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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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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提升高齡者行動裝置 App教學課程滿意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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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行動裝置搭配 App 使用已然成為一個功能強大且便於攜帶的日常生活

輔助工具。然而，在既往的教學經驗中得知高齡者對行動裝置的使用及 App 的學習難度較高並感

到恐懼，因此本研究與有合作關係之社區據點配合進行 App教學課程，對象為社區據點的高齡者。

課程除了講解行動裝置基本知識外，尚規劃 App教學，包含二維碼(QR-Code)掃描、線上視訊會議

GoogleMeet 與醫院就診掛號用 App，並利用科技接受模式為理論基礎設計問卷滿意度題目，於課

程結束後進行問卷填寫同時舉辦座談討論以充分得知高齡者回饋與滿意度分數，最後以 PDCA 方

法循環進行課程調整與改善。在檢視 18場次課程結束後的滿意度分數後，除了第 1場次為 60分，

後共有 9場次為滿分 100 分，有 8場次超過 80分。而以 PDCA方法進行課程改善方面則觀察到降

低講課時間並提高實作時間，同時分組進行且由講師與助教從旁指導將有良好成果。藉由科技接

受模式角度分析整理問卷與座談回饋，除滿意度外尚發現影響高齡者的行動裝置與 App 學習外部

因素在於無法得到家庭成員的協助，並且額外發現高齡者對自身操作可能毀損行動裝置感到恐

懼。 

關鍵詞：科技接受模式、高齡者、PDCA、App、行動裝置 

1. 緒論 

根據衛生福利部(2021)發表的「高齡社會白皮書」當中提及，台灣已於 2018年進入高齡(aged)

國家，高齡者佔比已達 14.5%，而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預計高齡化時程到 2025年會升至 20.7%，

接近高齡者佔比到達 21%的超高齡(super-aged)國家；同樣由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推估到 2036 年

時，就會進入高齡者佔比到達 28%的極高齡(ultra-aged)國家。根據前述能夠預估，2025 年時在台

灣每 5 個人當中就有 1 個是高齡者，到 2028 年時此比例則會更高。然而，「高齡社會白皮書」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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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2016年國際衛生大會通過「高齡化與健康全球策略暨行動計畫」(Global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on ageing and health)，呼應「2030 永續發展課題」的目標，當中強調其核心理念為人人都應

享有長壽與健康的生活，同時提出 5 項策略，當中包含每個國家都應該投入健康老化的行動與發

展年齡友善的環境。因此本研究之目的除了教導行動裝置 App 課程與應用現代科技提供給高齡者

更加健康及便利的生活，同時亦期望透過 PDCA 循環改善課程與應用科技接受模式瞭解影響高齡

者學習的外部變數為何。 

本研究發想於全球新冠肺炎流行期間，政府宣導希望國民盡量減少外出以免遭受感染，而根

據 Canenzio 等人(2021)的研究指出高齡者的數位媒體素養於新冠肺炎疫情封鎖期間受到重視，主

要因社群媒體與網路是數位媒體素養融入高齡教育課程。考量高齡者居家期間能以線上視訊會議

方式與親友聯絡，另可使用線上掛號以利就診，故規劃行動裝置 App 教學課程，因此在取得有合

作關係之社區據點同意後開始進行，課程分為講解與實作二個階段，首先為行動裝置基本知識教

學，其包含資訊安全、軟硬體與范紐曼架構（Von Neumann architecture，又稱馮諾伊曼架構，下稱

范紐曼架構）講解，第二階段為二維碼掃描及應用、線上視訊會議 Google Meet 與醫院就診掛號等

三款 App 實作。於課程結束後利用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所規劃之問卷進行調查，同時舉辦座談討

論以獲得課程回饋，藉以瞭解影響高齡者對於行動裝置 App 教學課程的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使用態度(Attitude Towards Using)與行為意向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與系統使用(Actually System Use)等五個面向之滿意度，最主要在於結合

