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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分析  

以焦點團體訪談探討 COVID-19 後疫情時代高雄市中高齡者職業教育遠

距教學的問題 

*楊雅晴 丁學勤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 

摘要 

國內人口結構逐漸老化，內政部統計資料之 2021 年扶老比，由 2011 年的 14.7 上升至 23.81。

同時，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1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顯示，45-65 歲中高齡者勞動力占比總勞動

之增幅最大，勞動力老化將是未來我國勞動市場最關鍵變化。2021 年 5 月全國進入 COVID-19 疫

情第三級警戒，國內公布全面實施遠距教學，中高齡者職業教育利用遠距教學，雖可克服時空限制，

惟亦存在挑戰。本研究以焦點團體訪談方法，探討後疫情時代高雄市中高齡者職業教育遠距教學的

現況問題，包括：(1)中高齡者的教育訓練學習偏好較偏向實體課程；(2)弱勢族群中高齡者數位落

差現況較大；(3)遠距教學學習的專注力、學習力及成效不佳；(4)職業訓練因應 COVID-19 防疫措

施缺乏執行遠距教學的操作手冊。本研究結果可提供辦理中高齡者職業教育機構及行政機關在規

劃中高齡者的職業教育之參考。 

關鍵詞：後疫情時代、中高齡者職業教育、遠距教學、焦點團體訪談 

1. 前言 

依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定義中高齡者是指年滿 45 歲至 65 歲之人，高齡者是

指逾 65 歲之人。國際上將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14%及 20%，分別稱為高齡化社

會、高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內政部統計我國自 2018 年 3 月底，65 歲以上人口達到 331 萬人，已

占總人口 14.05%，正式進入「高齡社會」，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預測於 2026 年將會是我國

人口結構大轉型的關鍵年，即老年人口比例達到 20%，邁入「超高齡社會」。由高齡邁向超高齡社

會，台灣距今僅剩 3 年時間準備，相較於全球較早邁入高齡化的日本、義大利、德國顯得更為急迫

(立法院法制局，2021)。 

鑒於此，台灣在可預見的人口老化日益快速成長，各種政策和社會問題都已經漸漸浮現，代表

從政府到產業，都需要正視勞動力結構老化、醫療長照需求及高齡友善環境建構等議題，以因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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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社會的需求；與此同時，伴隨數位科技趨勢發展下，我國政府也已著手積極推展因應超高齡社

會的相關政策，提出針對中高齡者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就業協助、創業協助、友善職場及勞動保

險等措施，以追求「成功老化」取代「快速老化」，利用科技加值協助產業智慧升級，追求永續發

展的經濟新模式。台灣從 1993 年高齡化社會到 2018 年進入高齡社會，所經歷的時間僅有 25 年，

顯示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相對快速，如此未來必將會衝擊到勞動市場，造成勞動參與率降低之現

象。此外，在數位科技下的勞動市場，也將面臨產業或工作型態之重大改變，因此未來在數位科技

與超高齡社會的雙重環境下，對於中高齡者之就業，將面臨許多考驗(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根

據馬財專、林淑慧(2016)研究指出中高齡勞工所存在的勞動參與困境，同時也提及適合中高齡者之

職業訓練為解決此困境的重要關鍵之一，但對於面臨生理老化現象之中高齡勞工，仍有許多執行上

的問題，如感官能力、記憶與決策功能之趨緩，而導致進行數位科技學習的困難(紀佳芬、陳進隆，

1999)。 

根據勞動部於 2018 年國際勞動統計資料顯示(如圖 1)，台灣勞動力參與率約為 59.0%，雖然

有逐年提高，但是速度相當緩慢，與國際相比，如韓國為 63.1%，日本為 61.5%，美國為 62.9%，

都明顯比台灣高。若再參考 2021 年台灣生育率 1.08，連續兩年均為全球倒數第一，未來將會造成

台灣勞動力嚴重不足之現象。在職場中，各個年齡層間的勞動參與都是環環相扣，在現今台灣社會

知識教育水平均持續提高、出生率卻持續下降，造成新鮮人進入職場的時間延後，若再加上人口老

化問題，都將影響勞動參與率之提高，因此如何有效將中高齡勞動人口留在職場，甚至有效利用中

高齡勞動人口，將是台灣未來重要的課題。 

圖 1.勞動力參與率(勞動部，2018) 

黃舜卿(2014)指出由於我國 55 歲以上高齡者勞動力參與率相對較低，且明顯較早退離勞動市

場，為有效利用高齡人力資源，應強化「活躍老化」就業政策，以促進世代間共濟為主軸，增加高

齡者勞動供給與提高其生產力。近年來由於數位科技興起，未來勞動市場將面臨相當大的衝擊，不

管是在產業面、工作趨勢或形態都將面臨重大改變，相形之下，勞工所應具備之技能也將有所轉型，

尤其是中、高齡者，不管在職者或離職者，大多需要透過職業教育再精進現有技術，或思考重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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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及適應新技能，以因應未來市場之變化。依此趨勢，在未來 20 年甚至 50 年，數位科技包括大數

