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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齡者的學習主題偏好：新加坡快樂學堂樂齡學習

者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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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一、前言 

高齡社會已成為全球的趨勢，在人口

老化無法避免情況下，高齡各項議題已成

為各國政府關注焦點。其中，新加坡快速

高齡化的人口型態，使該國早在 2010 年

於全球人口老化情況嚴重前十名國家

中，僅次義大利與日本，位居第三（我報，

2010）。 

新加坡政府為因應此趨勢，以「活躍

樂齡」為主軸，積極提倡樂齡學習，因架

構清楚，推動成效佳，特別是其快樂學堂

（YAH! Community College）的課程與實

施，頗具特色，被新加坡政府視為樂齡教

育的模範單位。在快樂學堂黃明德校長及

同僚的信念：相信「知識可改變生命」理

念下，專門為 50 歲以上曾於年輕時失學

的樂齡族，打造優質學習環境，推出系統

化終身學習課程，期望透過知識獲得，創

造出新生命樂章，保持活躍，進而達到成

功老化的願景。所以自 2005 年成立以

來，截至今（107）年止，已有兩千名以

上樂齡者在快樂學堂完成終生學習課程

（YAH!快樂學堂，2017），帶動新加坡樂

齡學習另一個風潮。 

有鑑於新加坡樂齡學習參與踴躍，辦

理成效卓越，故本研究以快樂學堂的學習

者為對象，探討樂齡學習者在學習主題偏

好，提供臺灣樂齡教育辦理相關單位能發

展激勵樂齡者參與學習的課程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針對 12 位

新加坡快樂學堂的樂齡學習者進行一

對一半結構式訪談來資料蒐集。本研

究的規劃與實施過程自 2012 年 4 月起

至 8 月，共歷時四個月，期間透過

e-mail 與該機構課程規劃師持續地討

論本研究目的所期望之受訪對象，在

往返聯繫後，本研究對象共計 12 名，

2 名男性、10 名女性，年齡介於 53-74

歲間，平均年齡 60.3 歲。受訪者訪談

時間介於 60 至 90 分鐘，訪談地點在

該高齡教育機構進行，除不受外界干

擾的環境，以利於訪談順利進行外，

亦可維持訪談錄音品質。至於在研究

對象選擇指標：參與該機構的學習活

動一年以上，一年的學習活動時間超

過 100 個小時者。其中，為遵循研究

倫理，在本文訪談結果呈現均以匿名

方式，每位受訪者編碼皆以三碼組

成，意義分別代表「性別-姓氏-年齡」，

例如：「F-Chen-63」代表 63 歲的陳姓

女性學習者。 

而本研究資料分析策略主要以分

層逐步歸納方式進行，目的在找出影

響樂齡者學習的重要因素及其相互的

關係（Wolcott, 1994）。研究者首先從

各個訪談者的訪談逐字稿中，尋找出

有意義的代碼，再將每個有相關、相

似或相同意涵的代碼，歸納成意義單

元，並將意義單元再次進行歸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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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次主題。最後，研究者再檢視所有

