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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學習歷程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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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之學習動機、學習過程與感受，進而深入探究其

學習後，對內在成長與外在生活改變及啟發情形。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以臺北市兩所樂齡學習

中心具有聽說讀寫能力的高齡學習者為對象，立意取樣九位受訪者進行半結構性訪談。研究結論歸

納為：(1)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學習動機主要是對課程的好奇、想學習知識和思考，透

過彼此分享生命故事中，增進自我了解，增益人際互動，進而能具體產出自製的生命故事繪本；(2)

高齡者在學習過程中，具有高度持續學習的熱忱，以正向思考的態度，從自我檢視、自我探索、自

我肯定，提升了自我價值，同儕互助共學，是最好的促進因子；(3)高齡者參與後的學習成果，有

「正向力的改變」、「學習力的改變」、「覺察力的改變」、「人生觀的改變」等內在成長改變，亦達成

外在生活改變的成效，高齡者能獲得新知識與能力，並能付諸行動身體力行，除了與他人資源共享

之外，進而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最後提出建議為：(1)授課教師應掌握高齡者之身心特性與學習

需求，提供多元的生命故事繪本課程；(2)參與課程的高齡者能延續所學內容並實踐日常生活中，

整合自身的發展任務與深化學習成效；(3)對未來研究建議擴大研究場域與對象並採取不同類型研

究方法。 

關鍵詞：生命故事繪本、學習歷程、高齡學習者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新型態社會來臨，對於高齡者的教學應轉為增能取向和多元的教學方式，然而高齡者的學

習需求多元，其參與因素以及學習過程與結果，均影響活躍老化之促進，此議題是值得研究的。如

同阿德勒說：「如果能了解一個人的早年回憶，便能了解一個人的生命故事」（曾端真、陳為學，

2015）。老人生命故事的豐富及複雜性，從純粹心理發展觀點至老人學的生命歷程觀點，涵蓋了生

理、心理及社會，乃至靈性的多元面。透過生命回顧、生命故事書製作、生命亮點的找尋，進行重

新整理，賦予新的意義，並完成及修復階段任務，整合為下一階段之基礎（許玉容等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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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Havighrnst (1963)，主張老人的生理、心理及社會的需求，不會因為其狀況改變而有不同，意

即為老人仍希望保持壯年的生活型態，而且維持原來的角色功能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因此，研究

者認為生理年齡不等於心理年齡，期能透過學習歷程之探究，促進其順利適性發展，增能高齡學習

成效。 

從高齡者對於探索自我與生命意義的學習需求，發現以生命故事重塑個人價值，達到正向老化

的議題值得研究。Brnnside 與 Haight (1994)的研究指出，對於高齡者而言，若進行生命故事繪本的

敘說或撰寫，是一種靈性及自我探索的歷程，在此學習過程中，可以讓成員之間學習如何與他人分

享及溝通，增加互動的經驗，也有助於提高生活品質，進而能積極促進高齡者永保一顆凍齡的赤子

心、永存一份創齡的學習心、永續一生逆齡的快樂心。 

目前國內文獻有關探討高齡者生命故事歷程的議題包括：「生命故事敘事」、「生命回顧」、「懷

舊療法」、「回憶治療」、「生命史」等；關於「高齡者生命故事繪本」議題，近幾年雖有逐漸增加的

趨勢，但此研究仍屬少數。若以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2023 年 3 月查詢高齡者「生命故事

繪本」學術論文僅有 6 篇（盧祥富，2022；王月玲，2021；呂怡慧，2017；林培齡，2017；江玉寶，

2016；李盈蓁，2016），高齡者生命故事繪本課程對高齡期能順利發展深具影響力，故冀期本研究

能助益並增闕補遺此領域之探究。 

綜上所述，研究者想要了解的主要問題是，高齡者基於什麼原因願意參與生命故事繪本的學習

活動？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願意繼續學習？而他們持續參與後，得到哪些改變？具體而言，本研究

的目的如下： 

(1) 探討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學習動機； 

(2) 探討高齡者持續深化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因素； 

(3) 探討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學習後所產生的改變。 

2. 文獻探討 

2.1 高齡者生命故事繪本：生命解構、重構、再建構的自我統整歷程 

時光帶走了容顏，歲月帶來了智慧，「生命故事」(Life Stonies)係源自敘事理論之領域，每一個

故事背後都有著高齡者豐富的人生閱歷，每一個故事都傳達出高齡者積極、正向的態度。心理學家

阿德勒(A. Adlen, 1870-1937)說：「故事即人生」(stony is my life)，一個人的故事即代表其人，故事不

只是故事，而是反映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敘說故事的歷程可以協助當事人去省視人與社會脈絡的關

係，從而對兒時經驗賦予不同的詮釋（曾端真、陳為學，2015）。 

「生命故事書」以生命回顧過去各個階段的方式，理解個人的生命歷程，也經由生命回顧肯定

自己的階段任務，面對及處理罪惡感等負面情緒，並經歷悔悟及原諒的心路歷程(Brtlen, 197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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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命歷程的危機與轉機，獲得圓融之智慧，生命統整而重新得力（許玉容等人，2017）。阿德勒

