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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老

科技跨域產

課程主題涵

等諸多領域

透過跨領域

主題講授與

以激發學習

關鍵詞：老

1. 背景與

老人福

領域的學科

社會等學院

2014)。其中

了解老人福

銷營運等階

與技能，進

與對應的需

與「老人福

顧客關係管

作，畢業後

齡者的福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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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福祉科技

產業學程的

涵蓋高齡者的

域，鼓勵學生

域的腦力激盪

與分組討論

習的興趣與動

老人福祉科技

與目的 

福祉科技是由

科組成，難以

院與通識教學

中以「老人

福祉科技的範

階段的相關學

進而選擇學程

需求、藉由

福祉科技」體

管理，培養自

後即可投入相

祉盡一份心力

2.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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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福

技產業的蓬

「老人福祉

的健康與自

生從多面向

盪思考如何

，本課程亦

動機、引領

技、跨領域

由社會科學

以就單一系

學部的資源

人福祉科技概

範疇與意涵

學科以及可

程中適合的

「人因工程

體驗動手完

自己成為跨

相關的應用

力。 

   

          

福祉科技

元智大學老

蓬勃發展，人

祉科技概論」

自尊、居家與

向了解老化對

何將科技應用

亦舉辦高齡模

領學生深入探

域學習、同理

學、機械工程

系所的角度設

源與師資，於

概論」作為

涵，廣泛介紹

可能的產業應

的課程繼續精

程」學習如何

完成科技的實

跨領域的人才

用領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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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基礎課程

*盧俊銘

學老人福祉科

人才培育也

」課程為例

與日常活動

對於日常生

用於這些議

模擬體驗、

探究老人福

理心 

程、資訊工

設立相關課

於 2012年成

為必修的基礎

紹老人福祉

應用，鼓勵

精進：如透

何有系統地

實務應用、

才，並且以

效地發揮所

   

        

程之設計

銘 
科技研究中

也顯得日益

，介紹老人

動、溝通與

生活的影響

議題的解決

企業參訪、

福祉科技的進

工程、人因

課程，因此

成立了「老人

礎課程，透

祉科技從需

勵有興趣的

透過「老人

地將使用者

、或根據「

以開放的心

所長，成為

   福祉科技

http://j

計與實施

中心 

益重要。本研

人福祉科技基

與治理、行動

響，藉此培養

決，以促進高

、服務學習

進階知識與

因工程與設計

此，元智大學

人福祉科技跨

透過各種創新

需求分析、概

的學生掌握自

人學概論」了

者的需求轉換

服務業管理

心胸與不同背

為老人福祉科

技與服務管理

/journal.geron

施 

研究以元智

基礎課程之

動力與運輸

養同理心與

高齡者的生

、代間學習

與技能。 

計、行銷與

學整合工程

跨域產業學

新的教學方

概念設計、

自己需要深

了解高齡者

換成關鍵的

理概論」所

背景的團隊

科技產業的

理學刊 2(2), 

ntechnology.or

 

智大學老人福

之設計與實施

輸、工作與休

與社會關懷

生活福祉。除

習等特色活動

與管理等諸多

程、管理、人

學程」(Lu & H

方式讓學生概

技術實踐到

深入學習的知

者的生心理特

的工程參數

所學規畫完整

隊成員協調

的生力軍，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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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祉

施。

休閒

，並

除了

動，

多跨

人文

Hsu, 

概略

到產

知識

特性

、參

整的

、合

為高



老人

作者

知識

評量

與運

2. 

者因

& K

外的

老人

高齡

高齡

高齡

高齡

公共

高齡

高齡

高齡

高齡

高齡

智慧

通用

問題

而對

相關

不如

基於

再針

新興

人福祉科技基礎

者：盧俊銘 

本課程以

識，期能幫

量方式，以

運用，最後

課程主題

本課程的

因老化而在

Kearns (200

的公共空間

課程

人福祉科技

齡者的職業

齡者的個人

齡者與大眾

齡者的資訊

共空間的老

齡者的個人

齡者的居家

齡者的睡眠

齡者與多媒

齡者的人際

慧住宅與老

用設計與老

除了多元

題的來源都

對應的科技

關的技術有

如藉由「老

於「入門課程

針對有興趣

針對表 1

興科技或產

礎課程之設計

以應用導向的

幫助奠定投入

以說明教學的

後針對現行的

題與評量方

的主題是以徐

在食、衣、住

6)提出老人

間為主，後半

程主題 

技簡介 
業安全與健康

人交通 
眾運輸 
訊接收與傳達

老人福祉科技

人生活輔具 
家醫療照護 
眠活動 
媒體 
際互動 
老人福祉科技

老人福祉科技

元生活領域的

都是因應老化

技解答雖然往

有效整合搭配

老人福祉科技

程」的定位

趣的學生指引

所列主題，

產品發表等影

計與實施 

的課堂講授

入此領域的

的基本理念

的設計與實

方式 

徐業良與盧

住、行、育

人福祉科技可

半段則集中

表 1. 

