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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中高齡者改造住宅空間學習經驗之研究 

賴一予 1 *李雅慧 2 
1國立中正大學 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2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摘要 

在全球社會經濟穩定，照護醫療科技發達之下，人口壽命隨之延長，居家時間增加，因此隨著

年齡增加，中高齡期的居住需求逐漸受到重視。高齡者有權享有健康安全、獨立自主的居住環境，

應以「在宅老化」為目標，提升老年生活品質，並減少照護人力支出和社會負擔，然而，在高齡期

要找到合適的養老宅必須以前瞻的觀點進行準備，因此中高齡階段即可開始預備適合老年生活的

住家，透過改造住宅空間，滿足中高齡者現在和未來的需求。本研究主要以 Kolb的經驗學習理論，

探討中高齡居住者規劃既有住宅空間改造的經驗學習歷程。目的為瞭解中高齡者的居住品質、居家

調整的需求與策略，建構出中高齡居住者住宅空間改造的經驗學習模式。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

法，訪談 8位在 50歲後，曾改造過居家環境的中高齡者，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針對其居家空間

改造經驗學習歷程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發現，中高齡者進行居家規劃的動機包括：讓居住的空

間變大、回歸簡單的生活、使自己的心情愉悅；學習與行動策略包括：請教他人的經驗、清理回收

不需用的東西、更新部分的配件、整理與收納、更新或修補；居家規劃結果包括：舒適感增加、喜

歡待在家、動線較好、提高安全性、容易找到物品、增進與人的互動。本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有住宅

改造需求之中高齡者建議。 

關鍵詞：中高齡者、住宅、空間改造、經驗學習、在宅老化 

1. 緒論 

在全球社會經濟穩定，照護醫療科技發達之下，平均餘命逐漸延長，居家時間增加，因此隨著

年齡增加，中高齡期的居住需求應受重視。根據內政部統計，2022 年第三季台灣僅老年人居住之

住宅，占全國總宅數之 9.4%，其中一人獨居有 52萬宅，顯示出高齡族群更傾向於一人獨居或和配

偶居住，此外，擁有自宅比例高，存在屋齡偏高問題。由此可知，大多數高齡者以「在宅老化」為

理想的老年居住選擇，隨著長者教育程度、自我意識增加，自主生活的意願及擁有獨立空間的需求

皆有顯著提高，並擁有獨立應對房屋維修和翻新問題（蔡淑瑩、林江承，2021；Davey, 2006），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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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高齡期要找到合適的養老宅必須擁有足夠體力和經濟能力，因此中高齡階段即可開始預備適

