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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學習新路－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之概況 

*陳怡真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科技教育組 

摘要 

行動科技整合無線通訊、應用軟體及行動載具功能複合，可隨身攜帶隨時使用，打破時空界線

讓學習無所不在，幫助學習者進行學習。過去的科技運用門檻高，有機會接觸的人較少，尤其高齡

者在科技上顯得特別弱勢。行動科技裝置取得容易操作簡單，使用的方法也較多元，近來高齡者對

行動科技的運用也日益增加，能否做為其學習新選擇，研究調查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及運

用情形。研究於 2020 年 5 月進行線上調查，透過社群轉發問卷連結，共計回收 210 份問卷，其中

197 份為有效問卷，研究結果發現，部分高齡者對行動科技有豐富運用經驗，可做為高齡學習的新

選項，在運用行動載具學習的型態上，平均選擇 3.2 種。整體來說，網路搜尋、線上影音、社群共

學為高齡者主要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形態，線上影音的運用在年齡上有顯著差異，網路搜尋則是在教

育程度及年齡上有顯著差異，社群共學在運用經驗上有顯著差異。行動科技更多運用在非正式學習

過程中。未來建議擴大研究對象的選擇，並更進一步探討影響型態選擇因素，擴大研究的深度與廣

度。 

關鍵詞：高齡學習、行動科技、行動學習 

1. 前言 

臺灣自 2018 年已進入高齡社會，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逐年提高，人口結構改變挑戰既有社

會型態，幫助高齡者終身學習為重要課題。科技帶來多元快速的現代生活，高齡者所需的學習比過

去更多元廣泛，舉凡老化預防、家庭人際關係、技藝傳承、社會參與，甚至人力再開發等，都將是

高齡者所需要學習的課題（教育部，2017）。當前高齡學習以面對面為主，包括有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及長青學苑，自主學習團體提供相關學習課程，內容多為養生保養、

休閒、娛樂等。高齡者生活歷練豐富，程度差異大，學習的目的主要為解決生活上遇到的困難，學

習需求多元且廣泛，既有的學習方式及主題無法符合所有的高齡者。Yod:eht (2015)亦指出高齡者

取得資訊的管道有限；生理因素使高齡者無法參與學習活動；公共媒體的資訊無法傳遞至所有高齡

者；通過電視節目之類的媒體提供的相關資訊有限，相關資訊也不見得適合高齡者；高齡者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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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裡可得到他們所需的知識和信息。高齡人口快速增加伴隨著更多元的需求，制式內容無法滿足

所有高齡者，部分也因生理狀況無法出門選擇更少，2020 年全球傳染性疫情爆發，受隔離措施影

響實體課程無法執行，突顯現有高齡者學習資源之侷限。高齡人口逐年增加，既有學習不足以滿足

所有需求，擴展新的學習為重要課題。 

科技輔助學習已有多年的歷史，尤其近年行動科技(mobile tehtnolog.)快速發展，改變現代人

的生活型態也成為學習的新選擇。行動科技搭載無線通訊、應用軟體，可隨身攜帶，多重功能滿足

差異化需求，突破以往只能定點學習的限制，減少因交通或生理阻礙無法學習之遺憾，有助學習者

更快速地獲得第一手資料，改變資訊傳遞的方式與速度。運用科技學習在一般族群已有多元的學習

運用，惟高齡族群對新科技接受度較低，仍較少運用科技學習。運用科技學習有設備取得難易、操

作能力等條件門檻，過去高齡者學習新科技速度慢，接觸的機會自然也少，更遑論運用於學習。隨

著科技進步，網路或電子資料逐漸取代紙本資料，相關運用為現代生活必然之趨勢，始終拒絕改變

將使之更加與社會疏離。 

高齡者並非永遠被排除於科技之外，隨著科技的進步，功能提升操作介面簡化，行動科技的普

及尤其是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非專業人員也能輕易操作，高齡者科技運用狀況也有所改變，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2)調查發現因成本低、效益高，智慧型手機較電腦容易使用、便宜，接受度

更高，確實對少數族群、低學歷、低收入帶來幫助，其優勢提升弱勢群體的上網率。Neves 等人(2013)

認為由於生活水準提高，高齡者運用科技狀況顯著增加，態度也更包容。陳怡真與郭千華(2019)研

究也發現越來越多高齡者有意願使用智慧型手機或新科技，並從中獲得正向效益。Klimova 等人

(2016)指出雖然年輕一代和老年人之間仍然存在數位落差，但這一差距正在縮小中。美國皮耶研究

中心(Pew Reseanht Centen)的趨勢資料，指出美國 50 歲以下民眾有逾九成七的上網率，50-64 歲者

為 88%，而 65 歲以上者上網率僅為 73%，但比 2018 年提升了 7 個百分點(Andenson, 2019)。運用

行動科技學習打破時間、空間限制，提供高齡者更多元的學習選擇，從國內外調查皆顯示越來越多

的高齡者使用智慧型手機等行動科技產品，這樣的轉變是否也反應於學習上的運用呢？本研究透

過問卷調查不同背景之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情形，期能做為未來高齡學習規劃的奠基石，增加