康 

達 
技 

技 
技 

的考量，主

化的現象而

往往是唾手

配；再談到

技產業專題

位，本課程的

引後續延伸

，教材設計著

影片，提供

授、分組討論

的穩固基礎

念與預期目標

實施予以檢討

盧俊銘(2012)

、樂等各個

可應用的高

中於居家生活

課程主題與

健康與 
自尊 

 
 
 
 
 
 
 
 
 
 
 
 
 

主題的設定也

而生，需要再

手可得，但也

到老人福祉科

題講座」的互

的職責在於

伸學習的方向

著重實例導

供較強烈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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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為主，搭

。在以下的

標，隨後配

討，展望未

)提出的老人

個面向遭遇的

高齡者生活領

活之日常應

與對應的高

高齡者生活

居家與

日常活動

 
 
 
 
 
 
 
 
 
 
 
 
 

也配合銜接

再透過「老

也必須參與

科技的產業

互動，理解

於提供最根本

向與管道，

導向的主題講

動機以誘發

搭配多元的特

的章節中，首

配合圖例闡述

未來改善的方

人福祉科技

的挑戰與需

領域匯整如

應用的探討

高齡者活動領

活領域 (Foz

動 
溝通

治理











接至學程所屬

老人學導論

與「老人福祉

業發展，與其

解國內消費市

本的認識，

鼓勵他/她們

講授，例如

發學生探索問

特色活動，

首先將介紹

述各項特色

方向及複製

技議題為基礎

需要的科技解

如表 1，前半

。 

領域 

zard & Kea
通與 
理 

行

 

 

 
 

 

屬其他課程

」深入了解

祉科技」的

其讚嘆其他

市場的挑戰

可說是將整

們更深入地

如藉由播放新

問題所在，

，提供學生

紹本課程涵

色活動內容

製的可能性

礎，進而延

解決方案，

半段的範疇

arns, 2006) 
行動力與

運輸 

 
 
 
 
 
 
 
 
 
 
 
 
 

程的連貫性

解其背後的

的實作才能

他國家的成

戰與機會。

整個學程的

地細細品味

新聞報導、

，進而啟發

生豐富的入門

涵蓋的主題與

容，提供參考

。 

延伸涵蓋高齡

對照 Fozar

疇以居家環境

工作與

休閒 

 
 
 
 
 
 
 
 
 
 
 
 
 

