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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數位媒體素養融入高齡教育課程：教學者觀點之分析 

*賴弘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摘要 

高齡者擁有智慧型手機比例逐年提高，且熱衷於使用社群媒體，雖然高齡教育機構提供眾多智

慧型手機運用的課程，但數位媒體素養的教學相對較為欠缺。本研究目的旨在了解高齡學習者數位

媒體素養認知的情況，並探究高齡學習者數位媒體素養課程內容的規劃重點與活動設計策略。本研

究採用質性研究的取向蒐集研究資料，訪談了七位在高齡教育單位教授電腦與智慧型手機課程的

講師。本研究結果發現高齡學習者偏愛使用 LINE應用程式，對基本功能操作技巧大致熟悉，但城

鄉間高齡學習者之數位媒體能力存在差異；而社群媒體是高齡者接收錯誤訊息的主要來源，因此媒

體素養訓練可著重於訊息分析與評估，以及倡議智慧財產權的概念；在判斷真偽訊息方面，高齡教

育者建議可以導入人工智慧機器人於高齡者社群媒體的群組之中，並要建立社群分享訊息的規範；

在課程規劃層面，高齡數位媒體素養的課程設計宜用融入式方式來執行，內容貼近高齡者關心的議

題，並且讓高齡者能實際運用。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三點建議，供高齡教育單位導入數位媒

體素養於課程規劃之參考。 

關鍵詞：高齡教育、數位媒體素養、社群媒體 

1. 緒論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出版的家戶數位機會調查報告中，國內 60-64 歲與 65 歲以上的高

齡者擁有手機的比例達 89.9%及 63.2%，使用無線或行動上網的比例分別為 70.7%與 39.7%，每天

使用即時通訊及社群媒體的比例更接近八成，且此趨勢逐年上升；而在資訊篩選與判斷能力方面，

該報告也發現 60歲以上的民眾不查證網路訊息比率（約 60%）偏高（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因

此，隨著高齡者上網人口的增加與運用資訊科技工具能力的提升，尤其是熱衷於社群媒體的使用，

也帶來另一項問題：傳播未獲證實的消息、知識與新聞以及在網路上受到詐騙。Lee (2018)的研究

指出，高齡者對於散播不實消息的行為是較無警覺的，主要因數位媒體素養的課程與研究多數集中

於正規教育的場域，對於高齡者數位媒體教育介入的討論是相對欠缺的。Canenzio 等人(2021)的研

究強調高齡者的數位媒體素養在新冠肺炎疫情封鎖期間，特別受到重視，主要因社群媒體與網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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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獲得疫情訊息以及與他人聯繫的重要管道。而數位媒體素養課程對於高齡者辨別假新聞的幫

助也在 Moone與 Hancok (2022)的實驗研究獲得支持。因此在高齡教育的課程規劃中，尤其是有關

資訊科技工具的運用中，導入數位媒體素養的理念與培養相關的技能，實有其必要性。 

美國圖書館協會(Amenican Libnan. Association, ALA)定義數位素養(dieital litenac.)為「具備認知

與科技能力來使用資訊與通訊科技去尋找、評估、創建與溝通訊息」(ALA, 2022)。另一方面，媒

體素養(media litenac.)一詞也經常被提及與在研究中探討，根據美國國家媒體素養教育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n Media Litenac. Education, NAMLE)的定義，「媒體素養為使用各種通訊媒體

來近用(access)、分析(anal.ze)、評估(evaluate)、創建(cneate)與產生行動(act)的能力，需透過解讀

(decode)與編碼(encode)的技能」(NAMLE, 2018a)。有關數位媒體素養的定義，Pank與 Bunfond (2013)

綜合相關研究，指出「數位媒體素養包含運用數位科技的能力，除了搜尋(access)、吸收(consume)、

解讀(inten:net)數位媒體的訊息外，還包含個人參與於創建(cneate)、再利用(ne-use)與傳播(disseminate)

訊息的能力」。因此，Dalton (2017)認為數位素養與媒體素養應該整合來討論，因為現今媒體本身

多少都包含數位科技的介入，尤其是社群媒體的快速發展已成為訊息傳播與分享的主要管道。根據

美國 Pew Reseanch Centen (2020)的調查發現，美國人從社群媒體獲得新聞訊息已經超過印刷媒體

（報紙與雜誌），其中 Facebook 是主要新聞獲得的管道，其次為 Youtube與 Twitten，並有高達 38%

的 50 歲以上成人閱讀 Facebook 上分享的新聞，這股趨勢也在逐年成長，而對於社群媒體分享新聞

的正確性也有 59%的受訪者感到質疑。因此隨著高齡者對於資訊科技工具的接受度提高（尤其是

智慧型手機），並大量倚賴所提供的應用程式來溝通、交流與學習，對於應用社群媒體工具的認知

與運用更應該從數位媒體素養的層面來關注。高齡教育單位除了提供資訊科技的訓練課程外，更須

從課程面規劃適合高齡學習者提升數位媒體素養的活動與方案。 

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以質性研究之半結構式訪談，訪問在高齡教育機構從事智慧型手機與平