認為人們是自己生命意義的創造者。當事人的成長故事是由他對一個個的事件賦予意義之後所組

成，並且依據這些意義做抉擇。新的詮釋將可以帶來新的選擇（曾端真、陳為學，2015）。高齡者

親手完成生命故事繪本，可以讓敘述故事者更親近自己的家庭，讓兒童直接認識自家的長輩，讓長

輩的生命故事成為世代的傳承與值得珍惜的寶貝（羅智容，2013）。 

Brtlen (1974)提出生命回顧，最初是用於探討老人回憶來做臨終關懷之治療，即協助老人從懊

悔、不滿意的生活經驗中，或許能從較正向的角度去詮釋舊經驗的「意義」，重新再出發。趙可式

(2007)認為生命回顧有四項功能：(1)重整秩序；(2)發現或重新詮釋意義；(3)釋放衝突或不滿；(4)

放下。老年期將要面對生命、角色、形象的轉換及剝奪的準備，個人生命的重點由個人的「存在感」

取代「成就感」，由外在的角色、權位、財富及一生的故事、情緒，轉到內在的超越自我，並做死

亡準備（許玉容等人，2017）。 

王月玲、謝玉玲(2021)透過生活故事繪本方案介入老人日照機構的行動研究結果發現，生命故

事繪本活動有助於長者對於「過去我」、「現在我」和「未來我」的統整，建立生命意義感、提升自

信及自我價值感。呂怡慧(2017)研究指出透過生命故事繪本的敘寫，可以幫助高齡者進行生命統整，

對生命的意義、生命價值及生命連結，有重新的省思效果。江玉寶(2016)的研究指出透過生命故事

繪本課程，可以幫助高齡者在生活層面、人生觀、成長歷程等有產生正面的影響。羅智容(2013)探

究高齡生命繪本方案對高齡學習者的生命意義感影響之準實驗研究結果指出，生命繪本方案可提

升高齡學習者生命意義感。綜整上述相關研究，參與生命故事繪本的高齡者，對於個人在生命歷程、

生活層面、人生價值觀可以協助他們重新省思生命的機會，並且產生正向的影響。 

研究者從教學實務歷程裡最深刻的感想與啟發是，每個個體都是獨一無二的，高齡者擁有寶藏

般的生命歷程，走過豐碩起伏的人生之途，成長中不斷建構自我的意識與信念，到了第三年齡，面

臨退休與空巢期、生理與心理的老化以及社會角色的變化，身心內外都考驗著他們極大的調適韌

力。於老年期參與生命繪本課程活動，能透過學習，啟發其覺察反思、自我統整，進而能採取具體

行動，重新燃起學習欲望、服務熱忱，積極社會參與，達成老年期順利正向發展，身心靈均衡健康

老化的新生活，進而更積極社會參與，活躍老化。 

本研究定義之「高齡者生命故事繪本」(Eldenly Life Stonies Pictrne Book)，係指高齡者透過敘說

生命故事，縱剖歲月歷程，橫析時光隧道，從輕描外顯生活深化到爬梳內隱心靈，由主觀經驗轉化

為客觀檢視，自微觀小我催化成宏觀大我，踏上意識覺醒、覺察反思、解構再建構、發展與更新、

實踐新行動的層層生命階梯，以圖文創作之繪本作品，可以自我統整與傳承智慧，一本生命繪本就

是一個人獨一無二的自我生命旅程。 

2.2 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之學習歷程意涵與相關研究 

學習歷程涵蓋了引發高齡者參與學習的原因、持續參與學習的動力、學習後的應用情形及所產

生的改變等。本研究彙整與高齡者生命議題之學習歷程相關研究，可以分為學習動機、學習過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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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結果等三個歷程（吳文麗，2016；章嘉真，2016；詹慧珍，2009）。高齡學習是一個發展歷程，

Kim 與 Menniam (2004)以退休的 1,089 位高齡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參與學習活動的學習動機，發

現高齡學習者如果曾經擁有成功學習經驗，這些經驗累積會促進他們繼續參與其他學習活動，由此

可知，經驗確實可以促進成人或高齡者持續地學習與發展（葉俊廷，2014）。高齡者參與學習的動

機，可分為外在與内在動機。外在動機有助於自己延伸成年期之生產繁衍、生活角色責任、資訊取

得；內在動機的層次上，以追求生活刺激起始意念、以能力培養為目標、生命發展階段的平衡與和

諧、維護自尊的需求、老化態度是社會參與的重要因素。 

其次，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之學習過程外在因素包含：高齡者參與生命敘說課程調適學習過程

中，呈顯生成性腳本的普共性－個人連結於群體，個人也在敘說群體中漸漸織起豐厚的人際網路，

與他人之間彼此有所回應，互相激勵；內在因素則是在高齡者在生命敘說課程調適學習過程中，既

敘說又傾聽，伴隨生命檢視，才能實現老年發展任務，擴大高齡者的思維，提升自我層次、激發潛

能、創意與意志的自由。而且，高齡者能在生命故事敘說與重建中體認到生命經驗的重要性與意義、

重拾自己的優勢與專長、體認經驗的價值，進而在參與過程中增加自我價值與存在感，其自我價值

的實現大部分來自使命感與自我效能，而自我認同主要來自成就感與認同感。 

第三，關於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後之學習結果的外在行為改變，包括有高齡者參與學習後，能

