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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環境的進步與社會的變遷，兩個世代間生活經驗與思想觀念更為不同，進而可

能導致年輕世代與高齡者之間彼此無法溝通與互動，因此，增加世代間接觸與互相了解的機

會也隨之變得更為重要。在不同世代間共同的學習活動能促進彼此的溝通，並減緩世代的緊

張。 

 

近年來，老年人急速激增，社會快速老化，因此本研究以設計懷舊遊戲提供懷舊物品、

事件、情境引導老人回憶過去經驗，並與陪同者分享其所回想的內容，互動交流的過程提升

老人的社交機會。透過參與遊戲，將舊時代的智慧、惜福精神傳達給新生代(李香誼 2015)。 

 

透過自製懷舊教具，讓長者與小朋友搭上時光機回到過去的時光去做體驗與回憶。用祖

孫共學的方式，使得幼兒能增加與長者相處的時光，也更能了解在長者年代裡的時光，希望

透過自製懷舊教具來讓祖幼能一起學習。 

 

二、研究目的 

 

目前社會上面臨人口老化問題，未來老化速度遠高於歐美先進國家，台灣已於 1993 年成

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已邁入高齡社會，推估將於 2026 年轉為超高齡社會。意為 2065 年每

10 人中，約有 4 位是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而 4 位中則有 1 位是 85 歲以上之超高齡老人。(內

政部，2018)。且現今家庭結構以小家庭為主，並多為雙薪家庭，家庭所能提供的照顧功能愈

趨式微。此現狀，讓大多老人越來越有孤立感，也使不同世代的差異與衝突加深，導致高齡

者倚賴家庭成員照護的可能性越來越低，而高齡者需要社會體系或政府提供生活照護的需求

將愈來愈大（葉至誠，2016）。此次研究願能透過自製教具來加深祖孫間的情感與需要，進而

減少隔闔。 

 

（一）透過自製教具，讓幼兒與祖父母認識過去與現代生活的差異。 

（二）透過祖孫共學，加深祖父母與幼兒互動聯繫之成效。 

（三）探討祖孫共學結合懷舊教具之成效。 

 

三、名詞解釋 

 

（一）祖孫互動 

 

指祖父母、外祖父母與孫子女、外孫子女之間，彼此交互作用所形成的關係，主要包括

祖孫之間的接觸頻率和親密性，以及祖父母對孫子女的教養態度及其中親情間的交互反應，

是種持續的過程，而這種關係在不同的家庭型態中各有其不同的狀況。本研究將祖孫互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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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內容以懷舊之物較具引起共同學習。 

 

（二）懷舊 

 

    廣義的懷舊為懷念往事和故人，本研究則以生活為方向，尋找過去與現今的差異，帶著

幼兒與老人「懷舊」，藉此學習科技的進步與生活息息相關，懷舊是一種由過去的事情（人、

事件、經驗和印象）所組成正面的複雜感覺、情緒或心情；懷舊情感是可以從人、地方或是

其他事物，如過往經驗、書中經驗或者電影中所獲得。本研究懷舊情感之操作性定義，以祖

父母經歷的年代生活與現代生活的認識。 

 

（三）代間學習 

 

「代間學習」意為一種成人與兒童雙向學習的教學活動設計，透過不同世代的互動使老

少成員於互動中都有所收穫與成長。 (劉思岑、歐家妤，2005)。學者 Hatton-Yeo 和 Ohsako(2000)

即曾分析指出因全球許多國家正共同面臨：高齡人口的遽增、老年人的角色貶損、家庭結構

改變、終身學習興起、代間隔閡擴大以及對代間融合議題之重視等社會趨勢。以至於代間學

習於世界各地的蓬勃發展。 

 

四、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以高雄市 T 幼兒園幼兒與其祖父母為研究對象，主要探討幼兒與祖父母互相學習在態度

有何互相學習效果。以供將來做相關研究之參考。 

 

（二）研究場所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就便利性，以 T 非營利幼兒園之園所為實際研究場所，並結合幼兒

園慶祝重陽節活動，邀請祖父母前來與幼兒共同學習及互動。 

 

貳、正文 

 

一、加強祖孫學習互動的定義 

代間學習係指安排不同世代，一起進行學習活動。它強調在不同情境中進行溝通、互動、

分享彼此感受與意見，藉此彼此合作，而完成有意義的任務。黃富順（2004），亦指的是一種

強調成人與兒童雙向學習的教學活動方式，透過不同世代間的互動讓老少成員皆有所收穫與

學習。這樣的觀念在國際上備受重視，並開始發展將其融入各式活動中(Kaplan,2002；劉思岑、

歐家妤，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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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間學習之益處修-祖孫共學之益處 

