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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學習課程之探討—以臺中市樂齡學習中心為例 
李文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依據內政部人口年齡結構重要指

標顯示，民國 106 年我國擁有 13.86%
的 65 歲以上人口(內政部，2017)。面

對高齡人口逐年遞增的現象，如何促

進高齡者健康需求，提高生活品質，

實為高齡社會重要課題。 

教育部推動高齡教育，結合各級

學校、機關、民間團體，合力建置各

鄉鎮市區「樂齡學習中心」，開創高齡

者終身學習管道 (教育部，2017)。透

過各地方政府辦理樂齡學習中心計

畫，開設活躍老化課程，促進其健康

安全，提升生活品質，達成樂齡學習

目標。 

二、樂齡學習中心課程類型及學

習活動 

教育部辦理樂齡學習活動實施要

點指出，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應以目標

導向為實施原則，課程之架構及內涵

規範如下(教育部，2017)： 

(一) 樂齡核心課程 

以活躍老化課程為主，從中發展

成為樂齡中心之特色課程，並強化中

高齡者對於老化生活之準備。 

 

 

(二) 自主規劃課程 

課程由樂齡中心依地方資源、特

色、中高齡者興趣、需求等條件，自

行規劃課程，以能吸引樂齡族參與學

習為主。 

(三) 貢獻服務課程 

以各樂齡中心志工團隊之進修課

程及自主服務課程為主。各類課程可

採多元模式辦理，例如講習、讀書會、

生命故事敘寫、戲劇、影片欣賞、到

宅服務、觀摩旅遊、小組討論及社團

等方式進行，課程名稱可依據樂齡中

心需要方式呈現。並鼓勵學員於學習

階段完畢後，轉型成為樂齡自主學習

社團，以利永續經營。 

各樂齡中心每年課程時數亦有規

範(教育部，2017)：1.示範中心（624
小時）：樂齡核心課程（占 35-50％）、

自主規劃課程（占 30-40％）、貢獻服

務課程（占 10-40％）。2.優質中心(520
小時)：核心課程（占 35-50％）、自主

課程（占 30-45％）、貢獻課程（占 10-20
％）。3.續辦中心(312 小時)：核心課程

（占 30-40％）、自主課程（占 40-50
％）、貢獻課程（占 10-20％）。4.新辦

中心(208 小時)：核心課程（占 30-40
％）、自主課程（占 40-55％）、貢獻課

程（占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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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淑宜(2012)認為，活躍老化、運

