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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教師老化知識與老化焦慮之相關研究：以嘉

義縣市國民中學為例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縣市國中小教師老化知識與老化焦慮之研究。為達研究

目的，以國內外相關文獻理論為基礎，使用Palmore的老化知識量表(FAQ1)與
Lasher和Faulkender(1993)的老化焦慮量表，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嘉義縣市國民

中小教師進行問卷調查，共計發出問卷552份，回收478份有效問卷 ，問卷回收

率為87%。經統計分析，進行歸納與探討，獲得以下六點結論： 
 

一、國中教師的老化知識程度約中等。其中，以生理的老化知識答對率較高，社

會層面的老化知識答對率最低。 

二、受試者的老化焦慮程度為中度偏低。其中，以「喪失恐懼」的老化焦慮程度

最高，「恐懼老人」的老化焦慮程度最低。 

三、教育程度會影響國中教師的老化知識程度。 

四、性別會影響國中教師的老化焦慮程度。 

五、老化焦慮中的喪失恐懼，與老化知識的整體及各層面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 

六、心理的老化知識與老化焦慮的恐懼老人有正向的相關 

 

最後根據以上結論提出建議，以作為教育行政機關、教師及未來研究者參

考。 

 

關鍵詞：老化知識、老化焦慮、年齡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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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Secondary Teachers Knowledge and 
Anxiety towards Aging: an example of teachers in 

Chia-Y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of aging and 
aging anxiety among the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iayi 
County.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Palmore’s FAQ1 and Lasher and Faulkender’s 
AAS were utilized as the tool of date collection in this research. 552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total 47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The return rate is 
87% in this study.   
 
Statistical analysis yielded the following six results: 
 
1.The level of knowledge of ag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ppeared moderate level, with the highest aspect as physical aging and the 
lowest aspect as societal aging. 
2.The level of aging anxie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ppeared lower level, with the highest aspect as “fear of losses” and lowest one as 
“fear of old people”. 
3.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fluences level of knowledge of aging.  
4. “Gender” influences level of aging anxiety. 
5.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of aging and fear of losses. 
6.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of psychological aging and fear 
of older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fo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eachers and the future researchers in the study. 
 
Keywords: Knowledge about aging, Aging anxiety, Age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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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隨著老年人口的增加，社會中隱藏著對老年人的各種不正確的老化迷思與偏

見，造成老年人深受其害。基於國民中學階段之學生的祖父母年龄多適逢進入或

處於老年期，若教師能具備老化知識並融入相關教學議題中，將可善盡教化功

能。有鑑於此，本研究探討國中學教師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的焦慮之關係。本章就

問題背景與重要性、研究目的、名詞釋義等三節依次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一、高齡社會的來臨與年齡歧視的影響 

 

現代社會，由於醫療科技的發展、生活衛生環境的改善，以及社會經濟的

進步等，導致年滿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數逐年快速地增加。以我國高齡人口增長

情形為例，我國年滿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數，於1993年時達到了總人口數的

7.1%，成為聯合國所指稱的「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根據國家發展委員

會（2015）的統計，於2014年時，達到了12%；並且，推估在2年之後，於2018

年時將增加到14.0%，成為所謂的「高齡社會」（aged society）；更者，在9年之後，

亦即2025年時，將超過20%，邁入所謂的「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由此可見，我國的高齡人口數增加得十分快速。不僅是高齡人口數增加而已，當

我國國民進入65歲以上的高齡時期時，其所能夠繼續存活的年數亦是逐年地增

長。例如：2014年時，男性的平均壽命達76.92歲，女性則為83.53歲；預估於2031

年時，男性增加為79.11歲，女性則為85.71歲；當到達2061年時，男性將達到81

歲，女性則高達87.74歲（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從以上我國高齡人口數與

國民平均壽命的分析中，可以很清楚地指陳出，現代的人們可以享受比過去的任

何世代都還要長久的壽命，可以享受到八十多歲，甚至更高到九十多歲。因此，

現代的人們將是要面對著「漫長」的高齡長壽生活，這乃是過去不知多少世代的

人，所努力企求能夠實現的理想。 

 

可是，在現代工商業社會之中，不論是新聞媒體，或是報張書籍，大都是

強調年輕、發展、進步、活力、與競爭等的文化與價值觀。在這種主流價值觀之

中，老年人的可見度與受重視度，一直是被忽略與漠視的。老年人被新聞媒體或

是報張書籍所提及的事項，大都是被虐待、被棄養、失智、失能等負面的消息與

形象。於是，導致老年人的社會地位卻逐年下降，不再享有昔日農業社會中所受

到的敬重與和樂。更者，老年人還在年齡歧視與老化偏見之下，被貼上退化、衰

弱、失能、疾病、與孤獨的標籤，致使老年人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充滿著失落感

與無力感。所以，許多的老年人以著社會老化偏見的觀點來自我貶損，認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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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社會的負擔，造成老年人以著低自尊和低自我概念來度日，認為他們的晚

年是在等死（Okoye, 2004）。根據李燕鳴，傅振宗，張慈桂(2002)和林佳瑩，蔡

毓智(2004）的研究即指出，在自殺的人數之中，隨著年齡的增高，自殺的人數

也將增加，意即老年人的自殺人數要較一般年齡的人高出許多。因此，許多的老

年人到了老年的時候，選擇自殺來「中斷」高齡漫長的長壽生活。 

 

二、少子化的衝擊與國中教師的超額老化 

 

前述的高齡社會來臨是我國近年來人口變化的重要現象之一，除了人口高

齡化之外，我國人口變化的另一重要現象即是少子女化。我國目前每一年的出生

人口數都是在逐年下降之中，因而馬英九前總統在出席「全國兒童少年國是會議」

時，回應兒少代表提問少子化話題時說，少子化是國安問題，「讓我睡不著」(沈

雅雯，2011)。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的人口推估，民國 100 至 104 年平均，

12 歲進入國中就讀的學生人數每年約為 26.4 萬人，10 年後（110 至 114 年平均），

12 歲入學人口數將減少 24.1%；20 年後（120 至 124 年平 均），將再減少 11.2%。

更者，根據國語日報(2016)報導，今年在國中減班部分，新北市將減少兩百四十

九班、臺中市少一百八十八班、桃園市少九十八班、臺北市少四十班。面對這股

前所未見的少子化，各地的國民中學皆不敢再如往昔一般聘請專職教師，大都改

聘流動性的代理或代課教師，導致沒有新進教師來協助管理學生，這樣的現象已

經持續有十多年了。 

 

國中教師相較於國小與高中教師而言，所面對的國中學生有這較大的學生

管理上的壓力，因為國中學生在這三年學習與成長的時間內，無論是在生理上與

心理上，都要較國小生與高中生，有著較為劇烈的變化。在這樣的身心變化上，

也就導致教師在管理上有著較大的壓力，所以常容易讓國中教師感受到力不從心

的情形。更者，又由於前述的少子化影響，導致國民中學常年未再聘請專職教師，

以及教師深怕成為超額教師，因而也不敢任意請調他校等減壓的動作。因此，目

前的國中教師是在超額的恐懼與年齡漸長之中從事教育工作，他們是否具有正確

的老化知識，以及是否擔憂著自己的老化嗎？鮮有這方面的研究進行，因而本研

究企圖要探究目前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與焦慮情形。 

 

三、年齡歧視對教師的影響與老化素養的重要性 

 

事實上，社會中隱藏的這種不正確的老化迷思與偏見，造成老年人深受其

害。例如，常見的老年迷思包括:老了就會生病、大多數老人都是記性差或失智、

老人都是一個樣，以及老人學不會新東西(黃久秦，2015)。根據 Ausherman, White

和 Chenier (1991)的研究，許多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都不正確，連擔任教授健康

教育的教師，其老化知識程度也是不足夠。可是，中等教育階段之國中教師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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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捩性的角色，因為此階段學生之祖父母年龄多適逢進入或處於老年期，若能具

備老化知識並融入相關教學議題中，將可善盡教化功能。但是，誠如 Ausherman

等人 (1991)指出，許多教師們嘗試於課堂上進行老化教學時，常常發覺他們未

具有足夠的老化知識的來從事老化教學的障礙，而這個障礙也就導致他們無法很

有效率地對學生進行老化知能的教導工作。面對這種教育現象，教師在未具有正

確的老化知能，從而導致教師不知道要如何教導學生的窘境，最後遂衍變成「不

教」，或是甚至於「誤教」的嚴重情形，而讓年齡歧視更加地深植在學生的認知

之中。 

 

然而，目前國內教育研究學界，並未有呼應於這項研究議題，因而罕見有

關於教師年齡歧視的相關研究與文獻。就目前所蒐集到的國內文獻資料而言，僅

只有鄭韻如(2014)研究探討到教師的老化知識，而蘇郁容(2008)研究探討到教師

的老化焦慮。至於有關於教師老化態度方面的研究，則有較多相關的研究，例如

林瑞杰(2012)、王悅琳(2012)、葉欣蓉(2012)、陳玉燕(2011)和曾方鶴(2011)等等。

由此可見，從事探討教師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的研究，較為不足，因而值得加以

研究與探討。所以，本研究旨於探究國民中學教師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程度，

以瞭解目前教師的老化知識程度，與其對老化的焦慮的程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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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1. 探討嘉義縣市國民中學教師的老化知識程度； 

2. 探討嘉義縣市國民中學教師的老化焦慮程度； 

3. 分析嘉義縣市國民中學教師背景變項在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上的差異

性； 

4. 分析嘉義縣市國民中學教師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間的關係； 

5. 歸納研究結果，提出改善國民中學教師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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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國民中學教師  

 

本研究所指的國民中學教師係指嘉義縣之公立國民中學 104 學年度的現職 

教師。 

 

二、 老化知識 

 

老化知識係指對老年與老化過程的認知，其內涵包括老化的生理、心理與社

會層面的相關知識。其中，對老化的錯誤知識與迷思可以具體陳列如后：在生理

方面，認為老年人是病弱的、老邁的、無性能力的等；在心理方面，認為老年人

是心智衰退的、無法學習的、沮喪的等；在社會方面，認為老年人是孤立的、無

生產力的、貧窮的等等。本研究以 Palmore 所發展的老化事實測驗第一版(Facts on 

Aging Quiz 1)所測得的分數(共 25 題)做為老化知識的操作型定義。得分越高，代

表老化知識越佳。 

 

三、 老化焦慮 

 

老化焦慮係指個人對於老化過程所產生的憂慮、遺憾、威脅或否定的心理狀

態。Lasher 和 Faulkender(1993)將老化焦慮區分成四個不同的層面包括：(1)恐懼

老人：即對老人的看法，而不是對自己的老化而言。因此，個人若對老化有負面

的態度，當與老人接觸時，就可能產生焦慮的狀況。例如「我不喜歡與老人們在

一起」。(2)心理關注：即對於生命的意義、生命的目的與生活滿意等之關注，以

及是否能正向地適應老年生活等議題。例如「我害怕當我老了之後，我將無法找

尋到知足的喜悅」。(3)生理外表：即關於老化所帶來的在外觀上的改變。例如「當

我看著鏡子，我會擔心隨著年齡的增加，我的樣貌會變得更老些」。(4)喪失的恐

懼：即對於老年時期所帶來的失去而擔憂。例如「我害怕當我老了之後，過著別

人為我做決定的日子」。本研究即以 Lasher 和 Faulkender (1993)所發展的老化焦

慮量表(AAS, The Anxiety about Aging Scale)所測得的分數做為老化焦慮的操作

型定義。其主題內容包含有測量教師對「恐懼老人」、「心理關注」、「生理外表」

與「喪失的恐懼」等四方面的老化焦慮之程度。分數越高者代表焦慮程度越高，

反之則表示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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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嘉義縣國民中學教師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研究，為了釐

清主題，建立理論基礎與研究架構，本章的文獻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

老化知識的意義、內涵及相關研究；第二節探討老化焦慮的意義、內涵及相關研

究；第三節探討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關係。 

 

第一節 老化知識的意義、內涵與相關研究 

 

老化知識為何？以及它包含的層面有哪些?目前有哪些相關的研究?以下茲

就老化知識的意義、內涵與相關研究做說明。 

 

一、老化知識的意義與內涵 

 

老化知識即是對老人與老年的認知。根據 Huang (2012)的說法，老化知識是

屬於年齡歧視中認知的面向。所以當老化知識缺乏時即可能發生所謂的年齡歧視

現象。McTavish (1971)的研究指出，老人總是被人們以負面的刻板印象來對待，

於是老人總是被認為是疲倦的、生病的、心智緩慢的、沒有性趣的、感到惋惜的、

健忘的、無法學習新事物、愛抱怨的、不喜歡參與任何活動的(但是宗教活動除

外)、孤立的、悲傷的、毫無生產力的、防衛心很強的。 

 

以上陳列了許多錯誤老化知識的特點，於 1975 年時，Butler 指出，人們對於

老人的負面刻板印象，亦即所謂的錯誤老化知識，包含有許多的層面 (引自

Barrow & Smith, 1979)。Rowe 和 Kahn (1998) 與 Whitbourne 和 Sneed (2002)的研

究也指出，人們對於老化的迷思有著不同的面向，所以老化知識包含著不同的層

面。根據 Palmore(1980)的說法，老化知識一詞包含有老化的「生理」、「心理」

與「社會」等三大層面，它扮演著是否能正確地了解老化過程的必要角色。所謂

的生理老化，有人稱作身體老化或者生物老化，是指人體生理組織與器官隨著時

間而產生改變或者活動效率變低，如頭髮灰白、肺活量變小，以及心血管功能降

低等。然而，正常老化並非疾病，只是隨著時間，身體功能發生了變化，而使患

病的風險上昇。生理年齡會因個人的生活習慣、生長環境以及健康狀況不同而有

所差異，因此，生理老化的程度在個體間有著極大差異。所謂的心理老化，如同

生理老化一般，心理老化未必與年齡的增長呈正比，有些心理上的改變被視為正

常人類發展的一部分。例如認知功能的喪失並非是無法避免的老化，研究發現隨

著年齡增長，正常老化下的記憶力、智力與學習能力，雖然表現不如年輕人，卻

未顯示出顯著性的衰退。在人格特質方面，在晚年時的變化不會太大，例如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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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自尊等從年輕時逐漸轉變，至中年時期多已定型。所謂的社會老化，即是

指每一個社會會對其成員賦予不同年紀該扮演的角色做出期待。人們亦會依社會

時鐘來評估自己也評估他人是否準時達成。社會老化主要探討的層面主要是老化

對個人角色與他人關係之轉變，包含與家人、朋友、各組織以及社會群體(黃久

秦，2015)。 

 

