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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臺灣人口老化之問題，近年來我國各社區辦理各項課程，推動老人課程學習，促進老人健

康，希望用以解決國內人口老化帶來之問題。本文以社區為場域之老人轉化學習歷程為主題，選擇

以農村型宜蘭縣三星鄉尾塹社區為例，瞭解尾塹社區老人自我轉化學習歷程，探討透過轉化學習安

排增進尾塹社區老人自我成長、體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提供未來社區推動老人轉化學習之相關建

議。以質性研究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共訪談社區經營者 3人，志工 2人、老人 6人、老人家屬

1 人等共 12 人，以紮根理論為研究方法。本文結論認為社區老人的轉化學習不但改變老人舊有觀

念與信念，同時帶來長者的自我認同、生活目標及人際關係互動，社區老人的轉化學習除了認知理

性取向外，還有批判性教育學取向，而社區老人的轉化學習取向，除理性趨向外，同時包含情緒與

靈性，社區老人課程設計與策略應顧及每位老人的需求，同時考量參與老人之能力及限制等。本文

提出結論為建議社區經營者於課程規劃上應重視課程轉化學習，增加老人自我認同、生活目標及人

際關係互動，同時社區教學教師教學上應重視轉化學習教學內容與教學策略，並且為了社區老人學

習促進上之考量，除理性趨向外，可增加情緒與靈性等讓長者們在課程中藉由彼此的情誼，減輕孤

獨感，快樂終老。 

關鍵詞：老人學習、轉化學習、社區老化 

1. 緒論 

隨著時代潮流之演變，高齡化社會對於世界各國之衝擊，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

社會等各個層面均影響深遠，臺灣社會自然也必須積極的面對這個挑戰。教育部早在 2006年的「老

人教育白皮書」中提出「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尊嚴、社會參與」等四大願景。行政院於 2013

年「人口政策白皮書」中探討高齡化的主題，同時更於 2015年提出「高齡社會白皮書」。而至 2017

年教育部更進一步提出「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均可看出政府對於此議題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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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臺灣人口老化之問題，以老人社區參與課程之學習，延緩老人老化促進健康為重要可行方

式之一，近年來我國各社區辦理各項課程，推動老人課程學習，促進老人健康，希望用以解決國內

人口老化帶來之各項問題。然而，國內外老人學習文獻多著重在老人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老人轉

化學習文獻並不多，且就社區為場域以質性研究方法探討之實證研究亦較缺乏，實有研究之必要。

因此，本文以社區為場域之老人轉化學習歷程為主題，選擇以農村型尾塹社區為例，期能瞭解社區

老人轉化學習之歷程，並提供未來社區推動老人學習相關建議。 

本文以尾塹社區為場域之老人，經由參與社區安排之各類課程，將所學到之知識由內心轉化的

心路歷程為主題，了解農村型社區老人經由學習自我成長、體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具體之過程。具

體而言，本文研究目的如下： 

(1) 瞭解尾塹社區老人自我轉化學習歷程； 

(2) 探討透過轉化學習安排增進尾塹社區老人自我成長、體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3) 提供未來尾塹社區推動老人轉化學習之相關建議。 

2. 文獻探討 

本文文獻探討共分為三個部分，本文先從老人學習之意涵角度論述，分別從老人學習之重要

性，老人學習者的參與學習動機以及老人學習之類型說明。接著說明本文對於老人轉化學習之文獻

整理，分別從成人的轉化學習意涵以及成人的轉化學習特性依次說明其內容。最後依研究目的提出

研究問題。 

2.1 老人學習之意涵 

老人學習之重要性 

1981 年白宮老年會議中曾提到老人生活的主要問題：經濟安全、生理和心理健康、老人資源

等，大部分皆可經由學習來處理（白秀雄，1996）。而吳坤良(1999)則進一步指出，老人的社區參與

程度及學習進修越多，其生活適應越好（吳坤良，1999）。Berkman (2000)指出社會活動的參與能提

供老人有效的互動，且會有交流及相互支持的作用，藉以提供刺激來保護認知功能，進而減少老人

認知退化。黃富順(2007)認為高齡學習具有四個目的：(1)加強身心保健、促進健康；(2)提供新角色

所需要的知能；(3)充實生活與精神內涵，提高生活滿意度；(4)增進自我成長、體驗生命的意義與

價值（黃富順，2007）。 

由此可知，老人學習可用以解決老人生活問題，而老人學習若是以社區為場域之參與進修，能

提升老人之生活適應能力，藉由社區社會活動的參與，更能讓老人在交流與相互支持中，減少老人

認知退化。老人之學習為一種高齡者之學習，具有能加強老人身心保健、促進健康等目的，同時亦

是充實老人生命意義與價值之良方。在現今高齡化社會中，老人學習為不可忽視之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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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學習者的參與學習動機 

