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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參與培訓態度與從事高齡教學意向影響因素之探

討 

*賴弘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摘要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是協助高齡者在地老化的重要機構，除了提供福利資源外，亦透過教育的課

程協助高齡者達到健康促進的目的，因此據點教師的專業發展議題尤需重視。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區

關懷照顧據點教師在活躍老化知識與專業發展之認知，以及對於其參加培訓的態度與從事高齡教

學意向的影響，本研究主要以量化研究取向，並且加入質性訪談分析，量化問卷調查對象為 79 位

南投縣社區關懷據點的講師，質性訪談部分則邀請五位在據點任教的講師。量化分析採用偏最小平

方法進行研究結構模式的探討，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教師專業發展之通用知能認知對於參加研習態

度具有顯著的影響；訪談結果發現，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承辦人的觀念會影響據點開設課程的品質，

尤其是對於師資的聘請。根據研究之結果，本研究提供四點建議供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經營者與講

師參考。 

關鍵詞：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參與培訓態度、高齡教學 

1. 緒論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是政府推動在地老化的重要機構，目前國內據點多數為民間團體辦理，其中

以社區發展協會承辦居多，據點之營運則由政府提供部分經費補助，主要的服務的範圍包括餐飲服

務、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以及健康促進等四項（許君強等人，2019）。而為了強

化社區關懷照顧據點與政府長期照顧 2.0 計畫的配合，衛生福利部提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佈建日

間托老服務計畫」，鼓勵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轉型為 C 級單位（巷弄長照站），增加預防及延緩失能

的服務，而具量能之單位可再提供臨時托顧服務（立法院，2018）。因此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除了提

供高齡者社會福利的支持外，亦須提供高齡教育的課程，協助據點的高齡者透過學習，促進身體與

心理的健康，增加本身調適的能力，達到活躍老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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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謝聖哲2018)的研究，提供健康促進活動是社區關懷點轉型為巷弄長照站主要面對的挑戰，

尤其在於人力能量的投入。綜觀目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除了行政與志工人力的配置外，聘用健康促

進與預防及延緩失能課程的教師亦是攸關據點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孫智辰(2017)的研究指出，偏

遠地區的據點在健康促進活動設計及志工人力表現較為薄弱，課程規劃上尤需要增加高齡者的心

理及靈性成長課程，並加強預防失能與延緩老化活動的帶領。由此可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雖然是

社會福利的單位，但亦需高齡教育專業人力的投入，才能幫助社區的長者強化老化過程中應具備的

知能，因應生理與心理的變化，充實晚年生活並肯定自我價值。另一方面，因應人口老化的趨勢，

教育部在 2006 年提出「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以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與尊嚴

及社會參與為四大政策願景，積極規劃推動高齡教育活動（教育部，2006），並自 2008 年開始於全

國各鄉鎮市區設置樂齡學習中心，截至 2020 年，已達到 369 所樂齡學習中心，提供國內高齡者終

身學習的機會。樂齡學習中心除了在課程設計上強調活躍老化的核心概念外，對於高齡教育師資的

專業化發展亦是十分重視，教育部也制定了推動樂齡學習專業人員培訓要點，規範樂齡專案管理

師、樂齡講師、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完成培訓之課程與時數要求（教育部，2020b）。檢視樂齡

講師的培訓課程，可以發現活躍老化理論與在教學實務的運用是培訓的重點。活躍老化是世界衛生

組織(Wonld Health Oneanization)於 2002 年提出，包含健康促進、社會參與及安全維護三個面向（陳

依翔、王憲文，2014），因此樂齡學習中心規範的課程類別與課程主題也在活躍老化的理念下被提

出，例如：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貢獻服務等五類（魏惠娟，2016）。在對

照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服務目標與樂齡學習中心設置的宗旨，促進高齡者活躍老化才能有效幫助

高齡者積極面對老化，適應老化的歷程，減低社會醫療及福利的負擔，也就是高齡照顧觀點應從福

利觀調整為教育觀（黃富順，2004）。此論點也被相關研究結果支持(Fennández-Ballestenos et al., 2012; 