據、物聯網、人工智慧，甚至金融科技之區塊鏈技術將日趨成熟與普及，如此將改變中高齡社會之

就業環境，針對中高齡者的職業訓練將日益普及、重要。 

這兩年為避免 COVID-19 疫情持續蔓延，全國各級公私立教育機構均由原本實體面授教學，

改為遠距教學方式。對於急於想儘早完成二度就業職業訓練之中高齡者而言，這無疑是極大的挑

戰。不僅考驗中高齡者對於使用遠距教學資訊設備之能力，同時對於失業之弱勢中高齡者亦缺乏適

當的遠距教學學習資源。然而，目前國內執行職業教育之辦訓機構是否有能力辦理遠距教學，此情

況已演變成倉促遠距教學政策，導致衍生中高齡者職業教育遠距教學之執行困難。本文以焦點團體

訪談方法，探討後疫情時代高雄市中高齡者職業教育遠距教學的現況問題。 

2. 文獻探討 

2.1 中高齡者使用數位科技的學習偏好與運用能力 

陳淑敏等人(2010)研究提出中高齡者學習偏好，以面對面的學習互動方式為主，其次是透過電

視廣播，最後才是透過網際網路學習。莊詠華(2008)研究指出電腦恐懼症在中老年族群中特別明顯，

黃誌坤(2012)研究亦指出中高齡者在使用數位科技上被視為是「數位文盲」，足見中高齡者使用數

位科技仍存在許多困難，採行數位科技的遠距教學方式並非是中高齡者的首選學習方案。Gu..ikssoa 

(2022)研究指出在 COVID-19 期間，數位科技遠距教學平台的使用大幅增加，許多學校、教學機構、

企業均採行遠距教學方式以降低疫情的衝擊。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仍需經過一段時間熟悉進而適應

數位科技遠距教學平台的教學方式，尤其是 60 歲以上的中高齡者需花更多時間及精力來適應數位

科技遠距教學平台的操作。葉栢虦等人(2020)研究指出近年來隨著行動網路的普及率提高，中高齡

者對於新式響應式網頁較能適應，其最大優點為適用不同載體，讓網頁版面隨不同解析度而變換，

且在不同尺寸的裝置上能以合適的畫面呈現於螢幕(Batunay & Bintaae, 2013)。對於中高齡者透過手

機使用新式響應式網頁設計之數位科技遠距教學平台時，因文字字體較易閱讀及畫面簡易操作，中

高齡者較能適應其操作介面，同時較能符合學習偏好與提升運用能力。 

Gu..ikssoa (2022)研究指出在設計數位科技遠距教學平台時，應考慮中高齡者的認知功能趨緩

的事實，及對於學習數位科技知識缺乏信心的情況。此外，該研究建議根據中高齡者的生理狀況，

平台畫面應使用大字體及明顯對比度，避免使用鮮豔的顏色和過多的圖形。關於平台的內容，調查

結果表明內容需要良好的整合及清楚的呈現，應該提供簡化的數位科技遠距教學平台的學習教材。

該研究認為，中高齡者喜歡積極正向及以生活經驗具關連的學習內容。因此，建議能將學習內容與

實際生活運用經驗結合。Pa::as 等人(2019)針對希臘 103 名 55 歲以上的中高齡者進行調查問卷，

分析其認知功能概況、偏好的學習方式及具備的學習態度，以幫助開發適合他們需求的數位科技遠

距教學平台。該研究指出中高齡者比較習慣使用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較偏好使用鍵盤和滑鼠

而非觸控螢幕，同時強調數位科技遠距教學平台需採用響應式網頁，以求能提升中高齡者運用數位

科技遠距教學平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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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中高齡者因生理面臨老化現象，確實在接觸數位科技遠距教學平台時，容易造成學

習上的阻礙。然而，具備數位科技的知識及技術，確實是使用遠距教學非常重要的能力，攸關於是

否能適應遠距教學的方式。若是要針對中高齡者提供遠距教學服務，就必須多加考量其因年歲增長

隨之產生的生理變化，推出適合中高齡者的遠距教學平台。 

2.2 弱勢族群中高齡者數位落差現況 

Vaa Diok (2006)指出數位落差(Dieita. divide)在 1990 年代後半期之前是指資訊不平等、資訊差

距、知識差距、電腦或媒體應用的能力等議題；而在 1990 年代後半期是指，在新的媒體上取得與

使用的不平等，其慢慢累積而成的議題。此外，宋庭揚(2008)亦認為數位落差指的是在現今及未來

網路時代中，擁有電腦與網路等的使用者，正快速地拉開與未擁有者在知識取得、財富差距及社會

地位的距離，形成社會不公平的新現象，因而形成教育或就業上更加弱勢的現象。疫情下，弱勢族

群中高齡者遠距教學學習資源不足的情況，就是存在「數位落差」的情況。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的國家發展數位報告指出，2020 年臺灣 12 歲以上的總上網率為男

性 88.0%，女性 85.3%，性別差距為 2.7 個百分點。相對來說，世代間存在較大的上網行為落差，

以 20-29 歲的 99.6%總上網率最高，60 歲以上民眾的上網率較低(56.2%)，高低差距達 43.4 個百分

點。此外，進一步結合性別與年齡雙重弱勢身分來看，12-64 歲民眾中，女性上網率與男性差異不

大，但 65 歲以上女性上網率僅 41.0%，明顯落後同齡男性的 53.3%(如圖 2)。綜合各類區域及身分

可近性的差距，臺灣現階段以年齡產生的資訊近用落差最大，其次是偏遠鄉鎮或縣市發展帶來的挑

戰，兩性資訊機會落差問題相對較輕微(如圖 3)。 

 

圖 2. 臺灣不同身分別民眾的總上網率分布情形(2020 年)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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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區域及身分別可近用機會差距彙整(2020 年)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 