座談討論以得知影響高齡者行動裝置 App使用的外部變量(External Variable)。課程結束後以 PDCA

循環改善課程，期望找出最符合高齡者的授課方式。 

2. 文獻探討 

學術探討方面，近年來國內外有許多對於高齡者使用行動裝置與 App 的研究，但多著眼在使

用行為與影響（Banskota et al., 2020; Lai, 2020; Ma et al., 2016; 高凡宜、許言，2016；陳怡真、郭

千華，2019），亦有研究探討行動裝置使用影響心理健康素養，如顏語葵與陳儒晰(2021)的研究結

果指出高齡族群對心理健康素養正向影響自我肯定，可提升其心理健康態度。手機使用態度正向

影響自我肯定，因為手機的普遍使用性可減少社會隔離。此外，高凡宜與許言(2016)利用行動裝置

搭配通訊 App 對於中高齡者進行研究，其結論中提到中高齡者改變了過去的社交方式，並自願接

受科技所帶來的新型態社交方式，而且能透過文字或貼圖與親朋好友相互問候，而得到心理需求

的滿足。前述表示行動裝置搭配 App 的方式已經廣為使用並容易為高齡者所接受。而張辰維與唐

惠欽(2017)亦提到，對於高齡者而言，其教育者不能再以福利為主來服務，而是應該要把學習納入

高齡者生活的一部份。而對於影響高齡者學習行動裝置 App 滿意度的提升與科技接受模式外部因

素的研究較為缺乏，因此如何規劃課程、評量與回饋，則需要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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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行動裝置持有率與上網率 

首先對於行動裝置的持有率方面，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23)於「108 年持有手機民眾數位機

會調查報告」指出，從年齡分佈看，50-59 歲手機族佔全體 16.5%，超過 60 歲佔 19.6%。表示自

50 歲至 60歲以上的高齡者每 2至 3人即擁有一台行動裝置。而在行動裝置的上網比例方面，依照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22)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執行之「111年度通訊市場調查結果報告」

所述，依照年齡區分，有使用手機且有上網的比例皆超過 8成，當中 56-65歲的 82.8%最低。因此

可以推估每 5位高齡者就有 4位持有行動裝置並且有上網行為。 

2.2 課程地點選擇 

本研究原規劃於醫院內會議室或於租用之教室舉辦課程，然而參照劉宏鈺等人(2012)於其著作

中所評析之高齡服務站，於其服務與學習地點的選擇上，高齡者具有近便性的偏好，而在學習行

為傾向於場地依賴(field-dependent)，因此考量既往課程有高齡者提及交通上不易前往且時間上也

難以配合，且賴弘基(2015)文中亦提到，數位學習之運用也因為網路科技，目前已經普及在正規與

非正規的教育系統，本研究同時考量高齡者不易接受正規教育，因此規劃講師與助教配合社區據

點原有課程時間，直接前往社區據點進行行動裝置 App課程。 

2.3 課程規劃 

接著在課程規劃方面，賴弘基(2015)提到，因為網路技術的快速進展，因此愈來愈多資源與服

務紛紛選擇使用網路提供。該文亦提及眾多高齡者參加資訊相關的課程，期待提升自己的資訊素

養，並且使用網路帶來的便利與多樣服務。因此，本研究認為高齡者有學習意願，但缺乏學習方

法， 同時，鄭巧玫與王年燦(2015)提到手機相關設計大多以年輕族群為主，以致於忽略了高齡者，

此為課程規劃需要留意之處，另外，賴弘基(2016)指出，數位學習課程的介面設計要注意對是否對

高齡者友善，操作也要直覺化，並且內容可以多以圖形為主，字體需加大，操作步驟亦需減少；

根據前述概念，本研究課程投影片設計多以大型圖片配合大型字體方式製作並加入詳細教學步驟，

每頁至多 2個步驟，除了高齡者容易在上課中觀看，同時也提供紙本提供其攜帶回家練習。 

再者黃國禎等人(2015)認為，遊戲對於提升學習效果是個好模式，除了可以激發學習動機，亦

讓學習者透過參與互動可以達到發現、分析、解決問題與改善概念構成的能力，文中亦提到最為

重要的議題是在遊戲設計達到特定學習目的，因此，本研究規劃之課程亦安排分組實作，在進行

線上視訊會議 Google Meet App實作中輪流發起會議與參加會議，使得高齡者經由互動進而分析與

解決問題，從而達到學習 App 使用的目的，接著，本研究檢視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高

齡健康照護團隊(2020)之著作「健康老化」中第 4 章「認知促進單元促進認知(預防失智症)，怎麼

做最好？」，當中提及儲備大腦認知功能需要提到儲存腦本，高齡者需要保持好奇心，接觸新的事

物，接受挑戰，參與課程以及學習新知識。因此本研究規劃行動裝置 App 教學，為高齡者提供新

事物、課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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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行動裝置軟硬體考量 