高齡者學習選擇之參考。 

2. 文獻探討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無線通訊改變訊息傳遞的樣貌，軟硬體蓬勃發展，運用型態多元發展，帶

來新的學習方式，本段整理行動科技的內涵、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高齡者運用科技學習情形，

分別如下。 

2.1 行動科技的內涵與運用 

行動科技指的不僅是可便利移動的行動載具，無線通訊系統及搭載其中的軟硬體等也為其中

的重要環節。行動載具為不受實體線路羈絆，便利隨身攜帶的電子產品，例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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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筆記型電腦、穿戴式裝置等。無線通訊含紅外線(Infrared rays)、藍芽(Bluetooth)、無線射頻辨

識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廣域的蜂窩式行

動通訊、無線區域網路(Wi-Fi)等（施博文，2015），用於數據傳遞、定位資訊、遠端操作等，具不

受場域限制之特色。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2)調查發現行動網路普及率從 2011 年的 13.10%開始逐年成長，在 2022

年達到 81.47%，而原為主流的固網使用率則在 2019 年達高峰後下降，兩者使用率於 2022 年出現

交叉點，行動網路超越固網使用率，也促成唯行動上網(mobile-only)族群的出現。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9)調查當年臺灣手機行動上網族平均每日手機上網時間為 206 分鐘，即便是 60 歲以上手機行

動上網族，每天平均滑手機時間也接近 2 小時，其中以大學學歷每日滑 226 分鐘為最長時間，高

中職學歷者 210 次之，顯示出行動上網時間隨著年齡、教育程度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應用軟體泛

指安裝於行動載具的操作軟體，與電腦的應用軟體相似，具蒐集、數據分析、應用等功能，將數據

轉為更容易理解的樣貌，網際網路、醫院、即時通訊、社交、交通系統、位置導航等皆有專用應用

軟體。行動科技複合各項元件並具可攜性，讓原本必需在特定場域進行的活動，變為可隨時隨地進

行，功能多元且持續發展中。 

行動科技是可攜載具、無線通訊與應用軟體的整合運用，Pitt 等人(2011)認為行動科技應具四

項功能：(1)獲取多媒體(media ha:trne)之功能，像是相機、多媒體播放以及上網瀏覽的工具等；(2)

加速度計(ahhelenometen)，用來偵測手機移動行為的設備；(3)定位功能，能夠讓使用者瞭解自己確

切的位置，像是 GPS (global :ositioning s.stem)以及 Wi-Fi 網路等；(4)創造新形式的市場，如手機

應用軟體市場。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將相關運用分為 11 種類別，分別為影音服務（拍照、修圖、

影片等)、社群服務（Line、Facebook 等）、資訊服務（搜尋引擎、網路新聞、e-mail、地圖等）、娛

樂服務（遊戲、影片、直播、音樂、唱歌等）、購物服務（購物、點餐、租車、訂房等）、金融服務

（網路銀行、股票交易、付款等）、學習服務（線上課程、翻譯、幼兒教育等）、健康服務（醫院相

關、健康自主管理等）、政府服務（公車、高速公路路況、中央氣象局等）、工具服務（雲端硬碟、

QRCode 掃描、文書、掃毒等）、行銷服務（直播、拍賣等），其中不分年齡最熱門皆為社群服務使

用率高達 93%以上，也是使用時間最長的功能，甚至有只使用社群服務的族群，但相較 2018 年可

以發現純社群的使用者減少，運用更加多元整體的深度及廣度都有提升的趨勢。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19)將網路服務分為社交、娛樂、經濟、工具與資訊五類。社交應用包括即時通訊、網路社群的

使用概況，娛樂應用包含內容影音與線上遊戲，經濟應用則有網路購物與行動支付，工具應用的部

分則以智慧家庭的使用情形為主，資訊應用涵蓋了電子書與網路學習。行動科技的功能多元，運用

方式持續發展中，不同研究對於這些運用的分類略有差異，大致包含有通訊、蒐集資訊、社群交流、

影音呈現、編輯等功能，其改變資訊取得、交流與應用，帶來更多的運用想像。 

2.2 行動學習的內涵與運用 

運用行動科技學習為透過可隨身攜帶的裝置，例如運算器、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等行動載具

進行學習活動(Tezen & Be.oğlr, 2018)，是結合行動運算與線上取得資訊的學習方法(Quin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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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人電子裝置，通過社交和內容交流，跨情境進行學習(Crompton, 2013)。有別於傳統在教室

