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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長者生命的過程中，累積了豐富的經驗與豐厚的早年生活文化，這些都是珍 

難得的資產。而懷舊物品則成為懷舊的記號，每一個懷舊物品因人而異的記載下各種人

與物的小故事。本研究以設計懷舊遊戲引導老人回憶過往經驗，以瞭解是否有助於提昇

高齡失智者的成就感及增進記憶力為研究動機。高一及高二學校安排我們到機構參訪及

暑假實習，在活動過程中長者會主動來參與我們帶領的活動，研究者發現長者透過累積

了豐富的經驗與豐厚的早年生活文化分享與回饋，鼓勵與其他人接觸，使他們的生活不

感到孤寂與制式化。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利用簡單的懷舊教具刺激大腦，加入一些長者熟悉的物品，讓教具不只是單

純的玩樂安定長者情緒，而是加強長對者對物品的熟悉。 

 

（一）瞭解高齡失智者在參與懷舊活動中之重要經驗感受。 

（二）探討透過懷舊遊戲對長者的影響。 

（三）探討自製懷舊教具實施後對失智長者之效益。 

 

三、名詞解釋 

（一）失智老人：失智症是腦部疾病的其中一類，此症導致思考能力和記憶力長期而

逐漸地退化，並使個人日常生活功能受到影響，最常見的失智症類型是阿茲海默

症，本研究以機構輕.中度失智老人為對象。 

 

 (二）青銀共照：青年與長者彼此互相照料。讓青年和高齡者有機會踏入彼此生活圈

並有所交集，讓不同世代經驗分享與新舊新知方法互相交流，協助減輕高齡長

者的孤獨與脫節感。 

 

（三）懷舊遊戲：本研究自製懷舊教具：懷舊市場、來買菜、懷舊時光、夜市小吃，

以生活為方向讓長者回憶人生過去甜蜜、快樂、高興、難忘等事件，透過重溫

往日甜蜜時光，增進愉悅感受及個人人際關係。本研究懷舊操作性可以增進長

者經驗分享。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中的失智老人指的是高雄市 F 機構為研究場地，65~95 歲的輕.中度失智老人

為研究對象，此研究中受試者之選擇標準如下： 

（一）輕、中度失智老人年齡層為 65~95 之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8%8C%B2%E6%B5%B7%E9%BB%98%E7%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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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基本語言能力，能理解簡單之口語指令，具基本與他人互動之能力與意願，

能乘坐在椅子或輪椅上操作遊戲，藉由自製教具與自製活動教案，實際帶領活

動讓失智老人實際操作提升失智老人的認知能力。 

 

貳、正文 

 

一、 懷舊之涵義 

 

   「所謂的「懷舊」一般指的是緬懷自己所知的記憶。如今再次出現在眼前，於是引起

懷舊的情感」(王思迅、吳志鴻、胡宏明，2004)。「懷舊是把現在看成充滿缺陷和不足，

而過去則被視作相對完整、有權威性和充滿希望的完美無地方」(周蕾，2018)。大多數人

對懷舊的定義，比較像是對過去的回想，或由過去成長經驗中有所交集的人事物，所產

生的共同回憶。雖然過去的季節，人事物及一些擺設一切依舊一樣。可是時間在變人也

會慢慢變老，很多事物都隨著時間慢慢地改變，所以懷舊是懷念自己內心最重要事物。

「身體機能老化導致年長者的社會角色由照護者變成被照護者，引發自信心低落，進而

社會參與度也逐漸下降」韋懿庭(2011）長輩在老化過程需要生理、心理的調適，所以要

幫助長者提高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質，懷舊或許扮演了一種我們與其它的人或事建立聯繫

的資源。 

 

二、青銀共照對長者的好處 

 

   「透過年輕人與長者的互動讓長者的生活更充實，人際關係更擴展」(晏子萍，2017)，

為推動樂齡學習中心永續經營，青少年及長者可以透過遊戲達到共識感，「2015 年試辦

樂齡學習社會企業計畫，以加強世代互動及相互學習成長，促進世代共融」（黃月麗，

2016）。而共學的意思是互相分享互相學習彼此的經驗，所以青銀共學也可以說是老少互

相分享經驗與學習。 

 

