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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學生學習需求及課程滿意度之研究－以台中市長青學苑學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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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近年來，因台灣高齡人口的快速增長，高齡教育也隨之蓬勃發展。其中長青學苑課程規劃日趨

多元，包含休閒技藝、實用資訊、預防保健、生活調適、健康促進等課程，吸引許多高齡者參與學

習。截至 2014 年，台閩地區包含金門縣及連江縣，均已設置長青學苑，共有 496 所，開設 6,059

班，該年參加人數達 203,519 人（衛福部，2013）。本研究藉由調查台中市長青學苑學生的學習需

求及學習後的滿意程度，探討中高齡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學習滿意度，以提供給相關單位規劃辦理高

齡教育之參考，茲將本研究目的具體列出如下： 

(1) 探討台中市社區型長青學苑學員學習需求與學習滿意度之現況； 

(2)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在「學習需求」、「學習滿意度」整體層面及各分層面的差異情

形； 

(3) 就台中市社區型長青學苑學員的學習需求、學習滿意度整體分析比較所得結論，提供推動

社區型長青學苑課程之實務性參考，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有關高齡者學習的具體建議，

以供有關單位之參考研究。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蒐集國內、外有關中高齡學生學習需求與學習滿意度的相關研究與文獻，作為研究的

立論依據，並取得碩士論文「高雄市社區型長青學苑學員學習需求與學習滿意度關係之研究」（陳

姿岑，2009）之問卷授權，採用問卷調查法的方式，針對台中市長青學苑的中高齡學生進行施測。

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料、學習需求及學習滿意度三部分，其中將中高齡學生的學習需求分為生活知

能、人際關係、自我實現、健康知識、休閒娛樂等五個層面；將學習滿意度分為行政措施、教師教

學、課程內容、學習成果、學習環境等五個層面。 

本研究以 104 年度台中市長青學苑學生為樣本，問卷共發放 280 份，回收之有效樣本 253份，

有效樣本回收率 90%。根據研究對象所填答的問卷內容以 SPSS 22.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資

料的分析，經由敘述統計、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 )

等統計方法，加以處理並分析，探討變項間的關係，驗證各項假設，以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中高齡

者在學習需求及學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3. 結果與討論 

綜合統計分析調查結果與研究發現，分別敘述如下： 

(1) 基本資料分析統計的結果：性別以「女性」居多，佔 71.9%；年齡以「70歲以上」居多，

佔 38.3%；健康狀況以「健康」居多，佔 56.9%；教育程度以「國中含以下」居多，佔 47.0%；

婚姻狀況以「已婚」的學生居多，佔 77.1%。 

(2) 中高齡學生在學習需求層面的總量表上的平均數為 3.97，標準差為 0.50，呈現高度需求。

學習需求層面平均數如下表 1，其中以「健康知識」、「人際關係」需求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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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學習滿意度層面的總量表上，平均數為 4.27，標準差為 0.45，呈現極高的滿意度。學習

滿意度層面平均數如下表 2，其中以「教師教學」及「學習成果」滿意度最高。 

(4) 在中高齡學生背景部份，其學習需求因年齡及婚姻狀況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5) 不同行政區在學習環境與行政措施二個層面的學習滿意度均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行政區

對學習環境及行政支援的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6) 不同性別、年齡、健康狀況、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在學習滿意度各層面均未達顯著水準，

顯示顯示個人因素背景與學習滿意度較不相關。 

表 1. 學習需求層面平均數 

 

表 2. 學習滿意度層面平均數 

 

根據本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下列建議供中高齡學習者課程規劃及學習輔導之依據與參考： 

(1) 目前長青學苑課程的開設，多以「休閒娛樂」及「生活知能」為主，宜多方考量學生的學

習需求取向，以提高其學習意願； 

(2) 學習滿意度方面，「行政措施」的滿意度明顯低於其他層面的滿意度，建議可簡化行政流程

並培訓志工主動提供高齡者服務； 

(3) 在學習需求方面，「人際關係」是僅次於「健康知識」需求度最高的，顯示中高齡者對於社

交活動的重視，建議高齡教育機構可多辦理活動活絡學習者間的關係，也有助於提升其學

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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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偏差 

生活知能 253 2.0 5.0 3.90 .69 

人際關係 253 2.0 5.0 4.20 .57 

自我實現 253 2.0 5.0 3.72 .65 

健康知識 253 1.6 5.0 4.24 .58 

休閒娛樂 253 2.0 5.0 3.78 .62 

有效的 N (listwise) 253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偏差 

課程內容 253 2.8 5.0 4.27 .53 

教師教學 253 2.8 5.0 4.52 .48 

學習環境 253 2.2 5.0 4.29 .54 

行政措施 253 1.4 5.0 3.95 .65 

學習成果 253 3.0 5.0 4.31 .49 

有效的 N (listwise) 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