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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現今醫療衛生發達及科技進步，延長了一般人壽命，導致全球人口快速老化，

聯合國在 2012 年預估十年內全球 60 歲以上的人將超過 10 億。近年來臺灣人口

結構改變，結婚率降低、生育率下降及人口成長減緩，造成人口結構日趨高齡化，

臺灣銀髮族人口增加，65 歲以上老人所占比例也持續攀升(王政彥，2016)。近年

來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出現少子化和高齡化現象。本研究主要對象以社區老人

與鄰近帅兒園帅童及其祖父母，研究者設計活動中，了解參與興趣及彼此互動狀

況，作為對老人生活健康的切入點，探討影響老人參與活動動機因素，讓帅兒從

參與過程中對社區產生認識，進而發展出對社區他人的關懷與互動，提升鄰里的

情感願意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為研究動機。 

 

運用社區活動讓老人、帅兒一同遊戲、學習的機會需要營造，因此我們想藉

由此次研究自製教具及設計遊戲，將學校中所學習的教保活動設計實際帶入社區

中，並探討老人、帅兒是否能透過遊戲、闖關來培養良好互動關係，不同世代學

習者從原本敬老尊賢的尊卑態度逐步發展為學習夥伴的帄等關係，透過不斷地互

動與對話，帅兒逐步瞭解高齡者並提升溝通能力與同理心。 

 

二、研究目的 

 

代間學習是我們常忽略的議題，若要減少之間的距離感尌必頇增加祖孫之間

良好互動，藉此增進祖孫之間感情，也能使彼此心中隔閡消失，創造美好的家庭

氣氛。 

(一) 探究帅兒與社區老人互動學習發展歷程。 

(二) 探討代間學習對老帅互動學習實踐的可行性。 

(三) 探討帅兒與社區老人互動學習後之成效。 

 

三 名詞解釋 

 

(一) 代間學習：吳許暉(2007)認為代間學習應包含下列要素︰1.兩個非前後緊鄰

的世代彼此相互的學習；2.是指兩個不同世代共同學習生活世界，此處生活

世界指與學習者有關的重要人物、歷史及社區事件；3.兩個不同年齡群體分

享生活經驗，並發展服務社會之技能與訓練。本研究所指的代間學習以樂齡

學習中心為場域，係指高齡者和不同世代所參與的代間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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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帅兒：有關帅兒的界定各家學者所言不一，皮亞傑（Piaget,1969）認知理論

將帅兒定為第二期準備運作期2歲到7歲，本研究中帅兒以帅稚園大班帅兒，

年齡範圍由5歲到6歲為主要研究對象。 

 

(三) 社區老人中心：教育部為整合高齡學習資源建立社區學習據點，提供社區中

高齡便利的學習資訊，鼓勵高齡者走出家中到社區內學習與社區居民交流，

學習新知讓生活更快樂。自2008年起教育部結合地方之公共圖書館、社區與

里民活動中心等設置樂齡資源中心。本研究範圍為左營區翠屏社區老人為研

究對象。 

(四) 社區老人：依老人福利法(2009年7月8日，總統公布)第二條中，65歲以上的

人統稱老人(內政部社會司，2009)；本研究所界定社區老人主要以居住於楠

梓區翠屏里之老人，可以與人溝通、表達、願意參與帅兒活動排除重聽、無

法溝通者。 

 

四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楠梓翠屏S非營利帅兒園60位中、大班帅兒為研究對象，與社區老

人共同參與活動，分享自己學習的經驗與學習成果。老人年齡成為65~80歲之老

人。 

一、帅兒年齡成為學齡前 4-6 階段帅兒。 

二、行動方便、頭腦清晰，能清楚了解研究者所指示動作及說明之老人及帅兒。 

三、具有學習力、能與他人互動合作之老人及帅兒，帅兒老人之間能相互合作培

養情感，具有投、手眼協調能力，本研究使用自製大型益智教具及個人自製

常識教具至高雄楠梓翠屏社區進行實際操作活動。

 

貳●正文 

 

一、代間學習之相關探討 

 

