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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中高齡退休者的服務學習經驗之探究 

丁居倫 

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探討南部某地區「六個服務學習機構」的中高齡退休志願服務者服務

效益，並針對 20位已退休並繼續在服務機構奉獻之退休者為研究對象，藉以瞭解退休者參與學校

服務學習經驗之特性，包含服務動機、型態、方式、效益等經驗。研究結果發現，在服務學習經驗

部分：(1)願意繼續服務的原因主要來自外在因素驅使；(2)退休者通常有一種以上的學習類型，又

以經驗學習最為普遍；(3)服務學習途徑以非正規服務學習方式為居多。在服務學習效益部分：(1)

退休後繼續服務學習可產生全人、家庭及社會三方面的效益；(2)退休者在志願服務過程中的學習

與成功老化元素有關。 

關鍵詞：退休、服務學習經驗、服務學習效益 

1.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2017)資料顯示，臺灣地區 106 年 8 月時，老年人口 65 歲以上者 320.5 萬

人，占總人口 13.6%，106 年 8 月底我國老化指數為 103%，且我國老年人口數首次超過幼年人口

數，預估至 2018年將超過總人口數的 14%，正式步入「高齡社會」。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人口快

速老化、壽命逐漸延長之際，實際退休年齡卻較法定退休年齡早。近幾年來，台灣社會不僅在人口

結構方面有快速老化的趨勢，退休年齡也普遍較法定年齡提早許多。內政部統計處(2017)指出，國

人平均餘命為 80.2 歲，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指出，國人退休平均年齡為 58.6 歲，但臺灣平均餘

命為 80.2歲，預估退休後至少有超過二十年的生活需要面對。 

從成功老化的角度來看，這一群 50 歲以上的中高齡退休人口，蘊藏著無限有待開發的人力資

源。如何針對高齡社會中雄厚的高齡人力，開發這股人力資源做有效的規劃與運用，使退休人力不

至於閒置，進而服務他人、奉獻社會，應是邁向高齡社會最值得關注的課題之一（胡夢鯨、王怡分，

2016）。因此，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以成功老化的概念為基礎，探討已退休者的服務學習經驗時所

產生的效益，希望從其服務學習經驗與效益當中，找到一些線索，可以緩解未來的高齡人口的人力

運用，強化高齡者照護服務與管理以及作為日後屆退人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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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此高齡化趨勢影響極為深廣而多面，雖然目前政府已經開始正視高齡化的現象，然

而，退休後生涯應該如何度過，退休後是否仍願意服務學習，就成了邁向高齡社會一項值得關切的

議題。不過，也有一些研究顯示，退休者願意在退休之後，繼續再學習、再服務或再就業。例如，

有些研究再就業經驗（吳淑妃，2014；徐嘉璘，2009；黃緻茵，2014；顧秀琴，2006），有些研究

自我學習經驗（陳美惠，2007；黃美津，2014）等。在上述這些相關研究中，直接針對已退休者，

探討其服務學習經驗及成功老化之研究，仍然付之闕如。本研究屬於試探性研究(ex:lonaton. 

ex:eniment)（黃寶園，2006），擬以退休者為對象，進而驗證 Ro/e和 Katn (1998)達到成功老化必

須包含三個條件：降低疾病和失能風險(lo/ :nobabilit. of diseases and disease-nelated disabilit.)、維

持心智身體功能 (tigt cognitive and :t.sical functional ca:acit.)、積極參與晚年生活 (active 

engagement of life)的策略理論模式，顯示出退休人力可以再加運用，成為一股重要的人力資源，然

而，究竟國內實際的情況如何呢？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要應用成功老化觀點，針對臺灣「已經退休」

的族群，以作為了解退休者的退休規劃狀態之參考。本研究目的包括：(1)探索中高齡退休者參與

服務學習經驗，包含：服務動機、類型、方式等經驗；(2)分析中高齡退休者參與學校服務學習效

益；(3)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提供國內服務機構及教育訓練機構對於退休者輔導參考。 

3. 文獻探討 

3.1 成功老化 

Ro/e 和 Katn (1998)定義成功老化為具有能力維持以下三個關鍵的行為或特性：疾病或失能

的低風險、心智與身體的高功能、以及對老年生活的積極承諾，三者交集俱皆達成時即為最成功的

老化狀況。說明如下： 

疾病與失能的低風險 

這是成功老化三元素當中的最基本也較容易達到的層次。避免疾病或失能不只是沒有疾病本

身，也應該盡量減低罹病風險。許多疾病風險是可以避免的，例如經由飲食與運動來降低血壓、血

糖、體重或膽固醇。而較難預防的疾病，則可藉由醫療方式來降低失能與疾病的不適，例如關節炎

可經由人工關節置換來改善生活品質。特定疾病的預防包括心臟病、中風、部分癌症（乳癌、子宮

頸癌、大腸直腸癌、前列腺癌、肺癌、皮膚癌）、骨質疏鬆、老年失智症、肺結核等，預防策略則

包括運動、飲食、戒菸、荷爾蒙療法、疫苗注射等。 

心智與身體功能的高效能 

老年人需盡可能使其維持獨立生活，才能擁有自尊與滿足感，因此盡可能維持良好的心智與身

體功能對老年人是第二項成功老化的要求。除了前述避免疾病與身體功能喪失的策略外，心智功能

是否可維持以及如何預防喪失，也是成功老化關心的重點。研究發現(Albent et al., 1995; Sctaie, 1990)，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6(1), 2018 