動保健、交通安全、睡眠品質、正向

思考、家人相處及動手做等學習主題

最重要；而老年疾病、規律運動、用

藥安全、社會重要議題、性別知識及

人力資源則較不重要。林麗惠(2016)
指出，高齡者生活知能需求，依序為：

1.養生保健；2.健康的運動；3.疾病預

防；4.用藥安全；5.飲食與營養；6.現
代科技；7.保護自己(如防詐騙、消費

保護、交通罰則、財產繼承等)；8.規
劃生活；10.興趣的語言；11.培養才藝

技能；12.老人福利與服務；13.良好的

人際關係；14.他人溝通互動。 

三、臺中市樂齡學習中心課程實

施現況及問題 

(一) 樂齡學習中心之建置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提供長者學

習機會，達到活躍老化及高齡友善城

市的目標，積極推動樂齡學習工作，

在全市 29 個行政區域皆設有樂齡學習

中心(教育部，2017)，提供多樣化的學

習課程。 

本研究依辦理機構，將 29 個樂齡

學習中心歸為四類，分別為 1.地區農

會 3 處：大甲區農會、東勢區農會、

龍井區農會；2.各類協會 16 處：大肚

區蔗廍社區發展協會、大雅區橫山社

區發展協會、石岡區萬興社區發展協

會、南區西川社區發展協會、神岡區

溪洲社區發展協會、大安區東安社區

發展協會、霧峰區文化創意協會、大

里區生活美學協會、中區台語文化協

會、東區國際語文教育協會、北屯區

厝邊關懷協會、西屯區善護協會、新

社區天使守護關懷協會、北區天主教

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西區社區大學

教師協會、和平區健康促進推廣協

會；3.學校 9 所：太平區建平國小、南

屯區鎮平國小、烏日區烏日國小、清

水區三田國小、豐原區富春國小、潭

子區新興國小、外埔區外埔國中、后

里區后綜高中、沙鹿區弘光科技大

學；4.醫院 1 所：梧棲區童綜合醫院。 

辦理樂齡學習中心之機構，以各

類協會 16 處最多，可能原因是各類協

會最為貼近高齡者日常生活，許多高

齡者可能也是協會一員，參與學習機

會增多。其次則為學校辦理，共有 9
所，理由為學校是學習場所，師資、

設備及行政等教學比其他單位較為完

備。 

(二) 樂齡學習中心課程實施現況 

臺中市在各樂齡學習中心課程及

開設時數方面，大致上均能符合教育

部課程之架構及內涵，唯各中心在核

心課程及自主課程各類型開設情況各

有特色。全市以 106 年 12 月及 107 年

1 月二個月份各區課程活動表來看(教
育部，2017)，在核心課程中，運動保

健類以體適能及舞蹈開設的時數較

高，心靈成長類以桌遊及樂智金腦開

設的時數較高，人際關係類以采風參

觀開設的時數較高。自主課程中，在

地特色類以資訊、手動創作、編織縫

紉、書法及素描繪畫開設的時數較

高，均超過 50 小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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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設較高時數的課程可發現，許

