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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辦理 100學年『樂齡大學』專案計畫 

【健康長青魅力人生—空大 100樂齡大學】 

成果報告 

壹、前言 

    台灣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衛生與營養的改善、以及醫藥水準的提高，

延長了國人的平均壽命，加上少子化現象，人口結構產生急遽變化。我國自 82

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65歲以上老人所占比例持續攀升，99年底已達 248

萬 7,893 人占 10.74％，老化指數為 68.6％，近 3 年間就大升 10.5 個百分點，較

全世界之 29.63％及開發中國家之 20.00％為高（內政部，2011）。預估到民國

114 年老年人口比例將超越 20％以上進入「超高齡社會」。高齡化社會現象在全

世界都是普遍的問題，高齡族群的快速成長所伴隨的生活支援、健康照護及高齡

者的社會參與、休閒生活、終身學習等各面向產生重大需求，值得多方重視關

注。 

    成功老化、活躍老化是全世界高齡社會所追求的目標，所謂的「成功老化」

是指老年人能依照自己的特性去選擇和努力，調節出最適應自己年老的狀況，以

表現各方面功能良好與高度安適感。其強調個體的自主性且包含四大要素，分別

是避免疾病與失能、維持認知和身體功能、從事社會活動以及正向的靈性。高齡

教育在成功老化所扮演的角色與任務在於透過教育的機制與歷程，整合人類老化

的知識與高齡者需求，使高齡者扮演有意義的角色、從事社會參與、增進心靈與

知識的成長、鼓勵其參與學習以利自我實現，從而經歷成功的老化過程( 潘榮

吉，2010)。倘若高齡者能培養自己成為「成功活躍的老化者」，不僅能夠自立立

人也能自助助人，提供社會有意義的貢獻。畢竟老化是大多數人所必經的人生階

段，擁有美好的晚年生活品質( 活得久、活得好、活得有尊嚴) 是眾所期盼的。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教育部在 2006年公佈「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

育政策白皮書」，為落實政策白皮書四大願景：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尊

嚴、社會參與。將「創新老人教育多元學習內容」納入推動之執行策略，並將

「創新多元、深耕發展與在地學習」列入老人教育之推動理念。並於 2008年首

度委託國內 13所大學校院發展多元化的老人學習課程辦理「老人短期寄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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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讓大學不只提供正規教育的學習，更可以其優越之師資及學習環境，提

供老人最佳的學習場所，享受大學校園優質的教學品質（朱楠賢，2009），隔年

進而擴大補助 28所大專校院辦理「樂齡學堂」專案計畫，國立空中大學就此加

入服務的行列，由附設於生活科學系的健康家庭研究中心承辦「健康長青魅力人

生—空大 98樂齡學堂」計畫，99學年度更持續辦理「健康長青魅力人生—空大

99樂齡大學」計畫等樂齡學習活動。 

貳、計畫目的 

國立空中大學是以推動成人進修及繼續教育，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理念為主

要目標，是國內唯一一所採用視聽傳播媒體教學為主的大學，教學的特色是多元

媒體的教材及多元管道的學習途徑，其所開設之相關課程也提供高齡學習者有更

多進修的管道，然而隨著空大的多元媒體發展重點在網路教學時，老人學習者也

面臨學習上的障礙，如何能符合老年人的需求及特質，以生活及實用為導向的課

程，非強調記憶學習、評量，以及給予較多社會參與的課程規劃，是老人學習應

重視的課題。因此，推動老人學習課程應以創新及多元的課程設計為導向。除了

知識性的課程外，實務性操作、參訪也成為課程設計重點之ㄧ，以生活中實用、

美學、及生命哲理作為課程的發展方向，如：健康養生、休閒、家人關係、生活

哲學與美學等領域的課程都應整合於其中。 

本校健康家庭研究中心之設置宗旨為幫助個人及家庭，學習人類在一生中的

成長及家庭生命全程發展，以促進家人情感、發揮家庭功能，並用學習來預防家

庭問題、降低家庭傷害，建立健康家庭，使得家庭產生的能量得以造福人類。同

時也期望能配合「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證照的實施，從提昇家庭教育人員之專業

水準及加強培訓工作開始，培育出優秀之家庭專業人才，進而能從專業的角度推

動家庭教育的工作。「健康家庭研究中心」近期更積極與校外單位機構合作辦理

各類教育活動，其中不乏與老人相關之教育活動。是以，本計畫欲達成如下之目

的： 

一、 促進高齡者進入大學校園享受優質學習環境，與年輕學子一起上課學習、互

動的機會。 

二、 以多元創新的學習模式，提供高齡者多元學習管道，增進老人終身學習的機  

會。 

三、 促進高齡者身心健康，提昇生活品質、擴展其社會脈絡及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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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強化老人家庭人際關係，並協助高齡者適應老年期家庭生活。 

