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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我國超高齡社會將於 2025 年到來，到時進入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將突破 20%，2040 年老年人口占比將突破 30%（國家發展委員

會，2022）。高齡社會伴隨少子化的現象，政府和社會也相繼成立許多高齡照護

協會，許多大學也陸續開始規劃與銀髮族相關的服務類課程，希望能藉由散播青

與銀的交流，促進跨世代的交流，其中最常見到的類型就是青銀互動。這些與銀

髮族相關的政策與活動，不僅能建造高齡友善環境、更提供了大學生一個讓能將

己身所學習與生活及社會人群相連結的機會，進而落實當今大學教育中所重視的

服務學習與大學社會責任。 

雖然融入大學生和銀髮族的服務性學習活動是可以促進學生學習的一種方

式 （蘇金輝，2022），但若只是規劃相關的音樂性活動，缺乏反思性學習，則較

難達成服務學習的精神，也難以達成通識教育的目標。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發表的《2020 未來工作報告》，2025 年最重要的軟實力包括批

判性思考、問題解決能力、服務導向思考模式、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分析思

維、創造力等（林玠均，2020）。但根據本人在教學現場的觀察，當今國內的大

學生們多著力於專業能力或技術證照上的追求，大部分缺乏具備未來進入社會時

所需具備的軟實力。音樂在通識教育中具有人格培育及美感教育的功能，並具備

了促進人際溝通、多元文化包容及人文關懷之功效（蘇金輝，2020），因此可被

視為是大學生培養溝通和服務關懷能力的最佳管道之一。但長久以來國內許多大

學的音樂通識課程常被學生所忽視，在教學成效上難以提升（蘇金輝，2020），

也無法有效地培育學生的軟實力。如何有效地幫助學生進行深度學習，解決目前

音樂通識課程在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需要導入有效的學習模式。 

數位敘事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透過說故事並結合經驗來建構意義與學習，

組織內容及重新詮釋所獲得的知識，藉由資訊科技的輔助，以易於理解的呈現方

式與他人分享，幫助學習者同時執行產出、思考與協作，促進深度學習與高層次

能力的發展（Ivala et al., 2013; Sadik, 2008）。以數位科技所製作的「數位音樂」

可讓一般未具備樂器及樂理學習經驗的學生，透過數位聲響的傳遞來呈現自己對

音樂的感受與想法，不僅能落實全面性的音樂學習（包括：理解、感受、創作），

更能過數位音樂為故事創作編製配樂，提升故事的情境，引發聽眾共鳴（蘇金輝，

2020）。因此，數位敘事為音樂教學提供了創新的教學和學習方式，可以幫助學

生經由創作能提升情境的配樂進行完整的音樂學習，並透過創建故事鼓勵學生反

思參與，達成服務學習的核心概念－反思與互惠（Jacoby, 1996）。若能在音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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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課程中，透過數位敘事結合青銀互動來促進學生深入學習，培養人文關懷能力，

其成效都值得期待。 

二、數位敘事的意涵與特性 

敘事是一種故事化敘說的形式，是一種關注經驗、時間序與情節脈絡的描述

方法（黃淑玲等，2022）。敘事也可被視為是一種研究方法，若是關於生活的故

事，可作為一種詮釋性反省的手法；若用於實踐取向的研究，則可以用於教育實

踐（林愛玲，2019）。由於數位敘事是運用數位科技來創造出豐富又具創意的敘

述過程，創作者透過運用相機、視頻編輯軟體、社群媒體平臺等方式來整合圖像、

聲音及文本，創建出吸引人又易於理解的故事（Rahiem, 2021），創作故事的過程

具其挑戰性，需要選擇適合的軟體工具與具備多媒體技能才能達成任務（Ramalia, 

2023）。 

數位敘事捕捉了學生的想像力，製作一個有意義的故事，讓學生和教學者都

獲得經驗的提升（Robin & Pierson, 2005），讓學生更積極的參與及深入反思

（Barrett,2006），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投入與認知理解能力（Ramalia, 

2023）。數位敘事也可以讓教學者透過數位科技和多媒體工具來記錄學生的工作

過程和產出的作品，與其他同學一起分享（Sadik, 2008）。故數位敘事能夠超越傳

統敘事所帶來的學習果效，對學生的學習與反思有幫助，也能協助教師在教學上

突破傳統，以創新的方式來提升教學成效。 

三、青銀互動的功能與影響 

「青銀互動」是指年輕人和銀髮族之間的互動，也常被稱為跨世代、不同世

代之間的互動。隨著臺灣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2025 年時 65 歲以上的人口將會

超過 480 萬人，銀髮族的照護問題成為各國迫切面臨的新挑戰。而隨著少子化與

超高齡化社會的趨勢，將導引出「世代對立」的嚴重議題（錢世傑，2015）。為

了解決此問題，國內政府社會單位及許多大學希望透過結合大學生與銀髮族這兩

個看似沒有交集的族群，提供大學生一個應用所學幫助社會人群及服務關懷的機

會；而銀髮族也能在過程中增加與社會人群的互動，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來增進

與年輕人之間的理解，消除不同世代間的鴻溝。 

活躍老化的其中一項目標為「讓老年人學習能夠適應以後生活中所發生的變

化並獲得與年輕人相似的能力，持續保持生產力」（Torres, 1999），而高齡者藉由

使用網際網絡將可以實現此一目標（Berner et al., 2016；Dove & Astell, 2017；

Lifshitz, Nimrod & Bachner, 2018）。在當今網路科技快速發展的趨勢下，許多高

齡者卻選擇避免使用資訊科技，可能的因素包括：畏懼科技與缺乏數位教育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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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經驗下而產生心理抗拒、視力及認知與運動能力下降等健康因素，但若是讓高

