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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實務社群組織與一般正式組織不同，依據 Wenger (1998)，實務社群的互動方式具備相互投入、

聯合願景、共享智庫等三大特徵，這類社群組織強調成人學習者的非正式學習，一群志同道合的

社群成員，來自各個領域，為了對特定興趣的鑽研，志願投入社群活動，共同分享實務經驗並精

進專業。由於持續的互動與做中學，加以成員的主動參與，實務社群因此能使特定的專業技能在

相互研討過程中逐漸加深加廣，因而形成知識並強化學習(Wenger & Snyder, 2001)。在商業上，實

務社群促進 Oracle 公司程式設計師們的相互討論與實務分享，因而得以建立共享的資料庫，提升

企業內知識交流的效率(Probst & Borzillo, 2008)。在教育界，布萊登大學透過實務社群的運作，使

教師的教學經驗充分分享，因而促進了教師的專業成長(Jones, 2010)。Ho et al. (2010) 則為保健專

業發展數位實務社群準則，發展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體系，並利用實務社群促成社群內部與外部

的繼續專業發展。高齡者儘管可能已經從職場上退休，然而因其多年的社會歷練，挾帶豐富的專

業知識與社會知能，若能藉由實務社群的參與，使其多年的知識與經驗得以分享或保留下來，一

方面具有傳承的意味，另一方面也能提升並延續其社會價值，究竟高齡者在其所屬實務社群中學

到了什麼? 本研究試圖從實務社群的三大運作特徵，討論高齡者在該運作特徵下的學習，包括以

下三個研究問題：(1)高齡者在實務社群的相互投入過程中學到了什麼？(2)高齡者在實務社群的聯

合願景形成過程中學到了什麼？(3)高齡者在實務社群的共享智庫形成過程中學到了什麼？ 

2. 研究方法 

為了呈現完整個案，研究者透過訪談法蒐集資料，以半結構訪談方式進行，針對自主性高齡

國樂團、樂齡學習中心自主學習團體、機構內高齡志工等三種群體，各選取 2 團具代表性的實務

社群進行研究，每團訪問 4人以上，包含社群領導者 1人、資深成員 2人、資淺成員 1-2人，共 6

團 25 人，如表 1。 

表 1. 受訪者與受訪社群 

本研究三種 

實務社群 

自主性高齡國樂團 樂齡學習中心 

自主學習團體 

機構內高齡志工團 

經費來源 自行支付經費 部分補助經費 機構支持經費 

運作方式 社群獨立運作 部分依從贊助者規範 多數依從贊助者規範 

訪談社群數 2團 2團 2團 

受訪者 

 

A1L1-15 A2L1-12 B1L1-5 B2L1-8 C1L1-5 C2L1-8 

A1S1-09 A2S1-12 B1S1-5 B2S1-5 C1S1-4 C2S1-6 

A1S2-11 A2S2-10 B1S2-4 B2S2-6 C1S2-4 C2S2-4 

A1J1-05 A2J1-07 B1J1-2 B2J1-2 C1J1-2 C2J1-1 

 A2J2-05     

各社群之受訪

者組成 

領導者 2人、資深 4

人、資淺 3 人 

領導者 2人、資深 4

人、資淺 2人 

領導者 2人、資深 4人、

資淺 2人 

共計 6團、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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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過程兼採錄音與田野筆記並行的方式記錄田野資料。研究者徵得受訪者同意，全程錄音，

轉騰為逐字稿之後，並請受訪者確認。田野資料進行開放性編碼，而後依據各面向的引導邏輯加

以整理與歸納，進行主軸編碼與選擇性編碼。 

3.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高齡者經過實務社群的三大運作結構，學會了相互比較、自我調適、自我期許、

平等討論、自我反思、合作學習、實務分享、相互信賴、習慣養成等。茲列示如下： 

(1) 經由相互投入學會─比較、調適、自我期許： 

a. 相互比較，學會如何自我鞭策，求進步； 

b. 學會如何扮演角色，調適緊張，以達成共同目標； 

c. 學習如何鞭策自己，真正在退休生活中活出自己。 

(2) 經由聯合願景學會─比較、平等、反思： 

a. 比較自己與他人形成聯合願景； 

b. 比較不同團隊以形成聯合願景； 

c. 平等討論以評估聯合願景； 

d. 自我反思而接受聯合願景 

(3) 經由共享智庫學會─合作、分享、信賴、習慣： 

a. 合作學習形成共享智庫； 

b. 實務分享形成共享智庫； 

c. 信賴感的建立； 

d. 持續習慣的養成。 

上述在運作過程中的學習係因實務社群提供了循序漸進的環境，特別是組織文化以及領導者

對於學習環境的建構。借用 Wenger (1998)的論點，這是一種合法週邊參與的過程，首先，資深者

帶領資淺者，使任何新進成員進到實務社群時，立即感到一種文化的引力，而讓成員由邊緣逐漸

游往核心。其次領導者伴隨組織文化所推動的一些環境影響也直接影響這種合法週邊參與的過程，

這是一種牽動的力量。結合上述「牽」與「引」的過程，高齡者在社群環境中逐漸進行社會學習，

見賢思齊，看到別人的優點會試著模仿；會產生緊張感而促使其持續強烈的學習動機；會鞭策自

己，讓自己在退休生活中活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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