另外，Huang (2012)也綜合不同學者之說法，將老化的錯誤知識與迷思具體區

分成「生理」、「心理」與「社會」等三個方面。包括: 

 

(1) 在生理方面，認為老年人是病弱的、老邁的、無性能力的等； 

(2) 在心理方面，認為老年人是心智衰退的、無法學習的、沮喪的等； 

(3) 在社會方面，認為老年人是孤立的、無生產力的、貧窮的等。 

 

因應高齡社會的來臨，不能消極地坐視年齡歧視現象的漫延，致使老年人被

歧視與邊緣化，由於社會文化對老化與老年人，所持有的負面刻板印象與老化迷

思，因此有待老化教育的實施，以對社會大眾建構起包含有生理、心理、與社會

等方面的正確老化知識。所以，我國應該要積極地仿傚歐美先進國家實施與推展

老化教育，以培養現代年輕學生具有良好的「老化素養」，從而能夠有知識與方

法去因應自己的老化、家中長者的老化與社會結構的老化。這乃是「高齡社會」

來臨的新課題，如同於「資訊社會」的來臨，而強調「資訊素養」的重要性一般。 

 

二、老化知識的相關研究 

 

在測量老化知識的工具當中，以Palmore(1980)所發展的老化事實測驗(Facts 

on Aging Quize, FAQ)最被廣泛應用。Palmore回顧150多篇相關的研究指出，在許

多以FAQ為工具所進行的各項研究中，無論對象為何，老化知識皆有不足的現

象。並且，在不同的人口變項上，以教育最能預測老化知識的表現。其他的人口

變項，包括性別、職業以及與老人之接觸，皆無法預測老化知識之程度(Allan & 

Johnson, 2009) 。在年紀方面， Palmore 與其他研究者 (Damron-Rodriguez, 

Funderburk, Lee, & Solomom,2004; Hughes & Heycox, 2006)雖皆指出與老化知識

沒有顯著相關。但此結果與Cummings, Kroptd和Deweaver(2000) 所發現的，年紀

與老化知識呈現正相關，有所不同。 

 

雖然Palmore的老化事實測驗量表被廣泛地應用在不同對象上，包括學生(例

如鄭家昌，2012、謝廣全，2008)、醫療人員(例如林志都，2009、林秝竹，2012)、

高齡者本身(例如陳冠良，2014)等。然而，以教師為對象，了解教師的老化知識

的相關研究却不多。並且，在這些不多的研究裡皆發現，教師的老化知識呈現不

足的現象。例如，Huang (2012)以老化事實測驗(FAQ1)為工具探究國中小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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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化知識、態度與老化教育實施的研究中即指出，國中小教師的老化知識分數不

高，其答對率僅有57.36%。此外，許多國外的研究也指出，教師的老化知識呈現

不高的現象，例如 Ausherman等人(1991) 以老化事實測驗(FAQ1)為工具，檢視

304位北卡羅萊納州的國中教康教育教師的老化知識，發現教師們的老化知識呈

現略低的分數(答對率為68.1%)，同樣地，Moseman (1992)運用老化事實測驗

(FAQ1)調查406位內布拉斯加州的國小教師，發現其答對率為66.8%。而

McMillon(1993)研究307位位於奧克拉荷馬州的家政教師的老化知識，則發現其

答對率僅有60%。 

 

由於教師本身也是在充滿年齡歧視的社會文化中成長，因此教師本身也深受

社會文化之中種種老化迷思的影響，而未具有正確的老化知識。所以，誠如

Ausherman等人 (1991)的研究指出，無論教師的性別、年齡、或是種族為何，其

老化知識皆沒有多大的差異性。對此，有的研究支持於這樣的看法，有的研究卻

不贊同，以下茲具體說明「年齡」、「性別」、「教育程度」、「與祖父母或高齡長者

接觸情形」等教師人口背景變項對其老化知識的影響情形。至於在研究架構之中

提及的「任教科目」與「居住地區」，為本研究針對國中教師而額外增加的人口

變項，其它相關研究未有這兩方面的研究結果，因而以下的探討未包含「任教科

目」與「居住地區」。 

 

(一)年齡 

 

根據相關研究之探討，教師的年齡是否會影響其老化知識的增進，仍是有不

同的研究結果。根據 McMillon (1993)與 Ortmeyer (1981)的研究發現，老化知識

會隨著教師年齡的增加而變得更為正確。換言之，隨著教師自己本身的年紀增

長，將有益於他們自己老化知識的增長。但是，相反地，在 Moseman (1992)的

研究裡，比較了 39 歲以下與 40 歲以上教師的老化知識程度的不同，結果發現不

論是 39 歲以下或是 40 歲以上的教師，其老化知識程度並未呈現明顯的不同，

Huang (2012)在針對 1038 位國中小教師的研究中發現，教師的老化知識並沒有因

為年齡的差異而有顯著的不同。Ausherman 等人 (1991)的研究也指出，無論教師

的年齡為何，其老化知識都不會有任何的增減，亦即老化知識不會因為教師的年

齡而有所不同。對此，年齡上的不同似乎未能導致教師老化知識的增減情形發

生。然而，關於教師年齡的增長是否會影響其老化知識的增進，仍然充滿著爭議

性，因而值得再加以研究。 

 

(二)性別 

 

許多的研究結果指出不同性別的教師，是否會導致其老化知識的不同，也有

著不同的研究結果。其中，Ortmeyer (1981)的研究指出，發現男性教師明顯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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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化知識測驗之中，犯了更多的錯誤，而女性教師明顯較男性教師擁有更為正確

的老化知識。但是，相反地，Wang, Chonody 和 Krase (2013) 針對大學社會工作

系的教師所進行的老化知識相關研究，以及前述 Ausherman 等人 (1991)的研究

均發現，無論教師的性別為何，其老化知識都不會有任何的不同，亦即不會因為

教師的性別不同，而有不同程度的老化知識。所以，關於教師性別差異性是否會

導致其老化知識的不同，也有著不同的研究結果，因此也依然充滿著爭議性，因

而值得再加以研究。 

 

(三)教育程度 

 

根據相關研究的探討，教師教育程度的高低是否會導致其老化知識的不

同，目前仍有著不同的研究結果。在前述 Huang (2012)的研究中，以及在 Ortmeyer 

(1981)針對小學教師的研究裡，發現隨著教師的教育程度增高，並不會導致其老

化知識程度的增進。但是，相反地，Wang 等人(2013)調查社會工作系教師的老

化知識之研究發現，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其老化知識顯著地高於擁有碩士學位的

教師。在 McMillon (1993)針對高職家政教師的研究裡，也一致發現隨著教師的

教育程度增高其老化知識程度也一起有著明顯的增進。同樣地，Moseman (1992)

針對小學教師的研究，發現當將小學教師的教育程度區分成碩士程度以上與學士

程度以下時，發現教育程度高的組別其老化知識程度明顯要較教育程度低的組別

來得高。所以，教師的教育程度高低似乎會影響到其老化知識的程度，因而鼓勵

教師的再進修是有助於教師老化知識的再增長。由此可知，教師教育程度的高低

是否會導致其老化知識的不同，目前仍有著不同的研究結果，因而值得再加以研

究。另外，由於本研究以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其中國中教師因為任教科目的不

同，其所具有的專業知識亦將有所區隔。例如，負責擔任體育與健康教育等相關

課程的國中教師其生理老化等方面的知識，應該會與負責擔任語文與社會科目等

相關課程的教師，具有著老化知識與焦慮上的差異性存在。因此，本研究除了探

討研究對象教育程度上的差異性之外，也將更進一步地探究其在任教科目上是否

也具有差異性存在。 

 

(四)與祖父母或高齡長者接觸情形 
 

雖然目前已有研究指出人際的接觸有助於減少老年刻板印象的產生

(Bousfield & Hutchison, 2010; Hale, 1998; Schwartz & Simmons, 2001)。例如

Bousfield 和 Hutchison (2010)的研究即發現，是接觸的品質而非頻率影響年輕人

對老年人的態度與行為。然而，目前的文獻較少探討教師與祖父母或高齡長者接

觸情形在其老化知識上的差異。Ortmeyer (1981)以小學教師為對象的研究裡發

現，老化知識並不會隨教師與祖父母或高齡長者接觸情形而有所改變。然而，目

前幾乎沒有其它研究檢視教師與祖父母或高齡長者接觸情形是否會影響其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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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由於教師的態度與行為深深影響著學生對老年的看法，因此有必要進一步

進行探討。至目前為止的文獻只是呈現教師與祖父母或高齡長者接觸情形，將不

會對其老化知識有任何影響的研究結論。然而，此一結論與台灣社會具時空的變

異性，且僅能由單一研究而推斷尚有不足，因而仍有待實徵資料進行探究。 

 

從以上老化知識相關研究的探討得知，目前無論國內外，教師的老化知識

相關研究可以說相當缺乏，並且從這些不多的研究中皆呈現教師的老化知識明顯

不足。進一步地，在教師的年齡、性別、與教育程度等人口變項上與其老化知識

的程度，仍呈現著不同的研究結論。因此，實有需要進一步進行實證的研究。對

此，Ausherman 等人(1991)深刻地指出，教師需要有關於老化或老年人的職前與

在職教育訓練課程，因為對老年人的錯誤迷思與負面態度，將會對教師與學生兩

者的未來老年生活滿意產生負面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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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老化焦慮的意義、內涵與相關研究 

 

由前述可知，年齡歧視將使我們對老化及其過程產生偏見，而這些觀念不但

會影響自我形象，更可能增加本身對老化的恐懼及焦慮。國民中學教師如能擁有

正向的老化態度，就可發展促進正向老化教育的課程，除了可以加強學生對老化

的正向態度，也可幫助學生認識未來的老化過程。在年齡歧視情意層面的研究，

一般以老化態度的研究為主，但是關於教師老化態度的研究已有許多，例如，林

瑞杰(2012)、王悅琳(2012)、葉欣蓉(2012)、陳玉燕(2011)和曾方鶴(2011)等等。

所以，本研究不在聚焦於老化態度的研究。以下茲就老化焦慮的意義、內涵與相

關研究作說明。 

 

一、 老化焦慮的意義與內涵 

 

張春興(1991)認為焦慮在心理學中是一種複雜的概念，是由緊張、焦急、憂

慮、不安、擔心等多種負向感受交織而呈的心理狀態。然而，老化焦慮卻不同於

一般所稱的焦慮，Lasher和Faulkender(1993)指出，不同於其他類型的焦慮，老化

焦慮是對於在老化過程中所帶來的失落感的擔憂，並且在某種程度上與心理的幸

福感與老化態度有關。並且從相關的研究發現，老化焦慮與死亡焦慮、年齡、老

化態度、自覺健康狀況、教育程度、種族、主觀幸福感等有關 (Lasher & 

Faulkender,1993)。Lynch (2000)則認為，老化焦慮是人們對於老化恐懼的一種表

現，高度的老化焦慮將帶來心理上的壓力，包括沮喪、憂鬱，以及相關的生理反

應等。 

 

老化焦慮也是年齡歧視的一個面向，並且研究證實老化焦慮與年齡歧視相關

(Boswell, 2012a; Brunton, & Scott, 2015)。Lasher和Faulkender (1993) 指出，即便

人類的壽命不斷地延長，當前的研究仍缺乏老化焦慮相關之主題。由於老化焦慮

將影響著人們對老化的態度以及與老年人的互動。因此， Lasher 和 

Faulkender(1993)兩人開啟了老化焦慮的研究主題，以擴展年齡歧視在情意方面

的研究範疇。關於老化焦慮的層面，根據老年學的文獻指出，老化焦慮的表現包

含四個層面(Lasher & Faulkender,1993): 

 

(1) 生理層面:包括生理健康的知覺、因老化而產生生理外貌的改變的知覺、

體力上的自我效能等。  

(2) 心理層面: 包括對自我控制的知覺、自尊與生活滿意的感知、心理情緒的

問題等。 

(3) 社會層面:包括社會角色或經濟上的失去、生活起居的安排、社交的次數

與品質、社會支持的知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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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越個人或靈性的層面: 包括對個人死亡的抵抗、對現在與過去歲月的生

命意義的尋求等。  

 

在這四個層面之下，Lasher 和 Faulkender(1993)更進一步地又將老化焦慮區

分為三種不同層次的「恐懼」：第一，是關於「老化的恐懼」: 可定義為個體對

自我老化「過程」的恐懼。第二，是關於「變老的恐懼」: 即與前述老化的恐懼

是相關連的，但是前者是指稱老化的過程，而後者則是被定義為對變老後的「狀

態」之恐懼。第三，關於「恐懼老人」:可以被定義為恐懼與其他老人有著任何

的關連，個體有可能不會恐懼於自我老化的過程與變老後的狀態，但是其他的老

人卻會引起他的恐懼，因而恐懼老人是最為嚴重的情形，是暗示著個體對老化與

死亡的否定與恐懼。Lasher 和 Faulkender(1993)即依據以上的四個層面的焦慮與

三個不同層次的恐懼，列舉出不同的語句，以表示個體面對老化時，所呈現的不

同方面的老化焦慮與恐懼，如下表所示： 

 

表 2-3-1 

老化焦慮與恐懼的向度 

 老化的恐懼 變老的恐懼 恐懼老人 

生理 當我愈來愈老時，

我愈是擔心於我的

健康 

我從來沒有害怕看起

來變老 

老人是引人注意的 

心理 當我愈來愈老時，

我感覺我自己變得

愈來愈好 

當我老了，我擔心我有

可能會喪失我的記憶 

老人嚇到我了 

社會 我擔心退休生活 當我老了，我應該不會

孤單的 

老人是年輕人的負

擔 

超越個人

或靈性 

我未曾想過死亡 當我老了，我期待對生

活的感受是美好的 

大多數的老人是期

待他還年輕的 

 

Lasher 和 Faulkender(1993)即依據上表 12 個老化焦慮的表現，設計與發展

出 84 題的老化焦慮問卷，讓年齡從十多歲到七十多歲的 312 位受試者填答。經

過統計的考驗結果，得出老化焦慮問卷的內容共有 20 題，並可分為四個面向。

此問卷被稱之為「老化焦慮量表」(The Anxiety About Aging Scale, 簡稱為 AAS)，

而四個層面包含「恐懼老人」(Fear of Old People)、「心理關注」(Psychological 

Concerns)、「生理外表」(Physical Appearance)、「喪失的恐懼」(Fear of Losses)等

四個層面。因此，從 Lasher 和 Faulkender(1993)的研究所發展出來的老化焦慮之

問卷，可以了解他們界定老化焦慮的內涵包括: 