聯合國報告中提到，新冠肺炎(Covid-19)的疫情使居住在貧困或偏遠地區的弱勢群體，包含難

民、女性、學生、中高齡者等，使其已存在的教育困境更加雪上加霜，同時政府的財政壓力使發展

疫情的協助措施更加困難。據估計在低收入及發展中國家，財政的適足缺口將會達到 14 億 8 千萬

美元，並可能成長將近 1/3 (Uaited Natioas, 2020)。財務困難使得原本就已存在的數位落差更加嚴

重，而弱勢群體的學習也會遭受影響。例如弱勢群體使用上網的設備、頻寬等資訊使用的「最後一

哩」(Tte Last Mi.e)，會影響到整體學習的效率。2014 年，兩名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人員檢視華盛

頓州社區大學和技術學院四萬多名學生在 50 萬堂課上的成績，比較同一位學生用不同上課方式的

表現差異。他們發現，所有學生在線上課程的表現皆較差，但對非裔美國人和成績較差的學生而言，

成績下降的幅度更大。簡言之，對於學習機會較少和能力較差的弱勢群體學生更容易受到線上教學

的負面影響（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2020）。其實全球弱勢群體長期普遍存在數位落差現象，即

使是已開發中國家亦存在此困境，畢竟在全球疫情尚未蔓延前，遠距教學的使用率是遠比實體教學

低許多，考量有限社會資源之有效運用，平時並不會花費太多資源來改善弱勢群體數位落差的問

題。 

國內疫情下數位落差以中高齡者為最大，其中又以中高齡者女性比男性之數位落差大。其次依

序是區域及縣市，以偏鄉、離島及東部為數位落差較大之弱勢群體。國內因應新冠疫情，許多政策、

福利及消費行為皆朝向數位化發展，生活大小事 E 鍵到位讓許多年輕人覺得十分便利，但卻讓中

高齡者難以適應，從掃 QR hode 實聯制、預約疫苗施打及綁定五倍券等措施，對許多中高齡者而言

都是難以跨越的數位鴻溝，包含美食外送平台、疫苗預約平台、網路掛號、網路購物、網路視訊及

遠距學習等，政府應正視弱勢族群中高齡者長期存在的數位落差現象，以及衍生的遠距教學學習資

源不足的困境，超前部署中高齡友善數位資訊的操作環境。 

2.3 遠距教學學習的專注力、學習力及成效 

根據「55-38-7 法則」，有效的溝通組合為說話的內容(wonds)占 7%、語調(toae of voihe)占 38%

及非語言行為(aoa-venba. betavions)占 55% (Metnabiaa & Wieaen, 1967)，然而遠距教學最缺少的就

是非語言行為部分，因此傳授知識為主的課程比較適合遠距教學，但對於需要較多非語言行為展現

為主的課程，例如技術操作、諮商輔導、團體互動等課程是比較不適合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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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時，英國中學工藝設計科木工課程採行遠距教學方式，然而學生家裡沒有木工設備，手作教學完

全無法實施。教師僅以教授理論為主，但學生線上學習的專注力明顯不足，並出現習慣性缺席的現

象，及顯示學習力及成效不佳的狀況（洪惠芳，2021）。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發生時，在國內有部分國、高中教師錄製的教學影片，較多為單向授

課或示範方式，課程內容較為制式，實不易引起學生的專注力。另在視訊觀課時，同時也發現教師

面對關閉麥克風和鏡頭的黑螢幕提問，常出現一片沉寂及回應較少的互動現象。因此教學和班級經

營如何改變、轉化，並結合數位學習特點，是需要政府積極規劃、開發數位學習的策略與教材，以

利增加互動及共學的機會，如此方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專注力、學習力，裨益因材施教的進行與自主

學習的引導(李駱遜，2021)。 

然而從教育專業的立場來看，遠距教學課，其實並不適用所有人。如上所述，透過遠距學習的

學員，必須要有足夠的動機和自律。眾所皆知，在現今網路便利資訊爆炸的時代，網路上的影片長

度已經從以分鐘為單位降至以秒為單位，可想而知，一般人線上的專注力能維持多久？更別說是刺

激度和趣味性都不如網路影片或線上遊戲的學校課程。雖然遠距教學（或稱包含同步與非同步的線

上學習）本是強調 Aaytime & Aaywtene 隨時隨地的便利性，但除非學習者在當下有急迫的需要，

要能隨時隨地都能處在專注的學習狀態是很難的。再者，每個學生其實都有自己特殊的學習樣式，

要讓一門課程「上線」看似簡單，實際上要讓課程符合每個學習者的需求實非教師靠一己之力能夠

完成(雷立偉，2020)。 

中高齡者在上網的過程中，普遍遭遇一些困難，例如：因教育程度低而產生知識障礙、因身體

狀況不佳而產生健康障礙、因消費理念或經濟條件產生經濟障礙、因環境不利於中高齡者而產生環

境障礙（黃誌坤、王明鳳，2009；Cut.en, 2005）。即便學會上網後，中高齡者因視力老化現象仍無

法克服網頁字體過小、動畫過多、網頁階層太複雜及顏色太多等不友善的網頁環境（黃誌坤，2009）。

林勤敏(2011)研究指出，中高齡者由於生理老化狀況較容易造成遠距教學學習的專注力、學習力及

成效不佳，但若能提供適用高齡學習的遠距教學系統，即能提升高齡者參與學習的目的，不僅是為

了滿足個人的求知欲望，也為了與人交流溝通並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問題，同時也希望能夠獲得再工

作(義工或有薪工作)的機會。因此，資訊化的現代社會，繼續學習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生存的必

要條件。運用現代新科技，整合電腦輔助教學與互動、多媒體、網路的學習環境，創新終身學習的

機會，以惠及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已是時代的應然與必然的趨勢。中高齡者基於想儘速就業的需求，

