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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學習者參與服務學習之經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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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內政部(2015)統計指出，臺灣高齡人口於 2014 年底已達 12%，即將於 2018 年邁向高齡社會，

由於高齡人口快速的增加，同時也伴隨著健保的負擔、退休生活安排、老人等問題的發生，高齡

議題顯為更加重要。近年來我國政府積極推動高齡學習，希望高齡者可透過學習，並將所學貢獻

於社會。而服務學習的產生是個人或組織透過有組織和有計畫的學習，並將在生活情境中所學的

知識與技能，產生有意義的服務經驗，以解決各種問題；同時在促進且培養其具有反思及與他人

合作的能力，以增進個人自我成長（黃富順，2002；Duckenfield & Wright, 1995; Gabelnick, 1997; 

Jacoby, 1996）。此外越來越多研究證實高齡者藉由參與服務學習，且將所學的知能貢獻與服務他

人，有助於其的經驗、價值和能力受到重視，進而對於社會產生影響力。如有研究指出高齡者從

服務過程中學習，以獲取專業知識；同時亦可以拓展高齡者的人際關係，使其更懂得如何與人互

動，以及人際溝通技巧，還有助於適應他們在晚年生涯的生心理變化，而這些都促使其增進智慧

以及促進個人生命的成長，使高齡者達到成功老化的生涯目標（朱芬郁，2004；盧國安，2013）。

因此，如何善用高齡者人力運用，使其在社會中發揮最大的功用是值得探討的議題。本研究旨在

瞭解高齡者進行服務學習的內容為何，以及探討其先進行學習再進行的服務特色為何，進而歸納

其進行服務學習後的收穫和對社會的影響力。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取向進行，透過焦點座談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得以蒐集大量的資料，並藉由

訪談的過程中，以瞭解高齡者進行服務學習的內容為何，以及探討其先進行學習再進行的服務特

色為何，進而歸納其進行服務學習後的收穫和對社會的影響力。本研究對象需符合以下條件：(1)

過去一年有定期進行服務學習的團體；(2)有透過學習後再實際進行服務之團體；(3)願意接受訪談

者。研究者最初協請台中、嘉義、台南和屏東地區的樂齡中心主任或服務學習團體的老師推薦符

合上述條件的訪談的對象。研究對象為 6組在過去一年有定期進行合作學習的團體，每組各 8 人，

共計 48人。本研究工具為自編的訪談大綱，訪談的問題，如：您們服務的內容有哪些？您們出去

服務之前有做什麼準備或訓練嗎?或是學習哪些內容？自從進行服務之後，您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

什麼? 

在資料分析方面，研究者先將焦點座談的訪談內容繕打成逐字稿，再依據受訪者所提出的關

鍵字，並依照該關鍵字詞設定成各種概念，或是將受訪者的一段話或句子作概念的歸類，進而將

訪談稿中的重要概念進行初步的編碼，其後，將相似的編碼進一步形成類屬，並且將相似的類屬

歸納為次主題與主題，最後以放置於研究者所設計的訪談資料表格中。另外，本研究將每位受訪

者進行編碼，並且將其所屬的服務學習團體編予代碼，B代表曲笛班、C 代表合唱班、D代表舞團、

L 代表排舞隊、R 代表律動班、V 代表樂齡志工隊，整個編碼分別為：服務團體代號-性別-年齡-

服務年資，如：V- F-54-4，表示為樂齡志工隊的女性 54歲，進行學習服務 4年的受訪者。 

3.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包含受訪者們的服務學習內容、服務的特色以及服務中所獲得之益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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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們表示服務內容包含至各安養機構、社區、學校和社會福利等相關機構進行政策

宣導、舞蹈、戲劇和曲笛表演、剪髮服務。 

 用藥組 4 位、安全組 4 位、健康操、排舞隊等，若社區需要哪一方面的服務，我們

就派哪一組出去服務。(V-M-56-5) 

 去 YMCA，兩次，表演給那個，關懷 YMCA，日照中心的老人。(C-F-65-3) 

(2) 受訪者們服務的特色是先以學習為基礎，先學習專業的知識和技能，再以團隊進行服務，

以提供專業品質的服務，進而將所學的知能服務於社區與貢獻於社會當中。 

 因為社大這邊在收第一期基礎訓練就進來了，接受基礎訓練和特殊訓練，然後訓練

回來後，我們就加入這個志工。(V-F-64-2.5) 

 平常就都有在練習，所以練到最後大家都很熟悉劇情，要出去表演隨時就出去表演，

因為劇情是固定的，然後按劇本去排練，到最後就不看劇本排練。(V-M-56-5) 

(3) 受訪者們在參與服務過程中，產生心理和學習增能方面之益處。在心理方面包含心情上

的喜悅、人生觀轉變、獲得成就感和榮譽感、有發揮的舞台、帶給他人歡樂，以及不怕

老和死亡；在學習增能方面則包括獲得專業知識、學習能力增加和可以相互學習，以及

可將所學習的知能再教導其他人，以貢獻和服務他人，並且能對社會產生影響力。 

 培訓可以增加知識、常識和技能，像是剪髮、造型氣球、跳舞、健康操，像我以前

都不會，所以現在這些知識、常識、技能都包含在裡面。(V-F-56-5) 

 我來參加後就覺得不會寂寞，而且我去表演看到台下的人很高興，我就會很有成就

感，我覺得我細胞就活化了，就變得更年輕。（M-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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