：

根 據 Bacchiega 與 Borzaga(2004) 所

述，社會照顧服務的最佳提供部門不是市

場，但可能也不是傳統的非營利組織，而

是能夠有效利潤分配的社會企業。合理的

利潤分配，若能和照顧服務的品質及擴張

表現相連，即可對工作人員形成有效的「誘

因結構」。又不致產生為求超高的利潤而

瘋狂投機 ( 例如惡性促銷、偷工減料 ) 的

行為。「有限利潤分配」，對於非營利機

構擴張社會服務，相對來說是一種正面誘

因，就看如何化解神聖性的焦慮。而促進

社會照顧型的非營利組織能量，也許不是

堅持營收需全數用於組織的公益目的，不

得直接或間接分配給任何私人，而是使之

「社會企業化」讓誘因結構的方式制度化、

檯面化。創造體面的工作，而非少數人才

能投入的事業。( 王兆慶，2013)

有效兼顧「社會目的」：

有效定義長照機構的社會目的—照顧

為重、而非經濟利益優先，並使之操作化，

例如，設定有限的利潤、合理的收費，以

促進跨階層家庭使用。設定合理的勞動條

件，以維繫照顧品質。這些元素，可能是

社福政策綱領或內政部長談話 ( 陳慧萍，

2013) 中蘊含的「社會企業化」制度化所

應具備的思考。( 王兆慶，2013)

肆、社會企業與長照的擴散性

社會企業關注在長期照顧的趨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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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的相關研討會活動。在 2013 年 4 月

27 日舉辦 2013 青銀共創銀髮商機研討會

以「啟動青年創業之基因，激勵銀髮再造

之活力；整合青年之動力和銀髮之資源，

共創臺灣新經濟及社會福祉」為主要宗旨。

弘道的執行長林依瑩受邀出席，將到場和

大家一起分享她所看到的銀髮需求與趨

勢。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也在 2013 年 10 月

25 日，嘉義市舉辦社會企業暨推動課後照

顧服務及長期照顧服務觀摩活動，同時結

合身心障礙與居家照顧關懷等弱勢議題，

其中提到共同正視人口老化的增加及照顧

服務等問題，並探討如何提供老人整體性、

優質、多元、連續性的照顧服務，並以「安

全、充實、尊嚴、快樂」的核心價值，讓

長者獲致溫馨的頤養生活為目標，以增進

社會問題及促進就業效益之成效，並培養

人員對於社會企業共同推動的動力。

還有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在 2014 年 7 月 21 日「打造銀髮族的友善

社區」及「公益旅行發現幸福社會」社會

企業國際研討會，由輔仁大學承辦規劃 10

場的社會企業國際研討會，邀請到國內、

外優秀且成功的社會企業家及組織，分享

其在各領域的實務經驗及案例。議題包含：

身心健康照護、青年創業培育、弱勢就業、

教育文化、老人醫療照護、綠色環保產業

……等。期望透過國際交流與跨界對談，

激盪出更多創意的火花，增進臺灣的社會

企業多元面向的發展；同時，也使雲嘉南

地區的社會企業能夠成長茁壯，擴大其在

社會的正向影響力。

圖片 ( 三 )：2013 青銀共創銀髮商機研討會

圖片 ( 四 )：�「打造銀髮族的友善社區」及「公益旅行發現幸福社會」
社會企業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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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失業以及社會照護，長期而言被視為

兩個分離的議題，而政府所提出的解決方

案，造成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但卻未能充

分化解民眾的困境。(2010，謝宇程 ) 若能

利用社會企業經營的模式，嘗試將失業者

視為一項資源，將其力量用在最缺乏人力

的照護服務上，則可以產生事半功倍之效。

根據郭雅煖 (2010) 所提出的照顧服務業中

具有社會企業特質，本研究整理為以下四項：

( 一 ) 兼具社會目的與經濟利益的特性：

照顧服務產業乃是連續性、多元化服

務項目的整合，從家庭出發到社區鄰里之

間或透過機構式的照顧，需要結合民間力

量與居民一同合作，連接各個載點發揮各

種力量，組織發展必須同時兼具社會目的

與經濟利益的特性。

( 二 ) 財源來源的自主性：

社會企業有各種類型，照顧服務產業

主要以販售服務的方式獲取資源，收入來

源穩定。組織發展最需要財源的支持，財

源自主程度可作為一標準。

( 三 ) 服務效能的提升：

社會企業的創新在於增加財源自主性

之後，組織發展能夠繼續發展社會使命、

社會目的以及組織的服務。因此，組織發

展社會企業後組織服務效能及組織績效能

有提升。

( 四 ) 創新的領導特色：

社會企業的發展不僅是組織發展的革

新，也是組織經營型態的新轉變，組織中

接受資訊、訊息的領導者須洞見觀瞻，面

對環境現況體悟出對組織發展有益的決策

及領導策略。

如同勞委會職訓局局長林三貴所說：

「長期照顧是臺灣最龐大的內需產業，社

會企業是滿足這項需求的最好辦法。」林

三貴長期關注社會就業問題，表示從就業

角度看，有兩百多萬待照顧者的長期照顧

產業，還是一大片等待耕耘的綠地等著青

年投入。可見社會企業之於長期照護這一

塊值得嘗試，社企方式介入長期照護逐漸

產生擴散性，在臺灣各地陸續引發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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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Routledge.

Forelich,K.A. (1999).D〝Diversification 
o f  R e v e n u e  S t r a t e g i e s : E v o l v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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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n p r o f i t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N o n p r o f i t  a n d  Vo l u n t a r y  S e c t o r 
Quarterly28(3):24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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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據統計，德國於 2009 年起正式邁入

「超高齡社會」- 指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

人口比率達到 20%，依該國聯邦統計局推

估，2030 年將增至 29%、2060 年則高達

34%。至於人口平均年齡亦將由 2009 年的

43.3 歲，提高至 2060 年的 50.4 歲 ( 德國

聯邦統計局，2014)。面對人口及勞動力

結構老化的不可逆趨勢發展，德國一直對

終身教育抱持著積極的態度，而德國每年

至少有一半的人口參與正式的終身教育活

動 ( 吳明烈，2000)。

2014 年 9 月初，德國發生嚴重的鐵路

火車司機員罷工事件，研究者的恩師周教

授困在車陣中，眼看著數小時後回台灣的

飛機即將起飛，周教授心急如焚卻束手無

策，此時，有位高齡八十餘歲的老奶奶看

出周教授的不安，趨前詢問周教授是否可

以幫忙？周教授就在老奶奶熟練的網路資

訊查詢中找到了平安且及時到達機場的路

並且順利的回到台灣，而重點是該位老奶

奶並非資訊的專家，而是在德國的終身教

育系統中習得了今日助人的媒體素養。周

教授本身是媒體素養教育的專家，這也引

發研究者探討德國終身教育與媒體素養教

育結合的動機。

本文將從德國終身教育的發展與策略

談德國終身教育的趨勢、從德國媒體素養

教育的發展與終身教育中的媒體素養面向

談德國媒體素養的現況，最後則作結論談

對我國推動終身教育的啟示。

貳、德國終身教育的趨勢

一、德國終身教育的發展

終身教育一詞的揭示始於 1920 年，

而德國早就有成人教育的雛型與制度，

1919 年 德 國 威 瑪 憲 法 第 148 法 要 求 各

級 政 府 支 持 設 置 成 人 教 育 中 心。1945

年 後 更 逐 步 落 實 在 許 多 邦 的 憲 法 中。

1960 年德國教育制度委員會 (EUTSCHER 

AUSSCHUSS FÜR DAS ERZIEHUNGS-UND 

BILDUNGSWESEN) 也建請各邦提供經費並

開設成人教育的相關課程。1970 年後許多

邦開始制訂成人教育法，並強調政府對於

成人教育的責任。1973 年德國將「終身

教育」概念納入成人教育。由德國教育審

議委員會（DEUTSCHER BILDUNGSRAT）

制定「教育制度結構計畫」（Strukturplan 

für das Bildungswesen）， 提 出「 終 身

學習的原則」發展教育計畫，並強調將

成人教育發展成第四項主要領域，與學

校 教 育 等 同 重 要 價 值。1987 年 末， 聯

德國終身教育與媒體素養結合的趨勢對
我國的啟示

曾春榮 / 新北市立土城國中校長

郭朝慶 / 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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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科學教育部建立終身教育一致性活動

（Konzertierte Aktion Weiterbildung）。

它提供終身教育學習者相關的溝通與合作

平 台。1990 年 德 國 聯 邦 議 會 (Deutscher 

Bundestag) 的 研 究 委 員 會 (Enquete-

Kommission) 發表「未來的教育政策：教

育 2000」(Zukünftige Bildungspolitik– 

Bildung 2000) 總結報告書，終身教育是

這份報告中的重要主題。1997 年德國聯

邦 教 育 與 研 究 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BMBF) 在 聯 邦 議

會 中 以「 終 生 學 習： 職 業 繼 續 教 育 的 情

況 與 展 望 」(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 

Situation und Perspektiven der beruflichen 

Weiterbildung) 為題作報告。1996 年通過

了「晉陞進修教育促進法」(Aufstiegsfort

bildungsförderungsgesetz)，2000 年 聯 邦

議會以「全民終身學習：擴展與強化繼續

教育」(Lebensbegleitendes Lernen für alle 

–Weiterbildung ausbauen und stärken) 為

題，宣示德國推動終身教育的企圖與決心

( 任春，2007；吳明烈，2000；詹棟樑，

1999)。

在德國，終身教育被認為是成人的擴

充教育，主要包括成人教育和職業繼續教

育。終身教育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

狹義的是指有一定連續性和有組織的教與

學的活動，例如國民高等學校和大學擴充

教育等；廣義的則如廣播、電視、圖書館

等社會教育範圍也包含在內。總之，終身

教育是以涵攝從搖籃到墳墓的教育 ( 任春，

2007)。

二、德國終身教育的主要策略

德國終身教育的推動非常積極，其主

要策略說明如下 ( 任春，2007；吳明烈，

2000；詹棟樑，1999)。：

( 一 ) 遵循歐盟終身教育的主軸，強調參

與、品質、認可與評量、弱勢族群

組成等四大原則。

( 二 ) 採雙證制度的教育，讓終身教育學

習者既可以升學，也可以得到職業

證照。

( 三 ) 每年終身教育學習者可以申請帶薪

教育休假 10 天進行學習。

( 四 ) 學習節的實施，每年約有 3000 多個

團體，超過 10 萬人參加，學習節的

目的在於創造一個終身學習的機會

和文化，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

讓終身教育成為永續發展的制度。

( 五 ) 強調自我導向的學習，以學習者為

中心，從事適合學習者需求的終身

教育。

( 六 ) 德國定期調查全國民眾終身學習參

與度、滿意度、需求等，作為未來

改革終身教育的參考。

( 七 ) 重視「新媒體與溝通科技」，德國在

發展終身學習的過程中，即試圖透

過現代化的多元媒體，建構多元的

虛擬學習環境 (virtuelle Lernwelt)，

以拓展與延伸學習時間及空間，並

建設學校的網路環境與發展學習科

技，也進行了許多專案如中高齡 (50

歲以上 )「網路共同學習計畫」，因

此媒體素養教育成了現今德國伴隨

著終身教育發展的重要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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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德國媒體素養教育的現況

一、德國媒體素養教育的發展

Berlakovich（2009a） 指 出， 德 國 媒

體教育的發展，和當時的社會、政治、經

濟及科技發展週期相稱，其媒體教育的

發展大概可以分為 1. 以規範、控制為主

的 保 育 媒 體 教 育 學、2. 以 解 放 思 想 為 中

心 的 批 判 媒 體 教 育 學、3. 以 行 動 為 導 向

的媒體教育學三個階段。1989 年德國派

員參加歐洲國家教育部長會議，並共同

宣示「媒體教育與新科技教育」決議文

（Resolution on Education in Media and 

the New Technologies）， 在 這 項 重 要 的

文件中強調媒體教育的目的係「賦權」、

「解放」與對媒體訊息作思辨性的理解，

同時重視媒體的倫理、父母在媒體教育中

的角色、媒體近用及媒體知識與學校教育

的相輔相成（吳翠珍、陳世敏，2007）。

1990 年代德國的部分學校開始將媒體教育

納入必修課程，是媒體教育正式走向學校

的開端（Fedorov,2008）。而德國聯邦在

1996 年 12 月通過《多媒體法》草案（1997

年 8 月 1 日正式施行），成為全世界第一

部全面監管新媒體的法律，除了有效阻止

暴力及色情對青少年的危害，也保障智慧

財產權，促進媒體的多元發展（李紀平，

2010）。1997 年德國各邦文教部長聯席

會議決定，正式把媒體教育納入師資培訓

內容（Fedorov,2008）。1998 年起德國全

力進行網路建設，但網際網路的普及率仍

為西歐中最低的，仍待加強努力（Dora，

2011）。2003 年 4 月 1 日，德國通過了

世界第一部《青少年媒體保護國家條約》，

更進一步的規定了網路內容的分級、標識

及過濾，讓青少年遠離暴力、色情等危害

青少年健康成長的不良信息。除了法律的

制訂外，政府的外部監管、家長的監管義

務及社會的共同監督也必不可少（李紀平，

2010）。歐盟於 2006 提出 MEAC（跨課

程媒體教育）項目，簡言之，媒體教育應

該納入所有的科目（meac 網 ,2011），因

為 德 國 自 1952 年 煤 鋼 共 同 體 起 至 1993

年歐盟創建後，皆為歐盟的重要成員國，

採行歐盟一致對外的決策（中華民國外交

部，2011）， 因 此 其 中 小 學 大 抵 接 受 歐

盟的提案。至於在高等教育的部分，截至

2007 年為止，德國大學有 65 所 72 個學

院開設媒體教育學科的相關專業（吳木鑾，

2007）。

二、德國終身教育中的媒體素養面向

目前，德國大約有 1584 份報紙，2 萬

種雜誌（發行量達 1.27 億），每年出版

圖書 8 萬冊，廣播電台有 341 家，電視有

38 台，網路用戶 1850 萬戶，手機普及率

58%，新聞自由度第 18 名，具有這些豐富

的媒體環境，對於德國推動終身教育可說

是錦上添花，而德國全國對於年輕人、教

師、老人的媒體素養進修更是不餘遺力。

（李蘇，2010）。

德國人也非常熱衷閱讀，除了圖書仍

然榮登 2013 年聖誕禮物之首外，根據”

德國讀書基金會”公佈的調查資料，德國

有 81% 的家庭每天陪子閱讀（中國青年

報，2014），在德國終身教育的範疇中，

閱讀仍是推動媒體教育重要的策略之一。

德國的公共電視在媒體教育中也佔了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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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 重 的 角 色， 他 們 出 版 媒 體 教 育 手 冊，

供教師實施媒體教育時參考。另外，德國

有 3,000 多 座 博 物 館， 收 藏 十 分 豐 富，

許多博物館提供語音導覽，也有許多互動

式的設計 ( 如觸控螢幕 )，讓民眾在參觀

博物館的同時，可透過多媒體的導覽、教

育與測驗等，得到與該博物館相對應的知

識，也因此德國人可以有充分的機會體驗

媒 體 及 近 用 媒 體， 提 升 媒 體 素 養。 而 有

關媒體素養的官方或民間活動可從網站

中察覺，一直到 2014 年為止都非常的熱

絡而不曾中斷，其中尤以巴登 - 符騰堡邦

(Baden-Württemberg) 的 全 邦 媒 體 教 育 中

心 (Landesmedienzentrum, 簡 稱 LMZ) 最 為

積極，不但提供豐富的影音資料供教師教

學使用，也提出各種不同型態的培訓計畫

供不同的教育階段及學校參考。

另外，德國過去推動提早退休制度，

但隨著人口老化嚴重，經由歐盟的協助，

德國政府目前積極推動數位學習的政策，

稱之為達文西計畫 (Leonardo da Vinci)，

亦稱為終身教育計畫。這個計畫的期程是

2007-2013 年， 透 過 整 合 的 數 位 學 習 機

制，如福斯汽車就讓勞工能接受正規的職

前訓練，為重返職場預作準備，除了提高

勞工的水平外，並藉此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 林立綺，2008)。

在德國媒體素養教育就是要讓終身教

育學習者學會（Berlakovich,2009）：

( 一 ) 用媒體技術有效地獲取、存儲、檢

索和共享內容，以滿足他們的個人

和社會的需要和利益；

( 二 ) 從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的來源以及廣

泛的媒體形式和內容中，作出明智

的選擇；

( 三 ) 了解媒體內容如何以及為什麼生產；

( 四 ) 批判性的分析媒體所使用的技術、語

言和慣例，以及它們所傳達的訊息；

( 五 ) 使用媒體創造性地表達和交流思想、

信息和意見；

( 六 ) 識別、避免或質疑伴隨著媒體服務

內容而來的，攻擊性或有害的媒體

內容；

( 七 ) 有效利用媒體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權

利和公民責任。

肆、代結語 -- 對我國的啟示

科 技 的 發 展 日 新 月 異， 許 多 過 去 不

曾想像過的媒體樣態與工作形式都一一的

在生活中真實呈現。過去，在德國，「行

動的媒體」只意味著報紙雜誌等媒體載具

隨著火車等交通工具旅行到其他城市，而

現在的媒體匯流更隱含著電視、桌面和

行動裝置背後的網路主宰著我們每天閱聽

的媒體內容。也就是說不管你是否願意，

APPS、開放資料及巨量資訊 (BigData) 的

運用將徹底的顛覆我們現有的媒體世界。

多元的媒體與五花八門的資訊，讓兒童、

青少年甚至成人花費更多的時間。Prensky

（2001） 使 用「 數 位 原 住 民 」(digital 

natives) 來形容 1980 年代以後出生的新世

代，他們伴隨著新科技出生，習於多工作

業與網路多媒體，喜歡主動探索，形成即

時性、個別性、互動性、虛擬性、參與性、

多元性、控制性等特性。

德國推動終身教育給我國的啟示是：

1. 要讓終身學習成為每個人的習慣；2.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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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問卷調整課程以符合終身學習者自我導

向的學習；3. 要給終身學習者帶薪假；4. 要

辦理類似學習節的推廣活動；5. 要建立終

身學習者的網路學習社群。

德國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給我國的啟示

是：1. 要建立積極而正向發展的媒體環境；

2. 要督促媒體從業者的社會責任；3. 要國

民終身學習並不斷地提升媒體素養；4. 要

讓國民能學會使用媒體展示並發表自己的

意見；5. 要讓國民能建立正確的使用媒體

的技巧與習慣。

而德國推動終身教育與媒體素養教育

的連結與整合方向帶給我國的啟示是：

一、教育隨時可回流，過去都要完成一定

年限的學校教育才會進職場，在科技

進步的今日，具有職場經驗的學習者

反而更能聚焦在自我導向的學習。

二、數位科技的應用可以彌補中高齡者體

力的限制，反有利於其智慧及經驗的

傳承。

三、網路遊戲、線上瀏灠與線上社交，不

全 然 帶 給 學 習 者 壞 處， 它 們 也 可 以

促 進 學 習 者 視 覺 記 憶、 多 工 作 業、

後 設 認 知、 注 意 力、 語 言 素 養， 甚

至 可 擴 大 終 身 學 習 者 的 知 識 基 礎

（Johnson,2006）。

四、在資訊來源多元化的今日，我們很難

阻絕民眾觀看不正當的媒體，但是可

以透過媒體素養教育讓終身學習者學

會批判性的觀看技巧，可得其利而避

其害。

五、當我們有機會進行公民社會參與時，

可以扮演公民記者的角色，從不同的

視角去報導，增加社會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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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全 球 高 齡 化 社 會 的 來 臨， 圖 書 館 界

應思考如何積極準備針對不同老年人口之

特徵，提供有尊嚴、個人化、社區化的服

務。同時，正確的老化觀念及對老年人的

態度需要推廣，圖書館應預備自身的從業

人員將扮演推廣的重要管道之一。林珊如

（2004）研究指出美國圖書館界於 2005

年白宮老化會議中，針對圖書館在全國老

年服務的角色及政策提出六大領域及其

相關建議。前美國圖書館學會會長 Betty 

Turock 強調：「我們要讓圖書館成為國家

高齡化社會服務規劃的重要角色之一」。

這也代表進入老人國的國家圖書館事業的

標竿。

近年來，臺北市立圖書館增加的服務

措施包括：提供通閱服務、設置還書箱、

簡化辦證手續、提供視障者「書香快遞」

宅急便服務、開辦線上參考服務、提供線

上影音服務、設置綜合服務臺單一窗口服

務、製作「聽！臺北在讀書」廣播節目、

綠美化閱覽環境、製作雙語標示、編印中

英版對照簡介、好書交享閱、開辦電子書

借閱服務等（曾淑賢，2003）

面對高齡化衝擊，各國圖書館紛紛提

出對應策略，臺北市立圖書總館是全臺借

書量最大的圖書館，大安區又是高知識銀

髮族老化地區，和一般偏遠鄉鎮的圖書館

因應方式應該不一樣。因此，本文的目的

將從高齡化社會的發展趨勢中，探討臺北

市立圖書館的因應之道。以成立 70 年的臺

北市立圖書館 ( 總館 ) 進行檢視，透過文獻

查證，提出高齡者的學習需求及動機理論，

並介紹高齡教育的目的與學習特性，以及

高齡者學習環境與空間需求的獨特性，藉

以論述此機構的發展現況，並提出未來因

應措施，以供參考改進。

貳、研究動機

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個體平均壽命

的延長，聯合國 (UN)1991 年提出獨立、

照顧、自我實現、尊嚴等五要點，以宣示

老人基本權益保障的共同目標，而國際合

作與發展組織也於 1998 年提出 " 活躍老化

(active aging)" 的主張，其指出「個人與家

庭在工作、學習、休閒與擔當照顧的一生

中，所能享有之高度選擇彈性，公共政策

需透過消除既存限制以促成活躍老化，並

提供終身學習或醫療處遇之支持以增加個

人選擇，進而維持人們邁入老年期的自主

與尊嚴 ( 蕭文高，2010)。當高齡人口日益

增加之際，公共政策的制訂不單在社會安

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因應高齡化社會之
服務規劃評析

蔡妤蓁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成人暨繼續教育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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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福利、經濟文化等面向要有應變

策略，在教育政策與公共資源的使用，亦

需有相對應的因應方法。

目前國人最常使用的公共資源之一為

公立圖書館，依據賴郁秀、陳昭珍 (2008)

調查研究指出，最常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族

群，高齡人口所佔比例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此也顯示出長者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展

現。由於老年期的個體發展階段，仍具有

許多學習的可能性，像是在 (1) 智力方面：

長者的反應速率和流質智力雖然下降，但

已有晶質智力的表現，年輕人未必能及；(2)

記憶方面：一般人認為老人是容易遺忘的，

但老人舊有的經驗是豐富的，在學習新知

識時，新訊息與舊經驗的連結能力不會因

年老而退化；(3) 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老

人的經驗多，統整思考的能力與年輕人不

同，於是能較為周延。由此可見，只要利

用老人的優勢，提供適當學習方式及學習

機會，社會多給予鼓勵學習，老人還能發

揮其潛力 ( 蔡培村，1995)。反倒是，公立

圖書館的學習情境與空間設備，是否能因

應高齡人口的需求，而有所因應應對之道，

至今尚未有文章或研究深入著墨。此外，

研究者於 2012 年暑假期間至臺北市立圖

書館總館實習，透過此期間觀察館內軟硬

體設施現況，發現尚有可改善之處，故進

行本次研究。

參、文獻探討

一、高齡者學習的意義和需求理論

高齡化的社會中突顯高齡者參與學習

的重要性，高齡學習者場域亦日趨普及。

高齡者透過積極的參與教育學習活動，使

行為產生較持久改變的過程，增進個人知

識、技能、態度或價值的改變，有助高齡

者適應與應付老年的生活。以下就學者對

高齡學習的意義和需求說明如下（黃富順，

2008）：

( 一 )�Peterson 的觀點

Peterson（1985）指出高齡者參與學

習活動的主要意義有四，(1) 生活於社會中

的每一個人，都必須繼續不斷的學習；(2)

參與學習活動不只是協助高齡者因應晚年

生活的挑戰而已，更強調高齡者藉由繼續

學習的過程，以促進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

的重要性；(3) 高齡者參與繼續學習的規模

及組織都將日漸擴大；(4) 提供滿足高齡者

學習需求的方式與內容將會越來越趨多樣

化。

( 二 )�McClusky 的研究

有教育老年學之父之稱的 McClusky 於

1971 在「白宮老人會議」（White House 

Confrence on Aging）上，提出高齡者參與

學習的五種學習需求（Peterson, 1983）。

包含：(1) 因應的需求；(2) 表現的需求；(3)

貢獻的需求；(4) 影響的需求；(5) 超越的

需求。McClusky 提出上述五種高齡者的學

習需求，期望透過以教育介入的方式提高

高齡者的生活品質。

( 三 )�Londoner 的研究

Londoner 在 1978 採 用 Havighurst 在

社會學的架構中所提出的工具性的教育活

動和表達性的教育活動的概念（陳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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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將高齡者學習需求的內容分為 (1)

表達性需求課程；(2) 工具性需求課程兩

類。然而因此分類方式是截然二分的概念，

故面臨爭議性的討論。

( 四 ) 黃富順（2009）

在研覽國內外學者對學習需求內涵分

類後，列舉出較具代表性，且與本調查研

究之對象「高齡者」較具相關性的內涵，

將屆齡退休及高齡者學習需求內涵層面分

為以下六個層面探討，其層面定義如下：

1. 家庭與人際關係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與家庭生活人際互動方面的議題。包括：家庭安全的知識、祖

孫相處、婆媳相處、結交新朋友，以及處理人際問題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2. 養生保健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老年期養生與保健方面的知識，包括：認識疾病與預防、保健

運動、養生飲食、醫療常識，以及用藥安全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3. 休閒娛樂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休閒娛樂與嗜好方面的活動，包括：運動類、民俗技藝類、旅遊、

音樂類、舞蹈類、自然科學類，以及易經風水類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4. 社會政治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國內外社會與政治的情勢、法律常識，以及時代潮流趨勢方面

的知識。包括：瞭解國內外政治情勢、國內外社會發展、投票，以及時代潮流趨

勢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5. 自我實現與生命意義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自我實現與生命意義的課程，包括：參與志願服務、晚年生活

價值、語文進修，以及死亡教育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6. 退休規劃與適應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退休生涯規畫與心理調適的課程，包括：退休生涯規畫、退休

心理調適、再就業技能輔導、高齡其財務規劃，以及老人福利與服務資源的瞭解

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表一　高齡者學習需求內涵表

由上述六點可以看出，高齡者由於時

間充裕，因此前往圖書館參加活動、讀書

會、義工機會增加，不但可以增加新知，

結交朋友，自我提升，因此圖書館老人讀

者人數有明顯增加（曾淑賢，2003）。

二、�高齡者學習環境與空間需求的獨

特性

高齡者的學習環境與空間的獨特性，

是要能因應其老化特性的發展而定，由於

年長的過程會伴隨身體機能衰退、行動與

反應變慢，故更需要外在環境設施與設備

的配合，方能使其維護最大的自主性與保

障其安全，例如：公共空間的使用、廁所、

樓梯、走廊通道、燈光、展示說明、以及

無障礙的設備之使用等。

研究結果發現：(1) 需考量動線的流暢

性 : 服務櫃臺與大門、電梯及樓梯的方向

應在同一側；(2) 照明角度及高度應適當；

年長時需要明亮的燈光輔助閱讀；(3) 提供

多選擇的座椅 : 包括軟墊座椅、單人閱讀

椅、以及不同高度或具備扶手的座椅；(4)

注意環境通風性，特別是空氣不佳時，更

會造成原有慢性病的不適；(5) 提供多選擇

的桌子 : 如輔助閱讀之傾斜桌面的閱報桌，

就可以不用雙手一直拿著厚重之報夾；(6)

電梯按鈕材質及型狀應慎選、燈光應足夠 :

由於眼力的退化，對於電梯中的按鈕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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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與人際關係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與家庭生活人際互動方面的議題。包括：家庭安全的知識、祖

孫相處、婆媳相處、結交新朋友，以及處理人際問題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2. 養生保健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老年期養生與保健方面的知識，包括：認識疾病與預防、保健

運動、養生飲食、醫療常識，以及用藥安全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3. 休閒娛樂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休閒娛樂與嗜好方面的活動，包括：運動類、民俗技藝類、旅遊、

音樂類、舞蹈類、自然科學類，以及易經風水類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4. 社會政治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國內外社會與政治的情勢、法律常識，以及時代潮流趨勢方面

的知識。包括：瞭解國內外政治情勢、國內外社會發展、投票，以及時代潮流趨

勢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5. 自我實現與生命意義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自我實現與生命意義的課程，包括：參與志願服務、晚年生活