本研究規劃之行動裝置軟硬體考量亦參照隗振琪等人(2015)文中所提出 4點結論，一、高齡者

偏向喜愛電腦應用能力之工作取向能力，二、電腦資訊產品理念以使用經驗及易視性較能影響其

生活滿意度，三、電腦使用環境以軟體環境能影響其生活滿意度，四、電腦應用能力、健康狀況

及電腦使用環境為影響生活滿意度最大因素；同時基於新竹市教育網(2021)電子計算機（電腦）硬

體功能分類所述范紐曼架構(Von Neumann architecture)，其定義電腦/計算機之架構為內存程式型

(Stored Program)電腦，意即利用記憶體來儲存電腦的指令，將程式指令記憶體和資料記憶體整併

在一起的電腦設計概念架構，功用為相同硬體設備上可以執行不同的程式/軟體，不需要為執行不

同的程式應用而去開發其他硬體設備。故本研究整理電腦/計算機與行動裝置的架構單元為表 1 並

進行比較，因二者架構相同且包含程式的應用，故視行動裝置為儲存程式型電腦的一種，且二者

應為基於時代與資訊科技演進的同質性產品，因此納入課程，期望除了課程滿意度提昇外，尚能

協助高齡者提昇生活滿意度。 

表 1. 基於范紐曼架構之裝置比較 

                 硬體設備 

架構單元 

電腦/計算機 行動裝置 

輸入單元(Input Device) （鍵盤/滑鼠） （觸控螢幕） 

中央處理單元(Central Process Unit)   

記憶單元(Memory Unit)   

輸出單元(Input Device) （螢幕） （觸控螢幕） 

程式(Program) （軟體） （App） 

2.5 行動裝置 App教學規劃 

對於 App教學課程規劃方面，根據鄭巧玫與王年燦(2015)的著作所述，傳統手機主要功能僅是

通訊使用，然而智慧手機因為同時具備攝影、上網、定位等功能，因此人們對其依賴度大量增加。

此外，下載應用程式則是通訊與上網之外最常被使用的功能；因此本研究規劃課程首先講解行動

裝置基本知識，包含作業系統分類(Apple iOS、Google Android)，網際網路與行動網路簡介，二維

碼介紹安裝與掃描，資訊安全說明，以及硬體相關的范紐曼架構，接著教導二維碼掃描應用與線

上視訊會議 Google Meet 等三款 App，此外，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提供之「110 年國家數位

發展研究報告」所述，資訊科技發展使得民眾接近醫療資源的機會提高，12 歲以上民眾有 60.6%

近三個月曾透過網際網路搜尋相關健康資訊，而 40.6%在過去一年曾經使用過網路掛號與預約看診

功能。因此課程上加入線上掛號就診 App 教學，使高齡者除能了解行動裝置基本使用與操作外，

尚能以線上視訊會議 Google Meet App與親友聯絡同時利用醫院就診掛號 App取得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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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滿意度問卷規劃考量 

最後，問卷規劃方面，本研究問卷題目除了基本個人資料、行動裝置與 App 相關題目外，為

了瞭解 PDCA課程循環改善後的滿意度，本研究參考陳玉婷與蔡立元(2009)的著作所述，其以戴維

斯(Davis, 1986) 於 1989 年基於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該理論由 Fishbein 

and Ajzen(1975)所提出，主要闡述任何因素只能通過態度和主觀規範來影響使用行為，使得人們對

行為的合理產生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據此發展出如圖 1 所示的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進行數位學

習的實證分析，因科技接受模式是目前最常被用來研究使用者對某項科技接受程度的理論模式；

而何信弘等人(2020)於其著作提到，其團隊設計智慧型手機配合運動 App 共 8週，接著應用科技接

受模式進行訪談資料綜合整理，以瞭解中高齡者使用的情形。本研究主要期望瞭解影響高齡者行

動裝置 App 系統使用的外部變量為何，其對於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的影響、進而作用於使用

態度與行為意向，最終對於系統使用(Actual System Use)的感導。 

 

圖 1. 科技接受模式 

2.7 PDCA循環課程改善 

王淑珍(2020)於其著作中提到，PDCA循環改善的主題可從平日工作上經常發生的問題進行定

義、例如病人安全年度目標等去作選擇，確定改善主題後即可著手依 PDCA 循環進行改善。同時

敘述相對意涵為在改善問題時，往往不是只有一個對策就能看到成效，亦不是只有一個 PDCA 循

環就結束，經常是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進行檢視及改善方見成效。因此本研究認為需於每次行動裝

置 App課程結束依據滿意度問卷與座談討論進行改善檢討。 

  同時檢視許美雅等人(2014)的研究，其運用 PDCA 循環品質管理於長期照護機構的供餐服務敢

善計畫上，最終取得整體滿意度由 4.1分提升至 4.4分，滿意度成長 6.8%之良好結果。另外，陳曉

藍等人(2018)的研究提到其為提昇新進藥師 PGY 教學課程滿意度，同樣應用 PDCA 品質改善，在

二個項目的滿意度分別提升 52%及 29.4%。故本研究導入 PDCA 循環改善品質提昇，期望能找出

最佳的課程安排與修改不佳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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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家庭成員對行動裝置 App課程學習影響 