 

(1) 恐懼老人：即對老人的看法，而不是對自己的老化而言。因此，個人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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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老化有負面的態度，當與老人接觸時，就可能產生焦慮的狀況。例如

「我不喜歡與老人們在一起」。 

(2) 心理關注：即對於生命的意義、生命的目的與生活滿意等之關注，以及

是否能正向地適應老年生活等議題。例如「我害怕當我老了之後，我將

無法找尋到知足的喜悅」。 

(3) 生理外表：即關於老化所帶來的在外觀上的改變。例如「當我看著鏡子，

我會擔心隨著年齡的增加，我的樣貌會變得更老些」。 

(4) 喪失的恐懼：即對於老年時期所帶來的失去而擔憂。例如「我害怕當我

老了之後，過著別人為我做決定的日子」。 

 

當 AAS 發展出來之後，就獲得許多研究的採用，主要是因此量表具備有較

佳的內在效度、表面效度與建構效度（Lasher & Faulkender, 1993; Watkins, Coates, 

& Ferroni, 1998）。自此，即有更多的研究投入到老化焦慮的研究之中。如，Slevec

和 Tiggemann (2010)即採用 AAS 來探究中年女性老化焦慮與其從事整形手術的

關係，發現中年女性的老化焦慮度越高，其從事整形手術的意願也將越強烈，因

為這些中年女性認為有年輕的外表，將可以增加被雇用的機會與增添浪漫的期

待。因此，坊間琳瑯滿目的抗老商品與廣告，就是抓住消費者的老化焦慮與恐懼

的心理。於是，若能夠對中年世代提供更多老化的正確知識，從而減低其負向老

化態度與恐慌的老化焦慮時，相信將可以減少出現這些抗老商品與廣告。 

 

二、老化焦慮的相關研究 

 

當前國外以老化焦慮為主題的研究已逐漸增加，然而國內的相關研究仍顯不

足。Koukouli, Pattakou-Parasyri和Kalaitzaki (2014) 即以AAS量表比較147位健康

照護專業人員、74位學生以及99位社區老年居民的老化焦慮。研究結果發現，學

生組在老化焦慮感上的分數顯著高於其他兩組，尤其在「恐懼老人」、「心理關

注」與「生理外表」的層面上，而在「喪失的恐懼」上則相較低於其他兩組。

Harris和Dollinger（2001）以 265 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採用老化焦慮量表

(AAS)為工具進行問卷施測，以探討與比較有參與老年心理學課程與沒有參與老

化課程的同學在老化知識、老化態度與老化焦慮上的差異。結果發現兩群體雖在

老化的知識以及老化態度上有差異，但是在對自我的老化態度與自我的老化焦慮

感上則沒有顯著差異。另外，Watkins等人1998）在其針對128 位澳洲老人的老

化焦慮測量研究中，將 Lasher和Faulkender 的老化焦慮量表由原本的四個因素

修改為六個因素，稱為Anxiety about Aging Scale for the Elderly(AASE)，包括對

老人的接受度、心理憂慮、變老的自我接受度、社會支持的失落感、自主性的失

落感、老化的自我接受度。其中，變老的自我接受度與老化的自我接受度是與原

本的AAS量表中的「生理外表」相關; 社會支持的失落感、自主性的失落感則與

原本量表中的「喪失的恐懼」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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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AAS量表為工具所進行的研究當中，研究對象相當多元，包括了老年者

本身、學生，以及醫護人員等。經由文獻的探討，多數的研究呈現幾項趨勢: (1)

相較於老年人，年輕人似乎呈現較高的老化焦慮情形(Gao, 2012; Lynch, 2000)，

尤其年輕人在「恐懼老人」層面的分數易高於老年人(Koukouli et al., 2014; Yun, & 

Lachman, 2006); (2)相較於男性，女性呈現較高的老化焦慮程度，尤其在「生理

外 表 」 的 層 面 上 的 老 化 焦 慮 程 度 特 別 顯 著 (Brunton, & Scott, 2015; 

McConatha,Hayta, Rieser-Danner, & Polat, 2004; McConatha, Schnell, Volkwein, 

Riley, & Leach, 2003); (3)老年人的老化焦慮程度雖沒有年輕人高，但老年人在

「喪失的恐懼」層面的分數則較易顯著高於年輕人(Gao, 2012; Koukouli et al., 

2014; Yun, & Lachman, 2006)。 

 

雖然 AAS 量表被廣泛地應用於各種不同的對象上，然而以教師為對象的老

化焦慮相關研究卻非常的少。以台灣的文獻為例，研究者以關鍵詞「老化焦慮」

搜尋全國碩博士論文加值系統，以及台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僅出現唯一一筆碩

士論文「國民小學教師的老化態度與老化焦慮之研究：以台南縣為例」(蘇郁容，

2009)。其論文以台南縣國民小學 371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並以老化態度量表及

老化焦慮量表為研究工具。其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教師的「老化態度」對「老化

焦慮」的影響為負向，並且老化焦慮知覺程度中度偏低，其中以「喪失的恐懼」

層面的反應較高；以「心理關注」層面的反應較低，而影響國小教師老化焦慮的

相關因素，包括、年齡、性別、教育程度、健康狀況、婚姻狀況等等。整體而言，

有關於人口背景變項對其老化焦慮的影響情形，以下將各因素逐一說明。至於在

研究架構之中提及的「任教科目」與「居住地區」，為本研究針對國中教師而額

外增加的人口變項，其它相關研究未有這兩方面的研究結果，因而以下的探討未

包含「任教科目」與「居住地區」。 

 

(一)性別 

 

多數的研究發現女性的老化焦慮程度高於男性(例如Brunton, & Scott, 2015; 

Cummings et al., 2000); Yun和Lachman (2006)。Brunton 與 Scott(2015)調查18-88

歲成人，結果發現女性受試者的老化焦慮狀況顯著高於男性。Yun 和 Lachman 

(2006)比較美國與韓國民眾對於老化的信念。研究結果發現，不論是美國或韓國

的受試者，皆出現女性受試者的老化焦慮與恐懼程度顯著地比男性受試者高的現

象。同樣地，Gao (2012)研究台灣民眾的老化焦慮，結果發現女性受試者，尤其

對於外貌老化的焦慮顯著高於男性。此外，Barrett和Robbins ( 2008 )更發現，越

年輕的女性對於外貌老化的焦慮程度較年長的女性高。然而，並非所有的研究都

發現相同的結果。Lasher和Faulkender(1993)所進行的老化焦慮研究結果則發現，

男性的老化焦慮要高於女性。然而，整體而言，女性的老化焦慮情形似乎是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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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尤其對於生理外表的老化焦慮更為明顯。目前，因仍有研究發現不同的研

究結果，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的在性別變項上進行分析。 

 

(二)年齡 

 

相關文獻發現老化焦慮會隨著年紀的不同而有所變化，甚至可能於中年時期

達到高峰，而於老年時期逐漸下降，呈現曲線的變化。又或者可能隨年齡增長，

而老化焦慮呈現下降的趨勢(Lynch, 2000)。目前多數的研究認為相較於年輕人，

年紀越年長的受試者，其老化焦慮程度將會減低。例如，Gao (2012)比較176位平

均20歲的年輕人以及158位平均62歲的老年人，結果發現年輕人的老化焦慮高於

老年人。同樣地，Lynch(2000)的研究也發現年輕人的老化態度較年紀長者為負

向，並且老化焦慮也越高。Watkins等人1998）的研究也獲得相同的結果。然而，

有不少的研究卻呈現不同的發現，而此結果與Lasher和Faulkender (1993) 以及

Yun和Lachman (2006)的研究結果相似。因此，年齡與老化焦慮的關係究竟為何，

仍需要進一步探究。 

 

(三) 與祖父母或高齡長者接觸情形 

 

雖然有不少的研究指出，與老年人有越多的接觸，將會降低老年歧視的情形

(Stewart, Giles, Paterson & Butler, 2005; Van Dussen & Weaver, 2009)。然而，對於

與老人接觸程度在影響老化焦慮的表現上，不同研究似乎呈現不同的結果。例

如，Brunton和Scott (2015)以線上問卷的方式調查384位18歲~88歲民眾的老化焦

慮，研究結果指出，與老年人接觸與相處的品質越佳，越能有效地降低老化的焦

慮。Yan, Silverstein 和Wilber (2011) 的研究發現，戰後嬰兒潮世代若缺乏與老年

人相處的經驗，其老化焦慮的情形則較高。同樣的，Lasher和Faulkender（1993）

的研究也認為和老人接觸機會較少或和老人相處較差的男性，對於老化或老人會

產生較高的焦慮與恐懼。然而，鄭郁蓉(2009)所進行的台南縣國小教師的老化態

度與老化焦慮之研究則發現，無論是否和長輩同住，並不影響教師在老化焦慮上

的表現。由此可知，與老人接觸的情形是否影響老化焦慮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加

以證實。 

 

(四)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是否會影響老化焦慮的表現，目前相關的研究似乎呈現不同的結

果。例如Koukouli等人(2014) 的研究發現，專業醫療人員的教育程度，會影響其

老年焦慮的程度。亦即，當專業醫療人員的教育程度較低，其在面對老年失智患

者時，將有較高的老化焦慮程度。鄭郁蓉(2009)針對台南縣國小教師的研究也發

現，教師會因教育程度不同而造成其老化焦慮的差異。然而，Harris和Doll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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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的研究即顯示教育程度與老化焦慮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因此，教育程

度是否影響老化焦慮仍需要進一步探究。 

 

目前，人口背景變項對其老化焦慮的影響仍需要更多的文獻以及研究，所以

本研究也將進行此方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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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相關研究 

 

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皆是老年歧視的一環，因此兩者也都與老年歧視相

關。進一步的，關於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間的關係，多數的研究指出老化知識

與老化焦慮之間具有顯著的關係，即當老化知識缺乏，老化焦慮的情形就越高

(Allan & Johnson, 2009; Boswell, 2015 )，只是目前為止此方面的研究仍然不多

( Boswell, 2012b)。Allan 和 Johnson (2009)的研究發現，當受試者具有較為正確

的老化知識時，其老化焦慮的狀況則較低；同時，當受試者為較低的老化焦慮者

時，將傾向於成為較低的年齡歧視者。因此，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具有顯著的關

係。另外，Lasher 和 Faulkender(1993)的研究也指出，老化知識的高低是會影響

其老化焦慮的現象，其研究結果顯示，當老化知識愈高時，其老化焦慮現象也將

會愈低。Cummings 等人(2000)的研究也獲得相類似的研究結果。同樣地，Nuevo, 

Wetherell, Montorio, Ruiz 和 Cabrera (2009)的研究也指出，當受試者具有良好的

老化知識時，將可以減緩其令人煩憂的不確定性與擔心的程度，因而主張對民眾

提供老化教育的課程，以增加他們的老化知識，將是一項預防老化焦慮的良好策

略。因此，老化知識的正確與否，是會影響個體面對老化的焦慮程度。Doka (1985)

更直指，老化焦慮可能源自於老化知識的缺乏。 

 

進一步地，在不同年齡層的受試者身上，皆發現此一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

間的關係。例如，Neikrug (1998)研究老年人的老化知識與對老年生活的憂慮之

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老化知識越佳，對於未來老年生活的憂慮程度越低。

而 Blunk 和 Williams (1997)的研究則發現，即使是學齡前的幼兒，在參與關於老

年人之正向特質的課程之後，其對於老年人的偏見行為則大為減少。由此可知，

提升老化知識將有助於老化焦慮與年齡歧視的發生。因此，有完善的老化教育制

度時，將可以明顯減緩個體的老化焦慮情形。 

 

然而，雖然多數的研究指出當老化知識越高時，則會降低其老化焦慮的狀

況。針對此兩者間的關係，有研究者則提出不同的研究結果。例如，Boswell(2012a)

以前後測的方式針對43位修習老化課程的大學生，探討其在老化知識、老化焦慮

與從事老年工作之意願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間並無相

關。另外，Harris和Dollinger (2001)的研究發現無論是否接受老年學課程，皆不

影響受試者的老化焦慮程度。也就是說，當受試者的老化知識增加時，並不影響

其老化焦慮的程度。綜上所述，究竟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間的關係為何，實有

進一步加以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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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採取問卷調查法來探究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相

關研究。以下茲區分四個章節來說明本研究的設計與方法。第一節為研究架構；

第二節為研究方法與工具；第三節為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第四節為資料處理等。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目的以及相關文獻的探討結果，可以圖一來呈現本研究的概念

性架構圖。其中，在人口背景變項上，第四項「任教科目」與第五項「居住地區」

未出現於文獻探討之中，因為缺乏相關的研究發現。但是，研究者認為如果本研

究也能夠比較不同任教科目與不同居住地區的教師，其老化知識與焦慮是否有差

異，將是重要的研究發現，因而在此加入。 

 

 

 

 

 

 

 

 

 

 

 

 

 

 

 

 

圖 3-1-1 國民中學教師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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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將採用量化的問卷調查研究方法，針對國民中學的教師進行問卷調

查研究。以下茲具體說明本研究將使用之問卷內容與來源： 

 

首先，教師社會人口背景部份，將會包含有教師的年齡、性別、教育程度、

任教科目、居住地區、與祖父母或高齡長者接觸情形等社會人口背景調查，以便

分析這些背景變項是否會對教師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有所影響。 

 

其次，老化知識部份，旨於測量教師老化知識的程度，其主題內容亦將包

含有生理、心理與社會等三方面的老化知識程度。其中，國外有關於測量老化知

識的工具，主要有 Palmore 所編製的 FAQ，與 Kline, Scialfa, Stier 和 Babbitt (1990)

所編製的 KAE。相較於以上兩個量表，以 FAQ 較為著名，例如 Palmore (1998)

指出有超過 150 項的研究是採用 FAQ 量表來測量受試者的老化知識程度。台灣

的學者更將 FAQ 量表翻譯成中文之後，以 220 位中山醫學大學護理系的學生為

樣本，以試驗 FAQ 中文版的信效度，並且將其研究結果以英文發表於國際期刊

之中，其研究結果指出當 FAQ 量表翻譯成中文之後，仍然是一項具有信效度的

老化知識之測量工具(Wang, Liao, Kuo, Yuan, Chuang, Lo, Liao, Elaine, Lee & Yen, 

2010)。因此，FAQ 雖然已經編製完成多年，但是在國際上仍然是被普遍地使用

於老化知識的研究。由此可見，FAQ 量表是屬於信效度良好的研究工具，被普

遍地使用著，因而研究者將直接採用 FAQ 量表，來測量國民中學教師的老化知

識程度。具體而言，FAQ 量表是由 25 題的「是非題」組成，每答對一題給一分，

最高分為 25 分。其中，答對的分數越高，表示其老化知識程度越佳，反之則表

示越差。 

 