參、設計理念與執行特色 

一、招生對象 

1. 活動對象：招生以年滿 55歲之國民，身體健康良好且具獨立生活自理能

力（可行動不需扶持，無照護需求）者，學歷方面不限制。 

2. 招生人數：本學年招生 1 班，招收學員 20人至 30人。 

  二、課程規劃 

1. 上課時間：以白天上課為原則。 

   (1) 上學期(100 年 11月 10 日至 101年 1 月 12日) 授課 9.5 週，每週安排

12節課( 一週 2 天，上、下午各 3 節課) ，其中含開學典禮、校園巡

禮、校外教學參訪等活動。 

   (2) 下學期(101 年 02 月 1 日至 101年 6 月 13日) 授課 19 週，每週安排 6

節課( 一週 1 天，上、下午各 3 節課) ，其中含校外教學參訪、成果展

演、結業典禮活動。 

2. 課程( 教學) 設計： 

  (一學期 18 週，每週 6 小節，以每 3 小節計一單元大節課，則本學年上

下學期合計 72 大節課，外加開學典禮及結業成果展演各 2 大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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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環境 

 於本校校本部( 教學大樓) 及北二學習指導中心( 樂齡學習教室) 、推廣教育

中心安排各項校內學習活動，校外教學活動地點則另行安排。 

 四、 師資來源 

1. 內聘講師：本校學有專精之專、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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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聘講師：具有技術專長之校外專業人士。 

 五、 計畫人力配置 

1. 課程專案小組：為本計劃特別組成課程專案小組，負責規劃課程與協調

相關行政事務，招募家庭教育專業志工，並聘請工讀人力共同於上課期

間協助參與學員的學習活動。 

2. 本計劃之固定支援人力 

     (1) 計畫主持人－劉嘉年 

       最高學歷：國立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現    職：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2) 協同主持人－唐先梅 

       最高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兒童與家庭研究所博士 

       現    職：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專任副教授 

    (3) 協同主持人－陳定邦 

       最高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博士 

       現    職：國立空中大學教學媒體處節目製作組組長 

    (4) 協同主持人－林高永 

       最高學歷：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博士 

       現    職：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5) 專案企劃－江芳枝 

       最高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 

       現    職：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兼任講師 

                 本校健康家庭研究中心專案計畫人員 

 (6) 家庭教育專業志工數名 

       最高學歷：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學士 

       現    職：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認證 

                 本校健康家庭研究中心儲備講師 

 六、 學校行政支援 

1. 生活科學系、健康家庭研究中心負責本計畫之統籌規劃與執行。 

2. 臺北第二學習指導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提供上課教室( 樂齡教室、電腦教

室、視聽階梯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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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館提供借閱圖書服務。 

4. 教學媒體處提供影音、語音製作課程之協助。 

5. 警衛室提供校園停車之協助。 

 七、 宣傳及報名 

1. 印製文宣品傳送、張貼海報並利用當地的媒體宣傳。 

2. 透過空大官方網頁及空大師生將訊息傳遞給父母長輩。 

3.  新生報空大專版、社區報專題報導、本校空大橋廣播節目專訪宣傳。 

4.  提供專線（02-22897895）、傳真（02-22897896）、網路

（living@mail.nou.edu.tw）及【親洽或郵寄】(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172

號  國立空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心）等方式擇一報名。 

 八、 學員收費方式 

  本活動為免費課程，但經通知錄取學員需預繳班費( 平安保險及部分參訪

費用) 貳仟元整，由班級自行管理經費，缺席者不另行退費，所繳交之費用

則納入班費運作。 

 九、 輔導措施 

1.  派任「導師」、推選「班級幹部」協助班級經營。 

2.  討論「學習公約」，讓學員瞭解權利與義務。 

3.  設置「專案助理」，統整相關行政事務。 

4.  設計與學生交流活動，安排多位「書僮」（本校健康家庭研究中心家庭教

育專業志工）陪伴與觀察學習，必要時提供協助以克服學習障礙。在部分

課程中，則安排年長學員與學生進行座談分享，體會不同世代的觀念與想

法，以達彼此學習、相互體諒之效。 

5.  校方發予學員證，協助參與校內社團活動，並於學年修習課程期滿，缺

席未達總學習時數之十分之一者，頒發結業證書。 

十、 後續輔導 

將於課後輔導參與學員在校園內成立「自主性團體」，發展樂齡社團，加入

本校健康家庭研究中心志願服務工作團隊。 

肆、執行概況與成效分析 

    為因應在地化的學習模式，本案招募對象以新北市為主要區域，年滿 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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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身體健康良好且具獨立生活自理能力之高齡者，並無學歷之限制。 

一、團隊（課程專案小組）成員 

本計劃事先組成課程專案小組，負責規劃課程與協調相關行政事務，招募志

工以組成志願服務組織，並聘請工讀人力共同於活動期間協助參與學員的學習活

動。團隊固定成員有四人，如表 1 所示。 
表 1  專案團隊成員 

人員別 姓名 學經歷 本計畫內擔任具體工作內容 

計畫主持人 劉嘉年 *  國立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

研究所博士 

*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副教

授兼系主任 

整體計畫之規劃、督導與協調適

宜、計畫內容及成果報告之撰

寫，並擔任課程講座 

協同主持人 唐先梅 *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兒童與家庭研究所博士 

*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副教

授 

協助籌畫工作之進行、規劃家庭

教育相關之課程並擔任課程講座 

協同主持人 林高永 *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

博士 

*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助理

教授 

協助規劃戶外生態參訪課程課程

並擔任課程講座 

  

專案企劃 江芳枝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

究所碩士 

*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兼任

講師 

*  國立空中大學健康家庭研究中

心專案企劃 

計畫資料蒐集、整體計畫之管理

執行與其他行政庶務，撰寫計畫

內容及成果報告，並擔任課程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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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實施期程自 100年 10 月至 101 年 7 月止，目前正進行結案作業中，

