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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簡介 

(一)課程說明 

以「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理念為基石之跨領域設計課程，引導修讀學生基於「老化在生理、

心理、社會與靈性之變化」，運用需求理論、團體動力學理論等跨專業知識所設計的課程，課

程中修讀學生藉由了解高齡者的身心社會功能及靈性特質，以 PBL 小組活動方式共同企劃設

計符合高齡者功能且能激發其活力或智能的健康促進活動方案，並藉由服務學習完成活動與過

程和影響評價。教師群在課程中隨活動進行，擔任促發和鼓勵者之角色，修讀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運用網路資訊平台與高齡者分享活動階段性的影音圖檔，陪同高齡者共同分享活動時光。 

 

(二)合作單位 

(1)計畫合作之社區或機構 
  日照中心/輔仁大學悅耆苑/輔仁大學樂齡大學 
 
(2)請說明該社區/機構實際需求或須解決的問題 
該機構/單位辦理社區高齡者關懷據點/高齡者體適能活動課程，據點或活動課程中老齡者的活

動設計與辦理之需求，並於據點/中心內之活動融入青銀世代共融元素。 

 

二、成果說明與分析 

(一)方案執行情況說明 

請說明學生實際透過何種方法達成目標及執行情況，可另附上文書記錄、活動企劃書、影片連結等佐證資料 

整體課程策略規劃分四部分 
一、課室教學--課程時段為週六上午進行課室教學，於教室內以高齡者活動設計相關理論與將

會運用到的技能原則原理暨案例操作之知識教學為主，包含了高齡活動設計原則與活動方

案企畫書格式運用、團體動力教學與示範、體能活動設計原則與要點、餐食設計原則與要

點、銀髮族活動體驗與藝術活動設計，再加上 Web 基本技術與影音平台之運用等議題。 
二、小組 PBL 導向的學習—同學自行分組，並於小組有一位小組長作為聯絡人，運用課堂所

學能自行討論完成活動計畫企劃草案，草案過程中需要至場域地點勘查，與和銀髮長者溝

通互動，亦須與機構(校外)之相關人員聯繫會議，過程中隨時與指導老師聯繫諮詢，活動

前並有預演。 
三、銀髮活動企劃辦理執行—實際進入社區之高齡者據點場域，依據評估高齡者狀況與場域地

點情形以及預先企劃安排設計，搭配智能、體適能、防跌、懷舊、園藝或音樂、律動等元

素，還有加入科技/創意意念，執行高齡者的活動辦理。 
四、 活動成果分享—於期末時，運用多媒體科技記錄與分享創意活動的歷程，呈現實際辦理高

齡者活動的成果與評值/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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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成果 

請參考申請書內填寫之質量化成果預估填寫成果 

(1)課程成果 

 

(2)社區成果 

 

(3)社區回饋 
可提供民眾問卷結果或合作單位人員訪談、心得等 

礙於 COVID-19 疫情三級警戒，學生製作活動播放影片，無法實質至社區辦理銀髮活動，非常

可惜。 

 

(三)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1)請彙整學生滿意度暨學習反思回饋問卷(回收份數須達修課人數 2/3)或其他學習回饋結果(以
圓餅圖/長條圖方式呈現)，並將問卷附於成果報告書內(紙本或電子檔皆可) 
 
問卷施測 24 人，回收_24_份 
其他學習回饋結果 
 我覺得融合銀髮族服務中可能接觸到的知識領域非常有趣也很有幫助，不過礙於時間限

制，課堂中的學習無法太深入，我自己覺得如這堂課安排在上學期會更好，可有效引起學

生興趣，繼而在下學期選修藝術治療、營養與老化等課程更進一步學習。 
 因疫情的關係，取消了實際帶領銀髮族團體的機會，我覺得很可惜但也很無奈！雖然改為

拍攝影片給銀髮族觀看，不過我認為在實際互動上的經驗是缺少的。也許下次可以安排幾

次讓學生到實際現場見習的機會，先跟著前輩到團體中看看，再回頭來設計自己組內的團

體，多一點實際經驗對我來說會比較有學習和累積。 
 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實際帶活動非常可惜，也稍微擔憂接下來的暑期實習是否會因為

缺少這個經驗而無法帶活動。 
 設計活動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到長輩們的不便，設計出一個最完善且可執行的方案！跟組員

互相切磋討論時，也是相當的融洽，也很順暢地進行～ 
 覺得這次課程非常可惜，因為疫情導致原本討論的活動無法進行，討論了許久的活動，最

後卻只能線上實施臨時想出來的企劃。 

質化說明 量化說明 
 學生獲得高齡活動辦理相關知識   
 學生建立積極自主的學習態度   
 藉由實際案例與實際執行高齡者活動，

學生更瞭解高齡者活動企劃等相關應用 

 活動企劃書對於高齡活動原則應用程度

(佔企畫書成績20%) 
 成果報告35% 
 80%學生對此類課程進行方式感到滿意 

質化說明 量化說明 
 完成社區場域之高齡活動 
 社區場域能依高齡活動企劃推廣 

 完成社區場域之2場高齡活動影片 
 師生對活動表現滿意度達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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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透過這門課提升自己的創造力，並運用在長輩身上，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上課的時間有點太早，可以延後一些上課，其他整體感覺還不錯，也從課程中學習

