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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們終其一生為生活努力打拚，但年輕時的過度負荷，會造成年老時「身體功能」的衰退，例如高

血壓、心臟病、骨質疏鬆等；及「心理狀態」的不安，例如老年喪偶、親友死亡、兒女棄養等；因此世

界衛生組織（WHO）於 2002 年提出「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觀念，主張從健康、參與以及安全三

大構面上，提昇高齡者之生活品質。如何透過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與學習需求分析，使高齡者重拾學習的

樂趣，以預防其身心衰退，提昇其自信與滿足，乃為當務之急。 

 本研究以台灣 50 歲以上的高齡者為研究對象，先建構「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與學習需求調查量表」，

再根據不同「背景」變項與不同「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變項，對「高齡者學習需求」作差異性分析；最

後，以實證研究結果，對未來高齡者之活躍老化學習策略，提出可行建議。 

關鍵字：活躍老化、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與學習需求調查量表、活躍老化學習策略、高齡者學習需求 

壹、緒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00 年指出，面對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高齡教育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

色（黃國城，2007），2002 年亦建議成功適應老化政策的三項指引為：高齡化世界的發展、增進老年期的健康

與幸福安寧、權能與支持的環境（劉慧俐，2007）。我國政府近年來也積極規劃各項高齡者教育，落實「老有所

學，老有所用」的照顧政策，藉由學習活動來營造高齡者豐富的晚年生活。因此，為因應全球灰色化現象、呼

應教科文組織理念，及促使高齡者活躍老化，提出本研究。 

一、因應全球灰色化現象 

行政院於2006年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會中表示台灣將面臨「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女化的衝擊」，

即所謂「全球的灰色化」（the graying of the planet）；而由經建會公布的「台灣老年人口趨勢圖」（如圖1），可預

估106年高齡人口將達331萬人，占總人口之14％，成為「高齡社會」（經建會，2010）。換言之，由於出生率降

低，我國人口結構將呈現高齡人口比例急遽往上攀升，年輕人口卻停滯銳減的趨勢，此現象將影響國家社會的

脈動，浮現相關社會問題，如何因應高齡少子化的趨勢，值得我們深深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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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老年人口趨勢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 

二、符應教科文組織理念 

一般人認為「老化」僅為生理過程，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以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所占比率，來

衡量社會的進步與否，它認為老人人口在 7%以上，為「高齡化社會」；老人人口達 14%時，為「高齡社會」，

其顯現出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成就，因此，「老化」非僅為生理過程，更是一種社會過程及文化過程。而世界衛

生組織（WHO）對健康的定義為「身體、心理、社會三面向的安寧美好狀態」。因此，未來高齡教育的重要指

標為促進身體健康、心理活化和社會連結，並使老年人維持自主與獨立，以符應教科文組織「高齡社會」代表

之社經發展與成就。 

三、促使高齡者活躍老化 

Kraus 於 2000 提出「老化」為生物功能漸進緩慢與身體系統衰竭的生理發展，同時包括社會和心理要素，

Baltes 也指出「正常老化」為生理、心理上無疾病地隨時間自然老化，「成功老化」為優質老化，「病理老化」

為個人遭受到疾病的迫害（引自王仁潔、李湘雄、黎士鳴，2001）。而 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活

躍老化」（active ageing）為「健康、參與、和安全達到最適化機會的過程」，其六項指標為「日常生活功能正

常，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正常，認知功能正常，無憂鬱症狀，良好社會支持與投入老年生產力活動者」（徐慧娟、

張明正，2004）。所以，應促使高齡者應朝向優質性的「活躍老化」。 

貳、高齡者活躍老化理論分析 

一、活躍老化的概念模式 

（一）撤退理論（disengagement theory）與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 

撤退理論認為個體因生理機能退化，易導致生活脫序，降低人際互動及社會參與（Cumming,1961）；活動

理論則認為個體具有穩固的社會基礎，其心靈層面與社會層面，能戰勝生理機能的衰退，獲得更充分的資源

（Havighurst,1968）。兩者皆有其適用情境，超過 75 歲的高齡者，因生理機能退化嚴重，內在情感依附重於社

會互動，適用撤退理論（Johnson & Barrer,1992）。但此兩者皆偏重高齡主觀性及微觀取向（Street,2007），亦即

偏重生理及心理老化；Hooyman & Kiyak（2008）認為應重視角色轉變、人際互動及系統轉變造成的社會老化，

以鉅觀取向鼓勵高齡者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活絡人際關係，保持身心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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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altes 和 Baltes 的 SOC 模式 