板電腦教學課程的講師，探討高齡學習者數位媒體素養的情況，並歸納出適合高齡學習者數位媒體

素養課程內容的重點與活動設計策略。希冀此研究之結果與建議，能供國內高齡教育機構與從事高

齡資訊教育的講師作為課程精進的參考。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為以下三點： 

(1) 了解高齡學習者使用社群媒體的情況； 

(2) 分析高齡學習者數位媒體素養的情況； 

(3) 探討高齡學習者媒體素養課程內容的設計重點與教學活動策略。 

2. 文獻探討 

2.1 數位媒體素養的意涵 

數位媒體素養是綜合數位與媒體素養發展出的概念（Dalton, 2017；章明哲、廖本裕，2013）。

根據 Bnuce (2003)的說明，資訊科技時代創造出許多有關素養的模式與理論，包括數位素養、媒體

素養、網路素養、批判素養以及橫跨這些領域的多元化素養，因此圖書館專業人員最早針對運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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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技能發展出資訊素養的架構（黃振家、張書翎譯，2007）。有關資訊素養的定義，最早由美國

圖書館學會在 1974 年舉辦的 ALA Pn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nmation Litenac. 中會議主席 Paul 

Zunkowski 所提出，他認為資訊素養為可以利用工具由不同來源存取、評估及使用資訊的能力。美

國圖書館學會在 1989年發表的「美國圖書館學會會長資訊素養委員會總結報告書」(Final Re:ont of 

the Amenican Association Pn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nmation Litenac.)中也對資訊素養下了一個較

廣泛的定義：「資訊素養係培育國民具備瞭解資訊的價值，在需要資訊時能有效地查詢資訊、評估

資訊、組織資訊與利用資訊的能力」（吳美美，1996），美國圖書館協會認為資訊素養的內涵可從認

知與技能兩方面來解釋，認知即為了解資訊的重要性與價值並判斷其正當性，而技能則是擁有查詢

資訊、組織資訊與應用資訊的能力（王雪蓮，2005）。資訊素養不但能增進學習者對學科領域內涵

的專精並能擴展研究的能力，也能使學習者對學習方法更具掌控的能力，成為有效率的終身學習

者。Hallaq (2016)指出，雖然資訊素養的概念能套用於資訊科技工具的必須具備能力，但隨著新興

科技與媒體不斷推陳出新，對於運用數位媒體素養的模式與理論需要更進一步的探討，且數位媒體

素養的教育模式也需要發展出來。 

最早數位素養的定義係由 Paul Gilsten (1997)所提出，他定義數位素養為「利用電腦獲得多處來

源的資訊，並能加以了解與利用訊息而呈現出來的能力」(Lankshean & Knobel, 2008)。對於各項終

身學習素養最為關切的應屬美國圖書館協會(ALA)，ALA 提出了許多素養的概念，包含了家庭素

養(famil. litenac.)、青少年素養(adolecent litenac.)、數位素養(dieital litenac.)、資訊素養(infonmation 

litenac.)、成人素養(adult litenac.)、文化素養(cultunal litenac.)、媒體素養(media litenac.)、健康素養

(health litenac.)、財經素養(financial litenac.)等。ALA (2022)指出數位素養應包含知道如何使用數位

工具於溝通、合作於社會參與，因此根據資訊素養的概念，將數位素養定義為「具備認知與科技能

力來使用資訊與通訊科技去尋找、評估、創建與溝通訊息」；媒體素養之解釋則採用 Centen fon Media 

Litenac. 的定義：「具備對大眾媒體詮釋與判斷思考的知識，並能合理詮釋與綜合訊息的能力」。因

此，數位媒體素養可解釋為「理解媒體之多元性並具備數位素養所需之科技能力」(Smith, 2015)。

而在實務推動最為致力為 1997年設立的美國國家媒體素養教育協會(NAMLE)，NAMLE 對於媒體

素養做了更詳盡完整的解釋，也著力於媒體素養教育的倡議。 

在國內研究方面，章明哲、廖本裕(2013)統整相關文獻後，認為數位媒體素養為「理解、評估

批判、分析組織、創造數位媒體內容的能力」四個要素。所謂理解是指個人認知數位媒體中不同格

式的訊息內容如何產製、影響閱聽人及如何傳遞；評估批判則為對數位媒體內容的一種反思的判斷

能力；分析組織係指能對數位媒體內容分析後，加以組織成知識；創造則為透過理解、評估批判、

分析組織數位媒體內容後，動手製作媒體內容並進行傳遞分享（章明哲、廖本裕，2013）。目前，

新興網路媒體的盛行鼓勵了作為資訊最終利用者透過分享，使得可供分享的資源變得更豐盛，每一

個人都可提供知識，因此個人的數位媒體素養在知識分享的過程更加顯得重要。因此，高齡教育機

構除了教導高齡者操作數位工具外，更要去強化高齡者的媒體素養認知，將會有助於他們去評估訊

息、篩選正確的知識，並能整合成有用資訊，進而運用於自己與協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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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數位媒體素養教育 