齡者能在較年輕的家庭成員輔助下共同創作，將可提升其幸福感，增進自我成長

及與社會連結的機會（Bianchi & Constanza, 2021；Marimuthu et al., 2022）。若讓

銀髮族在與大學生的互動過程中，將自己的生命故事在大學生的輔助下創建數位

敘事作品，對於提升銀髮族對科技的接受度、提升適應未來生活的能力，將會有

一定的影響。 

四、數位敘事、 青銀互動與音樂通識課程的連結 

科技帶來改變，數位敘事為音樂通識教學提供了創新的教學和學習方式，可

以幫助學生經由創作能提升情境的配樂進行完整的音樂學習，並透過創建故事鼓

勵學生反思參與。Gordon（1971）強調，音樂欣賞是一個綜合能力的活動，須要

先透過聽覺的認知及概念化系統，才能因為了解音樂進而產生喜歡聽音樂的情意

態度，因此「直覺」與「想像」只是開發體驗的初步，真正的學習仍然應要回歸

於音樂本體（楊雅惠，2007）。 透過創作落實理解與感受的學習，才能有效地引

領學生落實全面性的音樂教育，而數位敘事正是能達成此目標的最佳途徑之一。 

對於當今身處數位科技環境下的高齡者而言，在家人的幫助與支持下學習使

用數位科技，會比從其他非家庭成員的輔助下學習，產生更高的接受度

（Barrantes-Cáceres & Cozzubo-Chaparro, 2019; Schreurs, Quan-Haase, & Martin, 

2017）。但在當今社會結構大都是小家庭及少子化的狀況下，銀髮族與家庭中的

年輕世代成員相處機會與時間也越來越少，如何透過教育的力量，幫助大學生學

習接納年長者，理解其需求，進而反思自己與家中高齡家人的關係，引發觸動其

主動關懷與協助長者學習數位科技的意願，音樂通識課堂即提供了最好的環境。 

五、結合數位敘事與青銀互動之音樂通識課程的施行原則與策略 

(一) 運用能有效地引導學生創建故事的方法 

編寫數位敘事故事腳本時如何構築出好的敘事結構是提高故事品質的關鍵

因素（Pinto et al., 2016），教師如何有效地引導學生創建故事並進行反思甚為重

要。McDrury 與 Alterio（2003）所提出的「故事反思性學習模型」，包括五個階

段：故事發想（story finding）、故事初稿（story telling）、故事擴展（story expanding）、

故事編輯（story processing）及故事重構與反思（story reconstructing），透過此一

模型的引導，教師可以幫助學習者逐步建構出一個有意義的故事，學習者也能從

過程中積極投入、尋找問題解決的方法、聯結目前與過去的學習經驗、進行深度

學習。在影像拍攝及配樂製作方面，可透過邀請業界專家進行數位影音創作知能

教學，並透過同儕互評來精進各小組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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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合可輔助音樂學習的跨感官元素 

傳統的音樂教育是讓學習者在一開始必須處理大量的訊息，因此挑戰和困難

也較其他藝術學科相對要高。研究發現，運用多感官交互設計（包括視覺、聽覺

觸覺、嗅覺等感官）進行體驗活動設計，可以提升高齡患者主動行為、激發其正

向情绪與輔助認知康復的目的。在運用多重感官元素的活動中，聽覺和視覺的組

合最為常見（歐靜等，2023），在學習與應用上，色彩音樂學可以將原本平面的

音樂學習內容進行色彩化、形象化，幫助初學者或非音樂科系的學習者克服恐懼，

拉近與音樂之間的距離（楊文標，2007）。因此音樂通識教學者可以透過導入跨

感官的元素，以促進大學生的學習及青銀間的互動。例如：讓青銀共同以色彩畫

出音樂的感覺。 

(三) 重視學習過程而非作品成果 

製作數位敘事應包括七要素：觀點（point of view）、戲劇性問題（dramatic 

question）、情感內容（emotional content）、旁白（the gift of your voice）、配樂渲

染力（the power of the soundtrack）、精簡準則（economy）及故事步調（pacing）

等（Robin, 2006），才能讓作品更完整且更吸引人，並有效傳達個人意念。教師

可依據敘事的七要素來編制適合的數位敘事作品評分指標，來評定學生所完成的

故事之整體性。Gravestock 與 Jenkins（2009）強調在創建數位故事的整個過程中

都會經歷反思，因此教師在學生學習成效上關注的焦點應為數位敘事作品的創建

過程，而非僅著重於作品成果的展現。 

五、結語 

在當今科技和創新佔據著重要地位的環境中，運用科技之便捷性來幫助大學

生發揮創造力建構敘事作品，並結合音樂為媒介來協助銀髮族展開人際互動與促

進身心健康，可透過在音樂通識課程中融入數位敘事與高齡者相關的服務性活動

來達成。以數位敘事結合青銀互動為輔助的音樂通識教育，將能喚起不同世代相

互了解與扶持的行動和經驗，引領大學生將學習與生活、人群以及社會做連結，

以創意實作的方式與銀髮族互動，建立同理心與學習反思，不僅有助於提升音樂

學習與應用能力，更能建立未來進入社會時所需具備的多元能力。本文以「數位

敘事結合青銀互動在音樂通識課程之探討」為題，期望能提供大學音樂及通識教

育界作為進行相關教學創新改革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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