    Baltes 和 Baltes（1990）使用變異（variability）與彈性（plasticity）來定義成功老化為「心理適應良好的過

程」，提出「選擇（selection）、最適化（optimization）與補償（compensation）」模式，簡稱 SOC 模式，如下圖

2。由此模式可知，要成功老化，應提供高齡者舒適的環境（selection），及最適化抒解身心的活動（optimization），

並搭配醫療及科技，以補償身心功能之不足（compensation）。 

前置條件（Antecedent Conditions）                 過程（Process）               結果（Outcome） 

 

 

 

 

圖 2 Baltes ＆ Baltes 選擇、最適化與補償模式   資料來源：Baltes ＆ Baltes（1990） 

（三）Rowe 和 Kahnay 成功老化三元素模式 

    Rowe 和 Kahn（1997,1998）提出成功老化的三層次：基本層次為「避免疾病」，以飲食、運動及醫療控制，

來保持罹病及失能的低風險；第二層次為「維持高認知與身體功能」，以教育、自我信念、社會支持等，來保持

心智與身體功能的高效能；第三層次為「生活積極承諾」，以持續的生產力、情感的維持、多元的人際互動、感

受愛與和諧等，來提升高齡者投入積極的生活。此三層次交集時即為成功老化。 

 

 

    

 

 

圖 3 Rowe 和 Kahn「成功老化三元素」模式    資料來源：Rowe ＆ Kahn（1997,1998） 

（四）年齡整合（age-integrated）觀點 v.s 年齡區隔（age-differentiated） 

年齡區隔認為人生分為三個時期：少年時期應接受教育，積極向學；中年時期應努力工作，養家活口；老

年時期應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但在當今高齡少子化的社會裡，已產生結構性落差（structural lag）。為適應現

代社會結構，Riley & Riley（2000）提出年齡整合觀點，融合各個年齡層於各構面中，如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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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年齡區隔模式與年齡整合模式    修改自 Riley & Rile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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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區隔為早期人類根深蒂固的觀念，如何打破年齡區隔模式，過渡到年齡整合模式，是一大考驗；其執

行不易，為理想模式，可提供活躍老化策略分析之參考；高齡者可依自己身心狀況，選擇安養天年，或選擇再

創事業高峰，亦可選擇持續終身學習。 

（五）生命歷程（life course）觀點 

    Erik Erikson（1902-1994）提出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將生命歷程分成八階段，重視各生命週期的階段性承續

