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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大學生服務學習成效與老人互動感受之關聯性：以中部某

科技大學為例 

*彭田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摘要 

當課程結合服務學習一併進行規劃時，即在學校端開啟並提供學生實際了解自己與老人互動

後感受場域與機會的契機。所以本研究旨在了解大學生經過服務學習後，自我對老人的感覺與其相

關影響因素。研究對象為中部某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學生，採便利取樣、結構式問卷進行資料之蒐

集，共計回收 193 份有效問卷。由結果中發現，服務學習成效的九個面向「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

心」及「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的相關性雖 p>0.01，但均為低度相關性存在。再以複迴歸分

析來看，入學動機中「有興趣」解釋了「與老人互動後的感覺」13.6%的變異；服務學習成效總分

各題平均值則解釋了「我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之 11.5%的變異。因此，服務學習課程在提升

大學生與老人互動後之感受實有其正面意義存在。 

關鍵詞：大學生、服務學習成效、與老人互動感受 

1. 緒論 

伴隨著社會型態的變遷、家庭型態也隨之改變的同時，讓年輕世代與老人間產生了不等度的疏

離感，甚至陷入對高齡者刻板印象的迷思，繼而影響彼此間的互動感受與社會支持功能。一項針對

長期照護學系學生的研究中指出，進入長照領域必須從最基層的照顧服務員開始累積與培養經驗

為學生普遍上的認知（蘇永裕等人，2017）。但現階段長照相關科系畢業生投入長照服務工作的人

數仍無法滿足職場所需。以微觀論，人力流失扮演著重要的影響性（林佳靜，2017）。因此，如何

在學校端即透過實際的服務與陪伴，將情意知識化為有溫度的行為。讓年輕世代透過了解自我與老

人互動歷程中的感受與自覺意義後，未來也願意提供給高齡者更多的包容與照顧，應該是社會當前

思考讓大學生願意踏入照顧場域的重要課題之一（廖婉如、林麗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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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動機 

台灣教育部自 2014 年核定「服務學習推動方案」並開始推動後，全國各大專校院即陸續開始

施行「服務學習」相關課程或活動。當課程結合服務學習一併進行規劃時，即在學校端開啟一個藉

由「服務老人」契機的同時，提供年輕人有實際了解自己與老人互動後感受的機會與場域。由研究

中得知，學生在參與服務學習活動後，對高齡者會呈現出正向的情緒感受（林俊德，2017）。故研

究者選擇中部某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該系配合學校規定將「功能性體適能」專業課程納入「服務

-學習」內涵，讓學生從事與專業領域學習目標有關的服務活動，並提供反思機會以連結其專業領

域的學習。因應該系對學生畢業能力之期待，之後亦有其他專業科目授課老師在其課程中加入服務

學習之評值。所以本次即以該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大三、大四在校生及畢業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學

生在參與服務學習課程後與老人的互動性感受，並將研究結果作為未來在服務學習課程設計時的

參考。 

1.2 研究目的 

(1) 了解不同基本屬性之大學生對與老人互動後感受的差異； 

(2) 分析與老人互動經驗對與老人互動後感受之差異； 

(3) 探討服務學習成效對與老人互動感受的相關因素。 

2. 文獻回顧 

2.1 服務學習理念與施行 

服務學習是強調「以人本理念為出發點」之經驗學習理論。在涵蓋「服務」及「學習」兩個面

向與「做中學」的方式，連結學校與社區，提供學生在自我價值、反思、領導、職涯與任務成就的

學習機會（陳勇祥、賴翠媛，2017）。台灣教育部在 2007 年 5 月 9 日函頒「大專院校服務學習方

案」後，於 2014 年核定「教育部服務學習推動方案」，並推動全國各大專院校陸續開始教授或進行

「服務學習」課程以期強化學生之公民素養。伴隨著大學自主學習時代之趨勢下，學生學習的場域

也由傳統的校園擴及到周邊環境、社區甚或社會中。由於服務學習是教學與學習的方式之一，馮莉

雅(2007)即指出，服務學習因其具備反思的要素並與學校課程相結合，故有別於傳統的社區服務。

而理想的服務學習課程應具備協同合作、互惠性、多元性及以學習為基礎等之特色（鄭博真，2012）。

透過課程、專業、機構學習環境的規劃與活動設計後，融入課堂學習知識於社會服務的實際過程中，

並在面對過往生命經驗「解構」與「再建構」的歷程，覺察自我內心真正感受的同時獲得完整學習

之預期效益（孫智辰、涂靜宜，2011；蔡昕璋，2017；陳雪芬，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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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務學習實施成效 