57   ttt:://oounnal.genontectnolog..ong.t// 

預防心智功能減退或促進功能的策略包括生物的基因因素、教育、維持好的身體功能與體適能、自

我效能(self-efficac.)的信念、環境因素（如工作）、訓練、社會支持、以及生物醫學途徑等。 

老年生活的積極承諾 

麥克阿瑟研究認為持續老年生活在心理社會層面上的快樂與投入，是成功老化的要件(Ro/e & 

Katn, 1998)。過去老年學中的撤退理論(disengagement tteon.)認為(Cumming & Henn., 1961)，老年

生活將逐漸脫離或放棄原有的工作、休閒、朋友或家人，但在現代社會中，這種現象已漸漸消失。

成功老化中的持續老年生活的積極承諾包括兩方面：(1)維持與他人的社會關係：包括社會情緒性

的支持，例如情感、尊重、自尊的表達，以及工具性的支持，如直接給予體力或家事協助、交通和

金錢來往的協助等；(2)持續生產力活動：老年人有給與無給的生產力活動。 

3.2 服務學習經驗的概念與相關研究 

本研究將正式學習、觀察學習、體驗學習及經驗學習皆納入成功老化探討的範圍內，不論是非

正規學習方式或非正式學習方式的服務學習方式，其意義均等同於成功老化。因此，研究者進一步

探究高齡者的服務學習相關經驗，不論是服務學習的動機、型態、方式或效益，本研究均稱之為「服

務學習經驗」。 

在服務學習動機部分，自我實現、創造價值、有意義的學習與改變是影響服務學習意願最主要

的因素（陳儀珊，1989；王麗容，1992；謝秀芬，1992；嚴幸文，1993；Wilson, 2000；Butlen et al., 

1998），即透過服務學習或社會參與等，高齡者可從中獲得自我成長與奉獻的成就感。並且越來越

多的研究顯示，從事志願服務學習，不但有助於自我認同與肯定，對於家庭角色的轉換，及老化所

帶來心理調適皆有所幫助，更能進一步為所在的社區投入更多奉獻（陳毓璟，2010；楊培珊、羅鈞

令、陳奕如，2009；吳明烈、詹明娟，2010；盧宸緯，2008；朱芬郁，1998；徐慧娟、張明正，2004）。

其次影響學習服務動機的因素是個人的興趣與專長（林美珠，1994；簡志文，1994；陳秋蓉，2001；

王貴瑛，2001；鄭秀英，2014），若是能延續高齡者退休前的興趣或專業能力，將會增加其繼續服

務的意願；有研究更進一步表示，從事與之前工作性質相似或有關聯的服務，會使得高齡者的滿意

度較高(Ctoi, 2003；Montsennat & Feliciano, 2007)。再者，同儕及朋友之間的鼓勵，亦是促發高齡者

願意服務的持續動力（王素蘭，2006；吳淑妃，2014；黃緻茵，2014），顯示社交狀況在高齡者的

退休生活中佔極重要的比重。 

以服務學習型態與方式來看，最主要的學習方式是正式的學習（賴榮正，2009；羅鳳寶，1997；

林妙香，2000；Ilsle., 1990；Kenka, 1998），即透過正式學習將機構課程、政府培訓等課程延伸貢獻

服務，目的在培養高齡志願工作者的專業能力，使高齡志願工作者同樣能對專業知識有所瞭解，以

幫助高齡志願工作者在志願服務的過程能具信心，且經由系統化、機構化的訓練，讓高齡志願工作

者學習從事服務時，所需具備的知識技巧與能力。該課程中，並分成基礎課程以及專業課程，基礎

課程主要在協助高齡志願工作者了解服務及本身的基本理念，專門課程則依高齡志願工作者角色

任務的不同，提供所需的專業知識。其次服務學習型態是非正式的學習（Kenka, 1998；羅寶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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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非正式的學習是從經驗中學習的一種形式，且這種學習可能發生在工作中，以協助組織更

有效率地運作。觀察學習(Janvis, 1987; Ilsle., 1990)：志願服務者在服務過程中，會主動尋求典範並

對觀察到的正向刺激加以模仿學習，再將其轉換、分類、組織成易於回憶的一套體系；並在適切的

時候賦予行動化逐漸在修正的過程中使行動更正確更完善。因此在環境、個體認知與個體的行為交

互作用之下，藉由觀察產生許多學習的內涵。至於體驗學習（黃嘉珍，2011；林妙香，2000；De/e., 

1938）在個人成長的過程中，透過「直接體驗」(dinect ex:enience)會產生學習或行為上的改變，也

就是說，直接而具體真實體驗才是真正學習的過程；經驗學習強調服務學習是一種歷程而非結果、

學習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持續過程、學習是一種適應環境的過程、學習過程必須解決問題、學習是增

加知識的過程、學習是包含個人與環境的互動（Kolb，1984；Jacob., 1996；E.len & Giles, 1999；

羅寶鳳，1997）。志願服務者在服務的過程中不斷累積的服務經驗，或與他人互動中學習溝通與表

達等經驗，經由反思提升服務技巧、服務能力、服務態度等。 

相關研究顯示，凡是結合服務與學習的行為，都可認定為服務學習，在參與服務過程中，所有

學習經驗，內含直接參與的服務活動經驗，包含服務過程中所聽、所想、所見、所做、所感受等，

以各種方式所獲得學習與改變的歷程；提供非正規學習的角色與功能，包含了正式與非正式的學

習，強調參與志願服務是學習成長，意即以各種方式獲得學習改變的歷程（Slgmon, 1990；蔡美玉，

2002；楊國德，2006）。 

3.3 效益的概念與相關研究 

服務學習是一種全人教育的方式，針對效益而言，由於志願服務者為社會許可且認同的一種角

色，透過志願服務的參與，高齡者可被視為社會資源而被善用。同時，參與其間高齡者本身也可找

到一種運用時間的良好方式、創造每日生活的規律與結構、滿足與他人溝通互動的需求、中和寂寞

的負向影響、建構更完整的自我感與認同（Bnadle., 1999; Hunten & Linn, 1980；魏惠娟，2010；林

麗惠，2006a；陳麗光等人，2011）。從國內外研究皆指出，高齡者服務所帶來效益，大致可分為個

人、家庭及社會三個層面。個人層面部份，可促進個人自尊自重、修正與增強價值、信念與個人效

能感（價值感與能力感）(Kinsle. & Mc:tenson, 1995)；能脫離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模式，能採納他

人的想法與意見，擴充真實的自我(Benman, 1990)；能夠探索新角色、認同和興趣，願意冒險、接

受新挑戰，為自己的行動負責及接受行動的結果(Kinsle. & Mc:tenson, 1995)。 

相關研究顯示，因擔任志願服務者而獲人際關係技巧的精煉與修正機會，而這些調整與改變，

往往會被帶回實際生活，生活型態改變，有助家人溝通、親子關係改善，提高生活滿意度，進而改

善受訪者的家庭互動與朋友關係（蔡崇振，1995；陳儀珊，1989；王麗容，1992；劉怡苓；2007；

陳麗光等人，2011；唐蓓玲，2015）。 

從國外相關政策來看，多半鼓勵高齡退休者繼續參與社會，尤其是投入志願服務。如聯合國於

1991 年通過「聯合國關懷老人原則」，鼓勵政府要積極提供高齡者服務社會的機會，以分享知識技

能給年輕世代（葉至誠，2012）；WHO (2002)提出的「活躍老化政策綱領」中，也有提到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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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邁向活躍老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此外，國內外相關研究皆指出，高齡者擔任志願服務者是其繼續

貢獻社會的一條重要管道（林介士，2005；劉怡苓；2007；翁政田，2011；張翠蓁，2013；Henzog 

& Mongan, 1993），能有效的幫助高齡者適應退休生活，提升生活滿意度，達到活躍老化（陳慧珊，

2013；葉至誠，2012；楊麗燕，2009）。另根據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在 1984 年針對「人類老化」與

「成功老化」研究計畫裡提到：大部分的高齡者都在從事某種具有生產力的活動，而且多半是屬於

無給職的義務工作；這些高齡者多半正積極參與某種有報酬或無報酬的工作，並將自己還能保持充

沛活力的原因，歸功於從事這些工作；他們也提到被需要的重要性，因為被需要，所以能不斷前進

（張嘉倩譯，1999）。 

國內外研究皆指出，繼續奉獻社會能使高齡者坦然面對老年生活，增加幸福感（吳佳玲，2010；

高櫻芳，2009）；也可拓展人際脈絡，結交新朋友，使其找到歸屬感而避免孤獨（林介士，2005；

黃緻茵，2014；鄭秀英，2014）；更重要的是能使高齡者自我成長，找到生命價值，發揮餘熱，再

度活躍（吳淑妃，2014；許雅清，2012；陳慧珊，2013；黃緻茵，2014）。由此可知，不論採取何

種類型與方式繼續奉獻社會，可以肯定的是所帶來的效益絕對是相關可觀的。 

4.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蒐集有關成功老化、服務學習經驗及效益等相關文獻，做為研究架構理

論的依據，然後運用半結構式訪談蒐集資料。 

4.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主要是根據前述成功老化之理論為基礎，擷取重要概念，將服務學習動機、