與轉銜（transition），而老年期重點為「整合 vs.失望」，若高齡者能樂觀面對人生，克服死亡恐懼，則能達成整

合任務，化解失望危機；此外，發展的軌跡（trajectory）重視個人及所處的制度脈絡，以及兩者之交互影響，

其主要論述如下（Bengtson et al，2005；George，2007，蕭文高，2010）： 

1.人生早期階段的事件、行為、社會關係，會影響晚期階段的聲望、地位、福祉。 

2.個體的認知與態度，將影響社會變遷對個體帶來的機會與限制，並產生交互影響。 

3.個體受家庭結構、社會型態、世代關係之影響，產生不同之生命連繫、經驗與支持。 

4.個體受制於社會結構的機會與限制，但個體主動性（human agency）仍能積極規劃生命歷程。 

二、國內外高齡者活躍老化相關研究 

（一）國內學者的研究 

    徐慧娟和張明正（2004）在《台灣老人成功老化與活躍老化現況:多層次分析》的研究中，推論活躍老化為

「身體健康、無憂鬱狀態、良好社會支持、及積極投入生產力活動」；林麗惠（2006）在《台灣高齡學習者成功

老化之研究》中，推論成功的老化包括「生活適應、社會及親友關係、健康自主、經濟保障、學習層面、家庭

層面」。林可欣（2006）於《高齡學習者自我概念與成功老化相關之研究》中，以量化方式測量成功老化的生理、

心理、社會三層面。 

（二）國外學者的研究 

    Wolfe（1990）在《成功老化與參與高等教育課程關係》研究中，以心理與生理健康二個面向來衡量，發現

教育活動能提升高齡者自身的資源，促進成功老化；Baltes & Baltes（1990）在《成功老化：來自行為科學的透

視》一書中，用 SOC 模式來闡釋成功老化，其研究內涵包括身體功能、心理健康、認知功能以及生產活動等；

Vailant 和 Mukamal（2001）以縱向研究法，發現個人的控制力，能在 50 歲之前預測 70-80 歲時能否成功老化，

可使自己比退休前更健康。Strawbridge（2002）的研究中，發現以「自我感覺」評價成功老化，高於以「Rowe 

and Kahn 定義」評價成功老化，所以應該要提高高齡者對成功老化的概念以及測量的方法；Chou & Chi（2002）

以橫斷性資料研究香港老人成功老化情形，在身體功能、情感狀態、認知功能、生產力四個面向中只有情感狀

態更好，其餘皆隨年齡增加而下降。 

    由上述研究可知，成功老化大致包含了生理、心理、社會、學習四個層面，而國內外關於成功老化的研究

中，大致涵蓋了生理、心理、社會層面，較少涵蓋學習層面，因此，透過學習層面，希望使高齡者能重新規劃

人生，保持積極態度，實現自我目標，達成人生夢想。 

三、教育部推動之老人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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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人口結構逐漸高齡化，教育部於 2006 年擬定「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使高齡者能享受

學習權利，建構世代融合，維護自主尊嚴，促進成功老化。 

表 1 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之目標、推動策略 

目標 推動策略 

一、倡導老人終身學習權益 （一）建構老人教育終身學習體系，整合老人教育資源 

二、促進老人身心健康 （二）創新老人教育方式，提供多元學習內容 

三、維護老人的自主與尊嚴 （三）強化弱勢老人教育機會 

四、鼓勵老人社會參與 （四）促進老人人力再提升與再運用 

五、強化老人家庭人際關係 （五）以家庭共學的策略，協助老人重新適應老年期家庭生活 

六、營造世代間融合之社會 

（六）對於正規教育中融入成功老化觀念 

（七）以社會教育辦理世代間教育及交流活動 

（八）增設老人教育學習場所，建立社區學習據點 

七、提升老人教育人員之專業素養 

（九）提升老人教育人員之專業素養 

（十）建置老人教育資訊網站 

（十一）建立老人教育評鑑及獎勵機制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6 「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参、研究設計 

由文獻探討可知，「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與「活躍老化學習需求」，在國內研究相當少。因此本研究將透

過「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與學習需求調查量表」之實證研究，建立高齡者活躍老化可行策略。 

一、研究架構 

 

 

 

二、研究變項與問卷編製 

（一）研究變項 

1.人員背景變項 

（1）生活與身心狀況：分為「高生活滿意高身心滿意」、「高生活滿意低身心滿意」、「低生活滿意高身心滿意」、

「低生活滿意低身心滿意」等四個類別。 

（2）年齡：分為「50—60歲」、「61—70歲」與「71歲以上」等三個類別。 

（3）最高學歷：分為「大學以上畢業」、「高中職畢業」、「國中畢業」與「其他」等四個類別。 

圖 5 研究架構圖 

背景變項 

活躍老化學習策略 

高齡者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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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退休前所從事的工作：分為「軍公教人員」、「服務業」、「工業」、「商業」及「其它」等五個類別。 

2.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變項 

（1）學習活動：分為「靜態學習活動」、「動態學習活動」及「動態靜態學習活動皆可」等三個類別。 

（2）學習管道：分為「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社區學習活動」及「松年大學」等四個類別。 

（3）學習目的：分為「結交新朋友」、「學習新知識」、「活到老，學到老」及「放鬆心情」等四個類別。 

（4）學習夥伴：分為「配偶」、「朋友」、「子女」及「其它」等四個類別。 

（5）教師特質：分為「具專業知識」、「具有親切態度、熟練的授課技巧」及「將心比心特質」三個類別。 

（6）學習時段：分為「上午」、「下午」及「上下午都可以」三個類別。 

（7）學習知識：分為「概念性知識」、「知識性知識」、「休閒性知識」及「運動性知識」等四個類別。 

（二）問卷編製 

根據國內外高齡相關文獻、學者專家，及老人服務機構人員提供之建議，自編李克特5點量表（Likert scale）

之「高齡者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與學習需求調查量表」，問卷內容包括「人員背景變項」、「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變

項」，以及「高齡者學習需求」三個類別。目的為探討不同「生活滿意度與身心滿意度」、不同「人員背景變項」

及不同「活躍老化學習策略」對於「高齡者學習需求」之差異性分析。有關問卷之信效度分析如下： 

1.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表2  「高齡者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與學習需求調查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表 

題目 Cronbach α 

「同意退休後學習使人生更有光采」 .870 

「同意志願服務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869 

「同意使用電腦可以更融入現代生活」 .885 

「同意健康管理知識能避免疾病發生」 .876 

「同意良好情緒管理可減輕心理壓力」 .876 

「同意體適能檢測可以了解健康狀況」 .873 

「同意和年輕人一起學習可更有活力」 .872 

「同意和年輕人學習更有學習動機」 .873 

「同意有空會參加公益活動」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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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SPSS 15.0 進行資料之統計分析，針對「高齡者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與學習需求調查量表」的預試