多樂齡學習中心已發展出其獨具特色的

課程，個別樂齡學習中心開設超過 20 小

時的有：大里區樂齡學習中心的舞蹈課

程，2 個月共計開設 162 小時、人際關係

38 小時及咖啡藝術 24 小時；大雅區樂齡

學習中心的體適能課程開設36小時及教

育宣導 20 小時；大甲區樂齡學習中心的

資訊開設 60 小時、歌唱 40 小時、劇團

36 小時及編織縫紉 36 小時；西屯區樂齡

學習中心的素描繪畫課程開設 20 小時；

東區樂齡學習中心的英語學習課程開設

24 小時。梧棲區樂齡學習中心的志工培

訓課程開設 32 小時。 

上述項目包括了運動保健、心靈

成長、人際關係之核心課程，也涵蓋

了在地特色、興趣課程之自主課程以

及志工進修，值得各樂齡學習中心在

規劃課程時參考。 

(三) 樂齡學習課程實施之問題 

臺中市多數樂齡學習中心，在辦

理樂齡學習課程活動展現出活躍老化

及地區特色之成效，唯在課程的安排

及實施，仍有一些問題亟待克服。 

1. 樂齡學習中心，除了有 9 區由學校

辦理之外，其他各區樂齡學習中心

的設立並非以教育為主要目的，因

此在師資、設備、場地以及教室等

軟硬體較不完善。 

2. 臺中市樂齡學習中心，在核心課程

中開設運動保健總時數高達 456 小

時，而生活安全卻僅有 74 小時，

未能充分符合高齡者對課程的需

求(洪淑宜，2012；林麗惠，2016)。 

3. 臺中市樂齡學習核心課程時數佔

總課程時數 48.98%(1005/2052)，比

例偏高，而自主課程時數佔總課程

時數 41.86%(859/2052)，比例稍

低，與教育部訂定之規範有落差。 

4. 部分樂齡學習中心拓點不足，上課

教室或活動場所大受限制，因此參

與樂齡學習者機會降低，以致無法

開設多元課程。 

5. 各樂齡學習中心的課程及活動，年

年均須向教育部提出辦理申請，加

上辦理樂齡學習機構更迭，難以有

系統性及持續性的規劃。 

四、結語 

樂齡學習是一種權利，提供高齡

者安全和優質的學習環境和機會，讓

高齡者再度發揮能量，持續參與社會

及生活，協助高齡者終身學習、成為

社會重要的資產。因此，解決樂齡學

習課程實施之問題為當務之急，建議

各樂齡學習中心於規劃課程及安排時

可考慮以下之作法： 

(一) 課程規劃應彈性和增設自主課程 

各樂齡學習中心視高齡者的身心

狀況，整體評估彈性安排滿足高齡者

需求的課程，妥善規劃各個月份各種

類型的學習方式，並增開自主課程。  

(二) 特色課程應有進階及連續性設計 

在地特色之資訊、手動創作、編

織縫紉、書法及素描繪畫開設的時數

均高，為期能永續經營，在課程安排

上，應有階段性及連續性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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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成果必須能應用於實際生活 

各樂齡學習中心在核心課程中之

運動保健、心靈成長及人際關係課程

開設普遍，顯示參與及需求均高，唯

學習成果要能夠應用於實際生活，幫

助高齡者過更有意義的人生，才能彰

顯樂齡學習的價值。 

(四) 擴展生活安全及精神層面的課程 

除藉由樂齡核心課程提供高齡者

各種知能外，同時也要有個人生活安

全及精神層面的學習，例如大里區樂

齡學習中心的舞蹈及大甲區的資訊課

程等，開設時數最高並成為該中心之

亮點，期能幫助高齡者達成活躍老

化、延緩老化之成效。 

(五) 拓點並鼓勵學校辦理樂齡學習 

提高辦理樂齡學習誘因，鼓勵在

軟硬體各方面較充裕的學校環境設置

樂齡學習中心。此外，各中心應積極

開拓村里間學習活動地點，讓高齡者

就近學習，提高參與動機，實現終身

學習之目標，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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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轄屬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 