服務學習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達到所設定的目標。邱桂珍(2023)指出，在課程中導入服務學習，

確實有具象化課堂討論主題之效益。張靜文、陳麗媜(2014)於服務學習融入課程的研究方案中發現，

經過準備服務學習到實際服務學習的歷程後，學生對服務學習的價值予以肯定，尤其是在問題解決

能力、表達能力與領導能力上（董力華、陳玲娜，2014）；透過實作可以讓學生更清楚活動帶領技

巧，並從中累積經驗及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洪櫻純，2018）；增加對公民社會發展程度的提升及

對社會的責任感（鄭博真，2012）。至於參加服務性社團的經驗，對學生服務老人的意願亦具有影

響性（謝廣全、楊國德，2009）。顯見服務學習在加強學生個人的服務技能、學習機會及價值認同

等方面均有其正面效益存在（陳雪芬，2020）。而參與高齡服務學習者對其未來就業及服務意向亦

有所影響，尤其是有較頻繁互動的學生（侯佳慧，2017）。因此，服務學習歷程除了能夠鼓勵學生

發展或增進社區服務、主動參與決策及社會責任的效益外，也能讓學習由過往的被動式改為較積極

的面向。 

2.3 與老人之互動經驗與感受 

提供健康和社會照顧服務時，社會制度、組織、文化價值與意識形態均有其影響性存在（陸洛、

高旭繁，2009）。不同世代間順應著個體不同的生活經驗與思維，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彼此間的

互動及觀感。依內政部公布之簡易生命表可見，2020 年國人的平均壽命為 81.3 歲，男性 78.1 歲、

女性 84.7 歲，皆創歷年新高，也顯示國人平均壽命呈現上升的趨勢（內政部新聞稿，2021）。再以

行政院統計資料庫 2020 年家庭組織型態來看，核心家戶中以父母與未婚子女組成之家戶最多（占

30.6%），而主幹家戶中之祖父母、父母及未婚子女組成之三代家戶僅占 10.5%（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1）。配合中華民國 2017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衛生福利部，2018）中之資料，64.88%的老人自

述有罹患慢性疾病、17.52%有衰弱情形、28.16%至少有一項 ADLs 或 IADLs 困難，且隨著年齡增

加，上述問題亦隨之遞增，並使其對生活的滿意度隨之下降。伴隨著社會型態的變遷、親屬網絡間

的連繫隨之改變的同時，可能因此增加老人與年輕世代間的疏離感，最終導致年輕者陷入對高齡者

刻板印象的迷思，繼而影響家庭的互助與社會支持功能。由調查中發現，一般大學生對老人持正向

態度，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同住時（莊婷如，2016）。謝廣全、楊國德(2009)指出，女性可能因有較高

的同理心或同情心而對老人亦持較正向的態度。而接觸經驗頻率越多，對老人的感受就愈正向（李

芳瑀、謝佳容，2013；侯佳慧，2017；趙學瑾等人，2022）。因此，如何提供世代間互動機會，並

在透過實際的服務與陪伴下將情意知識化為有溫度的行為，讓年輕世代未來可跨越不同世代願意

提供給高齡者更多的包容與照顧應該是社會當前重要的課題（廖婉如、林麗嬋，2017）。 

2.4 大學生服務學習成效與對老人互動感受之關聯性研究 

服務學習介入方式的不同，學習方向與目標也會有所差異（趙國玉等人，2018）。具備服務老

人相關技能與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之結果亦對服務老人意願扮演著潛在的影響性（陳雪芬，

2020）。當課程中融入服務學習後，其經驗對大學生社會能力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且有年級之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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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鄭琳玲等人，2013）；除了有助於瞭解並應用所學的專業知識及技能外，也會促使學生在課

