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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高齡者學習需求特性之探討－ 

以台北市萬華區老松國小學區社區為例 

陳宗鵠1 徐南麗2 林士堅3 何中華4 

摘要 

在經濟高度發展，人口快速集中於都市生活後，台灣傳統的社區對高齡老人依存

關係已漸漸淡化，往日高齡老人每日往返於社區街坊的資訊交流、社交、互相學習、

互相幫助、安慰鼓勵、關照、關懷等活動已不復見，對於孤獨高齡老人之緊急病危通

知系統也時而中斷，此社會現象嚴重衝擊傳統倫理文化。同時近幾年統計資料顯示台

灣地區生育率快速下降至平均每一婦女生育1.22個，居全球排名倒數第二，以93年

度教育部統計顯示，全國國小六年級畢業生每年有32萬人，但93年9月入學之ㄧ年

級新生只有28萬4千人，國小減少536班，未來五年保守推估至少減少4287班，產

生學校經營管理與校園空間閒置問題。 

因應台灣高齡化及低生育率之少子化的人口成長趨勢，本研究以萬華區內老松國

小為例，其校園規模由民國 55 年的 1 萬多人每年減少到現在僅約三千人之規模，變

動幅度大，因學生數逐年減少，空餘教室增加，產生空置空間，故如何活用教育資源，

已成為現代迫切之新課題。透過對社區與校園資源的調查與檢討，並進行空間規劃，

以尋回以往社區對高齡老人生活所依賴之功能又兼顧現代社會發展之方向，提供導

正、建立現代新社區型態以滿足現代高齡老人更多之學習、資訊、關懷活動等相關政

策之參考。 

關鍵詞：高齡少子化、國小校園 

壹、研究目的與範圍 

本研究計畫為增加高齡者學習需求之場所，減少社會成本支出，更能協力解決近年來少子化

所產生之國小校園空間閒置之問題，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高齡者的學習需求，為老人尋回居家社區內之空間以滿足其學習需求，落實政府對老人

社區關懷及整合社區資源之政策，已達到服務人群之最高目標。 

二、建議將國小空置之空間及教學資源予以活化再利用並做適度之調整，使社區老人學習空間能

在各自社區範圍之國小空間內得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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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象是以高齡老人具有行動能力族群並以終生學習為目的者，對於目前社會福利中涉

及老人傷殘、醫療、療養及養護等行為之高齡老人並非本研究對象範圍，本研究所包含之地理範

圍主要涵蓋老松國小學區所及之鄰里範圍。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主要包含: 

一、直接觀察法、訪談（或問卷調查法）：至研究範圍針對研究對象實地現場訪查，並作紀

錄，依紀錄瞭解現況並發現新問題。必要時針對特定對象進行問卷（斟酌研究時間而決

定），確實了解高齡老人社區之需求。 

二、國內、外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分析、歸納：收集國內、外高齡化、少子化社會有關學

校開放社區化之案例及其實行情形，回顧國內及研究範圍內高齡化、少子化之現象理論

之相關研究報告等，作為本研究方向及研究內容之參考。 

三、研究過程中，邀集相關產、官、學專家代表座談及諮詢或訪談，以確立或修正研究方向、

方法及內容。 

參、文獻回顧 

一、國際趨勢觀點 

在國際組織中對於高齡學習呈現高度重視（林麗惠，2001），聯合國大會在1991年通過的「聯

合國老人綱領」，曾提出了五個要點，包括：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實現與尊嚴

（UnitedNations/Division for Soc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1998）。其中在獨立項目中

強調，老人應有途徑獲得適當的教育及訓練；另外，在自我實現項目也強調，老人應有途徑獲得

教育、文化、宗教、娛樂的社會資源。根據上述，在高齡化社會已經來臨的情況下，究竟高齡社

會的來臨是福還是禍，乃取決於社會能否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與學習管道，以及個人是否有繼續

參與終身學習的意願，以期藉由不斷地學習，使高齡者能夠不斷地發展自我、擴展視野，瞭解社

會並具有適應變遷、與時俱進之能力。 

歐盟在1995年發表的「教與學：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即強調，各國政府有義務與責任針對

社會中的不利族群（如：失業者、低教育者、高齡者、婦女等），提供第二次的教育機會。而且，

傳統社會中「活到老，學到老」的觀念，應由「學到老才能活到老」的積極態度來取代，如此，

將更具有與時俱進的新觀念。 

二、角色任務觀點 

    Mattingly (1989)以Havighurst 的觀點而言，認為個人隨著生物年齡的成長，將扮演不同

的社會角色，老年的發展任務是重新建立新的社會角色與他人的關係，而參與學習有助於高齡者

成功地因應這些發展任務之挑戰，而且藉由學習活動之參與，將有助於高齡者學習扮演新角色(如:

