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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音樂在通識教育於內在方面蘊含了人格教育及美感教育上的培育功能，在外

顯方面具有促進人際溝通、對其他文化產生包容及關懷之功效。故音樂通識教育

正是提供學生培養服務及關懷能力的最佳管道。但根據作者多年的教學經驗與現

場觀察，在臺灣的大學由於專業科目普遍較受學生重視，大部分大學生對於音樂

通識課程的參與是不積極的，不僅影響學習成效，學生對人群的連結與對社會關

懷的能力也缺乏。若不改變目前的教學方式，將難以讓學生在課程中獲得應有的

能力。為了回歸音樂通識教育的目的與本質，將音樂對人內在的美善和感動轉化

為關懷服務外在真實世界需求的行動，需在課程設計方面做創新與改善。 

隨著全球高齡化的現象日益彰顯，臺灣在 1993 年早已邁入聯合國定義的高

齡化社會，香港、日本和美國等地的人口結構近年來也開始變化，也更加重視高

齡者安養的問題。根據臺灣內政部戶政司在 2021 年 8 月最新的統計，65 歲以上

人口佔總人口數比例為 16.59%（內政部，2021）。高齡社會伴隨少子化的現象，

帶給社會經濟、醫療及家庭的是全方位的挑戰。1971 年美國白宮老化研討會強

調要重視高齡學習者的需求，日本在 1995 年更頒布高齡社會基本法。學術界則

提出了「代間學習」的新概念，「代間」所指的是「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之間」

（詹斐然，2015）。若能結合銀髮與大學生這兩個看似沒有交集的族群，讓長輩

們在和年輕學子們的相處過程中，身心靈可以獲得關懷與鼓勵，並增加與社會人

群互動的機會，而大學生們可藉由活動訓練團隊合作、關懷服務、培養同理心及

建立價值觀，進而消彌世代間鴻溝，重建高齡者的價值，其結果都令人期待。 

當今的教育趨勢日漸強調學習要與自身的生活、人群以及社會連結，國內大

學除了一般課堂上的學習，也紛紛規劃服務學習或社會實踐的課程。「服務學習」

是以學校教育目的為基礎，結合了「服務」與「學習」的概念，推動具有經驗性

教學或活動，藉由服務增進學生獲得公民生活所需的態度、技能與價值，拓展不

同的學習面向，更加落實均衡的全人教育。因此，服務學習對於未來大學生涯的

藍圖或規劃，皆有奠基之效果；服務學習課程的品質、歷程、與學習成效研究，

值得高等教育予以重視。 

如何帶領大學生將課堂中所學到的內容，實際應用到生活之中，作為教學的

實踐，需要透過具有體驗式的學習方式，而代間服務學習就是將知識與生活結合

最好的教學實踐方法之一，並能與社區高齡者形成具有互惠關係的學習型社區，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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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間服務學習之意涵與類型 

代間學習，也可稱為「老幼共學（托）」、「世代共學（融）」，所指為不

同世代間在學習上的互動，透過彼此經驗的溝通、互動、分享，從彼此技能的學

習中改變原有的認知及態度。所重視的是世代間的互相協助，以完成學習任務，

並讓參與的成員，無論老少皆有所收穫成長（黃國城，2007）。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對「代間學習」在的定義為：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之間，彼此持續互相學習和

交換資源，進而達成個人及社會利益的行為。Ohsako（2002）指出代間學習，是

發生於「老年人與年輕人」雙方在學校、社區或工作場所等情境中的互動過程。

與代間學習相關的名詞還包括，「代間教育」（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代

間方案」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或「代間實務」 （intergenerational practice）。