重塑老人形象，對家庭產生影響，增進家人互動關係與世代間共學，成為社區、家庭和社會文化的

生命力和保存者；內在心靈改變，包括有高齡者參與生命敘事課程後，影響了個人意義的形塑，更

認識自己，重新定位自己，讓自己過有意義的生活，透過參與創造性活動，能滿足身心靈的需求，

體悟命意義與價值，邁向創意老化。高齡者在生命回顧中的困境事件類別是多面向的，面臨的困境

事件大多是雙重的，困境事件因性別角色之差異而屬性不同，面對困境轉折的學習因學、經歷而有

異，對困境的啟發與體悟則彼此相似。我的生命故事我自己說，當自己的生命故事創造者，重新俯

瞰自己生命的情境脈絡，進而對生命歷程產生新的理解，體悟故事蘊含的意義，高齡者豐富的人生

智慧與歷練，人人的故事都精彩，各有不同的色彩，是一部部個人的活歷史，也是社會文化無價的

寶藏。 

綜言之，學習是一個錯綜複雜的歷程，各階段具有循環反覆的特性，沒有特定的型態及模式。

高齡者參與生命繪本課程活動中，能觸發其自我意識，持續覺察與反思是學習的關鍵要素。生命故

事的敘說與創作，對老年期順利發展能產生自我使命感、認同感與成就感之影響，強化其對生命意

義的追尋與自我實現，開展積極逆齡，實踐活躍老化的歷程。 

3. 研究設計與實施 

3.1 研究概念架構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訪談法(semi-stnrctrned intenvie/s)，透過研究者與受訪者深度訪談的對象與

互動過程蒐集研究資料。本研究主要以參加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高齡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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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歷程，其歷程包含「學習動機」（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學習過程」（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

「學習結果」（外在生活改變與內在成長改變）等三個面向，研究概念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概念架構圖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的方式，以研究者於臺北市兩所樂齡學習中心所規劃及教學之「樂齡生命故

事繪本」課程」之有豐富學習經驗的高齡學習者為研究對象，訪談對象的條件包括：年滿 55 歲以

上具有聽說讀寫能力，且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兩期以上，並有創作產出生命繪本作品者。本研究

選出研究對象共九位，2 位男性與 7 位女性，年齡從 55 歲到 82 歲，目前都是退休狀態。 

訪談結果以匿名方式處理，每位受訪者的編碼以三碼組成，其意義分別代表「性別－姓氏－年

齡」所組成，例如：「F-Chen-69」代表 69 歲的陳氏女性學習者。如「a1-1-1」，a1 代表研究者第一

次對 a 訪談；第二個「1」代表研究者以第一個問題訪談；第三個「1」為延續第一個問題之提問。 

3.3 研究工具 

樂齡生命故事繪本課程實施方式 

本研究的實施課程係採用研究者自 2014 年起為臺北市兩所樂齡學習中心所規劃及教學之「樂

齡生命故事繪本」系列課程。 

(1) 課程理念與目標 

「樂齡生命故事繪本」系列課程的課程理念，植基於教學活動化、活動意義化、意義生活

化、生活能力化，引導高齡者主動學習、樂在學習。透過閱讀與對話深化思考、解構及重構自

我發展與統整、正向啟發生命意義、培養其圖文創作力、紀錄生活與生命歷程和省思、智慧傳

承。由此，規劃系列性的課程大綱，具順序性、銜接性、統整性之課程結構；教學採用多樣性

主題素材，設計各種體驗學習、敘說生活故事、運用活潑有趣的多元創作模式，期達到增能閱

讀與自我成長、培養歡樂生活觀、發展正向幸福的終身學習目標。本課程的目標有三：(1)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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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參與者能瞭解生命故事繪本的理論與涵義，並運用在活動中；(2)情意：參與者能發展創作