 
課程名稱 106 年 12 月時數  107 年 1 月時數     合計 

核心課程 居家安全 沙鹿 9 龍井 2 北屯 2 沙鹿 2 神岡 2 后里 2 19 

生活安全 交通安全 西區 1 神岡 2 清水 3  6 

總計 74 時 用藥安全 西區 3 大里 2 北屯 4 9 

 食品衛生 北屯 2 龍井 4 北屯 2 梧棲 2 10 

 財務管理 東勢 2 后里 2 4 

 預防詐騙 大里 8 龍井 2 大里 8 18 

 消費保護 中區 4 外埔 2 沙鹿 2 8 

運動保健 體適能 大雅 18 中區 2 沙鹿 3 東勢 12 神岡 2
梧棲 4 新社 2 后里 4 

大雅 18 太平 6 北屯 10 東勢 18
后里 2 101 

總計 456 時 活力瑜珈 沙鹿 3 清水 6  9 

 槌球 太平 4  4 

 舞蹈 大甲 16 大里 86 北屯 10 豐原 6 后里 6 大甲 16 大里 76 豐原 2 218 

 養身之道 大里 2 太平 2 沙鹿 9 梧棲 2 新社 12
西區 2 北屯 6 豐原 4 

西區 4 新社 20 63 

 健康老化 沙鹿 6 大里 2 沙鹿 10 新社 6 24 

 經絡穴道 沙鹿 6 清水 8 北屯 8 中區 15 37 

心靈成長 音樂生活 霧峰 4 新社 4 北區 8 清水 2 新社 2 北區 8 28 

總計 198 時 桌遊 大里 8 中區 2 西屯 8 東區 8 豐原 6  大里 8 太平 4 西屯 8 南區 9 豐

原 6 67 

 烏克麗麗 西屯 10  西屯 10 20 

 樂智金腦 沙鹿 9 新社 2 北區 15 大里 24 沙鹿 3 北區 6 59 

 樂學翻轉 北區 12 大里 4 16 

 金剛經  中區 8 8 

人際關係 采風參觀 大里 38 外埔 4 中區 2 豐原 9 大安 20 大安 12 85 

總計 113 時 人際關係 大安 8 清水 2 大里 7 外埔 2 19 

 科技運用  外埔 4 西區 5 9 

社會參與 社區美學 霧峰 11 西區 3 新社 14 霧峰 3 31 

總計 164 時 數獨 大里 8 大里 8 16 

 香米之美 太平 3  3 

 預防失智 太平 2 沙鹿 4 新社 4 10 

 貢獻舞蹈 大里 17 東勢 2 后里 4  23 

 成果展示 大里 5 中區 5 西區 5  15 

 生命故事 外埔 4 東區 8 太平 1 大里 2 東區 6 后里 2 23 

 手機攝影 西屯 8 西區 19 豐原 4 西屯 8 豐原 4 43 

自主課程     

在地特色 資訊 大甲 24 大里 8 外埔 8 西區 6 沙鹿 3
東區 8 

大甲 36 大里 2 沙鹿 2 東區 6 103 

總計 606 時 手動創作 大雅 2 大里 8 神岡 5 西屯 9 沙鹿 7 龍

井 6 霧峰 2 后里 3 
大雅 2 大里 8 西屯 9 沙鹿 4 65 

 咖啡藝術 大里 16 太平 4 大里 8 28 

 編織縫紉 大里 8 神岡 10 后里 3 大甲 36 豐原 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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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106 年 12 月時數  107 年 1 月時數     合計 

 書法 大里 4 外埔 2 中區 8 和平 6 清水 4 豐

原 4 潭子 8 
外埔 4 中區 10 南區 15 豐原 4 69 

 童玩黏土 大雅 8 太平 2 北屯 2 大雅 8 大里 8 北屯 4 32 

 茶道 太平 5 東區 8 神岡 8 神岡 8 29 

 電影欣賞 太平 2 太平 3 神岡 6 11 

 美食料理 北屯 8 沙鹿 7 北區 12 霧峰 3 北屯 6 外埔 2 沙鹿 4 南區 3 北

區 6 51 

 花草樂趣 太平 2 西屯 8 和平 2 東勢 2 西屯 8 和平 2 24 

 素描繪畫 西屯 10 東區 8 北區 8 龍井 8 大里 8 西屯 10 東區 8 60 

 打鼓樂團 南區 8 梧棲 2 太平 4 14 

 海洋教育 神岡 2  2 

 歌仔戲 龍井 6 龍井 4 10 

 民俗文化 后里 4 外埔 2 東區 8 14 

 蝶谷巴特 后里 5 豐原 2 7 

 家庭水電  
大里 8 8 

 藝術欣賞  
太平 4 北屯 6 和平 6 16 

興趣課程 歌唱 大甲 24 大里 1 太平 2 中區 8 東勢 8
南區 8 

大甲 16 中區 8 東勢 10 新社 2 87 

總計 253 時 劇團 大甲 18 大甲 18 36 

 英語學習 大里 8 外埔 6 西區 8 東 
區 8 東勢 4 潭子 8 

大里 8 西區 6 東區 16 東勢 8 
80 

 日文學習 西屯 6 西區 6 東勢 8 西屯 6 東勢 10 36 

 越南語  
大里 4 4 

 說話生態 北區 8 外埔 2 10 

貢獻課程   
 

 
志工進修 教育宣導 大里 8 大雅 8 北屯 2 大雅 12 外埔 2 32 

總計 91 時 志工培訓 梧棲 16 清水 4 
大里 3 外埔 8 東區 4 東勢 2 梧

棲 16 大安 6 59 

志工服務 貢獻服務 大里 8 外埔 7 南區 8 沙鹿 3 和平 6 東

區 8 東勢 5 梧棲 8 
大里 4 太平 3 沙鹿 2 和平 6 東

勢 5 中區 15 龍井 9 97 

核心課程總時數 1005 自主課程總時數 859 貢獻課程總時數 188 2052 
資料來源：本研究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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