對於職業教育訓練課程的學習動機高。爰此，提供適用高齡學習的職業教育遠距教學方式，應能提

升中高齡者學習的專注力、學習力及成效。 

2.4 職業訓練因應 COVID-19 防疫措施及遭遇的學習困境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2020 年 4 月 17 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

稱勞動部)頒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分署委託及補助辦理職前訓練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

調整措施」(勞動部，2020)，內容涵蓋提供訓練單位辦理實體課程應注意事項，及因應防疫需要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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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遠距教學課程應注意事項。惟對於辦理遠距教學僅限於綱要式的原則，並無提供訓練單位完整的

遠距教學操作手冊。因疫情仍持續擴散，2021 年 8 月 13 日勞動部針對職業訓練之辦理，在確保訓

練單位相關工作人員、參訓學員自身與家人之健康，及避免群聚感染之前提下，特訂定「職業訓練

因應 COVID-19 防疫管理指引」(勞動部，2021)。針對防疫管理措施，COVID-19 疑似病例之應變

措施及發生確診病例應變處置等管理事項，提供勞動部各分署其自辦、委辦或補助之各訓練單位及

許可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參考本指引，內化為適合個別訓練單位所需之管理措施，以降低疫情對職

業訓練之影響，防患未然，未來並將依疫情發展狀況，視需要持續更新修正本指引。此時，各地方

政府勞工局均依據此一指引，通知各委辦訓練機構須遵守此一指引的原則，擬定個別訓練單位所需

之管理措施，以降低疫情對職業訓練之影響，並隨時依據疫情發展狀況調整。 

歷經長達兩年多的疫情期間，勞動部主張相關職業教育訓練採取線上學習不中斷的政策，以因

應廣大勞工的職訓需求。2022 年 6 月 7 日勞動部頒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職前訓練因應 COVID-

19 學員權益保障措施」(勞動部，2022)，內容分別針對不同的職業訓練課程屬性，旨揭措施供各

部會辦理職業訓練參考運用，俾以保障參訓學員權益。此項措施，有針對不同職訓課程，規範執行

遠距視訊授課注意事項（如表 1）。 

表 1. 各職業訓練課程之遠距視訊授課注意事項 

職業訓

練課程

類別 

遠距視訊授課注意事項 

自辦職

前訓練 

(1)得採遠距視訊方式辦理之課程： 

(a)通識、專業學科課程或術科之教師示範部分：須掌握學員實際出缺勤狀況、線上

查課及維持訓練成效；另為評估學員學習情形及維持訓練品質，亦得規定專業學科

線上課程結束後須通過評測。 

(b)術科之學員實務操作部分，考量改為線上恐影響學習效益，暫不規劃全面辦理，

但經分署評估適於線上教學之術科課程，亦得經分署內部簽核後辦理。 

(2)採用之軟體：不限，惟需無資安疑慮之軟體。 

委託及

補助辦

理職前

訓練 

(1)申請課程變更： 

(a)應於委託或補助機關規定期限內函送變更申請文件審查，由委託或補助機關自行

評估該課程是否採線上辦理。 

(b)變更申請之內容應含：使用軟體、如何掌握學員實際出缺勤、領取材料項目及方

式、如何配合委託或補助機關辦理不預告訪視及維持參訓學員訓練成效等作法。 

(2)得採遠距視訊方式辦理之課程： 

(a)通識、專業學科課程或術科——教師示範部分：須掌握學員實際出缺勤狀況、線

上查課及維持訓練成效；另為評估學員學習情形及維持訓練品質，亦得規定專業學

科線上課程結束後須通過評測。 

(b)術科——學員實務操作部分，考改為線上恐影響學習效益，暫不規劃全面辦理，

但經訓練單位評估適於線上教學之術科課程，亦得經委託或補助機關核定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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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採用之軟體：不限，惟須無資安疑慮之軟體。 

(4)助教費： 

(a)術科助教鐘點費仍以開訓人數達 26 人以上始得視需要編列。 

(b)開訓人數達 26 人以上之班次如需遠距視訊授課，則師資鐘點費得視需要核實支

應，惟助教仍以 1 名共用為限。 

補助辦

理照顧

服務 

職類 

(1)申請課程變更： 

(a)應於地方政府或分署規定期限內函送變更申請文件審查，由地方政府或分署自行

評估該課程是否採線上辦理。 

(b)變更申請內容應含：使用軟體、如何掌握學員實際出缺勤、領取材料項目及方

式、如何配合地方政府或分署辦理不預告訪視及維持參訓學員訓練成效等作法。 

(2)核心課程、學科課程得採遠距視訊方式辦理，惟須掌握學員實際出缺勤狀況、線

上查課及維持訓練成效。 

(3)採用之軟體：不限，惟須無資安疑慮之軟體。 

(4)助教費： 

(a)術科助教鐘點費仍以開訓人數達 26 人以上始得視需要編列。 

(b)開訓人數達 26 人以上之班次如需遠距視訊授課，則師資鐘點費得視需要核實支

應，惟助教仍以 1 名共用為限。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職前訓練因應 COVID-19 學員權益保障措施」(2022)製表 

辛炳隆(2020)指出 2020 年初嚴重新冠肺炎(Covid-19)不僅造成全球經濟景氣明顯下滑，失業人

數飆升，也迫使許多國家關閉技職學校與職訓中心。根據 2020 年 5 月國際勞工組織(Iatenaatioaa. 