型態和類型歸類為「健康」：降低疾病和失能風險(lo/ :nobabilit. of diseases and dis-ease-nelated 

disabilit.)的基石；其次以全人效益及作為「維持良好人際關係」之發展：再者以家庭效益是增進維

持心智身體功能(tigt cognitive and :t.sical functional ca:acit.)的力量；最後以社會效益是「擔任志

工以繼續貢獻社會」擴展積極參與晚年生活(active engagement of life)等層面，針對已退休，但仍繼

續在社會中貢獻之人員，探討其退休後的服務學習經驗，包含服務學習動機、服務學習類型及服務

學習方式等議題，以及服務所產生的效益，包含個人、家庭及社會效益等。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4.2 研究對象 

本研究設定以南部某地區六個服務機構為研究地點，採立意取樣(:un:osive sam:le)，輔以滾雪

球抽樣(sno/ball sam:ling)方式尋求研究個案，並採用成功老化最適合的族群(Ro/e & Katn, 1998），

首先就研究者所參與之服務機構中選取，符合本研究設定「中高齡者，並繼續奉獻社會」之條件。

這些志願服務者均已退休，願意擔任志願服務者或轉換生涯，繼續奉獻社會，也符合本研究之目的；

此外，並顧及性別分配之比例，儘量求取平衡及代表性，最後經選取男性 10 人，女性 10人（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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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樣條件如下：(1)年齡介於 55 歲至 65 歲之中高齡志願服務者；(2)個案能以國語或台語進行

溝通及書寫者；(3)志願服務經驗最少五年者；(4)願意接受訪談者。 

  

圖 1. 本研究概念架構圖 

表 1. 本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受訪者暱稱 年齡 教育程度 服務機構 職稱 退休前工作 

F1 65 大學 得勝 志工 教師 

F2 65 碩士 得勝 志工 教師 

F3 61 大學 得勝 志工 商 

F4 60 高職 長青 志工 商 

F5 62 高職 長青 志工 服務 

F6 60 高中 彩紅 志工 商 

F7 62 大學 彩紅 志工 教師 

F8 60 大學 德榮 志工 教師 

F9 55 大學 慈濟 志工 教師 

F10 58 大學 福智 志工 護理師 

M1 64 大學 樂齡 志工 軍 

M2 60 大學 得勝 志工 軍 

M3 65 碩士 得勝 志工 廠長 

M4 65 高中 長青 志工 教師 

M5 57 大學 長青 志工 校長 

M6 58 小學 樂齡 志工 農 

M7 60 大學 樂齡 志工 警官 

M8 60 碩士 德榮 志工 教師 

M9 60 大學 慈濟 志工 教師 

M10 64 大學 福智 志工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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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 Ro/e 和 Katn (1998)提出的達到成功老化必須包含三個條件：降低疾病和失能風

險(lo/ :nobabilit. of diseases and disease-nelated disabilit.)、維持心智身體功能(tigt cognitive and 

:t.sical functional ca:acit.)、積極參與晚年生活(active engagement of life)的策略理論模式為基礎，

透過文獻分析，蒐集有關成功老化、服務學習經驗及退休準備等相關文獻，作為研究架構理論的依

據，然後運用半結構式訪談蒐集資料。 

4.4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和資料蒐集過程是同步進行的(Menniam, 1998; Stnauss & Conbin, 1998)，本研究首先蒐

集分析相關文獻，並從文獻當中成功老化與服務學習理論觀點，擬訂半結構訪談問題，之後，當每

謄完一份逐字稿文本，再將文本全部閱讀一次，以獲得一個整體的概念；接下來在研究對象編碼

(coding)的部分，是研究者先依「性別」予以編碼，女性編碼由 F1、F2、F3 至 F10共 10 位，例如 

F1 為第一位女性研究對象。男性編碼由 M1、M2、M3至M10 共 10位，例如 M1 為第一位男性研

究對象。逐行進行編碼，由概念彙整成類別，最後形成主題（如表 2），再將所蒐集到的訪談資料，

皆輸入電腦軟體 MAXQDA，藉由軟體反覆檢閱資料，並有利於編碼的進行。此軟體為一獨特的質

性資料分析軟體，允許使用者有系統地組織、評估和詮釋文件以及多媒體資料，並且有強大的編碼

功能、直觀性、可以直接在文件中書寫批註或心得，對日後的查詢和處理皆十分便利。 

表 2. 本研究資料編碼分析 

主題 類別 概念 文本與代碼 

退休後的學習 學習新技能 學習新事物 學習新的事物，像我上的那些課程攝影、

拍照、基礎英文、電腦修圖、手機的運用，

對我來說都是一種挑戰(M6-408) 

學習電腦操作軟體 學習過程 85年 DOS，以前的 DOS 文書處

理你會，你看我要學 Ptotosto:、我要學

Call dna/，就是要學很多的操作軟體，我

要應用在我的工作上(F3-191) 

參與學習喜歡課程 還有多參與學習喜歡或有興趣的課程，讓

自己的生活充實……人總是越活越老，維

持身心靈的安康，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挑戰

(F7-191) 

研究者參考成功老化與服務學習理論觀點，歸納出訪談題目。本研究的訪談問題包括： 

(1) 請問您當初之所以加入志工行列的動機是什麼？ 

(2) 請問您擔任志工服務受到哪些志工成員或那些因素影響？ 



中高齡退休者的服務學習經驗之探究 

作者：丁居倫 62 

(3) 請問您參與志願服務後，對您的人生有何改變？帶給您怎樣的收穫？ 

(4) 回顧您志工這段期間，有哪些您感到最有意義的服務經驗？ 

5.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歸納出已退休中高齡志願服務者的服務學習經驗，可分為「服務學習動機」、「服務學習

型態」、「服務學習方式」及「服務學習效益」等四個主題。 

5.1 服務學習動機：包含內在及外在兩種動機 

許多針對高齡者的調查皆指出，在身體狀況允許下，多數人在退休後都願意以不同的方式繼續

奉獻，甚至願意參與社會活動，結交朋友，擔任志願性工作，進而對社會有所奉獻與回饋（林淑敏，

2004；賴銹慧，1990；林麗惠，2006b；徐千惠，2010；鄭羽琄，2010；魏惠娟、胡夢鯨、陳冠良，

2010；覺元宏，2010），此點顯然與成功老化理論有關。本研究結果顯示，已退休中高齡志願工作

者願意繼續參與服務學習之原因，可區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兩部分。 

內在動機主要與退休者本身有關，源自中高齡退休者的想法或規劃，有的中高齡退休者看見社

區有服務的需要，因而自願走入社區；有的退休者則等到孩子都長大離家，在卸下家庭重擔之餘，

開始向外尋找發展的機會；也有退休者因為想要預防老化而投入志願服務者行列（胡夢鯨、王怡分，

2016）。這都顯示出退休生涯的延續與發展乃是極重要的課題，透過從事有意義的活動，能幫助中

高齡退休者適應角色的轉換及老化所帶來的調適；當然，同一位退休者服務學習的動機可能有兩種

以上，也可能同時包括內在與外在兩種動機。本研究歸納退休者的內在動機，受訪者說明如下： 

我是從改作業開始，我發現那裡面內容非常好，對青年人很有幫助，我就義不容辭地加入改作

業行列，三年前退休後，我就正式加入義工教學工作。(F4-312) 

學校教育又不是能完全來補足這個方面，所以，我就想要幫助孩子，進而幫助家長，我的動機

就是這樣子。(F5-210) 

覺得我是基督徒更該參與這工作，是自然而然的，也剛好他們有這個需要，並且越做，也越覺

得真的需要，因此自然而然的由生命出發。(M4-307) 