    「近年利用社區與生活空間，開啟高齡者與青年人「混齡生活」，它是不同世代間

共同學習邁向終身學習的概念」(黃富順，2008)，世代都有其經歷的社會與歷史的經歷

過程，因此養成的觀念及思考方向會有所不同。促進代間學習及推廣青少年與長者在

不同的經歷與文化傳承可以互相分享。達到世代共學的理念，增進青銀共照間良好關

係為目的，培養青少年學習陪伴及關懷老人，讓老人生活更有生命力。 

 

三、自製懷舊教具對長者影響 

 

    藉由懷舊教具能增進長者間的互動也能增進彼此的情感，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可以讓長者與青少年一起完成教具，不但能夠訓練長者的手部肌肉，還能讓長者在製

作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本研究自製懷舊教具包含懷舊市場、來買菜、懷舊時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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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共照懷舊情

瞭解高齡失智者
在參與懷舊活動
中之重要經驗感
受

探討透過懷舊遊
戲對長者的影響。

探討自製懷舊教
具實施後對失智
長者之效益

市小吃，可以讓長者與青少年一起完成教具，這樣不但能夠訓練長者的手部肌肉，還

能讓長者在製作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包含「自製懷舊教具」及自編「觀察記錄表」到 F 養護之家實際操作，用實

際觀察法，觀察及記錄長者和青少年的學習互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是透過相關文獻探討，並依據研究目的結果；本研究包含「自製懷舊

教具」及自編「觀察記錄表」到 F 養護之家實際操作，用實際觀察法，觀察及記錄長

者和青少年的學習互動。並以架構圖呈現。 

 

 

 

 

 

 

 

圖 1-1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工具 

 

    藉由自製懷舊教具觀察機構失智老人認知能力情形，增進機構失智老人的手部肌

肉，及增進老人的興趣及參與感。  

 

表 1-1 自製懷舊教具製作過程 

   

開始製作來買菜教具 開始製作童玩教具 開始製作夜市小吃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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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製作懷舊時光教具 與指導老師討論教具內容 與指導老師討論教具內容 

   

古早小吃作品 來買菜作品 台灣好料作品 

   

童玩作品 來買菜作品 夜市小吃作品 

   

懷舊時光作品 懷舊時光作品 討論內容 

 

表 1-2 到 F 機構帶動活動過程 

   

健康操作為活動引起動機 機構老人認識夜市小吃 機構老人指出童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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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老人知道的夜市小吃 機構老人說出蔬菜的名稱 讓長者增進對童玩的玩法 

   

長者用圖卡拼出夜市美食 長者把水果放在對應位置 與工作人員在機構合照 

 

(三) 觀察檢核表 

  本研究對象為失智老人，研究者須自編適用於本研究對象及研究情境之認知能力觀

察評量。 

   

  表1-3觀察檢核表 

性別：男 女          年齡：（ ）歲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自製懷舊教具能引起機構失智老人的注意力及興

趣 
          

(2) 機構失智老人透過自製懷舊教具可以達到互相分

享經驗 
          

(3) 機構失智老人能完成自製懷舊教具的指令動作           

(4) 機構失智老人透過自製懷舊教具，增進彼此良好

互動 
          

(5)機構失智老人透過懷舊時光能說出雜貨店食物 

   的名稱 
          

(6)機構失智老人透過買賣遊戲能增進算數的能力           

(7)機構失智老人透過懷舊遊戲，增進小肌肉動作           

(8)機構失智老人透過自製懷舊教具「夜市小吃」能   

   說出小吃的名稱及材料 
          

(9)失智老人是否對研究者設計活動感興趣           



青銀共照懷舊情-以 F 機構失智老人為例 

6 
 

(10)在遊戲過程機構失智老人能將卡片放在相對應 

    的位子 
          

(11)在遊戲的過程機構失智老人能專注完成遊戲           

(12)在遊戲過程機構失智老人會觀察其他人的動作           

(13)遊戲過程中讓機構失智老人覺得困難           

(14)機構失智老人會因為遊戲過程而放鬆身心           

(15)自製教具玩法困難，無法完成           

特殊形為記錄與補充： 

 

 

(四) 研究流程 

 

 

圖2-1 研究流程圖 

 

(五) 資料處理 

 