老人學習者參與學習動機為有方向性與目標性，具有鼓勵老人樂於從事學習行為之意義。學習

動機是個人心理與社會環境交互影響而產生的一種趨力，高齡者在參與學習的過程中，因來自不同

的成長背景，故學習動機的差異性也會有所不同（魏惠娟，2012）。魏惠娟(2012)認為高齡者參與動

機的強弱會影響學習的需求與學習的結果。而且參與學習動機是為個人在受到外在的刺激或是個

人為使內在目標實現，而產生參與學習活動之意圖（翁嘉苓，2010）。因此發展老人學習課程，參

與學習動機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老人學習之類型 

Houle (1961)在 1960年代進行成人教育調查確定了成人學習類型，分別是以目標導向、以活動

導向及為了自身求知的學習導向。Green與 Enderline (1980)更進一步評估老人學習需求，提出四類

老人學習者的學習態樣，分別是喜歡正式的、結構化的學習體驗；自我導向的學習；喜歡和參與自

我導向的學習計畫和正式的結構化課堂學習；保有任何類型的學習興趣。在老人學習課程上，可依

上述四類方式進行課程規劃。 

由於老人學習之自我導向與結構化課堂學習特性，老人學習能自動地將知識轉化作為自我人

生經驗的解放，進一步了解他們經驗的意義，並依照新的理解行事。這樣的價值觀形成過程就在於

轉化學習之過程，因此，有必要就老人之轉化學習為深入的探究。 

2.2 老人之轉化學習 

成人的轉化學習意涵 

Mezirow於 1987年首先提出成人觀點轉化的學習理論，他認為觀點轉化是「一種解放的過程，

人們對於心理－社會文化的結構性假設，如何及為何限制他們看待自己及其有關的事物，逐漸產生

批判性的覺察，並重新整理這些預設，而形成更具包容性、區辯性與整合性的優質觀點，以進一步

了解他們經驗的意義，並依照新的理解行事。」成人大多已發展出一套觀看世界的固定信念、詮釋

自身經驗的方式，以及獨特的價值觀(Mezirow and Associates, 1990)。而根據顏朱吟(2005)以及李瑛

(2013)之整理，成人的轉化學習具有以下之意涵： 

(1) 自我導向與自發性學習：成人的自我導向使其成為自主學習者，即個人擁有學習的所有

權，願意為其學習負責任。「責任」一字的英文「responsibility」即「回應」(response)的「能

力」(ability)，是指個人在面對他人及其他情境因素時的回應能力，而不是機械式地受外

在環境制約。自我規劃學習即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任即自發性學習。但是自主學習者並非是

以自我為中心，而是激發其向上發展的潛能，Boucouvalas將歸屬感(homonomy)的概念與

自主性結合起來，歸屬感指「身為有意義之全體的一部分，與家庭、社會團體、文化及宇

宙秩序等超個人面向和諧共處的經驗」，自主性反映的是獨立與獨特（轉引自楊惠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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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所以在成人學習上與幼兒學習最大的不同，是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也具備對選

擇投入課程的責任感，並看重加入該課程所產生的歸屬感。 

(2) 強調經驗學習：個人獨特的生命經驗是其學習的重要資源，經驗學習展現出連續性與互動

性(Dewey, 1938)，亦即每一次的經驗都受到學習者獨特的過去以及當下的脈絡所影響，經

驗學習含括了學習者帶入經驗中的準備、經驗本身（學習者在經驗期間能夠同時「注意」

及「干預」），以及在經驗期間和經驗發生之後回顧及前瞻的雙向過程(Miller and Boud, 

1996)。 

(3) 重視學習脈絡：學習脈絡含括了物理環境、心理或情緒狀態，以及社會或文化層面，對於

成人的成長與發展以及參與學習都有影響（黃富順主編，2004）。在學習課程與活動上建

立相互尊重、信賴、開放、真誠與合作的氛圍，瞭解成人學習的障礙並給予支持、協助、

輔導個人發展其處理壓力的策略等，都是對於學習脈絡的關注。 

(4) 學習資源之多元性：現代學校教育制度，使人相信學習要在學校產生，但事實上大多數人

都是在學校之外，獲得他們的大部分知識。Illich (1970)主張建立一個非學校化社會

(deschooling society)，強調學校不是唯一的學習場所，不應漠視非正式學習的管道，Illich

並鼓吹建立學習網絡，讓學習資源保存在圖書館、博物館、實驗室或各機構、工廠等，讓

學習資源不再由學校或教師所支配，學習者可依其學習需要，隨時取得學習資源，選擇學

習夥伴、技能教師或教育諮詢者，將學習主控權操之在我。 

成人的轉化學習特性 

成人轉化學習之特性而言，自 1990年代以來，對於成人轉化學習的探究成為顯學。轉化學習

不同於成人教育著重成人學習特性，轉化學習深入探究學習的認知過程、經驗的心智建構、內在意

義及反省、個人轉化與社會變革（楊惠君譯，2004）。 

巴西學者 Paulo Freire所倡導的「意識覺醒識字教育」就是一種轉化學習的範例。他認為人是

一種實踐的存有(being)，作為一種未完成的存有，人的天職在成為一個能夠在世上行動與進行改造

工程的主體，在歷史文化的過程中，不斷的認知、理解並付諸實踐，主動參與創造社會文化，發展

存有的意義，才能建立人性化的社會，使自己及群體的生命更豐富（方永泉譯，2003；顏朱吟，

2005）。依據此派理論之觀點，成人轉化學習之特性有下述之內容： 

(1) 經驗是社會建構的，轉化學習在於經驗的解釋與再建構：個人經驗是在社會文化的脈絡中

形成，經驗是社會建構的，若個人經驗使其產生扭曲的意義觀點，則需要透過學習以解構

經驗，而後再重新建構。根據Merriam及 Clark 的研究發現，個人生命事件會觸發其學習，

而人在順境中較常發生有意義的學習(significant learning)，不過轉化學習則通常是在逆境

中發生，因為逆境中的深刻感受能觸使自我與經驗的結合（認知的、感情的、生理的）（轉

引自李瑛，2013）。 

(2) 對於經驗的批判性反省是轉化學習的關鍵：有效的學習並非在於正面的經驗，而是出於對

經驗的批判反省，只有經由沉思、反省性實踐及實驗性學習才是較高層次的反省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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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轉化學習之關鍵在於學習之後的高層次反省性學習，只有能產生高層次反省性學習

