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的活動設計較偏向個人之活動，缺
乏趣味性，活動之難度也沒有個別化之設

計，使高齡長者參與的意願偏低。

經過修正討論後，加入互動性較多的活動，
學生也一起活動，且依據高齡長者之能力
作活動之調整，有的站、有的坐，不僅趣

味性增加，也更符合不同高齡長者之體能。

第一次進行評估時，以手臂屈曲的次數進
行上肢肌力測試，以達到每個次數區間的
人數總數作為進步程度之比較，卻無法了

解個別在經過訓練後是否有進步。

再次到社區進行活動時，則改以每位同學
分別記錄每位高齡長者之前後測評估數據，

以了解每個人在訓練後的進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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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客觀臨床檢測之社區服務學習活動設計
物理治療學系 李佩紜

課程設計緣起 課程成果

人口快速老化是臺灣正面臨的問題，預防及延緩失能是目前長期照護積極
推動的議題，因此很多社區都有運動指導員帶領長者進行身體相關活動，
但普遍對於評估及量化長者在接受活動訓練前後的評估較為缺乏，無法知
道長者在經過訓練後是否有真正改善其體能狀況。身為未來的物理治療師
或可能執行相關訓練的一員，應不僅對活動內容規劃非常熟悉，亦要能針
對每位長者的需求及體能狀況，進行評估，且規畫出適合每位長者的活動
訓練菜單，同時量化活動訓練之效果，才能真正達到預防及延緩失能之目
的。除此之外，若能讓學生利用實際操作的方式進行學習，更能激發其學
習動機，並對習得的知識印象更深刻。
因此，本課程之目的為有順序性的教導學生進行有效之社區服務學習，灌
輸評估之概念及原則，並讓學生實地操作後，檢討可改善的空間。

課程執行方式

以問題導向之方式，以物理治療相關之主題，包括阻力運動、有氧運動以
及平衡運動，逐步引導學生設計適合高齡長者之服務學習活動。

1. 首先在課堂上講解與活動內容相關之基本知識，
包括高齡體適能訓練模式以及評估方式。

2. 僅給予學生活動主題，讓學生以分組給予討論之
方式，蒐集活動相關資料，並設計初步之活動規劃，

老師從旁引導。

3. 第一次實際到社區進行所規劃之活動內容，並記
錄活動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

4. 回到課堂上，由老師引導提出在活動過程中之缺
失，學生也提出在活動過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以小
組討論方式腦力激盪想出解決方法並加以改善。

5. 在帶活動前事先分組練習規劃好的活動內容，確
保活動內容適合高齡長者進行。

6. 第二次到社區與高齡長者進行修正後之活動內容。

學生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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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環境的實作學習(服務學習)，能激發我的學習動機。

 問題導向的學習方法，提升我蒐集並使用各種資訊的能力。

 我有運用我在學校習得的專業知識於服務場域中。

 在學校習得的專業知識，有助於設計服務方案。

 在學校習得的專業知識，有助於執行服務方案。

 經過本次課程，我發現當我有疑問或遇到困難時，老師會幫助我。

 經過本次課程，我發現老師會和我一起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能蒐集所需的資訊以協助方案的進行。

總結與心得

學生學習成果

學生在修習本課程後，不僅對長期照護有較深入的瞭解，也在引導之下設
計可評估長者進步程度之測試方法，並針對不同長者需求設計適合之活動
內容，也在活動完成後檢討活動設計之優缺點，同時也與來自不同領域的
同學互相合作，培養更多高品質的長期照顧服務人力。

 客觀檢測方式方面

 活動設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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