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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心智圖法融入方案評估與設計之學習歷程與成效研究 

*鄭鈞元 

輔英科技大學 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心智圖法融入「方案評估與設計」課程之學習歷程與成效，採質量並重

的混合研究。參與本研究之成員，包括二間失智日照中心年齡 65歲以上之高齡者共 32名及 36名

大學生。由大學生分二組各設計一符合失智高齡者與大學生間可共同進行的單次之代間認知方案，

以單組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方式，測量大學生參與方案活動前後之學習成效差異，同時輔以質性

內容分析方式，分析大學生參與該活動方案後之心得反思資料。結果發現學生在其認知領域、技能

領域、情意領域的前後測皆達顯著差異，且亦發現透過融入心智圖法後，學生的學習成效顯著提升；

同時產生四項成長性經驗，包括「心智圖教學法翻轉傳統課程、修正對失智高齡者觀感、個人正向

成長、反思個人未來職涯選擇」等。基於前述研究結果，提供相關建議於後續研究及實務工作參考。 

關鍵詞：心智圖、方案評估與設計、失智、高齡者 

1. 緒論 

人口老化儼然已成為世界趨勢，已開發國家皆面臨人口老化之現況，臺灣也不例外。為因應未

來長期照護、照顧需求的大幅提升，行政院於 2007年配合「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之要求訂定

「長期照顧人才培育實施計畫」，此為我國長期照顧首次針對人力培育訂定計畫，其中主要由社政、

衛政、勞政及教育等四個主管機關進行長期照顧服務人才培育規劃。其中，根據教育部統計，大專

校院「老人與失能成人照護學類」的學生人數從 94 學年的 882 人，在 107 學年已經增加為 6,530

人，近 13 年來增加了 6.4 倍；開設相關科系的學校也從 94 學年的 5 校，成長到 107 年 33 校，也

就是說已經有 2 成的大專校院設有相關科系。若再把「護理及助產」或「其他醫藥衛生」等涉及

「長照」或「高齡」跨領域科系所也納入計算，107學年的學生達到 7,387人，開設相關科系的學

校共有 43校。近 10年累積學士畢業生 8,962 人、專科畢業生 2,176 人（教育部統計處，2019）。但

畢業後投入長照相關領域者，卻只有四成三（國語日報，2021）。除此之外，教育部為利長照服務

長遠發展，自 2007年開始在高中職試辦「照顧服務科」，將培育長照服務人力工作向下紮根至高中

教育階段，目前全台共 19 所學校、學生 245 人，但 2018 年平均招生率僅 25%（邱彥瑜，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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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為何目前透過大專校院培育出來的長照人才，願意持續從事長照工作或投入長照工

作的比例卻偏低呢？除受薪資福利不佳、職涯升遷不明朗及社會意識型態不友善等條件影響外，臺

灣長照工作的專業分工，導致部門知識間的隔閡更是一大隱憂。另外，傳統教室是一個以教師為中

心的教室，每節課都是由教師主導，從教師的角度思考及設計教學活動進行單向講述，無法有效關

注學生之學習能力、學習回饋、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黃政傑，2014；溫佳蓉，2019），進而造成

在原有教室裡所進行的教學面臨著師生皆「無感」的窘境。為此解決其瓶頸而發想，若能在進行教

學時能融合大學社會責任之元素，將教學場域融入於所關懷的長照場域中，藉此啟發學生實踐社會

責任的長照問題意識，讓學生在實踐過程中得到自我觀照的學習機會。或許，將能激發學生的學習

興趣與熱忱，並修正其對長照問題的刻板印象或偏見，進而達「將教室放大、事事是議題、處處是

教材、學習皆可及」之理想。 

「方案設計與評估」是一套情境分析和問題因應的方法，其中涵蓋了需求評估、方案執行及成

效評估等三個階段，也是一種管理決策過程，它可以讓主管、工作人員及案主共同決策，像是一張

地圖，可供人們在陌生的環境中找尋方向(Rl:: & Poentaen, 1992)。在講求專業化、績效化與責信化

的時代，實務工作者需清楚方案評估與設計的重要性及執行技巧，才能完成有效率、有效能的方案

任務，以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翁慧圓等人，2020）。除此之外，設計一份「以成效為導向的方案