依照蔡琰與臧國仁(2013)所述，其研究結果表示家中長輩與晚輩對於不同學習議題會有不同的

意見，高齡者對學習電腦的「正向態度」大多數與家庭成員互動相關，而家庭成員互動則與長輩

的電腦使用「能力」沒有關係。因此，我們推測影響高齡者學習行動裝置 App 之外部變量與家庭

成員有關。呂逢霖(2023)的論文當中提到，其以科技接受模式為理論基礎並加入自我效能為外部變

數，重點在於探討 50 歲以上的高齡者對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的使用習慣以及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亦應用科技接受模式於滿意度，在課程結束時，參照李雅慧與盧婧宜(2017)的研究，其

為了得知中高齡者參與學習動機之異同，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等二方式資料蒐集，以

進行歸納與比較。故本研究採用座談討論，並以高齡者慣用的語言在輕鬆氣氛下取得其回饋。 

基於前述背景、動機與重要性，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 規劃適用於高齡者的行動裝置 App課程並執行； 

(2) 採用科技接受模式驗證課程後滿意度與座談討論； 

(3) 使用 PDCA手法循環改善課程； 

(4) 應用現代科技提昇高齡者的生活便利性。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規劃之研究方法與流程分三步驟並循環進行，分別為：行動裝置 App 教學課程，行動

裝置 App教學回饋與 PDCA 循環課程改善。如圖 2 所示並分述如下： 

 

圖 2. 研究方法與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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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行動裝置 App教學課程 

行動裝置 App 教學課程進行地點為有合作關係之社區據點，行動裝置原考慮租用同型號機種

以利教學，然而思量高齡者對自有行動裝置的熟悉度，後由其自行攜帶常用之行動裝置。而課程

分為課程講解與分組實作二部分，課程講解由講師教導行動裝置基本知識，包含作業系統分類

(Apple iOS, Google Android)，網際網路與行動網路簡介，二維碼介紹安裝與實作，資訊安全說明，

以及硬體相關的范紐曼架構。分組實作部分則分2-3人為一組進行，首先分別由Google Play與Apple 

App Store等二大 App 平台安裝二維碼 App，接著安裝線上視訊會議 Google Meet App，且由高齡

者依照分組互相擔任會議發起人與參與人，最後指導高齡者實際由醫院網站掃描線上就診掛號App

的二維碼，而後進行實際掛號動作。 

3.2 行動裝置 App教學回饋 

在每堂課程結束後，我們邀請高齡者填寫以科技接受模式設計之問卷，藉此得知其使用行動

裝置的外部變數所在。問卷題目引用許嘉麟等人(2008)所規劃之科技接受模式問卷，就同質性而言，

本研究認為極具參考價值，因此參考其問卷並自行設計科技接受模式問卷題目，後邀請專家學者

進行會議審查，而後於課程結束時對高齡者實施，題目敘述如下： 

(1) 感知有用性：這台行動裝置搭配所教學的 App對我生活有幫助？ 

(2) 感知易用性：學習如何使用這台行動裝置搭配所教學的 App，對我來說很簡單？ 

(3) 使用態度：如果生活中遇到可以使用行動裝置搭配所教學的 App，我會樂於使用？ 

(4) 行為意向：您是否有意向在未來一年內學習如何更好地使用智慧型手機，以提高生活便

利性？ 

(5) 系統使用：經過今天的教學課程，我會去使用行動裝置搭配所教學的 App？ 

問卷題目規劃除了基本資料填答，其餘以科技接受模式內所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

用態度、行為意向與系統使用等五個面向所規劃之滿意度題目共 5 題，答案以量表以李克特式

(Likert)五點量尺方式計分，分為從「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普通」、「滿意」與「非常滿意」，

每題由「非常滿意」為最高得分 20分，每一等級依次遞減 5分，至最低的「非常不滿意」為 0分。

滿意度分數最高為 100 分，最低為 0 分，每一場次將總分除以人數，得知平均滿意度分數。最後

有 3 題問答題包含「最近想安裝的 App 種類」、「您對本次活動的建議」與「未來您希望舉辦衛生

教育的課程主題」等，此部份供統計高齡者回饋使用故不列入滿意度計分。 

3.3 PDCA循環課程改善 

每次課程後透過 PDCA 手法進行定期的教學評估以利改善，其中計畫(Plan)為依行動裝置 App

課程規劃，執行(Do)則是實際進行行動裝置 App 課程，檢查(Check)係透過問卷與座談討論得知高

齡者課後回饋，行動(Action)於依上次課程回饋改善下次課程制定方式。關於 PDCA的改善的課程

回饋問題(Plan)與行動(Action)，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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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次課後回饋問題：內容過多無法消化/手機規格講的聽不懂/網路安全聽不懂/下課會忘