預計於 101 年 8 月提交成果報告。各項工作進度以甘特圖表示如下： 

時   程 

 

執行內容 

100

年

10

月 

100

年

11

月 

100

年

12

月 

101

年

01

月 

101

年

02

月 

101

年

03

月 

101

年

04

月 

101

年

05

月 

101

年

06

月 

101

年

07

月 

1. 組成課程規劃委員會 

2. 「健康長青魅力人

生」課程規劃 

          

1. 宣傳與學員招生 

2. 上學期課程進行及活

動記錄 

          

下學期課程進行及活動

記錄 

          

1. 活動記錄彙編 

2. 評估及撰寫成效報告 

          

二、課程( 教學) 內容： 

類

別 
課程類型 課程內容( 項目─ )  

 

一 老化及高齡化相

關課程 

 

1. 高齡化社會的挑戰與因應─ 

   ̡  

2. 活力/ 成功老化的願景與策略─ 

   / ̡  

3. 如何做個快樂健康的樂齡族─ 

   ̡  

4. 珍愛一生( 人際關係與溝通、生涯規劃) ─ 

    ̡ ̪ ̫ 

5. 靈性教育與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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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談生道死安寧照護─ 

    ( ) 

二 健康休閒課程 

 

1. 失智症的徵兆與因應─ 

    ̡  

2. 銀髮族用藥安全、居家安全─ 

    ̡ ̡ ̡

 

3. 癌症、憂鬱症的徵兆與因應─ 

    ̡  

4. 養生保健營養食療─ 

    2̡ ̡

 

5. 健康體適能─ 

     

三 學校特色課程 

 

1. 科技數位媒體─ 

    ̡  

2. 人文藝術( 含校外教學) ─ 

    ̡ ̡ ̡ DIY

̡ ( )̡ ̡  

3. 輕鬆學電腦─ 

   e  

4. 綠色生活─ 

   ̡ ̡ ̡  

四 生活新知課程 1. 老人交通安全教育─ 

     

2. 環境生態( 含校外教學) ─ 

    ̡ ̡ ̡

̬ ̡̭ ̡ ̡  

3. 守財理財 

    ̪ ̫  

4. 生活法律─ 

     

/  

 

三、活動對象相關統計資料： 

http://www.ntsec.gov.tw/User/Article.aspx?a=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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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針對新北市及鄰近臺北市地區 55歲以上的高齡者招收一班學員，課程

活動分為上、下學期進行，本學年計招收 33 名學員。 

（一）學員基本資料分析： 

1. 性別：全數學員中以女性 29名（占 88%）為多、男性有 4 名（占 12%），

其詳細比例如圖 1。 

男：4 人 

女：29人 

 

圖 1  學員性別比例分布圖 

2. 年齡層分布： 

學員年齡層介於 55- 85歲之間，以 60- 64 歲者為多數有 9 名（占 28%），其   

次為 55- 59歲及 70- 74歲各有 7 名（各占 21%），其詳細比例分布如圖 2。 

55- 59歲：7 人 

60- 64歲：9 人 

65- 69歲：6 人 

70- 74歲：7 人 

75歲（含）以上：4 人 
 

圖 2  學員年齡層分布圖 

 

 

 

12%

88%

55-59

21%

60-64

28%65-69

18%

70-74

21%

7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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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程度： 

所有學員以國小學歷者占多數（14 名，占 43%），其次依序為各為國/ 初中

（8 名，占 24%）、高中/ 職（7 名，占 21%）、不識字及大專學歷者為少數（各 2

名，各占 6%），其詳細比例分布如圖 3。 

不識字 ：2 人 

國小：14人 

國/ 初中：8 人 

高中/ 職 ：7 人 

大專以上：2 人 
 

圖 3  學員教育程度分布圖 

4. 婚姻狀況： 

所有學員以已婚( 與配偶一起生活) 者居多（21名，占 64%），其次依序為喪

偶者（11名，占 33%）及未婚單身者（1 名，占 3%），無離婚或分居者，其詳細

比例分布如圖 4。 

單身（不曾結婚）：1 人 

已婚（與配偶一起生

活）：21人 

離婚或分居：0 人 

喪偶：11人  

圖 4  婚姻狀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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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健康狀況： 

所有學員就自覺健康狀況分析，以普通（14名，占 43%）及良好（12名，

占 36%）為多數，其次依序為好（5 名，占 15%）、其他非常健康與非常不好者，

均只有 1 人，其詳細比例分布如圖 5。 

非常健康：1 人 

良好：12人 

好 ：5 人 

普通 ：14人 

非常不好：1 人  

圖 5  健康狀況分布圖 

6. 經濟狀況： 

所有學員就自覺經濟狀況分析，以大致夠用（32 名，占 97%）為最多數，其

餘 1 人自覺經濟狀況相當充裕，未有覺得生活困難者，其詳細比例分布如圖 6。 

相當充裕 ：1 人 

大致夠用 ：32人 

略有困難 ：0 人 

相當困難 ：0 人  

圖 6  經濟狀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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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居住狀況： 

所有學員以與配偶子女同住者居多（10名，占 31%），其次依序為只與配偶

住者（9 名，占 27%）及只與子女住者（7 名，占 21%）、三代同堂者（5 名，占

15%），獨居者則有 2 名。居住狀況詳細比例分布如圖 7。 

獨居 ：2 人 

只與配偶住 ：9 人 

只與子女住 ：7 人 

與配偶子女同住 ：10人 

三代同堂 ：5 人 

 

圖 7  居住狀況分布圖 

8.  您是如何知道｢100樂齡大學｣活動訊息? 