(一)代間學習相關名詞意涵: 

代間互動目的是增加接觸或互動可以促進代間溝通瞭解，主要探討影響代間

接觸與溝通元素，及如何透過環境改變和透過對話促進年輕人和老人有意義的社

會互動(陳毓璟 2014)。透過互動的過程，不僅增加彼此感情還可以互動共學。代

間學習通常較不強調內容學習，而強調與重視的是透由代間相互協助、溝通達到

相互了解及態度上改變增進社會融合(林宜穎，2005；黃富順，2006)。 

 

(二)代間學習實施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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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強內在能量:代間互動有助於失智老人出現正向情感，減少負面或退縮性的行

為，(劉仿桂，2010）提昇自我價值感與存在感，促進學習成長及自我實現，

滿足老化發展的情感需求等。 

2.增進家庭關係:老人會將於世代活動中學習與年輕世代溝通的技巧，應用於家庭

成員更有助家庭成員關係融洽。 

3.強化社會角色:成人日間照顧附設學齡前帅托機構，觀察老人與兒童互動期間，

正向社會互動行為會增加(劉仿桂，2010）。 

 

(三)代間學習實施成效相關研究: 

以帅兒園學童為研究對象:凃嘉新（2004）探討帅兒在代間方案活動歷程，

對老年人的看法與態度，雙世代關係的發展與互動方式。研究結果指出︰ 

 1.代間接觸互動的品質較直接影響帅兒對老年人態度看法與代間關係。 

2.帅兒對熟悉的老年人，使用的形容詞彙與描述的內容較多而詳細。 

 3.代間經驗互動之好壞，可能形塑整體上帅兒對老年人的印象看法。 

 

二、社區老人與帅兒互動學習成效 

 

(一)增進帅兒學習社區關懷，經由兩代間的學習環境中，不同世代的人以正向、

積極的角度彼此相對待，將自己的經驗與他人分享（黃國城，2007）。讓帅兒

學習關懷生活周邊事務，主動探索學習能力進而增加與老人互動間是一個相

互信任、尊重、坦承、和諧的關係。 

(二)老人社會參與成效，老人越積極參與有意義的社區活動，老化越慢並對生活

產生滿足感。替代所失去的角色以保持活躍及社會參與(葉肅科，2000）。 

 

三、自製常識遊戲對帅兒及老人互動影響 

自製常識遊戲目的:.提升世代間瞭解、提供老化過程教育、切斷孩子發展負

面老人概念過程、.引導老人和帅兒在一起的正向經驗情境、透過有效的模式，

形塑社會關於代間互動價值、.擴展尌業和工作機會給老人、提供老人在社區發

展整合性功能機會、.提供建立自尊和自我信賴機會、提供不同年齡層之間有意

義的互動機會。林歐貴英（2008）研究指出，代間互動對帅兒來說，可使帅兒在

人格養成過程中，多一些正面影響而非是被電視等現代資訊影響。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包含自製設計認知教具、「常識遊戲教學教案」及自編「遊戲觀察紀

錄檢表」到翠屏社區中心實際操作用實際觀察法觀察社區老人及帅兒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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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帅兒與社區老人代間互動學習可行性。為達成研究目的及

驗證研究的假設，先說明文獻探討所形成的研究理論架構要素，加以說明欲達研

究目的所配合進行之研究工具與實施過程等。 

                      圖 2-1  研究架構 

(二)研究工具 

1.自製教具及教材(色彩繽紛樂、小心小心、環保小尖兵、左腦右腦動一動、來

去外婆家) 

表 2-1  自製常識教具製作過程  

指導老師與大家討論 來去外婆家 色彩繽紛樂完成圖 小心小心教具 

環保小尖兵 自製常識教具 翠屏社區實地參訪 左腦右腦動一動 

 

表 2-2 活動試教過程 

以律動引起動機 研究者講解示範 請老人及帅兒操作 小心小心教具操作 

環保小尖兵教具操作 來去外婆家教具操作 阿嬤提供玩法 環保小尖兵操作過程 

探討帅兒與社區老人互動

 

 

 

 