第三，老化焦慮部份，旨於測量國民中學教師老化焦慮的程度，其主題內

容包含有測量教師對「恐懼老人」、「心理關注」、「生理外表」與「喪失的恐懼」

等四方面的老化焦慮之程度。對此，誠如以上的文獻探討，Lasher 和 

Faulkender(1993)是老化焦慮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們倆人根據先前的研究，綜合

之後發展出 AAS 量表，並且經過 312 位受試者的填答，試驗後信效度皆十分良

好，因而後續許多的研究，紛紛使用他們所編製的量表，來進行老化焦慮的研究。

在老化焦慮的研究中。除了 AAS 量表以外，還有另一個較常使用的量表，為老

化意見調查的次量表—個人老化量表(Aging opinion survey＇s subscale: Personal 

Toward aging)( (Kafer, Rakowski, Lachman, & Hickey, 1980)。此一量表僅以單一面

向(Uni-dimensional scale)來測量老化焦慮，且其效度有待商榷。然而，老化焦慮

被證實為一個多面向的構念，因此個人老化量表可能較不是一個能用來準確測量

老化焦慮的工具(Brunton, & Scott, 2015)。而 Lasher 和 Faulkender 所發展的 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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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表(The Anxiety About Aging Scale)則是一個多面向的測量老化焦慮的工具，且

具備較佳的效度，因此目前的研究多是以此量表為主要的研究工具。因此，與

FAQ 一樣，AAS 雖然也已經被編製完成多年，但是 AAS 量表是屬於信效度良好

的研究工具，被普遍地使用著，因而研究者將直接採用 AAS 量表，來測量國民

中學教師的老化焦慮程度。具體而言，老化焦慮部份包含有 20 題，讓受試者從

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的四點量表中勾選自己的老化焦慮，其中第 1、3、10、

13、19 題，屬於「恐懼老人」層面；第 5、7、11、16、18 題，屬於「心理關注」

層面，第 4、9、12、15、20 題，屬於「生理外表」層面；第 2、6、8、14、17

題，屬於「喪失的恐懼」層面。各題得分以平均數代表，最大值為 4 最小值為 1，

分數越高表示其對老人與老化的焦慮感越高，反之則表示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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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根據嘉義縣市教育處的資料，嘉義縣立國民中學共有 23 所，嘉義市立國民

中學則共有 8 所。其中，嘉義縣因屬於農業區為主，小型學校會較多些，因而為

顧及抽樣樣本具有城鄉的代表性，縣市抽取的學校比為 2 比 1。因此，將縣市區

分為不同的兩個區域，縣市區採隨機抽樣的方式，在嘉義市抽取 4 所，嘉義縣抽

取 8 所學校。其中，在嘉義市部份，隨機抽中以下 4 校：大業國中、嘉義國中、

北興國中和北園國中；在嘉義縣部份，隨機抽中以下 8 校：大吉國中、大林國中、

新港國中、民雄國中、忠和國中、太保國中、中埔國中和民和國中。 

 

然後，在這被抽中的 12 所學校之中，由於各學校的規模不同，教師數亦不

相同，同樣為顧及城鄉的差異性，因而被抽中的 12 所學校，每一所學校皆以該

校教師總數的 60%來隨機發放問卷，共發出 552 份問卷，各校回收率約 82.47%

到 92.50%之間，所以總共回收有效問卷 478 份，總回收率為 86.59%，如下表所

示。 

 

表 3-3-1 

問卷實施情形 
區域 學校名稱 教師數 發放數 實收數 回收率 

嘉義市 大業國中 67 40 37 92.50% 

嘉義國中 109 65 60 92.30% 

北興國中 161 97 80 82.47% 

北園國中 52 31 27 87.09% 

嘉義縣 大吉國中 34 20 18 90.00% 

大林國中 74 44 37 84.09% 

新港國中 121 73 63 86.30% 

民雄國中 127 76 64 84.21% 

忠和國中 39 23 20 86.95% 

太保國中 46 28 25 89.28% 

中埔國中 54 32 27 84.37% 

民和國中 39 23 20 86.95% 

合計 12 923 552 478 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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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處理 

 

當問卷回收之後，研究者嚴格篩選，剔除填答不完整的無效卷後，以文書

處理軟體進行電腦編碼，再以SPSS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工作，茲將本研

究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敘述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由於「老化知識」量表為是非題，因而本研究以「次數分配」與「平均數」

呈現「老化知識」量表各層面及整體面的情況。另外，「老化焦慮」為四點量表，

本研究則以「平均數」及「標準差」，呈現教師在「老化焦慮」各層面及整體面

的情況。 

 

二、獨立樣本t考驗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t考驗」分析不同性別的教師在「老化知識」與「老化

焦慮」量表的差異情形。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對教師背景變項(年齡、教育程度、任教

科目、居住地區、與祖父母或高齡長者接觸情形)在「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

量表差異情形進行考驗，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後比較。 

 

四、積差相關 

 

本研究以「積差相關」分析學校教師在「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彼此

的相關情形。 

 

五、相依樣本變異數分析及迴歸分析 

 

 本研究在呈現教師的「老化焦慮」各層面及整體面的情況上，運用了相依樣

本變異數分析，以比較老化焦慮各層面的平均數。另外，本研究也運用多元迴歸

分析，據以在「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相關情形的基礎上進行老化知識對老

化焦慮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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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旨在瞭解嘉義縣市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情形，本章即根據

問卷調查所獲得的研究結果，進行分析與討論。主要內容係包括：第一、受試者

基本資料分析；第二、受試者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的程度；第三、受試者的個

人背景變項在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上的差異情形；第四、受試者老化態度與老化

焦慮關係之分析。以下茲根據研究目的的順序，將調查結果分為四節加以分析與

討論。 

第一節 受試者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在職之嘉義縣市公立之國民中學教師。根據實際問卷調

查所得之 478 份有效問卷，本節將分別就研究樣本之基本資料進行分析，其個

人背景變項包括：年齡、性別、教育程度、居住狀況、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

互動之情形等，分析時則針對遺漏值採取成對方式排除，茲將其統計結果整理如

表4-1-1所示，並依次說明如下。 

 

一、性別 

 

由表4-1-1可知，在所有研究對象中，有 154 位男性受試者，約佔所有受試

者的32.2% ；女性受試者共有295 位，約佔所有受試者的61.7﹪。由此可知，男

性受試者總人數低於女性受試者，顯示本研究對象以女性教師較男性教師為多，

且受試者男女比例約為0.522:1。此性別分佈狀態，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16）104

學年度的「國中教師數」資料顯示，嘉義縣市男性國中教師為 627 人，約佔整

體的34%；女性教師為1236 人，約佔整體的66%。由此可知，嘉義縣市國中男

女教師比例約為0.515:1。因此，本研究對象的男女受試者比例與母群體之分佈狀

況十分符合。 

 

二、年齡 

 

本研究將受試者的年齡分為四組，分別為「30 歲以下」、「31-40 歲」、「41-50 

歲」、「51歲以上」。因此，由表4-1-1可知，在 478 份有效問卷中，年齡在30

歲以下，計有 80 位，佔 16.7﹪；年齡在 31-40歲，計有 173 位，佔 36.2%；

年齡在41-50歲，計有 179 位，佔 37.4﹪；年齡在51歲以上，計有44 位，佔 8.6

﹪。顯示本研究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受試者的年齡集中在「31-40歲」與「41-51歲」

兩個年齡層組間，所佔比例達七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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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度 

 

本研究將受試者教育程度區分為三類，分別為「一般大學校院」、「師範大

學校院」及「研究所(含以上)」。由表 4-1-1可知，在 478 份有效問卷中，教育

程度為一般大學校院者，計有 136 位，佔 28.5﹪；教育程度為師範大學校院者，

計有 108 位，佔 22.0%；教育程度為研究所(含以上)者，計有 230位，佔 48.1%。

由以上數據可知，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嘉義縣市的公立國民中學教師，以擁有研

究所(含以上)之學歷者居多，幾乎佔了約50%的比例。 

 

四、任教領域 

 

本研究依受試者的任教領域區分為五類，分別為語文、健康與體育、數學、

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與綜合活動。由表 4-1-1可知，在 478 份

有效問卷中，任教於語文領域者，計有173 人，約佔36.2%；任教於健康與體育

領域者，計有35 人，佔 7.3﹪；任教於數學領域者，計有65 人，佔 13.6﹪；

任教於社會領域者，計有46人，佔 9.6﹪；任教於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者，計有

69人，佔 14.4﹪；任教於藝術與人文領域者，計有31人，佔 6.5﹪；任教於綜

合活動者，計有44 人，佔 9.2%。由以上數據可知，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擔任

語文領域的國中教師為多數(36.2%)。 

 

五、居住地區 

 

本研究將受試者的居住地區分為三類，分別為「都市」、「市郊」及「鄉村」。

由表 4-1-1可知，在 478 份有效問卷中，居住地區為「都市」者，計有 215 人，

佔 45.0﹪；居住地區為「市郊」者，計有 90人，佔18.8%；居住地區為「鄉村」

者，計有 99 人，佔 20.7﹪。由以上數據得知，本研究之受試者以居住於「都

市」佔多數(45%)。 

 

六、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互動情形 

 

本研究將受試者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互動情形分為五類，分別為「非常

頻繁」、「很頻繁」、「頻繁」、「不頻繁」、「非常不頻繁」。由表4-1可知，

在 478 份有效問卷中，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互動「非常頻繁」者，計有120

人，佔 25.1﹪，回答「很頻繁」者，計有 90人，佔18.8%，回答「頻繁」者，

計有 116人，佔24.3%，回答「不頻繁」者，計有 94人，佔19.7%，回答「非常

不頻繁」者，計有46人，佔9.6%，回答「其他」者，計有 6人，佔1.3%。由以上

數據得知，本研究之受試者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互動「頻繁」以上者佔了6

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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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本研究受試者人口學特性 
類別 變項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1. 男 154 32.2 

2. 女 295 61.7 

年齡 1. 30歲以下 80 16.7 

2. 31歲~40歲 173 36.2 

3. 41歲~50歲 179 37.4 

4. 51歲以上 44 8.6 

教育程度 1. 一般大學校院 136 28.5 

2. 師範校院 108 22.0 

3. 研究所(含以上) 230 48.1 

任教領域 1. 語文 173 36.2 

2. 健康與體育 35 7.3 

3. 數學 65 13.6 

4. 社會 46 9.6 

5. 自然與生活科技 69 14.4 

6. 藝術與人文 31 6.5 

7. 綜合活動 44 9.2 

居住地區 1. 都市 215 45.0 

2. 市郊 90 18.8 

3. 鄉村 99 20.7 

與祖父母或

65歲以上長

者互動情形 

1. 非常頻繁 120 25.1 

2. 很頻繁 90 18.8 

3. 頻繁 116 24.3 

4. 不頻繁 94 19.7 

5. 非常不頻繁 46 9.6 

*各類別的百分比加總非 100%之原因為遺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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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受試者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程度 

 

依據研究目的一探討嘉義縣市國民中學教師的老化知識程度，與研究目的二

探討嘉義縣市國民中學教師的老化焦慮程度，本節以描述性統計呈現受試者在

「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的整體層面、各層面及各題的得分情況。 

 

一、受試者老化知識的程度 

 

由受試者在老化知識量表(FAQ1)上的得分情形分析而得。FAQ1共有25題，

並且屬於是非題量表，答對的得1分，答錯的得0分，最高分為25分，分數越高者

表示其老化知識越佳。以下從受試者老化知識的整體得分、各層面得分及各題的

得分情況加以分析與討論。 

 

(一) 老化知識整體層面之分析與討論 

 

根據表4-2-1結果顯示，受試者在整體老化知識的得分，答對率為56.76%，

亦即在全部的25題當中，受試者平均答對超過一半以上的題目。得分最高分為23

分，最低分為5分，標準差為0.13。 

 

表4-2-1 

老化知識整體層面得分情況 
層面 題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答對率

老化知識 25 5 23 0.57 0.13 10.66 56.76%

  生理層面 8 2 8 0.68 0.16 1.68 67.75%

  心理層面 8 0 8 0.60 0.18 2.16 59.50%

  社會層面 9 0 9 0.45 0.18 2.61 44.55%

N=478 

 

本研究在老化知識整體分數的分析結果與國內學者Huang(2012)的研究結果

類似。Huang(2012)同樣以老化事實測驗(FAQ1)為工具，探究國中小教師的老化

知識，研究結果發現，國中小教師的老化知識量表答對率僅有57.36%。此結果與

本研究所發現的答對率為56.76%之差距不大，兩者的分數皆不高，甚至低於美國

教師的分數。例如McMillon(1993)研究奧克拉荷馬州的家政教師的老化知識，研

究發現其受試樣本的教師之老化知識答對率為60%。Moseman (1992)調查內布拉

斯加州的國小教師，其406位受試的國小教師其老化知識的答對率為66.8%。另

外，Ausherman等人(1991)研究北卡羅萊納州的國中教康教育教師，研究發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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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們的老化知識其答對率為68.1%。以上這些研究結果皆顯示，美國教師的老化

知識得分略高於國內教師的得分。 

 

此外，表4-2-1也同時呈現各層面的得分情況。受試者在老化知識的生理層

面有較高的答對率，達67.75%，其次為心理層面，達59.50%。社會層面的老化

知識獲得最低的答對率，僅有44.55%。將此結果與其他文獻比較後發現，無論其

研究對象為何，相較於心理與社會層面的得分，多數的研究皆發現生理層面的得

分普遍較高(林秝竹，2013;陳冠良，2014；鄭韻如，2014)。然而，獲得最低分

的層面結果則較不一致，例如鄭韻如(2014)探究嘉義市資深國小教師的老化知識

程度，發現教師的老化知識程度以「心理老化」層面的得分最低，而本研究的結

果則是以社會層面的得分最低。或許由於生理的老化是關於身體的老化，是個人

較易察覺得到的變化，然而社會的老化，則是關於角色的、關係上的轉變，是屬

於較難以觀察得到的轉變。因此，多數人普遍較無法對社會層面的老化，有即時

性的察覺與正確的認識。由此可知，本研究發現教師在社會老化方面的老化知識

需要加以充實。 

 

(二)老化知識各題之分析與討論 

 