活動海報：9 人 

由網路得知：3 人 

親朋好友介紹：18人 

廣播：3 人 

其他：0 人 
 

 

圖 8  獲得訊息來源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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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員對於「在參與樂齡大學的學習之後，自覺有所轉變」的分析： 

1.  身體健康狀況比以前更好了 

非常同意：6 人 

同意：16人 

還好：11人 

 

2.  每天更加有精神 

非常同意：10人 

同意：16人 

還好：7 人 

 

3.  心情更加愉快 

非常同意：11人 

同意：15人 

還好：7 人 

 

4.  結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非常同意：13人 

同意：16人 

還好：4 人 

 

18%

49%

33%

30%

49%

21%

33%

46%

21%

39%

4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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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活更有重心和目標 

非常同意：10人 

同意：19人 

還好：4 人 

 

6.  晚年生活更有意義與價值 

非常同意：9 人 

同意：19人 

還好：5 人 

 

7.  自己與家人的關係更加和諧 

非常同意：10人 

同意：17人 

還好：6 人 

 

8.  增進我與家人的溝通、互動 

非常同意：10人 

同意：16人 

還好：7 人 

 

30%

58%

12%

27%

58%

15%

30%

52%

18%

30%

4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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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加關心社區的公共事務 

非常同意：9 人 

同意：18人 

還好：6 人 

 

10.  想運用所學，為社區盡一份心力 

非常同意：12人 

同意：16人 

還好：5 人 

 

（三）學員對於「樂齡大學的期許或改進建議」的分析： 

項        目 人      次 

1. 很滿意 3 

2. 希望再參與 12 

3. 繼續上課 10 

4. 增加師生間互動 1 

5. 可增進人際關係 1 

6. 延長上課期限( 一年太短)  10 

7. 繼續辦理樂齡 12 

8. 無意見 8 

27%

55%

18%

36%

49%

15%



 17 

（四）學員回應「當您在樂齡大學學習時，如果遇到困難或問題，通常會如何

解決？」問題的分析： 

1.  問班上任何一個同學 

總是：2 人 

經常：8 人 

偶爾：15人 

很少：7 人 

從不：1 人 
 

 

 

    2.  打電話找朋友討論，請他協助解決 

總是：0 人 

經常：5 人 

偶爾：17人 

很少：9 人 

從不：2 人 
  

3.  跟班上同學討論、交換意見 

總是：0 人 

經常：9 人 

偶爾：14人 

很少：10人 

從不：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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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私下問跟自己比較熟的同學 

總是：5 人 

經常：7 人 

偶爾：11人 

很少：10人 

從不：0 人 
  

 

     5.  一直問問題，直到找到答案為止 

總是：2 人 

經常：6 人 

偶爾：13人 

很少：8 人 

從不：4 人 
 

 

6.  主動向外界（朋友或家人）尋求意見或協助 

總是：3 人 

經常：5 人 

偶爾：13人 

很少：10人 

從不：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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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己找相關的資料來解決問題 

總是：2 人 

經常：9 人 

偶爾：12人 

很少：9 人 

從不：1 人 
 

 

      

     8.  主動舉手請教老師 

總是：3 人 

經常：9 人 

偶爾：13人 

很少：8 人 

從不：0 人 
 

 

 

9.  把課堂上聽到的知識，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做看 

總是：2 人 

經常：11人 

偶爾：17人 

很少：3 人 

從不：0 人 
 

 

 

 

, 2

, 9

, 12

, 9

, 1

0

2

4

6

8

10

12

14

, 3

, 9

, 13

, 8

0

5

10

15

, 2

, 11

, 17

, 3

0

5

10

15

20



 20 

10.  先看看別人怎麼做，再找出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總是：1 人 

經常：16人 

偶爾：15人 

很少：1 人 

從不：0 人 
 

 

 

     11.  先設定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目標，看看自己能否達成 

總是：1 人 

經常：8 人 

偶爾：19人 

很少：5 人 

從不：0 人 
 

 

 

12.  先想看看以前有沒有學看，再把之前的經驗運用進來 

總是：2 人 

經常：11人 

偶爾：18人 

很少：2 人 

從不：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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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將課堂所學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希望能夠學以致用 

總是：7 人 

經常：3 人 

偶爾：11人 

很少：2 人 

從不：0 人 
 

 

 

     14.  多做幾次，並且從錯誤中進行學習 

總是：1 人 

經常：17人 

偶爾：12人 

很少：3 人 

從不：1 人 
 

 

 

15.  看老師怎麼做，我就跟著做 

總是：5 人 

經常：12人 

偶爾：13人 

很少：3 人 

從不：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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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先做做看，再請老師提供我修正意見 

總是：4 人 

經常：13人 

偶爾：15人 

很少：1 人 

從不：0 人 
 

 

 

     17.  依賴老師的鼓勵和自信心的建立，才有勇氣繼續學習 

總是：3 人 

經常：8 人 

偶爾：14人 

很少：6 人 

從不：2 人 
 

 