才能彰顯高度之學習成效。 

(3) 轉化學習促使個人心智或意識能力的發展：人類知識的學習不是外在給予，而是主動建

構。因此知識建構與個人內在的心智發展有著密切之關聯。個人或群體往往在自認知識不

完整的時候，產生追求完整性之學習動機，也會在個人內心覺得認知衝突下，尋求可以雙

贏的知識建構。因此，人類學習在面對陷入知識與內心產生衝突的派別或體系時，會更謙

遜地尋求超越自我知識建構。轉化學習就是在學習者既有知識建構不完整、面對陷入知識

與內心產生衝突的派別或體系時，產生與個人內心認知衝突下，尋求更完整之知識，可有

助於促使個人心智或意識能力的發展。 

(4) 觀點轉化也可能造成社會行動，以促使社會變革：學習者的意識覺醒能提升自我的意識層

次，在提升自我意識後，能夠主動積極創造文化，發展其存在的意義。成人轉化學習能夠

內化了原先被壓迫者解構其經驗，經由觀念轉化，能夠為自己發聲，並採取行動改造社會。 

從文獻顯示老人之轉化學習可以解構經驗，重新建立學習者心靈價值觀，然而如何的轉化歷程

造成這樣的結果是文獻上所較少論述的，尤其在老人之學習，具有自我導向與結構化課堂學習之特

性下，就是其轉化歷程為何值得探究。綜合本文上述之文獻顯示可見，國內外社區老人轉化學習文

獻並不多，且以社區為場域以質性研究方法探討之實證研究亦付之闕如，實有研究之必要。本文依

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如下：(1)瞭解宜蘭縣三星鄉尾塹社區老人學習自我轉化歷程為何？(2)尾塹

社區安排的老人學習內容帶給長者的自我成長、體驗生命意義與價值為何？(3)檢視宜蘭縣三星鄉

尾塹社區老人學習歷程為何？對未來尾塹社區老人學習之建議？ 

3.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宜蘭縣三星鄉尾塹社區作為個案研究場域，以個案研究法進行質性研究，並以深度訪

談進行資料收集，以期了解該社區長者參與學習動機及自我轉化過程。 

3.1 尾塹社區簡介 

宜蘭縣三星鄉尾塹社區為典型農村社區，共有 570 戶人家，1,617 人，其中 65 歲以上長者共

264人，佔全村人口 16.32%（宜蘭縣三星鄉戶政事務所，2017）。社區裡除了農務外，沒有太多工

作機會，尤其近年來，農務也大多委託代耕業者耕種，因此青壯年都到外地工作，白天只剩下老弱

婦孺留在社區中。 

1999 年行政院衛生署為了讓社區民眾關心社區健康問題，展開社區健康營造工作，鼓勵各衛

生所在社區成立健康營造小站（趙坤郁等編著，2006）。當時宜蘭縣衛生局長邱淑媞也為推動公共

衛生業務，在各鄉鎮衛生所展開個案管理服務，由衛生所派員進入村民家中，進行持續性的健康照

顧工作。三星鄉衛生所護士在該個案管理業務中，發現社區青壯年出去工作，家裡的長者需要更多

的照顧，萌生成立社區長者彼此照顧網絡的想法，並極力爭取衛生所與衛生促進會的支持。因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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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鄉衛生所在 2000年與尾塹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於尾塹社區活動中心成立喬木讀書會作為健康營

造小站。至此民眾開始聚集到活動中心來上課，參加的人也從剛開始 5 個人到後來有 40 人之多。 

喬木讀書會的課程很多元，除了衛生所的衛教課程外，還有手語班、歌仔戲，也配合衛生所成

立活力秀，長者到處去表演。2010 年第五屆社區理監事改選後，社團開始系統化，除了原來的讀

書會外，社區長者可以參加的課程活動，還有媽媽教室、外丹功、長青舞團等等（尾塹社區發展協

會，2017）。 

2013 年成立尾塹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社區課程帶來較穩定的經費來源，課程可以增加更多種

類，如打擊樂班、卡拉 ok歌唱等等，該社區關懷據點辦理成效佳，在 2015年獲得宜蘭縣社區評鑑

績優獎、2016 年獲得全國社區評鑑績效組甲等（尾塹社區發展協會，2016；尾塹社區發展協會，

2017）。同年三星鄉樂齡學習中心也在尾塹社區活動中心開課，使社區課程更加豐富（游本謀，2013）。

2014年三星鄉衛生所在尾塹社區活動中心二樓成立長照樂智社區服務據點「智在不老營」，這是全

國唯一由衛生所成立的樂智據點，提供失智症長者及家屬課程活動，並提供相關資源支持及協助家

屬調適照顧壓力，該課程使尾塹社區跨出健康長者的課程範圍，擴大照顧失智長者及其家屬的課程

活動需求（宜蘭縣政府，2015）。樂智據點在第一年辦理就獲得台灣失智症協會頒發「長照樂智社

區服務據點~特優獎」（尾塹社區發展協會，2016）。 

尾塹社區關懷據點及樂智社區服務據點兩個據點卓越的成效，也吸引了宜蘭縣政府的注意。

2015 年宜蘭縣政府以尾塹社區作為「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示範社區，發展宜蘭縣的整合性社

