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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新生：青銀共學的發展探討 
石美芳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一、前言 

教育形塑社會，社會也塑造教育，當少子化浪湧襲來，伴隨人口結構邁向高

齡化，教育機構順應趨勢積極調整，並為社會變化培育出適切的人力資源，構建

永續發展道路。當前教育單位感受最強烈的莫過於低生育率帶來整體生源減少衝

擊，許多學者紛紛提出各式建言。許維寧（2022）認為招生不足嚴重影響私立大

學營運經費收入，建議廣開外籍生源，制定推廣政策增加招收國際學生。除了教

育體系，臺灣的產業界也開始積極尋求改變。在少子化與高齡化趨勢下，面對勞

動力不足缺口，勞動部也推出加強輔導中高齡再就業等政策，辦理銀髮人才職場

見習活動（吳國棟，2023）。許多原本以年輕勞動力為主的服務行業，因難以招

募足夠的年輕新血加入，也開始把求才眼光放到中高齡勞工，不排斥導入中高齡

新專長新就業的模式（張瀞文、陳素玲，2022）。同時許多銀髮族出現退休資金

準備不足導致生活品質下降，或是突發金錢支出需求，再就業就成為必要考量。 

隨著健康觀念與醫療發達，國人平均壽命延長，退休之後有著更長時間面臨

許多不同的人生挑戰。有一群健康退休又無子女養育及照看負擔，具備經濟基礎

與餘裕時間的人口，則稱為「新銀髮族」（王沛娣，2009）。他們有時間與資源規

劃出充實的退休生活，產生巨大經濟消費力，成為許多企業亟欲開發的消費市場。

本文聚焦少子化與高齡化兩大趨勢，整合新招生、新人才、新市場議題進行論述，

包含：樂齡新生再就業趨勢與技能培訓，以及銀髮產業的新人才培育等，並深入

探討招收樂齡學生與年輕學子代間共學模式，成為值得探討研究的新發展途徑。 

二、脈絡探討 

人口依年齡層加以區別，包含中高齡層（46-64 歲）、高齡層（65 歲以上），

合稱為銀髮族（王瀅婷、成之約、廖文志，2016）。這些長者亦可稱之為樂齡族，

取其「樂而忘齡」的意思。根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公布「中華民國

人口推計（2022 至 2070 年）」報告指出，由於持續的低生育率少子化，2022-2033

學年度 18 歲（進入大學之年齡）人口減幅逾 3 成，同時 2022 年的老年人口（65

歲以上）占總人口數比率達到 17.5%，預估 2025 年，此比率將高達 20%，正式

邁入國際慣稱的「超高齡社會」。少子化現象直接衝擊的是學校教育，目前高等

教育已普遍有招生不足的現象（劉文通，2019）。按照當前預估之趨勢，大學招

生與部分產業招募新進人力資源將會感到越來越困難與艱辛，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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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人口數預估圖（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 

歸結來說，學校招生不足、產業缺乏人力，銀髮消費增長是主要三大變化，

不只是教育與產業劇變，也表示現代家庭意義改變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這其中

社會三代同堂家庭逐年遞減，也意味著代間原有透過共居同住而形成的自然學習

場域逐漸式微與破碎化（陳懷萱，2022）。這種陌生感，將會影響未來企業人才

在規劃、設計、服務中高齡消費需求的洞察敏銳與解決方案適切程度。 

三、 樂齡新生 

招收樂齡新生並非只是為了增加生源，更可滿足產業人才與樂齡再就業等需

求。面對招生問題可以藉由經濟學概念從生源的「增量」與「存量」兩方面探討，

增量即從引進外籍學生來增加生源，存量則聚焦從臺灣現有民眾來增加生源，例

如引導銀髮族回歸校園。簡嘉佑（2022）提到教育單位面臨少子化，強調「青銀

共學」是解決少子化衝擊的良好的路徑之一，也是滿足高齡族群自我充實的途徑。

進一步從銀髮勞工與產業人才兩種觀點，開展青銀共學模式之實務效益探討，改

善目前教學現場教學與招生困境。 

(一) 銀髮勞工 

學校開拓中高齡再就業需求，聚焦銀髮人力資源的開拓與培訓，共學重點以

融入年輕人協同工作的職業體系為主。以日本與韓國為例，其政策上鼓勵中高齡

或高齡者留在原有企業內以「減時、減薪、減量」等方式漸進退休，臺灣亦應提

高中高齡與高齡者的勞動參與及就業機會（陳淑敏，2017）。中高齡再就業也能

增加收入提高生活品質，改善部分高齡貧窮困境，但需要多方協助輔導，降低再

就業門檻。如同報導所述「年輕時代所受的職場教育，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

只是最簡單的打電腦，對許多中高齡者而言就是沒辦法（程心、黃𦲽湄、廖嘉嘉，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2），頁 117-124 