價值、語文進修，以及死亡教育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6. 退休規劃與適應

係指需要學習有關退休生涯規畫與心理調適的課程，包括：退休生涯規畫、退休

心理調適、再就業技能輔導、高齡其財務規劃，以及老人福利與服務資源的瞭解

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亮度的要求相對更高；(7) 書架高度及距離

使用應適當 : 當要在開架區取件書目時，

對於關節及骨骼退化的長者而言，放置過

高或過低的書目，皆會照成使用的不便；

(8) 標示指標的顏色應該對比鮮明，指標物

的位置不宜在天花板或過高位置 ( 賴郁秀，

2009)。另外，無障礙環境的建置，也不

一定是針對老人，而是需考量所有身心障

礙者的需求，可及性 (accessibility)、可用

性 (usability)、無障礙 (barrierfree)、適用

設計 (universal design) 等概念，如今已經

是經常被掛在嘴邊、多數人耳熟能詳的語

彙，然而從法律規範制定者、身心障礙權

利倡議者、到建築土木等不同的專業人員，

乃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溝通語彙當中，

這些語彙所具有的意涵都不一樣 ( 邱大昕，

2009)。

三、高齡者圖書館使用情形

根據邱天助（2009）針對老年人進行

閱讀習慣調查，研究結果發現閱讀報紙的

老人，以政治、社會、經濟為主；閱讀書

籍的老人，多數傾向人文與生命的閱讀；

雜誌則是老人吸收醫療保健與商業財經資

訊的重要來源。公共圖書館是老年人社會

參與和社會互動的重要管道，協助提供老

年生活必要資訊，對於老年生活品質維護，

有重要意義並能發揮具體功能。

在銀髮族利用圖書館方面，教育程度

高的老年人較常利用圖書館學習，動機主

要是因為自己喜歡學習（王尤敏、吳美美，

2010）。曾淑賢（2009）則指出主要目的

為了解時事及增長知識，而主要從事活動

為閱讀報章雜誌，因此主要活動區域以期

刊報紙閱讀區為主，目前臺北市立圖書館

銀髮族借閱率占所有借閱族群第四位，除

了利用圖書館增長知識、了解時事、打發

時間、查閱資料，也積極參與圖書館辦理

之講座或影片欣賞活動。

此外，臺北市立圖書館於 1983 年成

立志工服務，包含不同年資志工，以老年

志工來說，須年滿 55 歲以上，工作項目包

含行政作業協助與活動推廣教學，臺北市

立圖書館目前志工分為五類，分別是一般

志工（協助行政）、義務林老師（說故事）、

英語志工（英語活動）、視障服務志工及

閱讀推廣志工（讀書會或閱讀指導），並

提供樂齡志工培訓課程。

李 佩 漪、 林 珊 如（2011） 指 出 近 年

來 65 歲以上老年人參與志願服務已增至

21,798 人，是 2004 年的 3.8 倍。其中，

老年志工參與圖書館志願服務，主要為

打發時間、回饋心理及滿足個人內在需求

等，而服務後不僅增加其到館次數與時間，

擔任志工也促使其開始學習利用圖書館資

源，而願意持續參加者多數因服務及回饋

心理。

臺北市立圖書館亦為高齡者設置樂齡

學習資源中心，其中大安區學員共 565 位，

女性明顯多於男性、60-64 歲民眾最多、

以退休及家庭主婦最多。中心活動以「節

能、創意、綠生活」為主軸，主要規劃內

容包含生活技能培訓、健康保健活動、戶

外研習課程等，並依學員興趣建立聯絡網

組成興趣小組，如圍棋、英語、園藝等，

共同聚會學習分享（曾淑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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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結果

為營造書香社會，擴展社會教育，臺

北市立圖書館在全市各行政區普設分館，

透過遍佈全市、深入社區的服務據點，提

供便捷的圖書資訊服務與多樣性的社教活

動，滿足民眾學習、工作及休閒方面之資

訊需求。因應以上發展目標，結合特殊族

群需求，臺北市立圖書館目前已有針對青

少年、兒童、視障者及高齡者規劃特別服

務，包含視障電子圖書館、漫畫館、留學

資料中心、樂齡學習中心及終身學習網等，

其中針對高齡者需求的措施，包含已於樂

齡學習中心推動讀書會等學習活動，並提

供無障礙廁所及輪椅、放大鏡等輔具，可

看出分別進行軟體與硬體設備改善，而銀

髮族的權益也日益受到重視。

未來，臺灣將進入高齡社會，退休年

齡提早，第三年齡健康長者將增加，高齡

者休閒旅遊、社會參與、心靈成長需求將

大幅提升，然而臺北市立圖書館雖已著手

進行部分規劃，但在活動、資訊及空間等

需求仍有不足之處。因此，以下將針對軟

體與硬體層面探討，藉由相關文獻彙整之

資訊，對應臺北市立圖書館可精進之處。

臺北市立圖書館並未特別針對高齡者

提出學習設計，但根據它的宗旨可以看出

它期待成為 (1) 社區的資訊資源中心。(2)

社區終身學習中心。(3) 社區的文獻保存中

心。(4) 倡導正當休閒成為社區的藝文活動

中心。（臺北市立圖書館，2012）。從北

市圖樂齡中心網站看見它想藉由展出有關

退休生涯規劃的書籍，包括休閒、理財、

社會適應、居住安排、進修研習活動、再

就業或志願服務及健康規劃等，推動樂齡

族對退休生活的重視，讓樂齡族能實現「快

樂退休」、「退休快樂」的生活（臺北市

立圖書館，2012）。

根據上述文獻分析以及臺北市立圖書

館提出的宗旨，本研究認為高齡者參與圖

書館學習是時代趨勢，為有效因應其獨特

需求，將從圖書館硬體及軟體兩方面現況

是否符合學者建議來做分析，其中軟體（學

習需求）評估項目乃根據黃富順（2009）

提出之高齡者學習需求內涵表；硬體部分

乃根據賴郁秀（2009）研究結果增修後進

行評估。

評估項目 現　　　　　況 符合與否

(1) 規劃家庭與人際

關係的學習議題

■ 3 樓參考室設立成人教育資源中心，定期辦理市民生活講座、終身

學習等課程，主題多元。

■配合慶祝祖父母節日，各樂齡中心於國父紀念館策展，並於現場舉

辦祖孫闖關活動。

未完全符合

(2) 提供老年養生保

健知識

■具備相關藏書，但未設置專區。

■ 11 樓臺北市大安區樂齡學習中心設置健康檢測區，提供「市民健康

生活照護服務」，包括量血壓、提供健康資訊和遠距照護等服務。

未完全符合

一、�茲就軟體（學習需求）的部分列表說明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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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體的部分列表說明於下 :

伍、建議與展望

一、課程內涵方面

高齡者面對退休後所帶來的衝擊，如

評估項目 現　　　　　況 符合與否

(1) 動線的流暢性 各樓層的服務櫃臺與大門、電梯及樓梯的方向皆在同一側 符合

(2) 照明角度及高度應適當 使用機率高的 2F 閱覽區的燈光的亮度較為不足，且多為白光 不符合

(3) 多選擇的座椅
2F 閱覽區的軟墊座椅主要為靠窗之雙人閱讀以及不同高度或具

備扶手的座椅。
不符合

(4) 環境通風性
2~8 樓的空調皆通暢

B1~3 兒童閱覽室的空調較悶
符合

(5) 多選擇的桌子 如輔助閱讀之傾斜桌面的閱報桌 不符合

(6) 電梯按鈕材質及型狀應慎

選、燈光
目前 3 座電梯內的採光皆較為昏暗，且電梯的按鈕指示為紅色 不符合

(7) 書架高度及距離使用應適

當

目前 4~6F 的開放性書架皆是從地面至天花板的書櫃，書目排放

依類屬 / 書目索書號放置，未有特別將高齡者常用養生健康、

投資理財、退休生活等書目放置手觸可及處。

不符合

(8) 其他環境

廁所扶手 每樓層皆有無障礙廁所 符合

電梯內的座椅 3 座電梯皆無電梯內座椅 不符合

公共空間之樓梯
照明足夠，階梯深度及高度要適當，每一階面皆有止滑條，但

缺乏最後階有色條提醒
不符合

提供可借用之輔具 輪椅、放大鏡，擴視機等 符合

評估項目 現　　　　　況 符合與否

(3) 規劃休閒娛樂與

嗜好活動

■ 11 樓臺北市大安區樂齡學習中心以創意生活為主軸，辦理生活園

藝、創意紙編、生活英語、書法等學習課程。

■由學員自組成興趣社團，各組由樂齡志工或擁有專長之學員帶領學員

學習。

符合

(4) 提供國內外社會

政治情勢、法律

常識及潮流趨勢

■ 2 樓期刊室目前分為閱報區、外文現期期刊區、本月報紙區、中文

現期期刊區、中文現期期刊區及期刊合訂本區。

■採開架方式供閱，並備有期刊目錄，使用前可先查詢期刊位置所在。

過期報紙則置於 6 樓，以利讀者使用。

符合

(5) 提供自我實現與

生命意義課程

■招募 55 歲以上樂齡志工並進行培訓，協助行政作業協助與活動推廣

教學，並提供獎牌與證書做獎勵，進而表揚資深志工與特殊貢獻者。
未完全符合

(6) 提供適應退休生

涯規畫與心理調

適的課程

■建置「臺北市立圖書館終身學習網」(http://lll.tpml.edu.tw)，並出版

「臺北市終身學習網通訊季刊」，提供投資理財、樂齡生活等資訊。

■ 11 樓臺北市大安區樂齡學習中心持續辦理高齡者教育與學習、退休

生活與規劃、健康管理等豐富講座。

未完全符合

果有良好的心理建設與周全準備，將能較

為坦然面對人生。高齡者在此階段最重視

幸福健康的生活感受，因此在課程設計方

面可從以下幾點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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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增加代間團體活動或家庭活動

的安排，以促進高齡者與社會其他

族群的互動與瞭解。

2. 學習目標重點放在退休生活規劃、

適 應 生 活 型 態 改 變 與 心 理 狀 態 調

適，另一重點則為增加其與同儕相

處機會，促進其仍擁有自己的交友

圈，排除孤獨感。

3. 一方面鼓勵其吸收新知，一方面亦

鼓勵其與年輕的世代分享他們的知

識與技能，以促進社會經驗傳承。

4. 可針對高齡者進行當前面臨問題及

課程 / 資訊需求調查，作為圖書館

規劃高齡教育活動的重要依據。

5. 生活技能亦為高齡者教育重點項目，

其中網路操作最為基本，可考慮與

相關訓練單位合作辦理電腦使用及

網頁使用等基本課程，並教導其如

何透過圖書館網路平臺搜尋相關資

源，讓長者體驗各項科技發展不與

時代脫節。

二、學習環境方面

圖書館空間及設備的便利性將直接影

響高齡者於館內的活動，在此階段最重視

便利舒適與安全，因此在學習環境方面可

從以下幾點著手。

1. 空間的安排不僅止於無障礙環境的

安排，也需考量長者身體功能的特

殊需求性。

2. 圖書館服務人員的安排，因應人口

老化而施行教育訓練，課程類別如

高齡者閱讀設備使用、高齡者溝通

等，以期能夠共同為高齡者提供更

正確且適切服務。

3. 注重電子書、電腦設備的更新便利，

為 視 障 或 行 動 障 礙 老 人 提 供 宅 急

便、伴讀、廣播等服務。

三、學習管道方面

圖書館強調終身學習，同時也是高齡

者重要的學習管道，然而如何兼顧高齡者

身心狀態，給予其不受限的學習機會與資

源，亦是在此階段的重點，因此在學習管

道方面可從以下幾點著手。

1. 善用網際網路的學習管道，設計高

齡親善的遠距教育平臺。

2. 針對以上所提到的老人資訊之需求，

提供其所需之相關資訊，如：指引

社會資源、有關退休準備之資訊等。

3. 於現行網站規劃樂齡專區，推薦合

適好書、資料庫與報章雜誌，並整

理值得推薦網路資源。

4. 為鼓勵更多高齡者參與及利用圖書

館，可主動與社區、鄰里及社福或

養老機構合作，積極傳遞資訊並推

薦，並設計適當獎勵作誘因。

5. 安排老人參與圖書館的工作，提供

志願服務或兼職的工作機會，例如：

圖書館的櫃臺服務、導覽、圖書資

料整理等。

此外，針對臺北市立圖書館現行軟硬

體部分，亦因依上表所提硬體之不符合現

況，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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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估項目 符合與否 / 建議

硬

體

方

面

(2) 照明角度及高度

應適當

不符合

需提供桌上立燈供借用，必要時可增加柔和之黃光。

(3) 多選擇的座椅
不符合

建議可增加單人沙發椅在 2F 閱覽室，以及增加具有扶手之座椅。

(5) 多選擇的桌子

不符合

目前僅有在 2F 才有一張傾斜桌面的閱報桌，其他樓層則未見，需再加強其評

估設置的位置與數量

(6) 電梯按鈕材質及

型狀應慎選、燈

光

不符合

建議 3 座電梯內的採光可利用三面壁面裝置鏡面，增加光線折射之亮度。

(7) 書架高度及距離

使用應適當

不符合

建議

1. 增加服務鈴 / 服務人手，協助不同需求的民眾。

2. 可建立一區”銀髮族藏書區”，書櫃高度需做調整約 150~200cm

(8) 其他環境

廁所扶手
符合

但 8F 樂齡中心的廁所皆無坐式馬桶，對關節不易屈膝蹲姿者，不便使用。

電梯內的座椅
不符合

建議 : 可有一座電梯內增設座椅供民眾使用 ( 如大安戶政中心 )

公共空間之樓梯
不符合

建議 : 應在最後階貼上有色條提醒樓梯終止之告示。

提供可借用之輔具

符合

建議 : 目前放大鏡，擴視機多放置在 8F 樂齡中心，其他樓層的服務臺應該也

可放置供做借用。

軟

體

方

面

(1) 規劃家庭與人際

關係的學習議題

未完全符合

建議：針對高齡者身心特質，規劃家庭生活人際互動方面的議題規劃學習課

程或活動，如針對祖孫隔代教養、婆媳相處、家庭與人脈經營等主題進行交

流講座，亦藉此拓展高齡者社交範圍。

(2) 提供老年養生保

健知識

未完全符合

建議：

1. 針對老年期養生與保健方面的知識，開辦專門講座，並可與醫護單位合作，

邀請專業人員講授疾病預防、保健運動、養生飲食及醫療常識。

2. 若設計親子共同參與形式，則可讓子女亦能夠了解與協助父母注意健康。

3. 現行終身學習網站可開闢保健知識專區，提供相關資訊整理或專人解答。

(5) 提供自我實現與

生命意義課程

未完全符合

建議：

可規劃透過讀書會或影片欣賞形式，引導高齡者學習與思考晚年生活價值以

及死亡教育，獲得有關生命的啟示，協助瞭解生命意義並建立對生命歷程的

正向價值觀。

規劃更多元型態志工，如擔任課程講師或邀請其撰寫刊物主題文章，促使高

齡者能夠更有機會奉獻經驗與所學，藉由回饋社會達成自我實現。

(6) 提供適應退休生

涯規畫與心理調

適的課程

建議：

1. 部分高齡者欲進行創業或再就業規劃，因此可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或勞委

會職訓局等單位合作，安排聯合諮詢講座先為高齡者解惑，再進行相關課

程或技能輔導轉介。

2. 邀請律師或與社福機構合作，針對老人福利、相關法規與服務資源進行解

說，以促進高齡者對自身權益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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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cus exploration

隨著經濟成長、帶動社會進步與醫藥

水準提高之下，人類平均壽命也隨之增加，

社會高齡化現象日趨明顯，高齡者面臨視

力、聽力、行動等生理退化，以及獨居、

鰥寡、貧困、落伍等心理問題。高齡者使

用圖書館人數增加，所以公共圖書館在高

齡者服務上應加強對其生理方面、心理方

面特性改變硬體及軟體設施，以適應學習

型社會中高齡者的學習需求，提供高齡者

一個尊嚴、獨立、參與、自我充實、溫馨、

愉快的終身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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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學習的趨勢、挑戰與因應策略
The Trend,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Mobile Learning 

劉子瑛 / 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所博士生

摘　要

移動學習，又稱 M-learning，在這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中，隨著行動裝置及無

線電腦網絡的快速發展，是一個新型態的學習與議題。移動學習讓學習可以不受時

地限制及更具彈性，這種利用移動科技的教學模式，也為學生及老師們在遠距教學

世界中提供了另一學習選擇。在這篇文章中會以宏觀面來探討有關移動學習趨勢的

挑戰與潛力。除了回顧了移動學習相關概念與定義，分析移動學習的挑戰與潛力，

應用移動學習於成人終身學習也加以討論。

關鍵字 : 移動學習、終身學習、成人

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changes in technology, and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mobile 

devices and wireless computer networks, mobile learning is a new type of learning. 

The ubiquity aspect of mobile learning made adult learners access information 

anytime and anywhere, which made learning more flexaible. The use of mobile 

devices in education also provided another learning option for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distance learning world. The potential and challenges of mobile 

learning wer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Besides reviewing the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of mobile learning, analyzing the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of 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s of mobile learning for adult lifelong learning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Mobile learning, Lifelong Learning,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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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無線網路

設備的快速普及、行動裝置的推陳出新與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加強創新與再學

習能力的培養」已成為現今教育發展的重

點。隨著網路的發達，各種型態的網路教

學被廣泛的應用，而「移動學習」(Mobile 

Learning) 這種新型態學習，讓學習可以不

受時地限制及更具彈性，除了越來越多成

人學習者以此學習型態而進行終身學習，

許多學者也投身相關研究，希望以創意

及資訊科技提升學習的效率。移動學習已

是現今全球教育界一個重要的新方向與議

題。它代表了一種新的教育技術，也被視

為未來成人教育的重要趨勢 (Croop, 2008; 

Wagner, 2005)。

「 移 動 學 習 」 有 別 於 傳 統 的 教 師 主

導的講解教學，「移動學習」以行動裝置 

( 如：智慧型手機 ) 成為學生的個人學習工

具，它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也就是學

生可根據自己的特質，學習進度來學習。

就遠距教學發展歷史而言，移動學習是遠

距教學的一種，但基於各種行動裝置的功

能差異、移動學習教材的設計困難與螢幕

限制，大多人還是採取保守姿態且質疑其

學習成效 (Ally, Lin, McGreal, Woo, & Li, 

2005)。 其 實 在 1970 年 代， 遠 距 教 學 也

曾面臨類似的批判，因此當時遠距教學也

被視為一種非正式且次等的教育 (Keegan, 

2005)。

儘 管 移 動 學 習 面 臨 了 許 多 挑 戰 與 質

疑，在過去的十年中，行動裝置的使用者

已遍及所有年齡層，且移動學習在世界各

地的教育機構、工作場所和博物館中也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 (Sharples, 2000)。台灣電

腦科技與無線網絡的發達，民眾使用行動

裝置的使用率持續增加。此狀況不只提供

了學習者便利的學習環境，讓學習者較不

受時空的限制，較易取得與運用豐富的資

源，也帶領學習模式進入利用科技來增強

學習的新終身學習階段。

由於繁忙的工作，現今成人學習者對

於時間的需求增加，更需要利用零碎的時

間，例如，在午餐、工作休息時間或在巴

士、火車或汽車上進行學習。移動學習結

合行動裝置彈性的優勢，使學習場域可以

隨時就地形成。移動學習也同時提供「及

時」的學習，讓學習者立即得到資訊，解

決眼前的問題。移動學習在對於成人學習

者而言是一個創新學習工具，提供無所不

在的新學習契機。

本文從移動學習的基本理念出發，回

顧移動學習的定義、及移動學習的挑戰與

潛力，並從中找出移動學習在未來終身教

育應用上的可能性。

貳、何謂移動學習 ?

科 技 的 快 速 發 達 和 學 生 電 腦 知 識 的

增長而出現新的教育形式。遠距離教學

和 培 訓 的 演 變 是 從 遠 距 教 學 (d-learning)

到 數 位 學 習 (e-learning） 再 到 移 動 學

習 (m-learning) (Y. Liu, Li, & Carlsson, 

2010)。使用電子設備進行遠距學習便成為

數位學習，使用行動裝置進行數位學習便

成為移動學習 (Williams, 2009)。因此，移

動學習傳承了許多數位學習的特徵，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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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特質和溝通性，而移動學習的獨特性

就在於它在時間和地點上的靈活性 (Cheon, 

et al., 2012; Peters, 2009)。

移動學習含括許多含義，目前並沒有

單一的定義。一方面是因為該領域正在經

歷快速的演變，部分原因是因為「移動式」

的 模 糊 性 (Hashemi, Azizinezhad, Najafi, 

& Nesari, 2011)。雖然移動學習尚未下定

義，許多對移動學習感興趣的學者和研究

人員已經在相關文獻中提出了許多不同的

定義。

一、從科技面定義

Hashemi, Azizinezhad, Najafi, Nesari 

(2011) 將移動學習解釋為「無所不在的手

機技術不斷地開發再加上無線網路加乘效

果，以便支持，加強和擴大教與學的可及

性」。同樣地，Aderinoye et al.(2007) 解

釋移動學習為使用手機或無線裝置進行各

種學習。

二、從移動性定義

此 概 念 的 主 軸 在 於「 移 動 性 」。

Shepherd (2001) 解釋 M-learning 為「不僅

從科技面討論，還包含移動性。」移動學

習的最主要特徵包括移動，因為行動裝置

使教育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間發生 (De-

Marcos, et al., 2010)。這樣的陳述呼應了

Peng, Su, Chou, & Tsai (2009) and Kyn 

slahti (2003) 提出的論述，「行動裝置的

移動性代表了方便和即時性，這對老師和

學生在教與學上都是非常實用的。」

三、從無所不在性定義

無所不在 (ubiquitous) 來意味著使用

者可以隨時隨地使用電腦科技 (Peng, Su, 

Chou, & Tsai, 2009)。無所不在的特性讓

學生可以隨時選擇適時學習機會與舒適地

點使用行動裝置進行學習。這種移動學習

有別於在傳統的教室中學習，因為學生即

使在課後，他們也能夠善用教育資源而進

行學習。

四、從學習者的角度定義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角度來看，移動設

備代表四種不同學習方法，包括個人學習，

合作學習，情境學習和非正式學習。首先，

移動學習支持個人化學習，讓學生能夠自

己決定學習的進度，學生在學習上有更多

的所有權。其次，移動學習能促進學生之

間的合作學習，即使是遠距離，學生依然

可透過行動裝置進行溝通討論。第三，情

境學習為學生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透用行

動裝置找到答案、解決問題與學習。最後，

學生可以在課後時間利用行動裝置進行移

動 學 習， 此 為 非 正 式 學 習 (Cheon, et al., 

2012)。 

從科技面、移動面、無所不在特性與

學習者為中心的構面看來，所有的面向都

很重要，而這些面向也對於在瞭解移動學

習上有很大幫助。而從這些討論中，移動

學習可以廣義的定義為─利用科技服務人

性，建立不受時空限制的個人化學習環境，

學習不需要綁在電腦前面，更不侷限在教

室中。

參、移動學習的缺點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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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學習在技術層面及教學上有其侷

限和缺點。隨著利用行動裝置學習的需求

提高，如果要成功地將移動學習融入終身

教育領域，我們必須了解實施移動學習所

要面對的挑戰。

一、行動裝置的設計不周

在文獻中，行動設備的最常提及的缺

點就是螢幕尺寸太小。螢幕尺寸的擔憂包

括閱讀困難、低解析度以及不方便同時瀏

覽 許 多 網 站 的 設 計 (Cheon, et al., 2012; 

Cui & Wang, 2008)。在文獻中，最常討論

到的第二個移動學習擔憂是行動裝置有限

存儲容量以及行動裝置的不可靠。行動裝

置通常不能提供跟電腦一樣的大容量存儲

空間，有限的電池容量也不夠允許使用者

長時間的使用 (Cheon, et al., 2012; Cui & 

Wang, 2008; Hashemi, et al., 2011)。 由

此看來，行動裝置固然有些缺陷，但是如

果行動裝置研發能持續發展，相信未來螢

幕尺寸太小的問題、儲存空間的不足以及

行動設備的不穩定性在移動學習的推動上

都會變成較小的阻力因素。

二、移動學習的教學侷限

在 文 獻 中， 關 於 移 動 學 習 的 教 學

問 題 包 括：( 一 )Motiwalla（2007） 和

Messinger（2011） 宣 稱， 非 正 式 場 合，

比如在課堂之外或在工作中，可能會導致

學習分心。除了非正式的場合，在課堂上

使用行動裝置可能會降低學生的學習專注

力，同時也會中斷課堂的學習進度 (Cheon, 

et al., 2012)。( 二 ) 學 生 可 能 將 行 動 裝

置 用 於 社 交 用 途， 比 如 和 朋 友 傳 訊 息、

查看社群網站，而不是用於學習面向 (Y.-

S. Wang, Wu, & Wang, 2007)。( 三 ) 老

師如果沒有設計完善的移動學習課程，學

生很可能容易被許多網路上資訊淹沒，而

失 去 學 習 焦 點 (Motiwalla, 2007)。( 四 )

移動學習可說是一個零散式的學習經驗，

因為隨時隨地都是學習環境，但同時學習

也容易隨時受干擾 (Syv nen, Pehkonen & 

Turunen, 2004)。所以有學者提出，移動

學習的「隨時隨地都能學習」的特點，是

否形成移動學習有意義學習的基準，仍然

有待商榷 (Syvänen, et al., 2004)。

肆、移動學習的優點及機會

移動學習仍是教育研究上比較新的領

域，但在過去幾年內，許多學者著重研究

移動學習應用於在教學上潛力、機會與優

點。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面上，有些支

持移動學習的學者強調如何有效利用移動

學習，有些支持學者則是關注教學方面的

問題 (Croop, 2008)。

一、攜帶更方便，成本更低廉

隨 著 科 技 的 日 新 月 異， 行 動 裝 置 變

得更加輕巧，功能也更加強大。比起裝滿

文件、紙張和課本的厚重書包，PDA、平

板電腦或是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設備顯得更

加 輕 巧 (Hashemi, et al., 2011)。 在 眾 多

的行動裝置當中，智慧型手機是「最適合

放進學生的口袋、形影不離，並且隨時待

命 」(Prensky, 2005)。 研 究 學 者 們 注 意

到，行動裝置的便攜性和輕巧性，讓移動

學習在許多情況下都有其極高地學習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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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Cheng, Hwang, Wu, Shadiev, & Xie, 

2010; Croop, 2008; Denk, et al., 2007; 

Hashemi, et al., 2011; Prensky, 2001)。

另一個重要考量顯現在成本面。行動裝

置的成本降低以及普及性，也替學生與

老師創造出更多可能的學習機會 (Croop, 

2008)。行動裝置的便攜性及其親民的價

格，搭配隨時可收尋、存取資料和其他學

習者連結的功能，讓使用者能隨時掌握資

訊而有真實情境式學習體驗 (Croop, 2008; 

Traxler, 2007)。

二、提高學習者的動機和積極性

相關實證研究裡，證實移動學習對語

言學習的幫助。Attewell（2005）設計了

一個利用移動學習方式學習外語的計劃。

她發現有 82% 的學生透過行動裝置在學習

上表現得更加積極，另外有 62% 的學生表

示他們未來會持續地使用行動設備來學習

語言。這一發現也證實了 Kukulaska-Hulme 

(2005) 的論點，學習者在行動裝置的使用

程度對於學生的參與程度有直接影響。Lu 

(2008) 也指出，比起紙本，行動裝置可以

是有效媒介，特別適合給自學英文單字學

習者，因為它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而

有更多機會接觸語文學習。行動裝置的趣

味性以及其酷炫的特質，使得促使學生能

夠更積極的參與學習活動。

三、移動學習以學習者為中心

移動學習，就其本質而言，是把焦點

放在學習者身上。Peng et al. (2009) 認為

移動學習和建構主義間有很強的關聯。以

建構主義角度分析，移動學習者是自我建

構知識的中心，因為每個人在意義建構的

過程中，同時也在經歷知識的建構 (Peng, 

et al., 2009)。由於每位學習者的學習需求

不同，行動裝置可以支援個人化學習，增

強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模式 (Corbeil & 

Valdes-Corbeil, 2007)。 如 同 Naismith et 

al. (2004) 指出，移動學習是「高度情境

式、個人化、合作式和終身學習，換句話

說，真正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

綜上討論，反對者認為移動學習是有

侷限性的，包括螢幕尺寸問題、有限的存

儲容量以及不可靠性。其他擔憂還包括：

學習分心、易被資訊淹沒和一些零散的學

習經驗。然而，提倡移動學習者視行動裝

置為方便、靈活、無所不在、個人化、可

攜 帶、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並 增 強 動 機、

積極性的絕佳學習工具。移動學習的支持

者也在文獻中提出其他移動學習的潛在學

習機會，例如提供迷你課程、攜帶方便、

教育資源的可及性，以及移動學習所創造

的真實情境學習。儘管有些人可能還是對

行動裝置的限制抱持著疑慮，N 世代 (Net 

generation) 的學習者已經在創造透過行動

裝置，這種穎新學習方式來進行全方位的

終身學習。

伍、發展潛力和應用前景

在現今全球化、資訊發達的社會下，

人人都需要、也渴望能持續不斷提升他們

的知識和技術，為求個人更專業化發展。

近年來，終身學習和全方位學習 (Lifelong 

and Life-wide Learning, LLL) 儼然已成為

除了正規教育上，教育上的重要理念的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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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移動學習的應用可分