外在動機則與他人鼓勵及環境的影響有關。有受訪者表示，因為鄰居的邀約，使其願意從家裡

走出來，進入社區服務；也有受訪者受到鄰近服務機構的推薦，而開始一段社會服務的機會。此結

果與本研究文獻相呼應，透過同儕及朋友的鼓勵，可以促發高齡者願意奉獻的動力（王素蘭，2006；

吳淑妃，2014；黃緻茵，2014），足見社交生活對於退休者的重要性。本研究歸納退休者繼續奉獻

的外在動機高於內在動機，受訪者說明如下： 

因為在教會裡面有一個讀書會，那讀書會裡面，有好多人都是那個得勝者的義工，邀請我加入

協會生命教育志工。(F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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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當初是我太太先當得勝者義工，在她當義工的那段期間，剛開始時我是沒有參與，後來當我

工作有一段結束以後，我就開始去她所教的這些學校幫忙批改，當批改的志工。(M3-122) 

後來我們就到另外一個中輟生的（慈暉音譯）分校區，那個時候因為晚上上課對有一些婦女的

義工比較不方便，所以我太太就要求我去跟他當助教。(M4-318) 

5.2 服務學習型態：正式學習、觀察學習、體驗學習、經驗學習 

根據服務學習的理論觀點顯示，退休者在退休之後，如果得到適當的機構課程、政府培訓等課

程、學習或訓練的輔導，延伸貢獻服務，培養退休志願工作者的專業能力，使退休志願工作者同樣

能對專業知識有所瞭解，以幫助退休志願工作者在志願服務的過程能具信心，將可在服務學習上繼

續奉獻其能力與智慧，使得退休人力得到合適的運用；也可投入個人成長、家庭照顧、社區服務等，

繼續奉獻愛心及經驗（王政彥，2008；凌展輝，2010；洪慧芳，2012；Bass, 1994；Bass & Cano, 1993；

Butlen & Sctectten, 1995；Cann & Hendnicks, 2011；Henzog et al., 1989；Henzog & Mongan, 1992；

McClusk., 1971；Mood., 2001）。本研究訪談結果與服務學習理論觀點一致，可將二十位受訪者的

學習經驗歸納為四種類型：正式學習型、觀察學習型、體驗學習型與經驗學習型等；當然，同一位

退休者的學習型態可能包括兩種以上，例如：退休後再就業，而後才轉為志願服務；或是退休後先

投入家庭照顧，之後才至社區開始服務。 

第一種學習類型為「正式學習」，退休者大多具有豐富經驗、知識與技能，如果中高齡志願服

務者能夠持續接收新知識，將學習當作一項休閒來參與，非但不易與社會脫節，更可以緊密融入社

會中，透過參與社區服務，生活的層次加大，更創造身、心、靈的價值感。此發現與本研究文獻相

符，顯示出高齡者退休後之所以會繼續參與服務學習，多半是由於高齡者參與服務學習，除了學到

的知能充實自己，還回饋給社會，讓學習的價值延伸（劉建良，1999；Gall: Onganization, 1990），

若有高齡志願工作者提供服務的同時，其服務單位給予訓練活動並參與正式學習課程，則會傾向於

選擇以志願服務或服務學習等方式繼續奉獻（林淑錦，2010；曾俊銘，2004；顧秀琴，2006）。受

訪者的經驗如下： 

在學期初，我們得勝者都會辦理教學研討、志工倫理、班級經營、不管是技巧方面的或心理方

面的，教給我們都會參加。(F5-950)（註：即所屬服務機構舉辦的研習都會參加） 

彩虹媽媽我們參加的說故事培訓，主要是強調有初階跟進階。(F7-320)（註：即彩虹媽媽參加

所屬服務機構的說故事培訓）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是在○○會所，有過兩三天的生命教育的老師的研習會；那些是志工基礎

課程。(M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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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我曾參加過嘉義市的心靈教師團的講師，所以在教師訓練裡，有提到生命教育課程只是

培訓課程裡的一項……心靈講師的課程，是全國性的，整個縣市裡有 10幾個心靈教師團成員，這

些成員都集中在台北集訓，我是參加這樣的課程。(F9-828) 

第二種學習類型為「觀察學習型」，因退休者藉由觀察他人的行為而學習，即藉由楷模觀察學

習來增強或抑制自己的行為，以增加改善服務品質，受訪者不重在外在報酬的獲得，而是藉由服務

或社區參與，再創個人的生命意義與價值，獲得奉獻的成就感；屬於此類型的受訪者經驗如下： 

如果其他時間，若是內容，講員我覺得都蠻實在可以做榜樣，我也就樂於參與可以做榜樣，我

也就樂於參與，……所以我倒覺得講員本身要有生命的榜樣，至於什麼形態，如果有一些分享，有

一些對話，甚至能跟他一起住，所以講員很重要。(F7-315) 

譬如說：這個師姐，他的手指，那種麻瘋病人，顏面，手指都是扭曲變形，講話也不太清晰，

而且不識字，他們甚至於有零用金，他們會把零用金節省下來，捐給慈濟，甚至於後來他回到家裡，

以後照顧一些單親的孩子，她照顧十幾個孩子，供他們吃住，所以她沒有結婚，她就有這麼多的孩

子，那樣的生命，但展現讓我們看到「人生的美」。(M9-418) 

我從一開始生命教育的志工裡面，就一直在○○國中，我蠻欣賞那邊的輔導主任；我都看他在

那裡身體力行的，為了生命，為了愛這些孩子們，他就在那裡努力的為孩子們認真的投入真的就是

有教無類，和他們有點像朋友的關係，我看他們在私下孩子們也不會怕他，跟朋友一樣跟他們講話，

蘇主任就是這樣子。(F8-526) 

第三種學習類型為「體驗學習型」，一個人直接透過體驗而後建構知識、獲得技能和提升自我

價值的歷程，少數退休者因為家庭關係而選擇提早退休，留在家中照顧年邁的雙親或年幼的孩童，

以女性居多。但 De/e. (1938)就曾經主張，在個人成長的過程中，透過「直接體驗」(dinect ex:enience)

會產生學習或行為上的改變，也就是說，直接而具體真實體驗才是真正學習的過程；退休者因為家

庭需要而留在家中照顧兒孫或親友，也是成功老化的表現，屬於奉獻與回饋的一種。受訪者的經驗

如下： 

體驗活動就是要看不同的經驗體驗活動，譬如對父母親的念恩這一部份，就是讓我們去回憶，

自己從小到大，母親養育我們的過程那些印象，然後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回顧，母親對我們無微不至

的照顧，對父母有很深的感恩之情，那我覺得比較去想到的話，那這樣子的話，我應該要怎麼去孝

順父母，所以孝順父母就不只是一個嘴巴講的行為，我要怎麼做，可是因為我有內心很深刻的感動

之後，我就知道說我的行為上應該怎麼做。(F10-9503) 

福智教師營帶給老師們全方位的生命教育研習，從生活的體驗、有經驗老師分享生命教育融入

教學，老師們的反應大都需要生命教育的教學策略與技巧。(M10-329) 

還有很多的體驗活動，讓我們實際的去作實際體驗。(F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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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經驗學習型」，藉由具體經驗接觸中，透過觀察與反思，體會自己的實際經驗，再經