 

自由評論 

 

第 119 頁 

2022）。」臺灣從早期勞力密集加工製造業為主，到現在的科技與服務型產業的

專業丕變，再就業能力不足是許多中高齡與高齡勞工最主要的就業障礙（王瀅婷、

成之約、廖文志，2016）。 

對於這類情況，各界也紛紛提出解決方案。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成立「銀髮人

才服務據點」，開辦培訓第二專長課程，提升中高齡者勞動參與率（賴筱桐，2021）。

由於年齡增長，中高齡者的體力、感官、反應力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藉

由將學校視為工作實習培訓基地，作為樂齡勞工回到職場前補充尚且不足的基

地，體驗熟悉與年輕人共同協作的新工作模式。 

(二) 產業人才 

促進一般大學生從接觸中了解中高齡民眾生活需求，共學規劃強調砥礪學習

世代共好以及培育銀髮產業人才。在退休後享受健康快樂的生活是許多人的目

標，也因此形成一個新興領域的市場與商機，特別當人口結構向中高齡傾斜，表

示同一時間銀髮族消費客群所佔比例的上升。例如日本零售通路巨擘永旺，針對

55 歲以上祖父母族群的生活型態與需求，推出各種健身與休閒活動，館內設施

均以長者需求為主，並提供多元的高齡者生活支援服務（張淑芬，2020）。美容

產業新開發面對中高齡者的「化妝療癒」服務，在臺灣與日本皆獲得研究證實，

可以預防延緩高齡者的失能、失智（臺灣資生堂，2019）。這些圍繞著中高齡以

上消費族群包含商品設計、服務提供、營造友善空間等，被統稱為銀髮族產業。 

對於培養銀髮產業人才，較少探討原來的設計、行銷、服務等不同專業要如

何積極提升中高齡消費者滿意度，培育出能夠滿足銀髮族需求的產業人才。林美

杏、莊宗倩、鄭雅婷（2020）提出安排高齡者直接正面的互動接觸，可產生新的

了解與體悟，有效提升對銀髮族的正向態度。透由代間融合共學過程中，也讓年

輕人逐漸熟悉與年長者互動交流，在態度與思考方式上能展現正面能量，促進跨

代融合，呈現教育社會責任的面向。 

四、共學探討 

青銀共學的混齡學習模式，又稱為代間學習（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強

調不同年齡世代之間與共同學習上的互動，重視彼此經驗的溝通、交流、分享，

藉由彼此技能的學習中改變原有的認知以及態度，無論老少皆有所收穫成長（黃

國城，2007）。在教學現場，許多進修部中高齡學生於社會歷練與歲月沉澱之後，

了解到專業知識與技術於職場的重要性，學習態度相當積極。反觀當前許多大學

生缺乏學習動機與熱情，消極態度導致教學效益低落。因此，讓這些擁有豐富人

生經歷與態度積極的樂齡同學，成為課室之中年輕學生身旁的「人生業師」，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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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學習方法刺激年輕學子反思自己的態度，激發學生更好、更積極的學習態

度，促進校方保留與穩定就學成效。劉樹忠（2019）認為青銀共室代間學習具有

5 點的效果：(1)鼓勵世代間共同參與活動，以增加互動、(2)使年輕世代可有機會

從高齡者身上學習人生經驗、(3)使高齡者能藉由與年輕世代相處的過程中學習

到新技能、(4)鼓勵年輕世代與高齡者間能互相分享、(5)活絡不同年齡層間的溝

通互動以產生不同與以往的認知態度。規劃安排跨世代的相互學習活動稱之為

「代間方案」，聚焦培養彼此的正向認知，並將不同世代的經驗交流分享，顯著

改善學生對高齡長者的態度與提升服務的意願，培養新世代銀髮產業人才，提升

高齡者本身的自信心及存在的社會價值（Jones, 2011；陳靜毅，2019；陳毓璟，

2014）。 

世界各國近年來均積極推動代間方案，以提供樂齡族群終身學習及改變年輕

人對高齡者態度的接觸機會（Canedo-García, García-Sánchez & Pacheco-Sanz, 

2017）。當前除了共學之外，也積極透由場域實踐來深入青銀共融的大學社會責

任。銀髮服務新創活力中心「青銀共創」計畫，將臺大創新設計學院「在地展齡：

家文化」課程同學與永和社大的樂齡斜槓生社團合作，在銀髮服務新創活力中心

藉由空間活化，創造社會不同世代、不同社群可以相遇、共享、共融的生活環境

（陳懷萱，2022）。這些成功的青銀共學與共好案例，從最簡單的共同聆聽一堂

課，到深入合作實踐共創，讓各個年齡層的人們能共同討論、合作、對話，在此

基礎上感受到彼此的美好善意，成為世代共融和諧社會的基礎。建立具有特色的

學習環境，以及發展極具潛力的新產業人才，這些都有助於學校在傳統招生宣傳

以及激勵學生學習方面，產生正面的能量。 

五、共學規劃 

產業人才與銀髮勞工培訓，應運用青銀共學方式來模擬職場之中工作同事的

合作，以及面對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者服務。Jarrott & Smith（2010）建議代間方案