退休者、祖父母)所需的技能。黃富順(1999)指出生命期由一個時期轉換到另一個時期，有不同

的發展任務要完成，就引發了學習的動力，而且老人需要透過學習以協助自己完成發展任務。有

鑑於此，高齡者實有必要繼續參與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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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齡者終身學習的可能性 

Schaie（1989）在西雅圖縱貫研究中發現，個別的案例確實存在著年齡和智力衰退的關係，

但是透過計畫的訓練，對於老年人智力的表現有所助益，約有40％的老人恢復14年前的智力水

準。Hultsch和Dixon（1990）的研究認為老化對於成人記憶系統的發展沒有全面性的影響，所以

高齡者在短期記憶、語意記憶等方面仍有相當好的表現。然而老化會對於某些記憶系統造成不利

的影響，但是不一定會反應在記憶的表現上。高齡者參與學習是有其必要性及可能性存在的，所

以應該多多鼓勵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不僅活的長壽、也活得健康、活得有意義，並能調適好高

齡生活，達成「成功老化」的目標。 

四、高齡者社會參與 

    在與高齡者社會參與相關的理論中，大致可分為消極層面與積極層面。消極層面如最早由

Elaine Cumming 與William Henry 所提出的「撤退理論」，其論點強調社會必須淘汰失去功能

者，而老人也需要休息與頤養天年，社會應該幫助老人逐漸撤離其過去所習慣的角色，如此在老

人的功能喪失甚至死亡時，較不會使社會的功能中斷，也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在積極層面有活

動理論、持續理論、次文化理論、需求與滿足理論及替代理論，主要以角色存在觀點進行討論，

認為老年人在角色的質與量上都發生變遷，退休老人若能對角色變遷作適當的調整因應，則晚年

生活會比較成功和滿足。主要論述有(林勝義，1990)： 

（一）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 

活動理論主張，老人越是積極參與有意義的社區活動，老化會越慢，並且更可能對其生活產

生滿足感。另外儘管老人從主流社會中退休， 他們卻可以藉由其他替代性的活動(substitute 

activities)來彌補、替代其所失去的角色，以保持活躍及社會參與。 

（二）持續理論（Continuity Theory） 

連續理論是指人類生命週期的每一個階段均代表高度的連續性，因此，老年人有其穩定堅實

的價值觀、態度、規範與習慣，而這些均會融入其人格與社會適應當中，所以大多數老年人均可

預期其應有的展望（廖榮利，1987）。持續理論鼓勵老年人在退休之後，應該延續其年輕時候的

興趣、習慣或從事一些其他的活動以替代失去或變遷的角色，藉由各種活動參與能夠維持老人與

其他人的關係與社會互動等等。 

（三）需求理論（Theory of Need and Content） 

    心理學家Maslow(1954)將人類的需求分為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我實現等五個需求，

此五種需求是有層次的，當基本的生理及安全等較低層次的需求獲得滿足之後，會追求較高層次

的精神需求。 

（四）角色替代理論（substitut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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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老年人退休後，需要適當的活動來填補心靈上的空虛和精神的孤立，否則容易加速身心

的老化，所以需要透過另一種替代的、有意義的角色，在角色活動中填補其因工作角色失去後所

造成的生活上的空白，並重建生活的目標及自我的認同（葉俊郎，1994）。 

五、高齡者參與學習行為及模式 

    楊國樞將參與定義為一個人在團體中，投入個人思想、行為及其他資源，以便團體受到影響，

而產生某種預期的活動。在牛津字典中，將參與解釋為：1.是一種對於某事或某人的物質、特性

或本質的分享行為；2.與他人彼此分享的狀況或事實，通常與夥伴、利益分享有關（轉引自沈靜

蘭，1996）。一般所謂的參與容就是「參加」、「出席」的觀念，且著重在「參與率」，即所謂

出席活動的次數或頻率。Bagnall（1989）提出成人教育的三種類型為： 

（一）出席：是指一個人出席於教育活動而言。 

（二）涉入：包含個人性的涉入及社會性的涉入。個人涉入是指個人對於教育活動的投入情形；

社會性涉入指的是個人在教育活動中和其他參與者的互動。 

（三）控制：是指個人或團體控制教育事件的內、結果或目標。 

 