資料，進行信度分析。因為本問卷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多重計分方式，所以，使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方法，計算「Cronbach α」係數，來了解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之情形，做為正式問卷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的「高齡者活躍老化學習策略與學習需求調查量表」整體信度為.8890，各題目的預試信度介

於0.8690-0.8850 之間（見上表2），其內部一致性頗佳。 

2.效度分析 

回收之預試問卷採用內容效度的方法來考驗試題的效度，本研究的問卷是經專家學者進行審查鑑

定，其理論根據都已經由考驗與檢定，內容效度應屬妥當。 

三、統計方法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驗證不同「生活滿意與身心滿意」、不同「人員背景變項」與不同「學習策

略變項」，在「高齡者學習需求」中之知覺差異性，若考驗達顯著水準，再進行事後比較分析。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樂齡大學」、「松年大學」、「樂齡學習中心」的高齡學習者為研究對象，寄發 400 份問卷，

回收 286 份問卷，回收率為 71.5％，刪除填答不詳及遺漏值偏多之問卷 12 份，合計有效問卷為 274 份。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自變項涵蓋三個部分，其一為「生活滿意與身心滿意」，分成「高生活滿意、高身心滿意」；

「高生活滿意、低身心滿意」；「低生活滿意、高身心滿意」；「低生活滿意、低身心滿意」四組；其二為

「個人背景變項」，分成「年齡」、「最高學歷」、「退休前工作」；其三為「活躍老化學習策略」，分成「學

習活動」、「學習管道」、「學習目的」、「學習夥伴」、「教師特質」、「學習時段」、「學習知識」。 

而依變項為「高齡者學習需求」，分成「同意退休後學習使人生更有光采」、「同意志願服務更積極

參與社會活動」、「同意使用電腦可以更融入現代生活」、「同意健康管理知識能避免疾病發生」、「同

意良好情緒管理可減輕心理壓力」、「同意體適能檢測可以了解健康狀況」、「同意和年輕人一起學習

可更有活力」、「同意和年輕人學習更有學習動機」及「同意有空會參加公益活動」等九個題型。茲將

不同組的高齡者，在學習需求裡平均數達顯著性差異者，經事後比較分析，其差異情形分述如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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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生活及身心滿意度、個人背景變項、學習策略在高齡者學習需求之平均數考驗摘要

學習需求 
變項組別 

學習使人

生有光采 
積極參與

社會活動 
電腦融入

現代生活 
健康知識

避免疾病 
情緒管理

減輕壓力 
藉體適能

了解健康 
代間學習

更具活力 
代間學習

更具動機 
有空參加

公益服務 

生

活

及

身

心

滿

意 

1.高生活滿意 
高身心滿意 

2.高生活滿意 
低身心滿意 

3.低生活滿意 
高身心滿意 

4.低生活滿意 
低身心滿意 

8.920*** 
1＞4 
2＞4 

11.577*** 

1＞4 
2＞4 

3.066* 
1＞4 

13.004*** 

1＞2 
1＞4 

4.035** 

1＞4 

9.001*** 
1＞4 
2＞4 

3.442* 
1＞4 

6.069*** 
1＞4 
2＞4 

 

年

齡 

1.50-60 歲 
2.61-70 歲 
3.71 歲以上 

 1＞3 2＞1  
1＞3 
2＞3 

1＞3    

最

高

學

歷 

1.大學以上 
2.高中職 
3.國中 
4.其他 

  
1＞3 

2＞3 
2＞4 

   2＞3  
1＞3 
2＞3 

退

休

前

工

作 

1.軍公教 
2.服務業 
3.工業 
4.商業 
5.其他 

 3＞1   
3＞2 

3＞4 
3＞5 

3＞1 

3＞2 

3＞4 
3＞5 

3＞1 
3＞4 

  

學

習

活

動 

1.靜態學習 
2.動態學習 
3.動靜皆宜 

1＞2 

3＞1 
3＞2 

3＞2 3＞2  3＞1 1＞3 3＞1 
3＞2 

3＞2 3＞1 
3＞2 

學

習

管

道 

1.樂齡大學 
2.樂齡中心 
3.社區學習 
4.松年大學 

  
4＞1 
4＞3 

     
2＞1 
2＞3 

學

習

目

的 

1.結交新朋友 
2.學習新知識 
3.活到老學到老 
4.放鬆心情 

3＞2 
3＞4 

1＞2 3＞1  
2＞4 
3＞4 

    