業上更主動積極地學習並提早確認個人未來的發展（陳文喜，2012）。大學生在參與服務學習後，

對高齡者有許多正向情緒感受與體驗（林俊德，2017），並在逐步瞭解高齡者的同時也提升了自我

的溝通能力與同理心（陳毓璟，2014）。惟應留意「對於實地服務投入的程度」以及「機構人員協

助的程度」這兩項在整體服務學習認知改變中扮演重要影響性（董力華、陳玲娜，2014）。 

以老人照顧系來看，畢業後之就業場域主要就是直接服務老人的場所，亦為站在第一線的服務

提供者與長期照顧服務領域的主要人力來源，故其與老人互動後的感受必將影響服務意願與品質

（鄧啟明、宋麗玉，2018）。因此，在學期間透過服務學習的機會與反思的過程，應該是有助於年

輕人了解自己對與老人互動歷程後感受的策略之一。 

3. 研究方法與設計 

3.1 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中部某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日間部大三、大四在校生 126 人及畢業生 187 人（共計

四屆）為研究對象，以橫斷式研究法，便利取樣方式，委請導師協助進行資料之蒐集。在校生係於

班會時間協助問卷之發放與回收；畢業生則透過該班級之 Line 群組，以 goog.e 表單完成資料之填

寫。最後回收有效問卷在校生 117 份、畢業生 76 份，共計 193 份，回收率分別為 92.9%、40.6%。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問卷在參考相關文獻，以及經由相關學者同意授權的「服務學習成效問卷」後，彙整

成結構式問卷進行資料之收集。問卷內容共計包含四個部分： 

(1) 學生背景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個性、入學動機、宗教信仰、社團參與等。 

(2) 與老人互動經驗：包含家庭經驗與課程服務學習次數。 

(3) 服務學習成效問卷：係採用趙國玉等人(2018)編制的「服務學習成效問卷」，其中包含「自

我認識及自信」、「溝通技巧」、「問題解決能力」、「公民參與及社會責任」、「團隊技能」、「自

我反思」、「知識應用」、「關愛他人」、「跨文化能力」九個面向，各 4 題，共計 36 題。而此

次研究經測試後整體之 Cnonblct's α 達 0.96，各面向則分別為 0.83、0.82、0.88、0.86、0.88、

0.83、0.90、0.80、0.70。本量表採視覺類比量尺(visul. lnl.ogue scl.e, VAS)從 0 到 10 分，

總分愈高代表學生投入服務學習成效愈顯著。 

(4) 與老人互動後的感受：包含「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及「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

採 Likent scl.e 五分法作答，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 分表示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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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回收後進行編碼，再輸入電腦建檔，以 SPSS fon Windows 21.0 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以描述性統計分析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及與老人互動經驗；以變異數分析探討背景資料屬性對老

人態度之影響；以相關分析檢定各變項間之關聯性。 

3.3 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如圖 1），研究假設為該系大三、大四在校生及畢業生：(1)其不同的基本屬性對與

老人互動後的感受有差異；(2)與老人互動經驗對與老人互動後的感受有差異；(3)服務學習成效對

與老人互動後的感受有相關性存在。 

 

圖 1. 大學生服務學習成效與老人互動感受之關聯性研究架構圖 

4. 研究結果 

4.1 調查資料分析 

由表 1 可見，此次填答問卷者平均年齡為 22.5 歲，女生、自覺個性差不多者占多數。因為興

趣而就讀老人照顧系者為 36.8%，大多都有參與社團的經驗，並以無宗教信仰為多數。而填答問卷

者，在學者占六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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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生背景變項資料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年齡   22.5 1.85 

性別 
男 45 23.3   

女 148 76.7   

自覺個性 

外向 56 29.0   

差不多 80 41.5   

內向 57 29.5   

入學動機 
興趣 71 36.8   

其他 122 63.2   

參加社團

經驗 

有 156 80.8   

無 37 19.2   

宗教信仰 

無 110 57.0   

東方信仰 68 35.2   

西方信仰 15 7.8   

將服務學習成效依九個面向分別予以計分後可見，各面向之每題平均值分數得分最高的面相

依序為「跨文化能力」、「知識應用」及「團隊技能」。「問題解決能力、」「溝通技巧」及「自我反

思」的分數較低（如表 2）。 

表 2. 服務學習成效得分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每題平均值 每題標準差 排序 

自我認識與自信方面 27.25 5.69 6.81 1.42 6 

溝技巧方面 26.55 6.08 6.64 1.52 8 

問題解決能力方面 27.08 6.23 6.77 1.56 7 

公民參與及社會責任方面 28.15 6.41 7.04 1.60 5 

團隊技能方面 29.47 6.07 7.37 1.52 3 

自我反思方面 26.24 5.15 6.75 1.72 9 

知識應用方面 29.64 6.36 7.41 1.59 2 

關愛他人方面 29.13 6.56 7.28 1.64 4 

跨文化能力方面 30.25 5.96 7.56 1.49 1 

總分 247.75 44.22 7.08 1.26  

由表 3 可見，有七成以上學生在家中有與長輩互動的經驗，在學期間曾經參與課程服務學習

次數以 2-5 次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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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與長輩互動經驗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在家中有與長