 

18.  需要老師提供我指導意見 

總是：3 人 

經常：11人 

偶爾：11人 

很少：8 人 

從不：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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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需要老師示範給我看 

總是：7 人 

經常：8 人 

偶爾：10人 

很少：7 人 

從不：1 人 
 

 

 

     20.  需要老師在旁邊一對一的指導我 

總是：4 人 

經常：5 人 

偶爾：13人 

很少：9 人 

從不：2 人 
 

 

 

21.  希望跟全班同學一起學習新的知識或技能 

總是：6 人 

經常：12人 

偶爾：12人 

很少：2 人 

從不：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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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當我學習一樣新的事物時，希望老師從頭開始教 

總是：8 人 

經常：8 人 

偶爾：7 人 

很少：8 人 

從不：2 人 
 

 

 

     23.  同學們雖然都在同一個教室內，但是可以各學各的 

總是：3 人 

經常：5 人 

偶爾：16人 

很少：8 人 

從不：1 人 
 

 

 

24.  希望老師可以依照學生程度，給予個別指導 

總是：2 人 

經常：7 人 

偶爾：13人 

很少：6 人 

從不：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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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內容：日程表如表 2 所列。 

表 2 樂齡大學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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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資簡介： 

在本次活動中，邀請具有相關專長之本校專、兼任老師投入授課的行列。其

簡介如表 3： 

表 3  樂齡大學講師基本資料 

六、學習環境安排： 

姓名 學歷 經歷 

劉嘉年 國立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國立空中大學 

生活科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唐先梅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兒童與家庭研究所博士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研

究處處長 

杜政榮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專任副教授 

張鐸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學博士 
國立空中大學 

社會科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李淑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所博士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專任副教授 

林高永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江芳枝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兼任講師 

陳淑娟 國立陽明大學傳統醫學研究所碩士 陽明大學兼任講師 

蔡惠如 
專業技術教師 

丙級園藝中華民國技術士證 133- 008374號 
 

王文良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 
國立空中大學管理與資訊學系兼任講師 

周英戀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兼任講師 

盧璧珍 私立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兼任講師 

王美麗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 省巿) 級教練證(92) 省教字第 0088號 
國立空中大學社團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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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校校本部( 教學大樓) 及北二學習指導中心( 樂齡學習教室) 、推廣教育中心

安排各項校內學習活動，校外教學活動地點則另行安排( 含括宜蘭生態園區、國

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台北花卉村、內湖防災科學教育館、木柵休閒農業園區、北

投垃圾焚化廠、台灣國家婦女館) 。 

七、實施成效： 

( 一) 出席率： 

     33名學員除偶有因身體不適、家務耽擱或業務出國、觀光旅遊無法出席上

課外，大部分成員均能全力出席參與學習，總出席率達 87.46%，詳細出席率分

析如表 4。 
 

 

 

 

胡怡謙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教育工學碩士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系專任講師 

陳東園 國立東京學藝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國立空中大學 

人文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林以斌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宗教學系碩士 景文科技大學講師 

洪敏琬 美國愛荷華大學視聽教育碩士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系專任講師 

洪火文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北復興分行經理 

朱湘吉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課程與教學博士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系專任 

龔詠涵  萬能技術學院生技系約聘業界專業講師 

陳俊佑 東吳大學社工系碩士 財團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社工主任 

洪嘉仁  人文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郭外天 政治大學企管所碩士 中華安全行動照護協會理事長 

朱萸 中國文化大學碩士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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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學員出席率之統計表 

上學期 
下學期 

應出席總時數：  3564小時 

實際出席時數：  3174小時 

整 體 出 席 率 ：   89.06% 

應出席總時數：  3564小時 

實際出席時數：  3060小時 

整 體 出 席 率 ：   85.86% 

 ( 二) 學員對於「樂齡大學的滿意度」分析： 

 1. 您對於樂齡大學提供的硬體設備，如：上課教室、專業教室、活動空

間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11人 

滿意：20人 

還好：2 人 

 

2. 您對於樂齡大學的辦學理念（將大學校園開放給高齡者）感到滿意

嗎？ 

非常滿意：17人 

滿意：12人 

還好：4 人 

 

 

 

 

33%

61%

6%

52%

3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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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對於樂齡大學辦理的開學（結業）等活動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14人 

滿意：14人 

還好：5 人 

 

4.  您對於樂齡大學提供的學員證、結業證書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11人 

滿意：19人 

還好：3 人 

 

5.  您對於下列各類課程內容感到滿意嗎？ 

(1)  老化及高齡化課程 

非常滿意：12人 

滿意：19人 

還好：2 人 

 

(2)  健康休閒課程 

非常滿意：12人 

滿意：17人 

還好：4 人  

43%

42%

15%

33%

58%

9%

36%

58%

6%

36%

5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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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特色課程 

非常滿意：13人 

滿意：16人 

還好：4 人  

(4)  生活新知課程 

非常滿意：16人 

滿意：13人 

還好：4 人  

6.  您對於代間課程（與大學生一起互動）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11人 

滿意：19人 

還好：3 人  

7.  您對於參訪課程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10人 

滿意：20人 

還好：3 人 
 

 

  

39%

49%

12%

49%

39%

12%

33%

58%

9%

30%

6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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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對於授課老師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14人 

滿意：15人 

還好：4 人 
 

9.  您對於服務團隊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15人 

滿意：15人 

還好：3 人 
 

  整體而言，從學員的問卷調查中顯示「樂齡大學」深受所有老人學員的肯

定，均認為本項課程活動對其個人與家庭是有助益的，宜擴大辦理。因此會期待

能夠增加課程次數、時間或甚至會希望能提供常態性系統化的課程會更好。 

( 三) 建議： 

1. 學員的回饋與建議： 

(1)  您參與這 2 學期的所有學習活動，讓您留下深刻印象的課程有哪些?  