表4-2-2呈現各項題目的答對率。結果顯示，答對率達不到五成的，在生理

層面有3題；心理層面有4題；社會層面有6題。其中，在社會層面甚至有兩題的

答對率不到兩成，分別是第19題—目前65歲以上的老年人已佔總人口數的百分之

20以上，以及第23題—隨著年齡的增加，老年人對宗教會變得更虔誠。 

 

進一步地，當與其他國內老化知識相關的研究加以比較時，可以發現本研究

結果所呈現的較低答對率的幾道題目，同樣地在其他研究也有相似的趨勢(例如

林秝竹，2013;陳冠良，2014；鄭韻如，2014)。在此些研究中，答對率較低的題

目包括，第7題—現在至少有十分之一的老年人是居住在養老院、精神醫院、老

人之家等長期照顧機構內、第11題—大多數的老年人在適應變化上有困難、第19

題—目前65歲以上的老年人已佔總人口數的百分之20以上、第23題—隨著年齡的

增加，老年人對宗教會變得更虔誠。其中，第23題與19題在多數的研究中明顯呈

現答對率低的情形。究其原因，可能是多數研究對象對於人口老化的現況較不了

解因而有待加強。另外，第23題的低答對率，研究者則認為或許題目本身有其爭

議性存在。因老年階段對於靈性的需求確實是會增加，雖然宗教不等同於靈性需

求，卻也是尋求靈性生活的途徑之一。因此，或許第23題的較低答對率，部分反

映了真實的老年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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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老化知識各題項的得分情況 

層面 題目 答對率

生 

理 

層 

面 

1.大多數65歲以上的老年人是身體衰弱，而且有健忘、判斷能力

變差和精神錯亂等情形。 

66.5 

2.在老年時，視、聽、味、觸、嗅覺等五種感覺會慢慢地變遲鈍。 94.4 

3.大多數的老年人對男女之間的性行為沒有興趣也沒有能力。 51.5 

4.在老年時，肺臟的重要功能會慢慢地衰退。 87.0 

6.在老年時，身體的力量會慢慢地衰退。 95.0 

7.現在至少有十分之一的老年人是居住在養老院、精神醫院、老

人之家等長期照顧機構內。 

24.7 

9.老年人的工作效率經常比不上年輕人。 44.4 

10.超過四分之三的老年人健康良好可以參加正常活動，不需要

任何的協助。 

78.5 

平         均 67.8 

心 

理 

層 

面 

5.大多數的老年人經常覺得自己是可憐的。 64.2 

11.大多數的老年人在適應變化上有困難。 33.5 

12.老年人經常要花比較久的時間去學習新事物。 88.3 

13.老年人要比年輕人更容易沮喪。 49.4 

14.老年人的反應能力要比年輕人來得遲緩些。 91.8 

15.一般而言，老年人的個性是很相似的。 70.9 

16.大多數的老年人很少覺得生活無聊。 32.0 

24.大部分的老年人認為他們很少煩躁或生氣。 46.2 

                      平         均 59.4 

社 

會 

層 

面 

8.比起那些65歲以下的年輕人，老年人開車時較少發生意外。 28.5 

17.大多數的老年人是孤立的。 54.6 

18.老年人發生工作意外的事件要較年輕人少些。 45.2 

19.目前65歲以上的老年人已佔總人口數的百分之20以上。 19.0 

20.大多數的醫生並不會優先替老年人看病。 49.4 

21.大多數的老年人都比較貧窮 82.8 

22.大多數的老年人有工作、做家事、或到外面當志工的意願。 67.4 

23.隨著年齡的增加，老年人對宗教會變得更虔誠。 13.2 

25.未來十年後的老年人，在身體健康和經濟能力方面，不會比

現在的老年人好，也許還會更差。 

40.6 

   平          均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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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與其他文獻比較時，另一有趣的發現是第20題—大多數的醫生並不

會優先替老年人看病。此題在不同研究對象上所呈現的結果不同，亦即當研究對

象是醫療專業人員時，多數人此題回答「錯」，因此，此題在以醫療人員為對象

的答對率呈現較低的情況(林志都，2009；林秝竹，2013)。相反地，當研究對象

為非醫療人員時，答案多數為「對」，因此答對率也較高。也就是說，醫療人員

本身大多不認為「大多數的醫生並不會優先替老年人看病。」 然而此推論仍有

待進一步的研究驗證。 

 

二、受試者老化焦慮的程度 

 

本研究的「老化焦慮」量表包括有四個層面，分別是恐懼老人、心理關注、

生理外表及喪失恐懼四個層面。依據 Likert 四點量表，由「非常同意」(1分)至

「非常不同意」(4分)，分別給予1~4分。分數越高者，表示老化焦慮情形越高。

茲將老化焦慮各向度與整體之平均數與標準差彙整如表4-2-3所示。 

根據表4-2-3結果顯示，受試者在整體老化焦慮的表現為每題平均為2.40，介

於同意(2分)與不同意(3分)之間，且低於每題的理論平均分數2.5。此結果顯示受

試者的老化焦慮為中度偏低的老化焦慮程度。 

 

表4-2-3 

老化焦慮整體與各層面的得分情況 
層面 題數 最小值 最大值 每題平均數 標準差 

老化焦慮 20 0 71 2.40 0.36 

  1.恐懼老人 5 0 20 2.24 0.59 

  2.心理關注 5 0 18 2.37 0.46 

  3.生理外表 5 0 20 2.43 0.48 

  4.喪失恐懼 5 0 20 2.56 0.56 

 

表4-2-4 

受試者在四個老化焦慮層面得分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值 事後比較 淨η2 統計考

驗力 

組間(A) 618.600 2.33 265.489 42.474*** 4>3>2>1 .082 1.000 

組內(誤差)        

  區組間 6065.224 477 12.715     

  殘差(A*B) 6947.150 1111.428 6.251     

全體 13630.97 159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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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老化焦慮量表」的四個層面中，各個層面的平均數皆介於2(同意)到3(不

同意)之間，且皆低於每題的理論平均值2.5，此結果表示受試的國中教師在恐懼

老人、心理關注、生理外表，以及喪失恐懼的老化焦慮程度皆為中度偏低。但其

中以「喪失恐懼」的得分最高，平均數達 2.56，顯示受試的國中教師在「喪失

恐懼」層面上的老化焦慮程度較其他層面高。此外，在標準差部分，以「恐懼老

人」層面為其中最大者，達 0.59，表示受試者對該層面的看法較其他層面不一

致。 

 

進一步地，研究者以相依樣本變異數分析，比較各層面的平均數。根據表 

4-2-4得知，受試者在老化焦慮四個層面的平均數上有顯著的差異。其變異數分

析之F值為42.474，顯著性P<.001，達到顯著水準，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受試者

在老化焦慮四個層面的平均數有顯著的不同。從事後比較可以發現，喪失恐懼

(M=2.56) >生理外表(M=2.43) > 心理關注(M=2.37) >恐懼老人(M=2.24)。亦即，

受試者在「喪失恐懼」的得分顯著高於其他三個面向，且分數由高至低依次為「喪

失恐懼」、「生理外表」、「心理關注」、「恐懼老人」。由此可知，受試的國

中教師對於「喪失恐懼」此一層面的老化焦慮最為高，其次為「生理外表」，再

次為「心理關注」，最低程度的為「恐懼老人」。同樣地，蘇郁容(2009)探究國

小教師的老化態度與老化焦慮，結果發現國小教師同樣在「喪失恐懼」的層面有

較高的老化焦慮，得分最低的為心理關注。然而本研究以「恐懼老人」的得分最

低，顯示受試教師對於「恐懼老人」的焦慮程度不高。基於本研究以及其他研究

的結果，關於喪失恐懼所帶來的老化焦慮似乎相較於其他面向有較大的影響。根

據Lasher和Faulkender (1993)的說法，喪失恐懼是評估老化焦慮相當重要的要素

之一，是關於人們對於老年階段時將面臨相關資源與支持的失去的恐懼。並且，

相關文獻也一再指出喪失的恐懼對老年生活的影響甚劇。因此，如何降低喪失恐

懼所帶來的老化焦慮將成為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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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受試者人口背景變項在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上的差異性 

 

本節主要根據研究目的三分析嘉義縣市國民中學教師背景變項在老化知識與

老化焦慮上的差異性，以獨立樣本T檢定以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資料統計分

析處理，若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達顯著，則進一步進行事後分析。 

 

一、受試者不同背景變項在老化知識上的差異分析 

 

以下分別就性別、年齡、教育程度、任教領域、居住地區以及與祖父母或65

歲以上長者之互動情形等不同背景變項與老化知識進行差異分析。 

 

(一) 性別 

 

為瞭解不同性別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知識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異，乃

進行獨立樣本T考驗，其平均數、標準差及t值如表4-3-1 所示。 

 

就整體老化知識層面而言，不同性別的受試者在整體老化知識的平均得分無

顯著差異，即未達.05之顯著水準。此結果與Huang (2012)以國中小教師為研究對

象進行的研究，以及鄭韻如(2014)以資深國小教師為對象的研究結果類似。此結

果顯示本研究中的男女性受試者的老化知識程度接近。 

進一步地，就各層面而言，依據表4-3-1，不同性別的受試者，其在生理、心

理與社會層面的老化知識得分上並無顯著差異。然而，鄭韻如(2014)以資深國小

教師為對象的研究則顯示，不同性別的受試者，在社會層面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 

 

表4-3-1 

不同性別與老化知識層面差異分析表 
層面 性別 樣本數 平均答對數 標準差 t值 P值 

老化知識 男 154 14.29 3.39 1.99 .350 

女 295 14.23 3.23 

生理層面 男 154 5.46 1.32 0.13 .642 

女 295 5.44 1.28 

心理層面 男 154 4.93 1.57 1.46 .294 

女 295 4.71 1.45 

社會層面 男 154 3.90 1.66 -1.06 .391 

女 295 4.07 1.61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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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年齡 

 

為瞭解不同年齡組別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知識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後考驗。其平均數、標準

差及F值如表4-3-2 所示。 

 

結果顯示，不同年齡組別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知識層面，以及生

理、心理與社會層面的老化知識皆未達顯著差異。故無法支持不同年齡組別的嘉

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知識層面，以及生理、心理與社會層面老化知識上的

分數有差異。此結果與Huang(2012)、Ausherman等人 (1991)的研究結果類似，亦

即教師的老化知識並沒有因為年齡的差異而有顯著的不同。學者Moseman (1992)

的研究裡，嘗試比較了39歲以下與40歲以上教師的老化知識程度，結果發現不論

是39歲以下或是40歲以上的教師，其老化知識程度並未呈現明顯的不同。由於本

研究的受試教師年齡層集中於30~50歲，其年齡差距不算太大，因此，其所擁有

的老化相關知識的差異似乎也不大。 

 

表4-3-2 

不同年齡與老化知識之差異分析 
層面 年齡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老化

知識 

30歲以下 80 13.83 3.28 .566 __ 

31-40 173 14.18 3.16 

41-50 179 14.39 3.31 

51歲以上 44 13.73 3.26 

生理

層面 

30歲以下 80 5.35 1.31 .407 __ 

31-40 173 5.37 1.27 

41-50 179 5.47 1.32 

51歲以上 44 5.54 1.32 

心理

層面 

30歲以下 80 4.65 1.42 .631 __ 

31-40 173 4.87 1.48 

41-50 179 4.74 1.45 

51歲以上 41 4.44 1.58 

社會

層面 

30歲以下 80 3.83 1.74 1.055 __ 

31-40 173 3.95 1.59 

41-50 179 4.17 1.60 

51歲以上 41 3.76 1.41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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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程度 

 

為瞭解不同教育程度組別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知識程度上是否有顯著

差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後考驗。其平均數、標

準差及F值如表4-3-3 所示。 

 

結果顯示，不同教育程度組別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知識層面達顯

著差異(F=3.794, P=0.023)，並以雪費法進行事後比較之後發現研究所(含以上)組

高於一般大學校院，亦即教育程度為研究所以上的受試者，其老化知識程度高於

一般大學校院。故不同教育程度組別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知識層面上

的分數有差異。 

 

進一步的，就各層面而言，不同教育程度的受試者在生理層面的老化知識上

達顯著水準(F=4.580, P=0.011)，所以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結果顯示，研究所(含

以上)組高於一般大學校院，亦即教育程度為研究所以上的受試者，其生理老化

的知識程度高於一般大學校院。然而，心理層面在F檢定雖達顯著，事後比較卻

不顯著;社會層面在F檢定則未達顯著。故無法支持不同教育程度組別的嘉義縣市

國中教師在心理與社會老化知識層面上的分數有差異。 

 

不同教育程度影響老化知識的程度之結果也於其他研究中發現。Wang等人

(2013)的研究發現，擁有博士學位的社會工作教師其老化知識顯著地高於擁有碩

士學位的教師。Moseman (1992)針對小學教師的研究，發現當將小學教師的教育

程度區分成碩士程度以上與學士程度以下時，卻發現教育程度高的組別，其老化

知識程度明顯要較教育程度低的組別來得高。然而，此結果卻與Huang(2102) 所

進行的國中小教師的老化知識相關之研究所獲得的結果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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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 

不同教育程度與老化知識之差異分析 
層面 教育程度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老化

知識 
一般大學校院 136 13.60 3.15 3.794* 研究所含以

上>一般大學

校院 
師範校院 108 14.21 3.54 

研究所(含以上) 230 14.57 3.16 

生理

層面 
一般大學校院 136 5.16 1.27 4.580* 研究所含以

上>一般大學

校院 
師範校院 108 5.46 1.36 

研究所(含以上) 230 5.58 1.25 

心理

層面 
一般大學校院 136 4.47 1.41 3.099* 事後比較無

差異 師範校院 108 4.66 1.53 

研究所(含以上) 230 4.93 1.47 

社會

層面 
一般大學校院 136 3.88 1.60 0.608 __ 

師範校院 108 4.10 1.82 

研究所(含以上) 230 4.05 1.54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四) 任教領域 

 

為瞭解不同任教領域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知識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後考驗。其平均數、標準

差及F值如表4-3-4 所示。 

 

結果顯示，不同任教領域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知識層面未達顯著

差異，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任教領域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知

識層面上的分數沒有差異。 

 

進一步的，就各層面而言，不同任教領域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生理層面與

社會層面的老化知識之F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然而在心

理層面上，F檢定達顯著(P =.004)，然而事後比較卻未達顯著性。推測因為組別

間的差異量不足，因而形成F檢定顯著但事後比較不顯著的情況。故無法支持不

同任教領域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生理、心理與社會老化知識層面上的分數有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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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 