為在刻意安排學習時間與偶發性的學習。

在刻意安排的學習時間就是利用習慣性的

零碎時間進行學習，例如在通勤或等候的

時間，適合忙碌的成人學習者；而偶發性

的學習則是無刻意安排時間的學習，例如

當天大眾交通工具無預警延遲的等待時間

而進行移動學習，移動學習者可以在日常

利用行動裝置方便的特性利用零碎時間重

複複習所學內容、檢查學習進度、記憶內

容、與透過 APP 的小測驗來檢視當下的學

習成果，譬如利用是非題、選擇題等方式。

特別在語言學習方面，對於詞彙訓練與聽

力訓練，最適合利用移動學習方式增進學

習成效。

移動學習在終身學習領域中也是問題

為導向的學習或需求性學習。行動裝置的

方便、可攜性提供移動學習一個很大的應

用領域。主要應用於立即性的資訊存取，

包括旅遊資訊、城市或博物館導覽、字典、

地圖、使用操作說明、與手冊。

長久以來，台灣的教育大都侷限於校

園的圍牆之內，把學生規定在刻板的課堂

之中，把課程抽象地化為幾本課本。因此，

學生的課程空間過於狹隘，視野及思考領

域的拓展受到限制，忽視了周遭的世界，

學習未能與現今社會做連結。然而，移動

學習提供了學習的新契機，強調學習要超

越學科的侷限，走出課堂，並讓學習可以

不受時地限制及更具彈性。並且應將移動

學習融入日常生活學習中，人人都可學習，

自我成長，達到不同階段都可學習的終身

學習理念。

陸、結論

儘管移動學習有其缺點，隨著科技的

發展，未來移動學習將會是一股學習新趨

勢。移動學習提供方便、隨時溝通及合作

機會、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機會以及能隨

時隨地的學習彈性。尤其，移動學習能使

學習者充分利用零碎時間學習；問題發生

時，能立即依需求提供學習支援，如旅行

者；或者，藉由多元性學習方式，豐富傳

統課程的學習，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移

動學習也呼應了成人自主學習、自我學習

導向特性，透過科技與多媒體的整合，提

供更多新的學習機會，實踐終身學習理念。

除了需克服在現存科技技術難題外，

相信，移動學習在傳統學習的補充範疇上

大有作為，但並非用來取代傳統學習。不

被地點及時間牽制，搭配最新學習行動裝

置的移動學習提供了難得的學習機會，讓

個人能取得即時的資訊以及隨時的獲得新

知，除了在全方位學習上，展現出高潛能

的發展前景，提高教育可及性，也使得教

育過程更具彈性，同時符合成人學習者終

身學習的需求。

移動學習與終身學習的關係，終身學

習是未來發展願景，而移動學習則是實踐

願景的輔助工具。移動學習的學習型態除

了充滿魅力與樂趣，移動學習更可用來補

充、促進、豐富個人一生學習的歷程，且

配合社會步伐邁進終身學習哲學，為終身

學習帶來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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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齡化現象已成為全球所關注的重要

趨勢，我國於 1993 已年成為高齡化社會

（ageing society），推計在 2018 年將成

為高齡社會 (aged society)，在 2025 年將

邁入成為超高齡 (super-aged) 社會 ( 國家發

展委員會，2012)。如何因應高齡社會來

臨也已成為我國重要的社會議題。

為 了 因 應 高 齡 社 會 的 來 臨， 教 育 部

（2006）提出「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

策白皮書」，此白皮書提出老人教育的四

大願景，包含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

尊嚴和社會參與。報告書中進一步強調高

齡社會中老人教育的必要性，其認為老人

退休前後都必須學習，因為透過教育與學

習的管道，有助於協助高齡者知道如何因

應高齡社會的改變，以調適和因應晚年的

需求。此外，教育部於 2008 年開始在全

國各鄉鎮地區設置「樂齡學習中心」，鼓

勵 55 歲以上的高齡者透過學習以進行晚

年規劃，此中心至 2013 年已成長到 271

所樂齡學習中心，而學習人數由 59 萬人

增長到 122 萬餘人。另一方面，教育部於

2010 年開始鼓勵在大專院校設置「樂齡大

學」，從 2010 年開始有 56 間大專院校申

請設置樂齡大學，截至 2013 年底已有 98

所樂齡大學，這也顯示台灣教育部推動樂

齡學習的實質效益 ( 終身教育司，2013)，

同時也看見教育部近年對於老人教育的重

視。藉著高齡教育機構在社區中就近於高

齡者的生活，使他們可以透過學習的參與

為自己的高齡期做準備。本研究目的旨在

瞭解中高齡者在參與學習活動後所獲得的

回饋，進而影響其對於未來後續的規劃，

並期盼研究結果能提供中高齡者和高齡教

育相關機構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為了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許多政策

都會將學習活動的參與納入政策規劃中。

因為高齡者若能持續地參與學習活動，可

協助其維持生心理和社會生活狀況，並且

可加強個人適應生活改變的能力 (Sloane-

Seale & Kobs, 2008)。另一方面，高齡者

藉由活躍地參與學習活動，可累積社會經

驗、因應策略和獲得樂趣，也就是說高齡

者可從學習的過程中與他人互動、分享經

驗和貢獻服務他人，以發展個人的社會關

係，同時也可使高齡者適應生活的改變，

並懂得運用解決策略以解決問題 (Duay & 

Bryan, 2006, 2008)。因此，要達到成功

老化是需要學習和參與社會活動（李雅慧、

高齡學習的正向循環：
　　　　繼續學習與未來規劃

盧婧宜 /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李雅慧 /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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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俊廷，2012；楊麗燕，2009）。首先個

人需要先學習面對社會環境變遷和身體的

老化，以加強個人生活適應能力，再來則

是要意識到健康促進的需求，學習如何管

理和安排自己退休後的生活，進而學習新

的技能以適應社會變遷。

學 習 的 發 生， 首 先 是 個 人 從 需 求 或

對周遭事物感到好奇或興趣而引發個人動

機，進而產生學習行為，從中獲得知識或

技能，以達個人目標 (Jarvis, 2010)，最後

個人對於在學習後進行學習表現的評估，

有助於個人從獲得改變、更多的經驗或是

與自己舊有的經驗中做連結，並進入下一

個學習的循環中（羅雅馨，2010）。

Kolb (1984, 2005) 則將學習視為是一

種藉由經驗轉換而創造知識的過程，而在

學習中，每個新經驗的決定會因個人所生

活的事件和影響未來的程度而有不同的選

擇，進而人們會透過創造以選擇出適合他

們 的 決 定。Mezirow (1991, 1996, 2003)

則認為學習是一種觀點轉化，藉由學習個

人可透過批判與自我反思、反思對話、反

思行動的過程，也就是個人重新檢視預先

假設看法的重建過程，以引導其未來的行

動。亦有學者認為藉由計畫的結果進行反

思，然後可再次讓經驗學習不斷地循環，

因此，人們透過不斷地實際行動與反思，

進而獲取更多有意義的學習（引自黃朝曦，

2009）。

因此，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藉由個

人本身的經驗、觀察以及反思，有助於個

人重新檢視與確認概念，以將學習的知識、

技能、態度等運用在生活當中，並且從學

習過程中所獲得的回饋，有助於引發其繼

續參與學習與規劃，並且願意重新再投入

於學習當中，以進行後續有意義的學習，

最終幫助其達到成功老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質性取向的半結構深度訪談

法蒐集資料，並先以立意取樣方式再以滾

雪球方式來找研究對象，且研究對象須符

合以下條件：(1)45 歲以上的中高齡者；(2)

每年有參加 100 小時的學習經驗；(3) 願

意分享自己的學習經驗和接受訪談者，再

從這些訪談的對象中，請其推薦自己身邊

的親朋好友有符合這些資格的人選，以滾

雪球方式再繼續進行訪談，共訪談 7 位在

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老人大學學習

的受訪者。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有 7 位中高齡者接受訪談，

受訪者年齡範圍為 51-71 歲，並且將受訪

者的一段話或句子作為概念的歸類，而為

保護受訪者的隱私，研究者將每位受訪者

以代號進行編碼，第一碼代表訪談順序，

第二碼代表性別，第三碼代表年齡，如：

1-M-57 代 表 是 第 一 位 男 性 57 歲 的 受 訪

者。。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中高齡者在參與學習

活動後所獲得的回饋，進而影響其對於未

來後續的規劃，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要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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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參與學習以因應和維持身體健康；活到

老學到老，使晚年生活過得更有意義；繼

續學習以服務和貢獻他人，以實現人生的

第二生涯，茲說如下。

一、�繼續學習可以因應和維持健康問

題

受訪者認為要繼續學習，才可以因應

和維持健康問題，有人覺得要繼續學習與

自己生活相關的課程、定期運動和做健康

檢查，以維持自己的健康，也有人因為自

己想要繼續教他人，所以要維持健康，才

能去說服他人；另外也有人覺得要在有能

力範圍內繼續學習，並把自己的身體照顧

好，不要造成孩子的負擔，此外也有人學

習對於他而言具有正面的意義，且所學的

東西與往後的老年生活、身心照顧等方面

都有幫助，而且還可以預期知道未來可能

遭遇的問題，進而提早做準備和因應。

繼續學習跟我們生活相關的課程，

爬山、健走，就是生活作息正常，

還有健檢就是定期做健檢，繼續做

飲食健康規劃 (4-F-51) 

繼續保持以及維持健康的構想，因

為我還想要去教別人，所以自己要

先把自己的健康先養好，要不然自

己健康垮了，就無法去說服別人 (1-

M-57)

繼續學習，因為上這些課都有實際

正面的意義，你學到的東西、和你

往後的老人的這些生活、身心或是

照顧會有幫助，那你可能可以從中

預期將來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可能要做怎麼樣的準備 (2-M-70)

我想說繼續學習，繼續學到有辦法

的範圍…主要是身體自己顧好，不

要讓孩子增加負擔，自己有辦法照

顧自己，我們日常食衣住行都會自

己處理，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啦 (6-F-

71)

此符合 Sloane-Seale 和 Kobs (2008) 的

觀點，因高齡者若能積極地持續參與學習

活動，可協助其維持生心理和社會生活狀

況，並且可加強個人適應生活改變的能力，

同時也呼應 Barnett 的反思思想與行動模型

（引自黃朝曦，2009），個人藉由學習後

將所獲取的經驗轉換成知識、技能和行為，

以維持有價值性的活動和生活。

二、�繼續學習可以使晚年生活更有意

義

受訪者表示要繼續參與學習課程，要

活到老學到老，然後藉由學習反思自己還

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或者傾聽他人的建

議和想法，以使自己可以更好；也有人表

示要繼續學習，把自己每天的行程排滿，

星期一至星期六都有學習課程，以充實和

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亦有人認為要繼續

學習，因為繼續參與學習才能維持與他人

的人際關係，以結交不同年齡層的朋友。

由此可見，中高齡者透過參與學習活動，

藉由經驗學習不斷地循環，而人們透過不

斷地實際行動與反思，引發人們再次產生

實際的學習計畫和後續的行動，並且具體

執行可以獲取更多有意義的學習，進而具

備有維持穩定和有意義的生活目標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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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b, 1984; 引自黃朝曦 )。

我覺得就是繼續學習跟我們生活相

關的課程，因為真的是需要活到老

學到老，然後看有什麼地方需要改

進的地方，也會聽別人的建議，讓

自己更好 (4-F-51)

繼續學習，現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樂

齡大學，星期四下午就參加代間課

程，然後禮拜五就畫畫，禮拜六下

午還到客家文化學客語跟客家歌謠，

課程都排得滿滿的，我現在等於是

在排我的老年生活 (3-M-68)

繼續參加樂齡大學、老人教育大學

或者參加代間學習的活動，在維繫

盡可能的拓展，理想是可以結交不

同年齡層的朋友是最好 (2-M-70)

三、�繼續學習可以服務他人，有機會

實現和發展第二生涯

受 訪 者 們 希 望 自 己 可 以 透 過 繼 續 學

習，並且服務他人，可以有機會實現和繼

續發展人生的第二生涯，有人欲藉由繼續

進修，並且累積自己的教學經驗和財務，

希望自己以後能實現開設老人相關機構的

夢想；亦有受訪者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學

習太極拳，能繼續在醫院當助教並教導他

人太極拳；也有受訪者希望自己可以繼續

學習穴道按摩，並將此技術學精通，期許

自己可以貢獻所長；另有受訪者表示希望

自己可以多學習和不斷地吸收新的醫學常

識，才可服務更多的人，而自己也可以繼

續發展事業的第二春和退而不休的生活。

繼續進修，我目前高齡教育的部分，

我有在 4 所大學擔任講師，還有 3

個校外在樂齡中心、社區當講師，

這都是我後面想要走的路，繼續做

學校領域或社區領域這塊，繼續累

積教學習驗和財務，希望以後能夠

開設老人相關的機構 (1-M-57)

繼續學習太極拳，在基督教醫院教

人家太極拳，我當老師的助教 (3-M-

68)

穴道按摩要繼續學習，我希望我在

某一個部分說能夠出來教人家說養

生或按摩啦，希望這方面有所貢獻

(5-F-60)

一直工作，只要我的腳程可以走、

講話還清楚，對我來講就沒有退休，

繼續學習，要不斷地接收這些新的

醫學常識，還需要在不斷的精進，

就是說可以服務更多的人，讓人家

有機會可以得到健康 (7-F-57) 

綜合上述，透過過去經驗計畫達成的

反思，以思考自己過去的經驗對於其學習

後的幫助和改變，進而引發其對於未來的

規劃與實際的學習和行動策略，此與 Kolb 

(1984)、Mezirow (1991)、Jarvis (2010)

的觀點相同，亦即個人從獲得改變、更多

的經驗或是與自己舊有的經驗中做連結，

以引導其未來的行動和使經驗學習繼續

進行，而引發學習者再次進入新的學習經

驗中，亦即個人從經驗社會的過程中進行

持續的改變，例如：繼續學習、健康規劃

… 等 (Kolb, 1984; Mezirow, 1991, 1996, 

2003; Jarvis, 2010)，而整體而言，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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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欲藉由繼續學習而成為終身學習者和

貢獻者進而達到成功老化。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 一 ) 中高齡者參與學習所獲得的益處，

包括能維持健康、使晚年生活過得

更有意義、可服務他人

中 高 齡 者 在 參 與 學 習 行 動 中 所 獲 得

的回饋，包含能因應和維持健康問題、使

晚年生活過得更有意義，以及有能力服務

與貢獻他人同時這些回饋有助於其進行反

思，並對於未來進行規劃和準備，以及自

我調節晚年生活，進而維持與加強自我晚

年生活的品質，並過著有意義的生活。

( 二 )�中高齡者在學習後獲得正向的回饋，

引發後續規劃且願意繼續參與學習

活動，最終可成為終身學習與貢獻

者

受訪者藉由這些學習經驗和學習益處

使其願意繼續再投入於學習活動之中，而

產生後續未來生活之規劃，像是透過繼續

學習，以因應和維持健康問題；或是繼續

學習，活到老學到老，以藉此讓其晚年生

活過得更充實和有意義；亦或是繼續學習

以服務他人，進而實現與繼續發展人生第

二生涯，最終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或貢獻

者，此有助於其達到成功老化。

二、建議

本研究依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中

高齡者與高齡教育相關機構參考。

( 一 ) 中高齡者能多參與學習活動，使其

晚年生活過得更有意義與價值

中 高 齡 者 應 多 參 與 學 習 活 動， 因 根

據研究結果可知中高齡者在參與學習活動

後，有助於其生活過得更有意義和懂得因

應未來問題，同時也建議高齡相關機構可

多向中高齡者宣傳相關的學習活動及學習

益處，以引發中高齡者的學習動機，並且

能夠提供多元的學習活動與管道。

( 二 ) 提供中高齡者有所發揮與貢獻的舞

台，促進其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

本研究結果指出中高齡者在學習後，

希望自己可以奉獻所長或是能將所學服務

與貢獻於他人，故建議高齡教育相關機構

可提供中高齡者在學習後能有所發揮的舞

台，如：擔任志工或幹部、擔任老師的助

教、發展自主學習團體或是發展第二生涯

等的機會，此有助於其繼續學習以成為終

身學習與貢獻者，進而促進個人自我成長，

以達到成功老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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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人口結構正快速老化，老化現象

是當今世界各先進國家共同面臨的重要社

會變遷。我國已於 1994 年邁入「高齡化

社會」，預估將於 2018 年邁入「高齡社

會」，2026 年將再邁入「超高齡社會」，

與歐洲國家相比，我國老化時程約晚了

一百多年，亦較南韓及香港為晚；但就老

化速度來看，我國的人口老化速度遠比歐

美國家來得更快更急 ( 經建會，2013)。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00）明確指

出，面對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高齡教育

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參與學習活動能保

有高齡者的獨立性、讓老人生活適應得更

好、提高生活滿意度進而增進晚年生活品

質 (Richard Swindell, 1993、 黃 富 順 等，

2008)。

高齡教育是提供高齡者的教育 ( 黃富

順，2008)，希望透過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增進高齡者知能、情意與態度的改變，使

高齡者生命價值受到肯定，進而達到自我

實現。高齡期是成人期的延伸，在成人期

發展出的自我概念或習慣一部份會延續至

高齡期，少部分則呈現遞減或消失，高齡

者的個別差異遠較成人多且複雜，學習特

性與學習需求則有不同，國內對於高齡者

學習活動的規劃設計常以 McClusky 需求幅

度理論做基礎，認為高齡教學設計應滿足

高齡者應付上、表現上、貢獻上、影響上

及超越上的五種學習需求，本文則嘗試從

高齡期是成人期延伸的概念，試以諾爾斯

(M.S.Knowles) 成人教育學模式內涵作為立

論基礎，首先說明高齡者的心理與社會特

性、其次闡述高齡者的學習特性及學習需

求，接著論述現行高齡教育教學上的現況，

最後試著將諾爾斯 (Knowles) 成人教育學

模式運用在高齡教育教學上進行評析，最

後再綜以結語。

貳、文獻探討

一、高齡者心理與社會特性

高齡者隨著年齡增長、受到同儕、家

庭、社會及環境間的影響因素，呈現出與

青壯年時期不同的心理和社會特性。以下

將進一步闡述高齡者心理及社會特性：

( 一 ) 心理特性

隨著年齡的增長，個體在人格、

智力、記憶及自我概念上也會有某種

程度的改變。這些改變影響著高齡者

的心理特性，茲從以下三方面說明：

1. 自尊心強，強烈的被尊重感，學習信

心低

一般而言，年紀越大自尊心越

諾爾斯成人教育學模式對我國
高齡教育教學上的啟示

林幸璇 /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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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希望事事受到尊重，而高齡者自

我學習能力受生理老化影響，加上離

開學校時間已久，學習信心大不如

前。

2. 具自主與獨立的需求

個體在高齡階段，社會普遍對他

們存有刻板化的印象與消極負面的迷

思，高齡者擔心別人認為他們在生活

上不能獨立自主，因此，高齡者想要

表現自己確實能夠處理自己的事情，

擁有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種自主與獨

立的需求，乃是高齡者維持自尊心的

重要基礎，也是高齡者能夠參與學習

的動力來源之一。

3. 注意力與記憶力的改變

由於認知功能的改變，使得高

齡者的注意力與記憶力變弱，在注意

力方面，不論是持續性注意力、選擇

性注意力、區分性注意力或是轉換性

注意力的表現，都有退化的現象。在

記憶力方面，高齡者的短期記憶力較

差，而長期記憶力較好，由於高齡者

對新事物的記憶能力較差，使其進行

學習時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 二 ) 社會特性

高齡者終其一生累積豐富的經驗

與智慧，也形成了高齡者獨特的社會

特性，茲從角色改變及教育經驗兩方

面說明：

1. 角色改變

退休是高齡者在進入晚年期面

臨的角色轉變，退休後高齡者擁有充

足的時間加以運用，加上醫藥科技的

進步，高齡者在退休之後仍擁有健康

的身體，促使高齡者積極尋求參與學

習的機會。在晚年期時，高齡者因失

去老伴或老友，扮演鰥夫或寡婦的角

色，因為頓失老伴或老友，使得高齡

者深感孤單或無所依靠，而藉由教育

活動的參與，將有助於高齡者結識志

同道合的新朋友，藉以降低心中的孤

獨感。

2. 教育經驗 

高齡者過去的教育經驗將影響

其是否繼續參與學習活動，如皮爾斯

（Pearce,1991）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教

育程度較高的高齡者，較熟悉學習活

動，越願意繼續參與學習。

二、高齡者的學習特性與學習需求

因高齡者獨具的心理及社會特性，在

學習特性及學習需求上與成人時期有所差

異，茲分述高齡者學習特性及學習需求與

偏好：

1. 高齡者的學習特性

魏惠娟 (2011) 提出高齡者的五

項學習特性包括學習活動以學習者為

中心、不喜歡有太大壓力的學習活

動、學習目的在於發展生命的意義、

應付生命的變化、學習的效能在於健

康老化的促進。

黃富順 (2011) 提出高齡者學習

的動機為生活事件或生命轉換的引

發、學習內容偏向實用取向、問題中

心的學習架構、學習的信心低、學習

壓力低、具終身學習能力、學習地點

近便性、學習較佳時間為白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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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綜合的，由上而下、學習目標

發現生命意義與價值。 

Peterson（1983） 從 同 儕 的 關

係、與教師的關係及偏好的課程三個

方面說明高齡者的主要學習特性，指

出高齡者們通常喜歡與同儕們有相互

互動的討論學習，並且期待透過彼此

的信任與鼓勵的方式來一起分享經驗

和學習成長。其次，高齡者喜歡授課

教師能夠給予一個支持性的學習氣

氛，使高齡者能夠感覺很自在而沒有

任何焦慮地學習。第三，高齡者比較

喜歡人文主題的討論、社會的關懷、

當代事件的討論及人生意義的探究等

性質的課程。

2. 高齡者的學習需求與偏好

McClusky(1971) 提 出 需 求 幅 度

理論，闡明高齡者參與學習的五個層

次的學習需求，分別是 (1) 應付的需

求，因應衰老須滿足生活必須的能力

及技巧、(2) 表現的需求，參與活動

時得到內在的回饋，獲得成就感、(3)

貢獻的需求，透過社會服務或宗教奉

獻等參與，藉由付出的過程來實現自

我，提升價值、(4) 影響的需求，參

與社會事務活動能產生影響力，使社

會改造、(5) 超越的需求，深入了解

生命的意義時，精神需求層次的提

升，坦然面對死亡。

以 學 習 內 容 偏 好 來 看，Purdie 

and Boulton-Lewis (2003) 研 究 發 現

高齡者的學習需求偏向於健康、安

全、休閒及運輸議題，尤其是與科技

有關的事物。Buys et al. (2005) 研究

指出，高齡者關心新的事物，尤其是

有關休閒活動，也希望應用科技通訊

產品來更新社會新知 (Tam, 2012)。

國內學者認為高齡者學習需求分為養

生保健、家庭與人際關係、休閒嗜好

與興趣培養、社會關懷與服務、生涯

規劃、自我實現與生命意義、社經議

題及國際潮流與趨勢等七個層面，其

中參與學習活動的理由以「追求身體

健康」為最重要，其次依序為「打發

時間」、「結交朋友」、「追求新知」、

「增廣見聞」及「有熟人為伴」( 黃

富順，2011、黃富順、林麗惠、梁

芷瑄、林曉齡，2008)。

參、我國高齡教育教學上的現況

我國的高齡教育以 55 歲以上國民為對

象，實施途徑可分為四類，一為社政部門

所辦理的長青學苑；二為教育部門的樂齡

學習中心或老人大學；三為民間組織辦理

的老人大學；四為宗教團體辦理的松年大

學等，雖名稱不一，但多採定點授課方式、

招收對象為 55 歲以上的高齡者、課程內容

為一般常識、語文、電腦、保健、休閒與

娛樂為主，宗教團體所辦理的老人教育另

加各教派宗教性質的科目與活動，在收費

方面，政府部門所辦理的以免費或少許費

用為主，民間組織及宗教團體所辦理的，

則收取少部分的學費 ( 黃富順，2012)。在

教學方面，強調多元與互動的方式，例如

小組研討、分組演練、主題講述、活動表

演 ... 等，但講述方式的教學仍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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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諾爾斯 (M.S.Knowles) 成人教育學
模式內涵運用在高齡教學上的啟
示
高齡教育是成人教育的一環，也是成

人教育的延伸，本文以諾爾斯的成人教育

學模式為基礎，先說明諾爾斯的成人教育

學模式內涵，再提出對高齡教育教學上運

用之啟示。

( 一 ) 諾爾斯 (M.S.Knowles) 成人教育學模

式內涵

諾爾斯提出成人學習的六項假設，包

含自我概念、成人的學習受生活經驗的影

響、成人學習準備度與特殊的發展階段任

務有關，偏向問題中心導向、成人期強調

學習重視立即應用成人學習及重視內在動

機的啟發，茲分述如下：

1. 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強調個體的本質。隨

著年齡的增長，高齡者對自我形象及

自我能力感會隨著內外生理現象的改

變，及社會與其互動的觀念而有所調

整。

2. 成人的學習受生活經驗的影響

個體在成熟的過程中，學習與社

會生活經驗不斷的累積，成人常帶著

豐富的生活經驗進入學習活動中。

3. 成人學習準備度與發展階段任務有關

成人對學習的準備度，與其社

會角色的發展任務息息相關，各階段

的發展任務產生特殊的學習動機與需

求，促使成人進行學習。

4. 成人期學習以問題為導向，重視立即

應用

成人學習傾向生活中心與問題導

向，強調立即的應用，成人教育課程

應著重在結合生活中的特定主題與問

題解決。

5. 成人學習重視內在動機的啟發

成人學習動機主要來自內在誘因

( 例如自尊、生活品質 )，而非外在

誘因。

( 二 ) 高齡教育教學上的啟示

1. 高齡者具強烈的自我概念，是學習的

主體，加強重視學習氣氛的營造

高齡者比成人的自尊心更強、卻

有較低學習信心、在學習上有需要被

正向鼓勵的心理需求。在學習活動設

計上，教師與學習者應是平等關係，

在學習內容、進度與方式充分溝通。

透過課程討論使其反思與行動，提升

高齡者自主性與自助能力。在學習氣

氛上，營造輕鬆愉快、具支持與合作

性、非正式性的學習氣氛，使其感到

受尊重與平等。

2. 發展創新學習型態，迎合高齡者差異

性需求

高齡學習者是成熟的、差異性

大的族群，參與學習的男女比例約三

比七 ( 教育部，2013)，顯見男性學

習者參與率偏低，現行高齡教育實施

方式與課程內容重疊性高，可參考國

外高齡教育學習方式，如老人寄宿所

活動、第三年齡大學、網路學習、旅

遊學習及代間學習等。課程內容上多

偏向傳統養生保健、休閒娛樂取向的

課程，這些課程對高教育程度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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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具吸引力的 ( 黃富順，2012)。

為擴大學習參與率，應增加教育性、

知識性及啟發心靈方面的課程內容，

融合既有學習型態加以設計，針對不

同的情境與對象，運用不同的教學取

向，促進個體自我成長、體驗生命意

義，達到高齡者統整圓滿之發展任務

的作用。

3. 規劃充實健康知能、科技與社會新知

的課程，滿足高齡期多樣化的學習需

求

高齡教育是非強迫性的、自願性

的再教育，高齡者在學習的過程中，

具有很大的選擇權，高齡者喜好的

學習內容偏向實用取向，國內外研究

均顯示，高齡者喜好健康、社會新知

以及如何應用科技產品提高生活品質

方面的課程，在課程規劃上，宜規劃

有關健康知能、科技與社會新知的課

程，吸引高齡者參與，滿足高齡期多

樣化的學習需求。

4. 高齡教學目標應重視發展生命的意義

與因應生命的變化

高 齡 期 所 面 臨 的 生 命 課 題

與 任 務 涵 蓋 甚 廣， 依 據 艾 瑞 克 森

(E.H.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危機理論

觀點，高齡期正處於所面臨的發展任

務是「自我統合」、發展危機是「絕

望」。並認為將危機化為轉機最有效

的方法是正向的自我統合，即是「生

命回顧」，透過生命回顧可以幫助個

體統合過去的經驗，使個體產生智

慧，使生命更加圓滿，將經驗傳承下

一代，並且接受人生最後的階段。教

學活動設計上可採生命回顧、口述歷

史、藝術創作方式或生命故事繪本方

式進行，透過學習，統整個體生命經

驗，透過互動引導反思與對話，探索

生命意義、發現自己的潛能及自我價

值感，並習得妥善因應、正視並積極

面對生命課題與任務的能力，以實現

其人生願景。

5. 教學者是讓高齡者持續學習之重要關

鍵因素

由於高齡者對參與學習活動具有

高度的掌控權，教師除吸引高齡學習

者進入學習狀態、滿足學習需求外，

更扮演高齡者支持與引導的角色，高

齡者喜歡了解他們學習心理且幽默風

趣的教師，使其感到自在與沒有任何

壓力學習，亦師亦友的師生關係是增

加並維持高齡者學習動機之關鍵。

伍、結語

面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提供一個符

合高齡者的需求、安全與尊嚴的友善終身

教育環境，是我們共同的目標。本文以諾

爾斯成人教育學模式為立論基礎，結合高

齡學習者特性及需求，提出教學上的啟示，

藉由高齡者持續的學習與經驗的分享增進

其智慧的開展，促進其統整生命經驗與知

識，協助高齡者適應生涯發展的角色轉換、

提供再接觸社會機會，讓個體追求自我實

現的可能，朝向成功老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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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各長青學苑的辦學績效不一，定期的