生命故事繪本的興趣與技巧，並培養自我統整之覺察與信心；(3)態度：參與者能產生生命故

事創作的想法或見解，並轉化為日常中的能力或習慣。 

(2) 教學設計 

本研究的實施課程係由研究者設計與授課之「樂齡生命故事繪本系列課程之二：樂齡時光

之美」，每期 13 個單元，每個單元上課時間 3 小時。每一個單元教案設計概念與執行策略，依

照教學階段分為四個階段：(1)階段一：「暖身」，採用的教學方法是教師講授與體驗學習，教學

活動包含問題意識覺醒活動（遊戲、影片、活動）與圖卡影片閱讀，評量方式為課堂參與度以

及態度檢核；(2)階段二：「主題」，採用的教學方法是教師講授與合作學習，教學活動包含知識

性教學策略（感官、影片、閱讀）與文章書籍閱讀，評量方式為課堂分享以及參與討論；(3)階

段三：「創作」，採用的教學方法是個人實作與分組討論，教學活動包含圖文創作（敘說、書寫、

繪圖）與故事閱讀及寫作，評量方式為分組報告、課堂問答、實務操作、團隊合作；(4)階段

四：「發展」，採用的教學方法是大堂討論與作品展示，教學活動包含舞台教學策略（展示、分

享、交流），評量方式為總結性評鑑問卷、期末心得分享、觀察記錄與訪談、出席率等。 

(3) 課程主題 

「樂齡生命故事繪本系列課程之二：樂齡時光之美」分為三個主題：(1)主題一：「始業式」。

第一個單元的教學活動包含相見歡以及讓參與者瞭解本課程，了解生命故事繪本的創作意義

等；(2)主題二：「時光故事」。第二至第十一個單元教學內容包含人、事、時、地與物：人生美

好－喜歡現在我、人間有情－我的座右銘、事有始末－人生初體驗、事事如意－幸福事件簿、

時過境遷－快樂的記憶、時時刻刻、美好的一天、地靈人傑－小時候的家、地老天荒－懷念老

地方、物忘我心－戀戀隨身物、物悟珍貴－寶貝紀念物；(3)主題三：「作品成果」。第十二至第

十三單元教學內容包含創作作品的彙整、書寫學習與創作心得、封面製作與編輯成冊，完成最

後的成果饗宴。單元的教學目標是回溯生命解構記憶，在建構生命故事新解，促進自我統整與

重塑之生命意義。 

(4) 課程特色 

「樂齡生命故事繪本」系列課程內容具有三個特色：(1)運用活潑有趣的活動、討論、思

考、對話、創作、遊戲、感官等多元學習策略啟發全人的三 H 學習：用心感覺(Heant)、用腦思

考(Head)、動手創作(Hand)；(2)課程內容採用多元素材（照片、剪貼、繪畫等，以及文字敘寫），

創作方式有兩種模式：個人獨創（讓允文允圖的參與者展現自我才華）、小組共作（讓擔心畫

圖寫文者互助減壓共學）；(3)創作的生命智慧與傳承的作品成果，融合自由、自主等多元學習

模式，例如：(1)創作內容：可選擇以現身說法呈現真人書、或以心靈故事圖文創作；(2)作品

呈現：可選擇以製作影音影片、或以手寫手繪圖文的紙本呈現；(3)故事選擇：可選擇製作自己

的故事、或選擇製作他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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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本研究是屬於探索式的研究，採用質性研究(qralitative neseanch)。針對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

的高齡學習者，進行半結構式深度晤談以蒐集質性資料，並在訪談中視情況彈性調整訪談大綱的內

容及順序。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主要是以訪談資料、生命故事繪本作品和研究者為主。質性研究中，研究者

本身就是工具（陳向明，2002），本研究的課程設計及教學者即是研究者本身，具備教育學碩士及

成教領域的博士候選人，擁有 25 年成人教學經驗以及 17 年高齡教學經驗，且任教於大學之老人

服務相關科系，研究者透過活動歷程中產出的教學執行日誌、團體活動紀錄、活動概況觀察與反思、

文獻檔案及研究筆記；以及參與者之生命故事繪本作品、懷舊照片等，均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的素材。 

受訪者的生命故事繪本成果作品，資料收集乃於每單元進行過程中，經由研究者的主題講述與

引導思考之後，由高齡學習者敘事自己的故事，繼而透過帶領討論，引導其深度思考與反思；。接

著，將其敘說之文字與思緒書寫成章，並繪製圖畫或佐以照片等；。最後，將各單元的圖與文，集

結彙編命名成冊，完成一人一本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繪本」。 

本研究為自編的訪談大綱，研究者針對研究目標，聚焦於三個具體的問題： 

(1) 您會參加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原因是什麼？ 

(2) 您在參加過程中，有哪些學習體驗與感受？ 

(3) 您在參加課程之後，在內在與生活上有什麼改變？ 

本研究在訪談之前，先提供紙本文本訪談大綱給每位受訪者參考，隨後安排在安靜、有隱私空

間、不受干擾之環境，與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 

3.4 資料蒐集程序 

本研究的資料信實度上，內在效度採取用方法論的三角檢證(bet/een-methods tniangrlation)，是

以不同方法如訪談、觀察、非干擾性的測量三角檢證（Lincoln & Grba, 1985；紐文英，2020）。透

過不同對象的角度來檢視訪談資料，藉由指導教授、研究者及同儕稽核來分析效度，協助澄清相關

概念，以利問題的發現及資料分析的進行。 

外在信度則以研究者之長期涉入及參與觀察，由研究者設計與教學之「樂齡生命故事繪本」系

列課程，自 2014 年至 2021 年已開課 14 期，每期課程約 12~14 個單元，每單元 3 小時，開課時數

達 500 小時以上。研究者對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規劃與教學，有長期經營的豐富經驗、認知與理

解。透過外在信度提升內在效度，以增加資料的確實性。再者，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均遵循研究倫

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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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採主題分析法。質性研究蒐集大量語言資料，解釋分析資料乃研究之重要關

鍵。本研究首先依據文獻內容，初步擬定「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之訪談大綱，接著將訪

