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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樂齡教育之重要性

近年來已開發國家紛紛面臨高齡化、

少子化的問題，尤其我國出生率逐年下降，

已成為全球倒數國家之一，2023年新生兒

僅 13.5萬再創新低。自 2020年起死亡數

以高於出生數，成為人口負成長國家，且

圖 1. 我國粗出生率與粗死亡率之推估趨勢圖（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

推估人口自然減少的規模將逐年擴大（圖

一），而急劇下降的出生率也影響了老年

人口占比上升的速度，自 1993年成為高齡

化社會，2018年進入高齡社會，且推估將

於 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比

上升的速度快（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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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我國老年人口占比之推估趨勢圖（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

老年人口成為不容忽視的龐大族群，

老人之經濟安全、健康維護、生活照顧等

問題刻不容緩，衛生福利部也就心理及社

會適應、教育及休閒分別推動相關措施，

希望建構有利於長者健康、安全及終身學

習之友善環境，以維持高齡者活力、尊嚴

與自主（衛生福利部，2023）。

二、綠色療育與樂齡教育

綠療育是以農業、園藝療育的理念進

行活動操作、種植植栽、手作體驗、簡易

加工等課程設計，並結合農村社區在地自

然元素與地方特色，與農村文化技藝、在

地飲食烹飪、農村傳統樂曲、民俗文化、

健康運動、休閒體驗等活動規劃，滿足高

齡者社交需求、肌肉活化及知識、技能學

習，達到高齡者健康促進的目標（農業部

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2022）。

與成人教育或學校教育不同的是，樂

齡教育在師生關係的建立、課程內容的安

排上，需要依長者身體狀況及需求及時調

整，才能維持良好的上課品質。教材內容、

時間分配、態度、聲音、肢體語言等，都

會影響長者的參與活動的程度及上課意願。

在筆者參與本場綠療育課程發現，綠

療育講者雖然對成人教育、講座很熟悉、

很專業，但未必有樂齡教育相關經驗，故

本文希冀結合自身觀察之發現，提出教學

建議供參考，希望有助於講者的課程準備

及進行，也讓長者能更投入課程活動。

三、綠色療育課程實踐之建議

(一 )師生關係的模式與建立

樂齡教育與傳統教育的師生關係不

同，不應只是講者講課、長者聽課，單方

面的輸出或接受，而是雙方互動及合作的

平等地位，講者提供專業的知識，長者提

供自身的生活經驗，由講者誘導、鼓勵長

者發表經驗，不但可拉近雙方距離，也有

利講者視情況調整上課內容，把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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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雙方共同參與，各有自己的責任與