不同任教領域與老化知識之差異分析 

層面 任教領域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老化

知識 

語文 173 13.99 3.20 .925 __ 

健康體育 35 13.77 3.28 

數學 65 14.45 2.93 

社會 46 14.33 3.59 

自然與生活 69 14.62 3.37 

藝術人文 31 13.42 3.39 

綜合活動 44 14.64 2.95 

生理

層面 

語文 173 5.51 1.33 1.24 __ 

健康體育 35 5.46 1.12 

數學 65 5.18 1.07 

社會 46 5.43 1.34 

自然與生活 69 5.42 1.34 

藝術人文 31 5.10 1.39 

綜合活動 44 5.73 1.28 

心理

層面 

語文 173 4.57 1.36 3.28** n/s 

健康體育 35 4.69 1.64 

數學 65 5.23 1.49 

社會 46 4.57 1.29 

自然與生活 69 5.22 1.55 

藝術人文 31 4.39 1.43 

綜合活動 44 4.73 1.51 

社會

層面 

語文 173 3.91 1.55 0.781 __ 

健康體育 35 3.66 1.60 

數學 65 4.03 1.46 

社會 46 4.33 1.83 

自然與生活 69 3.99 1.60 

藝術人文 31 3.94 1.82 

綜合活動 44 4.18 1.43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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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居住地區 

 

為瞭解不同居住地區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知識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後考驗。其平均數、標準

差及F值如表4-3-5 所示。 

 

結果顯示，不同居住地區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知識層面未達顯著

差異，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居住地區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知

識層面上的分數沒有顯著的差異。 

 

進一步的，就各層面而言，不同居住地區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生理層面、

心理層面與社會層面的老化知識之F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因此不進行事後比

較。故不同居住地區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生理、心理與社會老化知識層面上的

分數沒有差異。 

 

表4-3-5 

不同居住地區與老化知識之差異分析 
層面 居住地區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老化

知識 

都市 215 13.93 3.47 1.55 __ 

市郊 90 14.37 3.22 

鄉村 99 14.60 3.03 

生理

層面 

都市 215 5.36 1.31 0.50 __ 

市郊 90 5.37 1.32 

鄉村 99 5.52 1.27 

心理

層面 

都市 215 4.67 1.45 .84 __ 

市郊 90 4.83 1.27 

鄉村 99 4.88 1.52 

社會

層面 

都市 215 3.89 1.66 1.76 __ 

市郊 90 4.17 1.63 

鄉村 99 4.21 1.52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六) 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之互動情形 

 

為瞭解與祖父母或65歲長輩不同互動情形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知識程

度上是否有顯著差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後考

驗。其平均數、標準差及F值如表4-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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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不同互動情形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知識層面未達顯著

差異，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互動情形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知

識層面上的分數沒有差異。進一步的，就各層面而言，不同互動情形的嘉義縣市

國中教師在生理層面、心理層面與社會層面的老化知識之F檢定皆未達顯著水

準，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因此，不同互動情形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生理、心

理與社會老化知識層面上的分數沒有顯著的差異。此結果與多數的研究所呈現的

結果類似。例如，Huang (2012)的研究也指出，國中小教師接觸祖父母或者長輩

的頻率並不會影響教師的老化知識。Ortmeyer (1981)以小學教師為對象的研究也

發現，老化知識並不會隨教師與祖父母或高齡長者接觸情形而有所增進。 

 

表4-3-6 

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的互動頻率與老化知識的差異分析 

層面 與長輩互動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老化

知識 

非常頻繁 120 14.62 3.26 1.41 __ 

很頻繁 90 14.36 3.23 

頻繁 116 14.20 3.39 

不頻繁 94 13.73 2.96 

非常不頻繁 46 13.61 3.38 

生理

層面 

非常頻繁 120 5.61 1.190 1.578 __ 

很頻繁 90 5.43 1.281 

頻繁 116 5.43 1.340 

不頻繁 94 5.31 1.407 

非常不頻繁 46 5.09 1.208 

心理

層面 

非常頻繁 120 4.75 1.58 .438 __ 

很頻繁 90 4.87 1.40 

頻繁 116 4.81 1.43 

不頻繁 94 4.67 1.30 

非常不頻繁 46 4.57 1.72 

社會

層面 

非常頻繁 120 4.27 1.59 1.403 __ 

很頻繁 90 4.06 1.64 

頻繁 116 3.96 1.71 

不頻繁 94 3.76 1.39 

非常不頻繁 46 3.96 1.76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七)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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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4-3-7，在老化知識上的所有受試者的平均答對題數僅只有14.19 題，

表示全體的受試者，平均只能夠答對25 題的一半題目（12.5 題）再多1.69 題而

已，亦即平均只能夠正確的答對56.76%的題目。另外，有高達43.24%的題目是

回答錯誤的。另外，就個人口變項而言，老化知識整體分數在教育程度上達顯著，

即研究所組的老化知識整體分數顯著高於一般大學校院組的分數。然而，老化知

識整體分數在性別、年齡、任教領域、居住環境，以及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

之互動頻率等方面，皆未達顯著差異。 

 

表4-3-7 

老化知識的分析情形 
層面 項目 個數 平均答對數 標準差 F/t 值 事後比較 

整體 全部 478 14.19 3.27    

性別 男 154 14.29 3.39 1.99  

女 295 14.23 3.23   (t 值) 

年齡 30 歲以下 80 13.83 3.28 .566   

31-40 173 14.18 3.16 

41-50 179 14.39 3.31 

51 歲以上 44 13.73 3.26 

教育

程度  

一般大學校院 136 13.60 14.39 3.794*  研究所含

以上>一般

大學校院 

師範校院 105 14.21 13.73 

研究所(含以上) 230 14.57 3.16 

居住 

地區 

  

都市 215 13.93 3.47 1.55   

市郊 90 14.37 3.22 

鄉村 99 14.60 3.03 

任教 

領域 

  

  

  

  

  

語文 173 13.99 3.20 .925   

健康體育 35 13.77 3.28 

數學 65 14.45 2.93 

社會 46 14.33 3.59 

自然與生活 69 14.62 3.37 

藝術人文 31 13.42 3.39 

綜合活動 44 14.64 2.95 

互動 

頻率 

  

  

  

非常頻繁 120 14.62 3.26 1.41   

很頻繁 90 14.36 3.23 

頻繁 116 14.20 3.39 

不頻繁 94 13.73 2.96 

非常不頻繁 46 13.61 3.38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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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試者不同背景變項在老化焦慮上的差異分析 

 

為瞭解嘉義縣市國中教師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對於老化焦慮是否造成差異，研

究者以平均數差異考驗（t-test）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進行

統計分析。以下分別探討性別、年齡、教育程度、任教領域、居住地區、與祖父

母或65歲以上長者互動頻率是否有顯著差異，分別說明如下。 

 

(一)性別 

 

為瞭解不同性別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焦慮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異，乃

進行獨立樣本T考驗，其平均數、標準差及t值如表4-3-8 所示。 

 

就整體老化焦慮層面而言，不同性別的受試者在整體老化焦慮的平均得分有

顯著差異(t= -.370, P = .016)。進一步地，就老化焦慮的各層面而言，依據表4-3-8，

不同性別的受試者，其在生理外表的老化焦慮得分上有顯著差異，女性的分數顯

著高於男性(t=-1.527, P= .004)，顯示女性在生理外表上的老化焦慮分數高於男

性。然而，不同性別在其他面向，包括恐懼老人、心理關注與喪失恐懼層面則未

達顯著，顯示不同性別的受試者並不影響其在恐懼老人、心理關注與喪失恐懼之

層面上的得分。 

 

本項研究結果與目前多數的研究結果類似，即性別對於老化焦慮有所影響，

並以女性的老化焦慮程度要高於男性。而在各項層面當中，女性尤其在生理外表

的層面上有較高的老化焦慮分數。此一現象，McConatha等人(2003) 指出，性別

在人們對於老化的信念與經驗的建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過去以來的文獻皆指出

女性的自我形象與認同受到老年歧視的影響較男性深遠，因此更易產生老化焦

慮。反觀男性則會隨著年紀增長，其正向的自我形象越趨顯著。因此，當女性在

隨著年紀的增長而將此崇尚年輕外貌的價值觀加以內化之時，將影響其生理與心

理的幸福感，甚至造成年輕成人，尤其是女性，對於逐漸老化的外貌的恐懼。同

樣的，蘇郁容(2009)針對台南縣國小教師的老化態度與老化焦慮之研究，研究結

果顯示女性在整體老化焦慮的分數，以及在生理外貌層面上的分數高於男性受試

者。另外，Gao (2012)比較台灣年輕世代與老年世代的老化焦慮，結果發現女性

受試者對於外貌老化的焦慮顯著高於男性。關於此項結果，支持了社會普遍將女

性與引人注目及年輕外表等特質聯想在一起的社會期待與文化，因而使得女性比

男性更容易產生老化焦慮(McConatha et al., 2004)。然而，此些結果趨勢則與發展

AAS量表的研究者Lasher和Faulkender(1993)所進行的老化焦慮研究—男性的老

化焦慮高於女性之結果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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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8 

不同性別與老化焦慮層面差異分析表 
層面 性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備註 

老化焦慮 1.男 154 2.41 0.36 -.370* 女>男 

2.女 295 2.42 0.30 

  恐懼老人 1.男 154 2.25 0.53 -.549  

2.女 295 2.22 0.73 

  心理關注 1.男 154 2.35 0.57 -.012  

2.女 295 2.28 0.58 

  生理外表 1.男 154 2.27 0.59 -1.527** 女>男 

2.女 295 2.19 0.62 

  喪失恐懼 1.男 154 2.16 0.46 1.072  

2.女 295 2.37 0.43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二)年齡 

 

為瞭解不同年齡族群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焦慮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後考驗。其平均數、標準

差及F值如表4-3-9 所示。 

 

結果顯示，不同年齡組別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焦慮層面未達顯著

差異，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年齡組別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焦

慮層面上的分數沒有差異。進一步的，就各層面而言，不同年齡組別的嘉義縣市

國中教師在各層面的老化焦慮之F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

故不同年齡組別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受試者在恐懼老人、心理關注、生理外表與

喪失恐懼的老化焦慮分數上沒有顯著差異。 

 

此一究結果與AAS量表之發展者Lasher和Faulkender (1993) 的研究以及

McConatha等人(2004)之發現類似，亦即老化焦慮不受年齡的影響。McConatha

等人(2004)的老化焦慮研究，也發現老化焦慮並不隨年齡的不同而有不同的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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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9 

不同年齡與老化焦慮之差異分析 
層面 年齡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

比較 

老化

焦慮 

30歲以下 80 2.46 0.33 .702 __ 

31-40 173 2.39 0.30 

41-50 179 2.41 0.32 

51歲以上 44 2.41 0.39 

恐懼

老人 

30歲以下 80 2.26 0.56 .389 __ 

31-40 173 2.22 0.57 

41-50 179 2.28 0.56 

51歲以上 44 2.24 0.62 

心理

關注 

30歲以下 80 2.37 0.42 1.421 __ 

31-40 173 2.36 0.45 

41-50 179 2.37 0.41 

51歲以上 44 2.51 0.49 

生理

外表 

30歲以下 80 2.55 0.38 1.948 __ 

31-40 173 2.43 0.48 

41-50 179 2.43 0.45 

51歲以上 44 2.38 0.46 

喪失

恐懼 

30歲以下 80 2.65 0.62 1.013 __ 

31-40 173 2.57 0.52 

41-50 179 2.55 0.49 

51歲以上 44 2.50 0.57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三)教育程度 

 

為瞭解不同教育程度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焦慮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後考驗。其平均數、標準

差及F值如表4-3-10 所示。 

 

結果顯示，不同教育程度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焦慮層面未達顯著

差異，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教育程度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焦

慮層面上的分數沒有差異。進一步的，就各層面而言，不同教育程度的嘉義縣市

國中教師在各層面的老化焦慮之F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

故不同教育程度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受試者在恐懼老人、心理關注、生理外表與

喪失恐懼的老化焦慮分數上沒有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與Harris和Doll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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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的研究結果相同，即教育程度與老化焦慮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然而，

蘇郁蓉(2009)針對台南縣國小教師的研究則發現教師會因教育程度不同而造成

其老化焦慮的差異。 

 

表4-3-10 

不同教育程度與老化焦慮之差異分析 

層面 教育程度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

比較 

老化

焦慮 
一般大學校院 136 2.44 0.35 .776 __ 

師範校院 108 2.38 0.28 

研究所(含以上) 230 2.41 0.32 

恐懼

老人 
一般大學校院   136 2.29 0.56 .340 __ 

師範校院 108 2.24 0.57 

研究所(含以上) 230 2.24 0.57 

心理

關注 
一般大學校院 136 2.40 0.41 1.782 __ 

師範校院 108 2.31 0.46 

研究所(含以上) 230 2.40 0.44 

生理

外表 
一般大學校院 136 2.49 0.47 1.412 __ 

師範校院 108 2.45 0.41 

研究所(含以上) 230 2.41 0.45 

喪失

恐懼 
一般大學校院 136 2.56 0.54 .216 __ 

師範校院 108 2.54 0.51 

研究所(含以上) 230 2.58 0.54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四)任教領域 

 

為瞭解不同任教領域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焦慮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後考驗。其平均數、標準

差及F值如表4-3-11 所示。結果顯示，不同任教領域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

老化焦慮分數未達顯著差異，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任教領域的嘉義縣市

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焦慮層面上的分數沒有差異。 

 

進一步的，就各層面而言，不同任教領域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老化焦慮各層

之F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任教領域的嘉義縣市國

中教師在恐懼老人、心理關注、生理外表與喪失恐懼的老化焦慮分數上沒有顯著

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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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1 

不同任教領域與老化焦慮之差異分析 

層面 任教領域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整體 語文 173 2.42 0.29 1.045 __ 

健康體育 35 2.42 0.45 
數學 65 2.45 0.29 
社會 46 2.48 0.31 
自然與生活 69 2.37 0.32 
藝術人文 31 2.37 0.39 
綜合活動 44 2.35 0.32 

恐懼

老人 
語文 173 2.00 0.20 .644 __ 
健康體育 35 2.29 0.56 
數學 65 2.24 0.58 
社會 46 2.24 0.57 
自然與生活 69 2.00 0.35 
藝術人文 31 2.25 0.53 
綜合活動 44 2.22 0.73 

心理

關注 
語文 173 2.35 0.57 1.134 __ 
健康體育 35 2.28 0.58 
數學 65 2.27 0.59 
社會 46 2.19 0.62 
自然與生活 69 2.16 0.46 
藝術人文 31 2.37 0.43 
綜合活動 44 2.40 0.54 

