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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志工對高齡女性喪親者悲傷反應調適學習歷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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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與目的 

失落在人的一生中是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對個體而言它是始終存在且受其束縛，在個體的

生命歷程中，死別代表著是一種心靈創傷的失落、一種歲月流動的痕跡。Erikson 認為高齡期是生

命週期透過人生的最後階段（周怜利譯，2000）。高齡期在正常老化生命過程中，隨著時序年齡的

演化，因失落而悲傷是預期的經驗。因而，高齡者在個體的生命週期發展中，於晚年的正常老化

過程中會跨越成人生命週期中生理和認知能力的穩定性和變化，包括情感體驗和人格成熟度，但

在走向正常老化過程中，亦有引發生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危險因子，如晚年遭逢「喪親之痛」的

高齡者會增加心理障礙的發病風險。誠如 DeSpelder 和 Strickland (2005)所說：高齡期面臨的失落

模式包括：知覺、記憶漸進的退化或是其它因生理功能帶來脆弱性，亦或對依賴，孤立的無助感，

以及不斷面臨失去親人所引發失落的悲傷。 

在高齡期喪失親人的排序中，配偶死亡被認為是最為壓力的生活事件(Holmes & Rahe, 1967)。

可能引發嚴重的失落感，形成幸福感功能的降低以及需要承受到多重負面情緒經驗的干擾，包括：

悲傷，無助，恐懼，憤怒和憂鬱的困擾。同理，當高齡者的父母遇到子女非預期性死亡時，因親

子間強烈的依附連結，都會造成個體生命歷程中一個極為重大的失落（李開敏，1995）。因此，高

齡喪親者在面臨親人死亡後所引發強烈的負面情緒反應、偏差的認知行為以及異常的生理反應和

社會退縮時，其悲傷反應與調適學習歷程的重要性在於：(1)正常的悲傷反應是導引喪親者走出悲

慟的重要過程；(2)悲傷調適是喪親者自我重建的重要學習歷程。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3)婚姻狀況報告中指出，在現有的婚姻狀況中，女性喪偶機率接近男性

喪偶的二倍，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女性的生命期較男性長，再加上成年子女相繼的外出，家中成為

一個人留守的比率越發增多。因而，當高齡女性面臨喪親時，其悲傷與孤守家園成為晚年淒苦的

情景，微觀的生態圈越加的狹隘，情感也越加的孤立，悲傷反應與調適也想對的複雜和困難，因

而引發本研究對高齡女性喪親者悲傷反應調適學習的關注和研究動機，對於高齡女性喪親者喪親

之後的悲傷反應與調適學習之間歷程的關聯做為研究，其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瞭解高齡女性喪親者在喪親後之悲傷應。 

 探討高齡女性喪親者悲傷調適之影響因素。 

 探討促進高齡女性喪親者悲傷調適學習之相關策略。 

 探討高齡女性喪親者悲傷調適學習之促發因子。 

 提出協助高齡女性喪親者悲傷調適之具體建議。 

2. 研究方法 

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畢恆達，2008）。本研究採用

質性深度訪談法探討高齡女性喪親者，在喪親後處於悲傷與調適學習歷程中，所引發的相關狀態，

由於須透過喪親者本身自我述說來瞭解其過程的變化，故須以半結構式的個人深度訪談方式，採

一種受訪者能夠理解的語言方式，讓受訪者可以詮釋個體生命經驗，於訪談過程中，為雙方所築

構的共同意義是顯示於和諧、共享的脈絡情境中，產生出真實故事的現象本質，故須透過數次的

訪談，讓資料達到飽和，以取得研究資料來完成本研究論文，並以年滿 60歲以上之女性；喪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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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須滿四年以上；喪親後均參與志工之社會活動，為取樣標準並採滾雪球方式取得六位研究對象

之同意，共同參與本論文之研究工作。 

3.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結果如下： 

 高齡女性喪親者之悲傷反應歷程中，其表徵於對於死亡失落事實的接受度，反應於認知

行為的偏差、情緒轉換於負向、社會退縮以及生理的異常反應，對於死亡事實接受度較

差之喪親者於哀悼過程中轉變成複雜性的悲傷反應，須藉由醫療介入處置。 

 影響悲傷調適之因素，以喪親者個人特質影響最大，以個性的堅韌性表現出較強度者其

復原能力最快，其次是非預期性死亡之情境因素，但是對於臨終道別，研究對象均無此

行動作為。 

 積極的正向情緒走向與自我意識的體悟，是促進高齡女性喪親者學習提昇自我調適能力

相關策略之重要參考依據。 

 走入社會參與活動的實際接觸情景，是促發高齡女性喪親者悲傷調適學習走出失落悲傷

路徑之重要因子。 

綜合上述，高齡女性喪親者經歷死別的失落悲傷經驗，其悲傷調適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流轉是

呈現擺盪的情景，除了內在自我調適學習更需藉助於外在的社會支持系統來彌補內在的落缺，因

而加入志工行列的社會參與活動。透過群體機構的培訓學習，從中領悟到生命意義，於志工服務

的過程中，面對人與人之間密集的接觸與交流，從內心真摯的付出心力，幫助人群中的需要者，

利他的行為換來利己的開闊情緒與他人的尊敬而體認出自我生命的價值與歸屬感，助人者同理心

的理解，化解自我心中的失落悲傷之情。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具體可行的建議： 

 喪親後的高齡女性應積極尋求親人的陪伴以緩衝失落後的無助與孤獨感。 

 學習提昇自我獨立的能力是為尋求晚年自主、尊嚴的生活。 

 加入人群透過接觸的社會參與終身學習活動是晚年健康老化的原動力。 

高齡學是一門跨科技整合的學科，本論文旨在研究高齡期之女性喪親後心理之轉換，以高齡

心理學和高齡學習之觀點針對其身、心理健康做出研究論述，期能補足福祉科技著重硬體設計之

缺口，進而提供高齡者全面的關注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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