記，回家小孩不教/蘋果跟安卓是什麼； 

改善行動：簡化授課時手機規格與網路安全的講解方式/增加助教介入協助實作的時間/簡

化分辨蘋果與安卓行動設備的教學方式； 

(2) 第 4次課後回饋問題：網路安全聽不懂/網路架構聽不懂/上課實作做不出來； 

改善行動：簡化網路安全與網路架構的講解方式/減少課程講解時間並再次增加助教介入

協助實作的時間； 

(3) 第 7次課後回饋問題：范紐曼架構聽不懂/網際網路相關知識聽不懂； 

改善行動：刪除范紐曼架構部分/調整網際網路相關知識使其更接近日常用語； 

(4) 第 11-12次課後回饋問題：老師教的要多練習幾次才會/回家後小孩不會教導； 

改善行動：增加講師與助教介入協助實作的時間。 

3.4 座談討論獲得上課回饋 

課程結束後於填寫問卷期間同時進行座談討論，一開始先由講師與助教用課後閒聊相關方式

讓高齡者放鬆情緒，且不讓其感受此為課堂上課與課後考試，另外藉由相同語言（閩南語及國語）

的應用，拉近與高齡者的距離，以取得更真實的想法及回饋，主題定義為如表 2所示之 4個項目，

後由助教進行記錄並經整理後登打成電子檔。 

本研究參考賴弘基(2016)的著作所述，其於訪談結束後將資料整理成逐字稿並進行編碼與分析，

而在資料分析過程進行反覆閱讀並做交叉比對，以釐清研究的主觀看法並同時將概念性質相關資

料整理以形成潛在的類目與主題，以成為訪談文本的佐證。而在確保資料信效度方面，參照賴弘

基(2016)的著作中所提到，研究者在與其研究對象訪談過程中，假如遇到不明瞭之處，必定請受訪

者進行澄清。同樣賴弘基(2022)的著作中亦提到，在訪談過程中若有對受訪者回答的意見不清楚之

處，則做進一步詢問以及澄清。故此方面本研究則由講師與助教先對主題定義有相同認知，倘若

高齡者所回饋之意見有不瞭解或存疑之處，則立即對其進行反問直至釐清為止。並將逐字稿給予

受訪者檢視，而詮釋資料時，研究者反思本研究主題的分析基礎，同時引證相關理論與實徵研究

文獻對蒐集資料做客觀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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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座談討論回饋記錄表 

本次課程中最滿意的項目 對本次課程的建議 未來希望舉辦的主題 學習遇到的難題 

增加 3C 產品的使用方法 多舉辦手機功能使用 防範措施，預防保養 要練習很多次才會 

學會安裝 Meet App 這活動不錯可多辦 用藥安全 沒裝過/不知道 App 

可以自己動手 生動活潑 樂齡保健之道 
我的手機 /平板跟別人

不一樣 

增加手機功能的理解 可多舉辦類似的活動 想了解更多三高問題 
回家以後小孩 /孫子不

想教我 

老師講解簡易清楚，了解

使用方式，讓我們學習到

新知識，很滿意 

健康講座 想知道老人養生之道 
我的手機不能裝老師教

的 App 

全部 收穫很多 攝影/FB/LINE 教學 蘋果跟安卓設備不會分 

很滿意 老師講得很清楚謝謝 公車班次教學 
老師講的聽不懂，問別

人也不會 

服務態度優良 謝謝兩位老師的教學 
希望能再次舉辦類似的

活動 

都要去問買手機地方的

店員 

4. 研究結果 

本研究共舉辦 18 場課程，有 192 位高齡者參與，回收 17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91.1%。如圖

3 所示，滿意度經調整課程講解與實作的比例後初期逐步提高，超過 80 分有 8 個場次，最高 100

分則有 9個場次。研究當中的觀察與發現彙整如下列 7項。 

 

圖 3. 課程場次滿意度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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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技接受模式與滿意度 

藉由整理問卷滿意度分數，我們發現參加課程的高齡者在滿意度最低分數為 60分，且沒有不

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的評分。其在科技接受模式規劃的滿意度得分方面，App 系統使用的有 80%以