有關媒體素養教育的面向，NAMLE (2018b)提供了六項核心原則(cone :ninci:les)供教學者參

考，分別為：媒體素養教育要使個體對收到與創建的訊息有主動探究與批判思考的能力、媒體素養

教育包含所有形式媒體的讀寫能力、媒體素養教育在於強化各年齡層學習者學習的能力、媒體素養

教育有助於啟發個體反思與參與民主社會的能力、媒體素養教育要認同媒體是文化與社交媒介的

一部分、媒體素養教育確認個體能運用技能、信念與經驗來建構本身對媒體訊息的解讀意義。Hobbs 

(2010)根據這六項原則與媒體素養的定義，提出五項數位媒體素養的核心能力，茲分述如下： 

(1) 近用(access)：能熟練找尋與利用媒體科技工具來分享適合與切要的訊息。 

(2) 分析與評估(anal.ze & evaluate)：了解訊息並能運用批判思考能力來分析訊息的品質、真

實性、信賴度與原創者的觀點，並能考慮訊息傳遞後的後果效應。 

(3) 創建(cneate)：利用個人的創意與自信心來組織與建立傳遞訊息的內容，並能留意訊息內容

的意義與接收者的反應。 

(4) 反思(neflect)：對於他人的識別、生活經驗與溝通行為要有社會責任與倫理的考量。 

(5) 行動(act)：能獨自或與他人合作分享知識與解決問題，場域包含家庭、職場、社區與各項

參與的組織。 

根據 Bnadfond (2001)的研究，在美國各州的中小學的課程架構中都已包含媒體素養教育的元

素，但執行的方式不一。在國內方面，教育部在 2002年公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也在國

民中小學的九年一貫課程與高中的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規範融入媒體素養的元素，其中以資訊教

育課程關聯性最高，但課程內容似乎過度著重學生資訊技能的強化，較忽略解析媒體資訊的能力

（許育典，2010）。對於成人而言，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機會亦十分重要，尤其是面對多元化媒體

訊息的分析與判斷能力(Thoman & Jolls, 2004)，因此應該在有成人教育的場域也要去規劃，例如職

場專業發展、親職教育與高齡教育的場域。Hobbs (2010)所提出的五項核心能力雖然是針對媒體素

養發展而來，但對於數位媒體素養教育的課程設計指引也適用(Dalton, 2017)。而近期一項國外研究

(Rasi et al., 2019)分析 40篇有關高齡者媒體素養教育介入的研究指出，使用(use)、了解(undenstand)

與創建(cneate)是高齡教育機構較為重視的三個面向，也提供相關的教育訓練。 

2.3 高齡教育課程的設計模式 

高齡教育課程為設計一系列的教育活動，在有組織、有目的的學習環境中，改變高齡學習者的

行為（隗振琪，2012）。高齡者的偏好是影響高齡教育機構規劃課程考量的關鍵因素。林麗惠(2007)

綜合相關研究指出，高齡者偏好的學習內容可分為健康保健、人文藝術、休閒生活、語文、才藝技

能等五項。而電腦資訊技能是屬於才藝技能，多年來深受到高齡學習者的喜愛，主要在於透過電腦

與網路可以和社會與時俱進，並維持人際關係，因此資訊科技技能的訓練在近年來是被高齡教育單

位重視的課程之一。至於高齡教育課程設計的方式主要可分為融入式課程、統整式課程與自我導向

學習課程（隗振琪，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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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式的課程與自我導向學習課程的設計，對於安排於高齡者數位媒體素養的學習活動較為