區照顧服務，社區增加更多健康促進課程（宜蘭縣政府，2015）。2017年尾塹社區配合社會處政策

將每周活動排滿 10 個課程時段（周一到週五上午跟下午各有一個時段），老人課程活動從原本的

上午，延伸到下午，尾塹社區已儼然像是老人日托中心。2017 年 10 月尾塹社區通過長照十年 2.0

的評估，成立 C據點，挹注社區更多課程活動經費，也帶進醫院資源，更加貼近長者的需求。 

尾塹社區從剛開始只有 5個人參與讀書會，到目前周一至周五上午及下午滿滿的課程（表 1），

來自社會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育處「樂齡中心」、衛生局「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及中央長

照 2.0的 C據點，豐富且多元的課程滿足不同長者的需求，也增加其彼此照顧的凝聚力，使尾塹社

區長者晚年生活充實又快樂。 

表 1. 三星鄉尾塹社區課程表（資料來源︰宜蘭縣尾塹社區發展協會） 

   星期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9:00-12:00 
樂智 

學堂 

喬木 

讀書會 

(1)樂智學堂 

(2)地瓜班 

(1)頭腦保健班 

(2)祖孫共學 

賈霸 Z

運動班 

12:00-13:00 長 青 食 堂 

13:00-15:00 

(1)公園高爾夫球研習 

(2)媽媽教室 

(3)動動班 

長青舞團集訓 

(1)平衡班 

(2)健康保健諮詢 

(3)巡迴醫療 

打擊樂班 
長青舞

團集訓 

19:00-21:00   卡拉 OK班  書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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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以個案研究法以宜蘭縣三星鄉尾塹社區為研究個案。由於「紮根理論」理

論化的建構是在運用「歸納」方法，從描述資料中萃取出概念，並加以類聚成較高程度的概念性而

逐漸形成類別或範疇，深度描述尾塹社區老人轉化學習過程，其適合本文資料收集與質性訪談之處

理，因此便採用紮根理論為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時，考量如下： 

(1) 理論層次：本文實施訪談法時，係從認知心理學、資訊處理理論與個案研究進行論述，以

口語資料分析方法探索及蒐集資料，用以幫助研究者了解受訪者思考模式與認知過程。 

(2) 思維層次：本文訪談法探究對象為口語資料，以三層次之思維層次處理口語資料。第一層

次，會請受訪者直接將其思緒反映出來，沒有中介過程，受訪者不必特意去傳遞思維過程；

第二層次，包括描述思考及認知過程，在此階段，受訪者必須將其所知，再加以說明闡述

一遍；第三層次，要求受訪者解釋其思維過程，且此步驟必須將以存在的短期記憶資料再

解碼，且須將現有的資料與存在的短期記憶資料連貫起來（周維婷，1999），力求所得資料

之正確性及嚴謹性。 

(3) 整合層次：為了使本文訪談法不落入質性研究主觀情緒的糾葛，本研究將訪談內容依情節、

解決步驟與過程進行整合，俾有利於觀念與結構的鋪陳，使得研究者在探討研究議題時，

能夠得到較客觀與理性的理解。 

本文採用立意抽樣，以立意抽樣選取個案須含有大量的關乎研究目的重要問題的資訊(Patton, 

2002)。立意抽樣至少包含四種可能目的，第一是希望所選擇的對象具有「代表性」或「典範」，使

抽樣得到的結果足以代表一般成員。第二個是具最大變異性，所得結果足以代表各種不同的變異範

圍，第三是選擇的樣本刻意用來測試所研究或正形成的理論，使用極端的個案。第四是為了比較不

同場景或受訪(Maxwell, 1996)。本研究選擇尾塹社區為研究樣本，在於社區關懷據點辦理成效佳，

三星鄉樂齡學習中心也在尾塹社區活動中心開課，社區課程更加豐富足以代表社區老人學習場域

所在。再者，2015 年宜蘭縣政府以尾塹社區作為「老來寶健康促進家園站」示範社區，以及中央

長照 2.0 的 C 據點，可見社區豐富且多元的課程能滿足不同長者的需求。尾塹社區能符合上述個

案研究之要求，期待對其深度剖析，有益於答覆研究問題。 

本文的觀察單位之研究場域為尾塹社區，以滾雪球方式立意取樣，為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在

針對受訪者訪談後，如覺有再次深入訪談釐清之必要者，會再進行第二次訪談。在訪談對象之選取

考量上，除社區經營者、社區志工以及家屬外，首先具備口語溝通及一般理解能力之 65歲以上老

人學員。從社區讀書會創辦迄今持續參與課程之老人優先邀請，若無則以至少持續參與課程一年以

上老人為訪談對象。經過尾塹社區發展協會推薦、受訪者推薦及研究者邀請方式，共訪談社區經營

者 3人，志工 2人、老人 6人、老人家屬 1人等共 12人，基本資料如下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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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代碼 性別 年齡 學歷 過去或現在行業 性質 訪談日期 