談逐字稿資料做主題分類歸納、進行編碼，將逐字稿中每個有相關、相似或相同意涵的文本與代碼，

歸納成意義單元，並根據相似的意義單元進一步歸納為次主題與主題，訪談資料分析架構範例，如

表 1 所示。 

表 1. 訪談資料分析架構範例表 

主題 次主題 意義單元 文本與代碼 

學習動機 內在動機 對課程好奇 
「對樂齡課程充滿好奇，也極想了解生命繪本的實

質意義為何」(g1-1) 

學習結果 外在生活改變 付諸身體力行 
「每生命故事需要紀錄、分享、整理，我做自己的

生命繪本，也開始為自家人創作生命故事」(i1-3-1) 

4. 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之學習動機 

高齡學習者其學習動機，為因應各層面的改變能力及知識的具備，需與時俱進方能順利適應生

活的改變（陳清惠、高淑真、胡夢鯨，2019）。根據文獻探討高齡者學習動機有外在動機與內在動

機，而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學習動機確實有外在動機與內在動機等兩個因素。 

參與的外在動機包括：想自製自己的生命繪本、促進人際關係等因素 

想自製自己的生命繪本：受訪者在參與過程中，反應熱絡、勇於分享敘說自己的生命故事，從

研究者的隨堂觀察以及訪談資料均反應出受訪者表示參加此課程可以讓獲得自我接納，進而達成

自我肯定，完成心中的夢想，擁有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繪本，我的生命故事我自己說。 

「希望有組織性的把生命故事點點滴滴用繪本畫出來。」(a1-1) 

「很希望有機會動手製作。」(b1-1-2) 

「整理自己的生命。」(i1-1-2) 

促進人際關係：受訪者表示在參與過程中，除了可以敘說自己的故事，也能聽到別人的故事，

甚或從別人的故事中，獲得不一樣的新觀點，同時也發現，人人的故事都精彩，各有不同的色彩，

這份深度的敘事探索，讓彼此成為生命中相知相惜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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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識新朋友的機會，有人際良性互動的場所。」(b1-1-3) 

「希望能更了解眾生。」(d1-1-2) 

「我是主角你也是主角。」(f1-1) 

參與內在動機包括：對課程好奇、學習與增進知識和思考、增進自我了解等要素 

對課程好奇：受訪者表示對課程的好奇心源自於對自我生命探索的意識，並且對於能打造完成

專屬的生命繪本作品充滿期待。 

「課程名稱的主題很吸引我，也很好奇，很想一探究竟在談什麼。」(c1-1) 

「對樂齡課程充滿好奇，也極想了解生命繪本的實質意義為何。」(g1-1) 

學習與增進知識和思考：受訪者表示在參與過程中，共讀主題相關的文章、書籍或影片，透過

老師的引導深入思考與鏈結，透過學習獲得增能，感性與理性都得到滿足和喜悅。 

「想更認識字。」(b1-1-1) 

「有助腦思考的機會。」(b1-1-2) 

「增加知識。」(e1-1) 

增進自我了解：受訪者表示藉由生命的回顧與統整生命歷史，看到自己的優點和特質，並在生

命故事分享中得到關照與情感支持，能更加認識自己、肯定自己，進而朝生命自我統整邁進。 

「希望能更了解自己。」(d1-1-1) 

「藉由課程親近自己，了解自己。」(i1-1-1) 

從上述訪談資料分析歸納顯示，受訪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學習外在動機有「想自製自己

的生命繪本」、「促進人際關係」。此研究結果與其他相關研究類似，例如：能力培養、掌握學習機

會、完成夢想、同儕相伴、想要結交朋友的意念、朋友的邀約等外在動機概念（李盈蓁，2016；章

嘉真，2016；僧羽綸，2015；盧婧宜，2014；張文煌，2012；羅雅馨、2011）。 

受訪者的內在動機則有「對課程好奇」、「學習與增進知識和思考」、「增進自我了解」等。此研

究結果與其他相關研究類似，例如：對課程有興趣、基於認知興趣和好奇、想要接觸新東西、滿足

喜好、滿足求知慾、掌握了學習的機會、為學習而學習、自我評價、自我反思等內在動機概念（李

盈蓁，2016；陳紅杏、李雅慧，2015；僧羽綸，2015；盧婧宜，2014；張文煌，2012；羅雅馨，2011；

詹慧珍，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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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學習過程 

當事人是個敘說故事者，同時也是個聽自己故事的人（曾端真、陳為學，2015）。而在生命歷

程觀點(life cornse :ens:ective)中，生命(lives)不僅是由個人年齡的改變所串起的生命階段轉換，它

更受到歷史地理、社會結構、文化脈絡的影響，個人所處人際網絡中的其他生命亦連動地發揮作用，

而個人也具備選擇與能動的可能性來塑造與重塑生命。 

受訪者談到關於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時，覺得學習過程中有許多深刻的收穫與體驗，從訪談

資料顯示，受訪者表達參與學習過程分外在與內在等兩個因素。 

外在因素包括：學習障礙的因應與持續學習的熱忱、團體中同儕學習的趣味以及經驗學習能力的

提升等 

學習障礙的因應與持續學習的熱忱：受訪者表示雖然在學習過程中會遇到阻礙，但是透過心裡

的調整或是同學的支持，也會願意參與學習。 

「有一天家裡臨時有事無法前來上課，非常懊惱，但還好有群組向同學們請教課程中分享的點

點滴滴，還有作業。」(g1-2-2) 