上表示滿意且願意持續使用，行動裝置感知有用性方面有 90%表示經過課程後行動裝置配合 App

確為有用，感知易用性有 80%表示經過課程後覺得更加容易使用、使用態度有 85%表示經過課程

後願意回家後練習並且應用課程自己安裝其他 App，行為意向則有 95%表示經過課程後願意多加

使用行動裝置 App以提高生活便利性，表示確如預期均為正向。而賴弘基(2020)研究結論提到，影

響使用態度的構面以認知有用性最高，亦即高齡者認知 App 有用，使用態度亦為正面，然而感知

易用性偏低，實際影響高齡者行動裝置 App系統使用的外部變量於第 2項家庭協助問題敘述。 

至於問卷的信度與效度分析方面，本研究問卷主要引用許嘉麟等人(2008)所規劃之科技接受模

式問卷，經討論後修改問卷內容，並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專家效度，針對問卷題目之正確

性、需要性、適切性等進行評分後確定問卷題目。信度部分，本研究則採用自由開源的 JASP 0.11.1

統計學軟體進行，主要參考林玉萍(2024)著作之「研究工具之信度和效度在信度分析」一文以分析。

當中信度(Reliability)是用來衡量問卷或測量工具的一致性和穩定性。此次研究使用了 Cronbach's 

Alpha 來評估各個構面（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使用態度、行為意向、系統使用）的內部一

致性。根據分析結果，各構面的 Cronbach's Alpha如表 3： 

表 3. 問卷題目構面與 Cronbach's Alpha 

題號 問卷題目構面 Cronbach's Alpha 

Q1 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0.986 

Q2 認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0.981 

Q3 使用態度(Attitude Toward Using) 0.986 

Q4 行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 0.979 

Q5 系統使用(System Use) 0.981 

4.2 家庭成員協助 

在整理問卷與座談討論的結果後如圖 4 所示，本研究記錄到只有 6 位高齡者有能力自行購買

與設定行動裝置，其餘 169 位都無法自行處理，而當中有 24位表示經常會拿行動裝置到購買的店

家請求協助，其餘大多表示表示同年齡親友無相關行動裝置設定與處理能力，因此都是依靠家人

協助，然而當家人無暇抑或無意願協助處理時，需求也只能擱置亦或是留待參與課程時詢問，因

此在課後座談討論時，往往有許多高齡者來諮詢與課程無關之問題，比如 Facebook 臉書使用或

WeChat 微信功能操作等。此結果與前述蔡琰與臧國仁(2013)著作內所提結果相仿，即高齡者對於

學習行動裝置 App的「正向態度」多與家庭成員間互動情形有關，而與高齡者的行動裝置 App使

用「能力」無關。本研究發現主要因為家人僅針對需要使用的 App 功能進行教導，因此儘管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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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 133 人使用行動裝置超過 3 年，有 107 每日使用 1-2 小時，然而僅是反覆使用已學會的 App

功能，比如 LINE與 Youtube 的反覆使用，而對於其他基礎知識或 App的操作並不了解，例如有高

齡者反應其對於行動裝置的作業系統是經過課程後才學習到，家人並未有所教導。 

 

圖 4. 行動裝置基本問題統計 

4.3 App 相關問題 

如圖 5所示，高齡者最常使用的App是即時通訊/傳訊息服務，大多使用LINE，也有使用WeChat

微信與中國親友聯絡。在課程前的閒聊與課後座談討論，大多數的高齡者均表示「沒有安裝過App」

或是「根本不知如何安裝」，尤有甚者是第一次聽過 App；而上完課程後，願意自己動手安裝 App

的高齡者相較課程之前明顯有增加的趨勢，有 171 位高齡者願意嘗試，僅有 4 位仍需要協助。然

而對於選擇自己想用的 App，只有少數高齡者能自行搜尋與安裝，大多數資訊仍是來自家人或朋

友；最後在課程結束後，發現高齡者對於手機作業系統為 Google Android 或是 Apple iOS 並沒有特

別感受也無從分辨，座談討論中多數均表示：「使用上習慣就好」或「跟目前手機買一樣的就好」，

此結果呼應 4.2 家庭協助問題方面的「主要因為家庭成員僅針對需要使用的 App 功能進行教導」，

有高齡者表示家庭成員認為「知道也沒用」或者「教完就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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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App基本問題統計 

4.4 本土語言應用 

檢視蔡美慧與曹逢甫(2014)的研究中提到，當有閩南語溝通障礙時，在醫療服務中會影響病人

追求健康，因此本研究認為慣用語言同樣會影響到高齡者的課程學習，故考量應用閩南語進行授

課，而目前課程均在高雄市區的社區據點舉行，因此預設使用閩南語之高齡者居多，故在課程開

始之前會先與高齡者針對課程進行閒聊以得知其慣用語言，此舉除了拉近距離與降低疏離感外，

而在課程當中講師授課亦特地盡量使用閩南語，甚至有 4 場課程以全程閩南語方式進行，同時也

配合部分慣用華語之高齡者切換雙聲道，此外，於課後的座談討論亦盡量採用閩南語進行。整體

而言，根據高齡者的回應與表情，能夠感受到慣用語言的應用能有效模糊老師與學生的身分，並

且增加對於課程的了解與獲得更多更真實的回饋。 

4.5 科技恐懼 

有 30位高齡者於座談主動提及：「App畫面切換沒有關連性，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不