規劃與評估」內容，可以一步一步地讓學生構思及生產出貼近服務對象及對服務對象有所助益的方

案，進而整理學生本身寶貴的「專業知識」及「實務智慧」，為專業服務累積更多實踐的知識（鄭

怡世，2015）。 

1970 年代 Toay 與 Buzla (1996)首度提出心智圖(miad ml::iae)的構想，它是一種放射性思考

(nldilat ttiakiae)及人類心智的自然功能展現，其功能包括了激發創意、讓專案的構思更有系統性、

能洞悉思考的盲點、強化團隊意見的溝通、掌握知識的全貌與關聯性（孫易新，2015；許麗齡等人，

2008）。而此法在教學上的應用，Novlk (1990)認為，心智圖可以作為一種教學工具進而啟發學習者

的知識結構；且這樣的教學工具有助於促進學習者思考組織化（洪駿命，2013）。基於此，若能將

心智圖應用於方案評估與設計該課程並融合長照實務場域，或許將可促進學生整合其專業所學、構

思一份完整且具成效導向的方案規劃，並透過實際實踐之機會，累積更多的實務經驗。 

由於社會變遷、家庭型態改變，過去仰賴的親屬網絡的社區組織功能也漸式微，導致原家庭的

互助與社會支持功能降低、世代間的疏離，甚至增加了年輕世代對高齡者刻板印象的迷思，尤其是

針對失智長者，如沈依儒(2021)的研究指出，大學生儘管對於失智症呈現低度烙印，但對失智症仍

有中偏高之刻板印象（認知層面）存在。因此，如何加強年輕世代與高齡世代之間的互動，是當前

長照議題的一大重點（廖苑如、林麗嬋，2017）。有鑑於此，教育部所提「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中論及了代間互動減少所產生對老化刻板印象與迷思，容易造成年齡歧視的問題，進而影響社會整

體的和諧。因此，破除年齡歧視，建構世代共榮的高齡社會刻不容緩。於是，在「第 2期高齡教育

中程發展計畫」中，更以「促進代間學習」作為該計畫目標之一（教育部，2021）。另外，根據相

關研究亦指出代間學習方案不論是在促進高齡者活躍老化、降低世代間的衝突或偏見皆呈現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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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李青芬、唐先梅，2016；李新民，2018；林俊德，2017；吳孟恬等人，2017；吳麗雪、王慧

蘭，2019；Conniela et l.., 2013）。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融入「心智圖」策略及結合「代間學習」之理念來翻轉「方案評估與設計」

課程，以「場域實作」及「社會實踐」的精神設計實作課程，並以失智長者為方案服務對象，達以

下之目的： 

(1) 探討融入心智圖法與代間學習的理念於「方案評估與設計」課程後，是否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2) 檢討結合心智圖教學及代間學習經驗，作為各教育工作者推動課程參考。 

2. 文獻探討 

2.1 心智圖法 

因應現代教育快速的變化與改革，學習者將面臨許多挑戰，因此學會學習技巧及如何思考是一

件很重要的課題。而心智圖之運用將可幫助學習者發揮創意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也是一視覺化或

圖像化之思考方式（許麗齡等人，2008）。今日我們所熟知的心智圖，是 Toay Buzla 在 1971 年所

提出的構想，它是利用線條、顏色、文字、數字、符號、圖像或關鍵字的聯想及統整，將所學的知

識或概念利用視覺化或圖像化呈現（孫易新，2015；2019），能使學習者激發大腦的刺激（洪駿命，

2013；Tutt.e, 2007），促進學習記憶、反覆思考及資料的儲存、整理及統整(Nldl et l.., 2009; Zi:: et 

l.., 2009)。因此 Roshilao (2015)指出心智圖法此一學習策略提供了教學者組織學習活動的工具，促

進學習者學習；更有助學習者明確思維、奠定基礎、深入專業知識及掌握研究重心(Kothten.lkotl et 

l.., 2013)，並有利學習者合作學習、增進關鍵思維、理解力及學習成效（常雅珍等人，2019；Gi..ies 

& Hlyaes, 2011）。 

心智圖法原本主要是運用在各領域教學，現也已逐漸推展至護理教育與臨床實習情境（邱旅揚

等人，2021），甚至也被廣泛應用於其他專業學習及工作職場中(Buzla, 2005)。而長照人才培育的

課程，是一種專業的學習，其工作職場也是具有其專業性；長照教育與護理教育頗為相似，都是在

培育一群專業的照顧人才的教育，甚至也重視臨床的實習。基於此，若能將心智圖法應用於長照教

育課程中，想必也應能提升學生自我學習的意願、發現案主照顧問題及其需求，同時訓練學生批判

性思考及分析解決健康問題的能力。此外 Bystnovl和 Llnioaovl (2015)的研究發現，心智圖法可以

幫助大學生有效率地統整專題導向課程，並發現心智圖法有助專題的討論、計畫、分工以及研究結

果的表徵、記錄和省思。而「方案評估與設計」該門課程，便是一種採專題式的討論、計畫及分工

的課程，而最後方案執行結果的分析及反思，更是該課程最為重視之一環。而心智繪圖是一種把放

射式思考具體化的方法，其特性包括：(1)將主題具體化成一個中心概念；(2)再從中心概念放射出

幾條分支，每條分支再連接其他相關的概念；(3)每一個分支中的相關概念，由一個關鍵字代表，選

出較重要的相關概念，再分出數個次重要的概念；(4)所有分支形成一個連結點式的結構（許麗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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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08）。因此，本計畫將依據心智圖以上四個特性，協助將其融入方案評估與設計規劃，並