Kluean et al., 2016)，教育的介入是促進高齡者活躍老化的有效措施，參與教育活動的高齡者比未參

與學習者表現出較正向的心理情緒、身體健康、社交與老化調適能力。 

有別於正規教育的師資的專業發展，擔任高齡教育的教師除了學科的專業知識外，亦需要具備

高齡教學的專業能力。根據魏惠娟(2012)的論述，教師所具備的專業知能主要有專業知識、專業技

能與專業態度，而高齡教學者的專業知識，則需著重了解高齡者發展特性的知識；高齡教學技能則

包括教學技巧、溝通技巧、方案規劃等；高齡教學態度則為能接受高齡者，並有服務高齡者的熱忱。

因此，即使社區關懷照顧據點具備完善的課程活動規劃，如果缺少符合需求之專業師資，亦無法幫

助高齡者有效地進行學習活動。因此，提供據點教師相關的培訓有其必要性。相關研究（胡夢鯨等

人，2017；魏惠娟，2012）也發現從事高齡教育的教師在專業知能的培訓需求是很高的，對於高齡

教學知識之了解，包括生理老化、心理老化、社會老化、靈性超越老化、創造生產老化等面向，教

學技能則包含了教學設計、教學實施與教學評量二大層面。由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達促進高齡者

健康，開設課程活動的種類多元（余金燕等人，2009），因此對於教師有關老化的知識與專業發展

認知對其教學的意向之影響因素，實有必要進行探究。 

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以量化研究取向，並且加入質性訪談分析，探討社區關懷照顧據點教師在

活躍老化知識與專業發展之認知，對於其參加培訓的態度與從事高齡教學意向的影響，研究對象為南

投縣社區關懷據點的講師。期待能透過研究結果，提出建設性意見給南投縣以及國內社區照顧關懷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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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劃師資培訓專業發展的參考。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有三項：(1) 探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

活躍老化知識、專業發展知覺、參加培訓態度與從事高齡教學意向的情況；(2)分析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教師活躍老化知識、專業發展知覺、參加培訓態度及從事高齡教學意向的路徑關係；(3)了解

適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的培訓方式與課程內容。 

2. 文獻探討 

2.1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課程設計與活躍老化的關係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了提供高齡者初級預防照顧服務，並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顧，提供高齡者

完整性和持續性的健康促進資源及服務（馬振來等人，2017）。健康是 WHO 提出活躍老化架構三

根支柱的重心，因此獲取健康資訊、建立健康的生活型態及維持身心健康對高齡者來說是重要的，

而在參與據點之活動過程中人際關係的建立，更是與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有密切的關係（陳宥霖、

湯幸芬，2015）。相關研究（李聲吼等人，2009；黃松林等人，2012；蔡淑鳳等人，2015）亦發現

高齡者參與社區據點活動程度越高，其健康情形愈好，而疾病數量相對也較低，特別在正向心理情

緒的分數上，也有顯著的提升。檢視目前國內社區關懷照顧據點的課程設計，包含體適能促進、音

樂輔療、藝術輔療、懷舊輔療、園藝輔療、生活才藝、延緩失能等（賴弘基，2019），這些課程的

內容大致呼應國外文獻所歸納高齡者的學習需求(Boulton-Lewis & Tam, 2018)，而其中有關健康、

休閒與藝術是最受歡迎（Honi et al., 2018；林麗惠，2007）。事實上，目前國內許多社區關懷照顧據

點也承辦樂齡學習中心，許多樂齡學習中心的教師同時也在據點授課。樂齡學習中心的課程設計的

核心課程是以針對活躍老化為主軸，強化中高齡者對於老化生活之準備，並規劃自主課程，可依地

方資源、特色、中高齡者興趣、需求等自行規劃課程，以能吸引高齡者參與學習為主要目的（教育

部，2020a）。活躍老化理念的崛起，除了在教育部設置的樂齡學習中心倡議外，也影響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的課程設計，對於據點高齡者而言，已從福利面向，延伸到以教育方式來達到健康照顧的目

