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臺灣地區的老年人口，民國82年9月佔總人口數的7％，已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的

高齡化社會指標；民國93年10月底老年人口共有213萬7661人，佔總人口數的9.43％；民國

100年底老年人口共有252萬8249人，佔總人口數的10.89％。根據推估，到了2026年，我國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數將佔總人口的20％以上，亦就是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位是超過65歲以上

的高齡長者，這樣的高齡化成長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國家。即將到來的高齡社會，如何能夠

活得長久又健康，應是臺灣社會未來因應高齡相關服務亟欲努力的工作面向與思考觀點（內

政部，2012）。

近年來，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相繼將老人教育政策列為國家發展

重點策略之一。1991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老人綱領」；1992年發表「老化宣言」；1996年

國際老人會議重提「老人人權宣言」；1999年定為「國際老人年」。我國自1990年，教育部

訂定「老人教育實施計畫」，其目標為協助老人經由再學習、再社會化的過程，達成良好的

社會適應及自我實現目標。

1993年，我國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相關政策以社會福利與醫療照護居多，為因應高齡

化社會來臨，唯有透過教育方式，才能使民眾瞭解臺灣正面臨快速老化的考驗；也唯有靠教

育的力量，才能使民眾具備正確態度來看待老化現象，以及具備適應高齡化社會的能力（許

銘恩，2011）。教育部「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將老人教育的施行視為全

民教育，並揭示四大願景為：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尊嚴、社會參與；而其最重要的施

行意義則在於保障老人學習權益，使老人享有終身學習的機會（教育部，2006）。

事實上，各先進國家在因應高齡社會來臨之際，重要的對策之一就是學習機制的建立與

機會的提供，以鄰近的日本來說，在2001年訂頒的「高齡社會對策大綱」的五大對策中，即

強調「學習及社會參與」一項，足見參與學習在高齡社會中的重要性。事實上，社會人口結

構的變化，對經濟、醫療及家庭產生極大的衝擊，照顧日益增多的高齡人口，已非個別家庭

所能負擔，政府和社會的介入，有其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在人口快速的老化的今日，老人的

問題與需求應該是政府要積極策劃和推動的。高齡人口的增加，對於高齡者參與學習的需求

將獲得重視，透過對高齡者學習需求的了解，規劃出合適的高齡者學習教材，及營造適合高

齡者的學習環境。另一方面，學習內容是吸引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之關鍵，教育專業人員需

要瞭解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及其參與意願，以之作為課程設計的依據。

貳、	 高齡學習與成功老化的相關概念

一、高齡學習
教育與學習活動必有其目的性或價值性，教育的本質，黃光雄認為是人類求好

的歷程與成果，杜威界定教育是體智德等正向的經驗發展，教育的對象不只侷限於

兒童的學校課程，而是全人格的、全民的終生教育，因此教育包含了兒童教育、成

人教育及老人教育（黃光雄，1991）。學習是「個體因經驗而使行為產生較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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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歷程」，人的成長過程，即是不斷學習改變的歷程，改變是為了更好、更高

的品質的生活，因而不斷的累積知識或增長智慧，終身學習是生命發展任務中必要

的活動（黃富順，2004）。 

高齡者接受繼續教育是社會公平的展現，保障高齡者的學習權，不只是一種

社會福利，也是社會資源再使用，使老人不再只是社會負擔，亦是社會貢獻者（楊

國德，2008）。高齡者接受教育與學習是完整人生的一部份，老人學習通常主動性

高，參與學習的動機較為明確，如能運用其參與學習動機設計規劃教學課程，達到

教學的目的，必然能使高齡學習滿足生命發展之歷程。

英、美、德、日、韓等國的比較研究證實，老人參加越多的學習活動，就越

能融入社區的生活，對於身心健康產生極大的幫助，所以讓老人繼續學習並在社會

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減少社會福利以及醫療照顧的支出（楊國德，1999）。換

言之，透過學習，高齡者可以吸收新的知識，有助於老年人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

亦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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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的參與，有助於促進

高齡者晚年生活的適應，在高齡化社會中，除了推動實質而健全的醫療與經濟保障

外，為使高齡者因此能夠開創美好的晚年生活，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與環境自是勢

在必行，若能確切去瞭解現今高齡者參與學習的情況與需求，對於高齡教育與服務

的推展必然會有莫大的助益。透過不斷地學習，高齡者豐富了生命內涵，增進了人

際互動，也在知識更新的過程中，開發個人潛能，提升生活品質，臻至成功老化的

目標（劉宏鈺、吳明儒，2012）。

二、成功老化
Rowe及Kahn（1987,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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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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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ther（2002）提出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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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健康的正向

影響。 Baltes(1990)提出選擇、補償、與最適化理論（The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簡稱SOC模式）則展示了如何達成成功老化的

具體作法，強調透過三種策略促使成功老化，包括（1）選擇（sele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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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res（1999）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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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看待成功老化這件事有重要之影響（陳麗