鼓勵學生去思考以失智長者為中心之各項問題，思考其整體性之問題，運用右腦去思考、探索及腦

力激盪失智長者之情況，及應用左腦進行組織資料，並以問題為導向去思考。心智圖之使用可以加

強學習策略，全腦思考、理解性思考及以當事人為中心之思考模式(Mue..en et l.., 2002)。 

2.2 代間學習內涵 

代間學習(Iateneeaenltioal. Lelnaiae)指的是強調世代間雙向學習的教學活動方式，透過世代間

的互動讓所有成員皆有收獲與成長。目前與「代間學習」相關的名詞尚包括「代間教育」

(iateneeaenltioal. eduhltioa)、「代間方案」(iateneeaenltioal. :noenlm)或「代間實務」(iateneeaenltioal. 

:nlhtihe)（陳毓璟，2014），其內涵皆很相似。而不論是哪個名詞，都是用來表達不同世代之間的共

同學習方式，強調不同世代間在學習上的互動，是彼此經驗的溝通、互動、分享，並藉由彼此技能

的學習中改變原有的認知以及態度；重視的是世代間的互相協助，以完成學習任務，並讓參與的成

員皆有所收獲成長（黃國城，2007）。 

而代間學習是各國面對高齡人口遽增所提出協助高齡者成功老化的因應策略之一（王百合，

2008）。依據 2008 年「代間終身學習歐洲模式」(Euno:ela A::nolhtes to Iaten-Geaenltioal. Life.oae 

Lelnaiae, EAGLE)，指出「代間活動」是「有目的的讓人們齊聚一起，參加互惠性的活動，進而促

進世代之間的相互瞭解與尊重，並且致力於營造更具凝聚力的社區(Fishten, 2013; Hlttoa-Yeo, 2008)。

由此可知，歐洲地區所實施的代間活動，不僅是一種世代之間的學習活動而已，更躍升為促進世代

融合與改造社會的重要媒介。此外，C.ouet (1992)認為，不同世代間共同的學習活動能促進世代間

的溝通、減緩世代之間的緊張，並增進對老化實際的瞭解，並可以改善年輕人對老年人的歧視態度

(Guttei. et l.., 2006; Kal:: & Stubb.efie.d, 2000; Meste. & MhG.yaa, 2004)。因此，Newmla 和 Hlttoa-

Yeo (2008)認為大學在推動代間學習上將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在高等教育中執行有效的跨世代

學習，不僅可以促進世代間的連結，更可促進高齡者對他們的社區更有生產性的貢獻。 

然而有意義的代間學習方案，不應只讓兩個不同世代共同學習分享一些活動而已，更不是讓老

人參與年輕世代的學習這麼簡單。根據王百合與楊國德(2010)、Kal:: 與 Stubb.efie.d (2000)等學者

的看法，有意義的代間學習活動應該是讓不同世代間共同參與之有計畫的學習活動，這些活動能夠

增進兩代間之互動、接觸或交流，破除年輕世代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促進兩世代彼此之間的瞭解與

尊重，並提高年長世代的成功老化。 

2.3 代間學習的實施 

代間學習的實施可以採取多種形式，但其主要的目的是將一系列的構建過程，聯繫在世代之間

一起建立的積極關係，並為所有參與者帶來互惠互利。而代間學習的實施，將視其世代間互動的情

況有所不同。根據英國貝絲．約翰遜基金會(Bett Jotasoa Fouadltioa)於 2011年所出版的「A Guide 

to Iateneeaenltioal. Pnlhtihe」所述，將代間學習的實施方式分為 7種方式(Kl:.la, 2004)，也依其世

代學習互動程度之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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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 1：僅單純學習其他不同世代族群者的生活方式或內容而已，無任何形式的實際接觸。例

如，透過課程學習，讓學生認識高齡者的生活。 

Leve. 2：藉由單向式的訊息提供，進而認識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們，但仍無實際的彼此接觸。例

如，不同年齡階段的族群互相拍攝、製作影片，並彼此分享，但卻無實際接觸。 

Leve. 3：透過有計畫性的安排不同世代之間的接觸。例如，安排學生至長照單位參訪；或是安

排一次年輕學生與高齡者的藝術創作活動。 

Leve. 4：辦理定期年度活動或會議。例如，主辦單位固定於每年的某重要節日辦理互動活動。 

Leve. 5：定期舉辦多次活動或會議，彼此之間的分享與學習是密集的。例如，為每年固定節日

的表演活動，參與表演活動的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們，一起進行為期一段時間的表演討論與練習。 