由反思中悟出新的原理、觀念，進而應用新觀點於新的具體經驗中；不希望與社會脫節，而想繼續

充實自我，延續退休前的休閒興趣，或完成年輕時未達成的夢想。這也就是 Kolb (1984)所提出的

觀點，認為退休者透過具體經驗和抽象概念來掌握訊息，經由反省觀察和主動實作來轉換訊息，形

成一個完整且持續不斷的歷程，經由個人成長，找到自己的興趣，參與喜歡的課程或活動，維持獨

立生活的能力，而不致成為他人的負擔，也是對社會的一種奉獻；並且，本研究退休者在基金會有

計畫的活動中進行服務，也在服務當中學習，透過經驗的累積以及活動的反思，契合了經驗學習的

法則。使志願工作者在服務情境中，不斷地學習，也不斷的成長，這是服務的態度，亦是學習的良

好態度。參與志願服務在經驗學習型的比例明顯高於退休後正式學習型的比例，與前述之相關文獻

相符合（林淑錦，2010；曾俊銘，2004；顧秀琴，2006），顯示高齡者擔任志願工作者確實是其繼

續奉獻社會的重要管道（林介士，2005；翁政田，2011；張翠蓁，2013；Henzog & Mongan, 1993）。   

本研究歸納屬於此類型的受訪者為最多，共有十八位，顯示經驗學習型是退休的高齡者最常採取的

奉獻方式，受訪者經驗如下： 

自己的經驗其實也是其中之一，包括我人生的一些特別經歷，我都會對自己的生命為何會有這

樣的經歷，而會有所檢討，也會有慢慢的，有一點必要的定位，經歷到生命隨時都可以走都有可能

離開世界，所以我的生命都必要準備，這是我所體會的東西。(M5-1225) 

還有很多老師，他會把他的教學經驗給我們大家做分享，藉著別人的經驗分享中，更激發我們

要如何去認識這個生命，然後再把這樣的認識分享出去，這個短短生命中，彼此互相提攜成長這樣。

(F2-418) 

先有一個專家學者上課，下午再有分組討論，分組討論最主要在講各縣市，如何進行心靈改革

課程。彼此做經驗的分享。(M6-5030) 

5.3 服務學習參與方式：非正規學習方式與非正式學習方式 

服務學習的概念不只是停留在早期的正式學習方式，舉凡樂齡中心、長青學苑、救國團、老人

會、社區大學、美學館、基金會、社團、志願服務或是博物館中的學習等非正規的學習方式，都屬

於成功老化的範疇（賴榮正，2009；王順節，2011；劉瓊文，2016；WHO, 2002；Walken, 2002；

Dave., 2002；Ro/e & Katn, 1998）。換言之，根據服務學習理論觀點，退休者的志願服務學習經驗

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非正規的學習方式，另一種是非正式的學習方式。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亦

可以將受訪者的服務學習方式分為非正規與非正式二種；同樣的，同一位退休者的服務學習方式也

可能同時含括此兩種方式。第一為非正規的學習方式，即非正規學習參與學習者是主動的，是為了

生存、為了實現人生的夢想與活出有意義的生命價值，這種學習自主性較容易開發自己潛能與活出

自我。其以學習者需求為導向，能以各種生動活潑的學習方法來吸引學習者加入學習的行列，也就

是前述的正式學習。本研究結果顯示，少部分的受訪者曾於退休後短暫的不經由組織，個人本身無

酬為他人服務；當然也可以是人與人之間彼此相互的協助(self-tel:)；同時，參與的方式可以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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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個人成長、家庭照顧、社區服務等，繼續奉獻愛心及經驗的重要工作(Active Communit. Unit, 

1999:9)。此結果與前述文獻相呼應，即中高齡退休者會選擇繼續以非正式的學習方式奉獻，主要是

來自他們願意在一起透過志願服務，找時間彼此聚在一起、傳遞一些社會價值、分享助人的經驗

（王秋絨，1997；粘容慈，2004），不論是採何種方式，目的都在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可使其成功

老化，在晚年得到較好的生活品質。較特別的是，本研究發現這些選擇非正規學習貢獻的受訪者，

也可能於再次退出非正規學習方式服務後，投入非正式學習方式貢獻的社會參與，受訪者的經驗如

下：  

擔任校長的時候，參與所喜歡的童軍會、野鳥協會，與一群同好、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同事，

一起擔任志工。我會每週固定參加，童軍會、野鳥協會、第八河川局志工服務、活動。(M5-742) 

我 97 年退休我才去接我的社區總幹事的工作，我退休就很順銜接的很順利，完全沒有落差。

我現在接兩個協會的理事長，民族音樂發展協會、民俗音樂劇英研究社，這兩個社。(M4-608) 

第二是非正式的志願服務方式，也就是前述經驗學習、體驗式學習及觀察學習的類型，此種退

休者的服務學習方式，其目的不在於獲取生產報酬，而是藉由奉獻其豐富的經驗與專業技能，創造

個人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本研究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在退休後，都選擇非正式的志願服務方式，

即或因家中的經濟需要而不得不再次投入勞動市場，也將於再次退休之後，以非正式的志願服務方

式持續奉獻社會。本研究所有的受訪者皆曾以非正式的志願服務奉獻社會，其經驗如下： 

~其實後來才參與福智一些課程之後，才發現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有沒有長成或提升，~所

以我覺得在參加了福智的這些課程之後，覺得對我重要的啟發，就是我自己的生命是怎麼看待我的

生命的，我要如何去教育我自己這個生命，那我可以藉由我自己實際的體會這些實踐的經驗，可能

有一些挫拆或是一些失敗經驗，這些都變成我對於學生教學的一個很好的經驗。(F10-329) 

固定的就參加學校的玩具夢想館樂齡志工，就是教一些學童玩具，夢想館裡面很多玩具，很多

休閒設施，如果小孩子下課，我們就去督導看他安全主導他們的安全，注意他們的秩序，就是做這

些，主要是做這些，主要是我們學校有 DIY，我們去做紙飛機，像這個造飛機紙飛機，這些都是燈

籠，這個不要的瓶蓋，這個廣告紙去折射出一個模型，像那個天燈，都是不要的東西，我們把他把

他變成一個手工藝品，就是這樣子。(M1-725) 

5.4 服務學習效益：產生全人、家庭及社會等三種效益 

國外已有相關研究指出，退休後的持續奉獻與回饋，有助於高齡者的自我肯定、自我認同、對

於家庭角色的轉換、以及對老化所帶來的心理調整等，甚至能為所在的社區挹注更多的效益(Henzog 

& Mongan, 1993；Butlen et al., 1998)。這也符合成功老化的觀點，退休後的持續奉獻所帶來的不僅

是傳統經濟生產的有形產值，更能達到豐富生命意義與價值的無形產值。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服

務學習效益可分為全人、家族及社會等三種；當然，每位受訪者所知覺到的效益可能同時含括此三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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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人效益部分，主要包括生理、心理、靈性及未來規劃等層面。所有的受訪者均認為持續奉

獻最直接、最明顯的效益是對自己所產生的影響，藉由持續走出去服務，使他們的身體狀況越來越

好，生活變得更有目標和動力，也比較不害怕面對老年生活，並且自我成長，找到生命價值，使人

生再度活躍等。此外，志願服務可引導高齡者們發展更堅實有力的社會網絡，藉以緩衝壓力、進而

減少疾病的危險。許多研究結果亦已顯示：參與志願服務對高齡者的確有保持健康、增加自我健康

感、對心智健康與主觀幸福感皆有正向效益(Willigen, 2000; Wilson & Musick, 1999; Ctoi, 2003)。此

結果與前述文獻亦相呼應，顯示高齡者持續奉獻可使其坦然面對老年生活，增加幸福感，而避免孤

獨、孤寂（吳佳玲，2010；高櫻芳，2009）。本研究的受訪者均表示在全人層面獲得最大收穫，受

訪者經驗如下： 

擔任志工這段時間最大收穫是變年輕，常常有笑容，跟小孩子，他們都很喜歡我，我都叫他們

伯伯抱一抱，很好啊！對不對？伯伯幫我簽個名好不好！就覺得很有成就感。(M2-675) 