評鑑有助於長青學苑改善其缺失和提升辦

學績效。台灣的高齡人口正快速增加中，

相對地高齡人口對學習的需求亦日益增加

中，因為持續地學習可以使高齡者保有獨

立性、跟上社會快速變遷的腳步、讓生命

更 豐 富 (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1999)。因此，提供優質的終身學習環境

和課程，是高齡學習政策制定者必須加以

規劃的。為了提升高齡學習的教學品質，

除了教學空間必需是安全的且符合相關法

規外，在軟體方面，教師資格需加以認證，

課程設計、教材和教法亦需具備專業水準

( 黃富順，2004)。因此，建立老人教育評

鑑及獎勵機制，是推動老人教育政策之重

要具體策略。

老 年 人 和 一 般 人 一 樣， 有 著 相 同 的

學習權。不應因其年老或體衰，就排除或

評鑑制度對長青學苑的辦學績效之影響
林哲瑩 /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各長青學苑的辦學績效不一，評鑑制度有助於長青學苑改善其缺失和提升辦學

績效。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評估台中市長青學苑之辦學績效，以供服務委託者作

為未來委託辦理長青學苑和評估其成效之參考依據。本研究採用實地研究和次集資

料分析，來評估長青學苑之辦學績效，以及分析長青學苑的評鑑制度和辦學模式對

長青學苑辦學績效之影響。本研究對象包含台中市 17 個承辦組織 / 團體所辦理的

25 所長青學苑。將完成之成效評估量表，以及本研究者所觀察及記錄之優點、建

議事項、和改善事項，以及次級資料，加以整理及評估長青學苑之辦學績效。本研

究發現：長青學苑的評鑑制度對有企圖心想要提升辦學績效的承辦單位，有正向的

影響；長青學苑承辦單位主管的經營理念和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是決定長青學苑

辦學績效之關鍵因素；各長青學苑的辦學特色，可以成為其他長青學苑標竿學習的

對象。結論：長青學苑應積極加以改善缺失並規劃具前瞻性的服務項目；服務委託

者則應評選出聲譽卓著和過去執行社會服務服務方案績效卓著的組織 / 團體來承辦

長青學苑。

關鍵字：長青學苑、辦學績效、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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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其學習的機會。撤退理論者認為老

化會降低老人的人際互動關係，老人與所

屬社會會相互撤退，此乃撤離的發生可以

是發自老人本身或是他人；相反地，活動

理論者認為老人不只可以保持活躍，還可

以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持續論者則認為

人在老年時仍應保持和過去一樣的生活，

不應因老化而有所改變 (Payne and Hahn, 

1992)。然而老人參與學習，可以充實老

人精神生活，使其得以服務社會、社會參

與、追求自我實現。因此，不論正式的或

非正式的學習，老年人都應享有同樣的學

習權益。

老年人的主要需求有醫療保健、經濟

和住宅安全、人際互動、社會參與、學習

機會、休閒娛樂、靈性照顧等。長青學苑

可以滿足年滿五十五歲者的求知需要，提

供進修機會，充實其精神生活 ( 臺灣省政

府，1987)。因此，長青學苑是落實福利

社區化與滿足老人的學習需求的最佳方式

之一。長青學苑可以委託教育機構、縣市

立文化中心或鄉鎮市（區）公所、老人福

利及其他社會慈善團體辦理 ( 臺灣省政府，

1987)，開設包含語文、才藝、休閒、健身、

育樂等課程，以維持身心靈的健康外，並

辨理專題講座以及志工培訓，以鼓勵高齡

者參與社區服務，維持高齡者自尊與價值

感，使社區內的老人可以過著獨立自主、

自我充實、有尊嚴的生活。亦即藉由辦理

長青學苑，可以讓社區老人可以就近學習，

並增進社區居民間之人際互動，以滿足當

地社區發展的需要和照顧學習者在生活中

的需要，進而建構一個無歧視的終身學習

型社區。

評鑑的目的不在於檢驗方案的執行成

果，而是在於持續改善或提升方案的品質

(Stufflebeam, 2000)。對長青學苑實施定

期的評鑑，有助於提升辦學績效。長青學

苑的評鑑之目的分為提升辦學績效與改善

缺失二種。提升辦學績效是指在現有的良

好辦學基礎上，持續精進到可以超越顧客

的期待。改善缺失則是對於評鑑委員們在

長青學苑評鑑時，所發現的缺失或建議事

項，進行改善工作。然而，對所執行的評

鑑工作之成果如何，有必要作一評估，評

估其有效性、以及滿足長青學苑承辦單位

和學員之需求程度，以作為後續執行長青

學苑委託辦理之依據，正如 Posavac(2011)

所指出的，評估的目的在於了解方案的執

行及其影響，改善服務品質，增進服務接

收者之福祉。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評鑑制度對長青學苑辦學績效的

影響。

二、探討長青學苑辦學模式與辦學績效之

相關性。

三、檢討現行的長青學苑執行成果評估制

度，並提出結論和建議，以供服務委

託者作為未來委託辦理長青學苑之參

考依據。

貳、文獻回顧

一、終身學習

終身學習是個人一生中持續且有意的

學習活動。終身學習已日益受到重視，因

此，推展終身學習和建立學習社會，將是

高齡化社會推動老人教育政策的重點工作

項目。教育部於 2006 年提出老人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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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願景為：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

尊嚴、社會參與。其最重要的施行意義在

於：( 一 )、保障老人學習權益，提升老人

生理及心理健康，促進成功老化；( 二 )、

提升老人退休後家庭生活及社會的調適能

力，並減少老化速度；( 三 )、提供老人再

教育及再社會參與的機會，降低老人被社

會排斥與隔離的處境；( 四 )、建立一個對

老人親善及無年齡歧視的社會環境 ( 教育

部，2006：3)。老人教育的主要內容有老

人基本教育、老人專業知能、老人健康保

健、老人休閒生活、老人生活倫理 ( 中華

民國社區教育學會，1999)，但因受到生

理功能、心理狀態、學習偏好之影響，使

得高齡者的學習需求，不同於一般傳統的

學習者。高齡者的學習需求有以下五種類

別：( 一 )、 因 應 的 需 求 (coping needs)：

高齡者的基本識字能力與自我照顧能力被

滿足之後，才有多餘的能力去追求較高等

級的需求；( 二 )、表達的需求 (expressive 

needs)：高齡者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培養

自 己 的 嗜 好 或 興 趣， 是 為 學 習 而 學 習； 

( 三 )、貢獻的需求 (contributive needs)：

發自內心想要服務他人的慾望，不再專注

於 自 我 或 應 付 自 己 的 需 求；( 四 )、 影 響

的 需 求 (influence needs)： 追 求 政 治 技 能

與智慧的慾望，並將多餘的精力和資源用

於 學 習 政 治 的 相 關 技 能；( 五 )、 超 越 的

需 求 (transcendence needs)： 超 越 年 齡 的

限制，去學習如何平衡個人的能力與責任

(McClusky, 1971)。所以，高齡學習的課

程內容，應提供高齡者的生活基本知能和

興趣的培養，進而激發服務他人和改變社

會的潛能，了解個人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

價值，進而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

然而，能夠吸引高齡者參與學習的課

程設計，必須是高齡者想要學習的內容。

高齡者主要的偏好學習內容有以下五大類：

( 一 )、健康保健：可以預防疾病和身體保

健及養生的課程，包含疾病預防和照護、

醫療常識、健康促進活動；( 二 )、人文藝

術：可以陶冶身心靈和涵養興趣的課程，

包括文學、歷史、美術、音樂、舞蹈、戲劇；

( 三 )、休閒生活：以娛樂和肢體活動課程

為主，包含旅遊、歌唱、運動；( 四 )、語文：

語言或語文的學習，有外國語文 ( 以英、

日語為主 )、國語正音、中文書寫；( 五 )、

才藝技能：以培養嗜好和學習技藝為主，

包括文史寫作、烹飪、園藝、民俗技藝、

手工藝、電腦操作 ( 黃富順，2004)。因此，

長青學苑所開設的課程，應以健康保健、

人文藝術、休閒生活、語文、才藝技能為

主，才能激起高齡者的學習興趣。

周延的高齡者學習障礙及問題因應策

略，有助於提升高齡者的學習意願。欠缺

費用、沒有時間、交通不便、沒有興趣、

課程時間安排不當、缺乏學習機會的資訊、

機構氣氛不佳、同儕關係不和諧、沒有學

習能力、健康不佳、視聽能力不良、記憶

力不佳等，是有學習需求的高齡者，在參

與學習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障礙和問題 ( 黃

富順，2004)。因此，高齡者學習障礙及

問題的因應策略為建立社區型長青學苑，

讓高齡者可以就近學習；開設高齡者感興

趣的課程並配合高齡者作息開課，設計適

合高齡者身心健康狀況的教材和教法，透

過各種宣傳方式和鼓勵高齡者參與學習，

讓高齡者知道學習資訊且樂於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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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的社會是指個人一生中，隨

時均有學習機會的社會，可以增進個人的

生活知能和發揮潛能，進而追求自我實現

( 黃富順，2003)。因此，在辦理終身學習

課程時，可以結合和運用各鄉鎮市區公所、

圖書館、社區大學、學校、文教基金會、

社會福利團體、宗教組織、農漁會、公民

營企業、地方社團處所、社區發展協會等

場地。所以，目前提供終身學習的單位相

當的多元，有民間組織 / 團體、終身學習

組織、學校體系、專業社團 / 組織、終身

教育體系、行政機關 / 公立機構 ( 黃富順，

2003)。而以高齡者為專屬的學習場域，

有由教育單位管轄的有樂齡大學和樂齡學

習中心；社會局 / 處辦理的長青學苑、松

年大學；民間團體主導的老人社會大學和

遐齡學園 / 松柏學苑。因此，為了提供社

區高齡者可近性的終身學習機會，有必要

透過不同終身學習體系的結合，以廣設社

區型長青學苑，將終身學習社區化，以建

構一個可近性且無年齡歧視的終身學習社

會。

二、�長青學苑的辦學績效之評估方法

與項目

方 案 評 估 的 任 務 是 提 供 充 足 的 資

訊，來協助評估者評斷方案的成果與價值

(Stufflebeam, 2001)。成果的評估提供了

完整性與有效性的驗證資訊，可以確定學

習的價值。長青學苑不單只是為教育訓練

而設立，而是一教育和學習機構。因此，

用來評估教育和學習成果的 CIPP 方案評

估 模 式 (The CIPP for program evaluation 

model)， 本 研 究 者 認 為 較 適 合 用 來 建 構

長 青 學 苑 的 辦 學 績 效 之 評 估 架 構。CIPP

評 估 模 式 是 用 來 引 導 評 估 方 案、 專 案、

人 員、 產 品、 機 構、 和 制 度 的 一 個 架 構

(Stufflebeam, 2000)。CIPP 評估模式主要

是評估方案的背景 (context)、輸入 (input)、

過 程 (process)、 和 成 果 (product) 等 四 個

部分，以協助確定方案目標、適時修正方

案、引導方案的執行、並提供作決策的參

考，以確認那些項目是必須被完成的、如

何完成這些項目、執行的情形、方案是否

成 功 (Stufflebeam, 2000)。CIPP 評 估 模

式中的背景評估之主要評估項目有政策背

景、環境背景及需求背景三大要項；輸入

評估主要是評估投入方案的資源情形，包

含 工 作 計 畫、 人 力、 設 備、 和 經 費 等 資

源；過程評估主要評估方案是否提供執行

方案的程序、方案執行中偵測到的缺失、

方案決策所需的資訊，以確保方案的效率

與成果；成果評估主要是將背景、輸入、

過程等資訊與預設的評估指標相比較和解

釋，並檢視方案成果之影響 (impact)、效

率 (effectiveness)、持續性 (sustainability)、

和 可 移 轉 性 (transportability)， 以 作 為 決

定績效評估之參考 (Stufflebeam, 2000)。

因此，顯而易見地 CIPP 方案評估模式的背

景、輸入、過程、和成果等四個部分，適

合用來建構長青學苑的辦學績效之評估架

構。

成果評估指標必須能夠反映方案目標

的達成程度 (Posavac, 2011)。目前具制度

性的辦理高齡者學習評鑑的有樂齡學習中

心、樂齡大學、長青學苑。有用的成果評

估項目和指標 / 標準，必須是能反映方案

意圖、能反映方案工作者的努力、能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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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測量、讓方案關係人參與決定，才能夠

做出有效的方案評估 (Posavac, 2011)。因

此，在評估長青學苑的辦學績效時，必須

「以學員為中心」，來檢視軟硬體設備設

施、課程與學員的需求之契合程度、學員

參與及學習成長情形、學員滿意度、連結

與運用社會資源的效率、創新服務工作等

項目，以評估這些項目與預設的目標間之

一致程度。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實地研究法和次級資料分

析法，來評估長青學苑的執行成果。實地

研究法是以研究者為觀察中心，來蒐集資

料 ( 簡春安、鄒平儀，2012)。因此，本研

究透過對受評單位的實地評估，逐項查核

執行成果和評鑑指標間的一致程度，以充

分了解方案並對方案執行成果作綜合性的

評估，進而提出縮小執行成果與方案目標

差距之改進建議。並使用次級資料來分析

歷年評鑑結果，以探討評鑑制度對長青學

苑辦學績效之影響程度。最後，根據研究

結果，提出結論及建議。

一、研究工具

好的成果評估須有能夠把方案執行前

後的成果準確地測量出來的量表 ( 簡春安、

鄒平儀，2012)。因此，本研究採用長青

學苑成效評估量表和研究者本身兩種研究

工具，來評估長青學苑的辦學績效。長青

學苑成效評估量表是藉由修正 2012 年版

的評鑑指標和參照標準，接著運用專家判

斷法，透過專家會議方式，經由溝通、討

論、意見交換，而確定的 2013 年版評鑑

指標和參照標準。長青學苑成效評估項目

分為行政組織 ( 機構經營理念及策略、班

級經營策略、人力配置、召開工作人員會

議、資料管理、製作成果報告、志工管理 )、

財務管理 ( 報名費和學費收取清楚、經費

運用、會計制度與專責財會人員、專戶專

款專用 )、綜合評估 ( 服務可近性、教師學

經歷、服務與需求的一致性、設施設備安

全化、服務多元化、社會資源運用效率、

服務成果展、滿意度調查、品質監控制度、

民眾參與度 )、加分項目 ( 自述創新或特色 )

等四項目，22 項指標。另一重要的研究工

具就是研究者本身，透過觀察並與方案的

相關人員確認執行成果與評鑑指標間之一

致情形，研究者並將所觀察到的長青學苑

辦學之優點、建議事項、和改善事項加以

記錄於長青學苑成效評估意見表中。

二、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對象包含台中市 17 個承辦組織

/ 團體所辦理的 25 所長青學苑。台中市有

29 個行政區，於 2013 年時有 24 區開辦

25 所長青學苑，其中大甲區有大甲和日南

兩所長青學苑，但仍有烏日、大肚、潭子、

新社、和石岡，尚未辦理長青學苑。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因為將社會局自行辦理的中區、東區、

南區、和北區等四所長青學苑，整合成一

受評單位，因此，完成 22 份的長青學苑成

效評估量表。每一受評單位，均由研究者

就資料查證與觀察，加以記錄長青學苑辦

學之優點、建議事項、和改善事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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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成 22 份長青學苑成效評估意見表。用

次數分配和平均數來分析資料分布情形和

集中趨勢，並分析觀察所得資料和本研究

目的之一致程度。

肆、研究發現

一、�評鑑制度對長青學苑辦學績效之

影響分析

各長青學苑所開辦的班級數目、和參

與的學員人數與學員人次有極大的差異。

如表一所示，各長青學苑班級數目從 4 班

到 49 班不等，平均班級數為 18 班；各長

青學苑學員人數最少的只有 80 人，但也有

多達 2146 人，平均人數 502 人；各長青

學苑學員人次則介於 80 人次與 2380 人次

之間，平均為 631 人次。終身學習應兼顧

擴大學習參與和促進學習品質 ( 吳明烈，

2004)。因此，低於平均班級數目、人數、

和人次的長青學苑，應積極行銷長青學苑，

以提高行政區內長輩參與長青學苑之人

數。而為了增加該行政區內尚未參與長青

學苑學習之其他老人的參與機會，應降低

單一學員的選讀班級數，尤其是學員人次

和學員人數之比大於平均值 1.3 倍的太平

區、豐原區、龍井區、西屯區、和清水區

等 5 所長青學苑。

從 2011 年到 2013 年長青學苑執行成

果的評估結果來看，維持同樣的辦學績效

的有 10 所長青學苑，其中大甲區和太平區

2 所長青學苑，連續三年維持在特優等第；

外埔區長青學苑，持續三年被評鑑為優等；

大甲日南區、大里區、和東勢區 3 所長青

學苑，三年來都維持在甲等；北屯區、南

屯區、和西屯區 3 所長青學苑，連續二年

是甲等；大雅區長青學苑，則二年來一直

被評鑑為乙等。持續提升辦學績效的有大

安區長青學苑，從 2011 年的甲等 2012 年

的優等到 2013 年的特優；北區長青學苑

從 2012 年 的 甲 等 到 2013 年 的 優 等。 東

區長青學苑的辦學績效從 2012 年臺中市

國際語文教育協會承辦時的丙等，到 2013

年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自辦的優等。龍井

區長青學苑 2011 年是乙等，2012 年則提

升至甲等，2013 年仍維持甲等。辦學績效

不穩定的有沙鹿區長青學苑，2011 年甲

等，2012 年提升至優等，但 2013 年又退

回到甲等。辦學績效退步的有豐原區長青

學苑從 2011 年的特優，退步到 2012 年和

2013 年的甲等；霧峰區長青學苑從 2011

年的優等，退步到 2012 年甲等和 2013 年

的乙等；神岡區長青學苑從 2012 年的甲

等，2013 年則是乙等。2013 年一開辦即

獲得優等的長青學苑有中區和南區 2 所長

青學苑；2013 年剛開辦而被評鑑為乙等的

有后里區、梧棲區、西區等 3 所長青學苑。

由此可見，時間因素不會對長青學苑的辦

學績效有所影響。而由實地評鑑時觀察到

的是現有的長青學苑評鑑制度對於只是為

了辦理長青學苑而辦理長青學苑的承辦單

位沒有影響。但對有企圖心想要提升辦學

績效的承辦單位，則有正向的影響，尤其

是大甲區和太平區 2 所長青學苑，雖然已

經連續三年維持在特優等第，仍以持續開

發創新的服務項目，來提升辦學品質。

二、�長青學苑辦理模式與辦學績效之

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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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區別 承辦單位

2013 年

班級數

2013 年

學員人數

2013 年

學員人次

2013 年學

員人次

/ 人數

年度評估等第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1 大甲區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49 1273 1623 1.27 特優 特優 特優

2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34 1071 1465 1.37 特優 特優 特優

3 大安區 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20 508 568 1.12 甲 優 特優

4 北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48 2146 2380 1.11 未受評 甲 優

5 東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7 177 205 1.16 未辦理 丙 優

6 中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 141 181 1.28 未辦理 未辦理 優

7 南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5 120 145 1.21 未辦理 未辦理 優

8 外埔區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24 666 784 1.18 優 優 優

9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老人會 44 1026 1500 1.46 特優 甲 甲

10 沙鹿區 台灣福氣社區關懷協會 9 255 290 1.14 甲 優 甲

11 大里區 臺中市老人會 16 553 601 1.09 甲 甲 甲

12 東勢區 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30 829 941 1.14 甲 甲 甲

13
大甲

日南區

大甲區農會 20 451 547 1.21 甲 甲 甲

14
龍井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國龍愛心協會 13 157 297 1.89 乙 甲 甲

15 北屯區 弘光科技大學 12 311 338 1.09 未辦理 甲 甲

16 南屯區 朝陽科技大學 17 508 621 1.22 未辦理 甲 甲

17 西屯區 中國文化大學 22 353 751 2.13 未辦理 甲 甲

18 和平區 和平區健康促進推廣協會 4 80 80 1.00 未辦理 未辦理 甲

19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22 611 726 1.19 優 甲 乙

20 清水區 臺中縣清水鎮福德老人會 11 184 421 2.29 甲 乙 乙

21 神岡區 弘光科技大學 10 178 224 1.26 未辦理 甲 乙

22 大雅區 弘光科技大學 11 191 229 1.20 未辦理 乙 乙

23 后里區 弘光科技大學 8 260 298 1.15 未辦理 未辦理 乙

24 梧棲區 弘光科技大學 8 190 219 1.15 未辦理 未辦理 乙

25 西區 朝陽科技大學 10 308 353 1.15 未辦理 未辦理 乙

平  均 18 502 631 1.30

表一　臺中市長青學苑之辦學績效

註：1、 評鑑成績分為特優、優等、甲等、乙等、丙等共 5 級，各等級得分範圍如下：(1). 特優：總分為 95 分以上者；(2). 優等：總分為

90 分至 94 分者；(3). 甲等：總分為 80 分至 89 分者；(4). 乙等：總分為 70 分至 79 分者；(5). 丙等：總分為未達 70 分。

　　2、 列為「丙等」者，下一年度不再提供經費補助，並取消長青學苑辦理資格。因此，2012 年東區長青學苑原由臺中市國際語文教育

協會承辦，於評鑑過後，改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自行辦理。

資料來源： 整理自台中市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長青學苑成效評估成績。



 

　
　
新
北
市
終
身
學
習
期
刊 

第
 

期 

9

A
cadem

ic R
esearch

74

學
術
研
究

台中市長青學苑採由行政機關辦理，

或補助學校及民間團體等單位，辦理各

區 長 青 學 苑 業 務 ( 台 中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2013)。由於如表 1 所示，各長青學苑之

辦學績效不一，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討長

青學苑之各辦理模式和辦學績效之關係，

以確認何種長青學苑辦理模式，是最有效

能的辦學模式。

( 一 ) 行政機關

由 行 政 機 關 辦 理 的 長 青 學 苑， 可 以

區分為社會局自行辦理和區公所辦理。社

會局自行辦理中區、東區、南區、和北區

等四所長青學苑。由區公所辦理的有大安

區、外埔區、和霧峰區等三所長青學苑。

由實地評鑑觀察到由行政機關辦理的長青

學苑，有充足的經費和人力資源，硬體設

施亦是極佳。然而由霧峰區公所辦理的長

青學苑，卻由 2011 年的優等一再退步到

2013 年的乙等。由此可見，由資源豐富的

行政機關來辦理長青學苑，不一定會有較

佳的辦學績效。

( 二 ) 區公所委託民間組織辦理

太 平 區 長 青 學 苑 是 由 太 平 區 公 所 委

由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辦

理。太平區長青學苑有社會局和太平區公

所的經費補助，加上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

社會福利基金會有多年極佳的長青大學辦

學績效，因此，太平區長青學苑在行政組

織、財務管理、綜合評估、創新或特色等

評鑑項目和指標，均獲得評鑑委員極高度

地評價，並連續 3 年均被評鑑為特優等第。

由此可知，除了有豐富的公部門資源挹注

外，須有優異的長青學苑承辦能力，才會

有較佳的辦學績效。

( 三 ) 學校體系

由各級學校辦理長青學苑的有大甲國

中辦理大甲區長青學苑，玉山高中辦理東

勢長青學苑，西屯區長青學苑由中國文化

大學承辦，朝陽科技大學承辦西區和南屯

區長青學苑，弘光科技大學承辦北屯區、

大雅區、后里區、神岡區、和梧棲區等五

所長青學苑。由學校體系辦理的長青學苑，

評鑑成績差異極大，從特優等第到乙等都

有。即使由同一學校辦理的亦有甲等和乙

等之分，例如：弘光科技大學和朝陽科技

大學。由實地評鑑中觀察到，大甲國中所

辦理的大甲區長青學苑，之所以連續 3 年

均被評鑑為特優等第，乃因為大甲國中全

校教職員從校長到基層員工，全體積極投

入辦理大甲區長青學苑，因此在行政組織、

財務管理、綜合評估、創新或特色等各方

面，均達到足為其他承辦單位之標竿學習

的對象。有此可見，雖然學校體系有豐富

的辦學經驗和資源，但在承辦長青學苑時，

辦學態度是決定長青學苑辦學績效之關鍵

因素。

( 四 ) 社會團體

臺中市由不同屬性的社會團體辦理的

長青學苑，有由該行政區的老人會辦理的

大里區、豐原區、和清水區等三所長青學

苑；大甲農會承辦大甲日南區長青學苑；

社團法人臺中市國龍愛心協會辦理龍井區

長青學苑；台灣福氣社區關懷協會辦理沙

鹿區長青學苑；和平區長青學苑則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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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區健康促進推廣協會承辦。由不同屬性

的社會團體辦理的長青學苑，評鑑成績只

有甲等和乙等兩種，沒有特優或優等。此

乃因為地方社會團體雖有意願辦理長青學

苑，但因各種資源的有限，在經費上只有

社會局每一班級一年所補助的 65,000 元，

硬體設備設施只能因陋就簡，承辦人員是

由人力已經非常缺乏的地方社會團體自身

的人力兼任，無法有效地提升辦學績效。

雖然資源有限導致社會團體辦理的長青學

苑，沒有被評鑑為特優或優等，但除了清

水區老人會辦理的長青學苑外，其他行政

區的社會團體仍能將有限的資源之效益極

大化來辦理長青學苑。

總而言之，資源投入程度不同的長青

學苑辦理模式，和長青學苑的辦學績效不

一定有相關，而是和資源運用的效率與效

能與否有關。而長青學苑承辦單位的主管

之經營理念和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則是

決定長青學苑辦學績效之重要關鍵因素。

再則於實地評鑑時觀察到服務委託者在資

源運用上，不宜補助辦理社區內既有之各

類課程或活動的長青學苑課程，以避免資

源重疊或浪費。

三、長青學苑辦理特色與缺失分析

各長青學苑的辦學特色，可以是其他

長青學苑標竿學習的對象，而有缺失的長

青學苑，應積極加以改善之，以提升辦學

績效。而為了能更精進長青學苑的辦學績

效，研究者提出未來長青學苑的發展方向。

( 一 ) 在長青學苑辦學特色方面

各長青學苑應將其辦學特色，可以適

度地分享給其他長青學苑參考與運用，而

各長青學苑可以因應自身資源和需求，加

以學習與引用，例如：1、北、中、南、東

區、大甲區長青學苑已經建置學員管理系

統，來管理學員之相關資訊；2、南屯區和

西屯區長青學苑之承辦單位運用其現有資

源，建置教師資訊管理系統，以利管理長

青學苑教師相關資訊；3、沙鹿區長青學苑

設有巡堂人員，以了解分散於不同地點的

上課教室之學員學習情形；4、南屯區長青

學苑設立班導師，駐點協助報名、開班、

教師及學員服務；5、西區和南屯區長青學

苑提供老人福利代辦服務；6、大安區長青

學苑將成果展以多元方式呈現，並製作成

DVD 分送學員；7、大安區長青學苑製作

團體服和書包，提升學員認同感並行銷長

青學苑；8、西屯區長青學苑使用 E 化教學

設備，有助於學習和教學效能的提升；9、

西屯區長青學苑使用電腦讀卡方式辦理學

員意見調查，可以快速有效能地分析學員

意見；10、大甲日南區長青學苑回應學員

需求，自籌經費開設太鼓班；11、大雅區

長青學苑回應社區長輩需求辦理戲劇人生

班；12、大甲區長青學苑開設地方特色的

藺草編織課程以傳承文化，和平區長青學

苑將具文化傳承的編織技藝融入課程中；

13、外埔區長青學苑積極協調增闢公車新

路線，並設立公車站牌，方便學員到長青

學苑上課；14、大里區、外埔區、和霧峰

區長青學苑帶領學員到行政區內的社會福

利機構從事社區關懷活動；15、外埔區長

青學苑之各項重大活動 / 服務事蹟皆發佈

新聞稿，以行銷長青學苑；16、太平區長

青學苑於辦理各項活動時，均有書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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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於執行完畢後製作成果報告書。