Leve. 6：從參與組織的角度來看是成功/有價值的，並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組織的原本或未來的

工作做法和方法。例如，以學校為基礎的志工服務計畫，其中建立了培訓高齡者志工服務，為他們

安排服務內容，並讓他們所提供的服務獲得學校持續性的支持和認可。 

Leve. 7：代間學習的價值觀被融入到社區環境中，因為有意義的代間參與機會是豐富的且根植

於社會規範和傳統中的。例如，建構一個不同世代之間互相照顧的社區。 

2.4 代間學習相關研究 

就學生與長者所進行的代間學習方案而言，主要以老化教育或是學習課程形式居多（陳美如、

鄭芬蘭，2007；陳毓璟，2014）。其中有不少學者支持代間學習的觀點，有的認為經由代間的學習，

年輕人因增加與高齡者接觸的機會，將增進對高齡者正向的態度，也可以增加老化知識與消除歧見

（王玉玫、王麗菱，2021；王百合、楊國德，2010；吳孟恬等人，2017；紀俊龍，2023；陳毓璟，

2014；Guttei. et l.., 2006; Kal:: & Stubb.efie.d, 2000; Meste. & MhG.yaa, 2004）；也有學者認為高

齡者因參與代間學習的機會，除消減高齡者對一般年輕人的刻板印象及負面評價外，也可以有機會

將其經驗或生命故事分享給年輕人學習，以提升自我價值之感受（林俊德，2017；DeSouzl, 2007）。 

代間學習的成功與否，就課程設計而言，課程的內容是進行代間學習的關鍵因素之一，學者

Ames 和 Youltt (1994)便以「代間方案、活動的類型」以及「代間課程選擇活動的標準」二大面向，

提出了代間學習課程及活動的選擇模式（如圖 1），以下分別就代間方案、活動的類型及代間課程

選擇活動的標準，簡述如下。 

代間方案、活動的類型 

(1)休閒娛樂(Rehneltioa, Leisune, Eatentliameat) 



心智圖法融入方案評估與設計之學習歷程與成效研究 

作者：鄭鈞元                                                                                   324 

休閒娛樂是很重要且正當的活動，並且通常是其它代間課程類型的前導活動，可以幫助任何年

齡層的人們打破年齡的界限，並且建立和諧的關係。 

(2)教育(Eduhltioa) 

教育的課程也常被運用在代間方案的學習上，一般而言，在代間方案中，最普遍的方式是由高

齡者對年輕的參與者，傳授技巧、分享有關歷史、職業以及各式各樣其它領域的知識或經驗，例如，

陳毓璟(2019)發現高齡者對大學生的健康學習有正向典範和鼓勵的功能。也有一些方案強調互惠原

則的重要性，並且提供機會讓兒童或年輕人教年長的參與者，例如謝其美、謝建全(2012)利用國小

五年級學童為協助教學者、擔任教學之教師，協助指導參與電腦學習之高齡者，發現有學童親自示

範實作，可以提高高齡參與者學習動機、協助其記憶、電腦的操作也能得心應手。雖然教育的目標

可運用很多方式達成，但在終身學習的時代中，較強調以非傳統的方式，讓代間參與者一起學習，

經由這種方式，讓經驗和觀點呈現更具多樣性、豐富性。 

(3)保健服務(Hel.tt Senvihe) 

健康促進方案經由提供人們資訊、技巧、服務和支持他們所需要去做的及維持正向積極生活方

式的改變，以增進個人健康及社區的福祉。雖然「健康」對每個年齡群而言，有不同的意義及實際

的內涵，但這些活動可能會有特別正向和持久性的結果。例如陳毓璟(2019)指出健康老化多元創意

教學對學生健康老化知識、態度和健康行為的學習影響皆具有正面顯著的影響；蔡明憲、林純雯

(2022)透過智能機器人輔助教學，營造老幼交流的環境，所獲之結論為代間學習能有效舒緩老人之

憂鬱情緒、能有效提升幼兒感覺統合功能。 

(4)公共服務(Pub.ih Senvihe) 

公共服務是讓年輕人及高齡者一起為共同目標而工作的極佳方式，他們也可能從活動中受益。

例如屏東縣前縣長潘孟安自 2014年底上任後，秉持「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以「幸福屏東、在

地老化、安居大社區」為願景，積極推動「整合性跨域合作、在地化照顧網絡、連續性照顧服務、

多元化人才養成」政策，作為回應高齡社會趨勢的重要策略。其中首創將「長期照顧服務學習」納

入國中技藝教育課程，讓下一代從小瞭解老化的歷程與心聲，並推動老少共學；以長照服務學習培

養生命關懷素養，讓老少走進彼此生命中，建立世代善的循環（吳麗雪、王慧蘭，2019）。 

(5)個人發展(Pensoal. Deve.o:meat) 