的。 

有別於傳統正規教育的對象為兒童、青少年及青年，高齡教育教師面對的是有豐富生命經驗及

高度異質性的高齡者，這些學習者擁有不同的學習動機與身心理特質，因此教師教學的方法必須根

據學習者需求及特性而規劃。Villan 等人(2010)針對教導高齡者課程的教師進行訪談，研究結果指

出高齡教育教師知識傳授的方式，應該要著重去引起高齡者的興趣與生命經驗，要讓學習者控制進

度，教學的內容要淺顯易懂。雖然擔任高齡教育的教師有部分過去曾在正規教育體系任教，專業知

識經驗豐富，但卻忽略了參與學習者的多元化背景與偏好，導致教學成效欠佳，因此教師的培訓有

其重要性（魏惠娟、梁明皓，2017）。擔任高齡教育教師的專業知識除了學科之外，對於高齡者身

心特性尤需了解（曾瓊瑤，2010），也就是具備老化教學的知識。胡夢鯨等人(2017)的研究指出高齡

教師在教學時需具備六項老化知識，分別為生理老化知識、心理老化知識、社會老化知識、靈性老

化知識、創意老化知識以及超越老化知識，並進行德懷術問卷調查發展出指標與對應之題項（胡夢

鯨等人，2017）。該研究建議其所發展出的指標可以用來評估高齡教育組織教師的教學成效。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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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標之制定主要採納高齡教育專家學者、樂齡學習中心與長青學苑實務工作者的意見，所以包含

之面向較為廣泛，對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不盡然適用，因此本研究只採納生理老化知識、心理

老化知識、社會老化知識作為本研究對象教師活躍老化知識之調查構面。 

2.2 高齡教育教師的教學專業發展與培訓 

國外有關於高齡教育的師資可分為「正式師資聘用取向」與「非正式師資聘用取向」（黃錦山，

2008）。我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與樂齡學習中心的師資聘用係屬於非正式師資聘用取向，也就是師

資來源通常為兼職型態，只要對某學科具有知識與專長，較不需特定的資格。因此教育部從樂齡學

習輔導團成立後，辦理多項樂齡教師的專業培訓。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師資培訓方面，由於政府

鼓勵社區關懷據點轉型為巷弄長照站，因此公部門也陸續辦理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師資培訓班，培

訓課程內容包含：認知活動設計、高齡者有氧運動、心肺耐力、肌力訓練的設計與實作等，讓有興

趣成為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師資指導員及協助員，提升其授課能力（廖志晃，2020）。

近幾年來，教育部鼓勵各樂齡中心能聘用受過教育部相關培訓之講師，除了須於該課程領域具有專

業知識水準，並且應熟悉高齡學習理論、高齡學習特質、高齡教學原理、高齡教學模式、高齡學習

活動設計與實踐、高齡活動帶領技巧以及運用樂齡教育教材等，也就是高齡教學知能的強化。 

為了使教學模式更符合高齡者的學習型態，培訓對於擔任高齡教育的教師有其必要性（黃錦

山，2008）。培訓可以提升教師個人的專業知識與教學技能，因此胡夢鯨等人(2017)建議高齡教育

教師除了具備高齡者老化知識外，亦需要掌握高齡者教學的技能，分別為教學設計及教學實施評量

的技能。而教學設計技能主要讓教師具備情境分析、學習者分析、規劃教學策略、選擇教學方法及

編撰教材的能力；教學實施評量技能則著重於營造氣氛、教學互動、行為觀察、問題輔導、教學回

饋與多元評量等議題（胡夢鯨等人，2017）。另一方面，曾瓊瑤(2012)的研究指出高齡教育教師對於

培訓有很高的需求，尤其是高齡教學經驗愈多者，有愈高的培訓需求，透過培訓除了強化對於高齡

者身心特性的認識外，對於教師的教學專業技能、態度、行銷規劃等都有極大的助益。 

根據以上的文獻探討可以了解教師需持續參與進修才能對專業有所成長，教師專業發展之培

訓則可針對教師之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與教育專業精神來編排（梁福鎮，2005）。

對於社區照顧關懷據的教師而言，通用知能與學科知能最為重要。通用知能係指溝通表達能力、創

造思考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學科知能則為教師對該學科內容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梁福鎮，

2005）。因此本研究將教師專業發展知覺，分成課程知能與通用知能，探討據點教師對於本身專業

發展之認知情況，並進一步探討教師的活躍老化知識及專業發展知覺對於參加研習態度，以及從事

高齡教學行為意向的影響。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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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區關懷據點教師活躍老化及專業發展認知對於其參加培訓態度與從事高齡