( 二 ) 長青學苑應積極改善事項

各長青學苑應積極改善以下缺失，以

提升辦學績效：1、長青學苑的服務 / 執行

成果，須留存資料及記錄，並依照評鑑指

標細項分類整理放置，以供查考；2、長青

學苑須回應社區長輩需求開設相關課程，

尤其是電腦和英語課程，例如：南屯區、

北屯區、東勢區、大里區、大甲日南區長

輩有學習電腦操作之需求。大安區長輩有

學習英語之需求；3、上課場地須加以改

善，以符合建築與消防安全規範有大雅區、

神岡區、北屯區、梧棲區、沙鹿區、龍井

區長青學苑，須積極加以改善，使學員可

以在安全的場所安心上課；4、豐原區長青

學苑可以運用豐原區老人會的成員，積極

協助長青學苑執行成果資料的整理；5、大

里區長青學苑須規劃調整增加上午上課時

段，以因應增設新班所需之上課空間及時

數；6、和平區長青學苑可以結合協會現有

之有機堆肥 / 無毒菜園，開辦植栽或烹飪

課程；7、北、中、南、東區長青學苑對於

沒有滿班的班級，須提出因應策略，讓長

青學苑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8、班級數

目和學員人數低於平均值的長青學苑，須

積極行銷長青學苑，以提高行政區內長輩

參與長青學苑之人數。

( 三 ) 長青學苑的未來發展方向

各長青學苑應在現有的辦學基礎上，

精益求精，積極規劃以下未來的發展工作：

1、運用社會資源，尤其是醫療資源，辦理

健康促進活動，以提高服務品質；2、積極

規劃開辦具地方特色的文化 / 產業之課程，

以傳承地方文化和技藝；3、建置電腦 / 網

路報名系統，以免除學員排隊報名之苦；

4、在資訊化時代，應運用網路問卷，執行

學員滿意度及潛在學習需求調查，不只節

省紙張有環保效果，更能提高調查結果之

統計分析效能。

伍、結論與建議

一、綜合評論

現 有 的 長 青 學 苑 評 鑑 制 度 對 有 企 圖

心想要提升辦學績效的承辦單位，有正

向的影響。但對於只是為了辦理長青學苑

而辦理長青學苑的承辦單位則無影響。在

政府財政困難預算有限又必須兌現選舉時

的社會福利支票下，準市場機制和契約外

包方式已經是新辦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方案

必然的趨勢。因為正如新公共管理論者所

述，準市場和契約外包是使社會福利服務

方案，達到經濟、效率、和效能等目標的

最 佳 途 徑 (Hood, 1991)。 高 齡 者 會 參 與

學習活動主要是因為要解決發展任務、提

高生活滿足、和發展智慧結晶 ( 黃富順，

2003)。而長青學苑除了無法保障老年人

的經濟和住宅安全外，長青學苑須同時滿

足老年人的醫療保健、人際互動、社會參

與、學習機會、休閒娛樂、靈性照顧等需

求，因為現代的終身學習強調的是社會統

合、積極公民身分、知識經濟、和學習文

化 ( 吳明烈，2004)。因此，服務委託者在

辦理長青學苑承辦單位的評選工作時，即

應評選出聲譽卓著和過去執行社會服務服

務方案績效卓著的長青學苑承辦單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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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在承辦長青學苑後，而無法有效地督導

考核。

資源投入程度不同的長青學苑辦理模

式，和長青學苑的辦學績效不一定有相關，

而是和資源運用的效率與效能與否有關。

而長青學苑承辦單位的主管之經營理念和

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才是決定長青學苑

辦學績效之關鍵因素。服務委託者可以透

過定期和不定期的督導考核，積極輔導辦

學績效不佳之長青學苑，並持續追蹤之。

服務委託者適度地將權力下放到行政區公

所，以免發生行政區公所不知道自己行政

區內長青學苑的辦理情形，而且可以就近

協助和督導自己行政區內的長青學苑。

各長青學苑的辦學特色，可以是其他

長青學苑標竿學習的對象，而有缺失的長

青學苑，應積極加以改善之，以提升辦學

績效。而為了能更精進辦學績效，各長青

學苑須積極規劃長青學苑的未來發展方向

和創新的服務項目。

二、建議

為維持與提升評鑑成果，依據上述評

估發現與結論，對評鑑制度和評鑑指標、

長青學苑承辦單位、以及主管機關，提出

建議如下：

( 一 ) 對評鑑制度與評鑑指標之建議

1. 評鑑制度之變革：以輔導代替評鑑

(1) 評 鑑 為 特 優 之 長 青 學 苑 承 辦 單

位，隔年以辦理長青學苑觀摩、

研討會、和編制作業手冊及教材

替代接受評鑑，以分享其優質的

辦學績效，並讓其他長青學苑承

辦單位有標竿學習的機會，以提

升其辦學效能。

(2) 主動式的輔導是植基於「以學員

為中心」的理念，是為了提升長

青學苑的辦學績效，不是為了評

鑑，才進行長青學苑輔導工作。

因此，應運用主動式的輔導，對

於評鑑成績不佳的長青學苑，進

行常態性和持續性的輔導，輔導

其 達 到 評 鑑 至 少 甲 等 以 上 之 標

準。而對於評鑑成績已達甲等以

上的長青學苑，施以主動式的輔

導，不只可以確保其既有的辦學

成果，並可以有效地提升其辦學

績效。

2. 評鑑指標

(1) 運 用 專 家 判 斷 法 制 定 評 估 指 標

時，要避免個人強勢操控 / 主導，

以致於所制定的評估指標，成了

專家的偏見，而無法評估到方案

的實質面。

(2) 將「教學多元化」該評鑑指標的

定義，從「除課堂教學外，配合

舉辦課外活動、辦理各項講座、

觀摩活動等等」，加以修正成為

「小組討論、參訪、學生上台報

告、腦力激盪、案例或故事討論、

講述、服務學習、學生課後書面

報告、學生實作、角色演練、習

題練習、影片欣賞與討論、採訪、

e 化教學、審議式民主、觀察與

資料收集、一分鐘回饋、由學生

自 訂 學 習 目 標 與 抱 負 水 準、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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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民眾參與度」評鑑指標之參

照標準中的「以統計資料呈現服

務範圍內各地區長輩參與人數與

比例」之「各地區」定義清楚，

是指台中市的各「行政區」或「各

里」或「各社區」。

(4) 將「自述創新或特色」評鑑指標

之參照標準中的「上課場地合乎

建築與消防安全規範」應是最基

本的要求，不應是「自述創新或

特色」的一項標準。建議加入「綜

合評估」的「服務設備之安全化：

長青學苑之設備及設施足以保障

學習及安全所需」之參照標準中。

(5)「自述創新或特色」評鑑指標之

參照標準中的「有提供教師在職

訓練」應是「行政組織」的一項

參照標準，不應是「自述創新或

特色」的一項參照標準。

( 二 ) 對承辦單位之建議

1. 須有永續經營長青學苑之規劃。

2. 積極回應並開設高齡者學習所需求的

課程，以滿足高齡者的學習需求，例

如：英語和電腦課程。

3. 運用點名簿、學員通訊錄、教學日誌、

學員缺課關懷紀錄簿，以落實記錄課

堂學習情形。

4. 降低單一學員的選讀班級數，以增加

該行政區內其他老人參與長青學苑學

習的機會。

5. 結合當地醫療資源，辦理健康促進活

動。

6. 招募學員擔任長青學苑志工，並聘請

學習表現極佳的學員擔任教師，以充

分運用老人人力。

7. 辦理教師培訓與在職訓練，以提升長

青學苑師資之專業素養。 

8. 將教師、學員、班級相關資料資訊化

管理，以利資料統計分析，增加班級

經營管理之工作效率。

( 三 ) 對主管機關之建議

1. 建構處處可以學習的社區型長青學苑

(1) 協調教育單位將社區內因少子化

而多出來的學校教室開辦社區型

長青學苑，以支持社區高齡者終

身學習，並提供其就近繼續學習

的機會。

(2) 鼓勵非正規教育機構辦理長青學

苑，以拓展社區高齡者的學習機

會，進而促進其個人的繼續成長。

(3) 建構長青學苑教學資源中心，支

援各長青學苑的教材和教法，以

利資源缺乏的長青學苑之永續經

營。

(4) 上課場地空間以地上樓層為限，

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符合

建築和消防法規，才准予辦理長

青學苑。

2. 明訂承辦單位必須開辦符合社會趨勢

之課程，以建立終身學習型的社區

(1) 獎勵承辦單位辦理貼近新世代生

活的應用技能，如電腦或資訊應

用類等課程，使高齡者易於貼近

新世代族群。

(2) 引導承辦單位多開設代間學習課

程，藉由代間學習，以縮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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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間的距離與隔閡，消除不同

世代間的刻板印象。

(3) 鼓勵承辦單位開設文化與技藝傳

承的地方特色課程，以借用社區

高齡者的知識與經驗，延續地方

特色文化與產業。

(4) 鼓 勵 承 辦 單 位 開 設 社 會 參 與 課

程，來增權老人社區參與的能力

和地位，以發揮高齡者參與社會

事務之角色。

(5) 不予補助辦理社區內既有之各類

課程或活動的長青學苑課程，以

避免資源重疊或浪費。

3. 對長青學苑承辦單位定期或不定期查

訪授課情形及評估其成效

(1) 積極訪查以確定有開班授課情形

及學員出席情形。

(2) 權力下放至各行政區公所，由區

公所對自己區內長青學苑作必要

的督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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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戰後嬰兒潮逐漸邁入高齡，人口

老化成為世界的趨勢，臺灣在 1993 年老

年人口超過 7%，進入高齡化社會，臺灣高

齡人口逐漸增加，依照內政部統計資料，

65 歲 以 上 人 口 至 2013 年 已 增 至 268 萬

人，佔總人口百分之 11.49％ ( 內政部，

2013)。依人口推估資料顯示，我國 65 歲

以上的人口在 2017 年將成長至 14%，進

入高齡社會，2025 年將至 20.3％，邁入

所謂的超高齡社會 (super-aged society)，

顯示臺灣地區人口高齡化之歷程將愈來愈

快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1)。

面 對 人 口 老 化 的 趨 勢， 世 界 各 國 紛

紛提出有效的因應策略，除試圖減緩人口

老化速度之消極式作為外，更積極提供高

齡者更為完善之照顧服務，以協助其適應

老化的過程並安享晚年。而在延緩老化的

研究中，有學者提出成功老化 (successful 

aging) 的觀點，本文即試圖從成功老化觀

點對我國第三年齡之生活狀況進行探討，

進而檢視我國高齡政策發展可能之作為，

以回應臺灣高齡者人口的需要，創造高齡

者躍動的晚年生活。 

從我國高齡者生活狀況調查分析
談成功老化的應用

姚卿騰 /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兼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貳、成功老化概念之探討

一、成功老化的定義

近數十年來成功老化的概念已成為高

齡學探討重要主題，成功老化的概念除了

是相關研究所關注的焦點之外，更是相關

政策宣導、推行、提倡及落實的重點 ( 林

麗惠，2006；李世代，2010)。國外學者

Paul Baltes 和 Margret Baltes (1990) 認 為

老化主要有三個導因：基因與環境、生活

型態、病理因素，其將老化區分為三類，

第一種類型是一般老化，指無明顯疾病；

第二種類型是病態老化，可說是最劣等的

老化，個體承受疾病的侵害；第三種類型

則是成功老化。Rowe 和 Kahn(1998) 對於

成功老化之觀點，強調生理、心理和社會

三者缺一不可，進而將成功老化定義為：

個體成功適應老化過程之程度，強調在老

化的過程中，在生理方面維持良好的健康

及獨立自主的生活，在心理方面適應良好，

在社會方面維持良好的家庭及社會關係，

讓身心靈保持最佳的狀態，進而享受老年

的生活。 

二、成功老化的理論模型

成 功 老 化 的 觀 念 被 引 入 社 會 科 學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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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始自美國老年學學者們於 1940 年代針

對 生 活 滿 意 度 的 研 究 (Bowling, 1993)，

於 1960 年代變成學術名詞 (Paul B. Baltes 

& Baltes, 1990；Phelan & Larson, 2002) 

後，1980 年 代 起 因 Rowe 與 Kahn 及 其 團

隊的努力下，「成功老化」成為普遍流行

的名詞。目前與成功老化定義相關之理論

有 四， 首 先，Rowe 及 Kahn(1987, 1997, 

1998) 二位學者指出成功老化必須包含三

項要素：(1) 降低罹患疾病與因疾病而發生

失能的危險、(2) 維持高認知與身體功能、

(3) 主動參與社會 ( 包括關係的建立與生產

力的提供 )，透過跨學科研究網絡的多項

實證研究結果，提出基因不是決定人類如

何老化的絕對性因子，並主張人人可藉生

活形態的調整以中和老化的負向影響。之

後，Crowther 等 學 者 (2002) 提 出 在 此 理

論內加入第四個因子：正向靈性 (positive 

spirituality)，以納入宗教與靈性對高齡健

康的正向影響。 

第三為 Baltes & Baltes(1990) 以心理

學的觀點，運用變異與彈性的概念，提出

選擇、補償、與最適化理論 (The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簡稱 SOC 模式 )，將成功老化視為一種心

理適應良好的過程，強調透過三種策略促

使成功老化，包括 (1) 選擇 (selection) ─即

預防或因應退化而對生活目標所做出的選

擇；(2) 最佳化 (optimization) ─調整或精

鍊本身仍保有的能力與資源而使目標達成；

(3) 代 償 (compensation) ─ 利 用 環 境 及 工

具的調整或改變而使目標達成。為如何達

成成功老化的具體作法。將成功老化視為

一種心理適應良好的過程，展示了如何達

成成功老化的具體作法。除上述三個理論

外，第四個極重要的成功老化理論，則是

Torres(1999) 所提出的文化相關之成功老

化理論架構 (culturally-relev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該理論主張每個文化中皆包

含對人性、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間的

關係、時間、活動共五個價值傾向，而這

些價值態度所形成的文化對人們如何看待

成功老化這件事有重要的影響，是以，在

探討成功老化的定義時，不可不先瞭解老

人所身處的文化環境。 

儘管成功老化相關研究眾多，四個理

論亦各有其優點與不足，但目前最常被引

用的成功老化理論仍以 Rowe & Kahn 提出

的三個元素為主要定義，而由於該理論最

早被提出，是以，亦成為學術界引以為思

考與研究的基礎，產生許多支持該理論的

研究成果之餘，也有不少批判與修正的觀

點被提出，其中，除了採用「成功」一詞

帶來極可能隨人而易的不同定義外，集中

強調身體生理的功能與健康、忽略老人自

評定義的標準等，亦已被實證研究證明有

修正的必要。而該理論以必須同時達到生

理、心智、社會三面向的標準方稱成功老

化，亦窄化了真實生活中成功老化的發生。

另 外，「 成 功 老 化 」 的 感 知 乃 是 社 會 建

構 的 產 物 (Bowling, 1993; Torres, 1999, 

2006)，不管是同一個人在不同階段、或是

在不同地域的人們，其對於達成其成功老

化所需具備元素的看法，其實會隨其年齡、

性別、文化等變動而不同 (Andrews, et al., 

2002; Chen, 2007; Hsu,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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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高齡者生活狀況探討

由前述成功老化的觀點可以發現，高

齡者要享有良好的晚年生活，與其生活適

應有密切的關係，為提供政府相關機關制

訂高齡者政策及措施參考，我國內政部定

期辦理老人狀況調查，以瞭解高齡者健康、

經濟及各項福利需求，本節藉由內政部近

年 (2000 年、2002 年、2005 年、2009 年 )

所進行的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和行政院主計

處 (2009) 的中老年狀況調查結果，以瞭

解並研析我國高齡者在不同面向的生活狀

況。

一、高齡者健康狀況分析

在 健 康 情 形 上， 高 齡 者 自 覺 健 康 良

好的 ( 包括很好及還算很好 )2009 年最高

(52.21%)、2005 最 低 (33.44%)， 而 自 覺

健康情形不良者 ( 包括不太好和很不好 ) 則

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從 2000 年的 21.91%

上升至 2009 年的 27.15%，顯示近年來自

覺健康不良的高齡者比例有愈來愈多的趨

勢，高達近 3 成的高齡者自覺健康狀況不

佳。

在 慢 性 重 大 疾 病 方 面， 患 有 慢 性 重

大疾病的高齡者的比例一直維持在 7 成

左 右 的 高 峰， 比 例 上 10 年 來 並 無 逐

年 下 降 的 趨 勢 (76.06% → 75.92%)，

最 近 有 看 病 的 比 例 逐 年 攀 升 快 速

(37.76% → 65.38% → 68.91%)，平均看病

次數也愈來愈多 (2.18% → 2.25% → 2.18%) 

。另外在住院情形上，有住院的比例逐年

下降，但平均住院的次數則略為上升，平

均住院的天數略為下降，但下降比例有限

( 詳如表一 )。顯示高齡者在醫療照顧上的

需求乃是值得關注的議題，但如何事前的

健康狀況 2000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9 年

1. 自覺健康情形

　很好 15.18 16.52 11.58 13.90

　還算好 26.01 32.95 21.86 38.31

　普通 36.62 22.98 36.62 19.02

　不太好 17.14 22.10 22.83 21.82

　很不好 4.77 5.14 6.69 5.33

　很難說 0.29 0.31 0.43 1.46

2. 罹患慢性重大疾病

　無 23.94 33.96 34.42 23.56

　有 76.06 65.73 65.20 75.92

3. 最近一個月有看病情形

　無 62.24 36.60 34.62 31.09

　有 37.76 63.40 63.38 68.91

　平均看病次數 2.18 2.29 2.25 2.18

4. 過去一年住院情形

　無 77.73 79.57 80.02 78.55

　有 22.27 20.43 19.98 21.13

　平均住院次數 1.64 1.54 1.80 1.68

　平均住院天數 14.66 14.52 13.44 14.42

表一　近年高齡者健康狀況分析

註：2000 年調查基準為最近兩週看病情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 (2000、2005、2006、2009) 老人生活狀況調查，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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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況 2000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9 年

1. 自覺健康情形

　很好 15.18 16.52 11.58 13.90

　還算好 26.01 32.95 21.86 38.31

　普通 36.62 22.98 36.62 19.02

　不太好 17.14 22.10 22.83 21.82

　很不好 4.77 5.14 6.69 5.33

　很難說 0.29 0.31 0.43 1.46

2. 罹患慢性重大疾病

　無 23.94 33.96 34.42 23.56

　有 76.06 65.73 65.20 75.92

3. 最近一個月有看病情形

　無 62.24 36.60 34.62 31.09

　有 37.76 63.40 63.38 68.91

　平均看病次數 2.18 2.29 2.25 2.18

4. 過去一年住院情形

　無 77.73 79.57 80.02 78.55

　有 22.27 20.43 19.98 21.13

　平均住院次數 1.64 1.54 1.80 1.68

　平均住院天數 14.66 14.52 13.44 14.42

預防保健以及降低疾病失能風險則應雙管

齊下進行。

二、高齡者的經濟安全狀況分析

在經濟安全方面，高齡者的主要經濟

來源均為子女，其次則為自己，而來自政

府救助或津貼的比例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12.33% → 33.34% → 29.66%)。

至於在生活費的充裕程度上，自覺生

活費夠用 ( 包括相當充裕及大致夠用 ) 的比

例以 2000 年最高 (79.98%)、2002 年最低

(73.86%)。自覺生活費不夠用的以 2000

年最低 (18.53%)、2002 年最高 (26.14%)，

且有逐年攀升的趨勢。平均每個月生活費

支出則有逐漸上升的趨勢，2009 年的平均

每月生活費支出較 2000 年成長 4,416 元

( 詳如表二 )。顯然地，老年經濟安全仍是

我國高齡者晚年生活的最大隱憂，尤其是

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動，不論是高齡者主觀

感受或客觀的環境，在在都顯示政府有必

要加強其經濟安全的保障。

三、�高齡者的社會參與及就業狀況分

析

在社會參與上，2002 年高齡者固定參

加的活動以宗教活動為最多、養生保健活

動次之，但 2009 年則剛好相反，養生保

健活動最多、宗教活動次之。但值得觀察

經濟狀況 2000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9 年

1. 主要經濟來源

　自己 38.37 41.39 36.71 40.21

　配偶 ─ 3.32 4.40 5.23

　子女 47.13 51.72 53.37 48.29

　向他人借貸 ─ 0.13 0.10 0.06

　政府救助或津貼 12.33 22.58 33.34 29.66

　社會或親友救助 0.53 0.55 0.56 0.40

　其他 1.14 0.53 0.38 0.05

2. 生活費充裕情形

　相當充裕 22.27 9.28 8.58 13.18

　大致夠用 57.71 64.58 69.12 63.51

　有點不夠用 13.72 21.64 17.68 15.34

　非常不夠用 4.81 4.50 4.62 6.56

　其他 1.50 0.53 0.00 1.42

3. 平均每月生活費

　平均金額 9,414 10,796 11,715 13,830

　6,000 元以下 38.48 28.38 18.35 13.14

　3,001- 12,000 元 24.76 32.47 25.22 19.26

　12,001- 1,8,000 元 9.65 12.70 8.96 8.13

　18,001- 24,000 元 5352 7.25 5.69 4.89

　24,001- 30,000 元 2.64 3.56 1.34 2.32

　30,001 元以上 1.85 1.71 4.46 6.11

　其他 17.10 13.93 35.98 46.15

表二　近年高齡者經濟安全分析

註：2000 年無配偶和他人借貸選項。

資料來源：內政部 (2000、2005、2006、2009) 老人生活狀況調查，作者整理。



 

　
　
新
北
市
終
身
學
習
期
刊 

第
 

期 

9

A
cadem

ic R
esearch

84

學
術
研
究

的是在志願服務和進修教育參與方面，10

年來有成長的趨勢，成長比較達 2 至 3 倍

之多，顯示高齡者在社會參與上有愈來愈

重視社會服務與高齡學習方面的參與，故

老人福利政策應多加提供教育和學習機會

給高齡者，鼓勵高齡者在老化的過程中，

從事志願服務，並加強上述二項社會參與

活動上的規劃和資源投資，以利高齡者藉

由此有意義的活動達到成功老化的目標。

在這兩次調查中，高齡者較少參與的都是

政治性的活動。

至 於 日 常 生 活 的 主 要 活 動 上，2000

年調查中高齡者較常從事的是從事休閒娛

樂，養生保健次之，與朋友聚會聊天再次

之。2002 年調查中高齡者較常從事的是與

朋友聚會聊天，養生保健次之，休閒活動

再次之。2005 年高齡者最主要從事的活

動亦是與朋友聚會聊天，休閒娛樂次之，

養生保健再次之。2009 年高齡者最主要

從事的活動是與朋友聚會聊天，養生保健

再次之，而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任何主要活

動的高齡者所佔的比例偏高，2002 年為

33.08%、2005 年 為 26.46%、2009 年 為

28.75%，例年來高達近 3 成的高齡者日常

生活並無任何主要活動參與，顯示有不少

高齡者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

在就業狀況上，2002 年仍有 13.58%

的 高 齡 者 有 工 作，2005 年 有 15.65% 的

高 齡 者 有 在 工 作， 但 至 2009 年 下 降 為

11.17%，顯示我國政府對於促進中高齡就

業與人力資源應用並無積極的對策 ( 詳如

表三 )。

在行政院主計處 2009 年所進行的中

老年狀況調查中，65 歲以上高齡者養老想

社會參與情形 2000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9 年

1. 固定參與活動

　社團活動 16.67 ─ ─ ─

　宗教活動 13.22 9.25 9.23 11.33

　志願服務 3.78 3.70 4.79 7.18

　進修教育 ─ 2.86 3.30 6.23

　養生保健活動 ─ 8.23 10.56 13.19

　休閒娛樂活動 ─ 6.51 6.05 9.13

　政治性活動 ─ 0.31 0.63 0.51

2. 日常生活主要活動

　參加老人研習或再進修活動 2.17 1.89 2.73 2.46

　從事休閒娛樂 20.09 14.94 14.18 16.07

　從事養生保健 19.10 15.77 12.12 19.85

　照顧 ( 外 ) 孫子女 9.55 7.21 10.55 5.15

　從事志願服務 ─ 1.71 2.33 2.90

　從事兼職工作 8.87 ─ ─ ─

　與朋友聚會聊天 18.28 17.75 24.72 17.17

　從事宗教修行 ─ 3.87 4.93 5.16

　其他 20.13 3.03 1.97 2.40

　無 ─ 33.08 26.46 28.75

　不知道或拒答 1.82 0.75 ─ 0.09

3. 有無工作

　有 ─ 13.58 15.65 11.17

　無 ─ 86.42 88.35 88.83

表三　近年高齡者社會參與及就業狀況分析

資料來源：內政部 (2000、2005、2006、2009) 老人生活狀況調查，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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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情形 2000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9 年

1. 固定參與活動

　社團活動 16.67 ─ ─ ─

　宗教活動 13.22 9.25 9.23 11.33

　志願服務 3.78 3.70 4.79 7.18

　進修教育 ─ 2.86 3.30 6.23

　養生保健活動 ─ 8.23 10.56 13.19

　休閒娛樂活動 ─ 6.51 6.05 9.13

　政治性活動 ─ 0.31 0.63 0.51

2. 日常生活主要活動

　參加老人研習或再進修活動 2.17 1.89 2.73 2.46

　從事休閒娛樂 20.09 14.94 14.18 16.07

　從事養生保健 19.10 15.77 12.12 19.85

　照顧 ( 外 ) 孫子女 9.55 7.21 10.55 5.15

　從事志願服務 ─ 1.71 2.33 2.90

　從事兼職工作 8.87 ─ ─ ─

　與朋友聚會聊天 18.28 17.75 24.72 17.17

　從事宗教修行 ─ 3.87 4.93 5.16

　其他 20.13 3.03 1.97 2.40

　無 ─ 33.08 26.46 28.75

　不知道或拒答 1.82 0.75 ─ 0.09

3. 有無工作

　有 ─ 13.58 15.65 11.17

　無 ─ 86.42 88.35 88.83

從事的事務，以想「調養身體」者最多，

達 76.18 ％，「 旅 遊 休 閒 」 與「 料 理 家

務」亦分占 8.23％與 8.19％。男性高齡

者養老以想「調養身體」與「旅遊休閒」

為主，分占 75.96％與 11.90％，女性以

「調養身體」與「料理家務」居多，分占

76.40％與 13.77％。若按教育程度觀察，

國中及以下程度者養老以想「調養身體」

與「料理家務」所占比率較高，高中 ( 職 )

與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則想「調養身體」與

「旅遊休閒」居多 ( 詳如表四 )，顯示高齡

者想從事的社會參與活動中，會因個人特

質的不同 ( 性別、教育程度 ) 而有不同的

偏好。

四、高齡者的生活感受分析

在 生 活 感 受 上， 整 體 生 活 滿 意 度 以

2002 年的滿意度最高，但不滿意的人比例

也最多；而生活上是否有空虛感以 2000

年最高、2009 年最低；睡不好覺的比例以

2005 年占的比例較多，覺得不快樂的比例

以 2002 年最高 ( 詳如表五 )。由於近年的

調查中並未特別針對老年的心理狀態或生

活感受做設計，僅能由片斷資料中加以分

析。調查中可知仍有近三成左右的高齡者

覺得不快樂或孤獨寂寞，對高齡者的心理

健康與關懷則可再加強。   

肆、�從成功老化觀點對我國高齡者生
活狀況之省思

世界各國皆面臨人口快速高齡化的挑

戰，故延緩長者失能，提高長者生活品質，

減低醫療與福利支出，已成為高齡社會政

府部門、學術單位、民間組織，共同的理

想與具體實踐的方向。就老化的觀點而言，

成功老化是指高齡者能減少疾病及因疾病

而帶來的身體障礙，擁有高度的身心功能，

能積極的投入生活，並擁有正向的精神生

活；同時，能夠透過積極參與高齡學習活

動，拓展其社會支持網絡和促進身心健康，

從中學習技能和發展興趣，使生活過得更

項目別
調養

身體

參加

志願性

服務

培養

才藝

料理

家務

旅遊

休閒

持續目

前工作

開創

事業

第二春

其他 總計

性別

男 75.96 2.97 1.57 2.28 11.90 4.90 0.28 0.13 100.00

女 76.40 2.98 0.80 13.77 4.75 1.17 0.11 0.02 100.00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77.73 2.93 0.61 8.97 6.87 3.28 0.10 0.06 100.00

高中 ( 職 ) 70.91 6.04 2.08 5.67 12.37 2.29 0.38 0.26 100.00

大專及以上 68.20 4.92 5.16 4.01 15.70 1.16 0.83 ─ 100.00

總計 76.18 2.98 1.18 8.19 8.23 2.98 0.19 0.08 100.00

表四　65 歲以上高齡者養老想從事的事務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009) 中老年狀況調查，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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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充實快樂，經由人際互動以抒發情緒，

並擁有獨立、參與、尊嚴、適當的照顧與

自我實現 (WHO,2005)。

長期以來我國重視高齡者醫療照顧、

社會福利面向，較忽略高齡學習、社會參

與等議題，由近年幾次的老人調查資料中

顯示我國老人自覺健康情形者有逐年下降

趨勢，平均看病和住院次數逐年上升，在

社會參與就業上，仍以養生保健和宗教性

活動為主，而高齡學習方面，參加教育學

習或志願服務比例仍然偏低。因此，面對

我國高齡人口快速增加和平均壽命增長，

更應以新的思維進行政策規劃，才能因應

社會人口結構轉型的問題，本文最後從成

功老化觀點對臺灣高齡政策提出以下二點

建議思考。

一、�促進第三年齡終身學習，持續社

會參與

「 第 三 年 齡 」 是 人 生 中 一 個 既 自 由

又獨立的黃金歲月，這個階段的人士不

需要照顧別人，也不需要別人照顧，他們

有著健康、活力及時間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情，故在面對人口老化需求和多元化學習