從代間活動中發展的成員情感及成就感，有助於個人發展，個人發展是所有人類重要的、共同

的需求，不受限於年齡的因素。例如王百合、楊國德(2010)研究指出，高齡世代與兒童世代之間的

互動與學習歷程，情感互動有助於代間關係的發展。陳毓璟(2014)研究發現，不同世代的學習者從

原本敬老尊賢的尊卑態度逐步發展為學習夥伴的平等關係，透過不斷地互動與對話，大學生逐步瞭

解高齡者，並且提升溝通能力與同理心，且也顯著改善大學生對高齡者的態度與提升服務老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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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另外，陳黛芬(2022)研究 17 位大學生與 15 位平均 66 歲以上的高齡者，經由一學期的共同學

習以探討代間學習策略融入大學通識課程之大學生跨文化能力，發現學生對高齡者的認知從「既有

對高齡者的了解」到互動後產生「內在衝突」，再轉為「能從高齡者的文化背景理解其行為」；大學

生對高齡者態度從啟動防衛機制調整為互惠、互學，進而肯定是有收穫；大學生的行為則從冷漠、

退縮的外群體轉為同心、友善的內群體等改變。 

代間課程選擇活動的標準 

Ames 和 Youltt (1994)認為最適合的代間課程選擇活動的方案，則須符合以下四項標準： 

(1) 符合課程或活動的目標：活動不僅要考慮代間方案的目標，更要顧及個別方案特別的價值

觀與目標，例如，針對社區中高齡者所設計的健康促進方案，就應該避免如在休息時有人

抽煙或休息時間的茶點準備是否不符合健康原則。 

(2) 決定活動的適當性：代間活動要考量是否適合參與者。Wi..ilms (1986)的研究指出，最成功

的活動是符合參與者的發展水準及相關特色的活動。因此，代間活動的規劃設計需要同時

考量並符合代間參與者的需求。 

(3) 考量參與者的興趣和能力：有些方案需要考量特定參與者的狀況，只有在方案規劃者了解

參與者的興趣、能力和限制後，才能正確評估一項活動執行的可能性。 

(4) 評估實際的條件：對於相關事項，需要有實際的考量，例如人力資源、設備資源、財力資

源、專業資源等。另外，團體的大小也影響活動中參與者的狀況，團體太大可能會妨害完

全的參與，團體太小可能缺乏足夠的資源來成功地支援活動。 

 

圖 1. 代間學習課程及活動的選擇模式，Ames與Youatt (1994). Model for selecting appropriate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and service activities, pp.760. 



心智圖法融入方案評估與設計之學習歷程與成效研究 

作者：鄭鈞元                                                                                   326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設計 

本研究藉由心智圖法引導學生設計符合失智高齡者與大學生間之單次代間認知方案活動，將

參與研究的學生分成兩組，分別至二間失智日照中心執行代間認知學習方案。以單組前後測相依樣

本 t 考驗方式，測量大學生參與認知方案活動前後之教學成效結果，及蒐集其參與該活動方案後之

心得反思資料，以理解方案對大學生個人的主觀知覺，包括對老人態度知覺或個人影響等資料。 

3.2 課程設計 

本研究將心智圖法融入方案評估與設計課程中，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學習者學習動機、做法與執

行方案歷程的現象以及方案產出的成果。因此，本研究利用成效導向方案評估與設計之工作任務，

包含從釐清「誰發生了什麼事」、確認「到底是誰、需要什麼服務」、勾勒「方案的整體圖像」、設

定「方案的目標與目的」、描繪「方案的活動與服務內容」、決定「資源投入的程度」及規劃與執行

「成效評量」作為上課討論框架之規劃，並融入心智圖法做為整個方案設計的規劃方法，並以代間

學習的理念設計方案活動。其教學目標、課程內容和課程設計如下。 

教學目標 

包括學習從生命歷程觀點看待高齡者老化的變化與適應、瞭解失智高齡者所面臨的照顧問題、

提升對失智高齡者的正確認知與改變負面觀感，以及提升對失智高齡者的關懷與服務意願等。 

課程內容 

包括人口老化趨勢，失智高齡者認知、情緒及行為問題的探討，從方案評估的觀點檢視其問題

與需求，規劃與設計可以提供的服務活動，以及融入心智圖法設計一份單次性具成效導向的代間認

知方案內容，並透過實際執行，進而檢視其方案成效。 

教學設計 

本課程教學設計著重體驗學習與批判反思，除透過相關理論資料的閱讀與課堂講授外，並融入

心智圖法的精神及技術以及代間學習的理念。並且讓大學生實際至失智日照中心參訪、觀察作為彼

此間互動與瞭解的媒介，透過課堂共同討論、利用心智圖規劃代間學習方案、方案模擬演練、影片

賞析等多元的學習活動設計以及反思報告，實際執行日照中心失智高齡者的照顧服務與透過期末

成果發表邀請 6位學界及業界代表（包括 1位日照中心負責人、1位失智共照中心護理長、2位住

宿型長照機構執行長、1位長照 A單位負責人、1位於大學專門開設方案設計與評估的教師）檢視

方案設計之成效（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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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方案評估與設計」教學設計 