光，2011）。

成功老化取決於個體的選擇和行為，強調個體的自主性，只要個體想要進行成

功老化，即可藉由自身的選擇和努力而達成。國外相關研究指出，透過教育方式可

以延遲身體老化、避免心理與社會老化，進而促進成功老化，做到避免疾病、維持

高度的身心感知功能、持續的參加社會活動與追求正面靈性，促使老人身心靈健康

（Crowther et al, 2002；Mary et al, 2007）。高齡者為了因應老年期發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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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某些特殊的教育需求，McClusky於1971 年在「白宮老人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on Aging）上，提出高齡者參與學習的四種學習需求：應付的需求、表

現的需求、貢獻的需求、影響與超越的需求（魏惠娟，2008）

1991年在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聯合國老人綱領」提出包括獨立、參與、照顧、

自我實現與尊嚴等五項要點。自我實現原則即是表示，老年人應該尋求得到充分發

展潛力的機會、老年人應該獲得社會教育、文化、精神和休閒等資源。提供適當的

環境使得老年人得以享有上述之需求原是老人應有的權利，高齡者的學習不只是國

家所應提供的社會福利，更是促進終身學習、促使國民成功老化的決定要素。

參、	 高齡學習與成功老化相關探討
Charbonneau-Lyons（2002）、Fallon（1997）和Wacks（1990）均指出學習因素的重要

性，強調持續投入學習或社會活動，保持心智和生理的活躍，並持續發揮認知功能，有助於

高齡者尋求個人的意義觀點及自我認同，進而邁向成功老化。在人口高齡化及倡導終身學習

的社會中，高齡者參與學習已逐漸成為一種風潮，然而，仍有許多的高齡者不知學習的重要

性，社會上仍亦存在著許多歧視高齡者的刻板印象，爲了不讓「高齡學習」成為一種口號，

同時讓高齡者重視學習，並樂於參與學習，成為「樂齡學習」者，因此，探討高齡學習與成

功老化的關係即成為重要的關鍵。以下分別就解決發展任務、提高生活滿足、發揮智慧結晶

三方面觀點，對於高齡者參與學習對於達成成功老化進行探討。

一、解決發展任務
在老人教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就是強調生命全程發展觀點的重要

性。生命全程發展觀點假設，伴隨著生命旅程的進展，將會產生發展性的改變，這

些改變是多面向的，包括質與量的變化、某些功能的增進、某些功能的衰退等。因

此，胡爾（Houle）1974年即提出，應隨著生命週期不同階段的主要發展議題，而

提供相關的教育活動。他更進一步地建議，老年初期的教育活動應以個人的自尊、

生活滿意、身心的活躍及社會參與等議題為主要考量（Pearce,1991）。由此可

知，生命全程發展的觀點不但支持高齡者必須參與繼續學習，更強調生命全程發展

過程的不同階段應有不同的學習重點。

根據諾爾斯（Knowles, 1990）所提「成人教育學模型」的假設之一，強調成

人學習者的學習準備度為因應社會角色的發展任務，亦即，成人發展到某個階段

時，該階段的發展任務會促使成人去學習與該任務有關的事物，期能協助個體有效

地因應生活。若進一步依發展心理學家Erikson的觀點而言，高齡者正處於成年晚

期，且面臨自我統整與悲觀絕望之發展危機，Erikson認為，當成人進入生命發展

的最後階段，應認為他們的生活是統整與一致的，且必須接受自己的生活並從中發

覺意義。此外，Erikson也強調：持續參與社會或學習活動，乃是晚年生活充滿活

力的重要關鍵，因為藉由這些活動之參與，有助於高齡者將危機化為轉機，進而

讓高齡者有連慣性及整體性的感覺（Talento, 1984；Mattingly, 1989；Weiss-

Farnan,1989；Wolf,1990）。

此外，哈維赫斯特（Havighurst,1972）在其「發展任務與教育」書中強調個

體隨著生命週期的轉變，將伴隨著不同週期的發展任務，且將呈現一種學習的準備

度與可教時機。若以六十歲作為分界點，正處於哈維赫斯特所指的成人發展階段

之晚成年期，其發展任務包括：適應體力與健康的衰退、適應退休及收入的減少、

適應配偶的死亡、與同年齡團體建立良好的關係、有彈性地接受並適應新的社會角

色、建立滿意的生活安排。因此參與學習有助於高齡者成功地因應這些發展任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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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Mattingly, 1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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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o,1984；Pearce, 1991），進

而解決其發展任務。

二、提高生活滿足
胡爾（Houle）在1960 年代初期所提出的三分類型動機理論，將學習者分成

三種動機類型，（一）目標取向的學習者：將學習視為達成某種目標的方法，而且

此項目標是相當明確而具體的；（二）活動取向的學習者：重視參與學習活動過程

中所具有的意義，而較不在乎學習活動本身的目的或內容；（三）學習取向的學習

者：以追求知識作為其參與學習活動的主要理由（Mattingly,1989）。根據Houle

的三分類型論得知，學習取向的學習者，以追求知識為主，看重學習的成果，強調

藉由學習活動之參與，可以獲得知能的充實，這些獲得的知能，可轉而應用在生活

上，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問題，或提高生活的水準，因而使生活更加滿意，進而使其