義務，達到教學相長的模式（黃富順，

1995）。為了讓長者能夠融入課程，應建

立非正式的學習氣氛，讓長者對學習感到

安全快樂，而非恐懼擔憂或排斥到課。

(二 )課前準備

教學活動是雙向的，不應硬塞專業、

艱深的內容給長者，而是需要考慮綠療育課

程主題與長者生活上的連結、適當的難易

度、期望達成的教學目標以及教學結果對長

者的行為或身心影響，引起長者學習興趣，

既能輕鬆的學習，又能得到滿意的綠療育體

驗。對於課前的準備以下提供幾點建議：

1. 課程及活動的設計上需考量到每個長者

團體的特點，進行客製化調整，例如本

場專以輔導中部山城地區 (包含新社區、

東勢區、和平區 )社區投入綠色照顧計

畫，除結合本場專業更需考量在地特色、

長者生活經驗，例如花草栽培、農務經

驗、蕨類、香菇與梨等作物運用。

2. 針對偏好靜 /動態、個人完成 /團體合作

等設計不同類型課程，以滿足不同群體

間之體驗需求。

3. 盡量配合長者慣用的語言講課，例如客

語、閩南語以增加好感度。

4. 課程簡報，需注意字體大小不宜過小、

文字、篇幅、講授時間不宜過多或過長，

最好圖文並茂並可利用問答式題目引導

長者回答，創造互動體驗佳的上課經驗，

也可以提升長者到課出席率。

5. 手作活動中所有會用到的材料，需提前

確認及準備，建議講者受課前應實際操

作過，以增加備課多元思維，滾動式調

整授課步調。

6. 不排斥使用細緻的材料受課，將有助於

長者手眼動作與協調能力。

7. 課程材料或素材可選擇各種款式、大小、

材質，讓長者各自完成獨特的作品提升

成就感與分享話題。

8. 考量手作成品是否會造成長者困擾，例

如太大的盆栽不易攜帶及後續照顧、生

活中無法應用形成廢棄物。

(三 )課程進行

教學活動開始前先利用對話了解長者

的需求，已有的經驗及背景如何，加以調整

上課內容及重點，加強學習動機與熱忱，並

拉近雙方距離。考慮到長者的身體及學習狀

況，講者需要注意教學時音調不宜太高、語

速放慢、音量夠大且發音清楚，態度輕鬆穩

重不刻板、多運用肢體語言、眼神適當與長

者接觸，盡量減少與課程不相關的內容。另

外，掌握教學目標，內容不宜過深、過多，

並且循序漸進，多用譬喻、故事及口語化字

眼，透過好理解的方式講課，避免過多專業

術語，符合長者學習程度，讓長者願意接受

新知識（黃雅鈴，2019）。

教學時特別要注意時間要控制得宜且

彈性化，視長者的上課狀況靈活調整講述、

互動、休息及手作時間的分配，盡量利用

多感官的刺激及多樣性活動（眼睛看、耳

朵聽、鼻子聞、雙手做、全身動）幫助長

者學習，在互動上可透過玩遊戲、用圖片、

照片或實物來猜謎、設計模擬情境讓長者

思考討論處理方式等方式與單純講述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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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幫助集中注意力、放鬆心情，也給

予長者消化吸收課程內容的緩衝時間。

講課講到重點時，可多強調幾次、放

置於投影片上，或是設計簡單好記的口訣；

在手作活動的示範時也盡量靠近長者，讓

長者都能清楚看到，並反覆強調重點，也

可以放已完成的示範圖或是步驟提示在投

影片上，供長者參考，長者可以決定的事

不要幫他們作，讓長者可以充分參與課程，

刺激、活動感官及肌肉，也有助於延緩退

化，注意每位長者的活動進行情況，適時

從旁給予建議或鼓勵。 

 (四 )課後檢討

針對長者上課時特別有興趣、沒興趣、

不了解、無聊的部分，評估是否與預想的上

課情況相同，是否有達到教學目標，對於課

程準備或進行時調整、改進。建議兩小時課

程中，講課時間不宜超過 50分鐘，且要與

手作、互動、休息時間穿插，讓長者可適當

放鬆、提振精神。

四、結語

我國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除農業部積

極推動以「綠場域、綠飲食、綠療育及綠陪

伴」四面向為主軸的農村社區綠色照顧工作

之外，政府各部門亦積極執行高齡、銀髮相

關計畫，例如教育部推動「樂齡學習」、衛

服部國民健康署「高齡友善健康照護」等。

透過「綠療育」課程的安排，容易經

由活動操作、種植植栽、手作體驗、簡易

加工等課程設計，達成手、眼、腦等感官

訓練。綠療育講者對於課程備課、授課內

容及課程進行方式，對於長者能否更加投

入課程活動及學習動機，以達成課前規劃

與目標，扮演重要角色。

本研究以種苗場綠療育講者團隊及新

社區崑南社區發展協會綠療育學員為研究

對象，進行課前了解、課中觀察與課後追

蹤等面向進行探討，希冀提供講者未來對

於綠療育課程規畫之改進方向，有效提升

樂齡學員學習動機與綠療育課程之好感度。

圖 3. 有趣的手作課程通常比專業知識投入程度高，刺激長
者動手拼貼種子及動腦美學構圖（種苗場綠療育團

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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