課程單元 週次安排 上課主題與進行方式 

(Ⅰ)方案設計基礎學理- 

方案評估與設計介紹、失智症

介紹 

5 

方案評估與設計介紹、失智症成因及問題分析、思

考目標群體改變的標的（整合知識、理論）、探討服

務對象的「問題面」、「需求面」、「經驗」探討 

(Ⅱ)實例應用- 

訪談與參訪、心智圖法及代間

學習介紹、認知方案實作、 

方案模擬帶領與修正 

10 

結合心智圖策略實作代間學習認知方案、進行實際

訪談與參訪，評估認知方案內容、小組分別進行方

案模擬帶領、同儕互評指導 

(III)執行代間學習方案- 

認知方案執行、期末發表與學

習心得分享 

3 
代間學習認知方案執行、方案成果分享、專家學者

講評指導、期末評量、撰寫期末反思單 

3.3 教學評量與研究工具 

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為能了解學生是否因為融入心智圖法及代間學習理念後提高其學習成效，將採準實驗設計之

時間系列設計，在融入心智圖法及代間學習理念前實施學生學習成效前測，而後於融入心智圖法及

代間學習理念再實施後測，進而評估其學習成效。而學生學習成效問卷的設計主要乃依據布魯姆

(B.oom)之三大類教育目標自行設計，即認知領域(hoeaitive domlia) 8 題、技能領域(:syhtomoton 

domlia) 6題和情意領域(lffehtive domlia) 9 題，共 23道題目。這些目標，是教師在教學之後，預

期學生的學習結果或應有的行為的表現。學習成效評量工具之內容，皆採 Likert’s scale五分等第方

式計分，非常同意 5分、同意 4分、普通 3分、不同意 2分、非常不同意 1分。此問卷之 Cnoablht’s 

α係數值為.91，認為此問卷的結果應具有足夠之可信度。 

學習心得反思單 

為蒐集與理解融入心智圖法及代間學習理念後，大學生參與認知方案活動後的主觀知覺與感

受內容，以補充量表資料蒐集之有限性及豐富研究結果，乃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參與活動後之心得反

思單，其中包括：(1)融入心智圖法後，對學習與設計方案之幫助；(2)融入心智圖法後，對知識的

整合；(3)帶領失智長者認知方案活動的方式的看法與感受；(4)從失智長者身上的學習收穫；(5)代

間學習過程中自己的成長；(6)對未來課程的建議等。 

單次代間桌遊活動方案 

桌遊又稱圖版遊戲(Bolnd elme)，是透過紙張、圖版印製等圖文符號，配合棋石、籌碼、骰子、

卡片或紙牌、指示物等配件，所進行的一種面對面靜態或動態遊戲。而桌遊應用在高齡個案的治療

活動中也很常使用，Mi.tildes 和 Ttlthten (2019)在英國的日托中心進行研究，針對 6名中心高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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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運用瓷磚擺放的桌遊，持續十週後的結果顯示個案增加社會互動之外，還會主動提供互相幫

助的機會。基於桌遊具有促進大腦血流，訓練專注力與思考能力，減緩失智或記憶衰退等功效，本

研究根據 Ames 和 Youltt (1994)所提出的代間學習課程及活動的選擇模式，利基於休閒娛樂、保健

服務及個人發展等三大活動設計及代間課程選擇活動的各項標準設計單次性方案及活動，方案內

容區分為三階段，初為暖身之認識活動，次為主題活動，最末為分享及回饋時間，活動時間為 180

分鐘（如表 2）。由高齡者與大學生自由配對，以完成方案活動。 

表 2. 幸「福」分類站方案活動內容 

方案名稱 
代間方案、

活動的類型 

代間課程選擇 

活動的標準 
活動規劃 

幸「福」

分類站 

休閒娛樂 

(1)符合課程或活動的

目標 

(2)決定活動的適當性 

(3)考量參與者的興趣

和能力 

(4)評估實際的條件 

暖身活動-帶動唱 

保健服務 

主題活動 

(1)物品分類：依據一般家庭常見物品學生先

行製作圖卡。 

(2)分類配對：活動進行中，學生協助失智長

者將家庭常見物品進行分類、配對，促進認

知功能。 

(3)人際互動：由輕度失智長者帶領中、重度

失智長者完成分類活動，促進彼此間人際互

動。 

個人發展 
回饋活動 

引導代間成員彼此分享與鼓勵。 

3.4 研究參與者 

參與本研究之成員，包括二間失智日照中心年齡 65 歲以上之高齡者各 9 名及 23 名，及選修

方案評估與設計該門課共 36 名大學生（男 14，女 22 位），此 36 位學生皆為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