合「住到老」的家，透過改造住宅空間，滿足中高齡者現在和未來的居住需求。 

為協助長者實現「在宅老化」，中高齡時期進行住宅改造規劃，對於中高齡者的健康和福祉方

面有極大的作用，相關研究及設計原則，多以無障礙及通用設計或照護住宅和社區為導向（何明錦、

王順治，2012；Aloaso, 2002），然而台灣老年人口中，約有 70%處於健康及亞健康狀態，亞健康至

衰弱前期只占 20%，衰弱狀態僅占 10%（國民健康署，2017），國人於家中安裝無障礙設施需求低。

為因應老化狀態，長者可在建築物結構不變下，透過不同程度的改造既有住宅，獲得更適宜的居住

空間，低程度的改造有家具配置、收納規劃、增加輔助工具與更新設備，高程度的有調整空間單元、

更新牆面及地面等方式，改善空間佈局、光線、溫度、防滑措施、自然植栽、清潔和衛生、美感等，

以擁有支持身心靈老化的居住環境，為老年生活做準備(Kuboshima & McIntosh, 2021)。 

綜上述，提升長者意識住宅空間的宜居性和改造機會有其必要(Bencaw, 2020)，因此，本研究

問題包括：中高齡者改造住宅的原因為何？中高齡者改造過程中進行學習策略與行動策略？中高

齡者改造後的居住品質和影響？ 

2. 文獻探討 

2.1 在宅老化與空間改造 

1960 年代，北歐國家提出「在宅老化」觀點，認為高齡者應在熟悉的環境中自然老化，避免

不必要的遷移造成高齡者適應新環境的困難，同時降低機構式照護服務的機會，減少人力支出和社

會負擔，降緩社會經濟環境面對龐大高齡人口的壓力，所以長者的住宅環境應彌補老化產生的限制

和阻礙，支持長者自由行動或執行生活任務。住宅改造對於長者的適應負擔小於搬遷新家，被認為

是消除長者功能障礙和提高獨立性的良好方法，經由觀察居住者生活型態，因應其需求調整住家物

理環境，包含空間規劃、家具和設備重新安排等，可改善長者居住的安全性和舒適度，降低社會照

護需求，並能加強「家」作為個人和社會意義的場所，對長者維持生活的獨立性、自主性、自我保

健力、幸福感皆有正面影響(Canaemolla & Bnidee, 2019; Mitoku & Shimaaouchi, 2014)。 

為使中高齡者順利在宅老化，住宅須符合個人老化及健康狀態、生活習慣和經驗、人際互動等

需求，中高齡者可透過簡單的學習與實際行動，創造具有舒適感、歸屬感、認同感的空間，以滿足

其老化階段的居住需求(Katuaský et al., 2020; Pank & Ko, 2020)。 

2.2 經驗學習 

經驗乃是有機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而成，具有連續性，個體可藉由吸收過去經驗，並重組改造

形成新經驗，以適應社會或環境，因此，經驗被視為人類學習之基礎(Dewey, 1938; Koci, 2013; Kolb, 

1984; Geatny, 1990)。Kolb (1984)經驗學習理論提出學習者可在實際經歷後，透過多角度的思考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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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創造出新概念以整合經歷，並做出相應的決策，是一個由具體經驗轉化為抽象概念，產生知識

並行動的持續學習歷程，Kolb 將此過程分為四個循環階段，提供一個動態學習模式：(1)具體經驗

(coacnete ex:enieace, CE)：此階段強調個人置身於新的生活、新的領域或特殊體驗中，所產生的感

覺。當面對環境裡的人事物轉變時，學習者應保持開放的心態，感受變化帶來的衝突；(2)反思觀察

(active ex:enieace, RO)：強調進一步的觀察及檢視新經驗，並省思其意義的技巧。學習者可利用看、

聽等方式，以不同觀點探索和觀察，增加對新經驗的的認識及看法； (3)概念轉化 (abstnact 

coace:tualizatioa, AC)：強調將前面階段的經驗與反思連結，建構成為具有系統性、邏輯性完整的

知識或理論的能力。學習者可統合新舊經驗，甚至納入他人經驗共同思考，透過分析與統整，從而

獲得問題解方；(4)主動應用(active ex:eimeatatioa, AE)：強調運用轉化後的知識及理論，決策、解

決問題等實際操作於生活中的能力。學習者可嘗試應用新觀念、新方法於日常生活，藉此做決定、

改善問題。 

綜上述，中高齡者隨著年紀待在家時間增長，若能透過改造住宅，獲得支持獨立自主生活、增

加社會參與的空間，有益於生理與情感發展，反之，若缺乏按照老化需求的住宅改造，可能影響身

心健康(Liu & La:aae, 2009; Mantia et al., 2019)。中高齡者可藉由不斷經驗、反思、創造、行動改造

居家空間，提升住宅的舒適度及永續性(Hwaae et al., 2011)，而改造的結果不會是結束，可能是一

個隨中高齡者老化狀態不斷調整的過程。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以蒐集中高齡者居家改造相關資料。其特性為