階段，如何積極引導高齡者學習興趣，為

高齡者學習內涵和權益做好準備與行動，

提供更佳的服務策略，是高齡政策推動者

應有的新思維、新作為。但是，從我國近

年老人狀況調查中卻顯示高齡者日常生活

最主要的活動項目為從事養生保健活動、

朋友聚會聊天和從事休閒育樂為主，歷年

的老人生活狀況調查都顯示，沒有任何

主要活動者所佔的比例偏高，2002 年為

生活感受情形 2000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9 年

1. 整體生活滿意度 

　滿意 80.84 81.85 79.14 78.00

　不滿意 13.72 18.15 13.91 11.70

　其他 5.45 ─ 6.95 10.30

2. 感覺孤單寂寞空虛

　會 30.64 24.87 21.76 19.90

　不會 66.90 75.13 78.24 79.90

　其他 2.46 ─ ─ 0.20

3. 睡不好覺

　會 ─ 39.15 42.54 40.16

　不會 ─ 60.85 57.46 59.84

4. 覺得不快樂

　會 ─ 26.71 23.98 25.88

　不會 ─ 73.29 76.02 74.12

表五　近年高齡者生活感受分析

資料來源：內政部 (2000、2005、2006、2009) 老人生活狀況調查，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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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感受情形 2000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9 年

1. 整體生活滿意度 

　滿意 80.84 81.85 79.14 78.00

　不滿意 13.72 18.15 13.91 11.70

　其他 5.45 ─ 6.95 10.30

2. 感覺孤單寂寞空虛

　會 30.64 24.87 21.76 19.90

　不會 66.90 75.13 78.24 79.90

　其他 2.46 ─ ─ 0.20

3. 睡不好覺

　會 ─ 39.15 42.54 40.16

　不會 ─ 60.85 57.46 59.84

4. 覺得不快樂

　會 ─ 26.71 23.98 25.88

　不會 ─ 73.29 76.02 74.12

33.08%、2005 年 為 26.46%，2009 年 為

28.75%，顯示仍有不少比例高齡者沒有社

會參與活動的安排。

聯 合 國 在 國 際 老 人 年 的 宣 言 中， 主

張高齡教育是一項「基本人權」，教育政

策應將老人的教育學習納入政策考量（黃

富 順，1989、2004）。 而 從 人 口 結 構 的

改變事實，老化國家必須對人力資源的重

構具有新思維，如何在老化社會中提供第

三年齡者充分的學習，創造新人力資源，

成為社會新生產力和新消費力，都是高齡

社會照顧產業的新契機。西方先進國家為

因應人口老化問題，積極投入和發展第三

年齡大學的教育工作，以面對人類壽命延

長後的生活需求。高齡社會將有更多健康

的高齡者，他們需要更充實的生活安排，

而樂齡學習正提供充實老年期發展任務的

核心，達成「成功老化」，進而「活躍老

化」的目標。新一代高齡者雖具有參與教

育活動的有利條件，但相關調查研究顯

示，高齡者對教育學習的參與仍屬於教育

人口之弱勢團體，就其問題分析，主要為

整體高齡教育的對象涵蓋面不足，提供學

習的場所和經費都相當有限，且未連結高

齡社會的人口需求，也未進行高齡人力資

源的規劃等，造成對高齡教育和資源開發

的不夠重視。因此如何整合公、私部門的

資源，提供高齡者便利性、易得性的學習

機會和管道，發展「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 在 社 區 學 習 」（aging in 

community）的資源運用策略。

二、�善用第三年齡人力資源，拓展社

會資本

根據內政部 1998 年至 2009 年統計年

報資料顯示，歷年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參

與志願服務的比例，一直維持在 0.17% 至

0.35% 之間，顯示臺灣高齡者參與志工服

務的情況並不普遍。行政院主計處 (2007)

受雇員工動向調查資料顯示民國 95 年工業

及服務業受雇員工的平均退休年齡為 55.2

歲，若按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平均年齡

觀察，民國 95 年領取平均年齡為 57.2 歲，

已較民國 90 年 59.1 歲為低，顯示臺灣高

齡人力資源並未妥善開發與再運用。

高齡者具有豐厚的社會資本，是建構

互惠與合作的社會網絡、規範、與社會信

任的基石，善用高齡者的價值體系和豐富

的社會經驗，並投資高齡者的教育學習，

將形成高齡社會新資源，而倡導利他主義

的社會服務，將傳承新世代善的循環，這

些都是高齡社會必須積極發展的社會資

本，人力資源的本質上是「動」的資源，

而高齡社會高齡者正是建構新人力資源的

再生資源。日本是長壽國家，相當重視老

年人力資源的運用，從高齡者再就業、教

育學習到志願服務，都積極促使高齡者參

與社會和融入社會，並成為社會的生產人

口和服務資源；英國的社區照顧服務亦運

用退休人力提供各項社區服務，如社會福

利、醫療、環保、文化服務等，其對高齡

者教育更設有聞名的空中大學，提供成人

學習環境和退休後的學習機會，形成社會

的新人力資源；此外，法國亦設立第三年

齡 大 學， 提 供 高 齡 者 教 育 機 會， 除 協 助

高齡者身心發展和社會參與外，更針對

高齡人力資源做前瞻性的規劃 ( 陳燕禎，

2010)。善用高齡者深厚專業技能與生活



 

　
　
新
北
市
終
身
學
習
期
刊 

第
 

期 

9

A
cadem

ic R
esearch

88

學
術
研
究

經驗，則能發揮經驗傳承的效果，一方面

避免知識斷層；另一方面更彰顯高齡者的

社會價值，對於人力資源的重新塑造有正

面的意義。

伍、結語：成功老化的促進策略

本文的主要核心議題在於從成功老化

的觀點，對於我國高齡者生活狀態進行探

討，進而提出老年成功老化生活型態的促

進策略，研究者引用成功老化理論模型作

為提出促進策略的切入點，其主要論點為

提升高齡者個人的生理和心理建康，強調

正向靈性的重要，鼓勵其藉由社會參與的

方式與社會產生連結，並提供一個積極扶

持的社會情境，以維護高齡者的身心靈全

面的統整與調適，進而協助高齡者在老化

過程中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由此可知，

本文相當關注高齡者在晚年生活中邁向成

功老化的願景，藉由生理健康、心理適應、

社會參與的生活型態，將有助於高齡者達

成成功老化的目標。綜合上述，本文初步

從生理、心理、社會、靈性層面提出六項

成功老化的促進策略，以供社會大眾及高

齡者近一步思索及探究：

一、�預防並降低失能、慢性疾病所帶

來的負擔

此一策略所關切的焦點，包括：高齡

者應注重了解疾病與失能預防的重要性及

知識，並且實行疾病與失能預防的健康促

進方法，加上適度持續的運動及放鬆身心

活化機能，以延緩老化的功能退化，達成

維持健康的目標。

二、�降低引發疾病的危險因子，養成

日常生活健康行為

此一策略關切的焦點，包括：高齡者

應避免菸酒攝取、養成健康飲食的習慣、

注重口腔保健、注意使用藥物的安全性等

不利健康的危險因子，並且及早養成良好

日常生活之健康行為，以達到降低疾病與

失能風險之成功老化的目標。

三、�致力發展正向情緒，完成老年期

的發展任務

此一策略關切的焦點，包括：高齡者

要高度發展正向的情緒，可從拓展社會網

絡、社會活動、人際關係等著手，並盡早

對老化有正確的心理認知及採取因應與調

適的措施，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老年生活，

完成老年時期的心理發展任務。

四、�關注自身精神健康，提升靈性成

長和超越

此一策略關切的焦點，包括：高齡者

應定期觀照自身的精神健康狀況，尤其是

老年期常見之失智、憂鬱症等身心疾病，

得以早期治療獲得較好的預後，同時鼓勵

自我探索心靈層面，提升自己的靈性生活，

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達到統整、圓滿

和自我超越的境界。

五、�強化對社會變遷的適應，持續參

與終身學習活動

此一策略關切的焦點，包括：高齡者

應與時俱進，持續參與學習活動，追求新

知和積極成長，藉由終身學習活動的參與，

有助於高齡者在老化過程中，維持獨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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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以利其適應晚年生活，因應社會變

遷的不二法門。

六、�延伸或尋找替代角色，建立社會

資本以充實生活內涵

此一策略關切的焦點，包括：高齡者

宜發展新的角色，積極加入各種組織，參

與社會各種活動或志願服務，來維持自我

的連續使生活有重心，同時持續擴展社會

人際網絡，增強個人的社會資本，以充實

生活的內涵。

參考文獻

內政部 (2000)。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老人狀

況調查報告。臺北：內政部。

內政部 (2002)。中華民國九十一年老人狀

況調查報告。臺北：內政部。

內政部 (2005)。中華民國九十四年老人狀

況調查報告。臺北：內政部。

內政部 (2009)。中華民國九十八年老人狀

況調查報告。臺北：內政部。

內政部統計處 (2013)。人口結構分析。檢

索日期：2014 年 6 月 1 日，取自：
http://www.moi.

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8057。
行政院主計處 (2007)。中華民國 95 年受

雇員工動向調查。臺北市：行政院主

計處。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1)。我國人口

統計推估。檢索日期：2014 年 10 月
5 日，取自：http://www.cepd.gov.tw/
m1.aspx?sNo=0012631。

余紅柑 (2004)。嬰兒潮世代老人如何實踐
成功老化的路徑芻議。社區發展季刊，

132，325-339。
李世代 (2010)。活躍老化的理念與本質。

社區發展季刊，132，59-72。

李百麟 (2009)。高齡者之生活滿意度與成
功老化各因素關係之探討。危機管理

學刊，6(2)，25-38。
林清馦 (2003)。臺灣老人福利需求與政策

方向。臺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

基金會。 
林麗惠 (2006)。臺灣高齡學習者成功老化

之研究。人口學刊，33，133-170。
林麗惠 (2006)。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與成

功老化之研究。生 死 學 研 究，(4)，
1-36。

吳淑瓊、莊坤祥 (2001)。在地老化：臺灣
二十一世紀長期照顧的政策方向。臺

灣公共衛生雜誌，120(3)，192-201。
徐慧娟（2003）。成功老化：老年健康的

正向觀點。社區發展季刊，103，252-
260。

徐慧娟、張明正 (2004)。臺灣老人成功老
化與活躍老化現況：多層次分析。臺

灣社會福利學刊，3(2)，1-36。
陳惠姿 (2010)。社會連通性：樂活老化

的基石。社 區 發 展 季 刊，132，294-
302。

陳燕禎 (2007)。老人福利理論與實務：本

土的觀點。臺北市：雙葉。

黃松林、洪碧卿、蔡麗華 (2010)。活躍老
化：臺灣長青志工之探討。社區發展

季刊，132，73-91。
黃富順 (1995)。老化與健康。臺北：師大

書苑。

黃富順 ( 主編 )(1995)。成人教育辭典。臺

北市：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 
張俊一 (2008)。老年人運動休閒互動建構

的社會意義。體育學報，41(4)，105-
117。 

蘇麗瓊、黃雅玲 (2005)。老人福利政策再
出發 - 推動在地老化政策。社區發展

季刊，110，5-13。
Andrews,  G. ,  Clark,  M. ,  & Luszcz,  M. 

( 2 0 0 2 ) .  S u c c e s s f u l  a g i n g  i n  t h e 
Australi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 



 

　
　
新
北
市
終
身
學
習
期
刊 

第
 

期 

9

A
cadem

ic R
esearch

90

學
術
研
究

Applying the MacArthur model cross-
nat ional l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4), 749-765.

Bal tes ,  P.  B. ,  & Bal tes ,  M.  M.  (1990)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n 
s u c c e s s f u l  a g i n g :  T h e  m o d e l 
o f  s e l e c t i v e  o p t i m i z a t i o n  w i t h 
compensation. In P. B. Baltes & M. 
M. Baltes (Eds.),  Successful aging: 
Perspectives from behavioral science 
( p p .  1 - 3 4 ) .  N e w  Yo r k :  C a m b r i g e 
University Press. 

B o w l i n g ,  A .  ( 1 9 9 3 ) .  T h e  c o n c e p t s  o f 
successful and positive ageing. Family 
Practice, 10, 449-453. 

Chou, K. L. & I. Chi. (2002). Successful 
aging among the young-old, old-old, 
and oldest-old Chinese, International 
J o u r n a l  o f  A g i n g  a n d  H u m a n 
Development, 54(1), 1-14.

Depp, C. A., Jeste, D.V.(2006). Definitions 
and predictors of successful  aging: 
A comprehens ive  rev iew of  la rger 
quant i ta t ive  s tudies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14, 
6-20.

Glass  TA,  de  Leon CM, Marot to l i  RA, 
B e r k m a n  L F ( 1 9 9 9 ) .  P o p u l a t i o n 
based study of social and productive 
act ivi t ies  as  predictors  of  survival 
among elderly Americans, BMJ, 319, 
478-483.

R o w e ,  J .  W. ,  &  K a h n ,  R .  L .  ( 1 9 9 7 ) . 

Successfu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37(4), 433-440. 

Rowe, J. W., & Kahn, R. L. (1998a). The 
structure of successful aging. In J. W. 
Rowe & R. L. Kahn (Eds.), Successful 
Aging (pp. 36-52). New York: Random 
House. 

Rowe, J. W., & Kahn, R. L. (1998b). Usual 
ag ing .  Succes s fu l  ag ing .  I n  J .  W. 
Rowe & R. L. Kahn (Eds.), Successful 
Aging (pp. 53-58). New York: Random 
House. 

Seeman, T. E.,  L. F. Berkman and P. A. 
Charpentier. (1995). Behavioral and 
psychosocial  predictors of physical 
performanc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 Medical 
Sciences, 50, 177-183.

Strawbridge, W. J. ,  R. D. Chohen, S. J. 
Shema  and  G .  A .  Kap lan .  (1996) . 
Successful aging, America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44, 135-141.

Torres,  S.  (1999).  A culturally-relev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uccessful ageing. Ageing and Society, 
19, 33-51. 

To r r e s ,  S .  ( 2 0 0 6 ) .  D i f f e r e n t  w a y s  o f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c o n s t r u c t  o f 
successful aging: Iranian immigrants 
speak about what aging well means 
to  the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1, 1-23. 



 

　
　
新
北
市
終
身
學
習
期
刊 

第
 

期 

9

91

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實習
　　—雲之彼端系列個展心得

蔡淑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碩士生

壹、社教館簡介

以師大社教系的發展願景：展望未來，

必定是一個地球村形式的終身學習社會，

為滿足所有國民「人人學習、時時學習、

處處學習、事事學習」之需求，必須在社

會上各個層面，提供具有教育意義的學習

活動。因此，社會教育乃是實現終身學習

社會的必要條件，也需要各種層級的社會

教育專才協助推動，才能真正落實終身學

習社會的理想。故這一次的實習同樣也是

以社會教育為主的社教館。

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是一綜合性之藝

術文化推展機構，活動範圍及層面非常廣

泛，為配合快速變遷的社會，今後對藝術

文化教育的推展，將與時俱進，力求創新。

社教館的功能定位三大方向，專業的表演

劇場、藝術教育的推廣、文化與產業的結

合。八德路總館的定位與功能，著重前兩

項專業的表演劇場及藝術教育的推廣。延

平活動中心則朝向傳承藝術文化之場所，

社區發展與在地產業文化如布業文化結

合，招攬民間藝術家等，文山分劇場將著

重兒童劇場等推廣。另文化局組織規程修

正案，係將本館未來名稱定為 ｢ 臺北市藝

文推廣處 ｣，有關本館的組織規程屆時將

配合修正之。專業及業餘的創作人皆可將

｢ 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 視為藝文發展中心、

社區文化交流平台及藝術與藝術家之發展

中心，進而成為臺北市文化產業的基地；

未來更將在文化局的指揮與指導下，繼續

為本市藝術、文化之深耕與推展而努力。

貳、實習機緣

一、造訪台北市立社教館

第一次參訪台北市立社教館，是我大

學時期的課程校外參訪。一見到台北市立

社教館，首先被城市舞台所吸引。現代感、

人性化的設計及貼心服務的樣式，一流的

綜合劇場，充滿浪漫情懷令人十分嚮往。

研究所偶然的機會，曾經參訪大廳史逸婷

創作個展—寂靜之境。從畫中訴說著：每

一張畫都是思想的軌跡，每一筆畫都是過

去的聲音，在寂靜的深夜裡，像潮汐的浪

擺伏著。作者也提到這些作品無疑希望能

帶給混亂的台北一個平靜。從社教館的節

目表，城市舞台、社區藝術巡禮、音樂沙

龍、駐館畫家展覽、劇場戲院、健康講座、

知音時間、市民講座的活動，感受到社教

館是一個與社會大眾相貼近的機構，同時

也肩負著教育大眾、文化傳承的使命。

二、知識與實作的連結

在社教所學習的過程，揭開社會教育

的神祕面紗。然而知識理論與參與實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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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終究有所差別！若能藉由這一次的實

習，以知識理論為基礎，融合專業性的展

覽與規劃的經驗，把「知識」與「實作」

合二為一，化抽象為具體的行動。也是在

出社會之前，預先學習職場禮儀與規範，

自我檢視的平台。

參、實習成果與心得

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事前準

備永遠不嫌多

這一次社教館提供的實習機會，讓我

暑假時間有了一個不一樣的體會。在實習

之前，我先聯絡社教館的輔導組。得知了

這一次該單位有提供實習的機會，了解一

下社教館七、八月的單元活動，我們選擇

了八月十五日 ~ 八月二十八日的雲之彼端

系列個展活動做為實習的專案。剛好與終

身教育理念可以搭配。

圖一　雲之彼端系列個展工作花絮

『雲之彼端』Drifting Clouds 系列，

是個人人生風景線上的觀察及孤獨旅程。

以『雲』為廣泛概念所畫下來的作品，從

虛無飄渺難以捉摸，靜止凝結流變消失的

雲體中，試圖以筆觸及構圖，將緊張放鬆、

冷暖交錯、收放之間與虛實幻化等屬於個

人創作上凝望與對話，透過『雲之彼端』

Drifting Clouds 系列創作，發展自己特有

風格及生命樣態的創作形式及繪畫語境。

在展覽正式開始之前，我們用專業剪輯軟

體威力導演做影片，所有的作品項目清冊

也一一核對，小卡的製作也是一項工程，

接待會當天的流程與安排……等，必須事

前先有所準備，以防萬一。最後的成果在

大家協力合作下，順利圓滿落幕，並且開

啟雲之彼端個展在社教館的駐館契機。

圖二　雲之彼端系列個展工作人員合照

二、�保持學習熱忱的關鍵：一顆年輕

的心

這一次實習最大的體會乃深覺熱忱是

人生不斷前進的動力。雖然暑假的每一天

幾乎都要到社教館報到。在專案的內容中

最具挑戰性的就是如何向觀眾訴說展覽的

核心價值。而我們的剪輯影片就是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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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之一，從如何編排每一張圖片串成動

人的故事，圖片與音樂的配合，也是影響

整體影片的關鍵之一。

圖三　雲之彼端展覽，社教館 1F

之後導覽的時候，如何向觀眾表達每

張作品的意境，讓觀眾透過自己的解說明

白作品的意涵，也是不簡單的任務。找出

與觀眾的連結點，透過畫面飛行的時間與

雲變的空間中，描寫真實自然之直觀，特

別是對於雲的情調、多寡、舒卷、點景人

物的安置、隱喻語言的建構，正是創作『雲

之彼端』系列的創作表現重心。這次的機

會，接觸到雲之彼端的作者張貞貴先生，

即使年近半百，仍擁有一顆年輕的心，不

斷的保持學習的熱忱、精益求精，真是令

人欽佩與讚嘆。

三、終身學習：自我理想的實踐。

為什麼選擇台北市立社教館實習呢 ?

從自己的的特質：喜愛文化研究、對於歷

史文化的興趣、社會環境之使命感、大學

時期常舉辦教育推廣活動。

上述的特質，讓我與社教館有著相似

的共同性並因此結諦緣份。透過這次的實

習，更能了解社教館的整體運作、人生發

展、終身學習的規畫，以服務社會，提升

大眾文化素養與內涵。

圖四　雲之彼端展覽與觀眾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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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踏上終身學習之路

我是家庭主婦，也是一個終身學習的

實踐者。

大學畢業後經歷三年短暫的職涯，因

結婚生子而離職在家，開啟了家庭主婦生

涯。孩子步入小學之後，進入高雄市家庭

教育中心接受培訓成為志工，至今已 17 個

年頭而樂在其中。家庭教育中心是一個成

人教育機構，以家庭教育相關的研習課程

為主，提供成人學習的機會。更透過志工

服務，將觸角延伸到在地各個角落。身為

教育類志工的我，接受相關課程的訓練，

是為了提供較高品質的服務，也在服務經

驗中融入學習而成長。多年來持續不斷地

接受成人教育，使身為家庭主婦的我，能

與社會脈動接軌，更受益於終身學習帶來

的成長機會。

貳、體驗服務學習帶來自我增能

成人的服務學習是終身學習裡重要的

一環，在周而復始的學習與服務之下，實

際體驗個體的增能 (empower) 與實務社群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運作的豐富學習

過程。在增能上，透過訓練課程的學習，

獲取了豐富的知識技能，然後在服務現場

中將所學應用出來，並透過省思帶來逐步

服務學習帶領我邁向終身學習之路
　姚淑芳 /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成長。服務學習滿足個人的貢獻需求、提

升個人的能力與自信、擴張生活視野、也

重建自我的意義與價值。

我的志工服務內容是與家庭教育相關

的諮詢輔導、團體課程、讀書會帶領等，

這些都是跟人及生命經驗有關的工作。我

經常帶著服務的給與者角色出去，而服務

對象的生命經驗更回饋給我寶貴的生命教

導，這樣的「生命影響生命」過程超越知

識層面，豐厚了我的生命，成為服務學習

裡的珍貴資產。我深刻體會學習無所不在，

服務與學習兼容並進，給予者與接受者角

色經常互換，非正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也

如此交融存在。

參、實務社群的學習帶來豐碩的成長

近 年 來 的 學 習 觀 點 認 為 學 習 包 含 參

與、 行 動、 情 境、 與 互 動， 因 此 實 務 社

群 是 理 想 的 學 習 環 境 ( 王 為 國，2007；

Brown ＆ Duguid, 2000)。成人喜歡呼朋

引伴共同學習，因此我在擔任志工領導者

時建立各種團隊，志工自由選擇參加，例

如電影、繪本與行動劇團隊等。由於機構

的支持，能運用實務社群的理念發展團隊，

其中電影團隊的參與是我最熱愛的，夥伴

們經歷如姊妹情誼的學習。我們一起設定

學習目標與服務目標，參與「電影賞讀」



 

　
　
新
北
市
終
身
學
習
期
刊 

第
 

期 

9

95

的專業課程；規劃服務方案，透過電影為

媒介，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推廣家庭教育。

在電影團隊裡，志工彼此交流與資源

分享，有共同願景、遵守共同規範、也共

享團隊榮譽。我們自主學習，前端透過討

論與演練交互學習解決問題，讓後端服務

有產出的知識成為後援。電影賞讀服務是

容易接受與親近的學習方式，電影即人生，

服務對象在觀影時常能宣洩困頓生活裡的

情緒，也在互動分享中找到鬆開生活問題

的鑰匙。

這 項 經 歷 讓 我 體 會 學 習 不 僅 關 乎 個

人，更是團隊參與、團隊激勵與願景共享

的過程。擔任召集人期間，與指導教授共

同規劃執行符合學習需求的系統性課程；

服務時與社區學校主事者溝通聯繫、協調；

持續接受專業督導，進行反思及評估學習

結果。豐富的學習經驗及深刻體會到自己

的影響力，遠超過當初參與志工時的想像。

學習過程碰到很多挫折，但這些困難也都

將轉化為進步的動力。

肆、自我導向學習邁向終身學習之路

終身學習強調的是人人可學、事事可

學、處處可學、時時可學。黃富順 (2010)

指 出「 自 我 導 向 學 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為成人開啟多元學習管道，使學

習具彈性與開放性，幫助個人有效進行終

身學習。當我漸漸了解「學習」不只是坐

在課堂中聆聽老師教導，「學習如何學習」

（learn how to learn）更是自我超越的利

基。我依階段性的學習需求，設定學習目

標與學習策略，持續閱讀書籍、找尋相關

資源、向人請益、觀察、網路學習等。自

我導向學習讓我超越機構學習的限制，主

動為學習負責，產生積極的服務熱忱。成

人教育是終身學習的基本要素，參與成人

教育習得的學習方法、能力與習慣，讓我

在終身學習之路上持續實踐。

伍、終身學習讓生命綻放

經歷多年持續學習，目前我已成為電

影賞讀的教師，我的學習經驗及反思習慣

成為很好的資源，幫助我整合多年習得的

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透過教學傳遞出去；

我也重回校園攻讀成人教育。不論是成人

學習者、成人教師或研究生，都是我在終

身學習的一環。終身學習讓人與生命歷程

中各項角色的挑戰與環境變遷一同成長，

實現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我珍惜生命的際

遇，期待從正規教育的專業學習中，檢視

在實務界的經驗，加強知識的深度與廣度，

以便在成人教育工作上有更紮實的功夫。

步入樂齡之際，期能將成人教育和電影賞

讀運用在樂齡教學上。

陸、結語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生命旅程，當走在

自己的生命道路上，就能感到熱情喜悅，

我很享受生命中的各種角色，也相信每個

人都有能力與機會奉獻社會。終身教育促

使人人不論在何種年齡階段，皆有機會參

與學習，為生命開展做準備，且不拘形式。

我從終身學習經驗出發，期待未來在成人

教育工作上，能有開闊的心胸尊重與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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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學習者，讓每個人發揮潛能，走在

個人的喜悅之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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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0 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首

次在永和成立第一間銀髮人才就業資源中

心，活絡台灣目前的勞力市場，也盡早為

台灣邁向高齡社會做準備。老年人的教

育、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形成越來越不容

小覷的課題，老化是每個人必經的歷程，

民國 82 年開始，超過 65 歲以上的人口提

高至 7％，逐年提升，預計到 106 年將到

達 14％，竹竿型的家庭型態變成一種普遍

的現象，也就是高齡人口將超過稚齡人口，

社會演變趨勢難以阻擋，人人都要學習思

考與面對未來社會的情景。

父親在民國 100 年從私人公司退休，

退休後依賴勞保局每月二萬元的退休金生

活，自覺體力、智力大不如前，已經是個

完全沒有競爭力的老人，年輕時的意氣風

發瞬間消失不見，好像社會不再有我存在

的位置。幸好，母親早幾年從教職退休，

早在退休後就經常跟著一群退休人員跑東

跑西，遊山玩水，他們自嘲，自己目前對

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到處吃喝消費，辛苦

大半輩子，領了國家退休金，總要多多消

費才能促進經濟繁榮。父親先是跟著母親

開始半退休的生活，安排假日生活與去處，

在孩子都已成年自主之後，才慢慢思索如

何把生活重心擺在自己身上，減少因為離

開職場而逐漸萌生的失落感。

淺談老年人的消費與生活
許雅貞 / 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教師

老年人的消費商品一向不是這個社會

的主流，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老年人的

消費方式走的是簡單又不失莊重的風格，

退休老人的主要消費商品走的是健康養生

路線，更多的是為了子女而消費，當然，

現代社會子女們也十分繁忙，最簡便的孝

道即是為父母而消費，三代同行的消費

以旅遊為最大宗，世代交替之間，維繫社

會文化的價值與促進經濟蓬勃發展同樣重

要。現在雖有商家開始打出為老人量身訂

製的助聽器、舒適座椅，紛紛搶攻老人消

費群，但對多數的老人來說，需要的是更

積極正向的心態，能夠走就不要坐；能夠

動就不要躺，雖然醫院裡掛長期慢性病症

的都是老人，然更應當以樂觀角度鼓勵老

人家，修正用藥觀念，把消費與國家經濟

負擔用在營造正向生活，而非負向補救的

層面。

父母親自從退休之後，在已故祖父留

下的田地上，磨練自己的意志，延緩身體

的病痛，每天清晨四、五點即起，到運動

場上來回不停走上八九圈，非得滿身汗水

之後才肯回家，在那裡，多的是早起的老

人，偶爾說說笑笑，久了竟也培養出一份

等待而熟悉的情感，誰許久未見，大夥不

禁都會開口詢問一下，家中盆栽長出的果

實也拿來彼此笑納一番，吃吃這家的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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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的冬瓜，日子倒也輕鬆愜意。老人們