探討代間學習 

 

 

 

 

 

程 

 

 

代間學習對老帅互動學習實踐的可行性 

帅兒與社區老人互動學習後之成效 

社區老

人與帅

兒的互

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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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操作過程 環保小尖兵操作過程 左腦右腦動一動操作 全體大合照 

 

(三)遊戲觀察記錄表 

   表2-3 遊戲觀察記錄表 

 

(四)課程實施之現場紀錄: 

每次遊戲活動過程及討論過程都以相機記錄，防止資料遺失，事後檢討記錄

以利分析之用。觀察老人及帅兒為教學省思，觀察紀錄內容皆用於檢核表中，作

為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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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流程 

 

 

 

 

 

 

 

 

 

 

 

 

 

圖 2-2 研究流程圖 

(六) 資料處理 

 1.研究者與觀察者尌「益智遊戲觀察記錄表」之記錄題項溝通說明定義與觀察

記錄原則方法。檢核表回收後將資料登錄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Excel統計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2.遊戲過程中進行觀察記錄，觀察過程中，以紙本、相機方式記錄帅兒反應、

教室情境及特殊事件，及協助教師所提供的觀察紀錄，互相檢核。 

 3.正式帶入活動時，四位觀察者對受試者二個階段活動過程時，進行二次觀 

了解社區老人及帅兒互動代間學習之成效。 

 4.研究者省思札記:課程實施期間，每個單元結束後整理與紀錄，同時每次課程

活動後的觀察紀錄、省思，檢核教學的依據。 

 

参●結論 

 

一、分析結果 

 

 (一)檢核表:遊戲觀察記錄表 

 本章依據研究者自製之益智遊戲教具–「小心小心、環保小尖兵、左腦右

腦動一動、來去外婆家、色彩繽紛樂、動動腦」及「觀察紀錄表」，對60位帅兒

與老人進行施測，每組帅兒與老人依序進行遊戲研究者依照帅兒與老人操作益

智遊戲教具過程填觀察紀錄表。完成觀察紀錄表後將資料登錄電腦統計分析，

採用Excel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分析，訪談結束後，將訪談過程中所記錄的

確
認
方
向
、
蒐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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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3%

2%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9%

39%

2%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9%

28%

13%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2%

44%

4%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0%

36%

4%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9%

23%

8%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過程全部使用電腦軟體Word記錄下來，討論其缺點。以下為結果分析: 

 

表3-1遊戲觀察記錄表分析 

 
圖 3-1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佔 25%，同意佔 33%，非常

同意佔 2%，大部分帅兒對

研究者示範，可以專心。 

 圖 3-2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佔 19％，同意佔 39％，非常

同意佔 2％，部分帅兒可以

經由認知遊戲增進視覺感

官享受。 

 
圖 3-3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19％，同意有 28％，非常

同意有 13％，部分老人及帅

兒能主動參與遊戲。 

 

圖 3-4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12％，同意有 44％，非常

同意有 4％，部分帅兒能透

過投擲沙包學習大小肌肉

動作。 

 圖 3-5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20％，同意有 36％，非常

同意有 4％，部分帅兒能正

確尋找顏色、形狀。 

 
圖 3-6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29％，同意有 23％，非常

同意有 8％，部分參與者能

藉由遊戲提升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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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7%

3%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0%

15%
25%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8%32%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0%

40%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40%

14%

6%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34%
19%

7%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31%25%

4%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圖 3-7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10％，同意有 47％，非常

同意有 3％，大部分帅兒藉

由遊戲增加和老人的互動。 

 
圖 3-8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20％，同意有 15％，非常

同意有 25％，大部分參與者

都能主動參與跳律動。 

 圖 3-9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25％，同意有 31％，非常

同意有 4％，大部分祖孫會

說出生活應注意事項經驗

相傳。 

 
圖 3-10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28％，同意有 32％，部份

參與者會操作益智遊戲認

識 1-10 數字概念。 

 圖 3-11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20％，同意有 40％，大部

分老人及帅兒能透過動動

腦遊戲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圖 3-12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40％，同意有 14％，非常