客觀、開放，藉由研究對象，能促進理解個人對特定主題的經歷與觀點(DiCicco-Bloom & Cnabtnee, 

2006)。並採立意取樣方式選取研究對象，研究者依照研究議題，主觀判斷取捨所需之研究對象，

以利執行研究資料之蒐集(Oawueebuzie & Leech, 2007)，再以滾學球抽樣，協請參與者推薦人選，

獲取符合相同條件之研究對象。抽樣條件為：(1)曾在 50歲以後改造過居家空間之已退休或屆退之

中高齡者；(2)長期檢視居家空間適用狀況者；(3)喜好家居佈置、裝修等居家改造者。本研究共訪

談 8位曾於 50至 65歲改造居家空間的中高齡者，包括 1位屆退女性、1位屆退男性、6 位已退休

女性，受訪者性別比例懸殊，係因居家改造與家務分工相關，而該世代家務分工偏重女性（翁康容

等人，2020）。皆與子女同住，改造時的平均年齡為 57歲，其中 4位居住於 RC 透天厝、兩位居住

於大樓公寓，1位居住於鋼構木屋，按空間改造程度可區分為，舊屋翻修及重新裝潢 2位，局部調

整軟裝 6位。 

研究工具為自擬的「居家調整及改造經驗」訪談大綱，題目有：(1)請問您住家擺設調整或變動

了哪些地方？(2)為何會想調整或變動這些項目？(3)請說明調整或變動的經驗和過程？住家調整或

變動時遭遇的困難？如何解決？(4)請問有透過哪些學習策略，以及學習的過程？學習內容如何幫

助您改造居家？(5)調整或變動住家後對居住品質有什麼影響？訪談所得之資料會整理成逐字稿，

並以受訪順序、姓氏、受訪年齡、改造時的年齡所組成之代碼呈現，例如：「7C-71-63」代表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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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訪者，姓氏開頭第一個英文字為 C，受訪年齡為 71歲，並於 63歲改造住宅空間。本研究利用

持續比較法分析資料，將逐字稿進行拆解、編碼、持續比較分析，形成有意義的結果，歸納彙整出

中高齡者改造住家空間的學習經驗及其學習歷程，並以三角檢合法確保資料的真實性與完整性。 

4. 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由中高齡者描述其改造住宅的歷程，包括改造動機、行動的困難及其因應的學習策

略、居住品質的影響。 

4.1 進行居家規劃的動機 

受訪者從居住經驗中意識到住宅環境的不合適，造成生理及心理上的負面影響，因此想藉由居

家改造，獲得更滿意的居住空間。 

讓居住的空間變大 

受訪者表示因為房子已住了許久，堆積許多陳年雜物或家人的收藏等，使得活動範圍逐漸縮

小，1位受訪者認為過去家中空間的配置，令人覺得狹窄，因此想要透過調整房間、客廳、儲藏室

等家具擺設，獲得更寬廣的活動空間和收納空間，如： 

(1)擴大活動空間 

「想要讓空間更大、看起來更清爽。」(1C-54-54) 

「為了增加書房空間，之前很擠，可能會撞到，我很少、也很不喜歡進那間房間，這個書房主

要是女兒在用，她也覺得擠。」(3L-61-60) 

(2)為家人擴大空間 

「空間也會考慮到小孫子的活動空間，就是以簡單，收納高度是比較高的，不要讓小孩子去拿

到，盡量把空間留出來。」(5C-60-58) 

「讓他們有各自空間，因為小時候小可以住一起，大了總是需要自己獨立的空間。」(4L-52-52) 

(3)增加收納空間 

「我也比較注重在櫃子，收納的部分，想要有空間感。」(3L-61-60) 

「因為空間越佔越大、被放越多，因為我女兒愛玩就只好多出一點空間給他放露營東西。」

(8W-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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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簡單生活 

受訪者表示隨著年紀增長，逐漸退離職場，生活也不須圍繞著子女、職場，外在空泛的物質需

求不再羈絆自我，心態上希望回歸簡單生活，認為精簡單純的生活用品，乾淨且夠用的活動空間就

足夠了，如： 

(1)物品精簡 

「物品太多的時候看起來不舒服，……應該是說我就喜歡簡單。」(1C-54-54) 

「基本上，我都希望我家的東西，不要太多。」(6K-53-53) 

(2)保留空間 

「盡量把空間留出來，像以前那個客廳大部分都會有什麼沙發，還有茶具、桌子什麼的這麼多，

那現在客廳就會很簡單。」(5C-60-58) 