其中，「代間教育」 指的是著重在校園裡的代間學習課程，而「代間方案」或 

「代間實務」則指不限活動場域的世代間經驗交換的活動（陳毓璟，2014）。由

以上的論述可發現，高齡者在人際互動的議題上至為重要，高齡者需要透過世代

間充分的互動以尋求良好的互動模式，才能從家庭及社會的人際關係中得到平衡，

進而促進世代間和諧相處。 

服務學習理念源自 Dewey、Piaget、Kolb 等學者所提倡的經驗學習理論，經

驗學習理論強調：只靠記憶背誦知識與訊息，很難在變動的生活做好準備，真正

的教育應是取自生活經驗，並提供討論與反思的機會（Kenny & Gallagher, 2002）。

故服務學習是以經驗教育為基礎，是一種教學法，也是一種哲學，其核心為設計

有意義的反思，包含對不同學習成果使用不同的反思方式。Sigmon（1996）認為

服務學習結合了「服務」與「學習」，學生透過實際參與服務活動的過程中獲得

經驗與省思，目的是讓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期望和目標都能達成。 Jocoby（1996）

在《從服務中學習－跨領域服務學習理論與實務》一書中提出：服務學習是一種

經驗教育，服務與學習同等重要，透過計畫性的投入社區活動，來滿足被服務者

的需求，並促進服務者本身的學習發展。Heffernan（2001）提出五個類型的服務

學習：(1)純粹的服務學習、(2)基於學科的服務學習課程、(3)基於問題的服務學

習課程、(4)總整課程、(5)服務實習。其中，基於問題的服務學習課程，是讓學生

與社區成員合作，了解一個特殊的社區問題或需求，學生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來

建議社區的發展。因此，學生若在音樂通識課程中運用課堂所學知識，與來自不

同專業科系的學生合作，至社區高齡者關懷協會進行觀察、訪談，以了解高齡者

們的需求和問題，並據此提出具體方案，設計音樂互動服務，應是音樂教育者可

以思考與嘗試的方向。 

研究顯示，大學生對高齡者的整體看法略呈負面，尤其是在生理與心理的評

價（陸洛、高旭繁，2009；Kimuna, Knox, & Zusman, 2005; Lee, 2009）。Meshel 

與 McGlynn（2004）的研究指出，設計促進高齡者和年輕人互動的跨年齡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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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可以改善年輕人和高齡者之間對彼此的刻板印象。如何在通識教育中運用社