‧校外教學、參訪-- 有趣、緊湊 

‧生活法律知識  

‧生態文化  

‧運動、律動-- 享瘦  

‧電腦課程-- 增加技能  

‧香包、剪紙製作-- 很特別、提高生活品味 

‧成功老化 

‧膳食設計  

‧夫妻相處  

‧理財  

‧香草世界  

‧健康保健 

‧酒釀製作  

‧生命教育  

(2)  對於整體的課程安排，您認為有哪些課程需要調整?請說明 

‧日文-- 時間太短 

‧運動-- 項目不要多，有系統的循序漸進如：太極拳  

‧交通安全-- 不理想  

42%

46%

12%

46%

4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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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課程-- 時數太少，請增加時數  

‧手工製作-- 增加時數 

‧適合學員的其他多元課程 

‧課程不要太多理論，多一些實務 

(3)  您參與這一學年來所有的學習活動，是否發現己有一些些改變？無

論是生理、心理、知識、思想或態度…等，請分享您的學習收穫。 

‧生活改變 

‧開朗、活潑 

‧樂觀 

‧人際關係擴大 

‧喜歡上課 

‧思考方向的轉變，變有智慧、聰明些 

‧快樂 

‧生活較有活力 

‧視野擴大 

‧憂鬱症相關  

‧重拾童心 

‧激發青春活力 

‧增加學習動力 

‧不掛心兒孫，為自己而活 

‧簡單的生活 

(4) 結業後，您是否持續參與自主學習團體？您希望團體安排哪些學習活動？ 

‧全員參加每月聚會一次 

‧校外教學( 如與生活有關的參訪)  

‧繼續到校上課或旁聽 

‧勞作、剪紙等手工課程 

‧生活易經 

‧身體健康、心靈紓解課程 

‧繪畫 

‧多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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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 OK 

‧醫護常識 

‧社會脈動介紹 

(5) 用一句話形容現在的自己 

‧每天都很快樂、很開心 

‧增加了自信心 

‧有目標，天天期盼團體生活 

‧開朗心情 

‧創造價值、有被利用的喜悅 

‧天天滿面春風 

‧歡樂永在 

‧回到青春 

‧學習是快樂的 

‧正在成長的人 

2. 服務志工( 書僮) 的回饋與建議： 

(1)  增加有系統的課程時數，例如：語文、電腦、太極拳、健身… 

(2)  增加混合式課程：配合課程資加親身體驗，例如：環保議題加參

訪、生態議題加宜蘭旅遊……。 

(3)  以當地學員的特質為規劃方向，且最好能有切身體驗，例如：環保

知識、消防知識、……，今年空大安排參觀防災館、北投焚化爐等，

獲得很好的迴響。 

(4)  以地方特色規劃課程：加入地方文化方面的課程，很多人住在當

地，並不了解當地的人文特色。 

(5)  增加保險費用編列，對樂齡學員安全較有保障，一般學校都有學生

平安保險。 

(6)  增加旅遊車資預算編列：每學期至少一次的戶外教學。 

(7) 教育部在推終身學習，非正規學習都可以申請認正，空大隸屬於社

會教育司所轄。在校區內透過正式安排課程是否可以給學分證明，鼓

勵高齡者修滿 40學分以取得全修生的資格未來繼續在空大修讀，期

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 

3. 授課老師的回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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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了讓更多的人可以享受這個資源，所以限制只收新生，立意良善。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若允許舊生入學，則可以令其持續的學習，也未

