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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行政院內政部統計，2021 年國人的平均壽命為 80.86 歲；勞動部統計處

資料顯示，2020 年勞工預計退休年齡平均為 61.6 歲，換言之，國人平均退休後

還有近 20 年的退休生活。加上我國人口老化的速度相較於其他國家更為急遽，

預計在 2025 年將踏入超高齡社會，即 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佔全國總人口數 20%

以上（國發會，2022）。面對龐大的高齡人口以及長時間的退休高齡生活，如何

紓解及規劃成為了政府各部門以及社會各界關注的議題。方法之一，透過高齡教

育提供高齡者終身學習、增能以及與社會再度產生連結，重新啟動高齡人力資源

的再利用，進而提升國家的競爭力。而代間教育為高齡教育的策略之一，能透過

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以及非正式教育的體制下進行，使各年齡層互相學習、共

同學習，高齡社會脈絡下發展代間的互動和學習，能提供不同年齡間瞭解不同世

代的價值（陳黛芬，2020）。藉由代間教育的推動，可以有效因應高齡問題，開

啟終身學習的重要途徑。 

二、代間教育推行政策 

教育部最早在 2006 年「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政策白皮書」就倡導要透過正規

教育體系，從小灌輸正確老化及世代融合理念。近年教育部更於 2017 年「高齡

教育中程發展計畫」中建立一個以高齡者為中心，向外擴展至家庭、社區到社會

的三年期教育計劃，此計畫於家庭面向強調家庭代間關係；社區面向加強社區中

的學校教育，教導下一代了解老化知識，培養敬老觀念，促進世代融合；社會面

向強調世代融合讓高齡者感覺自主尊嚴，幫助高齡者老有所學並營造對高齡者友

善親和的社會環境與氛圍。計畫結束後於 2021 年接著銜接「第 2 期高齡教育中

程發展計畫」，以補強現行高齡學習需求、前瞻因應高齡教育之問題，其中策略

主軸第五項是為擴展世代交流的代間共學，教育部在促進代間學習的策略更積極

地在學校中推展，執行方式之一為鼓勵研發各級學校代間教育的核心概念和評估

指標，以及持續加強各級學校推動高齡教育與代間教育課程及活動，以創新各級

學校的代間教育方案；執行方式之二則是鼓勵研發大學、國高中、小學及幼兒園

的代間科技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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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間學習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一) 代間學習的內涵 

代間學習的涵義，黃富順（2004）指出，代間學習為安排不同的世代族群一

起進行學習活動，強調在不同的情境狀況互動、溝通、分享彼此意見與感受，藉

此互相合作，進而完成有意義的任務。陳毓璟（2014）則提出，和「代間學習」

相關的名詞包括「代間教育」、「代間實務」或是「代間方案」，其內涵都很相似，

係指不同世代間以共同學習的方式，持續並有系統的讓高齡者能和年輕世代於不

同的情境中進行共學活動，以達成有意義的學習並與社會進行經驗交流的一種教

育模式。 

(二) 代間學習的相關研究 

代間學習的相關研究中，呂怡慧（2016）進行「祖孫代間服務學習之質性成

效探討」的研究，針對嘉義市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50 位互動的高齡者及 30 位國

小、國中及高中生，以質性行動研究的方法探討不同代間學習模式對孫子老化知

識和對老人態度之影響。結果呈現，學員從參與初衷為學校志工服務時數、對高

齡者的認知大多為負向，經過互動過程，學員翻轉認知，能領悟高齡者的熱情與

認真態度，也感受到長輩的寂寞。學員反思後提出體諒、多陪伴、不害怕，甚至

覺察自己對祖父母的誤會等。不過，研究中僅經過此次的代間學習活動發現，老

化知識難以在短期間內化成學員的知識。 

陳毓璟（2014）以質量混合研究方式進行「代間學習策略融入社會老年學之

學習歷程與成效研究」，在大學「社會老年學」課程融入代間學習策略。課程中

包含 22 位大學生為實驗組以及 15 位高齡者隨班附讀，進行為期 18 週的共學課

程；另以選修「進階視聽傳播」課程的 26 位學生作為對照組。研究結果顯示，

大學生對高齡者的態度從原本敬老尊賢的卑尊關係逐漸發展為平等的學習夥伴

關係，藉由持續對話及互動，學生能瞭解高齡者並且提升溝通能力和同理心，以

及提高服務老人的意願。研究中將代間學習融入在教學策略中於情意面的影響優

於認知面，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老化知識上的提升無顯著差異。 

游馥慈（2017）進行「樂齡大學學員及大學生參與代間學習經驗之研究」，

針對 4 位高齡學員和 4 位大學生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其結果發現，大學生在參與