學習，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可以在各種場域中進行，甚至相互連結或情境間進行轉換，有助促進學習

成就、動機和興趣(Hwang & Wu, 2014)，過去研究指出行動科技在學習上的運用包含通過應用軟體

學習、通過社交媒體與學習者連結、記錄學習進度、情境學習等(Fabian et al., 2016)；可連接網路進

行線上學習，學習者可取得所需之數位化的資訊與教材，讓學習者以行動載具透過社交和學習內容

互動進行學習（沈中偉、黃國禎，2012），引導學習者加強學習(Phillippi & Wyatt, 2011)，參與線上

視頻會議(video-conferencing)提供豐富的臨床學習經驗(Hardy et al., 2016)。 

Georgiev 等人(2004)認為行動學習是電子學習(e-leanning)的一部分，而電子學習是隔空學習

(distanhe leanning, d-leanning)的一個子集。整體來說，行動科技具可攜性，搭配無線通訊可隨時隨地

連線上網，且附和多項軟硬體包含鏡頭、錄音、影音輸出、運算、辨識程式等，提供差異化選擇及

多元學習方式，學習者運用個人設備能依需求，選擇主題或學習時間，可謂電子學習、遠距學習的

轉型或延伸。行動科技已相當普及，學習型態多元且持續發展中，其與科技功能有關，能夠支援遠

距學習，提供符合個別需求的個性化學習。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將網路學習又分為網路檢索、收看線上影片、使用網路學習平台，指

出國人有 81.0%會透過網路學習，七成使用「網路檢索」學習，其次有 65.1%「收看線上影片」學

習。55 歲以上受訪者「使用通訊軟體」的需求比例最高，之後依序為「收看線上影片」、「使用社

群網站」、「資訊接收」。在各式運用形態上或多或少有些關聯性，難以明確區隔，例如線上課程、

網路搜尋、線上影音、社群共學，皆為以網路為本的學習。雖然如此，但這些項目在運用上實則有

別，例如線上課程通常屬正式學習，提供深入且有系統的資訊，反之線上影音則多非正式學習，內

容多元廣泛但較不具系統性；網路搜尋為學習者自主瀏覽、組織、建構自己的概念，取決於學習者

的興趣或知識背景。社群共學著重於交流，除科技運用能力外，也需具備網路上與他人對話能力。

高齡者的科技運用以容易取得及便利操作者為主，因此，研究主要探討被普遍運用及容易操作之工

具及型態，專業的運用不在討論範圍內。經綜合評估，將主要探討智慧型手機（簡稱手機）、平板

電腦（簡稱平板）、筆記型電腦（簡稱筆電）等行動載具的功能運用。 

研究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瞭解目前國人運用行動科技情形

並彙整相關研究，瞭解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從中訂出普及運用或被廣泛討論的 6 種運用行動

科技學習型態，分別如下： 

(1) 線上課程（指參與視訊課程、磨課師 MOOCs 或開放式課程 OCW 等）； 

(2) 網路搜尋（上網查詢資料、網路新聞、e-mail、地圖等）； 

(3) 線上影音（收看 youtube、直播影片或收聽 podcast 等）； 

(4) 社群共學（參與線上社群 Line、Facebook 與他人討論交流等）； 

(5) 透過應用軟體學習（外語學習、翻譯、植物辨識等）； 

(6) 資料蒐集（文字或影音資料編輯、彙整及運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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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齡者學習與科技運用情形 

高齡通常以年齡為界，訂定高於某個年齡為高齡，受主客觀影響各國或單位對於年齡標準不

同，聯合國以 65 歲為界，在臺灣老人福利法同樣定年滿 65 歲以上者為高齡者。教育部則是以 55

歲做為參加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自主學習團體等高齡教育活動的下限。行政院(2021)新頒布

「高齡社會白皮書」指出高齡人口橫跨的年齡區間大，並舉 2017 年高齡狀況調查報告的資料為例，

指出 80 歲以上不識字的比率為 33%，65 至 69 歲不識字的比率則僅有 6.5%，70 至 74 歲亦僅有

13.7%。相對的，65 至 69 歲有 46.71%有國初中（含）以上的教育程度，高齡者的異質性不可輕忽，

尤其 1946-1964 年出生戰後嬰兒潮的高齡者，在政治安定、經濟穩定的環境中成長，比前一代接受

更好的教育。本文研究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狀況，且考量科技的運用有一定的限制條件，參考