性：例如各項

的專業知識

能體會如何將

成功例子，還

整體而言

的精華濃縮

。 

電視廣告

發觀察力、讓

門

與

考

齡

rd 

境

項

；

將

還

，

，

、

讓



想

主

跨

心

分

課

之

為

繳

善

為

使

老

可

根

闡

困

平

優

儘

此

課

應

障

想法更貼近

主修、年級

跨領域腦力

心得與意見

分組討論的

課堂上一一

之間的互動

為促進

為依據）、分

繳交，屬於

善用團隊合

為例（如圖

使用提款機

老化現象）

可行、經濟

根據重點製

闡述論點，

基於時

困境。因此

平時在課堂

優勢。另一

儘管參與的

此外，針對

課餘的時間

應該選擇怎

障礙，進而

近於現實應用

級等特性平均

力激盪之目的

見，一方面可

的成效、作為

一解答每位同

動及溝通已具

進學生參與的

分組討論（

於額外的加分

合作的優勢

圖 1 所示），

機時不慎發生

、必須滿足

濟上可負擔

製作簡短的投

並回覆授課

時間的壓力

此，各組的組

堂討論中所培

一方面，幸賴

的積極程度不

對生性害羞

間將來不及表

怎麼樣的方式

而達到個人的

用；除了跨

均分配，每

的。此外，

可檢視每位

為教學方式

同學的疑問

具有顯著的

的動機並且

（分期中與期

分機制）等

，輔以時間

各組於上課

生的意外）

足的需求（協

）以及執行

投影片，於

課教師、教

，加以各組

組長必須扮

培養的默契

賴成績壓力的

不一，但透

、未能暢所

表達的想法

式有效參與

的成長。 

跨領域知識的

每組約 12 至

為幫助有效

位學生的狀況

式的修正參考

問，透過這種

的正面幫助

且追蹤學習成

期末兩次進

等面向，其中

間與成績壓力

課鈴響時才

，隨後必須

協助高齡者

行時可能遭遇

於第二堂課依

教學助理或其

圖

組人數眾多

扮演關鍵的協

契以及對於個

的鞭策，每

透過這種難得

所欲言的學生

法透過文字一

與討論，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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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收，每

至 14 人）時

效回顧當週

況、提供教

考；由於修

種補償的方

。 

成效，本課

進行，詳述如

中分組討論

力的鞭策，

才各自拿到一

須利用 60 分

者提昇能力

遇的挑戰

依序由各組

其他組別提

 

1. 即席討論

，若缺乏有

協調角色：

個人專長的

每一位成員都

得的實戰經

生，還提供

一一表達，

先做好準備

每週上課亦

時間，讓來

週所學，另

教材設計的

修課學生人數

方式，雖然

課程的評量

如後）以及

論之目的乃

，期能形成

一個近期的

分鐘的時間

力或降低操作

（使用者的

組派員報告

提出的疑問

論側拍 

有系統的討

：首先引領

的認識，快

都能主動在

經驗，對於

供個人書面報

，並鼓勵對

備後，在期

福祉科技

http://j

亦安排分組討

來自不同背景

另要求學生於

的改善依據

數逾 60 人

然未能即時回

量涵蓋課堂參

及課外自主學

乃是要鼓勵學

成更為強烈的

的新聞報導

間即席討論問

作難度）、建

的接受度、管

，在限制的

。 

討論，易陷入

領組員們決定

快速而有效地

在合作模式中

於未來的持續

報告的補償

對照當下分組

期末的分組討

技與服務管理

/journal.geron

討論（由教

景的學生交

於下課前撰

，另一方面

，難以在有

回應，但對

參與（以前

學習（依照

學生有效運

的動力。以

（例如高齡

問題發生的

建議的科技

管理的阻礙

的時間（5 分

入人多口雜

定整體的方

地分工，發

中找到適合

續成長必有

償機制，讓

組討論的結

討論報告中

理學刊 2(2), 

ntechnology.or

教師根據學生

交換意見，達

撰寫簡短的課

面也有助於追

有限的時間內

對於教師與學

前述的課堂心

照個人意願自

運用課程所學

以期中分組討

齡者上下公車

的原因（對應

技解答（技術

礙）等議題

分鐘）內清楚

雜、意見分歧

方向，隨後基

發揮團隊合作

合自己的角色

有正面的影響

他/她們可利

結果，檢討自

中就有機會突

2014 

rg.tw/ 

生的

達成

課堂

追蹤

內於

學生

心得

自行

學、

討論

車或

應的

術上

，並

楚地

歧的

基於

作的

色，

響。

利用

自己

突破



老人

作者

各組

系統

分組

的專

的大

自己

3. 