「我們整修的就是簡單、簡潔，……做最好的設計把空間空出來。」(5C-60-58) 

使自己的心情愉悅 

受訪者認為透過更新擺飾或是更換位置等佈置或改造，對視覺和心理有正面影響，感受到舒

服，並且能轉換心情，而有不定期調整居住空間的想法，如： 

(1)視覺感受 

「刷了之後，看起來很新，看了就很舒服，心情很好。」(1C-54-54) 

「比較不順眼就整理一下，看起來比較舒服。」(8W-52-52) 

(2)環境氛圍 

「一個轉換、比較新鮮，不要都一樣……有時候坐這種椅子，有時候坐另一種椅子，坐起來心

情也不一樣。」(2C-65-64) 

「換一點感覺，有些時候我會利用軟件，改變家裡的氣氛，或者是顏色……可以透過這些東西

改變家裡的氛圍。」(4L-52-52) 

4.2 學習與行動策略 

受訪者會嘗試透過採取學習與行動，解決居家環境問題，使空間符合自己的居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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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他人的經驗 

受訪者會透過吸取他人經驗，了解調整或改造的技巧和訣竅，分為專業人士、親友、媒體三個

學習管道，如： 

(1)專業人士建議 

4位受訪者會尋求土木技師、木工技師、室內設計師等專業人士的協助，以獲得符合需求的空

間，如： 

「從書裡面看到、朋友的一些經驗，還有設計師他的推薦規劃。」(5C-60-58) 

「木工會來丈量，他會跟你說你哪裡怎麼做？從客廳，哪裡做矮櫃、哪裡做屏風，還有做櫥櫃，

要跟他講，他就會跟你溝通。」(7C-71-63) 

(2)與親友討論 

6位受訪者透過了解鄰居、親戚等親友的相關經驗，參考其實際改造的操作方法，或是與家人

討論家具、配件等擺設的想法，如： 

「鄰居有教我怎麼刮生鏽、買油漆。」(1C-54-54) 

「我們家人都會一起討論，看怎樣擺比較好。」(6K-53-53) 

(3)蒐集媒體資訊 

5位受訪者會使用網路、平面媒體或購物、社交平台了解空間規劃的流行趨勢，以及學習配件、

裝飾等設置的訣竅，以增加空間改造的美感和想像力，如： 

「有時候會看看一些裝潢的書籍……參考一下別人是怎麼放的，例如說小的空間可以放一些

花花草草。」(2C-65-64) 

「現在媒體太方便，我就會去網路看現在流行甚麼、出了甚麼新東西，可以用。」(4L-52-52) 

清理回收不需用的東西 

5位受訪者為了空間乾淨、整齊，會進行「斷捨離」，清理掉不需用的書籍、雜物。 

(1)回收陳年書籍 

受訪者表示家中有許多長期不會再閱讀的舊書籍，皆透過回收等方式處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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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好幾年的書清出來回收。」(1C-54-54) 

「丟了很多書，清一清。」(3L-61-60) 

(2)淘汰無用雜物 

受訪者提及隨居住時間的增加，家中積累許多無用雜物，應不再保留，果斷丟棄以確保合理的

運用有限的室內空間，如：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我會覺得說我一定要整理得乾乾淨淨，不需要的東西，大概兩三年就會

收掉。」(8W-52-52) 

「很久沒有用到的東西，就給他甩掉。」(7C-71-63) 

更新部分的配件 

7位受訪者會根據心情、氣候變遷、環境安全等因素，更新家具配飾、調整照明等，如： 

(1)替換窗簾配飾 

「一般窗簾換成特殊遮陽窗簾，不但美觀又可以遮陽。」(1C-54-54) 

「窗簾也是，為了防西曬，我從一層軌道加到了三層軌道，就三片窗簾。」(4L-52-52) 

(2)調整照明設備 

「我有落地的燈，可以轉換，可以搬到別的地方，可能今天放這邊，以後覺得不方便，想換地

方就可以搬到另外一個地方。」(2C-65-64) 