教學意向的關係，本研究先以問卷調查法蒐集研究資料，研究工具的編製先透過文獻蒐集與整理，

探討相關的研究與概念，針對本研究目的，參考張宜茜(2019)與蔡志澤(2010)研究的量表，進行問

卷初稿之編擬，並邀請兩位學者專家針對初擬問卷提出建議與修訂後，進行正式問卷施測，本問卷

包含五題個人背景資料，活躍老化知識量表 15 題（包含：生理老化知識 5 題、心理老化知識 4 題、

社會老化知識 5 題）、專業發展知覺 10 題（包含：課程知能 5 題、通用知能 5 題）、參加研習態度

4 題、從事高齡教學行為意向 5 題，採用李克特氏 5 點量表計分。在問卷蒐集結束後，邀請五位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以擬定的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訪談主要目的在於補充與解釋量化

研究的發現，並探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的培訓方式與課程內容。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問卷調查之對象為南投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教師，採用便利抽樣方式，透過網路問卷

蒐集研究資料，題目編排以 Gooele 表單設計好後，請埔里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任教的二位教師協

助，將問卷連結放在所屬教師社群的 Line 群組，參與填答的教師，贈送便利商店商品卡一份，以

示感謝，本研究共回收有效問卷 79 份。訪談部分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受訪者，本研究透過埔里鎮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經營管理者，推薦較具有教學與參與培訓經驗的教師，前往鎮上二個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訪問五位授課教師，五位教師中有一位男性（代碼：A），四位女性（代碼：B-E）。 

3.3 研究模型與假設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活躍老化知識、專業發展知覺對於其參與培訓態度及

從事高齡教學行為意向的影響，根據相關文獻探討（胡夢鯨等人，2017；梁福鎮，2005；張宜茜，

2019；蔡志澤，2010），提出本研究的架構如圖 1 所示。各面向的操作型定義如下：生理老化知識

係指教師對於老化外觀與身體機能改變的認知程度；心理老化知識則為教師對老年適應新角色、認

知與記憶改變的了解程度；社會老化知識為教師對於老年人際關係、生活品質與社會參與的了解程

度；課程知能代表教師對課程設計與教材選擇的相關能力認知程度；通用知能為教師對於上課過程

表達、思考與問題解決之認知程度；參加研習態度則在了解教師對研習可帶來教學觀念改變、提高

熱忱及協同合作意願的認知程度；高齡教學行為意向則為教師隨時反省專業表現與繼續從事高齡

教學工作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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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模型與假設 

根據研究模型（如圖 1），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H1：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的生理老化知識會影響參加研習態度。 

H2：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的心理老化知識會影響參加研習態度。 

H3：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的社會老化知識會影響參加研習態度。 

H4：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的課程知能會影響參加研習態度。 

H5：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的通用知能會影響參加研習態度。 

H6：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參加研習態度會影響從事高齡教學行為意向。 

3.4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 23 執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並採用偏最小平方法（Pantial Least Squanes，簡稱

PLS）進行驗證因素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的測量。PLS 適合於主題理論尚未成熟的研究模型，尤其

是結構模式在於預測與解釋目標概念，同時 PLS 對於小樣本的研究亦特別適用，且對於變數必須

符合常態分配及隨機性的要求較為寬鬆(Hain et al., 2011)。本研究的模型尚屬探究發展階段且樣本

偏小，故使用 PLS 是較佳的方法，分析軟體為 Smant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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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 

4.1 研究樣本敘述統計 

本研究問卷共蒐集 79 個有效樣本，在性別方面，男性共 10 人，占 12.7%，女性為 69 人，占

87.3%；在年齡方面，未滿 30 歲為 6 人，占 7.6%，30 歲（含）以上，未滿 40 歲為 5 人，占 6.3%，

40 歲（含）以上，未滿 50 歲為 17 人，占 21.5%，50 歲（含）以上，未滿 60 歲為 39 人，占 49.4%，

60 歲（含）以上為 12 人，占 15.2%；在教育程度方面，高中（職）為 12 人，占 15.2%，專科為 4

人，占 5.1%，大學為 28 人，占 35.4%，研究所為 35 人，占 44.3%；於高齡教育機構任教年資方

面，一年（含）以上，未滿二年為 18 人，占 22.8%，二年（含）以上，未滿五年為 25 人，占 31.6%，

五年（含）以上，未滿八年為 13 人，占 16.5%，八年（含）以上，未滿十年為 16 人，占 20.3%，

十年（含）以上為 7 人，占 8.9%；在是否參加過教育部、衛福部、地方政府辦理之講師培訓（例

如: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樂齡規劃師、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師資培

訓、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講師培訓等）方面，曾參加有 57 人，占 72.2%，未曾參加有 22 人，占 27.8%。 