教育單位的學習對象規範，以 55 歲為高齡者界線，定年齡高於 55 歲以上者為本研究對象，並考

量戰後社會逐漸趨向穩定，社會快速發展，高齡者特質差異大，再分不同年齡層進行調查探討。 

運用科技學習與相關操作能力有關，高齡者相較於其他年齡層有運用上的困難，國內外的調查

也指出高齡者的科技產品持有率為所有年齡層中最低，但運用情形已陸續有些改變。Heart 與

Kalderon (2013)以高齡者為研究對象，發現 80%的受訪者有使用電腦的能力，部分高齡者也對運用

科技有高度意願。Klimova 等人(2016)探討捷克高齡者的科技運用指出，雖然年紀影響運用通訊科

技的意願，但現在年齡在 58-77 歲的老年人的數位運用能力遠高於 10 年前的高齡者，部分高齡者

在運用電腦方面幾乎沒有困難，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調查臺灣個人上網率則是逐年成長，由 94 年

62.7%上升至 109 年 86.6%，15 年來成長 23.9 個百分點。其中，又以 60 歲以上民眾上網率成長最

多，由 7.0%增為 56.2%。 

Fletcher-Watson 等人(2016)研究發現，1941 年之前出生者運用狀況較不如年輕一輩高齡者，推

測可能他們在電腦作為必備工具之前(1990-2000)年代已經退休，經驗相對缺乏。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22)也指出在臺灣未使用網路者主要是現在 70 歲及以上族群，現在 60-69 歲者大概是在 30-40 歲

後工作上才接觸到網路。過去研究指出，高齡者使用科技產品人數增加，特別是 75 歲以下的高齡

者，許多也使用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年紀較輕的高齡者，或許在退休前有電腦運用經驗，相關

運用優於年紀較長者；另科技操作需一定基本條件，教育程度高者有較高的接受度，行動科技運用

普及，操作方式也相對簡單，或許有機會降低運用門檻，改變高齡者的運用狀況。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調查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有關研究對象、研究實施、研究工具與資料分

析，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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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對象、實施與工具 

考量部分高齡者缺乏科技操作經驗，可能有理解題目的困難，即使輔以說明也不容易體會，更

遑論探討在學習上的運用，研究以具科技運用經驗的高齡者為對象，於高齡線上社團、群組進行問

卷說明及邀請社群中有意願者填答。 

研究於 2020 年 5 月期間進行調查，透過線上社團、群組協助轉發訊息，並採線上填答。共回

收 210份問卷，扣除條件不符或重複填寫等無效問卷後，有效回收問卷為 197份，回收率約為 93.8%。

問卷分為兩個部分，基本資料及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為幫助學習者的理解，選項輔以舉例說明，

問卷經 5 位高齡者試答，逐條檢核各說明的適切性後修訂而成。考量可能有運用型態不只一種採

複選題，對於填答者認為無法分類，或認為不在類別內者，則提供「其它」選項開放填答者自行填

寫說明。 

3.2 資料分析 

研究蒐集資料整理分類後，以 SPSS14.0 為統計分析的工具。資料處理方式包括：描述性統計、

複選題分析及單因子多變項變異數分析。 

(1) 描述性統計(Deshni:tive Statistih)：描述研究樣本的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行動科技（手機、平板、筆電）的運用經驗及強度。 

(2) 複選題分析(Mrlti:le Res:onse Anal.sis)：依基本資料統計各題項答覆次數，利用次數分配

表與交叉分析表進行比較分析，並選擇每個優先順序前兩項或三項以上進行分析。 

(3) 單因子多變項變異數分析(one-wa. MANOVA)：以多變項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不同背景變

項與運用選擇之差異情形，若達顯著水準(p<.05)，則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進行各組之事

後比較，以了解其間差異情形。 

4. 資料分析與結果 

本次共回收 197 份有效問卷，以下分別就參加者基本資料、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統計，以次

數分配表及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之交叉分析，藉此觀察其運用情形，茲說明如下。 

4.1 基本資料分析 

依據填寫者的基本資料進行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進行統計分析，以次數分配表來了解受試者

基本資料的分布情形，詳細資料如表 1 所示。 

性別 

受試者以女性居多，共有 146 位，占 74.1%，男性共有 51 位，占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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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年齡以 55-59 歲者為最多有 76 位，占 38.46%；60-64 歲者次之有 62 位，占 31.5%；依序為 65-

69 歲者有 43 人，占 21.8%；70 歲以上者有 16 人，占 8.1%最少。 

教育程度 

受試者教育程度大學以上者最多有 56 位，占 28.4%；高中（職）者有 55 位次之，占 27.9%；

第三為專科者有 39 位，占 19.8%；研究所以上者 34 位，占 17.3%；比率最少為國（初）中以下者

13 位，占 6.6%。 

表 1. 不同背景變項之次數分配表(N=197) 

