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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 e 化學習－高齡者終身學習的利器 
洪榮昌 

高雄市烏林國小教師兼教務主任 
 

一、前言 

面對二十一世紀知識爆炸時代，過去所學已不足以應付社會所需，如何使高

齡者作有效的終身學習，多元學習方式的開發成為重要的關鍵。高齡者在學習過

程中，除本身必須確立終身學習的態度之外，同時必須具備多元學習的知能以因

應挑戰，其中之一便是應用 e 化學習上的能力。本文中所提之高齡者為國內 55
歲以上的對象，本研究主旨期待高齡學習者在面對全球化的浪潮中，能不斷地終

身學習，提昇本身 e 化學習應用能力將是因應挑戰的最佳良方。 

二、高齡者目前 e 化科技的使用現況 

高齡者因生理面臨老化現象，在接觸網路或其他科技時，容易造成學習的阻

礙。Czaja & Lee（2003）認為在科技學習方面，高齡者需要從緩慢、嘗試錯誤中

進行學習，若缺乏友善的學習環境將使長者產生逃避的心理，使得長者在上網過

程中没有獲得充分且即時的社會支援，導致學習遇到困難便想放棄或產生「習得

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 

高齡者在上網的過程中，普遍遭遇一些困難，例如：因教育程度低而產生知

識障礙、因身體狀況不佳而產生健康障礙、因消費理念或經濟條件產生經濟障

礙、因環境不利於高齡者而產生環境障礙（黃誌坤、王明鳳，2009；Cutler, 2005）。
即便學會上網後，高齡者仍須面臨網頁字體過小、動畫過多、網頁階層太複雜及

顏色太多等不友善的網頁環境（黃誌坤，2009）。若是要針對高齡社會的多數老

年人口提供服務，就必須多加考量其因年歲增長隨之產生的生理變化，推出適合

高齡者的 e 化學習。 

三、e 化學習實踐於高齡學習的優勢 

e化學習有其開放性、學習彈性及雙向互動等優點，可將學習作更多元及實

用性的發展。而e化學習實踐於高齡者學習，其優勢說明如下（Burge,1994; 
Harasim,1993）： 

（一）開放的系統-公平的學習機會 

任何人皆可在e化網絡上選讀想要學習的課程，獲得自己解決問題所需要的

資訊。網絡上可諮詢的對象廣泛，高齡學習者可以跨區域、跨國家以獲取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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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文化的教學資源等，是一種開放式的學習環境。學習機會在e化網絡上每個

人是均等的，資訊可透過管理與分享，高齡學習者可以針對自己的學習需求透過

e化學習找尋適合的解決方式。 

（二）學習彈性化-彈性學習時間與地點 

e化網絡可使資訊與資源有效整合，到處是切入點，到處是接收點，在互動

的過程中，不受地點與地位的影響，只要連上線都可以相互自由取得資訊與資源

（楊國德，1999）。高齡學習者可以依據個別需求與問題，選擇適合自己學習的

時間、空間和型態，讓學習能彈性規劃（陳銘村，2005），將自己學習時間與空

間作寬廣的延伸。傳統接受教育的限制，在e化的學習中都能做彈性調整，任何

時間、地點都是學習的機會。 

（三）運用多媒體教材呈現-配合自我學習需求 

e化學習可以打破傳統的學習方式，利用網路的多元媒體、超文本、超連結

等功能創造彈性的學習環境（楊國德，2003）。多媒體的教材呈現可使高齡學習

者可以依照自己的學習順序、針對自己的需求，找尋學習資源。教材中大量的聲

光、影像，讓高齡學習者更身歷其境，使學習變得更加有趣。 

（四）雙向互動-培養多元問題觀點 

  學習者在發出訊息後，能夠立即獲得其他學習者或教學者的回應，分享學習

資源與經驗，學習活動不再是單向進行的，而是雙向互動的交流型態。e 化學習

營造一個多樣性的學習環境，藉由高齡學習者與整個環境互動，提供不同觀點之

刺激和啟發，作為經驗分享與問題解決的參考。 

四、面對 e 化學習，進行高齡者終身學習實施策略 

e 化學習具有跨越時間、空間的距離，能提供豐富且即時的學習資源與訊息，

使高齡學習者有更多元的學習管道來獲取不同形式的學習內涵，實施策略如下： 

（一）教材設計以學習者為中心，提供親近人機互動介面 

在e化的學習環境中，教材效能的展現，人機互動介面的良好設計是重要關

鍵（計惠卿，1994）。藉由建構友善的e化學習環境，提供高齡者親近使用模式，

如：字體加大、聲音緩慢而清晰、操作介面簡單，以提升高齡者使用的意願與能

力（許民忠，2015）。當教材設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考量外，完善的人機互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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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能有效減低高齡學習者在網絡空間的迷失及不當的使用所造成的挫折感，使

高齡學習者學習效能提昇，進而強化運用e化學習進行終身學習動機。 

（二）建立學習者支持回饋系統 

學習雖不受時空的限制，但學習上及時的輔助與回饋是必須要去注意的。高

齡學習者在面對學習的過程中有時是需要更充足的訊息來輔助學習的（黃明月，

1999）。初步學習可先陪伴高齡者上網，再慢慢讓其練習各項電腦操作，僅在遇

到困難時才協助提醒，並開始與工作人員討論自己遭遇的困境，形成「夥伴關

係」，最後能讓高齡者依嗜好尋找上網有用資訊，達到「獨立自主」，享受上網e
化學習樂趣（黃誌坤，2013）。 

（三）完善高齡學習及e化學習師資培訓 

e化學習的呈現方式基本是藉由網路媒體傳達訊息，設計學習課程的教師除

了對於網路的特性及功能要相當瞭解，同時又要秉持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思考，設

計出良好的互動式教材，才能將教學效能有效發揮（岳修平，1998）。教學者本

身如能瞭解高齡者生理、心理及學習特性並善用e化網絡特性，了解如何與學習

者有效溝動通與互動，將是幫助高齡學習者有效學習的重要因素。 

（四）強化學習者資訊素養的培育 

面對e化的學習方式，高齡者所要克服的就是面對並使用3c產品的問題，基

本學習能力的培養才讓網路多元資訊功能有效發揮。在面對資訊爆炸的時代，高

齡者資訊素養的培養也是相當重要的，建構高齡者尋找、判斷運用的自學能力的

過程中，除充分瞭解自己的學習需求，資訊的過濾篩檢能力是使其不在訊息洪流

中迷失自己，而影響學習效果的重要關鍵。 

五、結論 

終身學習是現代公民所應具備的學習知能，e 化學習的立即性及多元形式的

學習內容是高齡學習者邁向終身學習理想的有效途徑。e 化學習不受空間、時間

的限制、豐富呈現教材的形式，使得高齡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能與時俱進。不論

是高齡者自行運用 e化學習或是針對高齡者 e化學習所提供設計的教材或師資等

相關學習資源，應該充分瞭解高齡者的學習特性以及學習需求，除找尋符合自己

學習的相關資訊，並隨時依高齡者學習需求，將 e 化學習的優勢發揮極致，既能

充實自己的學習策略也能豐富高齡者的學習網絡，提昇自己的學習能力。有效地

運用 e 化學習的形式進行學習，將是高齡學習者終身學習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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