4.2 構面敘述統計 

本研究各構面之描述性統計如表 1 所示，其中平均值以從事高齡教學行為意向最高(M=4.7848, 

SD=0.427)，心理老化知識最低(M=4.3006, SD=0.6915)。 

表 1. 研究構面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生理老化知識 4.4354 .82571 

心理老化知識 4.3006 .69150 

社會老化知識 4.7266 .42023 

課程知能 4.7519 .49117 

通用知能 4.7316 .49808 

參加研習態度 4.7405 .51646 

高齡教學行為意向 4.7848 .42700 

4.3 信度與效度分析 

由表 1 可以得知本研究問卷之 Cnonbach’s α 值，除心理老化知識略低外，其餘皆大於 0.7，組

合信度(Com:osite Reliabilit., CR)大於 0.7，在探索性研究是可接受的(Henselen et al., 2016)；在收斂

效度(conveneent validit.)方面，Fonnell 與 Lancken (1981)建議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naee Vaniance 

Extnacted, AVE)大於 0.5，若小於 0.5 但 CR 值大於 0.6，依然可以接受，本研究變項之平均變異數

萃取量（如表 3）除心理老化知識（其 CR 值大於 0.6）外皆大於 0.5，代表收斂效度適合。區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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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discniminant validit.)的標準為各變項間的平均變異數萃取量之平方根應大於其他變項之相關係

數(Fonnell & Lancken, 1981)，由表 2 結果顯示本研究變項具有區別效度。 

表 2. 構面之信效度分析 

構面 Cronbach's  CR AVE 

參加研習態度 0.931 0.951 0.830 

從事高齡教學意向 0.933 0.948 0.786 

心理老化知識 0.643 0.759 0.443 

生理老化知識 0.891 0.832 0.562 

社會老化知識 0.861 0.901 0.647 

課程知能 0.929 0.946 0.779 

通用知能 0.928 0.946 0.777 

表 3. 平均變異萃取量平方根相關係數矩陣 

構面 
參加研習

態度 

從事高齡

教學意向 

心理老化

知識 

生理老化

知識 

社會老化

知識 

課程

知能 

通用

知能 

參加研習態度 0.911       

從事高齡教學意向 0.804 0.887      

心理老化知識 0.443 0.446 0.665     

生理老化知識 0.406 0.402 0.62 0.749    

社會老化知識 0.722 0.729 0.49 0.418 0.804   

課程知能 0.859 0.64 0.335 0.332 0.707 0.883  

通用知能 0.933 0.729 0.373 0.391 0.725 0.933 0.882 

4.4 研究模型分析與假設檢定 

本研究以偏最小平方法估計測量模型的結構模型的路徑係數，並以拔靴法(bootstna::ine)反覆

抽取樣本 5000 次，驗證所有估計參數的顯著性以及假設檢定。圖 2 呈現整體模型的路徑結果，各

路徑係數只有通用知能對參加研習態度(H5)，以及參加研習態度對從事高齡教學行為意向(H6)，達

到顯著。參加研習態度的 R2構面解釋力為 88.4%，其預測變項以通用知能之路徑係數最高(=0.954, 

:<0.001)。從事高齡教學行為意向的 R2構面解釋力為 64.7%，其預測變項之路徑係數以參加研習態

度最高(=0.804,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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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模型路徑分析（粗線條代表達顯著） 

4.5 訪談研究結果 

本研究訪問五位目前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授課的教師，研究者根據訪談逐字稿分析，歸納成以

下兩點。 

(1)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課程開設多元，健康促進雖是重點，但比例還是不夠，手作課程仍然偏

多。 

本研究受訪教師有四位曾接受教育部樂齡相關培訓，因此在課程設計上會去思考與活躍老化

理念的連結性，五大類元素（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貢獻服務）皆有融入據

點課程設計之中，但他們觀察多數據點仍然以手作課程偏多，例如書法、美術等，且有些據點礙於

承辦人心態與師資因素，無法對於長者健康促進有深入的引導，尤其是在心理健康層面課程，較為

欠缺。有一位講師建議可以善用中高齡志工進行培力，來協助帶領課程。 

我在社區關懷據點開設課程是以樂齡五大核心課程裡面為教學主軸，那它就是：生活安全

啦，還有運動保健啊、心靈成長、人際關係跟貢獻服務。(B) 

