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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師在地老化與機構老化意願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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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退休教師對退休後的生活安排。研究者在教師退休聚會中提出此議題，獲得

廣泛討論，不同意見互相激盪。於是，觸動研究者探討退休同仁們在「在地老化」與「機構老化」

二者中的意願取向。以利日後同仁安排退休生活之參考。 

2. 文獻探討 

(1) 在地老化的意義與優缺點 

吳淑瓊和莊坤洋(2001)認為老人應在其生活的社區中自然老化，以維持老人自主、自尊、隱私

的生活品質。在地老化的優點，是讓老人有落地歸根的安全感、自在感。但也必須要有配套

措施。我國政府有社區長期照護，在地關懷據點，社區教育資源等政策，可彌補其不足之處。 

(2) 機構老化的意義與優缺點 

「機構老化」就是老人家必須離開其原來的居家環境，而集中居住機構之中。其優點是有配

合老人需求打造的安全舒適生活空間，提供完善的生活照顧、醫療照護、餐飲服務、社會資

源、休閒活動及成長課程等，給予入住長者無微不至、有如家人般溫馨貼心的照顧。優點很

多，但這種「最受束縛的照顧方式」，亦是其缺點。缺點有(1)入住有資格限定的；(2)費用高。 

3. 研究方法 

研究者利用半結構式訪談五位學校退休人員，究竟在地老化或機構老化，何者是他們的首選？ 

(1) 張主任－退休後搬回老家建新房子和父母同住。孩子一在國外，一在台北，未婚嫁。父

母於一年前先後別世，目前夫妻皆教師退休，分別滿 69 及 65 歲，居住在老家，附近有

大型醫院。 

 訪談內容：張主任說目前支持在地老化，因為我好手好腳，行動自如，有車可以開，

有電腦手機可以與在遠地的家人、朋友聯繫；老家地方空曠，當初建屋時就考量到

父母進出的方便性，及生活的安全性了，因此在地老化是我的選擇。我家附近也有

大型醫院，社區老人日托，但目前我用不上，將來如何未知。 

(2) 曾老師－82 歲，獨居。退休五年時喪妻，單獨陪高齡老母生活，後來老母因病，他無法

單獨照料，送母親至安養院也天天前往見面陪伴。目前居住在公寓三樓。兒女住台中市 

 訪談內容：曾老師說參加養生村體驗生活後曾考慮機構式安養，但不是現在。因為

我目前住的地方就在街上，生活機能良好，進出騎腳踏車，走走路，就幾乎都可以

解決了。雖然住在三樓，但每天爬上爬下都沒問題。回學校退休會騎腳踏車就可以

抵達，總之，目前生活可以自理，行動又自由自在。 當然目前的我是選在地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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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樓梯爬的很累，行動不便的那一天到來時，機構式老化，仍是必要的考量。費

用應該還負擔得起。 

(3) 閻教官－年 60 歲，與妻子居住在曾生活近 30 年的房子。孩子兩人已婚，都住在外地，

他們夫婦幫忙帶孫子。 

 訪談內容：閻教官支持在地老化，生活自在又方便；今天能在退休會和大家每週見

面，說說笑笑，就是還住在老地方。機構式老化是很棒的理想，但我是退休教官，

負擔太重。我認為在地老化應該沒有問題，因為政府有居家服務的配套措施。 

(4) 周秘書夫婦－皆年滿 65歲。目前夫婦居住在已住二十年的房子。獨子在美國就業多年，

是否回國尚未知，若回國內發展，肯定不是在他們目前居住的地方。 

 訪談內容：周秘書說目前的退休生活很滿意，進出在我們工作及生活二十多年的區

域，很自在很愉快。孩子在國外，我們將探視當作深度旅遊。除了生活方便，也當

志工，也有參加讀書會，合唱團，覺得在地老化很好。孩子真的回國發展，我們依

然選擇在地老化。但若到我們行動有不方便，健康有問題，會考慮機構老化，因為

年輕人一定要打拼，老年人找合宜的機構生活，經濟負擔的起。 

(5) 趙老師－先生 70歲，她 64歲，皆公教退休，兩個兒子已成年未婚，在外地工作。 

 訪談內容：趙老師說我目前是支持在地老化，因為家父高齡 102 歲一直住在中興新

村因對周圍環境很熟悉，還有一些老同事，我們姐妹輪流回家陪伴，我覺得在地老

化正是老父可以高齡的原因之一。但我自己也想過，我年老行動不便時，我的兒子

媳婦會這樣照顧我嗎?他們能安心發展，我也安心；我若生活開始因健康不佳產生不

方便，我會考慮去安養機構生活，費用應該能夠負擔。 

4. 結果與討論 

從在地老化的優缺點，機構老化的優缺點，以及五位被訪談的內容得到以下的結果： 

 當受訪者身體健康時，大多傾向在地老化。五組被訪談者都是身體健康，行動自如，且

目前都是在地老化。居家環境若有安全設施，又鄰近大型醫院，選擇在地老化。 

 當受訪者身體稍有不適時，機構老化的意願會逐漸增強。第二、四、五組皆認為當年紀

漸長，只要身體健康有問題，行動上有不方便，他們會為了孩子考慮去機構安養老化。 

 經濟因素是決定他們選擇在地老化或機構老化的重要因子。第二、四、五組皆認為金錢

的負擔沒有問題，因為皆領有月退休俸。第三組認為他不會去機構安養是經濟上不可能。   

 政府應對高齡者的老化需有相關的配套措施，與建立友善的老化環境。第三組認為若政

府有配套政策，那在地老化是最好的選擇。另若有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與相關產業，提

高銀髮族的生活安全性，支持性，在地老化亦是好的選擇。 

 由上推知退休教師在地老化，機構老化的意願選擇是建構在(1)身體的健康程度；(2)經濟

的考量；(3)政府的政策；(4)生活上有更多有助於銀髮族方便、安全的輔具發明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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