本部分將探討高齡者參與學習的研究，分為參與條件、參與的模式、參與頻率或次數、參與時數、

參與態度與參與感受等進行探討，整理如下： 

（一）參與的條件 

參與必須要有三個條件：1.有參與的自由；2.有參與的能力3.有參與的意願。參與的六個

原則：1.要有適當的組織；2.能有效益的獲取；3.生活方式會受到威脅；4.是一種義務；5.對

於活動要有充分的認識；6.在團體中能獲得舒適感（蘇癸玲，1998）。 

（二）湯普森參與模式 

湯普森（Thompson's participation model）的參與模式係解釋參與成人繼續教育活動行為

產生的過程，及其繼續就讀或中途退學的一種理論架構。他認為參與行為是一種整體的現象，參

與教育的過程，可分為兩階段：尋求適當時間及維持平衡。每個人要重回學校，都由個體內外在

環境因素決定。內在條件包括對自己的能力的評鑑、對教育的態度、對達成目標的期望等；外在

因素包括生命轉換、機會、障礙和訊息等。 

（三）參與頻率或參與次數方面 

Swidell（1990）、McGraw（1982）、林麗惠（2001）研究指出，在對高齡者的上課頻率研

究上，希望一星期上一次課者最多佔76.2％，其次是一星期上兩次課者佔12.1％，二星期上一次

課者佔9.2，一星期上三次課者佔1.8％。 

（四）參與時數方面 

的研究，學習時間上，希望課程時間為2小時者最多佔78％，其次依序是1小時者佔10.8％，

3小時者10.2％，最少的是3小時以上者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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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參與學習活動的高齡者中，每個月以參與學習活動的時數在16 小時（含）以下居多（佔56%）；

餘依次為每個月參與17-24 小時（佔15.9%）、每個月參與25-32 小時（佔12.2%）、每個月參與

33-40小時（佔5.6%）、每個月參與41 小時以上（佔8.9%）。 

綜合Swidell（1990）、林麗惠（2001）、簡瓊珠（2003）之研究發現在參與時數方面，每

個月參與學習活動的時數以16 小時（含）以下者為最多。一星期中，參與時數4-6小時者人數最

多，佔54.1﹪；3小時以下、7-9小時者各佔29.3﹪及10.1﹪；10小時以上者人數最少，佔6.5％。 

（五）參與學習的時段 

   綜合Swidell（1990）、McGraw（1982）、陳清美（2001）等有關於高齡者學習時段的研究分

析如下： 

（一） Swidell（1990）的研究指出 

希望在早上時間上課者約佔58.3％，在下午者佔18.3％，在傍晚者，佔1.3％，無

特別偏好者佔，22.1％。 

（二）McGraw（1982）的研究指出 

上課時間希望安排在早上者，佔48％，在下午者佔31％，早上和下午均可者佔25％，

在傍晚者佔1％，在週末者佔1％。 

（三）陳清美（2001）的研究指出 

高齡學習者上課時間偏好秋天，週一至週五的白天及上午九點半後至下午四點前的

時間進行學習活動。 

 

彙整上述分析與訪談、問卷調查及專家諮詢之調查結果，本研究歸納高齡者學習內容主要分

為五種主要類型：（一）醫療保健方面之學習、（二）生活技能方面之學習、（三）休閒活動方面

之學習、（四）藝術欣賞方面之學習、（五）心靈需求方面之學習。本研究以此五種主要高齡者學

習內容類型進行實證調查及蒐集資料作為研究的基礎資料並參酌各項理論與社會高齡者需求相

互對照以瞭解真正的需求。 

肆、實證分析 

本研究歸納高齡者學習內容主要分為（一）醫療保健方面之學習（二）生活技能之學習（三）

休閒活動方面之學習（四）藝術欣賞方面之學習以及（五）心靈需求方面之學習等共五種主要類

型，其中每種主要類型又依國人研究範圍當地之特性及需求小分類，總共五大類及五十五小類，

各依五種程度之選項進行問卷調查設計，此設計經過一組國內高齡及問卷專業研擬問卷設計進行

專家校讀而成。 

本研究以老松國小及龍山國小學區內高齡者進行問卷調查，根據調查之有效問卷為362份，

有學習或活動意願者為70％，但普遍高齡者對於傳統文憑學分學習的課程學習意願低。高齡者

較能接受的課程如：醫療保健知識學習，生活技能知識之學習，以及休閒活動如插畫、舞蹈、體

操、歌唱等等，而對於心靈了解的課程和宗教性課程，高齡民眾比較不瞭解。 

高齡者學習需求調查依五大學習類別─醫療知識、生活技能、休閒活動、藝術與心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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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從：一‧需求面、二‧興趣面、三‧現況提供情形等三個方向進行問卷調查。五大學習類別