我覺得還不夠多元化啦，就是課程的多元性這件事情，有的社區關懷據點的落差很大。(A) 

健康促進的這些概念，但是相對的這一種課程就我所知道它的比例，在課程端裡面還是不

足的，比較多的課程還是回到藝能性課程。(A) 

還是會決定在這個負責人，他有沒有那個思維可以用這樣子的資源連結。(C) 

健康這個指標來講，在生理、身體上身體促進這一塊有，那心理部分我覺得比較沒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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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其實在市區裡面，我們很善用中高齡志工。(D) 

(2)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授課教師，並無參與培訓要求，教育部樂齡學習規劃師的培訓模式，

可以作為據點教師培訓之參考。 

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社區關懷照顧據點教師的聘請與承辦人有很大關聯性，加上多數據點教

師並無取得培訓認證之要求，不過近年來許多理念較好的承辦人對於課程品質會有要求，也會尋求

具有高齡教學經驗與接受過高齡教育培訓的教師。受訪教師指出據點教師除了具備學科專業外，還

要能夠了解成人學習特質以及對活躍老化融入課程設計的理解。目前教育部樂齡學習規劃師的培

訓模式，或許可以做為據點師資培訓設計的參考。 

基本上（培訓）沒要求，但是我覺得它會出現的要求，動機就是在承辦人啊，因為我有遇

到過社區的承辦人，他自己本身是教職退休人員，所以他對於這一個品質上是有要求的。

(A) 

常見的健康與疾病、衛教講座、體適能的檢測、健康老化與心理宣導……，我們當然不是

這個專長，所以我們一定要去做資源連結。(D) 

我會圍繞著這五類（活躍老化）課程去找師資，那我會衡量我們現在課程的比重，例如重

視肌力，我們的那一位指導員是物理治療師。(D) 

其實必須要掌握成人學習特質，所以這一塊是反過來對教學者來講，是很需要接受挑戰，

而且是隨時要滾動修正的。(B) 

5. 討論 

本研究問卷調查之發現，七十九位受試者中有 22 位未曾參加教育部、衛福部、地方政府辦理

之高齡教師培訓，呼應本研究之受訪教師的意見，目前據點授課教師並無參與培訓的要求，此現象

在樂齡學習中心的教師亦可發現，例如張宜茜(2019)的調查全台 313 位樂齡學習中心的教師，發現

有 38%的教師未有參加培訓的經驗。量表各構面之分數以心理老化知識分數較為偏低，此現象也

反映在受訪教師的訪談結果。因此，政府相關部門或民間團體針對社區關懷據點教師安排培訓課程

實有其必要性，培訓課程除了活躍老化五大類課程的宣導及操作外，尤須特別去強化對老化心理知

識了解，才能有效去設計課程幫助長者心靈成長。針對師資的培育及來源，許君強等人(2019)的建

議，社區可以運用志工人力，鼓勵志工去取得照顧服務員的資格，培育成為在地師資，另一項重點

則是安排課程幫助據點長者去思考生命的本質，有助其心靈的提升。 

從本研究模型之路徑分析，可以發現據點教師專業發展之通用知能認知對於參加研習態度具

有顯著的影響。根據胡夢鯨等人(2017)的研究指出高齡教育教師需具備老化教學知識及高齡教學設

計的能力。本研究之受試教師在生理、心理、老化知識表現良好，因此培訓課程內容的設計，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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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學上的溝通表達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與授課主題間的統整能力去強化，將會增加據點教師參加

培訓的意願。本研究問卷受試教師近一半有超過五年的高齡教學經驗，並且有達七成以上有參與教

育部及衛福部辦理之相關培訓，但對於高齡教學技能的精進還是有所需求。根據魏惠娟、梁明皓

(2017)的建議，除了重視高齡者生理退化特質之外，建立有益的學習氣氛、重視高齡者生命經驗、

激發反思以及進行成效評估等層面，可做為高齡教育教師培訓的主要焦點。此外，本研究統計分析

指出，教師參加研習態度會正向影響其從事高齡教學的意向，此結果呼應 Ajzen (1991)提出計畫行

為理論(Theon. of Planned Behavion, TPB)的論述，態度會影響個人的行為意圖。本研究發現也與曾

瓊瑤(2012)的研究吻合，培訓需求高的教師，亦會投入更多的高齡教育活動。本研究訪談結果建議

教育部樂齡講師培訓的認證制度，可以參考並運用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的專業發展要求。 