Labon Oneaaizatioa, ILO)對 126個會員國 1,349個職訓機構或相關政府與民間組織所做的線上調查，

有近 90%受訪單位表示，他們國家已經完全關閉技職學校與職訓中心，而採部分關閉的國家主要

是在亞太地區，包括日本、南韓、中國、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澳大利亞等國家。如此不

僅造成許多教育訓練課程中斷，重創許多國家的職訓體系與職訓產業，也可能導致未來疫情結束後

人才不足的窘境。因此，國際勞工組織(ILO)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neaaisatioa fon Ehoaomih 

Coo:enatioa aad Deve.o:meat, OECD)近來積極呼籲各會員國除了對企業與勞工提供紓困措施之外，

也要重視並因應疫情對職業訓練的衝擊，除強化線上學習機制，以恢復訓練課程，以及提供職訓產

業必要之紓困措施外，更重要的是針對職業訓練體系的復甦訂定明確的政策與執行機制。 

黃哲上、陳厚任(2021)指出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景氣急速惡化，連帶影

響國際就業市場，職業訓練相關領域亦受到巨大衝擊。全球因應疫情、避免人員實體接觸，訓練機

構實施遠距施訓、遠距測驗等，增加辦訓難度與成本挑戰。國際勞工組織針對疫情下勞動市場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對加深當前勞動市場的衝擊，技職教育亦受到疫情嚴重的衝擊，超過百國技職教育機

構，因疫情關閉無法營運。同時，疫情更加突顯數位基礎建設重要性，缺乏遠距教學設備使疫期職

訓困難重重，學習機會成本增加，進而減低教學與受教意願。比利時佛拉芒區就業及職訓總署表示，

疫情下職訓中心開始借重數位工具，提供職訓者筆電及利用數位教材。最後有關數位素養問題，教

導職訓師及參訓學員如何利用數位工具完成職業訓練工作，成為職訓中心數位轉型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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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國際各國因疫情影響辦理遠距教學職業訓練，進而突顯職訓機構的數位教學能力不

足、數位科技設備缺乏及學習機會成本增加等問題。對於參訓學員而言，突顯數位科技設備缺乏及

運用遠距教學的能力不足等問題。在國內，雖然勞動部因應疫情發展，同步頒布職業訓練因應

COVID-19 相關防疫措施，提供辦訓機構於疫情期間辦理職業訓練之防疫措施參考依據，但從相關

措施中，發現對於執行遠距教學的注意事項僅限於行政事務層次，對於遠距教學的教學方式及操作

介面等，並無提供完整的操作手冊。其次，對於職業訓練機構辦理遠距教學之能力，及學員學習之

成效，均無說明如何評估，值得進一步的探討與瞭解。 

3. 研究方法 

2021 年 5 月 17 日進入疫情第三級警戒，全國宣布全面實施遠距教學，此次為國內第一次大規

模實施遠距教學，對中高齡職業教育訓練而言更是前所未有的改變。本研究為能瞭解如此重大改變

的遠距教學職業訓練方式，究竟對於中高齡參訓學員有何影響？是否能適應遠距教學方式？是否

還面臨何種困境？對於第一次全面辦理遠距教學職業訓練的機構而言，是否能完全遵守政府頒布

的「職業訓練因應 COVID-19 防疫措施」？是否能使遠距教學職業訓練的教學品質維持在標準之

上？為此，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分析及焦點團體訪談為資料蒐集的方式，以高雄市職業教育採遠距

教學方式之中高齡者為研究對象，焦點團體中以訪談大綱來了解後疫情時代高雄市中高齡者職業

教育遠距教學的現況問題並提出對策。 

3.1 研究設計 

焦點團體訪談法(Fohus Gnou:)是一種「團體」訪問的質性研究方法，又稱焦點訪談法，是指一

群具有特定共同特徵的人，經過特定主題討論提供質性的資料(胡幼慧，1996)。其目標在於獲得參

與者的感受、態度與知覺之質性的資料，藉由參與者的動態互動交流來聚集訊息，並可以從許多參

與者的身上，得到豐富多樣的觀點、意見和經驗(林惠娟、陳淑齡，2007)。因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

焦點團體訪談激盪出中高齡者對於參加職業訓練採遠距教學方式所面臨的問題，並提出因應對策。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un:osive sam:.iae)以選取符合研究條件者，於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間，以高雄市某私立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中曾參加遠距教學之職業訓練的中高齡者為研究

對象。選樣條件為：(1)45 歲以上中高齡者；(2)曾參加遠距教學時數達 64 小時以上之職業訓練者；

(3)有全程參與職業訓練者，且出席率達 90%；(4)溝通能佳，願意表達經驗感受者；(5)經說明後，

同意參加焦點團體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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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收集方法與過程 

研究者於高雄市某私立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採遠距教學職業教育訓練之中高齡者，持續一

年，自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止，再透過焦點團體訪談，針對曾參加遠距教學職業訓練時數

達 64 小時以上之中高齡者為研究對象，共進行 3 次開放性焦點團體訪談，每次 6 至 8 人，共計 20

人；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60 分鐘。 

根據 Moneaa (1997)指出，參與者應該對主題能暢所欲言，並且在彼此交談互動的過程中感到

舒適合宜。同時，同質群體成員之間，因高同質性所產生的相容性，是促進群體互動的重要性。因

此本研究採焦點團體訪談，邀請並篩選同在高雄市某私立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採遠距教學職業

教育訓練，並達訓練時數為 64 小時以上符合條件之中高齡者，徵詢參加意願，並由推廣教育中心

主管、班級導師及承辦人員在訪問的前一週進行邀請。再者，清楚明確告知研究目的、會談時間、

地點及會談大綱，並說明將進行錄音及記錄，強調保密及不具名採訪。 

本研究於 2022 年 6 月至 7 月在高雄市某私立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進行三場焦點團體訪談，