AD 女 38 大學 公務員 社區經營者 106.07.06 

AE 女 50 研究所 公務員 社區經營者 107.07.14 

AG 男 62 大專 牙醫 社區經營者 106.06.18 

BA 女 82 小學 家管 社區志工 
106.06.25 

107.09.13 

BC 女 56 高中 保母 社區志工 106.06.25 

CA 男 88 初中 工程包商 上課長者 106.06.24 

CC 女 80 小學 家管 上課長者 
106.06.25 

107.09.13 

CE 男 65 小學 營造商 上課長者 107.09.08 

CF 女 80 小學 家管 上課長者 107.09.13 

CG 女 86 小學 家管 上課長者 107.09.13 

CH 女 75 小學 家管 上課長者 107.09.13 

DA 男 66 高中 工程師 長者家屬 106.07.01 

3.3 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方式，亦從文獻顯示老人之轉化學習可以解構經驗，重新建立學習者心靈

價值觀，但如何的轉化歷程造成這樣的結果是文獻上較少論述的，尤其在老人之學習，具有自我導

向與結構化課堂學習之特性下，其轉化歷程為何值得探究，有基於此，本文以半結構式問卷訪談研

究對象，運用半結構式訪談，擬定之訪談大綱如下： 

(1) 您何時到社區上課？您參與社區課程多久？ 

(2) 為何會想去社區上課？ 

(3) 參加社區的課程後，您的生活（或生活態度、習慣）有不一樣嗎？（您參加社區課程對您

有何改變？） 

(4) 您在社區上過那些課？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是什麼?您覺得學到什麼呢？您參加社區課程後

對您或您的生活有沒有什麼影響？ 

(5) 您覺得社區所安排的課程如何？您最喜歡哪個課程？為什麼？ 

(6) 這些課程會影響您對您的人生（生活）的看法嗎？您對生命的價值是否有不同的想法？（您

覺得課程內容帶給您怎樣的自我成長、體驗生命意義與價值為何？) 

(7) 對於課程或學習方式有何建議？ 

本研究資料整理方式，採全程錄音方式，再將其轉謄為逐字稿；並整理出受訪個案的訪談內容，

最後進行整體比較與分析。逐字稿編碼方式如下：例如：(AE 106/07/14)，AE為受訪者代號。資料

分析為先將訪談內容撰寫為逐字稿，進行編碼，另外涉及個案資料的人名改以代號處理。完成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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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後，將與研究主題相關畫線，做意義摘要，再做意義單元分析，群聚相關意義單元形成子題，以

產生次主題。透過意義單元、次主題與主題命名而形構成共同主題。資料分析範例如表 3所示。 

表 3. 資料分析範例 

主題 次主題 意義單元 代碼 

社區參與轉化學習 歷程分析 社區課程轉化學習程度 

社區課程參與經驗 

社區課程參與後觀察與反思 

社區課程參與後建立新概念 

結果檢核方式為每項訪談資料均經過兩位作者進行交叉核對，多次逐項的討論，確認內容具有

效度無誤後，方才列入研究結果與討論之中。 

4.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4.1 社區老人學習者的參與學習動機 

自發性學習動機 

尾塹社區屬於農村型社區，早期老人家境並不富裕，社區老人學習動機主要為自我實現與興趣

學習為主。從訪談老人學習者可看出，由於許多老人年幼失學，對於來社區學習，可彌補當初失學

之遺憾，更可謂是一個生命終點前之圓夢學習。此外長者可以來上課的時間與興趣，亦是社區長者

選擇參與學習的要素。 

因為讀書會有讓人可以成長的空間。人是活到老，學到老，人是學無止盡。(AG 106/06/18) 

人揪我就來。我小學畢業，都不曾看書讀書，想說來這裡看看。(CC 107/9/13) 

因為閒啊！本來帶孫，後來孫大了上幼稚園了，我就開始無聊就出來了。來這裡快樂啦！比較

有伴啦，也有人對談，像來這裡也可以和你對談，不然怎麼跟你認識。(CH 107/9/13) 

他們來上課很開心，為什麼？因為那個、那個地方就是長者，阿公阿嬤他們以前都沒有接受到

教育，就是少小就是沒有求學的一個過程。(AD 106/07/06) 

自我導向的學習 

本研究從訪談過程中不難發現，社區老人之學習是發自內心，為自我價值實現的自動自發學

習。社區老人的學習，不僅是打發時間，已進而形成老人新的生活習慣，促發往外在或內在的學習，

這樣的轉化學習讓他們了解生命意義與人生使命。本研究從受訪談者的學習自我導向觀點，均可看

出這樣的學習態度。 



以社區為場域之老人轉化學習歷程―以宜蘭縣尾塹社區為例 

作者：楊蕙芬、劉雅文                          43    

可是我們不能跟他說要停，他們不能接受，他們都希望你甚至連暑、寒假你都不要放，你就是

持續下去，因為他們看到這樣的長者他需要。(AD 106/07/06) 

要一直一直辦啊！說要結束，我就說不要，抗議、抗議、雙手抗議，哈、哈，不要結束，不可

以結束！叫他們跟上面說尾塹還要上，他們說為什麼你說一個理由，我說因為我們讀這個課喔，很

好！增加知識更加會算，回去還有功課，……啊就說結束了，我就說抗議，不行，不行結束。(CH 

107/9/13) 

