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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代間關係」（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的認識與學習課程，是師資生

需要面對與了解之議題，因他們肩負著未來協助指引學生傳承的使命，雖然他們

無法取代「代間關係」之互動，但是透過課程活動的安排，將能影響與拉近「代

間關係」之疏離感。而「代間關係」係指，世代之間知識、情意、技能、智慧、

規範和價值觀的轉移，且提供目標、終身學習與世代之間分享知識和經驗的機會

（Aemmi & Moonaghi，2017）。 

陳靜毅（2019）認為，面對目前社會結構的改變，老化現象勢必產生許多的

問題，如何面對超高齡所帶來的衝擊，用正向的態度和高齡者互動是每個人要學

習的課題。而世代之間的分離和有限的接觸所形成的缺憾，包括對有意義的關係

以及社交情感的增長與支持，在學習理解方面獲得價值的機會將更少，而兒童和

青少年的智慧和技能，也會失去活力與學習愛的機會。另一方面老年人對新技術

與新技能的支持和獲取，也會有所隔閡與短缺（Aemmi & Moonaghi，2017）。所

以師資生應具備代間關係課程素養，也將是師資培育過程應該努力的方向。  

二、 師資生應具備代間關係課程素養的理由  

「代間關係」是每一個人都會接觸的關係，也是生活中需要學習和面對的基

本關係。如何創造和諧的家庭關係，對學生來說「代間關係」是家庭生存所需的

精神支持之一，也會影響他們日後人生觀的形成。「代間關係教育」可以幫助子

女身心靈健全發展、建立良好的家庭環境、營造安和樂利的社會及創造美好遠景

與輔助社會變遷中的家庭功能等。所以「代間關係課程素養」將可以推展現代祖

父母與父母良好的教育之道，進而培養身心健全的下一代等重要性。研究者歸納

統整學者（朱婉玲，2007 ; 陳怡真，2007；彭雯彩，2019）提出「代間關係課程

素養」之觀點如下：  

(一) 環境教育課程素養 

    社區資源中的長輩參與環境教育，所形成的代間環境教育對長輩或幼兒皆有

益處。幼兒可以增加社交技能，改善學業表現和增加穩定學習，達到正向模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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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長輩者可以增加社會化機率學習，增加情感扶持改善健康。因此，環境教

育活動對環境教育與代間課程兩領域銜接上有很大的貢獻。 

(二) 方案學習型態素養 

    發展代間方案增進世代之間的互動，因為兩代間方案是一種學習型態，而兩

代之間為了個人及社會利益，進行一系列有意義且持續性的交換資源和學習，達

成老年人服務老年人、老年人服務年輕人、年輕人服務老年人等，然後一起參與

非正式的學習活動，而代間方案發生於老年人與年輕人雙方在學校社區或工作場

所等情境中的互動與學習的過程。 

(三) 老化教育課程素養 

    老化教育課程搭配老化體驗活動外，規劃與老人接觸互動課程是必要，且深

受學生歡迎的。安排高齡者直接正面的互動接觸，可產生新的了解與體悟，協助

學生適時修正原先錯誤的迷失，有效提升對老人的正向態度。對學生而言，提供

學生走出校外進入社區，除轉換學習的情境是備受學生喜愛，也可以利用社團活

動時間進行戶外老人機構參訪，藉由老人團康互動及從事老人服務學習的志工活

動，進行豐富而多元的代間接觸，增進學生深刻的體驗，確實減低對老年人的歧

視而達到教學所需的成效。 

三、 師資生應具備代間關係的課程素養與關聯應用能力 

(一) 師資生應具備代間關係之課程素養 

 「代間關係」課程素養，主要是介紹代間關係教育的意義與內涵，從各種理

論觀點來認識代間關係，引導學生落實代間關係之教育知能策略，透過課程活動

與主題作業發揮學生團隊合作精神，及落實代間關係教育於日常生活中，進而能

規劃設計代間關係之相關活動。所以研究者透過設計的教學大綱內容及班級上課

模式，例如：Moodle 平台互動、影片欣賞、製作爺爺奶奶故事小書與分享、小

組帶領爺爺奶奶遊戲、小組作業、製作訪談爺爺奶奶報告 PPT 與影片等方式來

增強學生此方面的素養。課程之學習重點為：學習「代間關係」教育的意義、重

要性和理論；學習代間關係教育應用之現況；參訪親職教育機構與分享親職教育

計劃與策略之報告。 

在完成本課程後，同學將可以獲得：了解代間關係教育的理論及發展、評析

代間關係教育相關研究、應用及發展過去代間關係教育相關的研究結果在自己的

工作領域中等三個目標。此外，研究者期待學生之學習成果，將可以展現下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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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別為：能展現幼兒教保之專業知能、能展現教育產業之專業知能、能展現

家庭教育之專業知能、能具備對幼兒家庭同事社區等之倫理信念與責任感、具備

教育服務與人文關懷之能力、能具有教育實務創新之能力、具備人際溝通與團隊

合作的態度與能力。  

(二) 師資生應具備代間關係之關聯應用能力  

 「代間關係」之學習歷程將做為教學領域發展之基礎應用，例如：理解代間

關係教育意義與特色，進而建立學生代間關係教育企劃能力，並運用代間關係教

育理論的計劃與方法，發展代間關係教育專業能力並應用於未來職場。學習代間

關係教育理論與策劃之未來應用，引導學生落實代間關係教育的特性應用於工作

職場上，且能展現正確的代間關係教育態度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及運用代間關係

教育的方法或技術，發展於教育相關產業。 

四、 結語 

    師資生應具備代間關係課程素養，當大專院校的任課教授備課時，需思考並

採用生活化之議題，導入介紹代間關係教育的意義與內涵，從各種代間關係理

論、觀點與論述來引發學生認識代間關係之學習動機與興趣。並引導學生落實代

間關係教育知能的方法與策略，進而透過課程活動與方案學習設計等作業，落實

代間關係教育之精神於日常生活並運用於實務領域，規劃與設計代間關係之相關

活動以利進行代間關係教育，協助學生進行團隊合作與分享，透過其學習歷程之

蒐集資料訊息、整理資料訊息與達到思考和解決問題等，以挑戰學生學習能力與

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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