「你人進去的時候，他就會有感應，就會亮，夜間的話比較安全，就是你不用再特地去找燈。」

(5C-60-58)  

(3)更替不適用家具 

「床換掉，窗簾也換掉過了，換過兩次……床架也換掉，床架換下面沒有空間的，很好清潔。」

(8W-52-52) 

「房間就是要住起來舒適，例如床墊，老人家床蠻重要的，不好睡，所以床墊會買比較好的。」

(4L-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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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與收納 

8位受訪者藉由整理或增加收納櫃，獲得更多可運用之空間，增進動線的順暢與居住的舒適程

度，如： 

(1)清理與收拾 

「就是整理，反而我覺得用這樣家裡又更乾淨，雜物不需要的，斷捨離的精神就要拿出來。」

(6K-53-53) 

「我都希望我家的東西，不要太多，所以東西就整理一下，奶奶就住進來了。」(6K-53-53) 

(2)增加儲物櫃 

「收納空間，我會增加櫥櫃。」(2C-65-64) 

「櫥櫃做多一點就比較好收納。」(7C-71-63) 

更新或修補 

5位受訪者表示住宅老舊需要更新、修補硬體設備、增加輔助工具以確保老年居住安全，或是

透過變動隔間配置，增加或縮減部分空間，以符合自己和家人的使用習慣，如： 

(1)牆體防水 

「頂樓有去重新粉刷，因為頂樓的地板之前建商粉刷的油漆，久了、龜裂了，看起來不美觀，

有小漏水，所以就去粉刷。」(1C-54-54) 

「有的地方都會漏水，所以就重新把它打掉，然後就重建。」(7C-71-63) 

(2)更新浴室 

「我的浴室都是防滑的，地板都不是平滑的，都有止滑的作用。」(2C-65-64) 

「浴室也稍微做一下整修……換恆溫的水龍頭……有裝好像叫做加熱器，冬天的時候比較冷，

洗澡的時候比較溫暖。」(5C-60-58) 

(3)空間劃分 

「他們想要自己的獨立空間，所以我就用床和衣櫃來做區隔。」(4L-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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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臥室就加大了，就加得比較寬敞一點……本來衛浴的地方，後面有一個陽台，那現在把

陽台做成洗衣間。」(7C-71-63) 

(4)其他 

「以前的那個插座都很少，但是因為重新弄了，我們就可以考慮我們的需求，哪裡要放什麼東

西，插座的方便使用就會考慮到我們以後要使用。」(5C-60-58)  

「我們現在都是用氣密窗戶，在冬天就感覺很緊密，不會有風透進來的樣子。」(7C-71-63) 

4.3 居家規劃結果 

受訪者對於規劃後的居住品質提高，符合自己的喜好及生活方式，呈現高度滿意。 

舒適感增加 

4位受訪者表示改造後的住家，增加視覺、知覺的舒適，有效的利用空間，感受到空間不再擁

擠、窄小，變得更加寬敞，如： 

(1)提升視覺美觀 

「我比較視覺型，常常想清理，清了就看起來很舒服。」(1C-54-54) 

「視覺上看起來好看、比較乾淨一點，在有限的範圍裡，自己去完成。」(8W-52-52) 

(2)增進使用便利 

「我覺得使用起來非常的方便，再來就是還蠻舒適的。」(5C-60-58) 

「會覺得比較舒適，不是說很豪華，就是居住起來很方便，比較舒適。」(7C-71-63) 

(3)變得更加寬敞 

「沒有在使用，又讓房間的空間看起來有點窄，空間變得有點小，清掉之後，空間就會變大。」

(1C-54-54) 

「房間不會覺得很擁擠、雜亂、生活品質更好。」(3L-61-60) 

喜歡待在家 

2位受訪者認為改造之後的住家，符合自己的個性，有自己喜歡的空間，因此待在家的時間會

增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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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更舒服，心情更好，更想待在家。」(1C-54-54) 

「我自己的房間也透過衣櫃，增加自己的更衣室，區隔出自己的空間。」(4L-52-52) 