系大三學生。 

3.5 資料蒐集過程 

「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於第 10 週和第 18 週進行施測，為顧及學生隱私，故採線上填答方式

施測；「學習心得反思單」於學期最後一週撰寫與繳交。 

3.6 研究倫理 

本研究通過人體試驗 IRB審查後，將年滿 20 歲、凡所有修讀方案評估與設計課程的同學，均

為納入本次研究對象；將未滿 20歲、凡所有修讀方案評估與設計課程的同學，但未簽署並繳回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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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同意書者為本次研究之排除對象。至於失智日照中心高齡者對象，研究者先透過電話詢問二間日

照中心主管，在獲得同意後，與該主管簽訂收案場域同意書。至於大學生部分，皆在邀請下願意參

與本研究，並簽屬問卷（訪談）說明同意書。其同意書內容包括研究之目的、程序、資料蒐集運用

及保密與匿名等有關研究倫理事項，在研究參與者及失智日照中心主管完全知悉、無所疑慮之情形

下，請其簽署同意書方開始進行研究，後續之研究發表亦等同視之。 

4. 資料分析 

本研究分兩部分進行資料處理，一為量化資料，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n Wiadows 21.0版，

採相依樣本 t 檢定了解大學生參與方案活動前後之學習成效的差異；二為質性資料，則對大學生參

與方案活動後的心得回饋進行內容分析。 

4.1 大學生參與認知方案前後的學習成效差異 

本研究針對融入心智圖法後，學生參與課程之學習成效前後測結果分析（如表 3），其認知領

域、技能領域、情意領域的前後測皆達顯著差異，且亦發現透過融入心智圖法後，學生的學習成效

顯著提升，顯示融入心智圖法於方案評估與設計課程上具有應用上的可靠性。 

表 3. 大學生參與課程學習前後之改變成效摘要表 

構面 
前測 後測 平均差異 

（後測－前測）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認知領域 34.13 3.685 36.71 3.779 2.58 2.83* 

技能領域 25.10 3.370 26.87 3.085 1.77 2.30* 

情意領域 37.19 4.230 39.77 5.077 2.58 2.47* 

*p<.05 

4.2 大學生參與方案後的心得反思資料分析 

針對大學生參與該方案後的心得反思資料進行內容分析後，發現參與該方案的大學生在參與

方案活動後的主觀知覺與感受，歸納出四項成長性經驗，包括「心智圖教學法翻轉傳統課程、修正

對失智高齡者觀感、個人正向成長、反思個人未來職涯選擇」等。 

心智圖教學法翻轉傳統課程 

再融入心智圖法於課程後，學生認為利用心智圖法可以釐清方案對象的問題、現象，如引述大

學生參與者心得反思資料：「老師運用心智圖方式引導學生思考釐清思緒、解決問題」（編號 04參

與者）、「利用心智圖可具體分析長輩會有的現象」（編號 05參與者）。另外，因透過心智圖法可以

整合相關專業知識外，如「可利用心智圖將其過去所學的專業知識予以整合」（編號 12 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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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藉此聚焦撰寫方案目的與目標，如「對心智圖更了解，及可運用心智圖聚焦於方案目標、目的

