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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對老人認知與服務老人意願之研究－以彰化某國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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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台灣自 1993年起邁入國際衛生組織(WHO)定義之高齡化社會，65歲以上老人所占比率在 2013

年年底已達 11.5％，經建會推估預計將於 2018年及 2025年分別邁入高齡社會(14%)及超高齡社會

(20%)（內政部統計處，2014）。此外，我國平均每位育齡婦女一生所生嬰兒數（總生育率）至 2010

年人口僅增加 0.18％創歷年新低，人口結構朝少子女化與高齡化快速轉型（社會指標統計年報，

2010）。面對此社會趨勢，兒童擔負著未來撫養老人的重責大任，因此探討兒童對於老人的認知與

服務老人意願是值得研究的議題。自老至幼的讓國人接受老化知識，具備正確的老化觀念，才能消

除年齡歧視，進而迎接高齡社會的各種挑戰（黃富順、黃明月，2006）。本研究之目的在了解學童

目前所具備的老化知識與服務老人意願之相互關係與現況，並想了解學童背景變項及其老化知識

能否有效預測服務老人的意願，根據研究結果及發現提出建議，以供教師、家長及相關單位作為輔

導學童之參考。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研究者服務地區之國小學生進行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

五、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問卷量表改編自陸洛、高旭繁(2009)所編製的「台灣民眾對老人的態

度量表」、Polizzi (2003)所編製 Assess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Elderly 及 Palmore (1977)老人態度研究

量表。研究架構如表 1。研究計畫經過校方的行政同意與倫理審核通過後再執行，向研究對象說明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問卷內容，由研究對象自行填寫問卷收集資料，發出 248 份問卷，回收計

20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2%。回收之問卷資料採 SPSS 17 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本研究採

取結構式問卷進行調查，研究工具包括個人背景因素、與老人相處經驗、對老人的認知及服務老人

之意願四部分。 

 

 

 

 

 

 

 

 

表 1. 研究架構 

    背景變項  

‧性別    

‧年級      

‧慣用語言 

‧父親的教育程度    

‧母親的教育程度 

‧父親的職業類別     

‧母親的職業類別 

‧父母親的教養態度   

‧受(外)祖父母照顧的時間 

‧與(外)祖父母的親密程度 

‧與其他老人的見面次數 

‧與其他老人的相處情形 

 

 

   對老人的認知 

‧生理層面的老化知識  

‧心理層面的老化知識 

‧社會層面的老化知識 

服務老人意願 

‧陪伴協助活動 

‧照顧服務 



小學生對老人認知與服務老人意願之研究---以彰化某國小為例 

2016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國際研討會暨大師級講座  134  http://journal.gerontechnology.org.tw/ 

3. 結果與討論 

綜合本研究結果，研究者歸納出以下結論： 

(1) 研究對象對老人的認知現況：研究對象的老化知識程度為中等偏低，答題正確率平均為

50.16%。在各層面中，以「生理老化」層面的得分最高，其次為「心理老化」，而「社會老

化」層面的得分最低。 

(2) 不同背景變項的研究對象在老化知識之差異情形： 

a. 生理層面的老化知識方面，六年級學童 得分顯著優於五年級學童； 

b. 心理層面老化知識方面，女學童優於男學童，家裡使用閩南語族群者優於使用國語族群

的研究對象； 

c. 在社會層面老化知識方面，不同背景因素的研究對象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  

(3) 對老人認知與服務老人的意願之間的相關性：研究對象的老化知識與服務老人的意願之間  

有顯著正相關，顯示當研究對象的老化知識程度愈佳，服務老人的意願也愈提高。 

(4) 研究對象對於服務老人的意願現況：學童對服務老人意願呈現正向意願，其中以「陪伴協

助活動」構面得分最高，顯示陪伴協助活動方面有顯著的正向意願，其次為「照顧服務」

構面。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建議，以供相關單位輔導學童及未來相關研究之參考： 

(1) 在學童對老人認知方面：由研究結果中發現：學童對老人的認知，大多以外在動作為主要

的評斷標準，所以，建議教育單位在課程規劃方面，從小學起即規劃有關老化的相關課程，

以建立學童對老人的正確態度，另外於大眾傳播媒體方面，亦進行與老化相關之宣導活

動，以建立國人對老人正確的認知知識。 

(2) 對未來相關研究之建議： 

a. 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僅限於彰化縣員東國小五六年級學童 248 位，未

來研究似可考慮將對象擴大至其它不同地區（如都市、城鄉、山地或離島），以比較不

同地區學童對老人的認知及服務的意願； 

b. 在研究變項方面，由於人力、物力的限制，本研究只探討學童對老人的認知與服務意

願，故在研究變項上，無法進一步更深入探討。建議後續研究者日後可以考慮進行有

關兒童對老人不同性別等背景變項者的態度，甚至，可以比較由祖父母扶養的單親兒

童做為調查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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