嘗不是美事一樁。建議放寬入學資格，若新生未招滿可收舊生；或留

一定比例名額給舊生。 

(2) 舉辦「家庭共學日」。開放一些課程，例如：電腦、手工製作課程

等，讓家庭成員共同參與學習。一方面增加親子互動，一方面讓晚輩

體認長輩的學習精神，以期營造「學習家庭」。 

(3) 設計更完善的配套方案，深入社區鼓勵民眾，延長學習年限。 

(4)  舉辦「教學觀摩」，參觀辦理樂齡大學之優良院校，並給予辦學有成

之樂齡大學院校提高補助經費。 

(5)  為因應參與學員教育程度落差，課程主題建議偏重實務面、生活體

驗並輔以心靈方面之分享。 

(6)  每學期可設定一個主題，搭配校外教學，並增加上課時數。 

(7) 年長者不宜久坐，輔以動態課程為宜，讓學員提高上課興趣，更能

融入課程。 

(8) 有些課程需要不同的教室，像是「禪學」就適合一間可供靜坐的和

室；而茶道更是需要一些泡茶的茶具，由於樂齡大學所安排的課程時

數較少，就只能將課程做個簡單的介紹，如果能讓修業之時間較多一

些，相信就可以讓課上得更有趣。 

(9) 終身學習是一個社會的趨勢，值得推廣與鼓勵；如果能將樂齡大學

與社區大學、社會大學結合，相信對社會更有實質的意義。 

4. 承辦單位整體建議： 

(1)  教育部補助各大學辦理「樂齡學堂」之政策，深得高齡者的喜愛，

不但可提昇老人的社會參與，更有助於達到活躍老化的目的，宜持續

推動。 

(2)  透過研究團隊細心規畫的學習活動及大學校園優質學習環境資源的

提供，對參與學習的長者而言無疑是一次很美好的經驗，一學年的學

習活動帶給老人生活的改變已稍顯現，可以長期規劃兩年的學程，

以及有學分的學習課程，讓老人能做有系統的學習。 

(3)  經費的補助應持續, 多數的老年人並沒有收入，免費或酌收微薄費

用，較能吸引老人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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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補助經費額要再提高些，才有誘因鼓勵各大學辦理。或可集中在幾

所大學固定且長期的簽約, 而非每年申請, 才能發揮一定的效能。 

(5)  講師遴選應具有推廣教育的實務經驗尤佳，能以深入淺出的講解方

式，以提高學員學習意願。並可從各地社區大學的師資群，遴選適合

長青銀髮族學習的講師，與大學院校的教授相輔相成辦理「樂齡大

學」計畫。 

(6)  建請同步進行歷屆樂齡大學修課者之學習成效相關專案或研究，並

根據此結果逐漸發展出更適合老人學習的模式，成為各大學辦理樂齡

大學的特色之一。 

(7)  建請落實權責體制，責成國立空中大學專責辦理「樂齡大學」等中

老年社會生活教育，以免疊床架屋，混淆體制。 

(8)  建議將樂齡大學定位為成人在身心靈方面的深造教育，有別於目前

社區大學以實用性、技能性、休閒娛樂為取向的課程，以滿足成人的

進修需求；並透過補助辦理樂齡大學計畫，可幫助大學轉型，有效利

用目前大學的教學資源，使大學與社區相結合。 

（四）成立自主學習團體： 

於課後輔導班級學員在校園內成立「自主性團體」，發展樂齡社團，目前該

班已完成組織分工並決議固定於每個月第一個周四聚會，由各組輪流規劃安排學

習活動內容，隨後將繼續輔導加入本校健康家庭研究中心志願服務工作團隊。 

伍、省思與展望 

高齡化社會的主要現象是成人及高齡人口的增加，快速增多的老年人口，當

然會帶來對整個社會的影響與衝擊。依據先進國家的經驗，老年人最常從事的二

種活動，就是擔任志工及參與學習。然而高齡者面對學習也會有其困難與障礙，

尤其是參與高等教育的障礙，依據教育部委託玄奘大學 2008年的研究對高齡者

參與學習需求與意向的調查，發現高齡者未參與學習活動，主要面臨了訊息的、

心理的、情境的及機構等各種障礙( 黃富順,2009) ，例如學習資訊來源缺乏、自

尊心強而學習信心低落、學費壓力、交通不便、健康不佳體力不足、學習機構支

持性不足……等種種因素，都會導致高齡者缺乏學習的動機與興趣，或者增加老

人的學習壓力而影響其學習效能，這在本校辦理樂齡大學活動之時亦有所發現。

儘管如此，新一代的高齡者參與大學相關學習活動的意願依然強烈，其學習需求



 38 

值得重視。 

隨著終身學習觀念的流行，高齡人口參與有系統的教學活動將逐漸普遍，展

望未來，高齡者在大學校園的比重亦將日趨增加，從國立空中大學歷年學生人數

年齡分布統計分析中（如表 5 列）即可略知一二。再綜合國內外的發展狀況，以

及國際社會的趨勢，高齡者將為未來高等教育的新領域，其潛力無窮。大學校院

將無法自外於此一市場，無論從大學校院本身的立場或社會責任的觀點，大學承

擔高等教育的責任將責無旁貸，大學扮演高齡學習活動提供者的行列，亦勢不可

免( 黃富順,2009) 。 
  表 5. 國立空中大學各學 年 度 學 生 人 數 年 齡 分 布  

年 齡  

學 年 度  
50- 59歲 60- 64歲 65 歲以上 

94 5287 453 643 

95 5423 466 618 

96 5638 517 678 

97 5803 552 580 

98 5282 602 612 

99 5319 697 595 

100 5367 726 619 

資料來源：「國立空中大學歷年學生選課基本資料統計表」，筆者彙整（2012） 

高齡教育既是終身學習的重要一環，也是提升高齡者生活品質的方法。國立

空中大學更是以推動成人進修及繼續教育，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理念為主要目

標，是國內唯一一所採用視聽傳播媒體教學為主的大學，教學的特色是多元媒體

的教材及多元管道的學習途徑，其所開設之相關課程也能提供高齡學習者有更多

進修的管道。「隔空學習」及設立在全省不同縣市的十三個學習指導中心，在推

動老人教育上更符合在地化的特色。又，在本校對「隔空學習高成就者學習態度

與方法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報告中指出：（一）高齡學習者認為讀書是偏向充

實生活豐富人生，純粹從生活的角度去享受讀書的樂趣，以提升生活素質為目

標，行動積極有毅力。（二）高齡學習者來空大進修是因為空大沒有修業年限，

主要的進修目的是希望自己不斷學習為人榜樣，此顯示老人家來空大就讀不希望

有時間壓力，動機單純超然。高齡學習者進空大就讀後，覺得生活緊湊而充實，

但是記憶力不好，卻能夠瞭解終身學習的意義與彌補無法上大學的遺憾，較不在

乎分數只求努力及格。（三）從老人家的學習態度可以瞭解，他們的學習只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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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實用面，超然而積極，盡力而為（吳文琴等，2002）。就此顯示本校符合高