每一場次均由一位研究人員擔任主持人，按事先規劃的訪談大綱及程序進行。(1)主持人首先介紹

自己與在場之協助人員；(2)說明此次訪談目的、釐清術語、進行方式、訪談規則和流程，並鼓勵參

與者踴躍發言；(3)為拉近主持人和參與者及參與者之間的距離，在正式進行討論前，請每位參與

者簡單自我介紹，再以親切問候方式暖場，以提升彼此的互動性。 

每場訪談的座位安排皆採「圍坐式」，主持人與參與者同坐圓圈之中，此安排使每個人都可以

與其他成員互動，不分身份，在一個自然誘發且不具威脅性的情境下進行團體討論。訪談中主持人

適時地邀請每位參加者發言，以達到所有成員都能充分參與的目的，受訪者透過團體中成員的互動

過程刺激彼此的思考及想法，能在不同意見交流下，多層面地表達與議題相關的經驗、態度及看法。

資料收集方式在參與者同意下採錄音及記錄方式進行。 

3.4 資料整理與分析 

訪談後，將每場次焦點團體對話錄音逐字逐句轉錄成訪談逐字稿，以內容分析(hoateat aaa.ysis)

進行資料分析。分析策略為事先詳細檢視一個團體的轉錄資料，而後採逐行分析(.iae by .iae)的方

法，據此發展出分類架構(hoaiae)。然後再從冗長的轉錄資料中根據分類架構分類後，以便選取合

適的引用句(quotatioas)來表達內容，藉以整理訪談對象的意見與論述。 

為了提高本研究信度與效度邀請一位修習過「質性研究方法」相關課程之博士，協助本研究進

行資料分析。協同分析者為本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在資料分析與編碼時協助研究者，共同進行選取

編碼及分類核對的工作，以確保資料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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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 

本研究共進行 3 次開放式焦點團體訪談，每次 6 至 8 位，共計 20 人，訪談學員不重複參與。

針對曾參加遠距教學職業訓練時數達 64 小時以上之中高齡者為訪談對象，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60

分鐘。訪談學員的基本資料，如表 2 所示。對於參加遠距教學職業訓練結訓後，結果呈現 90%的

中高齡學員有二度就業的意願。由於資料收集過程中，大部分的學員都已結訓並順利就業，每次訪

談的對象以時間上能配合的學員為主。以下就中高齡者學員對參加遠距教學職業訓練的經驗及看

法，經分析後共分四主題如下。 

表 2. 訪談學員基本資料 

項目 基本資料 數量 

性別 
男 8 

女 12 

年齡層（歳） 

45-55 歲 8 

56-65 歲 9 

66 歲以上 3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8 

高中 6 

大學以上 6 

居住區域 
高雄市（茂林、旗山、內門區各一位） 14 

屏東縣 6 

經濟狀況 
中低收入 7 

非中低收入 13 

二度就業意願 
有意願 18 

無意願 2 

參加職業訓練類別 

照顧服務人員 11 

托育人員 5 

坐月子服務 4 

4.1 中高齡者的教育訓練學習偏好較偏向「實體課程」 

是指中高齡者參加遠距教學職業訓練時，大部分由於資訊設備操作能力不佳，導致對於遠距教

學的方式較為排斥。相對而言，傳統的實體課程職業訓練是他們孰悉且偏好的學習方式。如學員 A

談到剛開始要參與遠距教學職業訓練時的心境：「雖然助教已事先提供軟體操作手冊，仍然無法順

利下載及安裝遠距教學軟體。」，以及學員 G 談到：「光想要使用手機上課，心情就很緊張。軟體

網頁介面實在不會操作，想要回到前一個畫面，也不知道要按哪一個按鍵。到底何時才能恢復實體

課程啊？我比較喜歡來教室上課，可以跟老師及其他人互動，不會的地方也可以立刻問老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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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學員 P 情緒激動表示：「疫情期間哪裡也不能去，也不能隨便找人來教電腦操作方法。雖然我