的主題是否符合本研究之目的。 

三、研究結果 

本研究發現樂齡學習者在學習主

題偏好上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 人際溝通課程，改變樂齡者的人

際關係 

高齡者的人際關係對於晚年生活

具有極大意義。若擁有良好的人際關

係，將有助於高齡者面對老化的挑

戰，使高齡者在面對老化時適應良好

（張莞珍、蘇夢苹，2011）。本研究受

訪之樂齡學習者自己也認為透過參加

快樂學堂人際溝通的課程，個人不僅

學習到了溝通技巧，更懂得如何把人

際溝通技巧運用在師生、朋友與家人

間的相處，使彼此間溝通更為清楚、

人際相處也得到了良好改善。 

人際關係的課幫助很大，因

為學到很多樂齡的心理，跟樂齡

相處也改變，學生會跟我回饋說

老師你變了，比較會聽他們說，

也會和他們在一起聊天，改變原

先對樂齡的刻板印象。（F-Lin-55） 

溝通運用在師生之間、朋友

之間、家人之間，可以讓人家更

清楚；第二個，你講的時候有時

候不一定，你自己有自己的 idea，

人家聽你講的不一定是你想的那

樣，所以就可以多問兩句吧！這

個是讓我可以從這裡，真的講的

清楚一點、稍微仔細一點！

（F-Chen-69） 

(二) 回顧生命經驗，學習敞開包容 

樂齡學習者透過參加快樂學堂的

生命線課程，在老師的引導下敞開自

己，勇於回顧生命中不為人知的經驗

故事，不僅突破了困擾自己的生命困

境事件，由於快樂學堂同儕的扶持，

也改變了樂齡者原先對於自我負面的

認知，增強自信心與自尊。並且，透

過聆聽他人分享的生命經驗，也讓高

齡者學到知足、感恩、珍惜現況。 

生命線，就是這一段裡面，

每一小組發表他的生活情形，然

後你知道我們上課的人年齡都 50

歲以上，他們都有自己的經歷，

都很辛苦!但是他們過到現在，已

經跳出來，所以你會覺得每個人

都有每個人過去那一段，但都從

過去掙扎出來，你不覺得很感

動。然後你有時候會覺得自己生

長在太優裕的環境裡面，所以他

們會怎樣我不會，他們現在還很

刻苦耐勞我不會，有些可以互相

學習的地方就互相學習，不是學

習說你很會寫字，我跟你學寫

字，你會很自然從別人生活當中

自己體會出來，會有感動!所以就

會讓你有總知足、感恩的心、珍

惜現在就是這樣，這是思維的改

變。（F-Chen-69） 

生命線的課程，以前覺得自

己的生活太平淡，但現在回憶過

去，察覺自己活得還蠻精彩的！

現在觀念開通了，很多事會轉個

念頭去想（F-Pai-53）。 

從上述訪談資料可發現，新加坡

樂齡學習者表示透過人際溝通課程及

生命回顧輔導課程的參與，不僅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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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特別是家人關係）的相處問題得

以解決，更促使自我心靈提升。在過

往研究中，黃郁婷和楊雅筠（2006）

針對高齡者友誼支持和幸福感的實證

研究結果顯示，擁有 10 位以上朋友的

高齡者，有較高的幸福感，故高齡者

擴展自我人際關係，將有助於晚年幸

福感提升。透過人際溝通課程，改變

樂齡者的人際關係，擁有良好的人際

關係不僅可促進高齡者晚年適應良

好，更可獲得滿足，幫助個體達到自

我實踐（吳震環譯，2006；楊錦登，

2000），以上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相

呼應。 

(三) 學習未來要面對的事，激勵樂齡

者參與 

俗話說：「老狗玩不出新把戲」，

以往社會大眾對高齡者的學習能力抱

持著負面的看法（黃富順，2008），但

隨著個體的生命期不斷地延長，再加

上科技等各方面不斷地進步，高齡者

必須透過學習，來獲得新的知識與技

能因應未來的生活（黃富順，2008）。

新加坡樂齡學習者表示，透過學習未

來生活上有用的主題，如：電腦科技

課程與老年學課程後，不僅獲得新

知，更懂得如何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並且可進一步將學習到的知識分享予

他人，使自己得到了很大的轉變，因

而成為了樂齡者偏好的課程。 

我對電腦課是一竅不通，有腦

但是沒有電，修完課程可以修電

腦，基本的常識，電腦裡面很多訊

號不知道那是什麼，問一下老師那

是什麼情形（M-Shieh-62）。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幫助最

大，第一個就是說在 XX老師的教

導下，課程裡面我們學到第一個給

我感覺到我從不曾瞭解到樂齡年

的時候，要怎樣去好像是..需要怎

樣去認識老年，要怎樣活動你才快

樂，有了快樂才的到健康。那麼現

在從這邊學到學知識，我們就知道

怎樣的活動需不需要參加，思考了

以後你認為可以再參與。這樣子的

方式下去，不但自己學到了，你還

能夠和人家分享，這樣無形中哇!