代間課程前，大多對於高齡者抱持刻板印象，如頑固、保守等，但是在經過代間

課程後，對高齡學員的看法有所變化，認為高齡學員會安排生活且社會參與度也

比較高。而無論是高齡學員或大學生，參與代間課程後，自身都會有所變化。高

齡學員覺得透過代間課程，會讓自己比較年輕和快樂；大學生則會對高齡學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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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背景感到好奇。代間課程能夠學習到與高齡者相處的技巧，也有大學生開始

反思臺灣高齡者的生活現況應如何改善，這些改變都反應出代間學習確實能幫助

促進世代間的融合及交流。 

從上述研究可知，透過課程設計或是服務學習的方式融入代間學習策略，在

跨世代產生交流及共學後，參與者的確能改變了對彼此原來的認知觀點，情意上

有更多的包容與接納，更能在行動上付諸於改變。但在呂怡慧（2016）的質性訪

談結果及陳毓璟（2014）的量化統計結果均發現短期的代間學習活動，年輕人在

老化知識上並沒有顯著的提升與內化。 

四、代間學習模式在學校實施的限制 

從相關研究和代間學習的現況了解現在代間學習在社區和社會面向大多由

樂齡學習中心策劃代間學習方案或是樂齡大學辦理代間教育的相關課程，而少數

在校園推展的部分大多仍固步在大學場域中，且多因為教師有研究上的需求才予

以推行。如何在擴展代間教育的實施策略中，以代間學習的模式進行推展，將須

有效的讓各級學校對代間教育重視及實踐。筆者說明其實施的過程或成效達成的

限制如下： 

(一) 代間學習在學校內通常只能以短期性的活動辦理，無法達到長期效益 

教育部（2021）的第 2 期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在現行高齡政策方案的檢

討，指出當前社會年齡歧視現象仍然存在，各級學校應強化代間學習與互動。然

而，在各級學校代間學習要成為一門專門的課程不易，通常學校內進行代間學習

活動，以一次性的為多。例：新北市多年來結合學校空間實施「代間教育」，融

入多元模式的課堂學習，舉辦樂齡學習嘉年華、選拔樂齡之星、樂學好樣及關懷

交流活動等（黃慧芬，2017）。基於短期性的代間融入課程，學生在短時間內並

無法將高齡知識內化，僅能形成暫時性的認知改變，無法建立永久性的高齡觀念

和價值。 

(二) 代間教育的推行在學校間沒有受到重視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十三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

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且家庭教育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重大議題之一。目前僅臺北市在 2022 年臺北市中小學及幼兒園實施代間教育教

學綱要（臺北市教育局，2022），足見各級學校尚未將代間教育視為必須的學習

課程之一，高齡知識僅在生活領域教科書上學習，加上學校有教學進度及考試壓

力，要進行代間學習活動恐心有餘而力不足，且執行方案的積極度可能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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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代間學習方案的開發及課程指引不足 

根據全國樂齡大學推動計畫成效分析調查計畫（2016），提到教育部以促進

長者活躍老化及成功老化為目的，樂齡大學課程應包含代間學習體驗及參訪活

動。教育部（2017）也在「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推動樂齡學習中心、樂齡

大學、長青學苑、老人大學皆應發展代間學習的計畫，並透過社區模組的運作，

在非正規體制下進行代間學習的活動。因此，目前代間學習的場域大多在樂齡學

習中心、樂齡大學、長青學苑等處進行，少數正規學校辦理代間課程的在大學藉

由課程推動外，國中小及幼稚園等校園中實行在缺少學習方案以及系統性課程綱

要的指引下，無法有效深耕及推廣。 

(四) 代間教育師資培訓及人力短缺 

在第 2 期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教育部，2021）建議實施的策略與方法上，

看到代間教育師資的不足，足見在各級學校與高齡教育場域中代間教育人力普遍

短缺，急需進行專業師資的培訓及人力上的增加。 

五、代間學習模式在學校實施的建議 

教育部在 2017 年及 2021 年所推行的「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將促進代間