 

代間學習的互動對於不同世代而言，為一種跨越世代之間的對話，以及知識、技能及情

感交流的接觸經驗，對於高齡者與兒童都具有特別的意義。（王百合、楊國徳，2010）。學齡

前的幼兒與老人有很大的共同點，他們有時都需依靠他人，需要感到被重視、被需要，且對

未來都充滿未知。(林歐貴英。2010)。中老年人之家庭生活教育。代間學習即為祖孫共學，可

增加學習者和高齡者相處的機會，加深幼兒與長者間的情感聯繫。 

 

三、自製懷舊常識教具對祖孫共學之成效 

 

當孩子接觸處於生命不同階段的人們時，他們可以從老人的身上得到智慧，從潛藏著感

情和注意力的老人身上獲得成長（林歐貴英，2002)。代間學習除可促進代間交流之外，亦能

使個體適應社會並藉此維持社會秩序與穩定 (王百合，2007)。對祖父母來說，與幼兒一同參

與活動時，回憶當年自己年輕的時光，在那些時光裡發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與幼兒一起活

動的過程中，也能被幼兒感染到快樂的情緒。 

 

本研究以自製常識教具為主，內容包括「嘻童趣、懷舊百寶箱、服飾變變變、交通工具

的演變」，增加學習者和高齡者相處的機會，加深幼兒與長者間的情感聯繫，並藉由相互分享

經驗及互相學習，找到兩者之間的互補關係，幫助高齡者能學習和適應新角色，活化老年生

活甚至重新認識生命的意義與提高自我價值。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架構是透過文獻探討組成，並依照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所導致的結果。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為透過相關文獻之探討所形成，並依研究目的及假設所致之結果。 

 

 

 

 

 

 

 

 

 

 

圖 1-1 架構圖 

探討祖父母與幼兒間互動歷程。 

祖孫間互動學習實踐之可行性。 

探討祖孫間互動學習發展成效。 
 

祖孫共學「懷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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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自行設計教案方式，藉由自製常識教具來觀察祖父母及幼兒間相互學習之成

效，研究者以懷舊為主題，自製常識遊戲教具，使幼兒及祖父母間互相合作，透過經驗傳承

之過程，完成遊戲闖關，以增加幼兒及祖父母間學習興趣及參與感，豐富的遊戲玩法，可拉

進幼兒及祖父母代間之距離，以下是研究者設計的教案及教具： 

 

表 1-1 自製常識教具製作過程與討論 

   

討論內容及材料 組員決定主題方向 討論教具內容 

   

討論教具內容 與指導老師討論教具 與指導老師討論教具 

   

大家作伙找教具內容 拼圖高手教具內容 衣服製作過程教具內容 

   

衣服穿搭秀教具內容 擺擺看教具內容 衣服的演化教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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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活動試教過程 

   

律動作為活動引起動機 律動作為活動引起動機 講解示範漫遊古今玩法 

   

祖父母與幼兒親自操作 講解示範玩轉道路玩法 玩轉道路操作過程 

   

講解穿搭小幫手玩法 穿搭小幫手操作過程 活動結束後與幼兒合照 

   

活動結束後的大合照 與指導老師做活動檢討 小組做活動檢討 
 

2.活動觀察檢核表 

 

在教學活動以外的時間，觀察及做記錄，並做教學省思，此內容皆記錄於檢核表中，以

作為分析之用，綜合上述各項參考資料後，研究者遂編擬本研究所需之「懷舊遊戲觀察記錄

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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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  )歲 非
常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自製懷舊百寶箱教具，能引起祖父母及幼兒學習興趣。      

(2)透過古早味的遊戲，祖父母及幼兒會說出正確物品名稱。      

(3)透過服飾變變變遊戲，祖父母及幼兒指出現代與以前的服 

   裝。 
     

(4)透過自製懷舊童玩教具，祖父母及幼兒會共同完成遊戲內 

   容。  
     

(5)透過交通工具的演化遊戲，社區老人指導幼兒認識 

   交通工具的演變。 
     

(6)透過我會自己穿衣服遊戲，促進祖父母及幼兒觸覺及小肌 

   肉發展。 
     

(7)透過拼圖高手及作伙拚拚看看，促進圖像辨識配對能力。      

(8)透過大家作伙找遊戲，增進祖父母及幼兒反應能力。      

(9)活動過程中，祖父母會與幼兒分享經驗。      

(10)活動過程中，祖父母及幼兒操作時間過長。      

特殊行為紀錄與補充： 

 