非常興奮，這是不會有憂愁感，健

康也不愁拉!（M-Cheung-74）。 

三百二十元上十堂課，算便宜

的，老年學加上興趣課程，老年學

是上一些我們要面對的事情。

（F-Lee-64） 

我已經步入老年，想要瞭解一

下別人教的老年學到底在教什

麼，跟我看的老年學還差在哪裡，

我一定還有不足的地方，畢竟人家

是專業，也許可以從學習裡面。

（F-Chen-69） 

(四) 走出去，訪問獨居老人，看見存

在的意義 

「生命意義的發現」是個體是否

能 擁 有 成 功 老 年 期 的 重 要 關 鍵

（Novak，2006）。在本研究中也發現，

參與快樂學堂活動的樂齡學習者，認

為透過擔任催化員（意指擔任老年學

課程的輔導員，目的在促進學習與參

與），成為健康大使（是指參與社區健

康宣導人員的服務），預防嗜賭大使

（指成為宣導不要沉迷賭博的宣導

員），這三種角色協助樂齡者不僅只是

付出一己之力，貢獻服務社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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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從服務中得到成長與改變，受訪者

認為這些服務課程對自己的受益最

大，因此，多位受訪者指出樂意參加

這些社區服務類型的課程。 

我參加健康大使，社區就是去

幫忙家訪老人家，每個月去家訪幾

個老人家，我家訪的就是幾個獨居

老人，都是馬來人。（F-Lee-64） 

還不知道有這麼多獨居老人

需要幫助，我們去就跟他們聊一

聊，做些紀錄，需要什麼我們就盡

量幫助。（F-Lee-64） 

既然我們有這種機會，會想去

幫助他們，後來我又參與了預防嗜

賭的活動，我剛開始參加沒有什麼

目的，剛開始是想到說我很討厭這

些賭徒…後來老師教我們怎麼跟

人家溝通跟交流，以一種寬容體諒

的心情來去接受他們跟幫助他

們，我就以這樣來學習，不會一看

就討厭，想說這也是可以幫助人的

東西，就延續囉。預防嗜賭是去做

義工，我們都繼續。（F-Shen-54） 

國外許多學者亦表示，參與志願

服務有助於高齡者保持健康、增加自

我健康，並且對心智健康與主觀幸福

感皆有正向效益（ Willigen, 2000; 

Wilson & Musick, 1999; Choi 2003）。蔡

佩姍（2005）研究也發現，參與志願

服務將可使高齡者重視自我發展且建

立正向的生命意義。因此，從上相關

研究結果可知，參與志願服務對高齡

者晚年生命意義的追尋有著很重要的

影響，此結果與本研究結果呈現一致。 

 

四、結語與建議 

綜合上述，新加坡快樂學堂的樂

齡學習者偏好的學習主題為：對於現

況問題有回應或能解決的課程，如：

人際關係與溝通；對於個人內在壓抑

或情緒能舒解的課程，如：生命回顧

的輔導類課程；對於未來生活有幫助

的課程，包括：老年學與電腦科技等。

此外，在快樂學堂課程設計師的設計

下，原本只想來參與個人成長與學習

活動的樂齡者，都能參與社區服務，

也體認到貢獻付出之後的收穫。 

建議我國未來在進行高齡教育課

程時，可參考本研究樂齡者偏好的學

習主題，以一個人老後必要學習的知

識內涵為聚焦，課程一方面要能反饋

到學習者在生命成長上的需要，另一

方面則要注意貢獻服務對樂齡者存在

價值的加值作用，課程規劃者宜作適

當的規劃引導。樂齡期必要的學習，

包括內在生命意義與個人存在價值的

探索；外在為社會與人際關係、個人

定位的再確立之課程。 

再者，因本研究係以新加坡樂齡

學習者的學習偏好為主，建議未來可

將研究範圍擴大至臺灣地區，進行我

國與新加坡學習者在學習主題上偏好

之探究，以瞭解不同國家的樂齡學習

者在學習偏好上相同與差異情形與原

因，持續研究，有助於理論建構與實

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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