他就知道說：「早上，我今天去上課喔，我中午在那邊吃飽才有回來」，他很在意這一個、這個

動作，就是說他也很認真，我，據我所知，他到目前為止，他好像是沒有缺課、缺過課。(DA 106/07/01) 

他就都、都很在乎，時間而且很準時，很準時。(CA 106/06/24) 

4.2 社區老人轉化學習歷程 

促進個人心智與轉化學習之歷程 

社區老人身心機能與記憶力與退化，有時候在學習時需要更多的協助。甚至社區會安排志工於

課餘時間幫助老人學習。AE 受訪時表示老人活力秀舞步學習時，社區會請志工到老人家中協助老

人心智記憶學習。 

長者他們在練習、練習的，他們這一些記的舞步，他們記性不好，所以有很熱心的志工阿姨會

到家裡面一對一的去指導。(AE 106/07/14) 

社區教師在教學設計上會運用適當的教學策略，促進老人學習成效進而達到轉化學習之效果，

例如在園藝治療課程中，教師先讓老人設計自己的名牌，再將名牌排放在他自己的園藝責任區，從

中認識園藝以及種植知識，活化教學歷程，促進老人個人心智之學習。 

我們有時候也會保有長者的能力，讓他們就是在課堂前，然後就是讓他們去揀菜，這個都還是

他們有的能力，我們就會讓他揀菜，甚至我們也有課程，課堂也有設計那個園藝，園藝治療，那就

是請社區給我們一個小小的一個、一個地，然後我們就是分配給長者，長者一個責任區，然後我們

就一連串的課程啦，我們先讓他設計他自己的名牌，然後設計好了，那我們到了那一天要播種的時

候，我們就請長者把他自己的名排放、放在他自己的責任區。(AD 106/07/06) 

然後我們再開始跟長者介紹，喔！我們今天要種什麼、種什麼，我們有教，就是跟長者一起種

過植物，也有種過蔬菜，那蔬菜其實對他們來講又很特別，長者以前都是務農，他也知道那個叫什

麼菜，這個都他的記憶，他原、原本他會拿鋤頭、拿什麼，那個都是他會做的事情，然後我們就只

是陪著他做而已，然後等到真的收成的時候，又看到他們，就是自己收、自己採，自己去、去收成，

然後自己挑一挑，揀菜，然後就請食、食堂的那個阿姨他們幫我們煮，結果大家坐在，坐下的時候，

看到：「啊！那就是我、我種的菜啦！」就是他們會有一個……他們的價值感也提升了，他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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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來就是大家都說：「喔！很好吃耶！種這個菜這麼漂亮」，然後長者會覺得說，喔！也、也有

讓他有信心了，所以他們很喜歡來這裡。(AD 106/07/06) 

社區老人往往依照自己興趣選擇課程學習，除了認知知識的增加外，也適合應用於生活之中，

例如 BA為社區老人手語班學員，在受訪時表示其在社區學習手語後，有時能跟聽障者可以進行簡

單的溝通。 

有呀！現在早上都有一個麗華她媽媽，都在阿六仔那裡種菜，她都在那裡過，她都會問我，我

在澆水，她就會說沒有下雨（比手語），提水喔（比手語）把它澆（比手語），所以是兩種，一種是

現場的，現場比現場的，比如果割草啦（比手語），種什麼什麼，種蔥我就比這樣（比手語）。……

有時候跟那個不會講話的人講，你沒有完全用我們的字去表達，就用現實的去表達。(BA 107/9/13) 

意識能力發展與轉化學習之歷程 

社區老人的轉化學習會改變老人個人舊有觀念與信念，同時也觸及老人內心深層，本研究訪談

結果與國內外文獻結論大致相同，轉化學習後不但對於原有假設提出批判反思，也進而產生新的洞

察與行動。 

老人的轉化學習除了認知理性取向外，還有批判性教育學取向，本研究受訪者老人 CH年幼失

學，來社區學習後，回想過去國小失學原因，以及在學校因繳不出學費遭受之對待，顯得遺憾卻也

因而更加珍惜學習機會。 

我是一個土夫，我只讀四年書而已，我前年國小同學會，我是不敢去參加，是我那些同學一直

跟我鼓勵要去，我大姊、小妹不曾交學費，我每個禮拜一都被叫去司令台，啊大家都認識我，到最

後我就自卑感啊！你要我拿錢繳學費，啊！我是要去哪裡拿錢繳學費，我若是家裡有錢我不用被你

叫上去司令台給大家看啦！若是以前老人家在講就是現實，我如果回家跟家裡面的人講，我就是給

家裡面的人打的啊，我就是知道家裡沒錢。(CE 107/9/8) 

另外本研究亦發現，社區老人於社區參與學習活動，可如同學校教師在觀察學生一樣，適時給

予輔導與協助。家屬也認為長者來社區，社區可以幫忙發現老人健康是否有狀況，而及時予以協助，

這點是老人家屬更希望老人多多來參與社區學習活動原因之一。 

我是覺得說、像我爸他這樣子，像他這樣子，像他現在身體還很健康的時候，就剛才妳提起，

有機會就是說，社區有活動，我們就經常去參與、經常參與，在這樣耳濡目染這種情況之下，社區

的一些動態，周遭的一些鄰居的一些生活怎麼樣，我們可以從中去學習，值得我們學習的也很多，

就這樣子，健康的時候就開始，然後等於、等於一個體系，等到你哪一個常常在這邊活動，這一大

群的這些老人家，哪一個漸漸的，就像學校老師在觀察學生一樣，哪一個學生哪一天奇怪，學生行

為異常，那你就積極會去瞭解說，你是不是哪一個方面需要輔導啦，或者是你健康狀況有，是不是

問題，就直接、等於說、我就講過，一個體系，精神、身體狀況好的，像我們做一些上課啦、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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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益的這些活動、這些這個課程，健康狀況出了問題的，在這個配套措施裡面也有一個組織，