這樣也不會叫我跟年輕人斷層，讓我覺得更年輕，讓我的心更年輕，我的心好像不會很老，就

是這樣子；因為常常跟這些年輕人在一起，就會讓自己顯得更年輕，就不會老化。(F8-324) 

然後也可以看到別人的生命，有些義工在分享，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在那麼難的環境裡，他竟然

還可以做什麼跟什麼，這對我們的激勵很大，義工做很久就是越來越沒有動力，但是你看到別人年

紀比你大、口才比你不好，他動力竟然這麼強！(F5-36) 

尤其在這個時代裡面，我覺得是蠻好的，其實不只是幫助他們，我自己得幫助，我覺得說其實

我受益最多了。(F3-424) 

在家庭效益部分，本研究發現，藉由受訪者的持續奉獻，不僅家庭氣氛變得比較熱絡，甚至帶

動全家一同參與的風氣。推究其因，可能是因為這些受訪者的退休生活不只侷限於家中，不僅生活

範圍變廣，接觸的人也變多，無形中就會感染家中的氛圍，豐富家人聊天的話題與內容，其他的家

庭成員也就容易受影響，而有願意一起奉獻的意願。本研究有察覺到家庭效益的受訪者有七位，其

經驗如下： 

我太太比我先到加昌國小樂齡中心當志工，我們一起參加活動，教小朋友製作玩具，我太太還

有參加裡面的樂齡課程，她上完後都很開心。(M1-826) 

我因為跟這些孩子相處後，我跟自己的孩子相處，就比較有耐性。(M7-512) 

在社區效益部分，則是藉由本研究受訪者的奉獻與回饋，使其生活圈得以擴展，不只結交到新

朋友，更找到歸屬感，也因為持續的服務，而影響社區的其他住戶和居住環境。如同相關文獻所顯

示，繼續貢獻社會可以拓展高齡者的人際脈絡，結交新朋友，找到歸屬感而避免孤獨（林介士，

2005；黃緻茵，2014；鄭秀英，2014）。本研究在社會效益有提到的受訪者有十位，其經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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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收穫是交很多朋友，這是第一個，第二是在這朋友當中大家互相的學習、互相的鼓勵，

我最大的收穫是這個。(M5-683) 

大家聚在一起，可以一起讀聖經，分享神的話語，分享自己的心靈話語，還有正能量的話語，

然後大家一起交通、一起唱詩歌，我覺得非常的好。(F2-128) 

到隆昌國小、東河國小、電光國小，那些孩子的畢業生很想要擁有一本紀念冊，可是他們很多

年都沒有印過畢業紀念冊，因為人數太少，沒有辦法印，我們之前的理事長，他自己本身是校長退

休，他就會注意到這個區塊，他就去找那個東和國小我們義務幫你們拍照。(F3-671) 

本研究發現，中高齡者從事服務學習工作均有正面的意義，包括自我、家庭、人際及社會層面，

足見參與服務學習是協助中高齡者成功老化的途徑，與前述之相關文獻相符合（蔡美玉，2002；蔡

佩姍，2006；劉怡苓，2007；魏妙珍，2007；嚴慧珣，2007；劉明菁，2008；賴素燕，2008）。 

6.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退休者在退休後繼續參與服務學習時，其相關經驗可分為「服務動機」、「服 

務途徑」、「服務方式」及「服務效益」，本研究結論綜合如下： 

在內、外在雙重動機驅使之下，退休者願意繼續參與服務學習，但外在動機驅動的影響較大；

高齡者於退休後願意繼續服務學習的原因可分為內在原因與外在原因兩個部分。本研究發現，受訪

者持續參與服務學習奉獻的外在原因多於內在原因，這可能是因為他人的鼓勵或環境的影響，較容

易促發退休者的意願，或是增強退休者的信心。由此可知，外在環境的激勵或促動非常重要，甚至

可以由外在驅動內在，促使退休者產生持續參與服務。 

退休者通常有一種以上的服務學習型態，其中又以經驗學習型態最為普遍；本研究所探索得到

關於退休者服務學習類型之結果，與相關文獻相符合，可區分為四種主要型態：(1)正式學習型；(2)

觀察學習型；(3)體驗學習型；(4)經驗學習型。本研究發現，以經驗學習型態為最多，並且，多數

受訪者的服務學習型態不是只有一種，服務的機構也不僅一個，顯示出退休者一旦開始參與服務，

不僅會持續做下去，更可能在不同的服務機構之中，依照自己的時間、體力而有一種以上的服務學

習經驗。 

退休者的服務學習方式以非正式學習服務的方式居多，反應出退休者較重視退休後的自我充

實及生命價值；依照受訪者的服務學習方式，可區分為非正規學習方式與非正式學習方式兩種方

式。受訪者中以非正式學習方式居多數，顯示人一旦退休，非正規學習方式參與服務的比例並不高，

僅有少部分的人因基本專業知能學習需要而選擇非正規學習方式服務。此外，在非正式的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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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個人成長與志願服務所佔比例較高，已有越來越多的高齡者會在退休後選擇繼續參與社會，

不論是學習、旅遊，或是參與志願服務，皆比從前更願意從家庭中走出來服務學習。 

透過志願服務可產生全人、家庭及社會三方面的效益，其中又以再創個人生命意義與價值為退

休者最直接的收穫；本研究結果顯示，退休者貢獻後所得到的效益，可分為全人、家庭與社區等三

部分，包括：(1)全人效益；(2)家庭效益；(3)社區效益。受訪者多表示，貢獻所得到的效益，最明

顯且直接的反應在自己的身上，不論是身、心、靈層面，皆得到許多正向回饋，更是從中獲得肯定

與認同，對於老後生活也不再感到擔憂。 

退休者在志願服務過程中的學習與成功老化元素有關；本研究結果顯示，即「健康」、「維持良

好人際關係」、「擔任志工以繼續貢獻社會」；首先「健康方面」涵蓋兩種形式，包括：(1)學習本身

充滿認知刺激，有助記憶等認知功能的維持並減緩老化；(2)學習過程發展出的智慧，例如知福惜

福、感恩、真正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等，亦有益產生快樂感、幸福感、意義感，進而間接促進身心靈

的健康；其次「維持良好人際關係」，受訪者因擔任志工而獲人際關係技巧的精煉與修正機會，而

這些修正與改變，往往會被帶回實際生活，進而改善受訪者的家庭互動與朋友關係。最後「擔任志

工以繼續貢獻社會」這項成功老化元素，得到豐富的學習、體悟、改變、與自我擴展，能在這些服

務效益之中發現銀色資源，是未來推動高齡志工人力再運用的一個重要課題。 

6.2 研究限制與反思 

本研究的完成，受到了若干的限制，研究者必須加以反思。首先是研究對象的選擇，僅限於南

部某地區六個服務機構的退休志願工作者，因此成功老化觀點的應用，無法推論到其他不同屬性的

單位及退休人員。其次，受訪者的人數及受訪時間也受到限制，無法選擇更多的受訪者，也難以進

行更長時間的訪談，所以只能就有限人員與時間的訪談結果做出結論。再者，以滾雪球方式收集訪

談對象資料，大多參與者的教育程度都偏高，可能與機構的性質或滾雪球收案有關，因此機構屬性

和教育程度對此研究也有影響。至於在研究者本身方面，雖已透過三角檢證儘量求其客觀、有效地

解釋資料，但可能也難免涉入研究者的主觀判斷，此點就需留待讀者客觀地做出判斷與解讀了。 

6.3 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結論，研究者主要針對「中高齡退休者」、「服務機構」及「後續研究」三方面提