齡者對於學習環境的偏好，而樂齡大學的規劃設計也正符合此類學習型態，調查

本校歷年辦理樂齡教育參與的學員中已有多位進而入學為本校全修生繼續就學。 

總之，能為高齡者提供適宜的校園學習機會，提供多采多姿的課程；強調活

潑生動及個別化主動學習的教學法；兼顧個別學習者的進度與學習障礙，拋開學

科課程的壁壘；採用統整課程的結構，提升高齡者的學習成效，以增進老人身心

健康，擴展社會參與，並促進代間學習互動，協助老年期的生活適應，是國立空

中大為高齡教育學責無旁貸的任務。未來本校在加入提供老人學習行列，更需有

長期且制度性的規劃，如為高齡學習者持續規劃符合老年人的需求及特質，以生

活實用及創新多元為導向設計的課程等，期許本校為此能吸引更多參與高齡學習

活動的人口，有效開拓高齡教育的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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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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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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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報名表 

 

姓      名  身分證  

請粘貼二吋 

照片一張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緊 急 連 絡 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本 人 電 話  
住宅：(   )  

手機： 

聯 絡 地 址 □□□  

E- mai l 信箱  膳食習慣 □一般  □素食 

退 休 前 職 業 服務單位：           職稱： 

學       歷 □不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專     長 
□唱歌 □書法 □國畫 □運動 □手工藝 □舞蹈( 可複選)  

□其他＿＿＿＿＿＿＿＿＿＿＿＿＿＿＿＿＿＿＿＿＿＿ 

電腦應用能力 □完全不會使用   □略懂    □熟練    □精通 

志 工 經 驗 
□無  

□有，請說明                                       

報名本次活動為 

 □自行參與    □與配偶同行( 配偶姓名：           ） 

 □與親友同行( 親友姓名：                            )  

是否有意願參與本校樂齡大學自主學習社團？  □是    □否 

參與本課程的動機： 

對本課程之期待： 



 43 

 

附件 4：教學日誌 

空大 100樂齡大學教學日誌 
課程名稱  講師姓名  

 

上課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星  期  (  )    週別     第       週 

上課時間 

 

 Ã準時   Ã延時上課(15分鐘以內)  Ã提前(原為   月   日) 

 Ã改期;原因：                                        

上課人數    應到       人   ; 實到       人   ; 缺席       人    

本週授課 

教學大綱 

 

教學過程及

互動摘要 

 

本週 

課後作業 

 

下週預定 

教學摘要 

 

授課講師 

簽    名 

 

承辦人員          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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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學員出勤紀錄表 

1001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oo oo ox xx oo xx xx oo oo xx oo xx oo xx xx xx oo xx 51 47% 

2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96 89% 

3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4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102 94% 

5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6 oo oo oo oo oo oo xx xx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90 83% 

7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102 94% 

8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102 94% 

9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10 oo oo oo oo oo oo xx xx xx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84 78% 

11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12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13 oo oo oo oo oo oo xx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96 89% 

14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15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xx oo oo 96 89% 

16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96 89% 

17 oo oo oo oo oo oo xx xx oo oo oo oo xx xx xx xx xx xx 60 56% 

18 oo oo ox xx xx xx oo oo oo oo oo xx xx ox oo ox xx xx 57 53% 

19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20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21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xx 90 83% 

22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102 94% 

23 oo oo xx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90 83% 

24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96 89% 

25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26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xx xx xx oo oo oo oo 84 78% 

27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28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102 94% 

29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2 94% 

30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102 94% 

31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32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90 83% 

33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96 89% 

                   3174 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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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ox xx xx o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6 6% 

2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2 94% 

3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4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5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6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7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90 83% 

8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2 94% 

9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10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11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12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2 94% 

13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14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15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16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2 94% 

17 oo oo xx oo oo oo xx oo oo oo xx oo xx oo ox oo oo oo 81 75% 

18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0 0% 

19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2 94% 

20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21 oo oo oo xx oo oo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ox xx 33 31% 

22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xx oo oo xx oo oo oo oo xx oo 84 78% 

23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24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2 94% 

25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26 xx oo oo xx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xx oo oo 78 72% 

27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oo oo 96 89% 

28 oo oo oo xx oo xx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90 83% 

29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8 100% 

30 oo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102 94% 

31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xx 102 94% 

32 oo oo xx oo xx xx xx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78 72% 

33 oo xx oo oo xx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oo 96 89% 

                   3060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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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學員於結業式中之分組回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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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活動紀錄  

̮ ̯  

 

100 11 23                       AM9:00~12:00 

                      

 

̡  

170 5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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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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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NR( ) (CPA)   

    2̓ DNR  

    3̓  

     

    4̓  

 

  36 生死迷藏  

(06)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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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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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ʁʁ 

 



 49 

附件 8：「花卉生態巡禮」活動集錦─台北花卉村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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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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