另安

並且

3.1 

他/她

使用

長輩

關節

使用

則遵

近距

自己

了解

並且

人福祉科技基礎

者：盧俊銘 

至於期末

組根據高齡

統的設計，

組討論與個

專長或興趣

大方向，細

己的看法，

課程特色

除了應用

安排高齡模

且更加彰顯

高齡模擬體

為了幫助

她們親身感

用者為中心

輩，甚至適

如圖 2 所

節活動、末梢

用公共電話

遵守「除非

距離的仔細

己的所見所

解自己的行

且實際地提

圖

礎課程之設計

末的分組報告

齡者在食、衣

例如「高齡

個人書面報告

趣寫下可以發

細節仍是在報

加上在期中

色活動 

用導向的主題

模擬體驗、企

顯學程的「跨

體驗 

助學生培養人

感受或近距離

心」的設計思

適時地勇於表

所示，各組由

梢感覺等能

話、查看公車

非發生危險

細觀察體會高

所聞，讓從旁

行為在他人看

提供即時的援

圖 2. 「高齡模

計與實施 

告，由於是

衣、住、行

齡者友善餐

告的進行順

發揮的創意

報告當天才

中報告所累

題講授與跨

企業參訪、服

跨域」與「

人溺己溺的

離觀察高齡

思維，進而

表達關懷或

由一位學生

能力退化的現

車站牌、上

，否則不主

高齡者的各

旁觀察的學

看來是什麼

援助或思考

模擬體驗」

是整個學期所

行、育、樂當

餐廳」、「高齡

順序，在期末

意，但為了維

才揭曉；在即

累積的經驗

跨領域的溝通

服務學習及

產業」精神

的同理心以及

齡者在日常生

而滿足真正的

或伸出援手。

生穿戴整套

現象，藉由

上下車等活動

主動出手援助

各種需求。在

學生也能體會

麼樣的狀態

考可行的老人

活動側拍

174 

所學的複習

當中任一層

齡者專屬服

末的分組討

維持即席討

即席討論中

，因此多半

通討論，本課

及代間學習等

神，鼓勵學

及敏銳的觀

生活當中可

的需求，另

。 

套的高齡模擬

由在平面行走

動的參與，

助」的前提

在完成指示

會親身感受

，在在都提

人福祉科技

 

（左：行走於

習與應用，因

層面的需求

服飾店」、「銀

討論與團體報

討論賦予的挑

中，由於每位

半更容易融入

課程基於培

等特色活動

學生走出課堂

觀察力，本課

可能遭遇哪

另一方面也能

擬體驗服，

走、上下樓

實際感受高

提，陪伴在進

示的體驗活動

受的深刻印象

提醒學生更加

技解決方案

走於校內道路

因此採取較

，提出老人

銀髮族遊樂

報告前，先

挑戰性，此

位學生都已

入團隊合作

培養學生觀察

動，以提昇學

堂、貼近實

課程設計高

些不便，一

能激勵學生

模擬因老化

樓、搭乘升降

高齡者的不

進行模擬體

動後，各組

象，進行模

加注意探索

。 

路，右：操作

較為開放性

人福祉科技

樂園」等。

先要求每位

此階段僅提

已經預先準

作。 

察力、同理

學習興趣和

實務的應用

高齡模擬體

一方面有助

生平時更加

化造成的視

降電梯、操

不便與困難

體驗的學生

組回到教室

模擬體驗的

索高齡者的

作提款機）

性的題目：讓

技產品或服務

有別於期中

位同學就自己

提供各組題目

準備、整理好

理心的宗旨

和參與動機

。 

體驗活動，讓

助於發展「以

加體貼身邊的

視覺、聽覺

操作提款機

難；其他組員

生身旁，透過

室並一一分享

的學生也得以

的需求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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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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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本

更

見

自

陪

3.2 企業參訪

在各項

全國最大的

未來發展的

如圖 3

的創業經驗

有助於掌握

了人體搬運

學生們的疑

當今最先進

除此之

實習的機會

也可邀請產

3.3 服務學習

為了讓

除了觀察針

學生與機構

本次的參訪

更加廣泛地

如圖 4

見到對方友

自然地閒話

陪伴」的心

訪 

項老人福祉科

的輔具展示中

的空間，也提

3 左所示，

驗談以及對於

握自己的專業

運機、走入式

疑惑。整體而

進的輔具，對

圖 3. 企業

之外，配合學

會，讓有興趣

產業導師蒞臨

習 

讓學生認識各

針對高齡需求

構內的長輩互

訪暨服務學習

地思考不同長

所示，儘管

友善的笑容與

話家常。在這

心理需求，同

科技的應用

中心參訪，

提早了解老

參訪始於受

於人才的要

業發展方向

式浴缸、轉

而言，有別

對學生們都

業參訪側拍

學程的「產

趣、符合能

臨學程所屬

各種類型的

求的空間與

互動，更貼

習著重於「

長輩的需求

管學生們在活

與正面回應

這樣的過程

同時也能啟

用中，照護輔

並邀請專業

老人福祉科技

受訪單位經

要求與期望

向；隨後即移

轉位板、爬梯

別於課堂上的

都是很難得的

（左：經營

產業導師」制

能力要求的學

屬課程分享經

的高齡者照護

與活動設計

貼近他/她們的

認識使用者

求，在服務高

活動前仍難

應之後，便能

程中，有助於

啟發他/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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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應是最