是很想趕緊完成職業訓練，然後趕緊找到工作賺錢，可是一下子改成遠距教學，我們年紀大了，怎

麼可能一下子就學會使用電腦啊！剛開始我一直猶豫，很想放棄。心裡一直想這一期先不要參加訓

練，等恢復實體課程時，我再來參加訓練。」 

另外，有中高齡學員提及原本自己年齡較年長，對於學習新的職業訓練課程已是一件極具挑戰

的事，又面臨遠距教學方式，更是難上加難。對於學科部分進行遠距教學方式認為還可以學習，但

術科部分仍建議以實體課程方式進行教學，畢竟大部分的中高齡者仍偏好「實體課程」的學習方式。

如學員 F 談到：「年紀大了一下子無法消化如此複雜的訊息，我還是習慣實體上課方式，若不是疫

情關係，我不會選擇遠距教學的職訓課程。」 

4.2 弱勢族群中高齡者「數位落差」現況較大 

是指中高齡者參加遠距教學職業訓練時，屬於中低收入之弱勢族群數位落差現象較為明顯。如

學員 M 緩緩道出：「家裡唯一能上網的設備只有手機，網路也不是吃到飽的方案，住家位於郊區網

路品質似乎也不是很好。何況我還有老花眼跟近視，手機畫面真的太小，老師的上課資料實在看得

很吃力。我都用聽的，然後再看手邊的書面講義，勉強把遠距教學課程上完。」，以及學員 B 提到：

「家裡有一台小孩念書時使用的電腦，可能是太老舊了，影像及聲音都很慢，時常停頓停格。我後

來也是只能用手機來上課，可是手機螢幕太小，我的手指頭時常按錯地方，不太方便操作。我覺得

網路收訊品質可能也不太好，因為我都要拿到陽台的位置才能收訊比較清楚。」 

訪談學員中有 7 位均是中低收入戶，因家庭經濟不佳，家中並無足以支援遠距教學學習資源

的設備，唯一能使用的設備就是手機。同時，家中的網路品質相對也處於較差的狀態，學習環境的

獨立空間及安靜聆聽狀態也是不佳。弱勢族群中高齡者數位落差較大，導致他們參與遠距教學的學

習成效也相對較低。 

4.3 遠距教學學習的專注力、學習力及成效不佳 

是指中高齡者參加遠距教學職業訓練時，其學習的專注力、學習力及成效均比實體教學效果

差。如學員 S 說到：「面對電腦螢幕上課，專注力無法一直保持太久，畢竟課堂互動變少了，況且

大部分學員都沒有開畫面，最常看見上課的簡報及聽見老師的聲音。超過 1 小時的課程，經常學習

力就往下降，若是全天 6 小時都是遠距教學，這樣的學習成效一定不佳。」；學員 H 分享：「這就

像我們看電視一樣，看不到 1 小時就一直打盹一樣，很難專心一直看著螢幕。然後，就會看看其他

網路訊息，要不然就是會有其他事情使我們分心。畢竟在家裡上課，感覺就是比較悠閒放鬆，是比

較無法專心學習啦！會偷懶啦！」。 

學員 G 表示：「我是上坐月子服務人員的課程，原本課程是教授煮坐月子餐，因疫情關係改為

遠距教學。雖然老師及助教已事先提供預先錄製的影片讓我們看，可是實際同步遠距教學時，還是

有許多實際操作技巧無法真實傳達，家裡的設備也不一定都具備。重點是老師無法一一看見每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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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家操作的狀況，所以我覺得術科課程真的不太適合遠距教學。」；學員 N 也十分贊同表示：「我

是上照顧服務員的課程，老師教翻身拍背動作，雖然老師有播放影片讓我們看，可是看跟做根本是

兩碼事，無法實際演練跟操作，這樣學習成效一定不好的。」 

對於中高齡者而言，無論是學習偏好實體授課，或是因生理老化現象導致無法適應遠距教學方

式，未來執行遠距教學的機率是大幅提升。畢竟全世界疫情已經歷兩年多，雖說疫情有趨緩趨勢，

但目前為止尚無杜絕染疫的疫苗，遠距教學方式已成為全球防疫的重要教育政策。唯有適應遠距教

學，進而提升學員的專注力、學習力及成效方為因應之道。 

4.4 職業訓練因應 COVID-19 防疫措施缺乏執行遠距教學的操作手冊 

是指疫情期間政府頒布的職業訓練因應 COVID-19 防疫措施，作為訓練機構辦理職業訓練的

遵守規範，內容中僅說明遠距視訊授課注意事項，缺乏執行遠距教學的操作手冊。如學員 T 表示：

「有些老師不太孰悉操作遠距教學，有時簡報畫面切換至影片播放時，經常是有影像沒聲音，然後

這時候機構的行政人員就會進來協助老師排除困難。可是經常也需要花幾十分鐘解決問題，通常老

師就會說先下課休息 10 分鐘。我們的課程有許多老師，確實不是每位老師都很孰悉遠距教學的技

巧！」；學員 I 分享經驗說：「我上的課程是殯葬服務人員課程，在開始通知要執行 2 星期的遠距教

學時，機構行政人員就在上課前先提供一份操作教學影片給我們預習，然後約一個時間大家一起上

線預演一次，行政助教會確認每一位學員都會操作介面。當然，還是會有人不會操作，助教就請他

們親自來機構一趟，進行一對一教學。我覺得機構辦訓品質很重要的，真的需要專業的機構才能有

優質的辦訓成效。」 

學員 F 也感同身受的談及：「我在這裡是上坐月子服務人員課程，這裡的老師跟行政人員對於

遠距教學都很有經驗，只有一開始適應一下就好。可是，我上的另一個協會的課程是托育人員課程，

他們就不太行了。不僅老師不會操作遠距教學，就連協會的工作人員也是不太會操作。後來，他們

就拍影片直接讓我們上網去看影片，這種學習效果不好，沒有互動也不能問老師問題。而且，我們

還有學員都沒看影片，然後也可以順利拿到結訓證書。這樣托育人員技能檢定考試應該考不過吧！

我覺得政府應該提供一套辦理遠距教學的操作手冊給辦訓單位參考，要不然就連辦訓單位的同仁

都不孰悉操作，那我們學員不會操作時到底還能問誰呢?」。 

疫情發生時，大部分辦訓單位均採用免費的視訊軟體作為遠距教學的工具，例如 Gooe.e Meet、

Sky:e、Liae。大專校院等學校單位則採用 Mihnosoft Teams，因是 Mihnosoft Offihe 365 中的教育版

視訊會議系統，是屬收費的視訊軟體，相對而言，課程中的分組會議室討論、簽到簽退、評量等功

能比較健全。趙錫清、王英明(2021)研究指出隨著疫情增溫，有許多學生被隔離，為使學習不中斷，

推展「線上教學」成為必要的替代方式。若教師善用現有的網路會議平台，進行有效專業對話，是

目前突破時空教學限制的最佳應用。然而，教師資訊素養提升就成為非常重要的關鍵，建議由政府

單位整合並提供網路會議平台操作文件，以利於教師們能有效率地學習網路會議平台的操作方式。

爰此，在職業訓練過程中，若政府單位能明確提供及規範執行遠距教學的操作手冊，每一辦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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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以依循的準則，同時可擬定執行遠距教學後之學員學習成效評估方式，例如考照通過率、就