決定或持續參與學習活動。更確切地說，此一觀點強調，參與學習活動的理由在於

增長知能，因為知能的增長，有助於高齡者適應環境，更有助於開發潛能及自我成

長，因而生活滿意度就會提高，這是偏向結果的觀點。

再者，根據Houle的三分類型論得知，活動取向的學習者，以社交互動為主，

看重學習的過程，涉及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自我與學習環境的平衡狀態，強調在學

習情境中與其他人進行互動，此一過程讓高齡者覺得快樂，進而使其決定繼續參

與學習活動。更確切地說，此一觀點強調，參與學習活動的理由在於活動本身的意

義，亦即，在參與學習活動的過程中，能帶給高齡者快樂，使其樂於參與，因而能

促進生活滿意度之提高。

綜合上述，不論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的理由在於增長知能，或在於活動本身的

意義，均強調藉由學習活動之參與有助於提昇高齡者的生活滿足，而且，根據研究

指出，參與學習活動的高齡者，生活滿意度高於未參與者（林麗惠，2002）。由此

可知，在瞬息萬變的知識社會中，高齡者必須隨時更新既有的知識或技能，並強化

自己對社會變遷的適應能力，以期跟上時代的潮流，進而創造生活的新契機。

三、發展智慧結晶
卡提爾（Cattell）與荷恩（Horn）所提流質與晶質智力的概念，已打破傳統

對於老化的迷思—老狗不能教以新花樣與刻板印象—認為智力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

下降（Talento, 1984；Mattingly, 1989）；另一方面，根據Baltes（1990）將

智慧定義為：能在重要而不確定的生活事件中，善用知識且做出正確的判斷與抉擇

之能力，此一能力有助於個體將知識運用在日常生活中，以培養特別的洞察力，進

而協助人們在不確定及複雜的情境中，做出正確的判斷與選擇。由於高齡者在老化

的過程中，如何藉由不斷地學習，使自己安然度過生命中最後一個階段的挑戰，乃

是高齡者必須面臨的當務之急。Baltes（1990）同時也強調：高齡者若能將其累積

的經驗，作為修正知識的基礎，將能不斷提昇其智慧，進而發揮其智慧結晶。由此

可知，高齡者有必要藉由繼續學習，將各種豐富的經驗與累積的知識加以融合並統

整，以形成更高一層的智慧，作為解決問題或創新事物之根基。

綜合以上，就生命全程發展觀點而言，藉由學習活動之參與，將有助於高齡

者重新確認個體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就提高生活滿足的理念而言，參與學習將有助

於高齡者因應瞬息萬變的生活環境；再就參與學習有助於高齡者發揮智慧結晶而

言，藉由繼續學習之參與，將有助於高齡者生活地更有趣、更有用且更能發揮功能

（Henry, 1989；黃富順，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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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Peterson（1990）認為高齡教育的目的，在於為新的社會角色做準備，如擔任志工的角

色，由內在的探索而獲得心靈的成長，防止身心與社會能力的衰退，以發現生命的意義。黃

富順（2004）提出高齡者學習的最高目標在於充實自我，達成自我實現，能作自我超越，發

現生命的意義，這也是因應高齡化社會的最高原則與精神所在。教育部（2006）於邁向高齡

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提出高齡教育政策之目標如下：（一）倡導老人的終身學習

權益；（二）促進老人的身心健康；（三）維護老人的自主與尊嚴；（四）鼓勵老人社會參

與；（五）強化老人的家庭人際關係；（六）營造世代間相融合的社會；（七）提升老人教

育人員之專業素養。綜合上述各學者和教育部政策目標可知高齡學習所所注重的目標包括：

參與學習活動、持續社區參與、身體健康、人際互動、新的社會角色、生活滿意度、接受老

年生活從中發現意義、追求自我實現等八項。

高齡社會的主要特徵，就是高齡人口的增加與少子化，這些眾多的高齡者，須透過教育

之管道，來提供其生活必要的知能；也更需要透過教育來培訓高齡者再就業所需的知識及技

能；也要經由教育的途徑，來充實其承擔社會志工角色的能力。因此高齡社會的來臨，更加

凸顯了高齡學習的重要；而高齡教育的辦理，更是迎接高齡社會的重要策略，各國在面臨高

齡社會來臨之際，其重要的對策之一就是提供學習的機會。高齡者是社會重要人力資源，不

是社會的負擔，高齡者能繼續學習且必要參與學習，高齡者應打破不須要再學習或無法學習

的迷思，繼續參與各類服務或學習性活動，必能使高齡生活更健康，更加活躍老化。

  在瞬息萬變的知識社會中，高齡者必須隨時更新既有的知識或技能，並強化自己對社

會變遷的適應能力，以期跟上時代的潮流，進而創造生活的新契機。是以，參與學習對於高

齡者來說，乃是必要且必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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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更能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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