（三）研究流程 

 

 

圖 2-1 研究流程圖 

參、結論 

 

一、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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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核表 

 

本章將依據研究者自製之常識教具－「嘻童趣、懷舊百寶箱、服飾變變變、交通工具的

演變」及「懷舊遊戲觀察記錄檢核表」，對 50 對的祖孫及幼兒進行施測，每組幼兒與老人依

序進行遊戲，研究者在依照幼兒與祖父母操作常識教具之過程填觀察紀錄表。完成觀察紀錄

表後將資料登錄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 Excel 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 

 

圖 3-1，以研究分析結果，同意佔 4%，

大部分同意佔 9.18%，非常同意佔

78%，大部分祖孫能於此遊戲中找到學

習興趣。 

 

圖 3-2，以研究分析結果，大部分同意

佔 22%，非常同意佔 78%，大部分祖孫

可以經由此遊戲增進古今物品差異之

常識。 

 

圖 3-3，以研究分析結果，同意佔 14%，

大部分同意佔 16%，非常同意佔 70%，

大部分祖孫能經由此遊戲增進服飾相

關常識。 

 

圖 3-4，以研究分析結果，同意佔 4%，

大部分同意佔 26%，非常同意佔 70%，

大部分祖孫可經由此遊戲合作完成學

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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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以研究分析結果，大部分同意

佔 30%，非常同意佔 70%，大部分祖父

母能主動指導幼兒相關遊戲方式。 

 

圖 3-6，以研究分析結果，同意佔 10%，

大部分同意佔 20%，非常同意佔 70%，

大部分祖孫能藉此訓練手部肌肉及觸

覺發展。 

 

圖 3-7，以研究分析結果，大部分同意

佔 14%，非常同意佔 86%，大部分祖孫

能增進圖像辨識及配對能力。 

 

圖 3-8，以研究分析結果，大部分同意

佔 10%，非常同意佔 90%，可訓練大部

分祖孫反應能力。 

 

圖 3-9，以研究分析結果，同意佔 4%，

大部分同意佔 6%，非常同意佔 90%，

大部分祖父母樂於與幼兒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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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以研究分析結果，同意佔

20%，不同意佔 30%，非常不同意佔

50%，少部分祖孫認為時間冗長。 

 

（二）研究者省思 

 

將懷舊結合自製教具，運用生活中食衣住行的演化，使祖父母能在遊戲中與幼兒共同互

動學習，以學者杜威（J. Dewey.）的理論：「在遊戲中學習」為核心，使其在遊戲中獲得學習

動力及專注力，藉此學習到以前及現代日常生活用品之差異，同時也可以學到祖父母的生活

經驗，讓幼兒更關懷及尊重增進祖孫間的感情。 

 

雖然祖孫共學有許多益處，但此次活動因時間緊湊，無法使用到所有的教具，可是看到

祖孫們一起認真地聽著規則與玩法，便有成就感，感覺努力已經有了收穫。看著祖孫於此次

活動間，互動親密，合作學習，已然達成原先的目標，也培養幼兒能照顧長者，體諒長者的

不便。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活動以祖孫共學為主題，拉近現今祖孫間的距離，減少代間之隔閡。 

 

二、結論 

 

（一）祖孫共學的課程互動，對幼兒及祖父母來說，都是一個新的嘗試。從操作常識懷舊教

具中可發現，益智遊戲可使祖父母及幼兒集中注意力，並藉由操作的過程增加互動機

會。  

 

（二）透過研究者自製懷舊常識教具的過程中可發現，自製教具的內容可使祖父母及幼兒對

古早味物品的用途及特徵有更深層的認識與了解。在參與祖孫共學的學習活動中，不

僅能提升祖父母主動與孫子女互動，更能引導幼兒主動關懷、幫助家中長者，以助於

減少隔代間距離。 

 

（三）研究過程中發現，在參與祖孫共學的活動中，祖父母們體認到參與祖孫共學的活動不

但對自己有益，讓他們有更多的成就感及參與動力。操作自製常識教具可促進幼兒觸

覺發展、增進手眼協調，以及刺激祖父母的手部觸覺，延緩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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