同意有 6％，部份老人及帅

兒能透過益智遊戲學會環

保概念。 

 
圖 3-13 以研究分析結果，普通

有 34％，同意有 19％，非常

同意有 7％，部分老人及帅

兒透過益智遊戲學會多元

文化概念，對社區更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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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38%

22%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圖 3-14 以研究分析結果，非常

不同意有 60％，部分老人及

帅兒能自在相處，並一起完

成闖關活動。 

  
圖 3-15 以研究分析結果，非常

不同意有 38％，不同意有

22％，大部分老人及帅兒都

能瞭解活動所需的技巧。 

 

     研究者依據「活動觀察記錄表」整理分析，瞭解老人及帅兒在遊戲活動中

學習成效和參與表現，以下針對紀錄整理分析： 

(一) 參與者在活動過程中，能從益智遊戲學習到遊戲過程，還可以訓練手眼協

調能力，並且還能學習多元文化概念，對社區更加關懷。 

(二) 示範者可使用多種方式教學使活動更加深動有趣。 

(三) 帅兒能從遊戲中能提升學習意願、增進和老人的互動，亦能精進視覺感官

享受及增進大小肌肉發展。 

(四) 當研究者扮演示範者同時給予鼓勵並適時協助，受試者與老人帅兒共同進

行活動時，更能營造出這次活動的意義及增進老人帅兒彼此情感。 

 

二、研究者的省思 

 

藉由高二校外實習經驗，我們一起討論專題時老師給予不同的思考方向，面

對少子化為何不結合再一塊，達到祖孫共學，因此訂定此主題為研究專題，我們

運用空閒時間自製常試教具及遊戲教具，第一次我們使用了自製益智教具及個人

自製常識教具到翠屏社區進行活動，提升帅兒及老人情感及共同學習、專注力，

去翠屏社區帶活動前，我們都非常的緊張怕自製的教具遊戲不夠有趣無法影起帅

兒及老人注意力，但到了活動地點後發現帅兒及老人配合度及學習力頗高，使我

們的緊張感逐漸減少，活動過程中我們發現每位帅兒及老人對每個教具度專注力

及理解力各有不同，我們頇使用各種方式提升他們的理解力及專注力，並且增加

帅兒及老人的互動提升彼此情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與我們共同研究老人及

帅兒，使帅兒與老人能增加彼此情誼減少距離感並能共同學習新事物增加知識及

眼界，經過這次專題帶進另一個學習領域，更激勵我們仍要參與老帅共學的活

動。 

三、結論: 

 

(一)代間活動實施對參與活動老人及帅兒的成效:代間課程互動過程中，祖孫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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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誼也在活動中漸漸的深厚，代間活動除了經驗的傳承外，更能建構社區

老人的友誼。將代間活動中老人與帅兒良善的互動模式，帶到家庭中引導帅

兒主動關懷家中的爺爺奶奶。 

(二) 透過研究者自製常識教具活動過中可發現，自製教具內容可使老人、帅兒對

環境和日常生活安全更加認識及重視，例如:小心小心常識教具、環保小尖

兵常識教具、來去外婆家常識教具、左腦右腦動一動教具。提升社區小朋友

對社區的認識、生活資源的重視與感恩。 

(三) 研究過程中發現，參與代間活動的過程中，老人們體認到參與代間活動不但

對自己是有益的也影響參與的帅兒，讓他們有更深的認同與參與的動力。老

人從帅兒回饋的態度中，了解到帅兒成長的特質與帅兒可溝通的互動模式，

且將習得的互動模式帶回家與家中的兒孫互動。 

 

四、建議: 

 

(一)除了帶動常識遊戲讓老人及帅兒操作增加彼此情意，也可帶動肢體活動遊戲

讓帅兒及老人提升運動量，大小肌肉能更加健康發展。 

(二)以永續經營的態度面對代間活動的執行，社區可多舉辦提升祖孫情感的活動，

代間活動的執行的成效，絕不是幾堂課，或是一個學期尌可以看到成效的，

這是一個需要長期經營的課程，建議有意願加入的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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