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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指出，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後，在與長者的溝通能力得到增加，發展出更多的同理
心，對於老化感到比較不害怕(Ames & Diepstra, 2006)。甚至回饋服務學習是在大學生涯
中接受過最好的學習經驗(Dorfman, Murty, Ingram, & Evans, 2002)。Augustin與Freshman在
2016年，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探討這問題，結果顯示，與老年人接觸，可提高對超齡者的
接受度，改變自己對老化的刻板印象，同時對於投入高齡產業會產生興趣。長期追蹤下，
學生表示自己的專業生涯，當時服務學習的經驗有正面影響 (Augustin & Freshman, 2016)。

• Yamashita，Kinney，與Lokon在2013年則探討了單純上老年相關議題講習課與結合服務學
習課程(與有失智症之長者相處)的學生態度改變。結果發現參與服務學習課程的同學在
上完課後，對是否願意與老年人共事的態度上往正面改變，且這改變顯著大於只是參與
演講課程的學生。學生的反思日誌中也顯示，對於這服務學習的經驗，學生感到很滿意。

• 教學策略邏輯：先教導薩提爾模式之知識，並先在課堂演練後，透過進入社區據點/店家
服務，學生走進社區人群得到實際的經驗，將理論與實務結合。過程中(1)提供學生與長
輩互動之服務機會，拓展學生之生命經驗，進而促進代間溝通；(2)培養學生對長者之人
本關懷與瞭解，建立利他之價值觀；(3)直接使用薩提爾模型為鷹架的對話練習，增進學
生之溝通技巧，奠定未來建立良好治療性關係之基礎。

背景與目的

教學對象、進行方法

教學成果

• 修課31人，完整填寫問卷30人，佔
總修課人數97%。

• 76%為女性，平均年齡20歲。

討論與建議

✓ 同學在薩提爾模型相關知識上，並未因為進入社區實作而進步。因紙筆測驗屬於資訊記
憶性，在期初印象最深。因此項目並未納入考試成績，因此同學不會重複背誦。

✓ 經過在社區實際使用後，對於薩提爾為鷹架之對話技能的自我效能有顯著提升。其中表
達進步較多，資訊蒐集(對的時間問對問題)、資訊彙整進步未達統計顯著，可能因個體
經驗差異較大。

✓ 對高齡者的觀感有顯著正面的提升，同學對社區高齡生活的觀看角度已經改變。

✓ 對於課程大致滿意，但因為COVID-19疫情，部分社區活動調動，無法照原計畫進行，間
接導致規劃好的作業，無法與現場實際內容對應，而影響了課程滿意度。

 同學較習慣在有結構、有具體目標的課程中進行陪伴，單獨的對話與陪伴次之，較不習
慣變動性大、形式不固定、目標不明確的情境。有活動同時進行，相處與關係建立似乎
會優於單獨的對話或單獨的旁觀。同學早上的必修課多，但長輩活動很多都安排在早上，
下午許多長輩習慣休息、睡午覺。這是去社區據點，參與例行團體活動較困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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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職能治療學系大學二年級。

課程目的

透過教導薩提爾模型知識，至社區場域服務，同時有意識地應用對話練習，陪伴與帶
領長輩進行活動，了解是否能提升學生與社區長輩的對話能力，是否能提高溝通與關
係建立的信心，是否會改變對老年人的觀感。

進行方式

• 課程說明與服務學習簡介（4小時）、社區機構服務（12小時）、課堂討論與反省
（2小時）

• 依據不同的場域，陪伴及參與活動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包含長勝里的長者訪談、正
覺里的健康促進與陪伴、牧水巷的手作甜點、好花的乾燥花課程、以及於銀同社區
中觀察長者友善的店家帶領活動。

成功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黃百川，郭立杰，張雁晴

「服務學習課程結合對話練習：治療性關係能力養成

以109學年度，職治系服務學習(三)，檢驗課程前後：

(1) 對話技巧知識程度改變

(2) 對話技能之自我效能改變

(3) 對老年人態度之改變

(4) 課程滿意度 (場域、規劃、內容、目標、教學)

教學成效評量工具

課程第一週與最後一週各填寫一次試卷/問卷，問卷以李克特量表自評。

統計分析

1)以配對t檢定比較學生期初與期末紙筆測驗/自我效能的差異是否顯著。

2) 計算Cohen’s d以了解改變幅度。

3)從反思日誌了解質性之學習歷程。

樣本數 (N=30) 數值 百分比
性別
女性 23人 76%
年齡 20歲

有社團經驗 26人 87%

服務性社團 19人 63%

期初 期末
t p Cohen’s d

Mean (SD) Mean (SD)

知識[紙筆測驗] a

對話技巧 6.7 (2.4) 5.9 (2.3) 1.48 .150 .353

技能[自我效能] b

對話技能 3.5 (0.7) 3.8 (0.6) 3.08 .005* .523

敘事技能-蒐集 3.7 (0.8) 3.9 (0.7) 1.15 .258 .282

敘事技能-處理 3.4 (0.5) 3.8 (0.6) 1.14 .266 .715

敘事技能-表達 3.6 (0.7) 3.8 (0.6) 2.71 .011* .432

態度[自評] c

對老人態度 3.3 (0.4) 3.6 (0.4) 5.59 .000* .959

1) 對話技巧知識、2) 對話技能、3) 對老年人態度

4)課程滿意度。

• 修課同學對於課程感到”滿意” (3.57-4.17)。

• 最滿意的部份為教師教學(4.17)，最不滿意的部份為
作業規劃(3.57)。

概念 工具 資料種類
學生知識 課前閱讀報告 (前測) 質性
學生知識 對話技巧知識測驗 (前測 vs.後測) 量性
學生技巧 對話技巧自我效能量表 (前測 vs.後測) 量性
學生態度 Kogan老年人態度量表 (前測 vs.後測) 量性
學生態度 反思日誌 (後測) 質性
課程評估 課程滿意度調查 (後測) 量性、質性

服務場域 人數(百分比)

正覺社區 9 (30 %)

長勝社區 9 (30 %)

銀同社區 6 (20 %)

好花 3 (10 %)

牧水巷 3 (10 %)

• 87%有社團經驗，其中63%為服務性。

• 薩提爾相關知識的紙筆測驗，期末分數略微下降(6.7 vs. 5.9)，但未達顯著(p = .150)。

• 薩提爾為模型之對話技能，自我效能顯著上升(p = .005)，進步約0.52個標準差。

• 敘事技能中的表達，自我效能顯著上升(p = .011)，進步約0.43個標準差。

• 對老人之態度，顯著正面提升(p = .000)，進步約0.959個標準差。

變項 平均(標準差)

服務場域 3.70 (1.02)

課程規劃 3.73 (0.94)

課程內容 3.97 (0.85)

課程目標 4.03 (0.85)

教師教學 4.17 (0.65)

作業規劃 3.57 (0.97)

註：1=非常不滿意，5=非常滿意

a 分數範圍 0-10分，10分為滿分。 b 1=非常不同意自己能做到，5=非常同意自己能做到。 c  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同學說…

：雖然我們的陪伴沒有很多的話語，但安靜的陪伴也會讓他們感到溫暖。

：課程結束後花了一些時間和店家聊天，暸解很多他們當初參與這個活動的啟發和目標，
聽了蠻感動的，有多少創業者會願意花心思去想除了盈利以外的事呢？

：「溝通」是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和年齡不相近的長輩們。

：和阿公聊天的過程，從不知道怎麼開口到越來越熟練如何接話。

：實作都是平常在書上看不到的，但卻是失智症患者真正在平常生活中會遇到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