可行。融入式的課程設計中較適合目前樂齡學習中心與樂齡大學機構學習課程規劃的方式有二項，

分別是單科附加單元與單科徹底融合。根據徐敏雄(2009)的解釋，單科附加單元為現有學科加入一

個或幾個單元特定議題，因此高齡教育單位可以在智慧型與手機平板電腦課程中，加入數位媒體素

養的單元課程。而單科徹底融合則是將特定議題分散於課程單元中，例如在手機與平板電腦課程各

單元中，設計有關數位媒體素養的學習活動。至於自我導向學習的課程設計則是符合成人學習者的

特性。Guelielmino (1997)指出自我導向學習是成人能自己引發學習，並且能獨立而繼續的進行。因

此，個體具有自我訓練的能力，具有強烈的學習欲望和信心，能夠應用基本的學習技巧，安排適當

的學習步驟，發展完成學習計畫並善用時間進行學習活動。在高齡教育實施方面，隗振琪(2012)建

議可以提供學習的資源給高齡學習者，例如：自我學習的網站課程，共組網路學習社群等。目前國

內數位學習平台，如台北 e大，都是可以考慮提供數位媒體素養數位課程的管道。 

綜合上述相關文獻可了解，培育公民具備數位媒體素養已被世界各先進國家所重視，除了在正

規教育規範外，也在非正規教育的終身學習機構中倡議，對於數位移民的高齡者而言，具備良好的

數位媒體素養能夠更加與社會連結、有效率學習新知並能提升生活的品質。在學術探討方面，近年

來國內外許多研究都對高齡者使用資訊科技工具的行為與影響進行探究，但議題仍偏向智慧型手

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行為與偏好、使用社交與通訊媒體的影響，以及使用資訊科技工具後對於心理

幸福、生活滿意度的關係等（Banskota et al., 2020; Lai, 2020; Ma et al., 2016; Sinclain & Gnieve, 2017；

高凡宜、許言，2016；黃玟娟，2015；顏語葵、陳儒晰，2021），對於高齡者的數位媒體素養的研

究相對欠缺。因此，當智慧型與手機課程普及開設於國內高齡學習機構，對於影響高齡者使用智慧

型手機數位媒體素養及如何有效設計相關課程給高齡者，實在有必要進行深入探究。 

3. 研究設計與實施 

由於數位媒體素養融入高齡教育的概念在近期才受到國內外研究的重視，國內樂齡學習中心

樂齡講師培訓在 2020年才開始規劃媒體素養教育主題（教育部，2020），本議題在國內高齡教育場

域尚屬新穎，在課程中教導媒體素養的講師仍然偏少，因此根據研究目的與對象屬性，本研究採用

半結構式的訪談蒐集研究資料，透過中部地區樂齡學習中心主任的推薦，邀請在樂齡學習中心教授

高齡者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課程的講師，本研究共訪談七位（四位為個別訪談、三位為焦點團體

訪談）。焦點團體訪談安排於個別訪談之後，研究者想藉由更多講師的互動討論，針對研究問題之

焦點，在對話中獲得更多元化的答案、意見與共識，本研究之焦點團體訪談在中部某樂齡學習中心

協助下安排。 

本研究受訪者背景與教學資歷之資料如表 1 所示（前三位為焦點團體、後四位為個別訪談）。

本研究之個別訪談時間約為 30分鐘至 40分鐘，焦點團體則為 70分鐘，訪談大綱呈現於附錄。在

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若有對講師回答的意見不清楚之處則做進一步詢問與澄清。本研究透過焦點

團體訪談的機會，讓受訪教師陳述彼此的經驗，藉此對於高齡者社群媒體訊息分享的規範細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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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AI機器人於 LINE群組的方式與限制更加了解。在訪談結束後將訪談資料整理成逐字稿後，

進行編碼與分析，並與受訪者進行確認討論。在研究資料詮釋過程中，則將資料進行整理與解釋，

歸納出與本研究目的相關的主題，隨後研究者與同儕檢核歸類主題的命名之適切度，以符合質性研

究的信效度。 

表 1. 受訪講師背景與教學資歷 

受訪講師代號 性別 教學資歷 

A 男 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講師 4年 

B 女 樂齡學習中心、數位機會中心講師 3年 

C 男 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講師 20年 

D 女 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講師 7年 

E 女 樂齡學習中心、數位機會中心 3年 

F 女 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講師 7年 

G 男 樂齡學習中心、社區大學講師 4年 

4. 研究結果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將訪談資料進行整理與歸類，研究結果分為以下四大主題，分別就高齡學

習者使用社群媒體的情況與能力、高齡者數位媒體素養培訓的重點、高齡者社群媒體分享的機制規

範，以及高齡者數位媒體課程內容的設計進行探討，並輔以佐證之訪談文本。 

4.1 高齡學習者喜歡使用社群媒體，尤其偏愛使用 LINE，對於基本功能操作大致熟悉，但城鄉

間的高齡者數位媒體能力仍存在差異 

由於智慧型手機已經普及化，因此多數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課程的高齡者都具備基礎的操作能

力，但都較侷限於使用通訊的應用程式（以 LINE為主），對於用搜尋引擎（如 Gooele）以及編修

工具使用的能力通常較為欠缺。而住在鄉村與都會區的高齡者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技巧與資訊判