動線較好 

6位受訪者表示透過整理、改動大型家具位置，達到通道暢通、格局寬敞之效果，使家中的行

走動線更加順暢，另外有受訪者偏好選擇活動式家具、配件，可按照心情、需求調整，有效運用有

限的空間，如： 

(1)通道暢通 

「車庫有做清理，動線比較好，因為那邊有廁所，進出廁所比較順暢。」(1C-54-54) 

「正向影響，蠻喜歡的，換個新感覺，動向也會走的比較順，家人也都喜歡。」(4L-52-52) 

(2)格局寬敞 

「整體空間動線都優化了……調整後看起來客廳空間更大了也更整齊的感覺。」(3L-61-60) 

「盡量把空間空出來，不要有過多的設計，或是過多的東西……那些東西可能會讓你跌倒，或

是活動空間會變小，障礙變多。」(5C-60-58) 

(3)彈性配置 

「家具不會很多，但選購時一定會選活動式，我不會固定在某個位子，我可能透過移動家具，

去改變家裡的動線。」(4L-52-52) 

「我有落地的燈，可以轉換，可以搬到別的地方，可能今天放這邊，以後覺得不方便，想換地

方就可以搬到另外一個地方。」(2C-65-64) 

(4)提高安全性 

7位受訪者表示透過加裝扶手、鐵窗等簡易的附加設施後，居住起來更有安全感，如： 

「有些長輩會來我們家，我就裝那種吸盤式的扶手。」(4L-52-52) 

「我覺得安全玻璃總是有個地方會敲破，所以後來就加裝了鐵窗、鐵門，因為那時候常常都不

在家。」(8-W-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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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找到物品 

2位受訪者認為居家空間改造後，物品收納的有秩序，需要時就能迅速找到，十分便利，如： 

(1)方便歸位 

「使用完後要歸位，都很方便。」(1C-54-54) 

「設計完之後，也真的把那些東西都放在那些，我就覺得看起來還蠻舒服的，使用起來也很方

便。」(5C-60-58) 

(2)輕鬆拿取 

「像櫃子裏面有整理過，要拿裡面的東西……可以很迅速找到我要的東西。」(1C-54-54)  

「現在有一些設計，其實是會讓你拿東西、處理東西很方便。」(5C-60-58) 

增進與人的互動 

2位受訪者表示改變空間中的家具或設備，例如：桌椅、智能家電等，獲得了更多空間和時間，

能陪伴晚輩、與親友聯絡感情，即便待在家，也能維持一定的社交活動，如： 

「我這邊也可以喝咖啡、喝茶，有朋友來可以坐在這裡一起聊天也還不錯。」(2C-65-64) 

「我們比較花時間的地方都有機器代替，這樣省下時間可以陪小孩子。」(5C-60-58) 

4.4 討論 

由於人口結構失衡，家庭型態發生變化，以及年齡增長後生活方式的變動，改變高齡者的居住

需求。研究結果： 

(1) 中高齡者較以往更常待在家，意識到居住空間舒適性、便利性、安全性不足，因此希望透

過改造，達到擴大知覺和視覺的空間感、追求簡單生活方式、使心情愉悅之目的。 

(2) 中高齡者有能力透過自主學習、獨立計畫及行動應對住宅問題(Davey, 2006)，包括與親友、

專家討論以及閱讀網路或平面媒體資訊，在生活經歷中了解並學習居家改造技巧和省力工

具的使用，以簡化步驟、增加靈感，能順利和有效率地進行空間改造。另外，由於家中囤

放多年未使用之物，佔據大量空間，因此會以清理、整理為主要擴大收納空間的策略，獲

得更順暢的動線，確保家中行動安全和妥善利用空間，並且會考量經濟能力、體力負擔、

環境安全，更新修補軟硬體設備、增加輔助工具，包含油漆牆壁、更換地板鋪面、安全大

型家電、隔熱窗簾等，以因應住宅的老舊（林黛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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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高齡者透過不斷的在居住生活中經驗、思考和學習，提出能增加居住品質的相應策略，