業率等。 

在此次執行中高齡者遠距教學經驗中，本研究亦發現學歷較高的學員對於學習數位科技較具

有意願。願意來學習數位科技的中老年人，通常具有較高教育程度(Juzaih et a.., 2006)。過去的男性

教育程度較女性高，這可能使得男性比女性更願意去學習數位科技(Pau. & Steebauen, 2005)。在工

作經歷上，多數中老年人未有辦公室自動化的經驗，而較年輕的中老年族群在退休前與數位科技的

短暫接觸，則促使他們更願意學習(Juzaih et a.., 2006)。 

5. 結論與建議 

在高齡少子化趨勢下，臺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並衝擊勞動市場，因此「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

業促進」已為我國勞動政策施政重點。同時人工智慧、物聯網、5G、遠距學習等數位科技驅動了

市場運作及商業模式的改變，也帶來職業環境、人才培育的轉型機會與新工作模式，賦予中高齡及

高齡者新的職涯可能。本研究認為數位科技應用能力的持續學習是數位時代下保持個人競爭力最

重要的前提，如何以新科技促進中高齡就業及如何持續推動中高齡職業教育，須依產業與職業特性

策略調整。對於如何提升中高齡者的數位學習能力，以及培養終身學習職業訓練的動力，是政府未

來因應勞動力不足的關鍵議題。 

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對象皆來自同一個高雄市某私立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的中高齡者，其

結果的推論性有一定的限制，以及持續遠距教學實施一段時間後再做訪談，有些經驗易流失與遺

忘，而無法使其經驗得以呈現。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比較其他單位中高齡職訓狀況以增加內容

完整性。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後疫情時代高雄市中高齡者職業教育遠距教學的現況問題，透過 3 次

焦點團體訪談，可歸納出四項問題，包括：(1)中高齡者的教育訓練學習偏好較偏向實體課程；(2)

弱勢族群中高齡者數位落差現況較大；(3)遠距教學學習的專注力、學習力及成效不佳；(4)職業訓

練因應 COVID-19 防疫措施缺乏執行遠距教學的操作手冊。有鑑於此，針對本文討論的四項問題，

在此衷心地提出四項建議：(1)提供適合中高齡者操作的遠距教學平台與工具，提升學習成效；(2)

提供足夠的遠距教學之學習設備，促進中高齡者自主學習；(3)提供合適的遠距教學方式，強化遠

距教學學習的專注力及學習力；(4)提供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職業教育遠距教學之操作手冊，以期可

供全國辦訓機構遵循，同時亦能確保執行遠距教學之教學品質。期望本文對於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之勞動市場，能夠提供中高齡者參與遠距教學之職業訓練時能有更完善的規劃方案，以為未來預作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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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te :o:u.atioa stnuhtune is enadua..y aeiae ia Taiwaa. Ahhondiae to tte statistihs of tte Miaistny of 

tte Iatenion, tte o.d aee de:eadeahy natio ia 2021 tas iahneased to 23.81 fnom 14.7 ia 2011. Tte Aaaua. 

Re:ont of tte 2021 Humaa Resounhes Sunvey by tte Dinehtonate Geaena. of Budeet, Ahhouatiae aad 

Statistihs, Exehutive Yuaa stowed ttat 45- to 65-yean-o.ds ahhouat fon tte massive iahnease ia tte tota. 

.abon fonhe. Tte most hnitiha. htaaee ia Taiwaa's .abon manket ia tte futune wi.. be tte aeiae of tte .abon 

fonhe.Ia May 2021, Taiwaa eatened tte .eve. 3 a.ent fon tte COVID-19 outbneak. Tte eovenameat 

aaaouahed to im:.emeat distaahe .eanaiae fon a.. tte shtoo.s to easune ttat studeats hoatiaue ttein studies 

duniae tte :aademih. Distaahe .eanaiae ia vohatioaa. eduhatioa fon midd.e-aeed aad o.den adu.ts haa be 

used to ovenhome time aad s:ahe hoastnaiats, but ttene ane sti.. hta..eaees. Ttis study uses fohus enou: 

iatenviews to examiae tte hunneat issues of distaahe .eanaiae ia vohatioaa. eduhatioa fon midd.e-aeed aad 

o.den adu.ts ia Kaotsiuae City ia tte :ost-:aademih ena: (1)Midd.e-aeed aad o.den adu.ts :nefen :tysiha. 

hounses fon eduhatioa aad tnaiaiae. (2)Tte dieita. ea: is nemankab.e fon o.den adu.ts amoae disadvaataeed 

enou:s. (3)Distaahe .eanaiae may nesu.t ia :oon hoaheatnatioa, .ow .eanaiae abi.ity, aad .ow effehtiveaess. 

(4)Vohatioaa. tnaiaiae ia nes:oase to :aademih :neveatioa measunes .ahked o:enatioaa. maaua.s fon 

:enfonmiae distaahe .eanaiae. Tte nesu.ts haa be used as a nefeneahe fon vohatioaa. eduhatioa iastitutioas 

aad ne.ated admiaistnatioas ia :.aaaiae aad annaaeiae vohatioaa. eduhatioa fon midd.e-aeed aad o.den adu.ts. 

Keywonds: :ost-:aademih ena, vohatioaa. eduhatioa fon midd.e-aeed aad o.den adu.ts, distaahe .eanaiae, 

fohus enou: iaten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