一個架構能夠接受他來做這個處理。(DA 106/07/01) 

個人生命體驗改變 

本研究之受訪者表示社區課程的學習，改變了社區老人原有對於生命的價值與體驗，增加了自

我生命價值之肯定。同時從本次研究中，發現長者參與課程最主要是怕無聊，需要有朋友可以聊天，

彼此關心。可見課程可以帶來長者的自我認同、生活目標及人際關係互動。 

我們在課堂結束，我們還頒發，就是去幫他們舉辦一個叫那個畢業會，因為他們沒有上過課，

然後我們就是讓他們，我那時候就、就跟老師討論，然後我們就幫他們設……就是課程安排做學士

帽，因為長者不知道什麼、什麼叫學士帽嘛，那我們就是說：「啊、啊……我們、我們今天的課程

是什麼」，稍微講解一下，那講解完之後，好，那我們來完成就是這個階段結束了，課程結束了，

那我們就請長官，邀請長官，然後去幫他們頒畢業證書，我們還幫他做一個畢業證書，然後幫他們

就是協助他們做學士帽，然後讓長……不管是長、長官，還是家屬，然後去參加他們的那個畢業典

禮，就是那個、那個場面，妳會覺得……就是很多的酸甜苦辣都在裡面了。(AD 106/07/06) 

嶄露頭角之後，他們就一直主動，講到尾塹社區，他們也想說去縣外關懷據點成果展什麼的，

他們也都會找我們，讓我們有那個機會，我們一樣帶我們的團出去表演，後來也覺得這些長者，雖

然說不錯，算是說給他們一個舞台，活到年紀這麼大不曾這樣上台表演，讓他們肯定自己，讓他們

一個表演的舞台，一個空間，對他們自己肯定自己、自己還有這個價值。(BC 106/06/17) 

4.3 社區老人學習者對課程期待與建議 

尾塹社區老人在課程學習上偏向喜愛促進身心健康，運動讓身體更健康，簡單的數數保持頭腦

不退化，書法使心靈沉靜，因此這類課程受到長者的歡迎。老人會因為自己的身心狀況，而選擇或

拒絕課程。比如下肢退化之長者就會拒絕跳舞（活力操）這類活動。 

課程多元以顧及每位長者的需求，長者的興趣不同，有些喜歡有些挑戰性，有些喜歡學習本來

就會的。長者能力跟身體狀況不同，有些身體狀況較不好的，無法久站，也無法參加舞蹈類活動。

尾塹社區課程的安排上須更考慮到參與老人能力及限制，例如本研究與受訪談者訪談時，即發現目

前社區的書法班的程度較高，會讓有些學識能力較低的長者退卻。 

我是覺得建議說書法班是那個高級的，像我們兩個都有報，我們都不敢去，看有沒有適合我們

老人家的書法班，我們兩個都有報名，一看都那個高級班，我們兩個都不趕敢去，哈哈！……他們

都是那個上班人員專門在拿筆的，我們普通都沒在拿筆。……我們都小學，從ㄅㄆㄇㄈ開始，她們

大學，那外面也有人說那個書法班我也想要學，可是看他們說那些都是上班人員，都是高級人員在

學，我們跟不上人家怎麼跟人家學。(BA 107/9/13)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7(1), 2019  

http://journal.gerontechnology.org.tw/                                     46 

宜蘭縣尾塹社區從 2000年開辦喬木讀書會開始，為社區長者展開一連串課程，雖然曾經歷解

散危機，但是因社區長者自主性的需求，以志工協力方式，維持住讀書會的運作，並從 2013年尾

塹社區關懷據點成立，帶來穩定的基本財源，社區也有更多有理念的人加入後，社區課程變得豐富

又多元，也成為社區長者彼此關懷、相伴之處。 

對於社區位長者安排的課程，社區長者非常喜愛並心存感激，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生活不再無

聊。在這些課程中，尤其跟健康有關的課程普遍受到長者的歡迎，同樣的隨著長者身心退化跟學識

能力的差異，社區需要時常依社區內長者現況調整課程，讓社區長者可在這些課程中得到更多的滿

足感及自我實現的成就感。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尾塹社區為研究場域，透過深度訪談 12位社區經營者、長者、志工、家屬，認為社