生理

外表 
語文 173 2.47 0.35 .938 __ 
健康體育 35 2.47 0.42 
數學 65 2.34 0.40 
社會 46 2.34 0.48 
自然與生活 69 2.31 0.42 
藝術人文 31 2.46 0.40 
綜合活動 44 2.47 0.61 

喪失

恐懼 
語文 173 2.43 0.46 .826 __ 
健康體育 35 2.52 0.48 
數學 65 2.42 0.40 
社會 46 2.35 0.55 
自然與生活 69 2.34 0.44 
藝術人文 31 2.58 0.53 
綜合活動 44 2.61 0.52 

*表示P值<.05；**表示P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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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住地區 

 

為瞭解不同居住地區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焦慮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後考驗。其平均數、標準

差及F值如表4-3-12 所示。 

 

結果顯示，不同居住地區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焦慮分數未達顯著

差異，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居住地區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焦

慮層面上的分數沒有差異。進一步的，就各層面而言，不同居住地區的嘉義縣市

國中教師老化焦慮各層之F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

居住地區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恐懼老人、心理關注、生理外表與喪失恐懼的老

化焦慮分數上沒有顯著差異。 

 

表4-3-12 

不同居住地區與老化焦慮之差異分析 
層面 居住地區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整體 都市 215 2.41 0.32 .769 __ 

市郊 90 2.45 0.32 

鄉村 99 2.43 0.32 

恐懼

老人 

都市 215 2.24 0.58 .783 __ 

市郊 90 2.33 0.56 

鄉村 99 2.26 0.54 

心理

關注 

都市 215 2.37 0.41 1.618 __ 

市郊 90 2.46 0.45 

鄉村 99 2.41 0.42 

生理

外表 

都市 215 2.46 0.41 .204 __ 

市郊 90 2.43 0.48 

鄉村 99 2.47 0.48 

喪失

恐懼 

都市 215 2.56 0.52 .178 __ 

市郊 90 2.60 0.52 

鄉村 99 2.58 0.51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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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之互動頻率 

 

為瞭解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之不同互動頻率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老化

焦慮程度上是否有顯著差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若達顯著水準則進行事

後考驗。其平均數、標準差及F值如表4-3-13 所示。 

 

結果顯示，不同互動頻率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焦慮分數未達顯著

差異，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互動頻率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焦

慮層面上的分數沒有差異。進一步的，就各層面而言，不同互動頻率的嘉義縣市

國中教師老化焦慮各層之F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因此不進行事後比較。故不同

互動頻率的嘉義縣市國中教師在恐懼老人、心理關注、生理外表與喪失恐懼的老

化焦慮分數上沒有顯著差異。然而，此研究結果與Lasher和Faulkender(1993)的研

究發現不一致。Lasher和Faulkender (1993)的研究指出，接觸65歲以上長者的頻

率影響著受試者的老化焦慮整體表現，以及恐懼老人、生理外貌，以及喪失恐懼

三個層面的老化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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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3 

與祖父母或65歲以上長者的互動頻率與老化焦慮之差異分析 
層面 互動頻率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整體 非常頻繁 120 2.40 0.37 .769 __ 

很頻繁 90 2.43 0.34 

頻繁 116 2.41 0.31 

不頻繁 94 2.45 0.25 

非常不頻繁 46 2.35 0.32 

恐懼

老人 

非常頻繁 120 2.29 0.64 1.593 __ 

很頻繁 90 2.28 0.57 

頻繁 116 2.27 0.56 

不頻繁 94 2.26 0.44 

非常不頻繁 46 2.05 0.63 

心理

關注 

非常頻繁 120 2.35 0.44 1.254 __ 

很頻繁 90 2.45 0.43 

頻繁 116 2.36 0.43 

不頻繁 94 2.42 0.38 

非常不頻繁 46 2.31 0.50 

生理

外表 

非常頻繁 120 2.46 0.51 1.312 __ 

很頻繁 90 2.45 0.44 

頻繁 116 2.44 0.42 

不頻繁 94 2.50 0.36 

非常不頻繁 46 2.31 0.57 

喪失

恐懼 

非常頻繁 120 2.51 0.57 1.999 __ 

很頻繁 90 2.53 0.56 

頻繁 116 2.55 0.44 

不頻繁 94 2.63 0.55 

非常不頻繁 46 2.74 0.52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七)小結 

 

根據表4-3-14，就老化焦慮的整體分數而言，受試者的老化焦慮平均為2.40，

由此可知受試者的整體老化焦慮焦情形為中度偏低。而在影響老化焦慮整體分數

的各人口背景變項上，僅有性別變項會影響老化焦慮的整體分數，亦即性別的不

同，尤其女性的整體老化焦慮情形顯著高於男性。不同的年齡、教育程度、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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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任教領域以及互動頻率在老化焦慮的整體分數上之表現則沒有顯著的差

異。  

進一步地，根據前述在老化焦慮的各層面來看，生理外表的老化焦慮會因性

別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也就是女性對生理外表的老化焦慮高於男性。 

 

表4-3-14 

老化焦慮的分析情形 
層面 項目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t 值 事後 

比較 

整體 全部 478 2.40 0.36     

性別 男 154 2.41 0.36 -.370* 

 (t 值) 

女>男 

女 295 2.42 0.30 

年齡 30 歲以下 80 2.46 0.33 .702   

31-40 173 2.40 0.30 

41-50 179 2.41 0.32 

51 歲以上 44 2.43 0.40 

教育

程度  

一般大學校院 136 2.40 0.30 .776   

師範校院 108 2.41 0.32 

研究所(含以上) 230 2.43 0.40 

居住 

地區 

  

都市 215 2.41 0.32 0.769   

市郊 90 2.45 0.32 

鄉村 99 2.43 0.32 

任教 

領域 

  

  

   

  

  

語文 173 2.42 0.29 1.045   

健康體育 35 2.42 0.45 

數學 65 2.45 0.29 

社會 46 2.48 0.31 

自然與生活 69 2.37 0.32 

藝術人文 31 2.37 0.39 

綜合活動 44 2.35 0.32 

互動 

頻率 

  

  

非常頻繁 120 2.40 0.37 0.769   

很頻繁 90 2.43 0.34 

頻繁 116 2.41 0.31 

不頻繁 94 2.45 0.25 

非常不頻繁 46 2.35 0.32 

*表示P 值<.05；**表示 P 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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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受試者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關係分析 

 

本節主要是根據研究目的四嘉義縣市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間

的關係，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以及迴歸分析進行「老化知識量表」與「老化焦慮量

表」兩量表的相關檢定，以呈現老化知識程度和老化焦慮程度之關係。經統計分

析摘要如表4-4-1與4-4-2所示。 

 

一、相關分析 

 

(一)就整體層面而言 

 

就整體分數而言，表4-4-1顯示，老化知識總分與老化焦慮總分之間的積差相

關係數顯著性考驗的機率值p=.551，相關係數r值為-.027，表示二個變項間的相

關未達顯著(p>.05)，顯示嘉義縣市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總分與老化焦慮總分未達

到顯著的相關。此外，就老化知識的總分來看，其與老化焦慮的分量表喪失的恐

懼有顯著的負相關(p<.01)，相關係數r值為 -.182，為低度的負相關。此結果說明，

當受試者有越佳的老化知識總分，其喪失恐懼的焦慮情形則會呈現越低的情況。

就老化焦慮的總分而言，則未有任何老化知識的分量表與其有顯著的相關性。 

 

(二) 就各層面而言 

 

就各分量表而言，表4-4-1顯示，老化焦慮的分量表喪失恐懼與老化知識的

各分量表，包括老化知識的生理、心理與社會層面，以及老化知識的總分皆有相

關，為顯著的負相關(p<.01)。亦即，當受試者的老化知識，包括生理層面、心

理層面、社會層面的得分，以及老化知識總分的得分越高時，其喪失恐懼的老化

焦慮情形就會呈現越低的情況。另外，老化知識的分量表—心理層面，則與老化

焦慮的分量表—恐懼老人則有正向的相關(r=.095，p<.05)，亦即當受試者心理層

面的老化知識越佳，恐懼老人的老化焦慮也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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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 

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間的積差相關 

 老化知識:生理 老化知識:心理 老化知識:社會 老化知識總分 

恐懼老人 .062 .095* .006 .071 

心理關注 .031 .051 -.029 .021 

生理外表 .038 .062 -.042 .022 

喪失恐懼 -.152** -.130** -.128** -.182** 

老化焦慮總分 -.011 .026 -.070 -.027 

* p＜.05，**p＜.01 

二、預測分析 

 

進一步地，根據上述相關分析結果，喪失恐懼與各項老化知識間可再行分析探

討，故以喪失恐懼為依變項，而以生理老化知識、心理老化知識，以及社會老化知

識為自變項，進行多元迴歸分析。根據表4-4-2顯示，受試者的生理老化知識的未標

準化迴歸係數為.231，表示生理老化知識與喪失恐懼達顯著水準，亦即受試者的生

理老化知識越高，喪失恐懼的程度就越低，反之亦然。其次，分析結果也顯示，心

理老化知識與社會老化知識則未與喪失恐懼達顯著水準，亦即心理與社會老化知識

對喪失恐懼的預測效果未達顯著。此外，本模式的決定係數為.034，調整過後的決

定係數為.028，顯示生理、心理與社會老化知識對喪失恐懼的解釋力約2.8%。應該

加以說明的是，儘管顯示生理、心理與社會老化知識三者之間具高度相關，惟經共

線性檢定，VIF均小於2，顯示共線性情形不嚴重影響分析結果。 

 
表4-4-2 

生理、心理、社會老化知識對喪失恐懼的迴歸分析 
變項 未標準化係數  標準化係數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生理老化知識 -.231 .105 -.108 -2.206* 

心理老化知識 -.149 .093 -.079 -1.606 

社會老化知識 -.106 .086 -.062 -1.228 

常數 15.176 .608  24.979*** 

決定係數= .034；調整過後的決定係數= .028;顯著性考驗值= 5.610** 

*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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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少研究證實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存在負相關(Lasher & Faulkender，1993; 

Allan & Johnson, 2009)，即當老化知識的增加，老化焦慮的情形則較低。雖然經由

前述表4-4-1的相關性分析表得知，本研究受試者的老化焦慮總分與老化知識總分之

間沒有達顯著的相關，且同樣的其他研究也發現此一結果（Boswell, 2012a; Boswell, 

2012b）。然而，本研究卻也進一步發現，本研究的受試者其老化焦慮並非與老化

知識全然無關。根據表4-4-1顯示，在老化焦慮中的喪失恐懼與老化知識的整體及各

層面，是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且進一步由表4-4-2顯示，以生理老化知識最能有效

的預測喪失恐懼，亦即當受試者有越佳的生理老化知識，則能預測喪失恐懼的焦慮

情形將會越低。關於喪失的恐懼，Lasher和Faulkender （1993）指出，喪失的恐懼

是評估老化焦慮相當重要的要素之一，是關於人們對於老年階段時將面臨相關資源

與支持的失去的恐懼，包括可能失去的健康、友誼，與做決定的能力等。並且文獻

也一再證實此一喪失的恐懼對老年生活的影響甚劇。同樣的，在本研究中也發現，

受試者其在老化焦慮的各層面中的分數以喪失的恐懼層面的分數最高，亦即受試者

對喪失恐懼的老化焦慮情形最嚴重。因此經由前述的研究發現，若能提升受試者的

老化知識，尤其是生理老化知識，將能有效的降低對於喪失的恐懼所帶來的老化焦

慮情形。 

 

再者，表4-4-1的分析也發現老化知識的整體分數與老化焦慮的心理關注呈現正

相關，亦即當老化知識越佳，關於心理關注的老化焦慮情形會呈現越高的狀況。就

此一研究結果說明，在提供老化知識的同時，應能加強對於老年生活的心理準備與

適應能力，以免造成提供越多關於老化的知識，則心理上越恐懼老年階段的來臨的

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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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是以嘉義縣市國民中學教師為對象，旨在探討探討 1.嘉義縣市國民中

學教師的老化知識程度；2.嘉義縣市國民中學教師的老化焦慮程度；3.分析嘉義

縣市國民中學教師背景變項在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上的差異性；4.分析嘉義縣市

國民中學教師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間的關係。最後，歸納研究結果，提出改善

國民中學教師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的建議。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行資料的蒐集，依據文獻探討結果，

本研究使用Palmore所編製的FAQ1，以及 Lasher和Faulkender 之AAS量表進行施

測。總計發出552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478 份，將所得資料編碼、整理、分析

後，歸納為第四章的結果分析與討論。本章擬陳述研究發現，提出本研究的結論

與具體建議，並對日後相關之研究提出參考意見。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經統計分析結果，獲得幾項主要發現，茲分為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

老化焦慮，以及兩者與個人背景變項的關係、老化知識對老化焦慮之影響的關係

等部分說明如下： 

 

一、受試者的老化知識程度 

 

（一）受試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答對率約五成七 

 

受試者在整體老化知識的得分，答對率為 56.76%，亦即在全部的 25 題當中，

受試者平均答對超過一半以上的題目。得分最高分為 23 分，最低分為 5 分。 

 

（二）受試者在生理層面的老化知識有較高的答對率 

   

受試者在老化知識的生理層面有較高的答對率，達 67.75%，其次為心理層

面，達 59.50%。社會層面的老化知識獲得最低的答對率，僅有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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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試者在社會層面的老化知識的答對率較低 

 

根據老化知識各題之分析結果得知，答對率達不到五成的，在生理層面有 3

題；心理層面有 4 題；社會層面有 6 題。其中，在社會層面甚至有兩題的答對率

不到兩成，分別是第 19 題—目前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已佔總人口數的百分之 20

以上，以及第 23 題—隨著年齡的增加，老年人對宗教會變得更虔誠。 

 

二、受試者的老化焦慮程度 

 

（一）受試者的老化焦慮程度為中度偏低 

  

受試者在整體老化焦慮的表現為每題平均為 2.40，介於同意(2 分)與不同意(3

分)之間，且低於每題的理論平均分數 2.5，顯示受試者的老化焦慮為中度偏低的

老化焦慮程度。 

 

（二）受試者在「喪失恐懼」層面上的老化焦慮程度較其他層面高 

 

在「老化焦慮量表」的四個層面中，各個層面的平均數皆介於 2(同意)到 3(不

同意)之間，且皆低於理論平均值 2.5，此結果表示受試的國中教師在恐懼老人、

心理關注、生理外表，以及喪失恐懼的老化焦慮程度皆為中度偏低。但其中以「喪

失恐懼」的得分最高，平均數達 2.36，顯示受試的國中教師在「喪失恐懼」層

面上的老化焦慮程度較其他層面高。 

 