身體器官老舊退化是常態，身體的勞動同

樣帶著身體的疼痛，卻是已經融合為一體，

變成相互調適的狀態。

三、四年級的父母屬於傳統一代，捨

不得自己花錢，有著堅強生命的韌性，他

們是走過台灣經濟起飛的一代；五、六年

級的父母有著新世代的思維，慢慢重視自

我個人空間，行動仍較保守，他們面對許

多台灣政策變革的處境；七、八年級的父

母數量不多，算是新手爸媽，強調小家庭

的休閒與個人自我空間，藉由飲食與消費

力營造生活中的小確幸。不同世代的父母

隨著年紀漸長，有著不同的需求與消費習

慣，老年人口的增加，意謂著老年人的消

費，必然依附在不同世代的健康與心理因

素下發展，其中已經建立的價值觀與金錢

觀決定了所有的消費行為。對社會來說，

能夠穩定長遠的發展才是有意義的存在，

那麼老化社會的經濟行為不能只從刺激老

年人消費，製造符合老年人健康與生活需

求的商品而已，使老有所終，建造安全舒

適、自主尊嚴、快樂參與的社區生活環境，

才是終極的經濟發展目標。

我的父母喜歡從生活中體驗生命的價

值、從土地裡學習生命的美好，凡事親力

親為，從油漆粉刷、更換壞掉破損的器具、

手工製作食品、栽種新品種的蔬果、研究

病蟲對作物的傷害，他們原本都不是學農

學工的背景，但有著一群志同道合的老朋

友假日一起爬山、一起研究種植方法、討

論紅豆饅頭的做法、如何釀製葡萄酒等等，

他們常說，我們可以健健康康的走路、吃

飯，就是給後代晚輩最好的禮物，不會成

為繁忙中生代的負擔，少了憂慮與分神，

中生代才能全心全意為家庭、為國家的經

濟發展打拼。

終 身 學 習 是 老 人 教 育 的 四 大 願 景 之

一， 學 習 什 麼？ 從 哪 裡 學 習？ 為 什 麼 要

學習？以誰為主體的學習？學習與消費又

有著什麼樣的關連？縱使老年人經歷人生

無數波折，人間事應該看開許多，孔子尚

且提醒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老年人為什麼戒在貪得？因為學習

健康生活、社會參與有一部份原因也是

「恐懼」！害怕死亡、不想被社會遺棄，

因此，藉由擁有更多財富或精神收穫來免

除恐懼，貪得卻因此而生！有人在老年時

一味追求宗教、汲汲營營於養生之道，身

心並不因為看似滿滿的時間表有了平衡，

即使餘生之年仍兢兢業業創造自我存在的

價值，學習中產生的消費行為與因為「恐

懼」而有的消費行為，也將失去一種均衡。

總而言之，老年的學習不該只在技術與知

識方面，而應當回到老年人的學習者本

身，由老年人判斷自身該學習哪些知識與

技術，讓他們擁有更充實、有品質的生活，

老年人的消費行為其實也是學習的一環，

讓消費回歸學習本身，為了親手做出熱騰

騰的麵包而購買相關器具、為了練習用 3C

產品拍照而消費周邊商品、為了參與社區

生活結交朋友而支出旅遊開銷……等等，

讓老年人透過學習自製的各項產出，具有

更豐富的人生閱歷與智慧；讓老年人想再

參與就業市場時，更明白自身的定位與價

值，可以為工作場所帶來更不一樣的氣息，

不是年邁、無奈與感嘆，相反的，是樂趣

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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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中心擴點經驗談
　　　　　　—以林口區為例

謝添達 / 林口區瑞平國小主任

朱富榮 / 林口區瑞平國小校長

梁詩苔 / 林口區瑞平國小主任

壹、擴點的重要性

擴點 (Expanding-settings) 又稱拓點，

它的重要性，在教育部 98 年的評鑑項目中

可以一窺究竟，其明列在第一個評鑑層面

「管理創新」評鑑項目的第四項指標「對

外擴點辦理課程活動情形」，另外在實施

計畫中也將永續經營能力之評估標準，第

五項指標「資源投入情形」：各中心所進

行之資源整合程度，如：對外擴點情形、

各中心主任 ( 或業務主要執行者 ) 投入程

度 ( 含：參與培訓情形 )，作為參考評估依

據。

除 了 在 實 施 計 畫 及 評 鑑 指 標 中 提 及

「擴點」之外，對於幅員廣大的新北市而

言，需要透過每一個鄉鎮市區設置樂齡學

習中心，更需要透過各區樂齡學習中心擴

大服務對象、擴充學習據點、符應學習者

需求、整合學習資源、結合在地化產業、

建立課程特色，以建置終身學習社會。

貳、樂齡學習中心擴點現況

教育部依據「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

育政策白皮書」，自 2008 年起成立樂齡

學 習 資 源 中 心 (2010 年 改 稱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預計分 3 年規劃設置 368 所樂齡學

習中心，結合各鄉鎮市區公所、公立圖書

館、社區大學、各級學校、立案之文教基

金會、社會福利團體、社區發展協會等非

營利組織場地。計畫實施後，從 2008 年

設 置 104 所 開 始，2009 年 設 置 98 所、

2010 年設置 210 所、2011 年設置 209 所、

2012 年設置 225 所、2013 年設置 271 所、

到 2014 年為止共設置了 306 所樂齡學習

中心。

新北市樂齡教育的推動係以『國小』

為據點，97 學年度 (2008) 經教育部核可

臺北縣成立樂齡學習中心共有 9 所國小，

縣府自辦 5 所國小；98 學年度 (2009) 教

育 部 核 定 19 所 樂 齡 學 習 中 心；99 學 年

度 (2010)21 所樂齡學習中心〈朱富榮，

2011〉。100 學 年 度 (2011) 五 股 區 樂 齡

學習中心 ( 成州國小 ) 退出，數量減為 20

所。近來在社教科謝文祥科長的大力鼓吹，

積極推動業務之下，大有斬獲，101 學年

度 (2012) 成 立 八 里 區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米

倉國小 )、深坑區樂齡學習中心 ( 深坑國

小 )、新店區樂齡學習中心 ( 新和國小 ) 成

為 23 所樂齡學習中心。102 學年度 (2013)

又增加泰山區 ( 明志國小 )、金山區 ( 金山

國小 )、石碇區 ( 石碇國小 )、雙溪區 (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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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國 小 ) 等 4 所， 總 計 新 北 市 目 前 共 有

27 所樂齡學習中心。並以推動樂齡服務

(helping)、 樂 活 (lohas)、 數 位 (electric)、

藝能 (art)、閱讀 (reading) 及自然 (nature)

等樂齡 (learning) 特色課程，創新新北市

樂齡學習風潮。

因此，從全國樂齡學習中心數量增設

的情形來看，教育部已從 2008 年 104 所

設置到現在 306 所；從新北市樂齡學習中

心 的 擴 充 數 量， 從 2008 年 14 所 到 現 在

27 所 (25 區 )。目前新北市樂齡學習中心

設置數量是全國第四多縣市 ( 台南市 38 所

最多；其次是高雄市 29 所、屏東縣 28 所 )

〈教育部，2014〉。在此，作者統計新北

市 27 所樂齡學習中心擴點的情形 ( 如附件

一 )，發現曾辦理擴點大都是 97 年第一期

設置樂齡中心的學校，只有林口樂齡學習

中心例外；另外，103 年有擴點的中心有

3 所，在偏遠地區設置擴點的樂齡中心只

有林口區；10 個擴點以林口區 6 個最多、

其次是板橋區 3 個。希望未來新北市朝向

29 個鄉鎮區，區區有樂齡中心、區區有擴

點學習的目標邁進，讓新北市樂齡教育種

子潑灑在每一位長者的心中。

參、林口樂齡學習中心的擴點情形

99 年本校接獲教育局通知，希望借重

校長過去在教育局負責推動終身教育、終

身教育輔導團、樂齡學習中心、人口教育

政策等經驗，在本校設置樂齡學習中心。

然，本校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

設備空間缺乏、師資及志工不足的不利因

素之下，如何經營樂齡中心對於負責人是

一大嚴峻的考驗。

王 道 華〈2011〉 在 營 運 據 點 佈 局 策

略中提及二個概念，首先是選擇一個有效

的地點，優先投資藉以創造消費者偏好外

溢，有助於商譽創造及影響消費者的購買

意願。這論點用在樂齡中心擴點上其實是

一種傳銷的手法，對於招生也能發生作用，

讓樂齡中心學習版圖擴大，讓學習者有更

多便利性。另一個概念是只要佈局理想營

運基地，在企業主體有限資源與企業能力

條件下，在少數地點設立少數的門市地點，

然後集中資源優先投資這些少數地點的門

市，即可創造整體地主國市場的營運根基，

這個思維在樂齡中心的擴點上值得參考。

一般都會區樂齡學習中心，大多位於

社區的文化中心、文教據點且生活空間較

為便利的位置，成立之後樂齡學習中心儼

然成為社區的知識站及中心據點，但因為

附近人口多，都會以附近社區為主要服務

對象，沒有其他資源可擴及其他據點。但

是，對於偏鄉地區設置樂齡學習中心這個

想法，「擴點」就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從

原校出發至策略聯盟；從點、線到面；從

資源利用到資源整合，學習地圖就可以實

現。

林口樂齡學習中心的經營從 99 年本校

1 個點經營出發，今年已經有 6 個擴充據

點 ( 如圖一 )。剛開始因先天條件不足，雖

透過公所、里長服務處、社區發展協會及

各級學校積極文宣宣傳、拜會學生祖父母

等方式，積極徵求老師到校開設經絡養生、

石頭彩繪、熱門舞蹈、電腦資訊等多元課

程，但是參與人數仍寥寥可數。為避免浪

費資源，半年之後，開始構思尋求林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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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協助推展高齡教育，陸續與麗林國小、

麗園國小、頭湖國小、臺師大林口校區、

南勢國小合作；在推動高齡存本活動，學

生世代志工服務學習活動，與遠雄社區搭

上合作機制；另外，協助局端推廣其他區

樂齡教育，如八里區 ( 大崁國小 )、五股區

( 五股國小 )、泰山區 ( 明志國小 )，詳如 ( 附

件二 )。這正與王道華〈2011〉在營運據

點佈局策略中第二個概念相近。

肆、管理創新與擴點

管理創新行為已經被許多學者認為是

決定組織經營績效以及企業永續發展的一

個關鍵因素。而樂齡中心擴點則是偏鄉地

區經營資源分享及績效展現的一大契機。

從企業投資擴點觀點來看，當原補助

學校無法承接整個課程，在短時間無法招

滿學員之下，開始思索將資源分配到鄰近

學校以擴充學習之成效，將學習範圍拉開；

從樂齡創新經營來看，鼓勵長者願意到鄰

近學校學習，解決偏鄉交通不便之問題，

也達成教育部全國鄉鎮各區都有樂齡中心

的政策；從經營系統化思考來看，將樂齡

學習以全區的對象為思考對象，全面照顧

到每一位長者；從整合共享資源來看，建

置終身學習地圖，讓合作對象提出學習需

求，避免資源集中浪費的問題；從行銷推

廣通路來看，這也是一種樂齡教育宣導的

方式，服務更多長者學習的機會。

圖一 　103 年度林口樂齡學習中心擴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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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功擴點的關鍵因素探討

瑞平國小從 100 年開始思索林口區樂

齡中心「擴點」的方式經營，從學校、區

公所、焚化廠與社區的互動溝通之下，發

現以下成功擴點的關鍵因素：

1. 擺脫本位主義 ( 經費及資源與人分享 )：

依照教育部規定每所樂齡學習中心每年

必須至少 300 小時，偏鄉開班上課人數

十人即可成班，因此，各樂齡學習中心

必須分析評估所在行政區域所涵蓋的服

務範圍，適度地運用分享概念，求共有

共好，並以系統化思考進行整體規劃。

2. 和諧廣結善緣的人脈關係：尋求其他學

校合作模式，首先校長須建立人脈，發

展終身教育的理念，其實這些長者是學

校宣傳的最佳保證，藉機會增設高齡志

工族群及推動祖孫代間教育。

3. 掌舵者對於終身學習的支持與理念：對

於非正規教育及終身教育的重視，透過

面對面溝通與觀摩交流，運用現有師資

或需求尋求他校支持。

4. 給予協辦學校的彈性與支撐力量：對於

願意合作的學校提供課程、師資、警衛

值勤、水電、文具等費用的部分協助。

5. 統整資源讓學習地圖的版圖擴充：作為

樂齡學習中心的擴點應儘量以都市為中

心，但是也不能因人口數少而放棄偏鄉

高齡教育，應整合各項終身教育資源避

免浪費。

6. 鍥而不捨的執行貫徹力：彭杏珠〈1995〉

提及金石堂的理念是「每一分錢都用在

金石堂上」，「在個別領域中做到最好

的一家」。這些永續經營的信念，可以

作為經營樂齡中心的參考。

林瑞冠〈1996〉提及南僑集團已經逐

漸從化工工業轉型朝向食品餐飲業發展，

並設置全國最大手筆的 Hgääen Dazs 冰淇

淋店於城市最精華地段，積極擴點擴大事

業版圖。我想，企業家的經營模式及瑞平

國小擴點經驗可以作為未來其他中心與他

人合作模式的參考。

陸、�偏鄉樂齡學習中心擴點亟待克服
的困境

湯志民〈2008〉因應高齡人口的快速

增加及終身學習理念之推展，未來校園閒

置空間再利用，在社區終身學習中心與樂

齡學習中心的建置上越來越重要。近來新

北市一直在鼓勵學校利用閒置空間設置公

共托育中心、公共托老中心，在偏鄉地區

的樂齡學習中心在擴點上，需克服偏遠地

區交通問題、師資問題、招生問題、環境

設備問題，透過社區巴士安排適當的時間

上課、師資人力資源網尋找附近有熱誠有

證照老師、編制交通補助費、張貼公告文

宣管道、各機關公文、地方社團、全勤贈

送獎品等方式吸引志工及學員參與。

李盈怡〈2012〉以至善國小為個案，

利用訪談了解學校以舊校區增設樂齡學習

中心，將社區教育功能發揮淋漓盡致，為

文化資源不足社區注入一股文藝樂活新氣

象，這個案例就是結合社區與學校、傳承

祖孫之間的經驗、活化老人生命故事最佳

典範。總之，偏鄉樂齡學習中心在擴點上

須考慮交通、師資、招生、環境、設備、

課程設計、特色營造、資訊成果、聯絡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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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問題才有合作的可能性。

柒、結語

經過辦理四年樂齡學習中心的擴點經

驗，有以下的建議：

1. 新北市於 103 年在所轄 25 區共設置 27

所樂齡學習中心，應鼓勵尚未成立樂齡

學習中心的地區 ( 五股區、貢寮區、烏

來區、石門區 )，達到新北市「區區有

樂齡」的學習型城市。

2. 尋求民間力量一起打造適合長者學習的

環境及消費管道。

3. 透過學習地圖平台建構終身學習環境，

讓各區長者透過網路找尋學習資訊。

4. 建立擴點補助的經費 ( 交通車費、講師

交通補助費或是其他水電、警衛值勤等

設備費用、拓點負責人力的人事費等 )。

5. 鼓勵各樂齡中心在滿足社區或學區需求

之後，進行擴點並採取獎勵措施 ( 包含

合作對象 )。

另外新北市積極擴點的中心 . 大多都

是第一年成立的中心。其實偏遠地區是最

需要辦理擴點的，這也是本校四年來積極

推展的方式，希望藉由本文分享能提供樂

齡中心的夥伴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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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3 年度新北市 27 所樂齡學習中心擴點一覽表�

編號 單位
擴點

(不含本部)
地點

1 林口區樂齡學習中心 6
麗林國小、麗園國小、南勢國小、頭湖國

小、遠雄社區、台師大林口分校 (103 年 )

2 三重區樂齡學習中心 0

3
新莊區樂齡學習中心

( 新泰國小 )
0

4
新莊區樂齡學習中心

( 豐年國小 )
1 豐年里 ~ 寫實繪畫班 (103 年 )

5
新店區樂齡學習中心

( 安坑國小 )
0

6
新店區樂齡學習中心

( 新和國小 )
0

7 板橋區樂齡學習中心 3

國光里民活動中心 ~ 歌曲帶動唱。(103 年 )

華東里民活動中心 ~ 歌曲帶動唱。(103 年 )

德翠里民活動中心 ~ 歌曲帶動唱 (103)

8 土城區樂齡學習中心 0

學成里民活動中心 ~ 編織。(98-99)

貨饒里民活動中心 ~ 攝影。(98-99)

土城教會 ~ 插花。(98-99)

9 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0

10 永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0

11 汐止區樂齡學習中心 0

12 樹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0

13 三峽區樂齡學習中心 0

14 鶯歌區樂齡學習中心 0

15 蘆洲區樂齡學習中心 0

16 淡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0

淡江大學 ~ 排舞。(101-102)

新民街 ~ 達摩功、太極拳、有氧舞蹈。

(101-102)

學員里民活動中心 ~ 有氧舞蹈。(101-102)

社區 ~ 香功。(101-102)

17 三芝區樂齡學習中心 0

18 瑞芳區樂齡學習中心 0 瑞芳高工 ~ 排舞 & 漫畫 (97-98 年 )

19 萬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0

20 平溪區樂齡學習中心 0

21 坪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0

22 深坑區樂齡學習中心 0

23 八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0

24 石碇區樂齡學習中心 0

25 雙溪區樂齡學習中心 0

26 泰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0

27 金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0

小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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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林口區樂齡學習中心歷年來擴點一覽表

年度 擴點 ( 地點 ) 開設課程 備註

100 大崁國小 ( 八里區 )

麗林國小 ( 林口區 )

電腦課程

卡拉 OK( 音樂興趣 )

二期

二期

101 明志國小 ( 泰山區 )

五股國小 ( 五股區 )

麗林國小 ( 林口區 )

麗園國小 ( 林口區 )

電腦課程

電腦課程

歌唱識字班 ( 基本能力 )

合唱團 ( 音樂藝術 )

一期

一期

二期

二期

102 麗林國小 ( 林口區 )

麗園國小 ( 林口區 )

頭湖國小 ( 林口區 )

歌唱識字班 ( 基本能力 )

合唱團 ( 音樂藝術 )

美畫人生 ( 繪畫 )

二期

一期

一期

103 麗林國小 ( 林口區 )

麗園國小 ( 林口區 ) 

頭湖國小 ( 林口區 )

台師大 ( 林口校區 )

遠雄社區 ( 林口 )

南勢國小 ( 林口區 )

歌唱識字班 ( 基本能力 )

合唱團 ( 音樂藝術 )

美畫人生 ( 繪畫 )

植物染課程 ( 生態藝術 )

創意家飾 ( 生活藝術 )

高齡體適能 ( 健康促進 )

二期

二期

一期

一期

一期

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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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 在 教 育 的 目 的 是 在 培 養 創 新 型 人

才，在教學過程中必須激發學生的思考力、

創造力與啟發力，而一些創新型的教學

方式不斷地出現，教學過程中強調的是能

否啟發學生潛能，如多元智慧教學、情境

式教學、行動教學法、遊戲教學法與翻轉

教學等等，其中以翻轉教學為最流行，將

學習自主權交到學生身上，增進了師生互

動學習的機會，可讓師生的知識潛能雙方

都得到多元化發展；於是筆者將翻轉教學

的理念與基本操作模式應用在樂齡學習中

心的智慧型手機操作班，以翻轉教學強調

利用科技媒體資源與自我主動學習基本理

念，運用在樂齡教學上，以促進樂齡學生

學習能得到好的學習成效，不僅學會智慧

型手機的操作，同時同儕之間能互相認識，

增進社會關係，以及再加上也能激起樂齡

學生其它能力的發展，在餘下的生命光輝

中，活出生命的意義；於是本文將翻轉教

學的起源與涵義做初步介紹，以及將翻轉

教學的理念實際應用在智慧型手機操作班

上，最後將教學方法與結果陳述，讓更多

成人教育工作者可參考此教學模式，根據

自己的教學情境，修改成屬於自己課程特

性的翻轉教學，讓更多成人與樂齡學生學

習得以受益。

貳、翻轉教學的起源與涵義

一、翻轉教學的起源

翻轉教學又稱「翻轉教室」，其名稱

不同，其概念相同；來自於 2007 年科羅

拉多州喬納森·伯爾曼和亞倫·薩姆斯兩

位高中老師為解決學生缺課問題，利用資

訊科技技術，讓學生在課後看教師製作上

課的視頻，上課時間只跟學生做交流互動

與討論，這使得學生知識內化的過程發生

在教師與同儕之間的協助下完成，由於這

種教學方式獲得很多學生與教師的喜愛，

學生與教師雙方之間都能得到知識潛能上

的發展，逐漸形成一種翻轉過去傳統的教

學方法 (Raths,2014)。

二、翻轉教學的涵義

傳統教學的上課方式是由教師傳授知

識給不知道的學生，學生主要是在做知識

的轉移與紀錄，缺乏知識內化的過程；而

學生放學後，會給予問題來練習深化知識，

以熟習上課的教材，這樣的學習方式會讓

學生缺乏多元觀點的刺激，不能夠啟發學

生想像力、創新能力與探索知識的能力；

鑑於傳統教學的缺陷，翻轉教學方法的出

現，翻轉了過去的教學模式，將教學過程

重心由從教師教學轉移到學生學習身上，

顛覆了過去傳統教學方式 (Enfield, 2013；

翻轉教學在樂齡學習中心的應用
　　—以智慧型手機操作班為例

　王仁癸 / 臺中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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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hs, 2014)。

翻 轉 教 學 提 供 了 學 生 新 的 學 習 方

式， 其 顛 覆 了 以 下 過 去 傳 統 的 教 學 模

式 (Enf i e ld ,  2013；Las ry ,  Dugda l e  & 

Charles,2014；Raths, 2014)： 

( 一 ) 顛覆了教師不在課堂中的主人

翻轉教學以學生為學習中心，一切學

習都要以學生為主，教師在課堂上只當教

學的教練，是教學的設計者，學生按照教

學的步驟來進行學習啟發。

( 二 ) 顛覆了教師講授式教學

傳統的教學方式，學生學習知識的來

源是教師，其學習形式是單一方向；而翻

轉學習強調學習的多元化，學習來源可能

是教師、同儕、家人、網路上的視頻等等，

學習形式不再拘束在學校教室裡。

( 三 ) 顛覆了學生不再有回家作業

傳統教學都會規定學生課外有回家作

業，讓學生回去家裡練習作業與深化今天

所學的知識，而翻轉教學將回家作業集中

在課堂上完成，透過解答、提問與疑惑來

建構新知識。

( 四 ) 顛覆了學生教育不再是教師的責任

學生回家後，會針對課堂上教師提出

的深刻的問題與家人做討論與學習，促進

學生主動學習，同時學生家人也會因教師

所提出的問題，一起共同學習，家庭會形

成學習共同體，家人會一起學習成長。

參、�翻轉教學的實際應用 -- 智慧型手
機班為例

翻 轉 教 學 是 資 訊 科 技 術 進 步 所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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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新的教學方式，教師可以利用多

媒體技術與網路技術為教學工具，讓學生

可以隨時隨地的學習，學生學習不再受時

間與空間的限制，而為了讓翻轉教學的理

念可應用在樂齡學習中心的教學中，先以

智慧型手機課程的學生為教學對象，因為

翻轉教學強調利用科技產品工具來學習，

智慧型手機班的學生人人都有一支智慧型

手機，透過智慧型手機上網的功能，學生

可透過網路的功能來主動尋找資料與在

YouTube 的視頻上主動複習上課不懂之處。

而為了讓翻轉教學概念能順利在智慧

型手機班上進行，於是事前會針對樂齡學

生的生心理狀況做分析，來擬定教學大綱

與教學方法，要讓學生在這些課程中都能

獲得實質的受益，擺脫科技進步，所帶來

的資訊恐懼感。

一、樂齡學生的生心理狀況

( 一 ) 樂齡學生的生理狀況

樂齡學生的生理狀況有三 ( 黃富順，

2004)：

1. 視覺退化

 樂 齡 學 生 的 視 力 會 隨 著 年 紀 的 增

長，會使視力的敏感度、色差與光

線的適應變弱，這使得樂齡學生的

視覺的刺激反應與大腦的神經成長

與連結變弱，學習已經不能跟過去

相比。

2. 聽力退化

 樂齡學生生理老化影響，聽力會退

化，會分不清聲音的音頻、強度與

定位。

3. 骨骼鈣質流失與肌肉萎縮

 樂齡學生會因骨骼鈣質流失與肌肉

萎縮，造成行動不變，會降低高齡

者與外界互動的機會。

( 二 ) 樂齡學生的心理狀況

樂齡學生的心理狀況有三 ( 黃富順，

2004)：

1. 學習信心低落

 因生理老化的影響，使得專注力與

記憶力衰退，影響到學習信心。

2. 自尊心強

 樂齡學生因為過去的經歷與成就的

累積，使得樂齡學生自己認為自己

能力夠強，但受到生理老化影響，

樂齡學生體會到自己的學習體力與

能力不如以前，於是會對自己能力

產生懷疑，不敢在別人面前表現出

學習恐懼。

3. 需要社會關懷

 樂齡學生因生理老化影響，需要子

女或他人的照顧與扶持，同時子女

出外工作，常會感覺到孤單、寂寞

與意志消沉，於是需要社會關懷來

滿足心理的空虛。

二、智慧型手機的教學大綱

根據過去智慧型手機班的教學經驗，

知道樂齡學生學習智慧型手機動機強，會

主動去學習，但由於他們自尊心強，需要

好的學習環境才能放下身段來學習與請

教，於是樂齡中心開設此班級，必須塑造

樂齡學生放下自我尊嚴的情境，才有利於

樂齡學生的主動學習；於是根據樂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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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理念

將翻轉教學的理念運用到智慧型手機班裡，要讓學生在學習智慧型手機時，能培養出獨立自主

的學習能力，同時在上課過程中，要學習到如何利用智慧型手機來獲取生活資訊，促進社會參

與，激起生命的活力，而能活躍老化。

選課要求 ※ 樂齡者需自備 android 的智慧型手機

課程目標

運用翻轉教學的理念應用在智慧型手機操作，讓學生能學會智慧型手機操作，運用科技資訊的

力量，來促進社會參與，同時培養學生自我主動學習的態度，啟發主動求知來解決生活上所遇

到的困難，讓樂齡者能活躍老化。

教學方法 講述法、分組討論、實際操作、影片欣賞、戶外教學、課外複習

8 週課程大綱摘要表：

週次 課程主題 課上教學內容 課外複習

1 智慧型手機認知

Youtube 裡智慧型手機視頻介紹

回家想一下，你最想學智慧型

手機什麼功能智慧手機設定、網路環境、輸入法使

用

2
智慧型手機服務 電子信箱設定、地圖導航

回家寫一封 email 給教師，你

目前是否有學習不懂之處
智慧型手機 APP 概念 APP 市集、APP 商店

3

APP 商店下載 智慧型手機 APP 下載、安裝、設定
請用智慧型手機拍一張你家裡

最喜歡的東西，用 line 與 fb 

app 功能來分享給同學
智慧型手機照相與錄

音
教導智慧型手機照相與錄音功能

4
Line 基本常用功能 聊天溝通

回家後，請用 line 的班級群組

裡，傳訊息，說已回到家了
Line 社群 社群建立、分享與紀錄

5

Facebook 打卡使用、分享相片、訊息傳遞
回家後，用智慧型手機 fb app

打卡附近地標，讓大家知道你

住在哪裡附近戶外教學實習一
坐公車實際演練 ( 下載臺中等公車

APP)

6
基礎影像編輯 智慧型手機修照片

智慧型手機 搜尋、地圖導航、定位

7

方便生活 網路預訂高鐵、台鐵票、公路導航 回家後，請在網路上先申請

dropbox 信箱，以利雲端硬碟

的使用戶外教學實習二 參與社區活動，紀錄活動點滴

8
影音娛樂 線上音樂、視頻介紹與上傳影片

雲端應用 雲端硬碟介紹

表一　智慧型手機的教學大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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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與翻轉教學的概念，設計出合宜此