學習視為重要的執行目標，其策略重點和執行方法符合需求且令人期待，但要推

行到各級學校確實有其困難和限制，仍有修正的必要，以下提出淺見： 

(一) 在幼稚園與高齡學習團體間開啟「幼老園」模式，進行以我為鄰的代間學習

活動 

幼稚園的代間學習活動可參考日本推行的「幼老園」模式，以幼兒園和安養

中心當鄰居的思維，將社區高齡學習團體和附近的幼稚園連結，讓代間學習的年

齡層能更往下紮根，透過有趣的共學活動從小建立與高齡者共處的尊重態度。 

(二) 重視中小學階段老化知識和因應態度的內化，並安排持續性的代間融入課程 

在中小學，以活動性和偶發性的代間學習活動居多，為提升高齡知識的內化，

學校應建立課程指引，重視低年級學生在老化認知及老化態度等引導教學，視為

未來面對高齡社會的基礎教育，而不以考試為目的。在以代間學習的活動投入後

方能更強化已學習的高齡知識，循序漸進到高年級至少安排一個學期以上持續代

間融入課程，以發揮代間共學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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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放各級學校與高齡學習團體可利用的學習資源，並建立資源平臺以供使用 

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臺灣已成為高齡少子化的社會，校園硬體設備、課室

教材更應提供學生對於高齡與年輕人相關的知能。各級學校應更積極開放可利用

的學習資源，如圖書館、運動場地、閒置教室，而高齡學習團體也能提供資源，

如高齡志工人力資源、高齡課程互動資源等，並建置平臺以供查詢、互相使用以

規畫適合的代間學習方案。學校推動代間學習可成為高齡者進入校園的一個新契

機。 

(四) 專責單位研發代間學習方案，或採學校間的競賽方式鼓勵創新學習方案 

代間學習方案、媒材和教具應由專門的研究單位開發，進行試辦、種子教師

培訓等，再廣推至各級學校。或能以學校為單位，採競賽的方式創新代間學習方

案，鼓勵各級學校更積極參與、重視代間活動。 

(五) 辦理樂齡講師與學校教師代間學習的共同培訓，人力不足的情況則可招募專

門的講師進到學校推廣高齡及代間教育。 

教育部可多辦理多元的代間學習之相關培訓或工作坊，參與人員應包含樂齡

講師、樂齡中心主辦人員等以及各級學校派出老師共同培訓、互動，先提升教學

者的專業知能，再鼓勵學校主動辦理代間學習或融入課程之中。再者，師資不足

的情況下，可藉由招募並培訓專門的講師進到校園中推廣高齡相關知識概論以及

代間學習的重要性。 

六、結語 

高齡社會已是不可逆的發展，透過代間學習能夠帶動不同世代理解高齡社會

的趨勢並與之和平相處。教育部在發展高齡教育策略時看見了代間學習的重要

性，而在代間學習的相關研究中亦發現代間學習對於翻轉不同世代的刻板認知有

相當大的助益，且能在各種學習活動發展雙方正向的互動並引起反思。 

另一方面，現行正規教育使用 3C、媒體教學已成常態，學習雖越來越多元

化，卻越來越少與社會接觸的教育機會，許多孩子並不懂得與長輩相處。若能將

代間學習帶入校園，形成學習的常態，長期深耕在各級學校，不僅能正向發展不

同世代的共學互動也能讓學生提早面對高齡時代的來臨，參與其中並學習因應社

會之變遷。藉此增加跨世代的交流，筆者相信代間學習的模式將是高齡教育的對

象向下扎根到年輕學子的重要策略，非但能提供長者更多經驗傳承與分享的機

會、也是提供高齡者進入校園的一個新契機，並能有效推廣正向老化知識、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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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更能促使高齡教育的對象擴展至跨世代族群的對象。相信世代融合的景象，

將使社會更祥和，帶動高齡者成功老化，即是鞏固國本最好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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