知道要怎麼回到上一個畫面？」經講師與助教指導可按 home按鍵以回到最初畫面，觀察多數高齡

者的表情都能夠接受，前述教學狀況正好與鐘亦園(2015)的論文結論第四五六項相符，當中第四項

論述為智慧型手機的介面呈現對於中高齡者而言難以理解；第五項提到資訊更新隨之帶來未知的

恐懼；第六項則說明中高齡者擔憂誤觸智慧型手機將產生無法挽回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推測，

對於高齡者而言，行動裝置不若傳統手機或電視等裝置，高齡者操作不易，加上沒有適當指導於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13(0), 2025 

                                    13   http://journal.gerontechnology.org.tw/                                   

是造成使用上的恐懼。此外亦有 32位高齡者表示行動裝置改為觸控方式之後，使用感受與傳統鍵

盤手機不同，因此擔心把「害怕把手機弄壞」。此狀況同時與鐘亦園(2015)的論文結論第一項相符，

其研究觀察到中高齡者面對科技產生錯誤的認知，以及對科技具有負面態度，其最後的結論為老

化現象將導致中高齡者使用智慧型手機受到影響。 

4.6 PDCA循環改善課程 

行動裝置 App 課程最初規劃的想法相當多樣化，包括范紐曼架構，網際網路起源與應用，網

路安全以及利用市授行動裝置廣告學習等，期望能盡量教授知識給高齡者，但第一次授課後滿意

度卻僅有 60分，亦有高齡者在座談反應內容過多無法消化，故後續首先減少講解內容，將其與實

作的比例約為 1 比 2，即首先講解 10-15 分鐘的行動裝置基礎知識、接著講解 10 分鐘以內的 App

知識，之後立即分組進行 20分鐘左右的實作，且有助教與講師在場立即協助問題排除，故此可以

得到良好效果。 

4.7 滿意度不佳原因 

本研究於行動裝置 App 課程後舉辦滿意度問卷填寫，同時進行座談討論，盡量採用閒聊方式

與高齡者討論 App 學習相關問題，例如學習遭遇障礙之處或未來學習目標，聽取後由講師與助教

進行記錄於電子檔案並且比對滿意度問卷進行文本分析與歸納，作為 PDCA循環課程改善的 PLAN

項目或者後續課程規劃參考。根據座談討論以及觀察高齡者行為，本研究認為其原因可分成下列

三部分討論： 

(1) 高齡者自備行動裝置問題：自備課程所需行動裝置，旨在讓高齡者使用熟悉的設備進行

學習，然而實際遭遇許多老舊行動裝置無法安裝指定的 App，或是不曉得安裝 App 所需

的安全密碼，均造成無法進行實作，僅能觀看其他高齡者的操作畫面或是投影片，然而

無法獲得學習成果將降低高齡者的學習成就感，也同時呈現在滿意度分數上； 

(2) 高齡者本身學習意願：根據 4.2 節家庭協助問題方面所述，推測有一部分高齡者僅是希望

在課後對講師進行個人問題諮詢，本身對於此次課程並不感興趣。而有另一部分高齡者

應是社區據點安排或是相約到場「湊人數」，甚至又或課程內容不如預期因此學習意願不

佳，導致滿意度評分不佳； 

(3) 高齡者普遍缺少行動網路：依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22)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執行之「111 年度通訊市場調查結果報告」提及各年齡層的行動上網方案除了 56-65 歲

(64.6%)及 66 歲含以上(62.8%)之外，均超過 8 成且以不限速且吃到飽的占比例最高，表

示 56歲以上的高齡者只有不到 65%擁有行動網路，本研究實際進行行動裝置 App課程初

期即發現，有行動網路(4G/5G)之高齡者僅有半數，而經由課前閒聊與課後的座談討論得

知，大多數高齡者都使用家中的無線網路(Wi-Fi)，一旦外出即面臨網路中斷問題。因此，

後續需要準備無線網路分享器或依靠居家據點現有的無線網路(Wi-Fi)以進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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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規劃一系列 App 教學課程並至社區據點對高齡者實施，課後利用科技接受模式規劃滿