分別再分小類別後分別從三個方向再作調查。綜合所有主要及次要學習類別共計有五大類別55

小類別，各依1至5共計5種程度作問題選項。共進行三次問卷調查，主要分布有三個方向，其

一是到研究範圍內學區內現有學習場所，如上述老服務中心之高齡者做問卷調查，其二是分組在

研究學區內實地訪談，以驗證問卷之正確性。其三是拜訪當地耆老及高齡者代表對談，以歸納研

究學區內高齡者之學習需求及興趣。    

 

 

 

 

 

 

圖 1 本研究

學區 內高齡

者之學習需求、興趣及實際提供情形統計圖 

問卷分析結果發現研究學區內的高齡者對於醫療保健之學習需求為最高，其次為藝術欣賞，再其

次者為生活技能相關之學習類別項目，其詳細內容如下  

一、需求項目 

依五大學習類別統計: 

（以2.5為基準值，2.5以上為有需求之課程、2.5以下為無需求） 

學習需求類別 各項分數值 備註 

1.醫療保健 3.4 第一 

2.生活技能 2.84 第三 

3.動態活動 2.76  

4.靜態活動 2.82  

5.藝術欣賞 2.93 第二 

6.心靈需求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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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技能

3.動態活動

4.靜態活動

5.藝術欣賞

6.心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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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五大類別中之二、興趣項目統計： 

    分析發現受訪者的興趣仍以醫療保健之學習最有興趣，藝術欣賞學習興趣其次，生活技能之

學習興趣為第三。 

二、興趣項目 

依五大學習類別統計:  

（以2.5為基準值，2.5以上為有興趣之課程、2.5以下為無興趣） 

學習興趣類別 各項分數值 備註 

1.醫療保健 3.09 第一 

2.生活技能 2.75 第三 

3.動態活動 2.64  

4.靜態活動 2.73  

5.藝術欣賞 2.84 第二 

6.心靈需求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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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8

3

3.2

各項分數值

1.醫療保健

2.生活技能

3.動態活動

4.靜態活動

5.藝術欣賞

6.心靈需求

 

三、提供項目 

依五大學習類別統計:  

（以2.5為基準值，2.5以上為現有提供之課程、2.5以下為無） 

學習提供類別 各項分數值 備註 

1.醫療保健 2.44 第一 

2.生活技能 2.32 第二 

3.動態活動 2.24  

4.靜態活動 2.26 第三 

5.藝術欣賞 2.26 第三 

6.心靈需求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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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問卷綜合統計：包含歸納第一次高齡者訪談及第二次耆老地方代表對談。 

『第一次問卷』 

課程需求類別  

1.醫療保健 75% 

2.生活技能 30% 

3.休閒活動 85% 

4.藝術欣賞 45% 

5.心靈需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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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療保健

2.生活技能

3.休閒活動

4.藝術欣賞

5.心靈需求

 

『第二次問卷』 

課程類別 需求類別 興趣類別 提供類別 

1.醫療保健 62.7% 54.75% 38.1% 

2.生活技能 38.33% 32.78% 26.12% 

3.動態活動 20.71% 30.31% 16.17% 

4.靜態活動 21.29% 33.79% 18.05% 

5.藝術欣賞 30.34% 29.48% 24.36% 

6.心靈需求 37.3% 41.27% 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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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問卷』 

課程類別 需求類別 興趣類別 提供類別 

1.醫療保健 79.75% 79.75% 41.77% 

2.生活技能 63.42% 62.91% 36.2% 

3.動態活動 56.04% 52.94% 32.22% 

4.靜態活動 61.4% 57.7% 34.37% 

5.藝術欣賞 70.7% 67.28% 29.5% 

6.心靈需求 58.05% 53.71% 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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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次不同對象的問卷調查中，各有其特性發展，本研究仍將配合研究對象特性進行分析，

並參酌專家學者意見進行調整。期望整合出老人實際所要表達之議題與學習願景。 

 問卷統計後空間規劃 

依問卷統計後知結果得知研究地區高齡者學習需求空間之內容，依其內容規劃其空間型態，

再依問卷統計得知需求空間之量及比例進行規劃結果，同時依問卷統計後高齡者較有意願學習之

課程規劃空間之形式，於五大項內平均所得比例挑選適當學習項目，以醫療保健類來說，因為為

高齡者意願最高的類別故挑選71％活動類別分析其空間需求，依次為休閒活動55％、藝術欣賞

44％、生活技能43％、心靈需求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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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需求類別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 