輩互動的經驗 

有 146 75.6 

無 47 24.4 

課程服務學習

次數 

少（1 次） 18 9.3 

中（2-5 次） 128 66.3 

多（6 次（含）以上） 47 24.4 

「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及「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平均值均達 4.2 分以上（如表 4）。 

表 4. 與長輩互動後感受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 4.26 0.61 

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 4.34 0.71 

4.2 背景資料與老人互動經驗之相關性 

由表 5 可見，女性、自覺個性、入學動機-有興趣及在家中有與長輩互動經驗的學生與老人互

動後的感受有統計上意義存在，再以 Scteffe 事後檢定在自覺個性內向及差不多者與外向間有差異

性存在。至於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部分則以女性、入學動機「有興趣」、在家中有與長輩互

動經驗及宗教信仰是具有統計上意義；以 Scteffe 事後檢定後得知，信仰東方宗教者與覺得服務老

人是很有意義較無宗教信仰或信仰西方宗教間有差異性，但無宗教信仰與信仰西方宗教間亦有差

異性存在。 

表 5. 背景資料和與長輩互動感受分析 

變項 
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 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 

平均值±標準差 檢定值 平均值±標準差 檢定值 

年齡（實歲）  r=-0.11  r=-0.09 

性別 
男 3.98±0.58 

t=-3.71*** 
4.09±0.76 

t=-2.77** 
女 4.35±0.59 4.42±0.68 

自覺個性 

外向(1) 4.00±0.54 F=8.60*** 

3>1 

2>1 

4.23±0.66 

F=2.40 差不多(2) 4.33±0.51 4.30±0.79 

內向(3) 4.44±0.60 4.51±0.63 

入學動機 
有興趣 4.56±0.58 

t=5.58*** 
4.56±0.75 

t=3.38*** 
其他 4.09±0.56 4.21±0.66 

參加社團經驗 
無 4.16±0.50 

t=-1.13 
4.35±0.54 

t=0.09 
有 4.29±0.23 4.3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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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 

無(1) 4.24±0.61 

F=0.96 

4.27±0.70 F=9.17*** 

2>1，2>3 

1>3 

東方宗教(2) 4.34±0.61 4.57±0.53 

西方宗教(3) 4.13±0.64 3.80±1.08 

註：**p<0.01, ***p<0.001 

4.3 與老人互動感受之差異分析 

比較在課程服務學習次數與老人互動後感覺的差異性得知，服務學習次數多者在與老人互動

後有較開心的感覺（如表 6）。 

表 6. 服務學習次數和與老人互動感受的相關分析 

變項 
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 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 

平均值±標準差 檢定值 平均值±標準差 檢定值 

在家中與長

輩互動經驗 

有 4.32±0.60 t=2.06* 4.40±0.71 t=2.16* 

無 4.11±0.63  4.15±0.69  

課程服務學

習次數 

少(1) 3.94±0.64 
F=3.82* 

3>1 

4.27±0.86 

F=2.06 中(2) 4.26±0.62 4.30±0.72 

多(3) 4.40±0.54 4.51±0.62 

註：*p<0.05 

由表 7 可見，服務學習成效的九個面向分別在「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及「覺得服務老人是

很有意義的」的相關性 p>0.01，但因相關係數<0.4 故均為低度相關性存在。 

表 7. 服務學習成效和與老人互動感受的皮爾森相關性分析 

變項 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 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 