區老人學習自我轉化歷程改變老人舊有觀念與信念，社區安排的老人學習內容帶給長者自我認同、

生活目標及人際關係互動，檢視尾塹社區老人學習歷程發現除理性趨向外，同時包含情緒與靈性，

社區老人課程設計與策略應顧及每位老人的需求，同時考量參與老人之能力及限制，本文提出結論

如下： 

(1) 社區老人的轉化學習不但改變老人舊有觀念與信念，同時帶來長者的自我認同、生活目標

及人際關係互動：社區課程提供給長者學習與互動的機會，認識朋友，學習新知，與課程

內容上可增加老人認知與知識，改變舊有觀念與信念，同時老人參與社區課程使生活有重

心，不無聊。依據本次研究，發現長者參與課程最主要是怕無聊，需要有朋友可以聊天，

彼此關心，與同年齡層之老人情誼連結，心靈交流。因此課程可以帶來長者的自我認同、

生活目標及人際關係互動。 

(2) 社區老人的轉化學習除了認知理性取向外，還有批判性教育學取向：社區老人於轉化學習

後不但對於原有假設提出批判反思，也進而產生新的洞察與行動。本研究在農村型尾塹社

區，發現早年失學之老人在經由社區課程為轉化學習後，老人增加新知與知識，也會同時

思考當時學習困境與當年教育制度之不足，產生批判與反思。 

(3) 社區老人的轉化學習取向，除理性趨向外，同時包含情緒與靈性：尾塹社區老人在課程上

的學習可謂為自動自發的生命終點式圓夢的學習，本研究發現社區老人在學習上呈現的

轉化學習取向，除理性趨向外，同時包含情緒與靈性。老人轉化學習在於生命意義與人生

使命的展現，促發往外在或內在學習、形成新的學習觀點，社區老人抱著謙卑心與內在或

大自然及更高的意識對話、與同年齡層老人交往溝通，更深入靈性層面，追求生活趨向自

由與單純。 

(4) 社區老人課程設計與策略應顧及每位老人的需求，同時考量參與老人之能力及限制：本研

究發現尾塹社區老人喜愛的課程偏向促進身心健康，運動讓身體更健康，簡單的數學保持

頭腦不退化，書法使心靈沉靜，因此這類課程受到老人的歡迎。反之，老人會因為自己的

身心狀況，選擇或拒絕課程。例如下肢退化之老人就會拒絕跳舞（活力操）這類活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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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提供多元化課程以顧及每位老人的需求，老人的興趣不同，有些喜歡有些挑戰性，有些

喜歡學習本來就會的。老人能力跟身體狀況不同，有些身體狀況較不好的，無法久站，就

不會參加舞蹈類活動。 

另外，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1)建議社區經營者於課程規劃上應重視課程轉化學習，增加老

人自我認同、生活目標及人際關係互動：社區課程應能帶動老人學習之學習成效，以轉化學習而言，

課程內容不但要能帶給老人新知與延緩老化，同時須具備帶來長者的自我認同、生活目標及人際關

係互動之成效；(2)建議社區教學教師教學上應重視轉化學習教學內容與教學策略：社區課程教學

上教學方案中應能選擇適宜協助老人轉化學習之教材，同時兼具適宜老人轉化學習之課程內容與

教學策略。在宜蘭縣三星鄉尾塹社區中，促進健康的課程，是社區老人的最愛，課程規劃可以多設

計該類課程，並依照老人的身心狀況，設計老人喜愛的課程活動內容與教學策略，盡量多元化，以

滿足不同老人的需求；(3)建議社區老人學習促進上之考量，除理性趨向外，可增加情緒與靈性：高

齡化與老人化是目前臺灣社會不可避免之重要議題，面對社會變遷，農村型社區青壯人口外移嚴

重，獨居長者無所依附，老人孤獨的問題越加嚴重。建議社區課程應廣設老人課程活動，讓更多老

人可以彼此陪伴，彼此關心，也讓更多老人身心更加健康。 

從本研究可見，尾塹社區長者參與社區課程帶來自我認同、生活目標，也增進社區長者彼此的

人際互動，同時也彌補過去生活困苦，無法求學的遺憾，可見社區課程對社區長者有很大的貢獻，

但是面臨社區須照顧的長者身心健康及興趣嗜好的不同，社區在規劃課程時，須朝向多元化課程，

並加重健康類的課程，但是更重要的是課程設計的目標要讓長者學習彼此關心，讓長者們在課程中

提升彼此的情誼，減輕孤獨感，快樂終老。本文著重於社區老人轉化學習歷程，對於課程如何增進

社區長者彼此的人際互動，使得長者們在課程中藉由彼此的情誼，減輕孤獨感為本研究之限制也是

未來後續研究可以加以延伸之處，期待未來社區場域之老人學習能更加完善，讓更多老人身心更加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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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an aging population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communities in 

Taiwan have initiated various programs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elderly and their health in the hope of 

alleviating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aging of the domestic popula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community 

as the them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for the elderly, and uses the rural Yilan County 

San-Hsing Weichen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to understand the self-transformative learning process of 

the elderly. It explores ways to experienc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and enhance the self-growth of the 

elderly in the local community through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rrangement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lderly. A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qualitative research. A total of 3 community managers, 2 volunteers, 6 elderly people, 

and 1 family member of the elderly were interviewed. The rooted theory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not only changes the 

old ideas and beliefs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brings about self-identity, life goals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of the elders. In addition to cognitive rational orientation,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also has a critical pedagogical orientation.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orientation 

of the community’s elderly, rationality, emotions and spiritual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strategy for the elderly. Furthermore, they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eds of each elderly 

while considering participation ability and limitation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ommunity managers pay 

attention to curriculum conversion learning when planning curriculum so the elderly can increase self-

identity, life goal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s. It also suggests that community teaching 

instructors pay attention to transform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 learning to 

community elders. These sugges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can increase the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promote mutual friendship, and reduce loneliness in elders. 

Keywords: Elderly learning,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community ag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