「我曾經請假一次，因為有考試的壓力，我期許自己調整好再來上課，可以充分享受課程。」

(h1-2-1) 

「每不管參與任何課程，我都會很熱誠去完成它，除非生病，很少缺課。」(a1-2-2) 

團體中同儕學習的趣味以及經驗學習能力的提升：受訪者表示在學習歷程中，可以與同儕一同

學習，彼此分析自己的人生經驗。 

「我們每次在塗鴉中、遊戲中，學習成長，譬如有一次寫完對方的優點，20 人不但要記他的

名言，還要記他的專長，訓練腦力一玩法，每個人都忙成一團。」(a-1-2-1) 

「在硬筆練字過程，學習修身養性。」(c1-2-1) 

「在課堂發表感想練習膽量，分享彼此的人生態度，也學習用正向思考來鼓舞自己。」(g1-2-

1) 

內在因素包括：正向思考創造價值、生命檢視與自我探索、自我肯定、激發潛能與促進生命統整

等要素 

正向思考創造價值：學習過程中，藉由生命故事繪本的體驗，嘗試從正向思考的方式進行，並

且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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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到同樂共學，正向美好的念頭，嘗試著去看到不同的面向。」(c1-2-2) 

「印象最深刻的是幸福的定義，同學有人提及只要不被魚刺刺到就是幸福，可見幸福是那麼容

易滿足。」(d1-2) 

「學到以詼諧阿 Q 的心態去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d1-2) 

生命檢視與自我探索：透過故事彙整的學習，再一次檢視並整理自己的人生，並且嘗試進行自

我的探索。 

「在參與課程中，我曾經想過，嘗試扮演新的角色去做自己，不要時時被羈絆，輕鬆做自己，

可是並不容易。」(c1-2-3) 

「畫出生命樹，整理自己的成長過程。」(h1-2-2) 

自我肯定、激發潛能與促進生命統整：雖然人生常常遇到困境，但透過檢視、分享等方式激發

潛能並統整自我。 

「在參與課程中，確實有感到困境，但我就秉持平常心的心態，持續努力，不論結果如何，即

使我的作品不完美。」(e1-2) 

「以友為鏡，看到別人的非凡。」(h1-2-3) 

「每家庭樹對自己原生家庭的再次看見，重新詮釋也再次感恩我的父母、手足。」(i1-2) 

從上述訪談資料分析歸納顯示，受訪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學習過程的外在因素有「學習

障礙的因應與持續學習的熱忱」與「團體中同儕學習的趣味以及經驗學習能力的提升」。此研究結

果與其他相關研究類似，例如：個人連結於群體、在群體織起豐厚的人際網路、與他人彼此有所回

應，互相負責、團隊分工合作、經驗的價值、提升自我層次等要素（吳文麗，2016；章嘉真，2016；

僧羽綸，2015；陳蘭芬，2014；張文煌，2012；羅雅馨，2011；詹慧珍，2009）。 

受訪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學習過程的內在因素有「正向思考創造價值」、「生命檢視與

自我探索」、「自我肯定、激發潛能與促進生命統整」等要素。此研究結果與其他相關研究類似，

例如：自我探索、創造生命價值，生命檢視、體認到生命的重要性與意義、生命統整、豐厚的人

際網絡等要素（呂怡慧，2017；詹慧珍，2009）。 

4.3 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後的改變 

在敘說之中，當事人會逐漸明白故事是由自己所編織。當事人一邊說故事，一邊聽自己的故事，

同時也在進行著自我對話：「這是我希望的故事嗎？」此內在對話可以促成思考的改變。在自我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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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中，會有不同的思考，能看到自己具有選擇的主導性。思考的改變來自對故事的不同詮釋（曾端

真、陳為學，2015）。 

受訪者談到關於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後，談到學習成果，感覺自己有許多學習心得與成長，

也發現自己的改變，從訪談資料顯示，受訪者表達參與課程之後的改變分為外在生活改變與內在成

長改變等兩個層次。 

外在生活改變包括：獲得新知識與能力、付諸行動身體力行、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與他人資源

共享等要素 

獲得新知識與能力：受訪者表示透過本課程，可以獲得新的知識與能力。 

「學到寫字的能力、識讀能力、快速中整理想法能力、學習製作生命繪本的能力。」(b1-3-1) 

「每我發現自己的理解能力比以前增強了，記憶力也比以往增強。」(d1-3-4) 

付諸行動身體力行：學習之後，受訪者也會願意嘗試身體力行並且實際行動。 

「每我會想到『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儘速去做，即使是錯了，也比猶豫不決來得好。」(d1-

3-1) 

「每自告奮勇擔任社大班長、鄰居孩子常常大哭，經多次懇切拜訪後，和鄰居成為『好厝邊』。」

(d1-3-4) 

「每我想透過學習，都會有新的想法與改變，一定會慢慢的帶到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的，但是

