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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服務學習深耕樂齡產業－ 

以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為例 
王郁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在職碩士生 

 

一、前言 

現今大學服務學習多作為累積時數以通過畢業門檻的勞動，千篇一律的打掃

校園亦或整理圖書館，其核心理念－John Dewey 所提倡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概念已日漸流失。對於大學生，服務學習除了從實際操作獲得經驗外，

提前和產業接觸並與社會接軌也為其重要的部份，如今氛圍下僅將服務學習作為

獲得畢業證書前的一件代辦事項實屬可惜，也與「做中學」的內涵相去甚遠。 

如同透過服務學習銜接社會的大學生，同樣面臨接軌問題的還有老人－或者

稱之為「樂齡者」。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的報告，臺灣 65 歲以上人口將

在 2025 年超過 20%，為因應高齡化發展，教育部提出了樂齡（Learning）的概

念，對於老人教育環境有四大願景－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尊嚴和社會參與，

使高齡教育不再視為一種消耗，而是轉化成社會資源。 

年輕學子在當今畢業幾近等於失業的環境中，如何透過服務學習，在不違背

其核心概念，於服務當中達成與社會及產業的接軌；樂齡者在適應這個發展快速

的社會中如何不脫鉤和再接軌。對於同樣有學習跨入社會需求的族群們，是否擁

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達成互利的局面？在以下的案例，筆者看見了雙贏的可

能性。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以下簡稱文化國樂系）帶領學生去療養院進行

服務學習，除了關懷照顧外也運用上自身的專業，在國樂表演的同時，也增加了

簡單的樂器教學環節，使樂齡者在聆賞表演的同時亦能持續獲得新知和學習，對

於學生來說與長者的互動有了此次經驗不再陌生，也能瞭解如何將自身的專業活

用於社會，對於長者來說，履行了「活到老，學到老」，終身學習的理念。 

二、樂齡產業因世代隔閡產生之困境 

隨著臺灣人口老化的趨勢日益明顯，樂齡產業在近年來逐漸受到廣泛關注，

加上科技迅速發展、世代交替變遷的環境，高齡者較不易跟上年輕一代的步伐，

因此，在溝通互動上也可能面臨諸多誤解與矛盾。以下就目前的世代隔閡所帶來

的困境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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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技使用差異 

根據 Dr. Marc Prensky（2001）年所定義的「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s）和

「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這兩個用詞來看。1980 年代以後出生的人，

因一直都活在軟應體設備、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本身就較能熟練運用科技產品

和網絡服務；而 198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因歷經科技環境的發展與轉變，才一

步步接觸使用到科技網路，並從中慢慢適應新數位世代，但身體機能的衰退，也

使其在操作一些電子設施等可能感到陌生或恐懼，導致兩代之間的溝通與理解困

難。 

(二) 接收訊息速度較慢 

成功大學心理系教授楊政達運用電腦模擬技術並結合數學心理學理論，驗證

老年人因注意力變差，導致認知反應表現比年輕人差（楊政達，2016）。由於高

齡者的感官知覺與神經系統隨著老化而逐漸退化，在接收和處理訊息方面可能較

年輕一代緩慢，對於新知識的學習感到挫折，在面對新事物時容易產生抗拒心態，

在感官缺乏新的刺激下使得老化速度漸增，從而導致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也

影響了他們與年輕人的交流，加劇世代隔閡。 

(三) 脫離社會的感覺 

精神分析大師 Adler（1939）曾經說過人類是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獨存在的生

物，每個人的生活都需要參與社會群體，就算是已經退休的長輩也不例外，由此

可以知道社會互動之於每個人的重要性。現今高齡者可能會面臨親朋好友分離，

喪失配偶或子女疏於關照等生活變故，導致其與社會脫節的感覺浮現，進而加大

與年輕一代的距離。 

(四) 保守觀念與改變的抵觸 

世代間之所以會產生偏見，其原因包括：年齡、種族、文化和經歷等方面存

有差異，影響他們對事實的觀點和思想，進而造成他們對社會及不同群體的看法

（Fletcher，2007）。因此，高齡者在成長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可能與當今社會

的變化存在矛盾，使得與年輕一代在交流上容易發生摩擦。 

(五) 生活型態的改變 

Inglehart & Baker（2000）的研究表明，隨著時代進步，社會變革與經濟發展

相互影響，導致文化變遷，不同世代之價值觀也因此出現顯著差異，年輕一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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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現代價值觀，而年長一代則較為堅持傳統價值觀。其往往會造成人們在生活型

態上的差距，包括飲食習慣、休閒娛樂、社交活動等，進而引發彼此相處不愉快

的情況。 

三、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如何以服務學習與社區接軌 

(一) 整體流程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在開學第一週便會安排時間，由負責人－盧煥韋