學

習

夥

伴 

1.配偶 
2.朋友 
3.子女 
4.其他 

3＞2 
3＞4 

1＞4   
3＞1 
3＞2 

    

教

師

特

質 

1.專業知識 
2.親切態度 
3.授課技巧 
4.將心比心 

 
1＞3 
4＞3 

1＞4 
3＞4 

    1＞2 1＞2 

學

習

時

段 

1.上午 
2.下午 
3.都可以 

1＞2 
3＞2 

3＞1 
3＞2 

3＞1 
3＞2 

3＞2 
1＞2 

3＞1 
3＞2 

3＞1 
3＞2 

   

學

習

知

識 

1.概念性知識 
2.知識性知識 
3.休閒性知識 
4.運動性知識 
5.其他 

1＞5 

2＞5 
3＞5 

  
1＞3 
2＞3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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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同意退休後學習使人生更有光采」方面有顯著差異性  

（一）在「生活及身心滿意」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健康佳且對生活滿意」者良好的身心狀況易激起

學習意志；而「健康不佳但對生活滿意」者，能藉由生活滿意轉移健康不佳的情緒反應，因此兩

者比「健康不佳且對生活不滿意」者，認為學習可使人生更有光采。 

（二）在「不同學習活動」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步入老年後，體力大不如前，因此學習活動會偏向靜

態，但課程若能融合動態與靜態，即能動靜平衡，調和身心，因此「靜態」比「動態」學習，及

「動靜皆宜」比「純動態」及「純靜態」學習，更能使人生具有光采。 

（三）在「不同學習目的」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高齡者為了生活忙碌，年輕時放棄很多想學的東西，

因此傾向「活到老，學到老」大於傾向「學習新知識」或「放鬆心情」。 

（四）在「不同學習夥伴」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加上親子的情感，

因此傾向與「子女」共同參加學習活動，讓自己覺得驕傲，讓人生更有光采。 

（五）在「不同學習時段」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上午」時段精神較好，也可能「上下午都可以」會

讓他想起以往正常上下班的日子，所以比傾向「下午」時段為多。 

（六）在「不同學習知識」方面有顯著差異，高齡者認為「概念性、知識性、休閒性」等知識的學習，

已符合生活所需，比起「其他」知識的學習，更使人生有光采。 

二、在「同意志願服務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方面有顯著差異性         

（一）在「生活及身心滿意」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健康佳且對生活滿意」者，較能在參加志願服務

後體會到助人的快樂；而「健康不佳但對生活滿意」者，可藉由心靈滿足來填補健康不佳所引發

的情緒，因此兩者比「健康不佳且對生活不滿意」者，較能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 

（二） 在「不同年齡」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50-60 歲」者在體力、健康、心態及情緒上較為穩定，

比起「70 歲以上」者，在參加志願服務後，更能保持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之心。 

（三）在「不同退休前從事工作」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從事「工業」者少有參與志願服務機會，比「軍

公教人員」習慣服務學生及家長，覺得參加志願服務及社會活動更具吸引力。 

（四）在「不同學習活動」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動靜皆宜」學習者，比喜愛「動態」學習者，更加

細心及關心，更能體會到人際間互動的巧妙，因此會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五）在「不同學習目的」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參加志願服務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較能「結交新朋

友」，而想「學習新知識」者，應傾向選擇其他學習性社團。 

（六）在「不同學習夥伴」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數十年夫妻情份是心靈安定的來源，因此傾向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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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比起與「其他」關係不是很親密者，更願意參加志願服務及社會活動。 

（七）在「不同教師特質」方面有顯著差異，服務首重專業及同理心，因此授課教師的「專業知能」與

「將心比心特質」，比「熟練的授課技巧」更能影響個體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八）在「不同學習時段」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上下午皆可」者，比較喜愛「上午」或「下午」者，

對時間規劃較具彈性，對事情調度較能變通，因此較能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三、在「同意使用電腦可以更融入現代生活」方面有顯著差異性 

（一）在「生活及身心滿意」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健康佳且對生活滿意」者較願意嘗試新事務，接

受挑戰，因此比「健康不佳且對生活不滿意」者更能敞開心胸接受電腦學習。 

（二） 在「不同年齡」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61-70 歲」者，比起「50-60 歲」者，生活較為不便，較

需要資訊科技來協助其生活，因此認為更需要電腦來幫助他們融入現代生活。 

（三）在「不同最高學歷」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大學以上畢業」與「高中職畢業」者，接觸較多資

訊科技產品，了解其與現代生活的相關性，比「國中畢業」者，更能使用電腦融入現代生活。  

（四）在「不同學習活動」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動靜皆宜」學習者，比起喜愛「動態」學習者更能