出建議如下： 

對退休者的建議：把握參與學習的機會，開展自我成長空間，退休者應主動參與老年準備相關

研習或加入樂齡教育團體，充實基本知能，提升老化相關議題知識；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這是一個

終身學習的時代，處處充滿學習的機會，退休者已然是加入了終身學習的行列中，在其參與過程中

學習公民角色的扮演。然而學習是無止境，退休者若能持續地參與學習活動，把握參與正規學習與

非正規學習的機會，則更能強化個人的思維、見地、與未來感。亦能藉由學習而開展自我成長的空

間，以成為全能自主的學習者。只要時間與體力許可，再加上家人的支持，許多退休者均願意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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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服務學習，繼續奉獻社會。而此一奉獻服務的行動，不僅有助於自身的健康與人際關係，更能

對社會產生莫大的貢獻，成為國家的一種重要人力資源。因此，建議即將退休或已經退休的人士，

能夠選擇志願服務途徑，繼續貢獻社會。 

對服務機構的建議：開設前瞻因應教育方案，協助退休者準備老年準備規劃，可加強外在誘因，

驅使退休者願意繼續奉獻；並安排專業培訓課程，強化繼續奉獻之專業知能；擁有前瞻因應行為取

向的人，其面對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可以預先做好準備與規劃。前瞻因應能力可以透過教育方案

建立出來，因此各高齡教育機構的教師可以開設有關前瞻因應的教育方案，在課程中鼓勵中高齡者

意識覺醒、思考未來生活目標，透過「情境模擬」的方式，設計老年可能遇到的情境或是壓力源，

讓中高齡者思考如何預防，以教育中高齡者對於未來生活提出願景與具體目標。服務機構可藉由加

強外在誘因，驅使退休者願意繼續奉獻，例如：由服務機構內部的成員鼓勵親朋好友一同參與、由

服務機構邀約社區居民出來服務，或是服務機構可請鄰近學校、公司及相關組織機構推薦人員等，

即以滾雪球之方式，尋找並激勵願意繼續奉獻之高齡者。此外，服務機構可針對有意願奉獻的退休

人員，安排服務前的訓練課程，增加其專業知能及素養，並於奉獻中再安排研習課程，不僅再次強

化專業能力，更藉此了解退休者在奉獻時所遭遇的瓶頸與阻礙，進一步協助面對並解決。 

對後續相關研究的建議：加強已退休者奉獻經驗之相關研究；目前國內、外有關應用成功老化

觀點在退休者的服務學習經驗之相關研究仍舊闕如。面對現今高齡化的社會趨勢，漫長的退休生

涯，如何協助中高齡者在退休前即有妥善的生涯規劃及準備，並在退休後還能盡一己之力，於各領

域中奉獻其能力與時間，促使高齡者不成為社會中的閒置人力，而是轉化為銀色資源，可說是高齡

社會的當務之急。因此，建議未來加強成功老化觀點相關實證研究，以協助中高齡人力再運用。 

參考文獻 

1. Bass, S. A. (1994). Productive aging and the role of older people in Japan: New approach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Ja:an Societ.. 

2. Bass, S. A., & Cano, F. G. (1993). Achieving a productive aging society. Aubunn House Pub. Co.. 

3. Bnadle., D. B. (1999). A neason to nise eact monning: Tte meaning of volunteening in tte lives of 

olden adults. Generations, 23(4), 45-50. 

4. Butlen, R. N., & Sctectten, M. (1995). Pnoductive aging. In G. L. Maddox (Eds.), Tte enc.clo:edia 

of aging: A com:netensive nesounce in genontolog. and geniatnics (::.763- 764). Ne/ Yonk, NY: 

S:ningen.  

5. Butlen, R. N., Le/is, M. I., & Sundenland, T. (1998). Aging and mental health: positive psychosocial 

and biomedical approaches. Boston, MA: All.n & Bacon. 

6. Cann, D. C., & Hendnicks, J. (2011). Relevance of social ca:ital and lifest.le fon tte ttind 

age. Gerontology in the era of the third age: Implications and next steps, 207-224. 

7. Ctoi, L. H. (2003). Factons affecting volunteenism among olden adults.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22(2), 179-196. 

8. E.len, J., & Giles Jn, D. E. (1999). Where's the Learning in Service-Learning? Jossey-Bass Higher 

and Adult Education Series. Josse.-Bass, Inc., 350 Sansome St., San Fnancisco, CA 94104.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6(1), 2018 

71   ttt:://oounnal.genontectnolog..ong.t// 

9. Henzog A. R., & Mongan, J. N. (1993). Fonmal volunteen /onk among olden Amenicans. In S. A. Bass, 

F. G. Cano, & Y. P. Cten (Eds.), Actieving a :noductive aging societ. (::. 119-142). West:ont, CT: 

Aubunn House.  

10. Henzog, A. R., & Mongan, J. N. (1992). Age and genden diffenences in tte value of :noductive 

activities: Foun diffenent a::noactes. Research on aging, 14(2), 169-198. 

11. Henzog, A. R., Katn, R. L., Mongan, J. N., Jackson, J. S., & Antonucci, T. C. (1989). Age diffenences 

in :noductive activitie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4(4), S129-S138. 

12. Ilsle., P. J. (1990). Enhancing the volunteer experience. San Fnancisco, LA: Josse.-Bass Publistens. 

13. Jacob., B. (1996). Server-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practices. San Fnancisco: Josse.-Bass. 

14. Janvis, P. (1987). Adult learning in the social context. Ne/ Yonk: Cnoom Helm. 

15. Kenka, S. (1998). Volunteering and adult learning. ERIC Cleaningtouse on Adult, Canee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n on Education and Tnaining fon Em:lo.ment, College of Education, tte 

Otio State Univensit.. 

16. Menniam, S. B. (1998).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 62). San Fnancisco: Josse.-Bass. 

17. Mood., H. R. (2001). Pnoductive aging and tte ideolog. of old age. Productive aging: Concepts and 

challenges, 175-196. 

18. Stnauss, A., & Con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tousand Oaks, CA: Sage. 

19. Wilson, R. W. (2000). Tte man. voices of :olitical cultune: Assessing diffenent a::noactes. World 

Politics, 52(2), 246-273. 

20. Wonld Healtt Onganization. (2002).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2: reducing risks, promoting healthy 

life. Wonld Healtt Onganization.  