老師帶領學生們前往社區與樂齡者互動，因課程與節目的安排上不同，每次前往

人數由 10-22 人不等。在認識環境的同時與樂齡者建立關係相互認識，為之後的

服務學習做好準備。在瞭解環境和樂齡者的狀況後，便會在學校分組策畫及上課，

如何以現有的資源和本身的專業去設計各項活動。 

在分組討論中，會一一討論規劃，準備教授節奏、樂器等事項，選擇耳熟能

詳的歌曲從中挑選節奏，降低樂齡者學習音樂的門檻，能充分的享受音樂和獲得

成就感。在樂器的選擇上使用生活周遭的物品，以掃地用具為主軸－掃把、刷子

和水桶等，除降低使用樂器的成本外亦能強調音樂並不僅存於音樂廳，生活當中

只要一點小巧思即能創作音樂。 

(二) 服務學習跟社區接軌  

文化大學國樂系近期為關懷在地的樂齡者，以讓他們能夠接觸及學習新的知

識和技能為發想，開啟了學生服務學習的新型態。由系內師生透過課程的設計，

安排現場實地實習分成兩個重點，包括互動學習與成果展演。從介紹中國打擊樂

器並教導使用方式，讓學生示範以外，也能讓現場的樂齡者體驗樂器敲打出來的

聲響，過程中還會教導如何看樂譜演奏，經過多次的互動學習後，學生協助舉辦

音樂會，給每位樂齡者擁有表演的機會。藉由此服務學習，除了使學生實地學習

教學和認識產業外，也能改善部份樂齡產業遭遇世代隔閡產生的困境。 

樂齡者對於科技使用產生抗拒－「我年輕時也沒有用這些，也過得很好。」

文大國樂系創造熱情和動機，以提升樂齡者對於科技產品的學習意願。以    

學習英文為例，若學習是丟一本字典在面前，從字母Ａ開始背誦，不論誰都容易

產生抗拒的心理，但若是想學會唱一首自己喜愛的英文歌，從而開始練習發音，

去查找歌詞而認識單字，這個時刻不管是專注力或者學習意願皆有顯著的提升。

文化大學國樂系以錄影及側拍記錄樂齡者學習過程，並將成果展演的影片放在粉

絲專頁。展演結束後，樂齡者自然而然地詢問如何能看到自己表演的影片。創造

動機，先從簡單的跨出第一步開始，將被填鴨的抗拒轉化為主動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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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新知識的吸收亦是如此，從學生們的專業－國樂，在教學互動的過程中

學習如何運用自身的專業，而對樂齡者來說，這卻是記憶的一部份，不少人都記

得每日一字的配樂「陽明春曉」，或曾在參加廟會，看歌仔戲等場合聽過國樂或

認識國樂樂器。以熟悉的聲響和樂器開始，在舊有的記憶中導入新知識，循序漸

進的學習，防止由抗拒帶來感官退化的惡性循環。並藉由成果展演，獲得的成就

感能產生自我認同，同時演出是一件極需團體合作，相互配合得以達成的目標。

大量的與人互動，不僅和學生，也須和身邊的夥伴溝通，得以降低孤獨感實現自

我價值。 

不管是世代隔閡產生不同的價值觀，亦或者生活形態迥異發展的矛盾，改善

的方法最重要的即為溝通。在不同的思考中去取得部份的共識，或者在不同價值

摩擦後仍能保持互相尊重，最為關鍵的即是願意放下立場去相互理解。樂齡者藉

由展演重新打開自己去溝通和合作，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生亦然，不論教學的方式、

活動的安排和展演的形式，都需大量的討論和溝通，在精進自身專業的同時，也

學會如何相互尊重和配合，這即是與社會接軌重要的一環。 

服務學習中帶領學生進入社區與樂齡者互動，讓雙方共同參與而發展出產學

的合作，既能滿足社區與被服務者的需求，也能藉由服務學習之實作交流來進行

反思，實現互惠互助的學習成果。有別以往清潔校園、社區環境或整理圖書等運

用勞動為主的方式，展開文大國樂系對於將來開發學生就業的新方向，透過深耕

樂齡產業與社區接軌，讓學生瞭解社會需求、面臨的問題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

也經由實踐的過程，學習到與他人合作、負責和付出的重要性，從而培養學生對

社會的關懷與責任感。 

透過自己本身所學的知識技能在社區服務，設計相關的體驗活動，如讀譜、

聆聽、動手敲擊、合奏等方式活化樂齡者的感官系統，增加他們學習的自信心，

也為彼此生活增添樂趣，達到地方與學校共榮共享的目的。服務學習的意義應是

服務與學習並重，在實際貢獻「服務」的同時，獲取「學習」經驗的效果，能夠

學以致用，從「做中學」明確找到自己的定位，有助於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懂得珍惜和回饋社會，在未來的成長道路上，這種責任感將激勵他們積極參與社

會服務。 

(三) 回饋 

服務學習的過程中，學到最寶貴的事情為與人溝通，如何帶領著沒有音樂基

礎的樂齡者們學習音樂並樂在其中為核心課題。用簡單的言語簡明扼要的表達，

往往需要對該知識深刻的理解，在這次服務學習除了對於教學有了認知，也對於

自己一路學習的音樂產生更深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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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的深耕樂齡產業服務學習，因處於初步階段，無論是學生或樂齡者的心

得分享，都僅以口頭方式表達，而本文的發表可作為未來持續深耕及修改的依據，

例如服務學習後增加成果訪談及問卷調查。 

四、結語 

文化國樂系結合服務學習和樂齡產業，開創出「雙贏」的局面。學生在服務

學習的過程中瞭解如何使用自身專業回饋社會，並提前接觸樂齡產業，使其畢業

後的就業除了教育小朋友還有另外的市場和選擇。而對於社區機構的長者，在面

對新世代仍擁有名為音樂的共同語言，在整場服務學習的過程中，不僅是扮演欣

賞者的角度，而是親自參與其中，學習獲得新知和成就感，達到孔老夫子所言：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生態度，和樂齡－「快樂學習、樂

而忘齡」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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