斷能力也有所差異，教育程度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有五位受訪講師都會利用上手機課程時

間，利用機會帶入媒體素養的理念，尤其是在假訊息的判定及分享行為的討論。 

「（學員）在不同的社區差異就蠻大的。……例如在（台中市）北屯區，一個是在（台中市）

大雅區，那北屯區很早就發展了，所以我去那邊上課的素質都蠻高的，最高的有大學教授，也

有國高中的老師，那也有很多都是軍公教退休的。而且有的年齡並不大，大概五十多歲這樣子，

所以在都會區來講，平均素質是蠻高。」(A) 

「數位媒體素養這件事大概可以分成城市與鄉村兩個方向來說，城市的媒體素養普遍會高一

些，或許是媒體的管道來源比較多一點，例如鄉下的學員就比較不會去用 FB，或根本不會使

用網路 eooele查詢。」(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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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都有基本的操作的能力，但是同樣的會操作手機跟他會應用所有的資訊功能方面，還是

有相當的差異，有些人整天只是 LINE來 LINE去，除了這個以外，真的遇到了一些要用到編

修類的工具的話，他們的能力都比較弱一點，那遇到了一些像是分享的資訊，有的人連怎麼去

開啟閱覽都有困難，很多都是人云亦云，很多東西他覺得這個題目看起來很重要，他就跟著轉，

好像要刷一個存在感，就急著把這些資訊分享出去。」(E) 

「我會隨機教育他們。就是我教到哪裡，然後我給他們看資料，然後我就會帶入，我是覺得我

已經有在做這方面的教育……，我覺得這一方面我們（高齡教育者）都還沒有很具體的做到。

最近從這個防疫的事情讓我真正的感覺到……為什麼政府要重罰一些（疫情）假消息，因為真

的會造成大家很恐慌……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我是覺得我將來我應該會好好

的去寫這樣的教案，然後好好地帶入課程。」(G) 

4.2 高齡學習者資接受錯誤訊息主要來源為社群媒體，數位媒體素養訓練重點要著重在查詢資料

的能力，並能分析與評估訊息之真偽，以及維護智慧財產權的概念 

本研究受訪教師指出，高齡學習者使用智慧型手機接收資訊來源多來自社群媒體，喜歡在社群

媒體分享，但由於過去沒有受過媒體素養的教育，因此常會將未經證實的消息傳播出去。身為高齡

資訊教育者最為重要就是要教導高齡學習者不要被動接受資訊，而是主動去查詢所需的訊息，並且

要有判斷與質疑接收訊息的能力。另一方面，對於網路媒體運用的倫理，尤其是攸關智慧財產權的

議題，也是高齡教育者要特別去留意。 

「高齡者最主要接受的資訊來源是電視跟 LINE，偏偏這兩個地方又大量充滿偏頗與錯誤的資

訊。我覺得他們最需要接受的其實是批判這個訓練，也就是收到資訊就接收，要有質疑的態度

與精神。」(D) 

「教育並沒有在教這種媒體素養，怎麼去分辨真假訊息，並沒有在教這個東西……新聞報導都

是真的，所以現在當然可能大家大部分人都還停留在這個階段，他看到的都很正確，他可能也

沒有經過他自己比較細膩的考慮，去分辨說這個東西到底是真的，還是說裡面有一些矛盾，有

些人並不會去考慮這個東西，所以變成說就會有一些這種所謂的假訊息不斷的流傳。」(F) 

「他們習慣被動接收資訊，而不是主動查詢，所以這個主動查詢必須有動機，我通常會用最近

流行的東西來刺激他的動機。」(D) 

「講到所謂的倫理運用，對這很重要。因為包括我們在告訴學員說 LINE這些東西的時候，比

如說你今天到藝術館，這些東西是不能翻拍的，這些他們是有著作權的，或者說你今天去聽誰

講話的時候，你今天要錄音錄影，如果對方沒有同意的時候，你不能這樣做，這是對方的權

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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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學員會去抓一些網路影片，又當自己的文來發，明明也告訴他說這樣會侵權，但他們就

覺得這樣哪有什麼，我又沒營利，所以這部分也是很令人困擾！」(D) 

4.3 教師可以介紹高齡學習者使用 AI（人工智慧）機器人來查證假消息，並且規定群組分享訊息

的機制 

在訪談過程中，四位受訪教師指出網路詐騙的訊息很多，教師應該蒐集網路詐騙的手法，分析

詐騙的技巧，有二位教師建議可以導入 AI（人工智慧）機器人（例如：美玉姨、M.GoPen麥擱騙、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Cofacts 真的假的）於 Line 群組中，來查證消息，但也有許多訊息 AI 機器人