1.醫療保健 75% 58.73% 79.75% 71% 

2.生活技能 30% 35.56% 63.17% 43% 

3.休閒活動 85% 25.51% 54.49% 55% 

4.藝術欣賞 45% 27.54% 59.55% 44% 

5.心靈需求 15% 29.91% 69% 38% 

0%

20%

40%

60%

80%

100%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

1.醫療保健

2.生活技能

3.休閒活動

4.藝術欣賞

5.心靈需求

 

依綜合問卷內容分析，醫療保健、休閒活動等將是主要規劃內容，對於日後空間調整與規劃

將有極為重要之依據。 

 

三次問卷綜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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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高齡者學習特性 

依據前述章節的討論與問卷調查，我們可以初步建構出下列五項特性分析論點： 

人：高齡者人數逐年增加，相關社會福利政策與措施應及早妥善規劃，使高齡者之人生旅程不致

空虛。 

事：高齡者除本身自有人生經驗累積外，仍具有強烈學習欲望，隨著高齡者的增加，該項需求是

愈來愈迫切，因此在空間的提供、安排與規劃上，應滿足其相關需求，並應規劃如何將其人

生經驗繼續傳承延續，因此資訊學習交流平台勢必需要盡速建立。 

地：現有國小校園空間及教室，隨著少子化造成就學學童人數降低，形成部分空間閒置的現象外，

也成為校園空間的管理死角，增加行政人員管理負擔，除透過併校進行閒置校園開發之外，

因應社區需求，釋放部分空間形成社區活動場所亦為可行之道。 

時：在有限的都會空間中，校園多為居民日常活動休閒場所，同時在課餘時間也成為社區學習最

佳的學習空間，積極提高校園空間使用效率。 

物：校園教室與社會資源的充分應用將提高學校與社區之互動，透過社區人力物力資源將可降低

學校教學設備之不足，並豐富校園教學多元化。 

因此，綜合上述論點與本研究主題的結合，因應高齡者因體力逐漸衰退，但對於健康、知識

與休閒仍有強烈之意願與投入，因此對於高齡者學習活動特性，就其獨特的心理與生理需求，在

學習行為與空間規劃上應建立基本規劃方向與原則。 

 

學習空間規劃 

高齡者之學習環境，考量其生理老化與心理特殊條件，提供一處具有優良品質的活動空間，

使參與學習的老人能確實達到學習效果。因此對於空間規劃應建構一原則性、準則性的概念闡

述，以成為後續空間規劃設計作業上明確的指導原則，基本概念參考包含有： 

空間無障礙：此為基本之環境設計條件，為有因應高齡者活動性的逐漸降低與運動機能衰

退，對於無障礙空間的提供是必須的。例如階梯高低差、建築物轉角角落銳利性、地板溼滑程度、

安全扶手、走道寬度、坡道設計、教室門口寬度、桌椅排列寬度、桌椅尺度等。 

室內照明亮度及採光：因應高齡者視覺變化的影響，提供充分照明空間，將有利於高齡者學

習的舒適度，及教學資訊辦認度的提高，對於環境心理中的空間感，也較能獲得安全感。 

空間規劃使用安全：因應老年人學習空間需求主要仍以社區中各原公有公共設施空間使用為

主，在使用對象規劃上包含各類型使用者，因此在空間共同使用與管理規劃需考量各類型使用者

之需求，考量使用安全性，規劃安全空間環境。 

緊急救援規劃：因應高齡者突發狀況的產生，在空間使用配置上，考量通道寬度外，對救援

設備的設置、救援動線規劃、臨場處置場所等均應建構完整。並可成為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醫

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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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衍生出許多老人生活問題。 

本研究透過實地對社區高齡者問卷訪談，討論出高齡者的學習需求與學習空間型態。本研究

僅就萬華地區相關高齡者學習趨勢與意願調查等進行分析，同時在老松與龍山等國小的協助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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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高齡者學習空間的探討，獲得高齡者對學習類型的傾向。 

但在研究過程中，仍亟待透過相關資料的建立，方能更為確認台北市高齡者對學習活動需求

與空間的全面認知。同時也應遲需研究國小校園在少子化現象下，以對校園閒置空間使用效益進

行探討，希冀對逐步邁向高齡少子化的台北市提供前瞻之施政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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