區高齡者關懷協會這項珍貴的資源，讓大學生透過音樂代間服務學習促進世代之

間的溝通與瞭解，提升大學生服務高齡者的意願，也讓高齡者傳承智慧給年輕人，

並在學生的協助下學習與社會互動，是當今音樂通識教師必須重視的問題。 

三、音樂通識課程的內涵與應用 

Gordon 將「音樂欣賞」的內容以「理解」、「感受」與「創作」三個層面來

劃分。Gordon 強調：音樂創作為一個人了解與發展音樂內涵的途徑，在創作的

過程中，學生可由獨立，而非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方式來學習音樂，因此音樂教

育應將創作教學納入，讓學生能從實作的學習經驗中，建構全面的音樂知識，進

而產生持續學習的動力（Gordon, 1971）。由此可知，創作是音樂通識教育重要

的教學項目，透過創作可以讓學生以實作及做中學的方式學習音樂。當前科技快

速的發展，運用數位軟體來製作活動所需的背景音樂、創作音樂故事、甚至創作

聲音作品，讓不具音樂專業背景的人可以在科技的輔助下，享受創作的樂趣，不

僅能單獨做音樂，也可以多人一起進行編曲及創作，為音樂學習者提供了一個便

捷的實作及互動管道。透過編輯不同的音樂及運用各樣的聲效，學習者可以輕鬆

地嘗試用音樂與他人互動，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並能夠做為關懷及與人互動

的工具，因此適合作為當今音樂通識課程融入代間互動的新途徑。 

四、代間服務學習在音樂通識課程的施行與原則 

(一) 強調音樂與服務學習並重及經驗反思 

在音樂通識課程進行中，全面性的音樂學習與服務學習二者之間應互相對

應，並以交織的方式進行。教學內容可包括：講授、聆賞、小組活動、討論、實

作等。實作部分是讓學生們透過高齡者服務學習，將課堂所學習的音樂知識應用

到與高齡者互動及關懷中，並在過程中得到經驗與省思。服務學習相當重視持續

的經驗累積與反思的過程，Kolb（1984）強調經驗可以帶來學習，透過具體經驗

以及反思的過程，逐步達成設定的學習目標。透過經驗學習循環模式產生新經驗，

並進入下一個新的學習循環，持續進行個人的改變，並將個人的經驗與服務的結

果進行整合。學生們在每一個服務和學習階段的經驗與反思，以及教師的觀察結

果與反思，皆可以做為學習成效的確據，及未來再次執行課程時的改進依據。在

參與所有過程後，學生們除了學習到如何將音樂應用到實際生活，還能以同理心

體恤關心高齡者，透過反思與經驗學習不斷地自我成長，進一步獲得終身學習的

能力。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3），頁 128-133 

 

自由評論 

 

第 131 頁 

(二) 提供實作、體驗與服務的學習環境 

為了幫助學生能投入以代間互動為基礎的代間服務學習情境中，並應用課堂

所學的音樂知識，不斷的累積學習經驗，教師應提供學生一個實作、體驗與服務

的學習環境。學生於該過程中藉由經驗學習的服務過程，能接納、認識與了解高

齡者的問題與需求。除了藉由與小組成員合作設計一般常見的音樂活動、老歌歡

唱、肢體律動外，更可以運用數位化音樂創作將影像或表演結合，作為配樂以強

化影像和表演的內容和效果，另可將老年人的人生故事結合音樂進行影音或歌曲

MV 創作，幫助高齡者以音樂療癒身心，增進其與社會人群互動的機會，學生們

也從中培養主動學習、團隊合作、批判思考與反思能力。故當今的音樂教學在數

位科技輔助下，能夠將抽象的概念化為具體的行動，學生可以透過「創作」來傳

達心中的意念及思想，並將「理解」和「感受」層面的感知能力以實作的方式轉

化為對高齡者的關懷與服務行動；而高齡者也可以從多樣化的音樂活動中，與大

學生互動共好，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達成良性的代間互動。 

(三) 融入對高齡者具有療效的音樂素材 

老年人因為其獨特生命歷程使其具備豐富的人生經驗，而此人生經驗常被遺

忘及忽略，Ebersole 等人（2004）認為鼓勵老年人分享早期記憶，將有助於他們

想起生命中曾經如何成功地調適壓力，因此 可以藉由回憶療法分享其生命歷程，

以喚起成功的調適相關事件之記憶、或是過去處理壓力事件的經驗，有助於壓力

調適。研究顯示，回憶治療對改善老年人的精神狀況及心情有最大的療效（Nugent, 

1995）。另對於增強自尊心、減低精神沮喪、增加其自身生活的滿足度、及減少

壓力等也皆有療效（Nugent, 1995; Yousself, 1990; Rybarczyk & Auerbach, 1990; 

Bucchel, 1986）。陳玉敏（1999）提出，回憶治療的重點應放在老年人對該事件

的感受，回顧過程中主要目的在於經驗分享、促進分享，勿強迫老年人回想壓力

事件，透過互動與分享協助個案找回內在資源並發展 有益的適應機轉以面對問

題。例如：運用音樂為媒介，透過高齡者早期喜愛的歌曲，以「老歌」來喚起過

去美好的生命經歷，並分享這些生命故事。 

五、結語 

音樂是幫助高齡者建立身心健康與增進人際互動最直接的管道之一，將代間

服務學習融入大學音樂通識課程，讓學生應用所學，以做中學的方式與高齡者互

動，產生同理心，將有助其改變過去對高齡者負向的態度，消彌世代差距，同時

提升音樂學習與應用能力，因此，代間服務學習引進音樂通識教學是必要的。大

學生在服務學習過程中可以應用數位科技，透過不同院所科系的跨領域分組方

式，來解答與生活真實情境相關的代間問題，突破傳統音樂通識課程單一及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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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課方式，提升教學成效。而教師與學生雙方更可在過程中，透過實施服務學

習的經驗循環，觀察和省思，成為積極參與問題的主動學習者，建立終身學習能

力。故在音樂通識課程中，融入服務學習方案，並結合代間議題作為活動主題，

達成人文關懷的教學目標，是音樂教育界與通識教育界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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