自我認識與自信方面 0.32** 0.27** 

溝通技巧方面 0.30** 0.22** 

問題解決能力方面 0.26** 0.26** 

公民參與及社會責任方面 0.37** 0.35** 

團隊技能方面 0.27** 0.29** 

自我反思方面 0.27** 0.24** 

知識應用方面 0.31** 0.27** 

關愛他人方面 0.34** 0.33** 

跨文化能力方面 0.21** 0.30** 

總分 0.36** 0.35** 

註：**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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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中可見，（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地解釋因素）= (0.251) x（入學動機「有興趣」）+(0.216) 

x（服務學習成效-公民參與及社會責任）+ (0.185) x（女生）；整體模式解釋力 25.1%；入學動機「有

興趣」解釋 13.6%的變異。 

表 8. 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的解釋因素 

變項名稱 
影響

因素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R2 
調整後

R2 
F 值 

B 
標準

誤 
β 

常數  3.427 0.188      

入學動機-有興趣 1.179 0.317 0.086 0.251 3.702*** 1.141 0.136 17.127*** 

服務學習成效-公

民參與及社會責

任每題平均值 

1.189 0.082 0.026 0.216 3.179** 0.202 0.194  

女生 1.041 0.266 0.092 0.185 2.901** 0.242 0.230  

個性外向 1.068 -0.221 0.087 -0.164 -2.549* 0.267 0.251  

註*p<0.05, **p<0.01, ***p<0.001 

在（我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解釋因素）= (0.323) x（服務學習成效總分各題平均值）

+(0.544) x（信仰東方宗教）+(0.352) x（無宗教信仰）+ (-2.331) x（男生）；整體模式解釋力 21.7%；

服務學習成效總分各題平均值解釋 11.5%的變異（如表 9）。 

表 9. 我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解釋因素 

變項名稱 
影響

因素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t 值 R2 
調整後

R2 
F 值 

B 標準誤 β 

常數  2.539 0.310      

服務學習成效總

分每題平均值 
1.034 0.182 0.037 0.323 4.971*** 0.120 0.115 

14.272*** 信仰-東方宗教 3.597 0.809 0.180 0.544 4.491*** 0.180 0.171 

宗教信仰-無 3.601 0.506 0.174 0.352 2.906** 0.211 0.198 

男生 1.039 -0.255 0.109 -0.152 -2.331* 0.233 0.217 

註：*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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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 

5.1 不同屬性之大學生對與老人互動後感受之差異 

由結果中可見，女性、入學動機「有興趣」和「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及「覺得服務老人是

很有意義」均有統計上意義存在。謝廣全、楊國德(2009)指出，女性因有較高的同理心或同情心而

對老人持正向的態度。學生對學習的滿意度受到諸多因素所影響，其中就學動機對學生自我肯定感

具有顯著影響性（蘇船利，2008），而學生在大一時若已經確定自己未來的生涯方向，會進一步影

響到未來在學習上的滿意度（廖珮妏、邱皓政，2022），這與此次結果相近。至於在個性方面，外

向開放性的人格特質，傾向於使用主動的策略且行動力亦較高，所以與他人的人際關係建立較快也

較佳（林佳瑩等人，2010）。由於服務學習課程之進行，學生是處在較為被動的情形下進入學習，

或許因此增加了自覺個性內向及差不多者與老人互動的經驗，是否因此在「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

心」的感覺較外向者為高並有差異性存在，仍有待進一步探討。而宗教信仰對「覺得服務老人是很

有意義」上具有統計意義，且在不同信仰間有差異存在。雖然宗教信仰之社會支持是提升人們參與

活動的動機（黃偉凡、王建臺，2022），但依經驗分析的結果發現（陳家倫、劉怡寧，2016），一

般研究所界定的無宗教信仰者，仍有高比率的人相信各種宗教信念，去宗教場所的百分比也高於不

去者，其中還有一些人是對宗教抱持無所謂信不信的態度。因此本此結果中雖可見在宗教信仰上呈

現的差異，但日後應仍可再做較深入的探討以為了解。 

5.2 老人互動經驗對與老人互動後感受之差異 

「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及「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平均值均達 4.2 分以上。在家中

有與長輩互動經驗者對「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及「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都具有統計上意

義存在(p<0.05)。其中家中有老人同住時會增加對老人之正向態度之論點與莊婷如(2016)相近。而

服務學習次數多者「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較服務次數少者間有差異性存在並具統計上意義，亦

驗證大學生在參與服務學習後，對高齡者有許多正向情緒感受（林俊德，2017），且接觸經驗頻率

越多，對老人的感受就愈正向（李芳瑀、謝佳容，2013；侯佳慧，2017；趙學瑾等，2022）。 

5.3 服務學習成效與對老人互動感受的相關性 

「跨文化能力」、「知識應用」及「團隊技能」之每題平均值得分為服務學習成效的九個面向中

之前三項。鄭博真(2012)提出，服務學習課程應具備協同合作、多元性之特色；洪櫻純(2018)亦指

出實作可以讓學生更清楚活動帶領技巧，並從中累積經驗及發揮團隊合作精神來看，本研究中學生

透過服務學習的歷程確實有達到此期待。而在服務學習成效得分中，雖然各面向間均與老人互動經

驗有統計相關性，但因數值均低於 0.4，故屬於低度相關。惟其中「公民參與及社會責任」與「關

愛他人」二個面向及總分在「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和「覺得服務老人是很有意義的」上均在 0.33