靜下心，用耐心來學習新事物，因此，較能使用電腦來讓自己融入現代生活。 

（五）在「不同學習管道」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松年大學」歷史悠久，學員信賴度較深，比「樂齡

大學」及「社區學習活動」學習者，較願意依賴電腦以協助其融入現代生活。 

（六）在「不同學習目的」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傾向「活到老，學到老」者，希望藉由電腦協助其融

入現代生活，而傾向「結交新朋友」者，認為人際間宜坦誠互動，較不需要藉由電腦輔助。 

（七）在「不同教師特質」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授課教師具「專業知識及熟練授課技巧」，比具「將

心比心的特質」者，更能將專業電腦知識轉成實用資訊技巧，協助高齡者融入現代生活。 

（八）在「不同學習時段」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上下午皆可」者，比起「上午」或「下午」較適合

者，較能適應生活變動及接受新事物，較能接受使用電腦協助融入現代生活。 

四、在「同意健康管理知識能避免疾病發生」方面有顯著差異性 

（一）在「生活及身心滿意」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健康佳且對生活滿意」者，比起「健康不佳且對

生活滿意」者及「健康不佳且對生活不滿意」者，處事態度積極，平時即能積極求取健康管理知

識，運用健康知識管理自身健康，以避免疾病的發生。 

（二）在「不同學習時段」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認為「上下午皆可」的學習者，比起「下午」較適合

的學習者，處事較為周慮，較能具備良好的健康管理知識，以避免疾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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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不同學習知識」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認為「概念性」及「知識性」等知識的學習，比起「休

閒性」知識的學習，較偏重健康管理而非休閒活動，以避免疾病發生。 

五、在「同意良好情緒管理可減輕心理壓力」方面有顯著差異性 

（一）在「生活及身心滿意」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健康佳且對生活滿意」者，EQ、挫折容忍力、抗

壓性較高，因此比「健康不佳且對生活不滿意」者，更能管理情緒以減輕心理壓力。 

（二）在「不同年齡」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50-60 歲」及「61-70 歲」，比起「70 歲以上」，身心及

健康狀況較為良好，較能調適情緒，減輕外來壓力所造成心裡的沉重負擔。 

（三）在「不同退休前從事工作」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從事「工業」者，較容易釋放工作對象「物」

的壓力；從事「服務業及商業」者，較不容易釋放工作對象「人」的壓力。 

（四）在「不同學習活動」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喜愛「動靜皆宜」學習者，比喜愛「靜態」學習者，

更能以多元方式宣洩情緒，較能以良好的情緒管理來減輕心理所遭受的壓力。 

（五）在「不同學習目的」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傾向「學習新知識」及「活到老，學到老」者，比傾

向「放鬆心情」者處世較積極，認為做好重要壓力來源的情緒管理就能減輕心理壓力。 

（六）在「不同學習夥伴」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多數子女會違反父母期望，因此與「子女」一起學習

比與「配偶」及「朋友」一起學習，更需有良好的情緒管理以減輕心理壓力。 

（七）在「不同學習時段」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喜愛「上午」學習者觀念較保守，比喜愛「下午」學

習者更同意好的情緒管理能減輕心理壓力；喜愛「上下午皆可」的學習者，比喜愛「上午」或「下

午」學習者，處事更為彈性，同意情緒管理得當即能減輕心理壓力。 

（八）在「不同學習知識」方面有顯著差異，認為「概念性」及「知識性」知識，比起「其它」方面知

識較為重要者，可藉由專業知識的學習，了解良好的情緒管理能減輕心理壓力。 

六、在「同意體適能檢測可以了解健康狀況」方面有顯著差異性 

（一）在「生活及身心滿意」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健康佳且對生活滿意」與「健康不佳但對生活滿

意」者，較能藉由多采多姿的生活來促進身心健康，比「健康不佳且對生活不滿意」者，更能藉

由體適能的檢測與評估，了解自身心肺功能，改善及調適健康狀況。 

（二） 在「不同年齡」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50-60 歲」者，比「70 歲以上」者，較積極嘗試各種促

進自身健康之活動，更能使用體適能檢測與評估，來幫助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 

（三）在「不同退休前從事工作」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從事「軍公教、服務業、商業」者，比從事「工

業」者較耗費腦力，較不會以體適能的檢測與評估來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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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不同學習活動」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喜愛「靜態」學習者，比起喜愛「動靜皆宜」者，較

少從事動態活動，所以較易接受體適能檢測與評估來幫助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 

（五）在「不同學習時段」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傾向「上下午皆可」的學習者比傾向「上午」或「下