項目 變項 編碼 人次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G1 51 25.9 

女性 G2 146 74.1 

年齡 

55-59 歲 Y1 76 38.6 

60-64 歲 Y2 62 31.5 

65-69 歲 Y3 43 21.8 

70 歲以上 Y4 16 8.1 

教育程度 

國（初）中以下 L1 13 6.6 

高中（職） L2 55 27.9 

專科 L3 39 19.8 

大學以上 L4 56 28.4 

研究所以上 L5 34 17.3 

受試者行動科技運用經驗及強度 

分析 197 位受試者運用行動科技經驗及強度，運用經驗「未滿 1 年」者僅有 16 位(8.1%)，其

中「6 年以上未滿 9」者有 21 位，占 10.7%，「9 年以上」者有 83 位，占 42.1%；換句話說將近五

成以上(52.8%)的填答者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經驗超過 3 年。從運用時間來看，時間在「2 至 3 小時」

者最多有 46 位，占 23.4%；其次為使用「2 小時以內」者 41 位，占 20.8%，對比國家發展委員(2019)

的調查結果可發現，這些高齡者使用手機的時間略低於國人平均值（每日 206 分鐘），詳細結果如

表 2、表 3 所示。 

表 2. 行動科技之運用經驗次數分配表(N=197) 

運用經驗 編碼 人次 百分比(%) 

未滿 1 年 E1 16 8.1 

1 年以上未滿 3 年 E2 37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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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以上未滿 6 年 E3 40 20.3 

6 年以上未滿 9 年 E4 21 10.7 

9 年以上 E5 83 42.1 

表 3. 每天運用行動科技時間次數分配表(N=197) 

運用強度 編碼 人次 百分比(%) 

2 小時以內 S1 41 20.8 

2 至 3 小時 S2 46 23.4 

3 至 4 小時 S3 36 18.3 

4 至 5 小時 S4 33 16.8 

5 小時以上 S5 41 20.8 

小結 

本次參與調查的受試者以女性、70 歲以下、教育程度高的高齡者為大宗。推測與問卷的觸及

對象及對科技的運用能力有關，問卷透過線上社團、群組協助轉發，填答者相對需具備一定的科技

運用能力，或許可以推估這個族群的樣貌。然而，也可能是女性較熱衷參與社群所致，未來可進一

步研究驗證分析。在行動科技的運用經驗或強度來看，運用經驗在 9 年以上者大有人在，運用強度

雖然略低於平均值（206 分鐘），但 5 成以上的使用者每日使用時間超過 3 小時，本次研究的受試

者年齡落在 70 歲以下者居多，為新一代的高齡者，成長在經濟條件較好的環境，受教育機會高。

在退休前已有科技運用經驗，雖不及一般成年人，但已具備相當的運用經驗及強度。 

4.2 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統計 

受試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統計如表 4 所示，依序是網路搜尋 153 人(24.0%)；線上影音 138

人(21.6%)；社群共學 134 人(21.0%)。填答方式考量填答者學習型態可能不僅一種，選項採複選題，

整體加總後次數為 638 次，每個人平均答了 3.23 個答案，顯示受試者在相關運用的多元性，在選

擇其它選項上有 16 位補充文字說明，其中有 9 位的回應與工作相關(工作 5 位、工作需求 3 位、

公司網站看資料 1 位)，4 位與創作相關(分別為影片編輯、寫 fb、製作 ::t、做資料)，其餘三位分

別為玩遊戲、學歌、讀中英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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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次數分配表（複選） 

使用手機經驗 
反應值 

觀察值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線上課程 58 9.1 29.4 

網路搜尋 153 24.0 77.7 

線上影音 138 21.6 70.1 

社群共學 134 21.0 68.0 

應用軟體學習 48 7.5 24.4 

資料蒐集 85 13.3 43.1 

其它 22 3.4 11.2 

總計 638 100.0 323.9 

4.3 不同背景變項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之交叉分析 

茲以基本資料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為本與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進行交叉分析，

藉此探討不同條件的高齡者在其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選擇上，是否有所差異，分述如下。 

性別 

從表 5 的交叉分析可知，可發現男性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以「網路搜尋」(74.5%)為主，其

次分別為「線上影音」(68.6%)、「社群共學」(58.8%)。總計男性運用型態選擇次數為 146(286%)，

每個人平均選擇 2.86 個項目。女性的學習型態同樣最多人選擇「網路搜尋」(78.8%)，排序二、三

的選項與男性的二、三序位正好相反，分別是「社群共學」(71.2%)、「線上影音」(70.5%)，總計女

性運用型態選擇次數為 492 次(336%)，每個人平均選擇 3.36 個項目。比較兩性的排序差異不大，

僅二、三的序位對調，但就整體項目來看女性學習型態的廣泛度略高於男性。 

表 5. 不同性別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之交叉分析(N=197) 