意度問卷與座談討論探討影響高齡者學習的外部因素同時獲得回饋，接著以 PDCA 循環改善方式

逐次修改課程比例與授課方式，最終發現外部因素為高齡者家人無暇協助且恐懼自身操作損壞行

動裝置，而 PDCA循環改善則為授課與實際操作比例調整為 1比 2，加上講師與助教從旁協助可得

到良好學習效果。 

身處科技時代，由於行動裝置的不停推陳出新，加上提供各式功能的 App 百家爭鳴，目前二

者相互結合並有網路的高速傳輸下，大多數需求都能很快得到回應，已然成為一個非常方便的生

活輔助工具。加上臺灣即將進入超高齡化社會，以現代科技協助高齡者並獲得更方便的生活是必

然的趨勢。目前在本研究 18 場次行動裝置 App教學課程結束後，我們發現到高齡者的學習障礙的

外部因素係受到家庭成員的影響以及個人對科技的恐懼。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提出下列 3點建議，

1點研究限制與 1點未來研究建議供參考： 

(1) 代間學習的應用：藉由蔡琰與臧國仁(2013)的著作得知其提到代間學習的概念，因為多數

高齡者與少於半數的晚輩同意透過電腦教學親子關係能夠變得更好，意即代間學習的意

義和效果如果在高齡者做為「子女的學生」情況下仍有發展空間。因此本研究認為老幼

共學更有幫助，甚至不一定限制「子女」，「祖孫」共學也能列入考量。日後可規劃假日

班，讓家庭成員與高齡者共同參與學習，亦能知曉高齡者的學習問題所在，並於課後討

論與複習，讓代間學習更有效果； 

(2) 減少講解並增加分組實作：檢視陳曉藍等人(2018)的研究提到其為提昇 PGY 教學課程滿

意度，同樣應用 PDCA 品質改善，而在檢討教學時間不充裕的主要原因，其中之一為沒

有教學保護時間，而當人力不足時，教師指導學員的時間被壓縮，使學員沒有足夠時間

學完所有的課程。藉由本次 PDCA 循環改善行動裝置 App 課程，本研究觀察到教學保護

時間的重要性，在於讓高齡者上完課程並且盡量學會，與其大量教導與講解知識課程，

不如少量並增加實際操作且分組進行，藉同儕效應與遊戲性以提昇學習效果，同時應用

實作以體會行動裝置與 App學習； 

(3) 利用高齡者熟悉的語言與其閒聊及授課：在蔡美慧與曹逢甫(2014)的研究中提到閩南語溝

通障礙不僅影響病人追求健康及醫療服務，也阻礙醫療人員展現「病人為主」的專業精

神。本研究考量社區據點都在高雄，應以閩南語為主進行授課，而此舉除了拉近與高齡

者的距離，並且創造出不同於課堂感受的環境。同時驗證了在高雄的高齡者交談多數以

閩南語為主，課程中可多利用閩南語授課同時穿插閒聊，將可降低緊張感同時獲得更多

與更真實的課程回饋； 

(4) 研究限制：本研究目前因經費與場地限制，僅有一位講師與一位助教進行課程，且需配

合社區據點既有的課程時間，有時會需要壓縮課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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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來研究建議：助教應可配合高齡者人數以進行分組教學，以實務經驗的考量，建議 5

位高齡者為一組搭配一位助教。另外，語言的使用亦可視所在地點高齡者常用語言，例

如在客家族群分布較多的縣市，全程採用客語以及華語的滿意度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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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mobile devices (referring to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running Google Android or Apple iOS systems in this study) paired with Applications (referred to herein 

as Apps installed on mobile devices) have become powerful and portable aids for daily life. However, 

from previous teaching experiences,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elderly individuals face greater difficulties 

and fears in using mobile devices and learning Apps. Therefore, this study collaborated with community 

centers to conduct App instruction courses targeting elderly individuals in those communities. The 

courses not only taught basic knowledge of mobile devices but also included instruction on QR code 

scanning and Applications, online video conferencing, and hospital Appointment scheduling Apps.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items were designed us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s, followed by discussions to fully understand 

feedback and satisfaction scores from the elderly participants. Subsequently, the Plan-Do-Check-Act 

(PDCA) method was employed to iteratively adjust and improve the courses. Examining satisfaction 

scores after 18 course sessions, 9 sessions achieved a perfect score of 100, and 8 sessions scored above 

80. Improvements in the courses through the PDCA method included reducing lecture time, increasing 

hands-on practice time, and conducting group activities with guidance from instructors and assistants, 

which yielded positive outcomes. Finally,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alysis and feedback discussions, it was 

found that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elderly learning included a lack of guidance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and fear of damaging their own mobile devices during operation. 

Keyword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elderly, PDCA, App, mobile de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