午」的學習者，想法較為彈性，較易接受以體適能的檢測與評估來幫助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 

七、在「同意和年輕人一起學習可更有活力」方面有顯著差異性 

（一）在「生活及身心滿意」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健康佳且對生活滿意」者，活力充沛且不服老，

比「健康不佳且對生活不滿意」者，更願意和年輕人一起學習以保持年輕活力。 

（二）在「不同最高學歷」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高中職畢業」者，比「國中畢業」者，增加了三年

可能結交到摰友的機會，因此認為和年輕人一起學習可讓他們更有活力。 

（三）在「不同退休前從事工作」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從事「工業」者，比起「軍公教、商業」人員，

更需勞力，而非知識經驗，因此較願意與年輕人一同學習，感受年輕人的活力。 

（四）在「不同學習活動」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傾向「動靜皆宜」的學習者，較具活力及學習意願，

比傾向「動態」或「靜態」學習者，更願意與年輕人一起學習，展現出活力。 

八、在「同意和年輕人學習更有學習動機」方面有顯著差異性 

（一）在「生活及身心滿意」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健康佳且對生活滿意」者及「健康不佳但對生活

滿意」者，能因為對生活的滿意，而樂意與年輕人溝通，學習新世代的東西，因此比起「健康不

佳且對生活不滿意」者，更能與年輕人共同學習而激起學習動機。 

（二）在「不同學習活動」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喜愛「動靜皆宜」的學習者，比喜愛「動態」學習者，

較能接受年輕人天馬行空的想法及作為，與年輕人共同學習以激發學習意願。 

（三）在「不同教師特質」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高齡者認為年輕時錯過太多學習事物，因此授課教師

若「具備專業知識」，比起「具有親切態度」，更能激起高齡者的學習動機。 

九、在「同意有空參加公益活動」方面有顯著差異性 

（一）在「不同最高學歷」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大學以上畢業」者及「高中職畢業」者，習得的知

識比較多，也比較懂得做人處世的道理，更了解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原則，因此比起「國中畢業」

者，更能身體力行，參加社會公益服務，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二）在「不同學習活動」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喜愛「動靜皆宜」的學習者，比喜愛「動態」或「靜

態」學習者，更能熱心參與社會公益服務，及敏銳地從參與中體會助人的快樂。 

（三）在「不同學習管道」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樂齡學習中心」比起「樂齡大學」設置地點較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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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化，可能伴隨著其他社團共存，較能激起參加公益服務的動機。 

（四）在「不同教師特質」方面有顯著差異，可能授課教師「具備專業知識」比「具有親切態度」，更

能以專業知識及專業服務技巧，影響高齡者參與社會公益服務。 

伍、結論與建議 

1971 年白宮老人會議指出，老年人可以透過教育的方式來滿足表現需求（Expressive Needs）、貢獻

需求（Contributive Needs）、歸屬需求（Belonging Needs）及發揮影響力需求（Influence Needs）；又根據

前述實證調查，發現老人可以透過不同於一般教育方式，來達成其學習目的，因此提出下列活躍老化之

學習策略，以滿足高齡者之學習需求： 

一、學習門路多管齊下，課程多元動靜兼顧 

在活躍老化教育方面，政府不能只發展單一學習管道，應讓高齡者可透過樂齡大學、松年大學、樂

齡學習中心等多元管道來學習；此外，為了增進高齡者生活知能，靜態課程不宜記憶背誦，應力求簡明

扼要，以活潑逗趣為主；動態課程不宜過於緊湊，應考慮高齡者體力，以能負荷為主，期望透過「多元

管道、動靜交替」的課程模式，建構出完善且適合高齡者學習的教育體系，豐富高齡者學習內容，保障

高齡者學習權益，讓高齡者生活更多采多姿 

二、普設實體開課據點，建置虛擬網路課程 

有些高齡者學習慾望強烈，雖然能秉持著堅強的意志力，從事學習，但常宗礙於身心狀況不佳，或

舟車勞頓之苦，或經濟能力不足等因素，而無法順利學習。因此，政府應加強開辦老人學習課程，鼓勵

民間團體廣設學習據點，配合補助及獎勵措施，讓所有樂於學習的老人，能就近學習；此外，也可設立

老人學習網站，藉由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達到資訊互相交流的學習目的，讓無法在實體據點上課的高