1、 進行觀察記錄實施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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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觀察記錄實施過程中，利用紙本方式記錄機構失智老人反應情境及特殊狀  

 況，加上機構社工及學校指導老師所提供的觀察記錄互相討論、檢核。 

  

 3、研究者省思:每個遊戲結束後的整理與紀錄，活動後的觀察紀錄及省思，檢核教學

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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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論 

 

一、分析結果 

 

 (一)檢核表:觀察紀錄表 

 

    本章將依據研究者自製教具對 15 名機構失智老人進行施測，將檢核表觀察記錄登

錄電腦中進行統計分析，採用 Excel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並針對結果加以說明

及討論。 

    

 

圖 3-1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90％，同意

1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不

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較高，所以

自製懷舊教具能引起機構失智老人的

注意力及興趣。 

 

圖 3-2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80％，同意

2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

不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較高，所

以透過自製懷舊教具機構失智老人可

以達到互相分享的經驗。 

 

圖 3-3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90％同意

1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

不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較高，

所以機構失智老人能完成指令動作。 

 

圖 3-4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90％，同意

1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

不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較高，

所以透過自製懷舊教具機構失智老人

能增進良好互動。 



青銀共照懷舊情-以 F 機構失智老人為例 

8 
 

 

圖 3-5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80％，同意

10％，普通 10％，不同意 0％，非常

不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較高，

所以機構失智老人能說出雜貨店食物

的名稱。 

 

 

圖 3-6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80％，同意

2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

不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較高，

所以機構失智老人透過買賣遊戲能增

進算術能力。 

 

圖 3-7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90％，同意

1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

不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較高，

所以透過懷舊市場機構失智老人能增

進小肌肉動作。 

 

圖 3-8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90％，同意

1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

不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較高，所

以透過自製懷舊教具「夜市小吃」機

構失智老人能說出小吃的名稱及材

料。 

 

圖 3-9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100％，同意

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不

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高，所以

機構失智老人對研究者設計活動感興

趣。 

 

圖 3-10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90％，同意

1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不

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較高，所

以機構失智老人能將卡片放在相對應

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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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100％，同

意 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

不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較高，

所以在遊戲的過程中機構失智老人能

專注完成遊戲。 

 

圖 3-12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80％，同意

2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不

同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較高，所

以遊戲過程中機構失智老人會觀察其

他人的動作。 

 

圖 3-13 分析研究非常不同意 90％，不

同意 10％，同意 0％，非常同意 0％，

普通 0％，因為非常不同意較高，所

以在遊戲過程中讓機構失智老人覺得

沒有那麼困難。 

 

圖 3-14 分析研究非常同意 90％，同意

10％，普通 0％，不同意 0％，非常不同

意 0％，因為非常同意度較高，所以機

構失智老人會因為遊戲過程而放鬆身

心。 

 

圖 3-15 分析研究非常不同意 80％，不

同意 20％，普通 0％，同意 0％，非常

同意 0％，因為非常不同意度較高，所

以自製桌遊玩法不算困難。 

 

(二)研究者的省思 

 

   藉由高二校外實習經驗，透過指導老師的指導與組員們的討論，才訂立出專題主

題。學習到如何找相關資料，因為需要找很多資料，透過組員們努力尋找及指導老師

提供建議，才完成了參考文獻。我們利用了假日時間到機構去帶活動，設計的活動及

教具長者們都很專注完成，激勵長者懷舊的效益，希望有機會可以再到機構帶活動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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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關懷長者。在這一整個過程中領悟到很多事情，專題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而是

要靠團隊合作，了解到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重要性。 

 

二、結論 

 

（一）研究發現機構失智老人在懷舊遊戲過程中，遊戲活動能提升長者專注力，機構

失智老人利用遊戲活動的教具可增進認知能力。 

（二）機構失智老人在遊戲活動試教時，因為教具不同，而有不同專注力的表現，研

究者發現機構失智老人比較能專注自製教具「來買菜」的過程中，比較能引起

他們的樂趣，研究者在講解規則時也能專注在其中，分享他們過往經驗。 

（三）研究者與機構失智老人互動時發現，大部分老人都能專心在遊戲活動中，但少

數容易受干擾，需要請他們動手操作或慢慢地去引導他們才可再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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