翻轉教學的課程教學大綱。

三、�翻轉學習應用到智慧型手機班的

教學方法

為了顛覆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

式，缺乏互動性，不能讓學生的潛能獲得

多元的發展，於是採取翻轉教學的理念來

教學，以學生為主體，讓學生自己去建構

自己的學習知識與進度，於是採取下列的

教學方法：

( 一 )�透過提問教學來深化智慧型手機功

能的熟練

樂齡學生因生理老化影響，其記憶時

間有限，必須掌握住上課前 10~15 分鐘，

超過以後學習效率就會降低，必須再做學

習的強化作用，於是可利用提問教學來強

化智慧型手機操作的認知，同時也能引起

師生之間與同儕之間的討論，塑造非正式

學習環境，來促進彼此之間關係。

( 二 ) 安排課外複習

為了讓學生能自主學習，必須在課堂

上 讓 學 生 瞭 解 YouTube 網 路 上 有 哪 些 智

慧型手機操作教學視頻可學習，以及介紹

play 商店裡的一些常用免費的 app 功能，

同時要告知下一周的進度內容，與學習這

些內容對生活上有何幫助，引起主動學習

的動機，這樣學生有了學習動機，就會有

空自行上網尋找相關資料學習或預先把要

上課的 app 軟體先裝上，增加對智慧型手

機操作的主動熟悉度。 

( 三 ) 分組合作學習促進同儕關係

因為智慧型手機的功能在於溝通，於

是可利用智慧型手機裡的 facebook 與 line

的 app 功能，實際演練的線上免費溝通功

能，這樣彼此之間都成了 facebook 裡面的

朋友與 line 裡面的好友名單，促進了社會

關係的互動。

( 四 ) 利用多媒體來教學

因為翻轉教學強調科技媒體的工具，

有時會利用 youtube 上的一些智慧型手機

操作視頻來上課，但因每個學生智慧型手

機安卓系統不一樣，於是看過視頻後，要

馬上實際演練一次，找不到操作的圖像或

忘了步驟，可馬上問一下同儕或大學生志

工，這樣促進了彼此之間學習情感，增加

認識新朋友的機會。

( 五 )�戶外實際操作智慧型手機功能，強

化生活體驗運用

要熟習智慧型手機操作，必須要經常

的練習智慧型手機上的步驟，為了將所學

到的智慧型手機操作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於是帶樂齡學生去統一便利商店學習如何

申請 7-11 便利商店的免費上網，學習利

用周邊資源免費上網；帶他們去科博館使

用 i-Taiwan 的免費網路，學習手機照相與

facebook 打卡功能；帶他們實際的坐公車，

體驗台中等公車、導航與定位 app 的功能，

讓所學到的智慧型手機知識能實際應用到

生活中，協助樂齡學生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與促進社會參與。

( 六 ) 教學志工的協助，強化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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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大 學 生 當 志 工， 一 位 大 學 生 負 責

2-3 位樂齡學生，同時大學生志工在課堂

上參與學習智慧型手機操作，因為樂齡學

生受到生心理老化的影響，學習速度變慢，

不能跟以前相比，而大學生志工參與學習，

可協助樂齡學生學習，同時也可加深自己

對智慧型手機操作的記憶，一舉兩得，最

重要的是，因為旁邊有大學生志工可諮詢

或協助，能放鬆他們的學習心理壓力，無

形中會提高學習的效率。

肆、結論與挑戰

一、結論

翻轉教學可塑造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

習環境，可提供學習者更多想像與知識探

索的空間；而筆者經過 8 周的智慧型手機

的翻轉教學，整班樂齡學生都彼此互相認

識，且會在 facebook 與 line 的群組中作互

動、聊天與分享訊息，最重要的是，樂齡

學生體驗到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學習樂趣，

能彌補內心空虛寂寞的心理，且在上課中

所學到的知識不僅是智慧型手機的操作功

能，最重要的是主動學習資訊的態度，以

及知道網路資源怎麼運用，再加上課堂上

的合作學習與討論，促進了彼此之間的友

誼，同時教師與大學生志工也在過程中都

學習到無形不可言喻的軟知識。

二、挑戰

在操作翻轉教學的智慧型手機課程，

雖然學習成效極佳，但也遇到一些挑戰，

其敘述如下：

( 一 ) 課外上網學習環境不一

樂齡學生家中，並不是每一個人家中

都有安裝無線網路，尤其家中沒裝無線上

網功能，其學習速率較慢，再加上樂齡學

生因生理老化影響，學習智慧型手機操作

速度較慢，同時在一些可免費提供上網的

區域，因為環境不熟悉，無形中產生學習

壓力，常常會遇到問題，不知要如何詢問，

幸運的話，可詢問到年輕的子女來解決智

慧型手機操作的問題。

( 二 ) 不一定每次上課要翻轉學習

樂齡學習的方式是多元化的，前幾周

的翻轉學習，大家都對這種學習方式產生

好奇與興趣，後來樂齡學生知道如何上網

找資源後，有些學生就會獨自上網學習智

慧型手機的操作或看視頻，較少參與課堂

中的學習與討論。

( 三 )�每個學生智慧型手機品牌與來源不

一

樂齡學生的智慧型手機有些是自己子

女所給的，其先前智慧型手機設定值沒有

重新更置，造成樂齡學生在下載 app 軟體

或操作 facebook 和 line app 的功能時，會

遇到了阻礙；再加上智慧型手機品牌不一，

其手機的內定設定值不一樣，造成教師必

須重新摸索其功能，才能教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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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立法院為了針對今年 6 月 18 日所公

布的「終身學習法部分條文修正」進行更

多的意見討論，由幾位立法委員共同於

103 年 10 月 14 日在立法院召開「終身學

習法部分條文修正公聽會」。由於筆者有

機會參與此次公聽會，因而能真正一窺「終

身學習法」的立法精神，也獲得進入我國

民意機關的最高民主殿堂-立法院的難忘經驗。

貳、終身學習法立法精神與修法意義

我國「終身學習法」自民國 91 年 6

月 26 日制定公布施行，並在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進行第一次修正。終身學習法

全文原本有 23 條，修正後所公布施行的全

文有 22 條，每一條文的訂定皆有其立法之

精神與用意，本文將帶領讀者簡要評析各

條文的立法精神以及修正後與原條文之重

要差異。( 條文詳細內容請參考教育部主管

法規查詢系統網 http://edu.law.moe.gov.tw/)

一、第一條至第五條：基本定義

明訂終身學習法之立法目的、中央與

地方的主管機關、相關名詞之定義以及終

身學習之範圍。其中第四條更明確的將終

身學習之機構種類區分為社會教育機構、

文化機構、學校及機關等三大類別。

二、�第六、七條：各級機關角色與責

任

明訂各級主管機關負有推動終身學習

之責任；不過，第七條是將原條文中各級

主管機關應設「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改

為應與定期召開「終身學習推展會議」，

此一改變是否會影響主管機關推展終身學

習之整體規劃與永續經營延續性，有待後

續執行情形來判斷其影響。

三、�第八、九條：社會教育與文化機

構之設立與人員規定

明訂公私立社會教育與文化機構之設

立辦法、人員規定與主管機關之管理權責

規範。

四、第十條：社區大學

明訂各主管機關設置或委辦社區大學

之規定與運作辦法，並增列中央機關須訂

定績優社區大學獎勵及補助辦法。

五、第十一條：各級學校之責任

明 訂 各 級 學 校 負 有 推 動 終 身 學 習 之

責，以及回流教育之辦理與定義。

六、�第十二、十三條：非正規教育之

認證

為鼓勵終身學習，中央主管機關應訂

定非正規教育之認證機制，並與正規教育

參與「終身學習法部分條文修正
　　　公聽會」的啟示

　李畇龍 / 新北市五華國小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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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聯結。

七、第十四條：樂齡教育

明訂各主管機關應推動樂齡學習，內

容包含各級主管機關應訂定樂齡學習推動

計畫、編列預算、獎勵及補助規定。增列

本條文彰顯出教育部在推動「樂齡學習」

政策上具有永續與未來性，而法制化的作

為也讓樂齡教育的執行具有強而有力的法

源依據，其影響力可說極具關鍵。

八、第十五條：終身學習專業人員

明訂終身學習專業人員優先臨聘之規

定，增列本項使得終身學習專業人員之資

格、培訓、認證得以法制化，進一步也使

終身學習教育工作的推動更具專業化。

九、�第十六、十七條：獎勵拓展與傳

播終身學習

為推動終身學習，明訂以多元方式拓

展終身學習與製播傳播終身學習之媒體之

獎勵規定。

十、第十八條：獎勵參與終身學習

為鼓勵員工參與終身學習，明訂各級

主管機關應訂定獎勵機制。

十一、第十九條：編列預算

明訂各級政府應編列終身學習預算，

並優先補助偏遠地區。

十二、第二十條：弱勢族群保障

為均衡學習機會與資源，明訂弱勢族

群優先補助之規定。

十三、�第二十一條：建立績效考核制度

十四、第二十二條：公布日施行

參、�立法應召開公聽會，廣納社會意見

立法院在訂立各項法規前，會透過召

開公聽會，傾聽民意，廣納意見，使立法

內容能周延並貼近民意。本次公聽會的參

與者除了四位共同主持的立法委員之外，

包含制定政策的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終身

教育司司長，以及八位立法過程中參與的

教授，另外，相關的社會團體包含，來自

全國各地的社區大學與樂齡中心代表，以

及終身教育領域的學者專家，參與者大約

將近 40 位。我們從社會大眾對本次公聽會

的參與程度，就可發現到社會對「終身學

習法」抱持著極高的期待。

透過公聽會的方式，能讓政府在「終

身學習」的法規制定層面進行政策辯護，

也讓「終身學習」相關團體與學者能就實

際執行層面，充分表達各方的觀點與意見，

而立法委員在公聽會更扮演著居中協調的

關鍵角色。

肆、結語

公聽會的參與者都有共同的目標，就

是使得這一部影響我國成人教育最大的基

本大法，能發揮最大的立法效益。而筆者

也在步出立法院的那一刻，真正感受到捍

衛民主法治的可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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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時代的變遷，我們身處在這

個「地球村」，各國之間的互動關係相當

的縝密，「語言」是首當其衝的必要關鍵。

還記得幾個月前跟同學一起去韓國畢

業旅行，雖然旅途玩得很盡興，但也帶給

我很大的衝擊。英文還算差強人意的我，

不管是買東西或是問路，都只能靠著英文

詢問，一開口就讓人看穿是個觀光客，不

同的是，平常就有在學習第二外語的同行

朋友能講出一句句道地的韓文，讓我非常

的羨慕，也讓我感覺到第二外語的重要性，

想讓自己具備更多國際觀，外語就不能忽

視。

剛好考上師大研究所的我，開始在網

路上尋找有關第二外語的資訊，像是日文、

韓文或是西班牙文等，考慮了許多因素，

決定將韓文當作我的第二外語。起初，我

買了坊間的韓文參考書研讀，學習發音，

但似乎學習的效果有限，開始積極尋找韓

文補習班，網路上有許多的補習班資訊，

每一間的學習效果都不相同，有的是小班

制，有的是人數比較多的，或是針對考取

語言證照所開設的班級等。許多朋友向我

推薦許多語文補習班或是推廣教育學習中

心，最後我選擇地點位置較佳、有許多網

友及朋友推薦的師大進修推廣學院。

從沒有上過這種類似社區大學的我，

坦白說一開始有點擔心，不曉得推廣進修

部的上課方式以及內容適不適合我，會不

會是針對社會人士或是高齡者所設計的課

堂， 心 中 滿 腦 子 疑 惑， 帶 著 一 顆 忐 忑 的

心，前往「進修推廣部」上第一堂韓文課。

到了現場，才知道自己有多麼愚蠢，白擔

心了許多事情！韓文課同學的年紀大部分

與我相仿，大概都是社會新鮮人居多，當

然也有一些上了年紀的家庭主婦或是上班

族，最讓我意想不到的是也有少部分穿著

制服的高中生，讓我這隻「井底之蛙」對

推廣教育大開眼界。

開始上課的這些日子，發覺在進修推

廣部的學習，更能讓我好好的吸收，比起

以前補習班填鴨教育的上課方式，進修推

廣部的上課方式更加的適合我。大家都是

想學習韓文，目標都是把韓文學好、練好，

每一位學員都相當的積極，經過老師的課

程設計，聽、說、讀、寫全方位的學習，

每堂課老師都會點名問問題，聽學員們的

發音以及會話，也會安排學員們上台對話

給大家聽，讓大家知道自己哪個發音說不

好或是哪一句話的文法有問題，而且老師

總是耐心的教導我們，把我們的會話及發

音練得好、說得漂亮！學員們也都能融入

上課的環境，沒有像以前在補習班上課害

怕上台說話的恐懼感，讓我們對語言的學

習更能吸收。

老師上課的方式輕鬆、平易近人，每

「推廣教育」的井底之蛙　大開眼界
郭禹彤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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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安排的課程以及份量，都剛剛好不會太

多，還記得剛開始上課的時候老師曾經說：

「大家在這裡的目標都是把韓文學好，學

習語言打基礎是很重要的，我們不求快，

要求穩！」這句話深深的烙印在我心中。

不曉得是老師的關係還是推廣部的上課氣

氛，總是能在歡樂中學習，不會讓人覺得

有壓力而逃避上課，甚至我還會因為不能

到課而難過，與以往有相當大的轉變，很

慶幸自己當初選擇在推廣進修部上課，現

在已經學習韓文三個多月的我，發音和簡

單對話都已經不是問題了，我想未來如果

去韓國旅行也能派上用場，不需要再請求

同學的翻譯或是幫忙了，目前正朝著初級

韓文檢定方向做準備，未來也會繼續在進

修推廣部學習韓文，它真的帶給我不一樣

的人生。

我真的非常感謝進修推廣部帶給我的

一切，讓我能在平常課業壓力之餘，還可

以學習語言，若跟我一樣的朋友們，不妨

找一間進修推廣中心，學習不同的事物，

改變一下自己的人生，不要再覺得「社區

大學」、「進修推廣部」是給年長者學習

的地方，而放棄自己學習的機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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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以 來 對 於 自 己 的 身 材 都 缺 乏 自

信， 總 覺 得 自 己 肉 肉 的 不 夠 漂 亮， 衣 櫃

裡面也都是清一色的深色褲子和寬鬆的

T-shirt，只有一件重要場合才會穿的洋裝，

平常我也盡量把自己包得緊緊的，很在意

別人對自己身材的想法，盡量不要展現自

己的身材，長久下來，除了不敢穿短褲外，

也不敢穿裙子，有時候看到同儕打扮的漂

漂亮亮的，穿著修飾身材的衣服，是那麼

樣的合身，不免覺得羨慕與落寞；羨慕同

學可以有本錢打扮成很符合這個年紀該有

的樣子，一方面又覺得自己應該也可以，

只是少了勇氣去展現自己，少了勇氣去嘗

試不同風格的衣裳，也害怕她人是否會對

我的改變有什麼不好的評價，有很多的想

法在心中掙扎，夏天不知不覺讓我又愛又

恨，喜歡夏天的服裝，活潑、青春、花俏、

多變，卻也害怕夏天，當同學們都換上短

褲短裙時，我的打扮卻和冬天差不多，似

乎夏天在我身上沒有來過。

參加救國團學習中心的瑜珈課程，起

因在好朋友的鼓勵，才決定要改變自己，

那位朋友和我一樣，對自己的身材沒有什

麼自信，但我看到她參與救國團學習中心

課程後的改變，雖然瑜珈課程沒有讓她馬

上瘦下來，但我發現她比過去更喜歡自己，

對自己的身體也更有自信，至少今年夏天，

她開始穿短褲了，她告訴我在瑜珈課程裡

有多麼快樂，因為都是女生，所以不用擔

心做某些動作會很彆扭，參與課程的女生

因為大多有相同的需求，因此會彼此打氣

加油，彼此激勵，也會分享生活上該注意

的細節、飲食等，她說瑜珈課讓她結交了

許多姊妹淘，每個人因為有共同的困擾，

所以更會站在同一陣線上，彼此了解彼此

打氣，她很喜歡那種惺惺相惜的感覺，因

此強烈推薦我參與這樣的課程，希望我可

以像她一樣，找到自己屬於的團體，比以

前更喜歡自己，因此我決定參與瑜珈課程，

期許自己可以有所改變。

參與瑜珈課程的過程，對我而言非常

艱辛，因為平常很少運動，第一次上課只

是簡單的暖身拉筋，隔天我就覺得全身痠

痛，連起身下床都覺得有點困難，馬上萌

生放棄的念頭，所幸朋友告訴我這些都是

必然的過程，要我堅持下去，因此下一次

上課時，我主動詢問一起上課的同學是否

有和我相同的經驗，沒想到和我的情況差

不多，中間下課時，我們聊了許多，發現

彼此的共通點滿多的，因此我們成為這門

課彼此相惜的朋友，雖然不像我朋友可以

擁有一群姊妹淘，但能認識一個懂自己的

人，也算是一種難得的緣分，除此之外，

按照老師的上課進度，一開始會覺得很痛

苦，身體有很多的部位感到疼痛，但現在

已慢慢習慣，身體透過緊拉之後再放鬆，

翻越心牆，找尋自信的極限
賴筠婷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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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身體比以前柔軟多了，體重上還沒有

很大的改變，但同學會說：「妳看起來好

像有點不一樣，但我說不上來耶！」，我

想也許是身體比較緊實吧！心裡有股被認

同的小確幸。

對 於 救 國 團 學 習 中 心 的 瑜 珈 課 程，

我認為這是一個讓人找回信心的地方，也

許需要多一點的時間，但我很希望透過救

國團學習中心的瑜珈課程，可以慢慢改變

自己，只要持續參與，對自己是很值得的

投資，一般人刻板印象會認為救國團學習

中心是一個像帶隊進行團康、接學校寒暑

假營隊的單位，但之於我，它是一個改變

生命的地方，每個人都有可能在這裡學到

不同的技能，也有可能在這裡遇到與自己

相惺相惜的好知己，如果把救國團學習中

心看成是打發時間或是單純學習才藝的地

方，我認為還不夠，在這個忙碌的社會裡，

這是一個可以讓身心放鬆以及與自己沉澱

交流，培養對自我認識與心靈成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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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師範大學唸書一年多了，以前聽聞

學長姐會去學校內的進修推廣中心上課，

有的人上語言課程，像是韓文、日文，也

有人上了瑜珈課程，以前學長姐很鼓勵我

們有空可以多參與ㄧ些課堂上以外的課

程，他們說這樣可以多學ㄧ些課外知識，

也是一種放鬆、交朋友的方式。以前的我

不太懂為什麼學長姐要另外花錢去上課，

學校內的正規課程已經夠多了，不懂為什

麼他們可以額外花錢、利用晚上的課後時

間，開開心心地去上課，從來也沒聽過他

們說累，反倒是每天上課前，都看見他們

期待的笑臉，上學期結束，許多學長姐畢

業離開了學校，有時候想念他們，會想和

他們一樣扮演一個在學弟妹心中優秀的學

姊，也想起當初他們參與學校推廣中心課

程時的笑臉，於是我開始在網路上瀏覽，

發現師大的進修推廣中心有許多課程可以

選擇，除了一般常見的語言課程外，也有

藝術、電腦、運動、音樂、心理系列，內

容豐富，時段多元選擇，我算是比較保守

型的人，擔心像藝術、音樂、運動這類型

的課程，如果培養不出興趣，自己會很容

易放棄，再者以前也沒有學過相關知識，

很擔心自己學不來，於是我選擇了一個自

己可以學到新知也很常見的課程，TOEIC 

650 分到 800 分的課程，但同時我也擔心

自己會因為沒有伴，覺得孤單，一下子就

參與推廣中心課程後的蛻變
黃于宸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生

放棄了，選擇報名對別人也許只是輕鬆的

決定，對我卻是一種猶豫煎熬的歷程，我

很慶幸室友看到我每天的思考與抉擇，她

鼓勵我應該試試看，每一樣事情總有第一

次，她也很願意陪我一起去參與這個課程，

因此開啟了我與進修推廣中心的緣分。

參與課程後，覺得在推廣中心的課程

有別於一般的正規課程，課堂上很活潑有

趣，同學們來自四面八方各個不同的背景，

可以在課堂裡認識許多人，藉由課程這個

媒介，反而認識了許多不同背景，不同年

齡層的忘年之交，遠比學校正規課程的學

術知識來的寶貴，因為這是實質上的人際

互動，推廣中心內的學生大都是上班族或

退休族群，看到他們白日這麼忙碌，晚上

還這麼堅持來上課，真的覺得很感動，此

外，也可以從和他們聊天與互動中，學到

很多以前沒有的想法，開啟我對人生很多

面向的新知，像是一位媽媽和我分享她如

何決定結婚，我就覺得這對女性而言，是

很重要的生命歷程與轉折點，還有一位阿

姨時常和我分享她上班時遇到的狀況，並

告訴我許多職場上遇到的小細節，這些生

命歷程的交流是平常在正規教育課程內無

法遇見的，突然想起當初學長姐為何能這

麼起勁地去上課，因為推廣中心的課程，

對我們而言，不單只是學習知識，也是教

導我們如何做人，可以遇到不同學術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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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經地位的人，與他們交朋友，彼此

交流想法，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同時，我也很喜歡師大推廣中心的英

語教學方式，在這裡上課，雖然有依照程

度報名課程，但老師上課仍然從最原始的

細節教導我們，讓我們可以補齊過往沒有

注意到的部分，常常覺得自己的程度還不

錯，而忽略掉一些基本功夫，反而是我們

在準備 TOEIC 考試時的失分關鍵，老師告

訴我們的不只是考試的方法，也教導我們

對於學習的態度，我很喜歡這裡上課的氛

圍，老師用了很不同的方式教導我們練習

口說，像是兩兩相互練習，用開關燈表示

該換同伴、時間到了，這樣的模式有別於

坐在教室內不斷惡補與填鴨，我覺得是很

有趣的學習方式，讓白天上課，要上班奮

鬥，下班匆匆來上課的哥哥姐姐們，都不

會因為白天的疲累而昏睡，讓學習變得很

有效率，因此讓我愛上這門課。

有了這樣的經驗，對於進修推廣教育

的課程有很大的改觀，以前我認為學校正

規教育的課程就足夠了，但現在覺得終身

學習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學習到的不單只

是知識，也可以學習到與人相處的快樂，

是對生活與生命充電的好地方，我也開始

考慮報名其他不同領域的課程，像是運動

類的課程，例如瑜珈或舞蹈，希望可以透

過動態的課程，讓自己有不同的收穫，同

時我也期許自己，出社會以後，可以像班

內的哥哥姐姐們一樣，下班後盡可能找時

間充實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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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肚皮舞的繾綣
黃美虹 / 新北市麗林國小教師

2014 年，我終於踏進肚皮舞的練習教

室，開始勇於展現自己的身形，活躍更多

美妙的舞姿。

如果說，一個正需要扶植的小生命需

要陽光、空氣和水，那麼，灌溉在我身上

的勢必是那舞蹈的活力。看著電視節目裡，

或是大小展演會場中，一個個曼妙的身影，

著上華麗的舞裳，自信的飄揚著長髮，扭

動肚皮，隨著落臀和 shimmy（快速抖動），

伴隨音樂，唱出身體的美妙。這，一直是

我極為嚮往的舞蹈學習。

這是第一次接觸肚皮舞，從鏡中看著

自己的身影，開始舞動上身，以及下身的

搖擺，可以想見的是女性的魅力。輕柔好

像又有點個性，嬌媚好像又帶點想法。這

是我從老師身上感受到對肚皮舞的詮釋。

其實，我鮮少細膩的聆聽身體的聲音，個

人一直喜愛的是慢跑這項運動，因為那總

是有著大汗淋漓的暢快。而肚皮舞的學習

讓我開始嘗試不同的律動，跟著音樂起舞，

心靈被帶進旋律裡而開展肢體，相當有

趣！

我 們 班 的 肚 皮 舞 老 師 — 鍾 菱 老 師，

她是位熱愛衝浪的好手。傳統印象中教授

肚皮舞的老師外在都相當妖媚，皮膚也白

晰。第一眼看見鍾老師令人格外注目，大

概是身上發亮的黝黑膚色，相當吸引我的

注意。在社區大學各種課程的學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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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選修的主題外，我自己也很重視從每

位講師身上獲取他們對於專長領域的見解

及體會。一位愛好衝浪、個性開朗的老師，

她跳出的肚皮舞似乎散發著與其他舞者更

不同的色彩。每每，我盡可能去揣摩老師

希望我們舞出的肚皮舞精髓。不是有色的

性感，而是自然的嬌媚。因此，這次夏季

班成果發表，老師為大家選的表演樂曲便

是走俏皮風，我個人喜愛極了！這才知道，

肚皮舞也可以是可愛的、脫俗的。雖然因

為小緊張，上台表演時出了點小錯，所幸

還是完整的跳完一曲。謝謝老師及同學們

的鼎力相助，短短台上的幾分鐘，除了熟

練舞碼外，還得張羅舞衣，連化妝的技巧

也都是一門藝術呀！

除了舞蹈本身的學習，還結識了一群

學員好友。這次的夏季班成果展，不但有

舞曲演出，我們還設置攤位販售手工餅乾

呢！由於學員裡有人喜歡揉麵糰，做手工

蛋糕。集思廣益後，我們便發想動手做低

糖手工餅乾，應該可以賣個好生意。於是

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夥人會合後，

八爪章魚似的開始將奶油打泡，融入麵粉，

麵糰壓模，放進烤箱……這是我第一次製

作手工餅乾，當烤箱裡傳出香濃的餅乾味，

頓時很有成就感啊！感謝學員們的成全，

增添了我第一次手作糕點的美好經驗—這

是肚皮舞主學習之外的副學習；另外，還

獲得拓展友情及生活經驗的附學習。

社區大學一直像是離開學校之後，能

夠再重溫學習舊夢、發展自己平日工作外

的興趣、交往同好的學習場所—這也是為

何我幾乎不缺席的選修社區大學所開設的

課程。和各行各業的學員交流，打開平日

工作圈封閉視野的一扇窗子。藉著社區大

學的學習平台，彷彿在學習的河流裡脈動，

活水便源源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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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生命的存在彰顯價值
　－終身學習‧快樂成長

劉雁婷 / 嘉義大學教育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組學生 / 嘉義市嘉北國民小學 教師

生命的意義為何 ? 有人認為為了追尋

快樂，也有人主張為了傳承後代；的確，

生命的意義因每個人的抉擇而有不同，然

而，可以確信的是─生命的存在必定有其

目的。

生命為了存在，就必須學習，每個人

皆不例外。嬰幼兒階段，從一出生脫離母

體起，就得學習如何適應環境；學生時代，

我們的本分就是不斷地學習新知 ; 青壯年

時期，踏入社會工作，我們學習如何在職

場上發揮所能 ; 步入中年後，我們得開始

學習規畫老年生活。現今連退休銀髮族，

也紛紛加入「樂齡學習」的行列，「終身

學習」在現今社會上已蔚為一股風潮，大

家偶遇時的寒暄話語已從傳統問候的「吃

飽沒 ?」，漸漸演變成「您最近選修哪種

課程 ?」或是「近來又學習了哪種知識技

能 ?」。

「樂齡」的宗旨是「踏入樂齡，快樂

學習、忘記年齡，健康幸福，永遠隨行」。

政府戮力於各縣市成立「樂齡學習中心」、

「樂齡大學」，以及「社區學習中心」、

「社區大學」，並且在學校單位開設「成

人教育班」，目的在於鼓勵終身學習，期

望將國人的精神水平提昇到另一個更高的

境界。

東海大學社工系彭懷真教授於「夢想

大贏家」一書中提及「每個人都是變形蟲，

必須不斷的自我定位，調整角色……」，

原因何在 ? 因為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中，

並沒有一套可讓我們固定遵循的準則，想

要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義的，就必須

不停的學習，在不同的環境下轉換心境，

不斷的自我定位，擁有正確的人生觀，調

整自己現有的角色，始能呈現完美的生活。

學習不分年齡，不分性別，不分種族，

不分國籍，學習需要「有心」和「動機」，

這個理念不禁讓我回想起三年前社區的一

段故事……

鄰居黃婆婆是一位高齡八十且不識字

的傳統婦女，養育兒女長大成人且各自有

良好的職業和歸宿後，與退休的先生過了

十幾年含飴弄孫的恬適生活，生活的重心

不外乎家人。五年前先生過世後，黃婆婆

頓失依靠，終日眉頭深鎖，時而呆坐，時

而流淚，尤其在白天大家上班後，獨留老

婆婆一人看家，更顯得形單影隻；從醫學

研究上我們清楚的得知－心理情緒會深深

影響著身體機能，婆婆的孤單和寂寞，讓

她的身體狀況也日漸虛弱。

某天傍晚，黃婆婆依舊坐在門前凝望

遠方，甫下班的我想起婆婆曾經說過她小

時候因家貧而無法讀書，至今仍是她最大

的遺憾 ! 腦中靈光一閃，我想起前陣子學

校安排教師參訪樂齡學習中心和長青園，

當時我對那裡的老人家留下讚嘆和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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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印象，心想 : 何不推薦婆婆前去參加課

程 ? 於是試探性的詢問她 :「婆婆，您想重

當一次學生嗎 ?」，霎時，婆婆露出許久

未見的笑容，回答道 :「真的可以嗎 ? 我還

有資格嗎 ?」當下婆婆那種充滿狐疑和期

待的眼神，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於是婆婆邀集全家召開家庭會議，一

星期後，黃婆婆真的再次重回「學校」，

享受當「學生」的樂趣 ! 孫子兒女紛紛為

她準備全新的書包、鉛筆盒和各式文具，

每天早晨我們總會看到婆婆揹著書包，開

心地隨著兒子開車上班，只不過她的目的

地是「樂齡學習中心」，其可愛的模樣真

令人欣慰，總算，婆婆又重拾往日喜悅的

笑容。前幾天，婆婆的兒子還說 : 媽媽現

在最煩惱的是假日，因為假日無法上學，

也無法與同學共同學習，她總是期盼快快

上學去。

我想，這就是終身學習的宗旨─讓每

一個人找到生存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活

到老 , 學到老 , 知識無限寬廣 , 終身都可以

學習 , 知識和技能一輩子也學習不完。在

黃婆婆身上我看到了─年齡只是個數字，

選擇學習，富者憑書而貴，貧者憑書而富。

婆婆，讓我們一同努力，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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