21. 內政部統計處(2017)。內政統計通報。2018年 5 月 3日取自 

ttt:://///.moi.gov.t//stat/ne/s_content.as:x?sn=11735 

22. 王政彥(2008)。高齡人力在職場之運用：資本抑或成本？論文發表於 2008 全民終身學習論

壇：高齡社會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南投

縣。 

23. 王素蘭(2006)。退休人員擔任志工者之社會支持，生活適應對參與志願服務動機之影響。國立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縣。 

24. 王貴瑛(2001)。國民小學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個案研究－以學校義工為例。臺中師範學院國民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臺中市。 

25. 王順節(2011)。台灣成人非正規學習參與成效及未來需求之研究。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

政學系博士論文，南投縣。 

26. 王麗容(1992)。婦女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模式研究。臺北：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27. 朱芬郁(1998)。退休老人生涯規劃模式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嘉

義縣。 

28.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105年受僱員工動向調查報告統計表。2018年 5月 3日取自  

ttt:s://///.dgbas.gov.t//ct.as:?xItem=41848&ctNode=5624 



中高齡退休者的服務學習經驗之探究 

作者：丁居倫 72 

29. 吳佳玲(2010)。臺北縣國民小學退休教師社會參與及幸福感關係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

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學位論文，臺北市。 

30. 吳淑妃(2014)。退休婦女再就業經驗學習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學位論

文，嘉義縣。 

31. 林介士(2005)。我國中、小學退休教師從事志工之研究－以彰化縣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系碩士

論文，嘉義縣。 

32. 林妙香(2000)。社區義工參與社區問題解決的學習及其影響之探討－嘉義市王田里社區義工為

例。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縣。 

33. 林美珠(1994)。家庭主婦參與志願服務對家庭關係之影響。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

論文，台中市。 

34. 林淑錦(2010)。公教退休人力資源再運用之研究－以臺灣北部地區為例。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

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桃園縣。 

35. 林麗惠(2006a)。台灣高齡學習者成功老化之研究。人口學刊，(33)，133-170。 

36. 林麗惠(2006b)。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與成功老化之研究。生死學研究，(4)，1-36。 

37. 洪慧芳譯(2012)。熟年力：屬於新世代的熟年生涯規劃手冊（原作者：Ken D.ctt/ald, Daniel 

J. Kadlec）。臺北市，大塊文化。（原著出版年：2009） 

38. 胡夢鯨、王怡分(2016)。從生產老化觀點分析退休者的貢獻經驗及障礙：以樂齡中心工作者為

例。人文社會學報，12(2)，85-113。 

39. 凌展輝(2010)。新加坡的成功老化政策。新加坡樂齡學習：組織與實務，23-48。高雄：麗文

文化事業。 

40. 唐蓓玲(2015)。和氣大愛中高齡志工服務學習經驗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

所碩士論文，嘉義縣。 

41. 徐嘉璘(2009)。中高齡工作者再就業之研究─以新竹地區為例。玄奘大學成人教育與人力發展

學系碩士論文，新竹市。 

42. 翁政田(2011)。退休小學教師參與返校志願服務經驗之研究。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台中市。 

43. 高櫻芳(2009)。雲林縣國小退休教師退休生涯規畫內涵，社會參與與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國

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所碩士論文，嘉義縣。 

44. 張嘉倩譯(1999)。活力久久 Successful Aging（Jotn, W., & Robent.原著，1998 出版）。臺北市：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45. 張翠蓁(2013)。國小資深教師退休生涯規劃與參與志願服務之研究。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

學系碩士論文，嘉義縣。 

46. 許雅清(2012)。退而不休的生活－退休教師參與志願服務學習與成功老化之探究。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碩士論文，雲林縣。 

47. 陳秋蓉(2001)。國民小學家長參與學校義工工作的動機和滿意度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6(1), 2018 

73   ttt:://oounnal.genontectnolog..ong.t// 

48. 陳美惠(2007)。台南縣退休教師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生活滿意度關係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

人及繼續教育所碩士論文，嘉義縣。 

49. 陳儀珊(1989)。婦女志願工作者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台中市。 

50. 陳慧珊(2013)。退休生涯規劃與活躍老化關係之研究－以桃園縣教育志工為例。元智大學元智

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論文，桃園縣。 

51. 陳麗光、鄭鈺靜、周昀臻、林沛瑾、陳麗幸、陳洳軒(2011)。成功老化的多元樣貌。台灣老年

學論壇，(9)，1-12  

52. 曾俊銘(2004)。學校退休人員終身學習參與情形與再工作關係之研究--以嘉義地區退休教師聯

誼會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嘉義縣。 

53. 黃美津(2014)。退休居家者非正式學習經驗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碩士論

文，嘉義縣。 

54. 黃嘉珍(2011)。中高齡女性志工服務學習歷程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

文，台北市。 

55. 黃緻茵(2014)。中高齡男性退休後再就業及學習歷程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

系碩士論文，嘉義縣。 

56. 黃寶園(2006)。心理與教育研究法。台北：華立 

57. 楊國德(2006)。志願服務社團提供非正規學習的角色與功能。中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

成人及終身教育，(11)，28-37。 

58. 楊麗燕(2009)。成功老化退休人員的自我照護素養、健康促進策略與學習經驗之研究。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市。 

59. 葉至誠(2012)。高齡者社會參與。臺北市：揚智文化。 

60. 劉怡苓(2007)。高齡者參與社區志願服務經驗之探討－以高雄縣兩社區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市。 

61. 劉瓊文(2016)。中高齡志工參與服務學習經驗之探究-以嘉義市樂齡學習中心為例。國立中正

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嘉義縣。 

62. 蔡美玉(2002)。高齡志工服務學習經驗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嘉義縣。 

63. 鄭秀英(2014)。退休教師擔任全職志工觀點轉化歷程之研究：以福智團體為例。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社會教育與文化行政碩士學位在職專班碩士論文，臺北市。 

64. 賴榮正(2009)。民雄文教基金會資深志工的服務學習歷程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縣。 

65. 謝秀芬(1992)。實驗社區婦女參與志願服務之研究。台北：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66. 簡志文(1994) 。國家公園志願解說員制度建立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碩士論

文，台北市。 

67. 魏惠娟(2010)。成功老化取向的高齡教育方案模式之建構與應用：規範性需求的觀點。國科會

計畫編號(I, II, III) (NSC 99-2410-H-034-SS3)，計畫主持人。 

68. 羅寶鳳(1997)。瞭解組織中的學習-台灣的一個個案研究。成人教育學刊，(1)，289-320。 



中高齡退休者的服務學習經驗之探究 

作者：丁居倫 74 

69. 嚴幸文(1993)。醫院志願服務人員人格特質和工作滿意度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

士論文，台中市。 

70. 顧秀琴(2006)。公務人員退休後再就業之研究－以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為例。國立政治大學行政

管理碩士學程學位論文，臺北市。 

Servic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Retired Middle-aged Volunteers 

Din, J.-L. 

De:an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Ctung Cteng Univensit. 

Abstract 

Ttis stud. uses qualitative neseanct mettods to ex:lone tte senvice benefits of netined middle-aged volunteens 

in tte "six senvice agencies" in a centain anea in souttenn Tai/an. In addition, 20 netinees /to continued to contnibute 

to tte senvice onganizations /ene selected as neseanct suboects. Tte stud. aims to undenstand /t. tte netinees 

:antici:ated in tte sctool senvice leanning ex:enience, including senvice motives, :attenns, mettods, benefits and 

otten ex:eniences. Tte findings sto/ ttat, fon senvice leanning ex:enience: (a) Tte middle-aged netinees /ene 

com:elled to continue to contnibute to societ. mainl. b. extennal factons; (b) Tte middle-aged netined :ensons usuall. 

tave mone ttan one t.:e of leanning, tte most common being leanning b. ex:enience; (c) Tte senvice leanning 

a::noact is mostl. infonmal. Fon senvice leanning benefit, tte nesults sto/ ttat: (a) Continuing to senve leanning can 

:noduce ttnee benefits to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societies ttnougt contnibution; (b) Retined :eo:le in tte :nocess 

of volunteening senvice leanning nelated to successful aging elements. 

Ke./onds: netinement, eldenl., senvice leanning ex:eniences, senvice leanning netinement effectiv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