業人士協助

技產業在人

經營者對於輔

，讓學生對

移動至輔具

梯機等琳瑯

的觀賞的圖

的經驗，也

 

營理念分享

制度，此類

學生得以從

經驗，期能

護與安養機

，也委託機

的心理需求

者」，讓學生

高齡者的同

難免因為要

能很快地消

於讓學生藉

們更加主動關

最普遍為學

助引導與解

人才招募上講

輔具發展概

對於國內相

具展示中心

瑯滿目的照

圖片或影片

也提昇每個人

，右：居家

類參訪活動

從業界的角

能創造雙贏局

機構，本課

機構的專業

求。相對於企

生們跳脫「僅

同時，也透過

要面對陌生的

消除不安，

藉由聆聽了

關懷家中的

福祉科技

http://j

學生所知，因

解說，除了認

講求的能力

概況與企業宗

相關產業的現

，如圖 3 右

照護輔具，並

片，能夠親眼

人對於輔具

家照護輔具展

動的另一層目

角度觀察老人

局面、共同

課程安排前往

業社工人員協

企業參訪強

僅僅為家中

過服務的經

的長輩而感

就像是跟自

了解高齡者常

的長輩、培養

技與服務管理

/journal.geron

因此本課程

認識現有科

力與特質需求

宗旨的介紹

現況有更進

右所示，實

並透過面對

眼看見、觸

具功能與價值

展覽與示範

目標乃是要

人福祉科技

同合作培育新

往銀髮族集

協助設計關

強調的「認識

中長輩提供解

經驗來達成自

感到緊張，但

自己熟悉的

常常被忽略

養更敏銳的

理學刊 2(2), 

ntechnology.or

程安排學生前

科技的極限以

求。 

紹，並分享個

進一步的認識

實際操作與示

對面的討論解

觸摸到甚至試

值的體認。

） 

要鼓勵企業提

技的樣貌，未

新血。 

集合住宅參訪

關懷活動，鼓

識產業」宗旨

解答」的框架

自我學習。

但在開始互動

的長輩相處一

略、對於「有

的觀察力。

2014 

rg.tw/ 

前往

以及

個人

識，

示範

解決

試用

 

提供

未來

訪，

鼓勵

旨，

架，

 

動、

一般

有人



老人

作者

3.4 

參與

在此

體認

先開

介紹

看法

共同

臺灣

互動

服務

真正

人福祉科技基礎

者：盧俊銘 

代間學習 

為提供與

與代間學習

此合作模式

認老人福祉

如圖 5 所

開放雙方的

紹老人福祉

法供學生參

同學習、交

灣社會文化

動的疑惑，

務學習的溝

正感受到所

礎課程之設計

與高齡者間更

習活動與學生

式下，對於雙

祉科技的重要

所示，每一組

的相互認識

祉科技的意義

參考，達到以

交換想法，例

化下的適用性

可說是一舉

溝通深度，也

所謂「家有一

計與實施 

更豐富的互

生互動溝通

雙方學生都

要發展方向

組皆分配到至

，本課程的

義與範疇，

以往課堂上

例如分享「

性，不只幫

舉數得的寶

也提醒他/她

一老，如有

圖 4. 

互動，本課程

通，同時也鼓

都是一種新的

向，而樂齡大

至少一位的

的學生除了要

樂齡學員則

上所不能滿足

「高齡者的人

幫助學生們思

寶貴經驗。根

她們從較客觀

有一寶」的意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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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側

程另與本校

鼓勵學生旁聽

的刺激：本

大學的學員

的樂齡學員（

要說明就讀

則都樂於根

足的效果。

人際溝通」

思索與家中

根據學生事

觀的角度觀

意義，對於

 

代間學習側

側拍 

校終身教育部

聽「樂齡大

本課程的學生

員則可以多與

（年齡在 60

讀科系的特色

根據自己的人

授課教師隨

之相關理論

中長輩溝通的

事後的意見反

觀察家中的

於相關領域的

側拍 

部合作，邀

大學」課程

生得以更加

與晚輩接觸

0 至 70 歲之

色，也要就

人生經驗與

隨後針對預

論，讓學生

的模式，也

反映，代間

長輩、體悟

的學習具有

邀請「樂齡

、多多認識

加貼近高齡

觸、維持年輕

之間），在課

就自己在這

與實際的需

預先選定的

生與樂齡學

也解決樂齡

間學習經驗

悟其人生經

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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