並有計畫的付諸改造行動，感受到居家空間變得舒適，包含行走動線的寬敞合理，收納得

宜可容易找到物品，使其有足夠安全感會更喜歡待在家，提高居住安全性、方便性之外，

也有額外的空間、時間與親友互動，創造社會參與機會(Cachadiaha, 2012; Taaaen et al., 2008)。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高齡居住者規劃既有住宅空間改造的學習歷程，研究結論可被歸納為： 

(1) 中高齡者覺察居住空間品質不符合生活需求，引發改造居家空間的動機，包含生理層面的

空間擴大、環境層面的佈置簡單、心理層面的心情愉悅。 

(2) 中高齡者透過與親友、專家討論以及閱讀網路或平面媒體資訊等多重學習方法，吸取他人

經驗，確保改造想法的可行性，以提出可因應需求的改造策略，並產生清理、更新配件、

整理與收納、更新或修補等具體行動，解決空間的壅擠、雜亂以及老舊的建築物和損壞且

不合時宜的設備。 

(3) 中高齡者對於改造結果滿意，視覺和知覺皆感受到變得美觀、舒適，動線順暢增加空間感

和活動範圍，有邏輯的收納和斷捨離的習慣可容易找到物品，提高便利性、安全性，也增

進與人的互動，維持老年生活的安全感和獨立感。本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有住宅改造需求之

中高齡者參考。此外，居住地區、居住型態、房屋形式可能存在改造方法的差異，為本研

究限制。建議有住宅改造需求的中高齡者，可先檢視居住經驗和型態、了解自己的居住需

求和現階段的空間狀態的差異後，從簡單的清理、整理、收納開始著手，再進行更替或更

新舊設備，並藉由多參考親友經驗、書籍和網路的空間規劃案例等學習策略，逐步將居家

空間改造成符合老年生活的舒適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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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ging in Place: Learning Through Home Renovations 

Lai, Y.-Y.1, *Lee, Y.-H.2 
1 Elder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2 Adult aad Coatiauiae Educatioa, Natioaal Chuae Cheae Uaivensity  

Abstract  

Dnivea by socioecoaomic stability aad advaaced healthcane availability, a enowiae seaion :o:ulatioa 

cou:led with falliae binth nates has tnaasfonmed the tnaditioaal family stnuctune, aecessitatiae a shift ia 

housiae aeeds. Seaions should have the nieht to neside ia a safe aad healthy eavinoameat that allows fon 

iade:eadeace. Pnionitiziae “aeiae ia :lace” allows seaions to nemaia iade:eadeat aad maiataia well-beiae, 

:oteatially neduciae the bundea oa social loae-tenm cane systems. Howeven, ada:tiae existiae homes 

nequines :noactive :laaaiae, oftea stantiae ia midlife thnoueh neaovatiae a nesideatial s:ace to meet :neseat 

aad futune aeeds. This study ex:lones the ex:enieatial leanaiae :nocess of olden adults who neaovate thein 

existiae nesideatial s:aces. It utilizes Kolb’s theony to uadenstaad thein quality of life aad housiae 

neaovatioa aeeds aad stnateeies, aad to develo: aa ex:enieatial leanaiae model fon uadentakiae neaovatioas. 

Thnoueh ia-de:th, semi-stnuctuned iatenviews with eieht olden adults who neaovated aften the aee of 50, the 

neseanch neveals key dnivens such as cneatiae mone s:ace, sim:lifyiae thein lives, aad im:noviae thein well-

beiae. Reaovatioa stnateeies iaclude seekiae advice, declutteniae, u:datiae accessonies, im:noviae 

oneaaizatioa, aad ne:ainiae on ne:laciae items. Positive outcomes of neaovatioas iaclude iacneased comfont, 

eaooymeat of home, betten flow of movemeat, eahaaced safety, easien access to beloaeiaes, aad a boost to 

social iatenactioa. The fiadiaes offen valuable iasiehts fon seaions coasideniae neaovatiae thein owa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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