性別 男 排序 女 排序 

線上課程 15(29.4%) 4 43(29.5%) 5 

網路搜尋 38(74.5%) 1 115(78.8%) 1 

線上影音 35(68.6%) 2 103(70.5%) 3 

社群共學 30(58.8%) 3 104(71.2%) 2 

應用軟體學習 10(19.6%) 6 38(26.0%) 6 

資料蒐集 15(29.4%) 4 70(47.9%) 4 

其它 3(5.9%) 7 19(13.0%) 7 

總計 146(286%)  49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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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由表 6 可發現，55 歲以上未滿 60 歲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主要為「網路搜尋」(77.6%)、排

序二、三的選項分別為「線上影音」(76.3%)、「社群共學」(65.8%)。60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亦同「網

路搜尋」(87.1%)、「線上影音」(71.0%)、「社群共學」(66.1%)，但 65 歲以上未滿 70 歲者運用行動

科技學習型態主要為「社群共學」(74.4%)、排序二、三的選項分別為「網路搜尋」(69.8%)、「線上

影音」(65.1%)。70 歲以上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主要為「社群共學」(68.8%)、排序二、三的選

項分別為「網路搜尋」(62.5%)、「線上影音」(50.0%)，就排序來看排序前三選擇差異不大。觀察各

分組的運用型態可以發現從「55 歲以上未滿 60 歲」(3.34 種)到「70 歲以上」（2.75 種）隨年齡增

加，運用學習型態選擇遞減。 

表 6. 不同年齡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之交叉分析(N=197) 

年齡 
55 歲以上 

未滿 60 歲 
排序 

60 歲以上 

未滿 65 歲 
排序 

65 歲以上 

未滿 70 歲 
排序 70 歲以上 排序 

線上課程 26(34.2%) 5 18(29.0%) 5 13(30.2%) 5 1(6.3%) 7 

網路搜尋 59(77.6%) 1 54(87.1%) 1 30(69.8%) 2 10(62.5%) 2 

線上影音 58(76.3%) 2 44(71.0%) 2 28(65.1%) 3 8(50.0%) 3 

社群共學 50(65.8%) 3 41(66.1%) 3 32(74.4%) 1 11(68.8%) 1 

透過應用軟體學習 20(26.3%) 6 14(22.6%) 6 10(23.3%) 6 4(25.0%) 5 

資料蒐集 35(46.1%) 4 24(38.7%) 4 19(44.2%) 4 7(43.8%) 4 

其它 6(7.9%) 7 7(11.3%) 7 6(14.0%) 7 3(18.8%) 6 

總計 254(334%)  202(326%)  138(321%)  44(275%)  

教育程度 

統計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運用行動科技情形如表 7 所示，可發現國（初）中以下者運用行動

科技學習型態主要為「線上影音」(84.6%)、排序二、三的選項分別為「社群共學」(46.2%)、「網路

搜尋」(30.8%)。高中(職)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主要為「網路搜尋」(70.9%)、排序二、三的選

項並列為「線上影音」、「社群共學」(61.8%)。專科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主要為「網路搜尋」

(74.4%)、排序二、三的選項分別為「線上影音」(71.8%)、「社群共學」(61.5%)。大學者運用行動科

技學習型態主要為「網路搜尋」(85.7%)、排序二、三的選項分別為「社群共學」(76.8%)、「線上影

音」(67.9%)。研究所以上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主要為「網路搜尋」(97.1%)、排序二、三的選

項並列為「線上影音」、「社群共學」(79.4%)。就種類排序來看前三選擇差異不大，但統計教育程

度的加總，可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選擇運用型態較多元，教育程度研究所以上的平均選擇 4.29 種，

而國（初）中以下者選擇僅有 2.15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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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教育程度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之交叉分析(N=197) 

年齡 
國（初）

中以下 

排

序 

高中 

（職） 

排

序 
專科 

排

序 
大學 

排

序 

研究所 

以上 

排

序 

線上課程 2(15.4%) 4 8(14.5%) 6 14(35.9%) 4 16(28.6%) 4 18(52.9%) 5 

網路搜尋 4(30.8%) 3 39(70.9%) 1 29(74.4%) 1 48(85.7%) 1 33(97.1%) 1 

線上影音 11(84.6%) 1 34(61.8%) 2 28(71.8%) 2 38(67.9%) 3 27(79.4%) 2 

社群共學 6(46.2%) 2 34(61.8%) 2 24(61.5%) 3 43(76.8%) 2 27(79.4%) 2 

透過應用

軟體學習 
1(7.7%) 7 9(16.4%) 5 9(23.1%) 6 15(26.8%) 6 14(41.2%) 6 

資料蒐集 2(15.4%) 4 22(40.0%) 4 14(35.9%) 4 26(46.4%) 4 21(61.8%) 4 

其它 2(15.4%) 4 3(5.5%) 7 4(10.3%) 7 7(12.5%) 7 6(17.6%) 7 

總計 28(215%)  122(313%)  149(271%)  193(345%)  146(429%)  