習慣的養成沒那麼快奏效！也是要日積月累，才能迸出大的火花。」(c1-3-1) 

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由於課程的設計，除了課程教學之外，也會安排相關活動，讓學員可以

應用在生活中。因此，受訪者也表示會將所學的內容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有努力去實踐上課所學到的，因為每天都會碰到新的情境、新的人物、新的事情。」(d1-

3-3) 

「完全運用到生活才有意義。」(d1-3-5) 

「每生命故事需要紀錄、分享、整理，我做自己的生命繪本，也開始為自家人創作生命故事。」

(i1-3-1) 

與他人資源共享：透過本課程的教學與實作，受訪者表示願意把學習的內容分與他人進行分

享。 

「會分享給家人或同學及朋友。」(g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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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同方向尋求因應之道，例如向朋友請教、從書中找答案、把它寫下來，再思考、和太太、

小孩說出來，請教他們。」(d1-3-2) 

內在成長改變包括：正向力的改變、學習力的改變、覺察力的改變，以及人生觀的改變等要素 

正向力的改變：就由課程的學習，在面對事情時更能以正面積極來面對。 

「我很想改變自己，希望能多多吸收同學的分享，讓自己能改變。」(e1-3) 

「會把所學帶到日常作息中，見解較樂觀。」(a1-3-2) 

「都是正面積極的能量。」(b1-3-4) 

「生活更加喜樂。」(h1-3) 

學習力的改變：學習之後，受訪者表示閱讀口語表達也有進步，此外自己的觀念、或是想法也

會改變。 

「視野較豁達，與同學比較見解上不同。」(a1-3-1) 

「每經過學習嘗試改變後，我覺得自己的學習與能力有長足的進步：(1)觀念改變，行動就會

改變；(2)會願意去嘗試新的改變；(3)從別人眼中的自己去探索自我並確認自我；(4)看到同學

許多的感動，從而發現心靈上的美與愛。」(c1-3-2) 

「閱讀力有進步，口語表達有進步。」(i1-3-2) 

覺察力的改變：受訪者表示經過課程學習之後，觀察覺察的能力也有明顯進步。 

「傾聽別人分享的能力，也學習到欣賞別人長處的能力。」(b1-3-2) 

「覺察力有進步。」(i1-3-2) 

「每會用新的角度看待遇到的困難與問題、會用更多的體貼去包涵別人的不一樣、會有更多的

自信去面對老年及死亡。」(b1-3-3) 

「都是正面積極的能量。」(i1-2) 

人生觀的改變：當個人開始回顧自己生命，也會開始檢視個人價值觀，並進行自我統整。 

「每不要企圖留戀過去，也不要為將來過分擔憂，卻要用心用情在每一個『現在』。」(f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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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訪談資料分析歸納顯示，受訪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學習成果的外在生活改變包

括:「獲得新知識與能力」、「付諸行動身體力行」、「所學應用於生活中」、「與他人資源共享」等。

此研究結果與其他相關研究類似，例如：獲得知識與常識，增加學習能力、豐富學習的內涵、促進

理論與實務連結的互動、養成及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所學能應用於生活中，並融入生活中的成長

與改變、人際互動關係、結交朋友、團隊的支持和溫暖、經營家庭、創造家庭價值等要素（林培齡，

2017；陳紅杏、李雅慧，2015；僧羽綸，2015；張伊瑩，2014；陳蘭芬，2014；盧婧宜，2014；李

寶釵，2013；羅雅馨，2011）。 

受訪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學習成果內在成長改變有「正向力的改變」、「學習力的改變」、

「覺察力的改變」、「人生觀的改變」等。此研究結果與其他相關研究類似，例如：正向人生觀、處

理情緒與壓力的方法、超越逆境的能力、轉換心態更有彈性接受環境的挑戰、從過去的經驗進行反

思、身心覺察的方法、改變人生觀、欣賞生命美好面向的能力等要素（李盈蓁，2016；陳紅杏、李

雅慧，2015；陳蘭芬，2014；盧婧宜，2014）。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學習動機熱絡且多樣化 

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學習動機不一，主要是對課程的好奇、想學習知識和思考，透

過彼此分享生命故事中，增進自我了解，增益人際互動，進而能具體產出自製的生命故事繪本。 

高齡者擁有豐富的生命經歷與智慧，且異質性大，有的人帶著問題來上課，希望從老師或同學

間得到解惑；有的人是因為年輕時喜歡書寫卻因生活中的種種原因被迫中斷，現在繼續來圓夢；有

的人是因為生命故事很豐富，希望書寫留存記憶傳承智慧；有的人是因為對生命故事有濃厚的興

趣。值得開心的是，參加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高齡者，都是為自己而學習。 

高齡者在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具有高度持續學習的熱忱，以及正向思考的態度 

高齡學習風潮蔚然興起，透過學習自我檢視、自我探索、自我肯定，提升了自我價值，同儕互

助共學，學習過程在同樂中展現自我，對於課程充滿期待，是最好的促進因子。 

研究者從教學實務中的觀察與了解，多數高齡者參與學習時，都希望有深度的思考與知識的傳

遞，喜好能有更多交流討論的機會，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能從別人的生命故事中獲得共鳴與啟