齡者，多了另一個選擇，排除高齡者「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學習的遺憾。 

三、推展青春健康活力，重視心靈撫慰交流 

步入老年後，歲月在高齡者臉上劃下無情的痕跡，也在不知不覺中耗盡他們的體力及健康，生體機

能的衰退，會影響心理健康狀態，所以應推展高齡健康促進活動，指導高齡者具有良好的健康管理知識，

實際從事提升身心健康之活動，並強化心靈撫慰課程，協助高齡者坦然接受生命循環的過程，並充分利

用時間，渡過餘生。例如按摩理療、舒展筋絡以促進血液循環；養生點心、補品燉煮以活化身體機能；

美術勞作、家政工藝以提昇藝術涵養；歌唱舞蹈、泡茶聊天以營造生活情趣。。 

四、終身學習廣結善緣，促進人我關係和諧 

高齡課程設計中，除了動態靜態的學習課程，也應著重朋友的結交，因為進入老年期後，伴隨而來

的生理功能退化，及心理狀態不安，常使老人陷入「孤單、不願面對人群」的心態，所以，應藉由同儕

的的力量，鼓勵高齡者走出戶外，參與志願服務，藉由志願服務，打開心靈窗口，願意主動付出，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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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也能從付出及關懷中，體會到真心回饋的快樂，藉由人際間的交流互動，就能廣結善緣，擴展生

活圈及擴大視野，減少自我封閉的機會，重燃人生的希望。 

五、推廣代間學習機制，促進世代情感交流 

高齡者在子女成家立業，遠離自己後，寂寞感及孤獨感油然而生，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的觀念，總會希望不能與子女一起，也能與年輕人一起，感受年輕人青春活潑的氣息，及

年輕人帶來的歡笑，所以應當設計世代交流機制，藉由代間學習，激發高齡者的學習動機，建立高齡者

正向的生活態度，以促進代間溝通，年輕人可以協助高齡者學習新科技知識，高齡者能傳授年輕人豐富

的人生經驗，營造一個悅齡親老的社會，建構一個世代融合的友善樂齡環境。 

六、夫妻老友邀約參與，自我肯定合作學習 

高齡者的學習，如能呼朋引伴，共同參與，則能增添情趣，也許老夫老妻相互陪伴，其安詳穩定的

力量，能重溫往日舊夢，重拾往日情懷；也許三五好友共聚一堂，能回憶當年英雄好漢事蹟，並聊聊各

自豐功偉業；藉由共同參與的學習活動，大家對曾經逝去的歲月可以重新細細品嚐，對曾經漠視的日子

可以重新慢慢回味，除了能肯定自我價值，拓展生活空間外，更能提昇靈性修養，營造生活情趣，也藉

由與熟悉的人共同學習，激發合作學習的潛能，激盪出生命的火花，達到生命更高的境界！ 

七、專業教師鼓勵對話，和藹親切具同理心 

中國自古以來，即以「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為至理名言，亦即「教師為主體，學生為

客體」，這種不對等關係，將教師塑造成高高在上的聖者，對於教師的尊重與崇拜，使得高齡者作為學生

時，不敢隨意發表言論，以免侵犯老師威權。因此，要打破高齡者的沉默及唯命是從，則應鼓勵發言，

與老師對話，作意見上的交流；而教師應以專業、親切的態度，展現同理心，適時鼓勵讚美，增加高齡

者自信，並針對高齡者個別差異，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以提升高齡者學習的興致與熱情。 

八、喚醒自主學習意識，拓展視野豁達人生 

高齡教育的目的，是希望讓高齡者了解自己是個完整的個體，具有自主性，與任何人皆處於對等的

地位，因此，應從批判教育的角度來考量，例如「歷史回顧與前瞻」的課程，能讓高齡者藉由回溯歷史，

塑造未來願景；「時事輿論評析」的課程，讓高齡者參與時事評論，與社會接軌；「生命意義探討」的

課程，讓高齡者對生命能處之泰然，安然面對死亡；如此才能使高齡者喚醒自我覺察，統整自我人格，

達成自我掌控，實現自我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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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throughout their life efforts to work hard for a living, but when he was 

young overload cause old the body functions recession, such as high blood pressure, heart disease, osteoporosis, 

etc.;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unrest, such as the elderly widowed, relatives and friends of death,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abandonment; Therefor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2002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advocat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ealth, participation and 

security surfac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How to learn through active aging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needs analysis, so that the elderly regain the joy of learning, in order to prevent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cline, to enhance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 is the top prior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study to the elderly in Taiwan over the age of 50, first 

construct the variable "active aging strategy and learning needs survey scal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with different" active aging learning strategies, learn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for difference analysis; Final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future elderly active aging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Key words: Active aging, Active aging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needs 

survey Scale, Active aging learning strategies, Learn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