不同背景變項在運用行動科技學習之差異性 

在參與「線上課程」的學習活動上有年齡、教育程度及運用強度上的差異，超過 55 歲未滿 60

歲者顯著多於超過 70 歲者，研究所以上顯著高於高中、職者，運用強度每日超過五小時者，顯著

高於運用 4 小時以下者。運用「網路搜尋」學習則是超過 60 歲未滿 65 者顯著高於超過 65 歲者；

在教育程度上國（初）中以下顯著低於其它教育程度者。運用「線上影音」學習的部分主要在於年

齡上有差異，超過 55 歲未滿 60 歲者顯著高於超過 70 歲者。「社群共學」的部分差異主要呈現在

運用經驗上，運用經驗超過 6 年者在社群共學上顯著高於未滿一年者，在這部分或許可看出運用

經驗對於社群互動學習的重要性，另外「資料蒐集」的部分呈現性別差異，女性多於男性。 

表 8. 不同背景變項在運用行動科技學習之差異性(N=197) 

背景變項 線上課程 網路搜尋 線上影音 社群共學 應用軟體學習 資料蒐集 

性別 .996 .532 .798 .103 .360 
.021* 

G2>G1 

年齡 
.174*** 

Y1>Y4 

.077*** 

Y2>Y3, Y4 

.173*** 

Y1>Y4 
.784 .962 .857 

教育程度 
.002*** 

L5>L2 

.000*** 

L2, L3, L4, L5>L1 
.324 .072 .053 .036** 

運用經驗 .595 .043* .049* 
.007** 

E4, E5>E1 
.105 .051 

運用強度 
.011* 

S5>S1, S2, S3 
.113 .056 .067 .080 .009 

註：N=197，*p<.05，**p<.01，***p<.001，相關代碼請參照表 1-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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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網路搜尋」、「線上影音」、「社群共學」為高齡運用行動科技學習的

最主要的選擇，這與國人運用行動科技或無線網路的結果相似。將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分別與受

試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做交叉分析也得到類似的結果，排序或許有前後差異，但前三項都是

「網路搜尋」、「線上影音」、「社群共學」，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的選擇與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

及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調查國人運用行動科技或無線通訊習慣有一定的關聯性。另外問卷中運

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採複選填答，由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幾項差異，在女性的運用型態較男性多元，

並在資料蒐集（文字或影音資料編輯、彙整及運用等）的運用高於男性。年齡則呈現依序遞減，年

齡越高型態類型越少，就個別運用來看，「線上課程」、「網路搜尋」、「線上影音」尤其有差異，「線

上課程」及「線上影音」55 歲未滿 60 歲者顯著多於超過 70 歲者，而「網路搜尋」則是超過 60 歲

未滿 65 者顯著高於超過 65 歲者。教育程度高者選擇運用類型較多元，其中「線上課程」研究所以

上顯著高於高中、職者，「網路搜尋」有顯著差異則是國（初）中以下顯著低於其它教育程度者。

而「社群共學」則在年齡及教育程度都未有明顯差異，僅在運用經驗上達到顯著運用經驗超過 6 年

者高於使用未滿一年者，由上可知，不同的運用型態的條件門檻也有所差異。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調查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以下就調查分析結果提出下列結論與建議。 

5.1 高齡者對行動科技具一定的運用能力，可為高齡學習的新選項 

行動科技廣泛的運用在生活中，相關運用為現代生活的必然趨勢，本研究調查有運用行動科技

經驗的高齡者，發現研究對象半數以上有 6 年以上的運用經驗，且半數以上每日使用的時間也超

過 3 小時，與一般族群的使用狀況落差逐漸縮小，也顯示並非所有高齡者對行動科技都陌生或抗

拒。雖非高齡主流學習方式，但越來越多的高齡者也樂於加入運用行列，其輔助高齡者打破時間、

空間的阻礙，排除因交通或生理阻礙無法學習之遺憾，提供更多機會參與學習，可做為高齡社會學

習需求快速增加之因應，建議教育單位或教育者鼓勵或幫助高齡者學習運用行動科技學習。 

5.2 運用行動科技學習的型態多元，學習者可依個別需求學習 

調查結果受試者平均選擇 3.2 種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顯示行動科技的多元性。行動科技的

操作已較其他科技產品簡化，但在不同背景高齡者學習型態上仍有些差異，其中女性的運用種類多

於男性，年齡越高型態類型越少，教育程度高者選擇的類型較多，這或許是特質差異所致，也可能

是數位落差造成，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調查結果有 16 位選擇其它選項並補充文字說明，其中