的撰寫」（編號 12參與者），亦更能以全面性的角度規畫與設計一份較完整的方案內容，如「在技

能方面學習到如何利用心智圖規劃完整的方案內容」（編號 28 參與者）、「怎麼利用心智圖快速且

清晰地完成一份可用的方案，而且也能利用心智圖輔助修正方案」（編號 27參與者）及「知道如何

利用心智圖分析來規劃活動」（編號 09參與者）。 

修正對失智高齡者觀感 

大學生參與認知方案活動後，普遍認知到對失智高齡者的觀感有所改變，除打破傳統對高齡者

的負面刻板印象之外，因學生本身已具備對失智高齡者的知識以及過去實習機會的照顧經驗，經由

此次接觸後更有不一樣的改變。如「在活動帶領時，長輩們的配合度打破了我對高齡者的刻板印象，

讓我對於老人重新改觀，未來對於長輩有更多的尊敬」（編號 13參與者）、「帶活動前對長輩的印象

和現場看到的長輩的印象差很多，執行上也比想像中更加容易，長輩們其實都很願意參與」（編號

05 參與者）、「對長輩的印象更好，不會畏懼而產生距離」（編號 27 參與者）、「……，失智長輩的

真實反應是課本看不到的，而且可以增加我們的經驗」（編號 03參與者）。 

個人正向成長 

雖學生已具備有關失智症的先備知識或實習機會，但此次方案活動是至失智日照中心實踐方

案活動，因此無論在專業服務或照顧上有所進一步認識與精進之外，如「更清楚認識日照中心失智

長輩實際的認知、心理及生理狀況」（編號 19參與者）、「在執行方案時，會碰到一些問題、一些狀

況，可運用上課所學的知識與技能來解決」（編號 07參與者）、「增加帶領活動的技巧和長輩溝通互

動的經驗」（編號 08參與者）；甚至在進行活動規劃與設計時更應注重失智高齡者的狀況以及如何

克服世代間的互動問題，如「對日照的失智長輩有更深的了解，如須注意帶活動時的速度快慢與長

輩會不會做」（編號 31參與者）、「……學習到活動設計，長輩要如何跟我們這些年輕人有時代上的

連結」（編號 14參與者）；也因高齡者的正向回饋，讓學生獲得正向鼓勵與肯定，如「因為有長輩

的正向回饋，得到長輩的認同感，最後得到長輩的信賴」（編號 11參與者）。 

反思個人未來職涯選擇 

大學生在此次方案活動與失智高齡者的實際互動與對話後，除讓大學生實際理解長照現場工

作內容與資源之外，如「可以實際走訪日照中心看長者平常的活動空間資源，還有現場人員的臨場

反應等」（編號 02參與者）；也對未來是否從事長照工作提供了一個反思的機會，如「……能提早

認識長照這行業、老人的狀態等，讓同學能提早認知到自己適不適合這行業」（編號 26 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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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從上述量化與質性資料分析的結果，發現學生因課程融入心智圖法及代間學習的理念後，其學

習成效明顯正向改變，此與 Meato 等人(1999)等人所提到心智圖法可以增進學習成效之研究結果相

同。且也因心智圖法學生較能統整所學之專業知識，進而規劃較完整的方案、活動內容，以及聚焦

撰寫其方案內容，此與 Bystnovl和 Llnioaovl (2015)的研究發現心智圖法可以幫助大學生有效率的

統整專題導向課程相近。另外，透過參與者的心得反思內容，亦可見到大學生與失智高齡者進行代

間學習方案活動後，可降低大學生對失智高齡者的負面認知或觀感、促進個人正向專業成長經驗，

此與多數的研究結果相同（王玉玫、王麗菱，2021；王百合、楊國德，2010；吳孟恬等人，2017；

紀俊龍，2023；陳毓璟，2014；Guttei. et l.., 2006; Kal:: & Stubb.efie.d, 2000; Meste. & MhG.yaa, 

2004）。也透過至失智日照中心執行方案活動，讓大學生實際體驗其長照單位現場資源及實際照顧

情況，有利於反思個人未來從事長照工作的職涯選擇。 

本研究雖僅著眼於大學生的觀點，然而從學生的反思資料中，也能見到高齡者同時對大學生有

正面的回饋，也間接肯定了此代間學習方案的執行，對參與的不同世代間有肯定性的效果。因此，

若能善用代間學習策略的優勢，不僅對高齡世代有實質效益，對年輕世代亦能產生貢獻，讓雙方從

參與活動的互動中彼此獲益。 

5.2 研究建議 

課程設計上 

(1)結合 PBL方法提升學習成效 

結合問題導向學習(Pnob.em-Blsed Lelnaiae, PBL)的以問題為基礎的精神，引導學生通過討論、

查資料等多種方式獲得解訣問題的方法和答案，再輔以心智圖的方法，整合已習得但較為零碎的知

識，並補充較為不足的基礎知識，如此一來，可以利用較為完整的知識，設計一份完整且具成效導

向的方案內容。 

(2)增加多元長照單位之方案設計與執行 

配合學生未來就業領域，增加多元長照單位的互動機會，例如，社區據點、非失智日照中心、

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住宿型機構等，除可增加學生對高齡者差異性的瞭解（包括失能失智程

度），及促進學生對不同社區環境屬性、高齡者性別及教育程度差異的敏感度外，還可讓學生因應

未來就業領域之選擇，盡早接觸其服務對象，提升學生規劃與設計該服務對象方案內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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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上 

(1)知識整合能力的影響性評估研究 

本研究僅探討融入心智圖法的課堂學習歷程，及本課程結束後學生的立即學習效果。但學生是

否具知識整合的能力，以及其整合程度為何，建議可以採縱貫性的影響性評估研究設計，追蹤學生

學習遷移其他課程的影響力。 

(2)設計失智高齡者在方案服務中的成效評估工具 

本研究旨受限於高齡者失智程度的差異性、認知與理解及表達能力程度的不同，故無法有效真

實評估失智高齡者對此方案服務的感受。建議未來可針對失智高齡者發展一套觀察評估工具，以做

為未來實施方案服務時，可以了解失智高齡者對方案服務的感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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