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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齡課程設計與溝通輔導



◼專業證照：

• 高考社會工作師

•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證照

• 長照管理師、人力資源管理師

◼實務經驗與榮譽

• 新竹縣寶山社區大學校長、竹北社區大學副校長

•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秘書長

• 國立臺中科大學術發表成果優良獎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彈性薪資優秀人員

• 教育部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訪視委員

• 照顧服務員課程評鑑委員

• 社區大學評鑑委員

• 「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木鐸獎

個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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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E WILL 
TALK ABOUT

大綱
混齡課程設計的概念

有關年齡的問題意識

討論、對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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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溝通輔導的功能



混齡課程設計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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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理
念

專業
與跨域

本土
到國際

出生到
臨終

傳承與
創新

貫穿一生
全民參與

扎根本土
接軌國際

傳承過去
前瞻創新

發展專業
跨域合作

學習社會白皮書
族群的移動、對立與融合

人口高齡化與少子女化

家庭型態的解組與重組

社會的排除與包容議題

全球化、國際化和數位科技

財富的累積與貧富落差

都會的發展與城鄉差距

環境的開發與生態惡化



學習社會白皮書

終身學習
跨學科、代間、創

新、國際化

▪四大目標 ▪八大途徑

▪重要理念與關鍵能力
▪共同願景

•個人層面：培養終身學習者

•家庭層面：發展學習型家庭

•組織層面：推動學習型組織

•城市層面：建構學習型城市

•健全法制基礎

•培養專業人才

•擴充學習資源

•提供多元管道

•推動跨域合作

•加強國際接軌

• UNESCO(2003) 5 大支柱、

(2015)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2019) 成人學習與教育全球報
告

•OECD(2005) 3 大關鍵能力

•歐盟(2005) 3 大關鍵能力、
(2010)終身學習指標

• 全民愛學習的臺灣—學習型臺灣

（Learning Taiwan）

•愛學習，i-learning

✓ 如 interdiscipline、intergeneration、
innovation、inter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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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齡教學（multiage teaching）

由教師透過混齡教學，在混齡班級設計適

合不同年齡的課程內容與活動，提供彼此

相互學習。

兼具示範、激勵、互助、分享、同理、發

展學習成就感、學會與人相處的功能。

混齡
教學

吳清⼭(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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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齡課程設計的問題意識



超高齡社會與社大混齡教學課程設計

www.islide.cc 9

高齡社會

2018年三月底時，
內政部正式宣告臺灣老年人口突破 14.05%，
達到世界衛生組織「高齡社會」標準。

臺灣

file://2018/taiwan-turned-ag…ciety-march-2018


超高齡社會與社大混齡教學設計
從教育到照顧---預防延緩失能架構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2018)



常見教學策略

講述法(Didactic Teaching)、心智圖(Mind Mapping)

協同教學(Team Teaching)

遊戲式學習 (Game-Based Learning) 

問題導向學習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翻轉教室、學思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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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年齡的問題
意識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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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的光譜

樂齡學習中心

社區關懷據點、社區老人教室

醫療介入與照顧
Med Care

護理之家

日托中心

日照中心

養護中心

教育導入與照顧
Edu Care

社區大學、樂齡大學高功能

低功能

教育的
照顧功能

照顧的
教育功能



「年齡其實只是一個數字。」

01給某人貼上一個標籤並稱為

「年長」，無法真正描述這個

人的生活品質和功能。

因此需要提高人們對健康高

齡化的認識，並提供關於如何

實現它的教育。

消弭年齡歧視、刻板印象及

其潛在危害的方法，是不再過

於強化年齡與衰老之間的關聯，

而是更專注於健康本身。



年齡歧視

01根據聯合國新編寫的年齡歧視

問題報告，世界上二分之一的人

持有年齡歧視態度。

○ 導致老年人身心健康狀況惡
化和生活質量下降，社會每
年蒙受重大經濟損失。

年齡歧視對人民健康和福祉產

生嚴重和廣泛的影響，造成老年

人身心健康惡化、社會孤立和孤

獨感加劇、缺乏財務保障、生活

質量下降和過早死亡等問題。



何謂年齡歧視?
1969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醫學院教授 Dr. Butler 首次提
及
10.1093/geront/9.4_Part_1.243



● Butler (1969) described it as a “prejudice by one age group toward other 

groups” (p. 243).

● Iverson et al. (2009) mentioned ageism is “defined as negative or positive 

stereotypes, prejudice and/or discrimination against (or to the advantage of) 

elderly people on the basis of their chronological age” (p. 15).  

● Cary et al. (2017) explored benevolent and hostile attitudes toward older 

adults. 

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年齡歧視定義



最早由Butler於 1969 年引入，他將其描述為

“一個年齡組對其他年齡組的偏見”

（ Butler, 1969 ）。

Cary et al. (2017)創造了矛盾年齡歧視量表 (AAS) 來探
索對老年人的仁慈和敵對態度。

Cherry and Palmore (2008)開發了與老年人相關的評
估 (ROPE) 量表來檢查積極和消極的年齡歧視行為。

01

02

根據高齡者實際年齡
對其（或對其有利）產生之消極
或積極刻板印象、偏見和/或歧
視”(Iversen et al., 2009).

年齡歧視的定義



課程中
溝通輔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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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能力是天生的嗎?

沒 有 練 習 就 學 不 會 ! ! ! !

溝通不是一種學問

也不是一種知識

溝通是一種習慣



有效溝通 = 有效傾聽 + 有些表達

溝通是一個雙向資訊傳遞過程，參與溝通的雙方在溝通過
程中既都扮演發送者的角色，又扮演接收者的角色。

溝通的意義



運用語言及非語言溝通的技巧：

使用開放式問句

減緩說話速度

適當的回應

面對面或
坐在高齡者旁

尊重的態度

以延續或衍生更多談話的話題，避免使用封閉式對話或
問句

如自然的眼光的接觸、微笑、肯定的點頭或發出嗯、喔、
哈的聲音，鼓勵對方表達意見。

距離 60-120 公分為最適當溝通距離，
身體前傾以表示關心及親近的感受。

避免使用權威的態度或以命令的方式，
要求對方無意見的遵從。

一次說一件事情，避免用高頻音談話及打斷，以免影響其
思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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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與社會疏離

寂寞與孤獨感

焦慮感

認知與情緒的改變

因身體老化，在社會互動上減少資訊取得。

悲傷、憂鬱、無助、憤怒。

疾病與死亡的威脅，擔心身邊沒人照顧，或
造成他人負擔，環境適應力不好、怨天尤人。

退出職場、家庭成員重組、另一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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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性增加

經濟的依附

情緒起伏不定

因疾病與退化，造成身心方面的依賴。

因沒有工作，經濟上需依賴家人與陪伴。

老年期不斷的失落與傷悲交錯。



討論、對話
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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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的核心價值

學習者的
自我覺察

找回彼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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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感謝聆聽

劉以慧副教授

ursula@nutc.edu.tw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