發。在共同時代記憶裡，彼此擁有共通的故事，敘說者感受到被了解的貼心與慰藉，聆聽者也激起

內心更多的火花。在學習的歷程交流中，形塑成聽說讀寫的閱讀療癒力，生命故事在自然中梳理，

而生命故事繪本也在輕鬆的氛圍中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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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後的學習成果，能達成對內在成長產生正向力、學習力、覺察力及

人生觀的改變，亦達成外在生活改變的成效 

透過高齡學習者的學習回饋，及其所創作之生命故事繪本作品，有「正向力的改變」、「學習力

的改變」、「覺察力的改變」，以及「人生觀的改變」等內在成長改變，亦達成外在生活改變的成效。

高齡者能獲得新知識與能力，並能付諸行動身體力行，除了與他人資源共享之外，進而將所學應用

於生活中。 

每一位高齡者所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是最佳教材，從中萃取正向思考創造自我價值，一個個生

命故事的自我檢視與自我探索，一步步朝自我肯定與激發潛能前進，在生命故事一頁頁書寫過程中

生命統整渾然天成。研究者在每個單元都有提供學員三個回家應用習作，鼓勵高齡者延續所學，並

實踐於日常生活中，進而提升自我導向學習能力，落實獨立自主學習。 

5.2 建議 

高齡者應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樂齡生命故事繪本課程透過對生命歷程的解構及再建構，促進

其內外成長與正向改變。本研究從實務面與未來研究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 

授課教師應掌握高齡者之身心特性與學習需求，提供多元的生命故事繪本課程 

根據本研究結果學員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的動機多樣化，因此授課教師應掌握他們的學習

需求，提供多元型態的內容，例如：除了生命繪本之外，撰寫敘事故事、生命史、回憶錄，或是結

合科技以紀錄片、微電影、Podcast、數位影片等不同方式產出獨一無二專屬的作品。而在課程深化

部份，除了生命故事圖文創作之外，可以增加自我探索、生命意義或觀點轉化等深度與廣度發展，

融合懷舊方案、生命回顧、回憶治療等多面向之創作模式。 

參與課程的高齡者能延續所學內容並實踐日常生活中，整合自身的發展任務與深化學習成效 

根據本研究結果，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後的高齡者，在其內在與外在學習結果皆有明顯的改

變，因此建議高齡者能持續身體力行，分享自身經驗，整合自身的發展任務並且深化學習成效。 

擴大研究場域與對象，並採取不同類型研究方法 

當今高齡學習場域普及，學習管道通達，對未來研究建議應可擴大研究場域與對象，如：樂齡

大學、安養護中心、關懷據點及長照據點等，利於瞭解各層面高齡學習現況，以及採取不同類型的

研究方法，裨益深入瞭解，作為未來規劃與推動高齡教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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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n:ose of this strdy /as to ex:lone the leanning motivation, :nocess, and ex:eniences of eldenly 

:antici:ants in a cornse of life stony :ictrne book, and to frnthen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thein intennal 

gno/th, extennal life, and ins:ination aften leanning. A qralitative neseanch method /as em:loyed, and nine 

intenvie/ees /ene :rn:osively sam:led fnom the eldenly leannens /ho had the ability to listen, s:eak, nead, 

and /nite at the Tai:ei Senion Leanning Centen fon semi-stnrctrned intenvie/s. The neseanch findings can be 

srmmanized as follo/s: the leanning motivation of the eldenly :antici:ants in the life stony :ictrne book 

cornse /as mainly dniven by crniosity, the desine to leann kno/ledge and to think, to enhance self-

rndenstanding thnorgh shaning life stonies, to im:nove inten:ensonal intenaction, and to :nodrce thein o/n 

life stony :ictrne book. In the leanning :nocess, the eldenly leannens sho/ed a high level of enthrsiasm fon 

continrors leanning and :ositive thinking, /hich led to self-neflection, self-ex:lonation, self-affinmation, 

and im:novement of thein self-/onth. Moneoven, :een leanning and mrtral assistance /ene the best factons 

fon :nomoting thein leanning. The leanning ortcomes of the eldenly :antici:ants inclrde intennal gno/th 

changes srch as :ositive changes in motivation, leanning ability, a/aneness, and life :hiloso:hy, as /ell as 

extennal life changes. The eldenly :antici:ants can acqrine ne/ kno/ledge and abilities, and a::ly /hat 

they have leanned to thein lives thnorgh shaning nesornces /ith othens and acting. The final necommendation 

is as follo/s: Teachens shorld have a good rndenstanding of the :hysical and mental chanactenistics of the 

eldenly leannens and thein leanning needs, and :novide a divense crnnicrlrm of life stony :ictrne books. The 

eldenly leannens /ho :antici:ate in the :nognam shorld be able to continre the leanned content and a::ly it 

to thein daily lives, integnating thein o/n develo:mental tasks and dee:ening thein leanning ortcomes. As 

fon frtrne neseanch, it is srggested to ex:and the neseanch sco:e and srboects and em:loy vaniors neseanch 

methods. 

Key/onds: life stonies :ictrne book, leanning :nocess, eldenly leann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