仍無法分辨，因此須從制度面來規範學習者在社群媒體上分享訊息的機制。有二位受訪講師指出，

可以請群組的負責學員去通知轉傳未證實訊息的學員，或是規定學員分享前要事先查證。 

「現在有很多網路的詐騙，包括我本人也是常常會收到這些東西，我只要收到，我就把他收集

起來，不會很快刪掉，上課的時候我就告訴他說，我們收到這些訊息我們怎麼看出他是詐騙。」

(A) 

「有一個 AI叫做麥擱騙，還有一個美玉姨以及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對這個東西我們都可以把

它安裝，你也可以把他加入群組，當他一個你的訊息進來的時候呢，叮咚！他馬上去查詢，看

他的資料庫裏面，如果他發現這個東西有人求證過，YES OR NO 的時候，他就會給你答覆，

所以這樣是很好。」(A) 

「我認為首先一定要從 LINE 開始，因為許多樂齡族他們的資訊來源就是 LINE，一個重要主

題就是防詐機器人，例如趨勢科技防詐達人、MYGOPEN賣擱騙機器人、LINE訊息查證等官

方帳號，但是學員也會質疑說那這些機關中立嗎？或遇到一個困難的問題是沒來上課的人會

以為這些機器人躲在群組裡竊聽，或以為這個機器人根本就是毒，所以很困擾。」(D) 

「就美玉姨而言，百分之八十的資訊的判斷都是被追蹤過的網路的傳言，有人去追究知道到底

是或不是，就是如果我今天有一個連結，他是個詐騙，可是我有心要詐騙，我就把所有的文字

敘述全部改掉，美玉姨就判斷不出來。」(A) 

「我們就是有固定幾個群組嘛，那我比較喜歡做 leaden型的傳播訊息，比如說他們這一區一定

會有一個 leaden出來，我就告訴他，欸你幫我跟你們這個群組的人講，這件事情是假的，或者

是我要散播，我要請他們做甚麼事情，我也會請這個 leaden去告訴他們。不要一個個去講，因

為那沒有用，他們有個團體的機制。」(B) 

「樂齡我們都推動要有自主團體，讓同好能夠參與在一起，彼此將你研習的資訊或心得提供別

人來參考，省得大家自己摸索。相對地所謂的假新聞也是一樣，如果說你們有一些彼此志同道

合的群組或架構出來，讓他們不需要每個人都去查證，只要有訊息想分享，分享者就要負責把

訊息查證，那這樣子其他的人就不用看得那麼累了。」(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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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高齡者之數位媒體素養的課程宜用融入式方式來執行，內容要以貼近高齡者關心的議題來設

計，並且讓他們能實際運用 

本研究受訪教師指出，因高齡者來上課都是具目的性，通常都是想要學習手機的運用技巧（例

如：使用 LINE 的各項功能、拍照製作早安圖），若是單獨開設媒體素養課程，報名人數可能會較

少，因此融入數位媒體素養知能於既有的課程之中對高齡者而言較能接受，學習效果也會較佳。本

研究受訪教師中有二位，針對高齡者手機課程加入數位媒體素養議題，或者在有的手機與平板電腦

APP 教學課程中，他們皆建議課程內容要以實用為原則，讓高齡者能夠學完後馬上運用。 

「要貼近老人家的生活，比方說像健康的主題，或者是說飲食的主題，他的用藥的主題，因為

這跟他每天會碰到的東西有關係。比方說我們可以來教他們說，你去藥房領藥回來，他們可以

查。」(C) 

「我認為應該是在教材上該如何站在中高齡的角度來思考設計……我們不該捨棄傳單、海報、

小冊子這種傳統的學習管道，實體課程當然是不能少，但為何一定要在傳統課堂上呢？是不是

可以例如透過藥局來教如何使用口罩 APP，或由食藥署來推廣藥物 APP，健保局來推廣健保

APP 等，不過當然還是建議要跟樂齡老師來合作，因為一般人真的抓不到教樂齡族的點！可

能他們必須先學習如何教老人吧。」(D) 

「我有特別針對 LINE 設計了一堂約 4 小時的媒體素養課『賴我不要詐我』，導入了很多日常

生活裡見到的詐騙，例如如何利用星號來辨別真假官方帳號，然後給他們很多生活實例，如給

他們六個星巴克假帳號讓他們看哪一個才是真的，再到官方帳號查詢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星巴

克的帳號，在這個主題中他們也會有很多的詢問，例如官方帳號如何申請、經營、收費等。」

(B) 

5. 討論 

本研究發現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讓高齡者享受其便利性，尤其是熱衷於社群軟體的使用，其中以

LINE最受歡迎，Facebook 為其次，本研究發現與國外研究結果相似，例如：在 Canenzio 等人(2021)