到了不少。 
 我覺得增加這樣的課對未來有志要從事相關社區服務的同學非常有幫助，因為我們知道這

方面的專業不只需要知道特定知識，還要訓練台風、溝通能力等等，所以若有這方面的訓

練，肯定是很有幫助的。 
 謝謝老師們的教導，我們經歷了一次特殊的學習，特過視訊媒體做出活動設計，雖然少了

互動的方式，整組都非常努力地展現我們原本想設計的活動內容，謝謝老師們在今年的活

動課程中除了原有的運動活動課程、餐食活動、藝術活動和蕭伃伶老師的課等，另外特別

的還有梅興老師教的長照資訊素養新興科技銀髮族與資通訊技術，希望下次也可以有機會

實作有關資訊相關的活動。 
 因為這學期我的生活相對忙綠很多，在課堂上的參與度較低，但我很喜歡課程的安排。 
 在未來學期，我一定會努力的把老人學程所有必修以及選修努力修完。我覺得這個學程對

我未來生涯是非常有用的，又加上台灣又趨近高齡化，我很高興能在我就學時期修到老人

學程。 
 

(2)請分析學生學習成效與課程目標之對應，並評估實施效果 
知識面學習成效 

學生能瞭解高齡者活動的設計原理原則。 
學生能瞭解高齡者活動場域現況與限制。 

學生能學習運用各種資源融入高齡者活動設計/執行。 

技能面學習成效 

學生能具備高齡者的活動設計企劃能力。 

學生能融入各種體適能、營養、音樂或懷舊等元素進入高齡活動設計企劃安排的能力。 

    態度面學習成效 

學生能對高齡者暨高齡者活動有積極友善的價值態度。 

學生能學習關心、尊重與同理銀髮個案，尊重高齡者的照顧需求和考量。 
學生能體認面對 COVID-19 疫情於高齡者活動安排宜有的彈性。 

 

一、相較於其他課程，本課程中加入「實際解決在地社區/機構的問題」的學習活動設計： 
  十分同意 

5 分 
同意 
4 分 

普通 
3 分 

不同意 
2 分 

平均 4.47 分 

1.能提升我對課程的學習興趣 14 8 1 1 4.46 分 
2.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參與課

程活動 
11 12 2 0 4.38 分 

3.有助於我更深入地學習到專

業知識 
11 9 3 0 4.17 分 

4.讓我更瞭解如何將課堂中學

到的知識應用於實際場合 
13 10 0 1 4.46 分 

5.讓我獲得與團隊合作、協調

及溝通的能力 
15 7 2 0 4.5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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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升我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經

驗 
11 10 3 0 4.33 分 

7.這樣的設計對我來說不會造

成太大的學習負擔 
10 11 3 0 4.29 分 

二、整體而言，我對課程的想

法 
8.我更喜歡這樣的課程設計 

13 10 1 0 4.50 分 

 

 
 

三、照片錦集 

請提供 3~4 張活動照片，並附上 10~15 字的文字說明 

  

說明：學生製作活動之 PPT 主題 說明：活動中加入各地之代表花之花語和特色 

1

1.5

2

2.5

3

3.5

4

4.5

5

總平均 1 2 3 4 5 6 7 8

分數

題 

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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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活動演練拍成影片帶手作認知活動 說明：帶長者體適能活動企劃影片 

 

四、反思與檢討 

計畫執行過程中，課程設計、課堂經營、實際場域操作等面向遇到的問題或困難之檢討 

課程理論集中於前面上課，後面學生自行運用理論設計高齡活動方案，學生覺得如此銜

接很不錯，可繼續如此安排。本年度也幸好於 COVID-19 疫情三級警戒前，均已完成課室教

學課程。 

各組均已有進入場域進行環境評估，但 COVID-19 疫情影響致學生無法實際進入高齡者

場域實踐企劃，實屬可惜。 
課程最後三大組製作影片，再至 TRONCLASS 平台討論分享，課程彈性應變。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未來仍計劃參與健康促進之在地連結課程計劃，本課程透過理論課程之實際教導，學生

分組，各組自主設計高齡者場域之活動，實地場勘，並先評估社區高齡者的狀況，再將高齡

者健康促進與延緩失能的元素放入活動企劃中。因應 COVID-19 疫情無法進入場域組以製作

活動影片方式呈現成果。 
透過於企劃過程中，互相討論和諮詢教師與社區單位的工作夥伴，不斷調整修改企劃方

案，臨場亦須視當時狀況隨機應變，方能完成活動企畫執行。 
本計畫執行，除可實際提供在地社區高齡者的健康促進活動，也讓年輕學子有機會實際

接觸銀髮高齡者活動企劃，含銀青代間互動元素，讓年輕人有社會服務高齡者的企劃/體驗，

學習高齡者之健康促進，師生共同成長。 
影片連結 

1.https://youtu.be/y7QNAiK-K4w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aWAY4XZ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4KLunHTj8 
  
  

https://youtu.be/y7QNAiK-K4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aWAY4XZ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4KLunHTj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