三、受試者的老化知識、老化焦慮與個人背景變項關係 

 

（一）老化知識的整體分數，在教育程度變項上達顯著差異 

 

老化知識的整體分數，在研究所含以上者的分數高於一般大學校院者。其他

人口變項包括性別、年齡、任教領域、居住環境，以及與祖父母或 65 歲以上長

者之互動頻率等方面，皆未達顯著差異。 

 

（二）在生理老化知識上，研究所組的受試者顯著高於一般大學校院組的分數。 

 

（三）在老化焦慮的整體分數方面，僅有性別變項會影響老化焦慮 

 

根據結果得知，女性的整體老化焦慮情形顯著高於男性。然而，不同的年齡、

教育程度、居住環境、任教領域以及互動頻率在老化焦慮的整體分數上之表現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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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顯著的差異。 

 

（四）在老化焦慮的生理外表層面，性別變項會影響生理外表的老化焦慮。亦即，

女性在生理外表的老化焦慮情形顯著高於男性。 

 

四、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的關係分析 

 

（一）老化焦慮整體分數與老化知識整體分數之間沒有達顯著的相關。但老化焦

慮中的喪失恐懼，則與老化知識的整體及各層面，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老化焦

慮的分量表喪失恐懼與老化知識的各分量表，包括老化知識的生理、心理與社會

層面，以及老化知識的總分皆有相關，為顯著的負相關。研究者進一步進行迴歸

分析，發現受試者的生理老化知識最能夠預測其喪失恐懼的程度。亦即當受試者

的生理老化知識越高，其老化焦慮情形就越低。反之，則當老化知識得分越低時，

將可預測其喪失恐懼的老化焦慮情形就越高。 

 

（二）老化知識的分量表—心理層面，則與老化焦慮的分量表—恐懼老人有正向

的相關，亦即當受試者心理層面的老化知識越佳，恐懼老人的老化焦慮就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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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論 

 

一、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程度約中等。其中，以生理的老化知識答對率較高，

社會層面的老化知識答對率最低 

 

受試教師的老化知識整體層面答對率為 56.76%。受試者在老化知識的生理

層面有較高的答對率，達 67.75%，其次為心理層面，達 59.50%。社會層面的老

化知識獲得最低的答對率，僅有 44.55%。由於生理的老化是關於身體的老化，

是個人較易察覺得到的變化，然而社會的老化，則是關於角色的、關係上的轉

變，是屬於較難以觀察得到的轉變。因此，多數人普遍較無法對社會的老化有

即時的察覺與正確的認識。由此可知，本研究發現教師在社會老化方面的老化

知識需要加以充實。 

 

二、受試者的老化焦慮程度為中度偏低。其中，以「喪失恐懼」的老化焦慮程度

最高，「恐懼老人」的老化焦慮程度最低 

 

受試者在整體老化焦慮的表現為每題平均為 2.40，低於每題的理論平均分數

2.5。在「老化焦慮量表」的四個層面中，「喪失恐懼」的得分最高，平均數達 2.56，

「恐懼老人」的老化焦慮程度最低，平均數為 2.24。根據文獻，喪失的恐懼是評

估老化焦慮相當重要的要素之一，是關於人們對於老年階段時將面臨相關資源與

支持的失去的恐懼，包括可能失去的健康、友誼，與做決定的能力等，對於老年

生活的影響甚劇。因此，本研究的試受者對於喪失的恐懼呈現較高的焦慮則尤其

需要特別的關注。 

 

三、教育程度會影響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程度 

 

老化知識整體分數在教育程度上達顯著差異，即研究所組的受試者在老化知

識分數顯著高於一般大學校院組的分數。然而，在其他人口變項上，包括性別、

年齡、任教領域、居住環境，以及與祖父母或 65 歲以上長者之互動頻率等方面，

皆未達顯著差異。進一步地，研究所組的受試者在老化知識的生理層面分數顯著

高於一般大學校院組的分數。 

 

四、性別會影響國中教師的老化焦慮程度 

 

女性的國中教師在整體老化焦慮情形顯著高於男性。然而，不同的年齡、教

育程度、居住環境、任教領域以及互動頻率在老化焦慮的整體分數上之表現則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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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差異。另外，在老化焦慮的生理外表層面，女性在生理外表的老化焦慮

情形顯著高於男性。 

 

五、老化焦慮中的喪失恐懼，與老化知識的整體及各層面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

且以生理老化知識最能預測喪失恐懼 

 

老化焦慮的分量表喪失恐懼與老化知識的各分量表，包生理、心理與社會層

面，以及老化知識的總分皆達顯著的負相關。亦即，當受試者的老化知識，包括

生理層面、心理層面、社會層面的得分，以及老化知識總分的得分越高時，其喪

失恐懼的老化焦慮情形就越低。並且，其中以且以生理老化知識最能預測喪失恐

懼，即當受試者的生理老化知識越高，其老化焦慮情形就越低，反之亦然。 

 

六、心理的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的恐懼老人有正向的相關 

 

受試國中教師心理層面的老化知識越佳，恐懼老人的老化焦慮就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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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本節擬就研究結果與發現，提供具體建議，以作為教育機關單位之參考，並

以本研究為基礎，對未來研究提出相關建議，茲分述如下： 

 

一、對教育機關單位的建議 

 

本研究針對教育機關單位提出三個建議：在教師的職前與在職的培訓課程中

增加老化教育課程；充實老化知識，建立對老年生活的正向概念；提升正向老化

的概念，降低女性教師的老化焦慮。 

 

(一) 在教師的職前與在職的培訓課程中增加老化教育相關課程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程度約中等，且社會層面的老化知識

答對率相較最低。再者，經由文獻探討也得相較於美國，我國教師的老化知識較

為不足，尤其在培訓過程中，尚未增加老化方面的課程與訓練。因此，本研究建

議應於國中教師的職前或在職的培訓過程中增加老化教育相關的課程，以使教師

本身能夠具備正確的老化知識，不但對教學上有幫助並能減緩自身對老化的焦

慮。進 一步的，教科書中關於老年歧視的內容與教材也應能加以審視並修正。 

 

(二) 充實教師的老化知識，建立對老年生活的正向概念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中教師的老化知識，尤其是生理老化知識之高低與否，

會影響其喪失恐懼的程度。亦即當生理老化知識越佳時，老化焦慮的喪失恐懼情

形就會越低。因此，提升教師的老化知識實有其必要性，除了透過職前與在職的

培訓過程提升老化知識以外，教育機關單位可運用多元的方式提供教師相關的老

化知識，例如報章雜誌、傳播媒體，甚至相關的工作坊等，以傳遞正確的、即時

的老化相關知識，更有助於教師建立對未來老年生活的正向態度以及對老年生活

的準備。 

 

(三) 提升正向老化的概念，降低女性教師的老化焦慮 

 

根據本研究發現，女性教師的老化焦慮程度高於男性，尤其在生理外表方面

更是女性的老化焦慮程度高於男性。因此，在針對教師的老化知識相關培訓中，

應能針對女性教師提升其對老化的正向態度與知識，增進其自信心。同時對於社

會大眾，應能積極營造正向的老化態度與友善老年的氛圍，提升女性對老年生活

在外表的變化上的正向想法與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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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之限制與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目前國內對於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研究尚不多，本研究基於個人興趣以及

客觀條件之囿限，尚有未盡周延之處，待未來的相關研究持續投注心力。茲就本

研究限制之處，並對未來研究建議，分述如下：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嘉義縣市的國民中學教師為對象，並未涵括其餘縣市之國中教

師，影響研究結果之推論在所難免。基於此，建議未來研究的取樣，可以針對其

他縣市、不同階段的教師(例如國小教師、大學教師等)為對象，研究其對老化知

識與老化焦慮的關係，以便作為相互比較與對照。 

 

此外，除了以教師為研究對象之外，也可擴大至不同工作領域的成人為對象，

進行其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之相關研究，並加以比較不同工作領域之成人的老化

知識與老化焦慮是否有所差異。本研究因侷限於嘉義縣市之國中教師為對象而

已，其同質性太高，以致於在許多人口變項上無法出現顯著性的差異。因此，若

能夠擴大至不同工作領域的成人為對象，或許就可以獲得比較顯著性的差異了。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測量工具，包括Palmore所編製的FAQ1，以及 Lasher 與

Faulkender 所發展的 AAS量表，皆發展於西方國家。然而，這兩個量表是否能

完全適用於台灣的國情與文化仍有待探討。或許未來的研究可發展適用於本國的

老化知識與老化焦慮相關量表，以期獲得更準確的研究結果。另外，本研究所使

用的老化知識量表，具有正確答案，未在附錄中一併附上其標準答案，乃因本量

表在國內尚屬新使用之問卷量表。若直接附上標準答案，恐對未來的相關研究造

成負面影響，因而未在附錄中一併附上其標準答案。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因此受試者在填答老化知識或者老化焦慮的量表

時，可能會受其認知、態度、情緒、時間，甚至是自我防衛等心理因素而無法如

實的回答，以至結果無法掌握受試者的真實情況。因此，未來的研究若能夠在問

卷中輔與質性的問題則研究結果將可以更周延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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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國民中學教師的老化觀點與認識之調查問卷 

親愛的老師們，您好： 

 

這份問卷的目的在於想了解您個人對「老」、「老人」與「老化」具有什麼

樣的想法與認識。具體而言，本問卷可以區分成以下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要了解您個人的基本資料； 

第二部份是要了解您個人對「老人」與「老化」持有什麼樣的想法； 

第三部份是要了解您個人對「老人」與「老化」具有多少的認識。 

 

以下各題沒有標準答案，請您儘可能地回答每一個題目。本問卷是採匿名

的方式實施，您的資料將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不會對外公開，所以請您放心

作答。感謝您撥冗填答本問卷！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  張楓明博士

研究生    鄭明麗敬啟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敬請在以下各題適當的方格內□打勾，或在線條上____填入您的答案，謝謝！) 
1. 年齡：(1)□30 歲以下 (2)□31~40  (3)□41~50  (4)□51~60  (5)□61 歲以上 

2. 性別：(1)□男       (2)□女 

3. 教育程度：(1)□專科(含以下)        (2)□一般大學校院 

(3)□師範校院            (4)□研究所(含以上) 

4. 任教領域：(1)□語文     (2)□健康與體育     (3)□數學     (4)□社會   

(5)□自然與生活科技   (6)□藝術與人文      (7)□綜合活動 

5. 居住地區：(1)□都市地區      (2)□市郊地區      (3)□鄉村地區 

6. 您個人與祖父母或 65 歲以上高齡長者相處互動的情形：  

(1)□非常頻繁    (每    天) 

(2)□很頻繁      (每週幾天) 

(3)□頻繁        (每月幾天) 

(4)□不頻繁      (每季幾天) 

(5)□非常不頻繁  (每年幾天) 

(6)其它(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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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您個人對老人與老化具有什麼樣的想法 

 
人老了，會變得怎樣呢？下列各題的陳述，您個人同意

嗎？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 我喜歡與老人們在一起 □ □ □ □

2. 我害怕當我老了之後，我所有的朋友將會離我而去 □ □ □ □

3. 我喜歡去拜訪我的年老親戚 □ □ □ □

4. 我從未曾謊報過我的年齡，以便顯得我年輕些 □ □ □ □

5. 我害怕當我老了之後，我將無法找尋到知足的喜悅 □ □ □ □

     

6. 當我變得越老時，我就越擔心我的健康 □ □ □ □

7. 當我老了之後，會有許多的事情佔據我的時間 □ □ □ □

8. 我害怕當我老了之後，過著別人為我做決定的日子 □ □ □ □

9. 我一點都不介意我年老的樣貌 □ □ □ □

10. 我喜歡與老人們交談與對話 □ □ □ □

     

11. 我對我年老的生活感到滿意 □ □ □ □

12. 我從不擔心於我的白髮與鏡中樣貌的變化 □ □ □ □

13. 當我和老人們在一起時，我感覺到很自在     

14. 我擔心我年老的時候，人們會忽視於我 □ □ □ □

15. 我從不擔心我看起來很老的樣子 □ □ □ □

     

16. 我相信我老了之後，我還是能夠獨立做許多的事情 □ □ □ □

17. 我害怕當我老了之後，我的生活會變得沒有什麼意義 □ □ □ □

18. 我對年老後的我感到滿意 □ □ □ □

19. 我喜歡幫老人們做事 □ □ □ □

20. 當我看著鏡子，我會擔心隨著年齡的增加，我的樣貌

會變得更老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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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您個人對老人與老化具有什麼樣的認識 

(是非題，敬請在以下各題的括號內，「對」的請打○；「錯」的請打Χ。謝謝！) 
 

1. (   )大多數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是身體衰弱，而且有健忘、判斷能力變差和

精神錯亂等情形。 

2. (   )在老年時，視、聽、味、觸、嗅覺等五種感覺會慢慢地變遲鈍。 

3. (   )大多數的老年人對男女之間的性行為沒有興趣也沒有能力。 

4. (   )在老年時，肺臟的重要功能會慢慢地衰退。 

5. (   )大多數的老年人經常覺得自己是可憐的。 

 

6. (   )在老年時，身體的力量會慢慢地衰退。 

7. (   )現在至少有十分之一的老年人是居住在養老院、精神醫院、老人之家等

長期照顧機構內。 

8. (   )比起那些 65 歲以下的年輕人，老年人開車時較少發生意外。 

9. (   )老年人的工作效率經常比不上年輕人。 

10. (   )超過四分之三的老年人健康良好可以參加正常活動，不需要任何的協

助。 

 

11. (   )大多數的老年人在適應變化上有困難。 

12. (   )老年人經常要花比較久的時間去學習新事物。 

13. (   )老年人要比年輕人更容易沮喪。 

14. (   )老年人的反應能力要比年輕人來得遲緩些。 

15. (   )一般而言，老年人的個性是很相似的。 

 

16. (   )大多數的老年人很少覺得生活無聊。 

17. (   )大多數的老年人是孤立的。 

18. (   )老年人發生工作意外的事件要較年輕人少些。 

19. (   )目前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已佔總人口數的百分之 20 以上。 

20. (   )大多數的醫生並不會優先替老年人看病。 

 

21. (   )大多數的老年人都比較貧窮。 

22. (   )大多數的老年人有工作、做家事、或到外面當志工的意願。 

23. (   )隨著年齡的增加，老年人對宗教會變得更虔誠。 

24. (   )大部分的老年人認為他們很少煩躁或生氣。 

25. (   )未來十年後的老年人，在身體健康和經濟能力方面，不會比現在的老年

人好，也許還會更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