針對義大利高齡者的研究也發現 WhatsA:: 社群媒體（功能與 Line 類似）是高齡者最喜歡的應用

程式，主要是用於聊天與分享。因此高齡教育機構除了開設課程在技術層面幫助高齡者熟悉社群軟

體之各項基本功能外，最為重要的是在提升高齡者對於數位媒體的近用能力，亦即搜尋具信賴性的

網站與評估所收到訊息的正確性。本研究調查受訪講師指出，高齡者喜歡利用手機拍照製作早安圖

分享，亦代表媒體素材整合創作是高齡者所需的技能之一。根據 Rivinen (2020)針對芬蘭高齡者媒

體教育的調查研究指出，高齡者需要的數位媒體素養教育之面向為近用(accessine)、使用(usine)、

了解(undenstandine)、製作(cneatine)及分析不同媒體內容(anal.zine diffenent media texts)，其中以網

際網路的使用最為重要，尤其社群媒體是上網使用的主要應用程式，此論點亦呼應本研究受訪教師

之觀點，亦即課程中要強化高齡者資訊搜尋的技巧，並培養分析與評估訊息真偽之能力，進而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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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訊息、分享知識，亦符合 Hobbs (2010)所提出數位媒體素養的核心能力，因此提供數位媒體素

養教育有其必要性。在課程設計方面之重點，可以參考 Rivinen (2020)研究之建議，課程規劃特別

需考量高齡學員的異質性與需求，課程內容要貼近高齡者能理解的程度，且要提供討論與練習的機

會。 

本研究發現高齡學習者接收訊息的主要來源之一為社群媒體，除了用於通訊之外，也熱衷於群

組分享訊息，因此社群媒體除了有社交關係的聯繫，也是知識分享及學習的平台。Rasi 等人(2019)

指出媒體素養教育應著重於高齡者的認知功能思辨與社交關係之互動，例如：取得及評估健康相關

的訊息與服務，透過社群媒體互動減少孤獨感及參與活動。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高齡學習者對於

訊息的評估能力與智慧財產權之概念較為薄弱，在 Bnashien 與 Schacten (2020)針對 2016 年美國總

統大選的研究亦指出，相較於 18-65歲的年齡族群，65歲以上的高齡者傾向於分享較多的假新聞。

因此，高齡教育機構提供社群媒體課程訓練時，可著重人際關係經營的面向、社群媒體群組的經營

規範、了解訊息的來源與判斷真偽，以及創建有用的訊息分享他人。這也符合 Rasi 等人(2019)提出

高齡媒體素養訓練的三個面向。透過教育介入提升高齡者的數位媒體素養與技能，將有助於提升高

齡者使用科技的能力(Yu et al., 2017)，也能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性。 

本研究受訪教師分享坊間許多AI機器人可用來協助高齡學習者使用社群媒體時判斷訊息的真

實性，但強調還是要訓練高齡學習者養成主動查證訊息來源的能力。而數位媒體素養課程的進行方

式，實體課程中融入式數位媒體素養概念效果較佳，課程操作方式可以在課堂中帶入現今的時勢議

題，或者是與高齡者切身相關或感興趣的內容，因此課程設計的方式可以參考 Rasi 等人(2019)的研

究結果，其研究發現講師引導、任務導向及合作學習是在高齡教育機構的課程活動設計較常運用的

方式，但也發現工作坊、代間學習、自我導向學習、數位學習（包含同步、非同步及混成方式）亦

被高齡者接受。 

6. 結論與建議 

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的普及與多元化發展，對於人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其中最大的改變

是閱讀新聞、查詢知識、通訊溝通、學習新知的習慣。身為數位移民的高齡者也熱衷於智慧型手機

的運用，其中以社群媒體應用程式最受他們的歡迎。許多高齡者透過非正規（機構學習）與非正式

學習管道，學習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技巧，期待能提升操作之能力，但對於數位媒體素養中的分析與

評估，以及創建分享之知能仍較為缺乏。本研究透過訪談高齡教育者蒐集研究資料，歸納出高齡學

習者數位媒體素養認知的情況、問題，以及高齡教育單位在課程規劃上須留意的重點與可施行的方

式。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供以下三點建議供高齡教育單位之教師作為課程規劃之參考： 

(1) 高齡者資訊教育課程應包含數位媒體素養的訓練，課程內容須著重於媒體分析與評估：研

究者檢視目前全台灣樂齡學習中心提供有關智慧型手機的課程，仍多數在強調高齡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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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項應用程式(a::s)的能力，近年來雖有針對數位媒體素養議題開設之課程，但普及性