有 9 位的回應與工作相關（工作 5 位、工作需求 3 位、公司網站看資料 1 位），4 位與創作相關（影

片編輯、寫 fahebook、製作 ::t、做資料），其餘三位分別為玩遊戲、學歌、讀中英文新聞，顯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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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科技功能的多樣性。行動科技取得容易具複合功能，滿足學習者的差異學習需求，無論基於工作

或興趣，都有豐富的學習資源，可輔助不同層面的學習。 

5.3 「網路搜尋」、「線上影音」、「社群共學」為多數高齡選擇的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 

根據調查結果可發現網路搜尋（上網查詢資料、搜尋引擎、網路新聞、e-mail、地圖等）、線上

影音（觀看或收聽影片 Yortrbe、廣播 Podhast、直播等）、社群共學（參與線上社群與他人交流 Line、

Fahebook 等）為最多高齡者選擇的運用行動科技學習型態，這結果與其它調查行動科技最常使用

功能的結果相似，其中「網路搜尋」在教育程度及年齡上有顯著差異，可略知其運用門檻或學習需

求差異。而社群共學僅在運用經驗上有顯著差異，其餘性別、年齡或教育程度等非顯著因素。增加

行動科技運用的熟稔度或許也有助其參與社群共學，建議教育者可針對這些運用普及的型態，提供

差異化引導，幫助不同背景高齡者探索合適的學習方式。 

5.4 運用行動科技學習挑戰傳統的科技輔助學習型態，教育者可跳脫框架豐富學習 

研究結果顯示，行動科技更多運用在非正式學習過程中，例如資料查詢、觀看影音或社群共學，

過去受限於技術條件及成本考量，科技輔助學習多用於正式學習，例如由教育機構或團體提供的線

上課程(磨課師 MOOCs 或開放式課程 OCW、視訊課程)等，課程的進行需要科技專業人員的協助

運用門檻高，設備難以取得且功能有限。行動科技現已在生活中已廣泛運用，幾乎人手一機設備易

取得，其為線上課程帶來便利性。另方面，新功能提供更多元的選擇，學習者可自行透過網路搜尋、

線上影音，或社群共學與他人分享討論知識或學習，挑戰過往只有正式機構或權威提供教學的方

式。相關教育者可跳脫傳統框架，除既定的課程內容外，可引導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多元學習，做

為補充學習也延伸觸角。 

5.5 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於人力、物力、時間考量，研究對象針對具行動科技運用經驗的高齡者，調查結果主

要作為開發高齡者運用行動科技學習活動之參考。未來建議擴大研究對象，並更進一步探討影響型

態選擇因素，以擴大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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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Way of Learning: Senior Citizens Learning Toward the Uses of 

Mobile Technology 

* Chen, Y.-C.. 

Technology Education Divisi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Abstract 

New tehtnolog. tas tnansfonmed tte wa. senions honneht to tte wonld. New tehtnologies, srht as 

mobile tehtnolog., wineless hommrnihation, a::lihation softwane, and mobile devihes tave enabled new 

wa.s to leann. In addition, ttese new tehtnologies tave :novided honvenienhe to rsens. Ttis tas allowed 

senion hitizens, wto tnaditionall. ane not rsens of tehtnolog., to ado:t ttese new tehtnologies in ttein 

even.da. life. Crnnentl., senion hitizens’ rse of mobile devihes is gnowing, wtiht o:ens an o::ontrnit. fon 

a new wa. of leanning. Ttis srnve. :novides insigtt into senion hitizens’ :nefenenhe to rsing mobile devihes. 

Data hollehted was in Ma. 2020 ttnorgt an online sohial media srnve. wtiht honsisted of 210 handidates 

and a total of 197 nes:onses. Fnom tte nes:onses, it was stown ttat senion hitizens ane familian witt mobile 

devihes and rse it fneqrentl.. Resrlts also stows ttat senion hitizens tave 2 to 3 t.:es of diffenent mobile 

devihes and women rse mone frnhtions on tte mobile devihes ttan men. Ovenall, online seanht, online 

ardio-visral, and online hommrnit. ane tte main fonms of leanning ttnorgt mobile tehtnolog. rse. Ttene 

was a signifihant diffenenhe among vaniors age gnor:s in online ardio-visral t.:e of leanning. In addition, 

ttene wene signifihant diffenenhes among vaniors edrhation levels and age in online seanht as well as 

signifihant diffenenhes in tte ex:enienhe of online hommrnit. leanning. In srmman., online seanht, online 

ardio-visral, and online hommrnit. ane tte main fonms of leanning ttnorgt mobile tehtnolog. rse. In tte 

frtrne, it is nehommended to ex:and tte selehtion of neseanht srboehts and to frntten ex:lone fahtons ttat 

affeht tte selehtion in onden to gain betten rndenstanding of tow olden hitizens ane leanning ttnorgt online 

mobile leanning. 

Ke.wonds: senion edrhation, mobile tehtnolog., mobile lea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