（含）以上，略為高一點。陳雪芬(2020)提出，服務學習可以加強學生價值認同的正面效益；對高

齡者有許多正向情緒感受（林俊德，2017）；並在逐步瞭解高齡者的同時提升其同理心（陳毓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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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與在公民社會上的發展（鄭博真，2012）。由於研究對象較為侷限，故未來可以擴大收案對

象以進一步推論。 

綜歸以上結果可知，藉由課堂介入服務學習方式後對學生對老人互動後的感受確實具有不等

度的影響（趙國玉等，2018）。因此學校端以「服務」的形式為出發點下，提供一個改變年輕人與

老人互動經驗及並藉此改變對老人的感受應該是一個可行策略（陳毓璟，2014）。針對落實大學生

與老人服務學習機會，以達到適性發展之效益下建議。 

了解被服務端真正的需要。日間照顧中心、護理之家等機構會因為長輩屬性的不同，而有不同

的照顧服務需求。董力華、陳玲娜(2014)指出，「機構人員協助的程度」在整體服務學習認知改變

中扮演重要影響性。所以任課老師除了在事前與單位先進行討論後再依課程之目標進行方向的設

定外，也要和單位建立出正向互動關係，方能讓學生在服務學習歷程中得以成長並樂於服務。 

依照學生屬性規劃多元的服務學習內容以為多元性選擇。目前課程中所設計的服務學習內容

多侷限於單一形式或只著重服務的歷程，缺乏因應不同屬性學生的學習機會。而此次研究中發現，

自覺個性內向及差不多者在「與老人互動後感到開心」的感覺較外向者為高並有差異性存在。所以

如果能規劃多層次的服務學習內容提供同學作為彈性選擇，或許會出現不同的漣漪效應。 

5.4 研究限制 

本研究僅就中部某科技大學老人照顧系學生為對象，因此讓研究結果進行解釋受到限制。建議

未來進行相關研究時可以擴大收案之系所，以期達到更高的推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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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vice-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Interaction 

Perception with the Older Adult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ng, T. 

Deplntment of E.denclne, Centnl. Tliwln Univensit. of Science lnd Tectno.og. 

Abstract 

B. integnlting senvice-.elnning witt cunnicu.ln p.lnning, univensities cln pnovide students witt 

pnlcticl. oppontunities lnd venues to undenstlnd ttein own emotions lnd intenlctions witt tte o.den ldu.ts. 

Ttis stud. lims to investiglte tte implct of senvice-.elnning on univensit. students' penceptions lnd flctons 

ne.lted to intenlcting witt o.den ldu.ts. Tte plnticiplnts wene students enno..ed in ln o.den ldu.t clne counse 

lt l tectno.ogicl. univensit. in centnl. Tliwln, witt l totl. of 193 vl.id questionnlines co..ected ttnougt 

convenience slmp.ing lnd stnuctuned questionnlines. Tte nesu.ts nevel.ed ttlt tte conne.ltion between 

"fee.ing tlpp. lften intenlcting witt o.den ldu.ts" lnd "fee.ing ttlt senving tte o.den ldu.ts is ven. 

melningfu." wls oust p>0.01 in tte nine lspects of senvice .elnning effectiveness, indiclting .ow 

conne.ltions. Mu.tip.e negnession lnl..sis found ttlt students' motivltion fon enno..ing in tte counse 

lccounted fon 13.6% of tte vlniltion in "fee.ings lften intenlcting witt o.den ldu.ts," wti.e tte lvenlge 

scone of tte senvice-.elnning effectiveness questions exp.lined 11.5% of tte vlniltion in "I ttink senving 

o.den ldu.ts is melningfu.". Ttenefone, tte senvice-.elnning counse tls l positive implct on impnoving tte 

fee.ings of co..ege students lften intenlcting witt o.den ldu.ts. 

Ke.wonds: co..ege students, penception of tte o.den ldu.ts, senvice-.eln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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