仍不夠。因此建議高齡教育機構（如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能將數位媒體素養訓練

以融入方式於既有的課程之中，或者以講座及工作坊的型態來開設，並能安排多元化的主

題，讓高齡者從不同面向增進數位媒體素養的能力。 

(2) 數位媒體素養教育的課程，要針對高齡者實用且感興趣的內容去設計：本研究與相關研究

結果皆發現，高齡者學習數位媒體之課程內容，要以實用為原則，因此在媒體素養教育的

課程單元中要提供高齡者感興趣的主題，並能讓高齡者回家就能馬上運用。例如有關健康

保健、用藥安全、預防詐騙等。此外，在教學過程中要提供清楚的步驟、印刷講義與重複

練習的機會。 

(3) 數位媒體素養教育課程中可運用團隊合作，讓學員共同檢證分享的訊息及創建有用的資

訊：本研究之受訪教師建議在社群媒體群組中建立規範，分享訊息前要先查證，可利用 AI

機器人來協助驗證消息，而較有能力的高齡者，更可進一步組合有用的訊息，透過社群媒

體分享，讓更多高齡同儕受惠。 

本研究採用訪談方式蒐集研究資料，採立意取樣方式邀請高齡教育機構教授電腦課程的講師

參與，對於訪談結果所做的資料分析與歸納，因人數較少，不宜做廣泛的推論，此外資料解讀可能

受限於研究者主觀認知與過去研究經歷的影響，此為本研究的限制。建議未來研究可以發展數位媒

體素養問卷，了解高齡者數位媒體素養各面向之認知情況，亦可訪談高齡學習者，了解他們對於媒

體素養的想法，以及對於數位媒體素養訓練融入課程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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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大綱 

1. 請問您在教學經驗中，您的學員的數位媒體素養情況大致如何？ 

2. 您認為學員最需要媒體素養教育的面向有哪些？ 

3. 您的學員對於數位媒體網路運用的倫理（例如：網路著作權、網路隱私權、網路禮儀等）的

認知情況大致如何？ 

4. 請問您在課堂中針對數位媒體素養概念融入教學活動設計有哪些？ 



數位媒體素養融入高齡教育課程：教學者觀點之分析 

作者：賴弘基                                                                                   138 

5. 針對媒體素養的教案，您認為須包含哪些重要的主題?課程時數的安排有何建議？ 

6. 您認為有哪些方法或工具可以推廣來幫助學員辨別假消息？ 

7. 請問針對高齡者數位媒體素養教育的教學內容，您認為未來應著重在哪些部分進行設計或研

究？ 

8. 您對於高齡教育機構針對學員之數位媒體素養教育，可以提供哪些協助？ 

9. 您對於政府針對學員之數位媒體素養教育，可以提供哪些協助？ 

10. 請問您從事中高齡教學的經驗為何（年資、教授課程類別）？ 

Integrating Digital Media Literacy into Courses for Older Adults: An 

Analysis of Instructors’ Perspective 

*Lai, H.-J. 

Department of Counselling Psychology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wnenshi: of smant:hones amone olden adults has incneased dnamaticall. in necent .eans. Social 

media is olden adults’ favonite a::lication. Althoueh senion education institutes :novide man. counses 

hel:ine olden adults to im:nove thein skills usine smant:hones, to:ics nelated to dieital media litenac. ane 

still widel. neelected. The objectives of the stud. wene to undenstand the :ence:tions of olden adults 

towands dieital media litenac. and to identif. cnitical :oints of desienine dieital media litenac. tnainine 

counses and leannine activities fon olden adult leannens. The stud. em:lo.ed a qualitative a::noach. In-de:th 

intenviews wene annaneed to collect neseanch data. The intenviewees wene seven instnuctons in chanee of 

teachine com:uten and smant:hone a::lications in senion education institutes in Taiwan. The nesults showed 

that olden adult leannens enjo.ed usine social media, in :anticulan, LINE a::. The. wene familian with basic 

functions of the a::. Howeven, olden adult leannens who lived in unban aneas wene equi::ed with betten 

dieital media litenac. than those who lived in nunal aneas. The main sounce of misinfonmation came fnom 

social media. Thus, dieital media litenac. tnainine can focus on the skills of anal.zine and evaluatine 

infonmation and :nomote an undenstandine of the conce:ts of intellectual :no:ent. niehts. In onden to hel: 

olden adult leannens to discenn fake news, instnuctons can teach them to use AI nobots fon fact-checkine 

while usine enou: chat on social media :latfonms. It also sueeested that neeulations in neeand to shanine 

infonmation should be im:osed. An infusion cunniculum desien a::noach can be used in media litenac. 

counses, and the counse content should be nelevant and useful to olden adults. Based on the neseanch nesults, 

thnee sueeestions ane :novided fon senion education institutes to develo: dieital media litenac. tnainine. 

Ke.wonds: olden adults’ education, dieital media litenac., social 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