發展的原則，包括建立跨世代共同的學習目標、團結合作共好、平等的團體地位、

營造促進代間友誼發展的機會。為了增加青銀相互學習機會與彼此認同，建議採

用「合作學習」。優點包含：增進小組成員的互動，有助提升人際關係；經由合

作促進理解，經由分擔簡化工作；可以觀察他人優點，進而發揮截長補短的功效，

使整體效率提升（林秀玲、張聖翎、吳相儀，2021）。並且注重異質合作與互賴

原則，強調共學並不只是在同一間教室上課，而是一起互相支持共好的學習夥伴。

老化的感官與記憶力，讓中高齡的綜合學習能力常常不如年輕人，也可藉由合作

學習引導其他同學進行輔助指導，感受年輕活力同時增加學習效率與效益。規劃

重點在於過程的感受與體驗，期望達到激勵雙贏而不是只對誰比較有益處。傳統

與青銀合作共學差異如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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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傳統與合作共學脈絡差異比較 

陳雪芬（2020）研究發現大學生代間服務學習課程之設計規劃時，共學過程

應增強來自人際中同學、朋友及老師對服務高齡者之正向肯定與鼓勵。同時規劃

運用知識與技術於社會場域實習體驗，並於課程執行過程之中強調正向鼓勵的價

值，青年學生感受到不同的積極刺激，並在與年長者相處及合作過程中，逐漸體

會不同的喜好與需求。樂齡學生則能在充滿活力的互動環境中，累積代間協作經

驗以及再就業的職場專業技能。建構學與用緊密交織的實務就業課程，將社會場

域納入學習範疇，產生實用的經驗學習（石美芳，2022）。青銀共學理念不只是

擴大招生，更能夠激勵青年學生的學習動機，最終產生更顯著的整體學習效益，

相輔相成如同驅動別人也被別人帶動的兩顆齒輪概念如下圖 3。 

 
圖 3 青銀共學雙齒輪互動概念圖 

六、挑戰與機會 

少子化是無需諱避的現實問題，教師也必須思考過往的執教經驗，對於年輕

學子的教材與執教方式，是否能滿足未來大學招收中高齡與高齡學習者，加入「樂

齡新生」趨勢，雖然有機會緩解大學招生少子化困境，但第一線的教育人員與學

校硬體準備好了嗎？課程又該如何安排產生共學效益？針對未來有意發展青銀

共學體制的教育單位，建議可以從學校軟硬體兩個方面進行改進。軟體部分應注

重樂齡學生的彈性入學方式與學制設計，協助教師改變授課的心態，強化以學習

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在課程的規劃與執行上都採取更具包容性的安排，鼓勵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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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修學好與學會，而不是趕著進度學完畢業，並將「青銀共學」合作學習與共

創成果與效益納入評量重點，激勵代間協同融合。共學課堂除了講述課程內容，

應設計共融與共創的場域實踐學習，以獲得滿足未來產業需求的學習體驗。硬體

方面包含學校設施與設備的樂齡友善程度、滿足中高齡學習者社交、共餐、休閒、

活動需求的空間規劃，以及增加醫療照護保健設施。 

七、結論與建議 

教育機構順應少子化趨勢積極調整，並為社會與產業變化培育出新的專業人

才，創建臺灣永續發展道路。青銀共學的發展探討除了強調擴大招生對象，增進

代間合作促進社會共融發展，包含校學對銀髮新生軟硬體投入，企業對中高齡人

力資源需求，以及關注學後就業與發展，作為後續鼓勵中高齡再入學及再就業的

政策制參考。同時學校也應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從專業教學工作延伸到輔導、關

懷及照護領域。面對大環境的改變，教師用行動研究改善自身困境，正視社會與

產業的改變，在人力資源培育與專業能力態度上及早做出教學因應，並藉由樂齡

學生的人生經驗與積極性，改善一般大學生學習消極態度。教學策略上建議導入

銀髮產業之產學合作業師協同教學，協助青銀共學完備並轉入進一步的合作學習

場域實踐共融，提升學習效益並開展社會責任層面價值，強化青銀合作學習的相

互理解等新的教學模式，建構產業銜接與發展的角色。期望藉由本文拋磚引玉，

吸引更多先學先進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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