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承辦人的觀念會影響據點開設課程的品質，尤其是對

於師資的聘請。因此可以推論，培訓之對象除了教師之外，應該要鼓勵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承辦人，

接受高齡教育與經營管理知能的相關培訓，政府部門或民間團體可以參考教育部(2020b)樂齡專案

管理師的要求設計培訓課程，例如活化老化理論、高齡學習理論、高齡心理、經營成效評估等面向。 

6.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並輔以訪談法蒐集研究資料，旨在了解南投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

師活躍老化知識、專業發展知覺、參加培訓態度與從事高齡教學意向的情況，以及分析探討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教師活躍老化知識、專業發展知覺、參加培訓態度及從事高齡教學意向的路徑關係，並

探究適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的培訓方式與課程內容。研究結果發現據點教師在心理老化知識

層面認知較低，且其通用知能認知程度會影響其參加培訓的態度，進而影響從事教學的意向。質性

訪談之發現，指出目前據點教師參與培訓欠缺的情況，並提出據點教師專業發展培訓的意見。根據

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提供政府相關行政管理與執行單位參考。 

(1) 加強社區關懷據點教師對於高齡者心理老化的認知理解。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在高齡者心理老化的知識偏低，訪談結果也指出據點在心靈成長課程

設計上較為不足，因此建議在辦理據點教師培訓或增能研習時，能夠安排相關課程介紹高齡者的認

知變化情況，以及對高齡學習者的影響，並能邀請在心靈成長課程較具實務經驗的師資分享如何設

計課程。 

(2)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教師的培訓制度建立有其必要性，且需規劃相對應知能的培訓方案。 

本研究發現，目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教師並無參與培訓的要求，雖然教師在學科專業知識與

老化知識的了解情況大致良好，但對於教學設計、教學實施與評量、課堂經營、統整能力還是需要

加強，尤其是面對多元背景的長者，唯有掌握教學的技能，才能有效吸引長者持續參與學習活動。

建議可以請辦理成效較佳的據點籌劃師資培訓的課程主題，以及邀請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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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關懷據點教師之培訓方案設計，可以參考樂齡講師的培訓規範。 

本研究訪談之受訪教師有四位曾參與教育部辦理之樂齡講師相關的培訓，普遍認為樂齡講師

之培訓對於他們在教學上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與活躍老化理念的連結。因此，建議據點教師的師

培方案，需系統性思考據點長者的學習需求與目的，安排培訓課程並要求教師達到一定標準，再給

予認證。唯有優秀的師資，才能確保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課程能確實幫助到長者透過學習、改變而

增能。 

(4) 辦理社區關懷據點經營管理者的培訓，強化在高齡教育的專業知能。 

本研究受訪教師指出據點課程的施行成效在城鄉差異頗大，而且會受到經營管理者理念的影

響，因此建議政府單位有必要針對社區關懷據點經營管理者進行培訓，可以要求經營管理者每年參

加一定時數的研習，並列入訪視與經費補助的考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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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mmunit. cane centen is an im:ontant :lace that assists the olden adults in Taiwan. A:ant fnom 

:novidine welfane nesounces, communit. cane centens offen counses to enhance the well-beine of the olden 

adults, both :h.sicall. and :s.choloeicall.. Pnofessional tnainine of the instnuctons at communit. cane 

centens, thenefone, needs to be conducted canefull. and meticulousl..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 is to 

examine how instnuctons :enceive active aeine and thein develo:ment :nofessionall.. This stud. also 

ex:lones how :antici:ation in tnainine will influence instnuctons’ intention to teach olden adults. This stud. 

ado:t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oaches to collect neseanch data. Questionnaines wene distnibuted to 

79 instnuctons at communit. cane centens in Nantou count.. Five intenviews wene also annaneed. The Pantial 

Least Squanes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neseanch model. The nesults showed that instnuctons’ eenenal 

com:etenc. has a :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n attitude towand tnainine. Intenview anal.sis nevealed that the 

:ence:tions of communit. cane centens’ manaeens affect the qualit. of counses, :anticulanl. in hinine the 

nieht teachens. Based on the neseanch nesults, foun sueeestions ane :novided to manaeens and instnuctons at 

communit. cane centens. 

Ke.wonds: communit. cane centen, tnainine :antici:ation attitude, teachine the olden adul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