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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 目的

貳、課程對象

參、教學進行方式

伍、優點和實施困難

陸、建議應用層面

20初的生命如何能瞭解「老」跟自己有何關係？但年輕學生對「老」
及「老化經驗與感受」的空白、不解會阻礙他們對課堂知識的瞭解與深
入，亦會造成世代間無法彼此瞭解，也使他們難以提出解決現狀的發想，
為讓年輕世代對「老」更有感，提供「經驗」是連結新舊學習的基礎，
雖時下有許多高齡模擬體驗，但終究仍是穿著體驗裝備在教室內活動，
本次課程透過進入生活場域的模擬活動，期將課堂中描述的老化現象與
文字化為真實感受，教學研究之目的如下：

1.了解大學生在「進入生活」的高齡模擬體驗中如何學
2.促使大學生對老化生心改變產生真實感受、更能共情。
3.促使大學生看到自身對老化的預設與偏見
4.促使大學生產生較好的世代互動與行為改變。

1.背 景：大學部，共61人，男35人、女26人
2.年 齡：大一15位、大二19位、大三13位、大四12位、大五2位
3.科 系：前三多者為社科院、工學院、醫學院，10個學院中僅理

學院無人選修，人數與比例如下圖所呈：

1.整學期藉授課提供老年身心社等多元知識。
2.期初教室跑站模擬：使學生對於「老」的「功能變化」有所體會。

3.期末【生活篇的高齡模擬】

a)小組合作，自行討論將到哪些場域進行高齡生活模擬
b)與主授課老師討論規劃內容

c)當日各組化老妝、戴假髮(或染灰)…等打扮成老人
d)當日提供紙尿褲，鼓勵體驗

e)穿戴高齡模擬箱內的各項裝備(負重背心、駝背被帶、手肘約束帶等)

f)出發！進生活場域模擬體驗

【二】、針對穿紙尿褲體驗---雖兩年都有提供此體驗，但僅113

學期有特別調查統計，在該年40位修課者中有1/4未穿、3/4有穿。學生體會
到的感受與推薦是否延續此活動的意見如下統計圖：

【三】、學生針對【高齡模擬-生活篇】如何學：
透過期末質性訪談35位同學後發現：此一教學方法引發更多我們在教室中不
多見的「自發主動投入」、「觀察與連結」、「專注扮演、感受大眾眼光」、
「器材本身帶來的身體感受」四種學習方式。

1.「自發主動投入」：

【高齡模擬-生活篇】要去生活中的哪些場域模擬全由同學自己規劃，深度訪
談中發現這個過程在籌備階段、執行階段、結束之後，都可見到學生自發主
動的學習，比如：(a)提早構思與觀察如何穿扮、(b)體驗地點的選擇充滿自
己的原因、(c)面對狀況亦掌握體驗機會、(d)自發延長體驗時間。以下摘錄逐
字稿說明：

一、優 點：
（1）具有實作、真實感、走出教室、新奇等學生歡迎的元素。
（2）為學習者做得到、喜歡、且具豐富學習元素的學習設計。
（3）有助促進小組間的合作學習、學習者的主動參與。
（4）有效翻轉年輕世代對「老」的刻板認識。
（5）有助學習者具體且同時體會老化的生理功能與社會心理面向。
（6）促進連結，有助提升對老人/老年的同理心，延伸於生活。
（7）有助引發改變的行動、促進世代友善互動。
（8）有助提升自身老化認知並引發提早預備的思考。
（9）可引發師生更多互動，相互學習。

二、實施困難點，但可克服：
（1）需有穩定經費(租借高齡模擬箱、保險、購買化妝用品與尿布等)
（2）需半天時間，故須確保每個同學後面都沒課項目，以便充分體驗。
（3）需繼續思考可以裝扮得更像高齡者且可隱藏錄音錄影設備的方法。

此教學設計對於年輕學子而言，是種普遍但卻非常必要且重要的設計，對
強調以人為服務對象的醫學院更值得廣泛應用；於高齡化社會趨勢下，更
為簡單但學習成果良好的教學策略。

【一】、四種教學方法的比較
期末問卷中針對四種教學方法—「傳統授課」、「授課搭配影片與討論
等」、「高齡模擬-教室跑站篇」、「高齡模擬-生活篇」探討其四個面
向—(1)幫助獲取老年相關知識的程度、(2)幫助了解老年實際模樣的程度、
(3)學習需投入之負擔程度、(4)促進翻轉原有對老年的態度/價值之程度，
結果顯示：針對幫助獲取知識的程度，四種教法間並無顯著差異；而「高
齡模擬-生活篇」雖是學生自覺投入之學習負擔最大者，但在幫助了解老年
實際模樣的程度與促進翻轉態度的程度上，效果皆大於另三者 (見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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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早構思與觀察如何穿扮
在課堂上未要求、未提示的狀況下，同學們自己便不斷構思怎樣才能像老人，譬如：

「因為擔心外表不像老人會無法得到社會真正的回應，所以有先觀察學校周邊看起來
較年長的路人，學習他們如何穿衣服，以及走路的方式。我看到的是穿紅色系、亮色
系的羽絨衣配桃紅色的長褲的打掃阿姨，路上也有看到走路一拐一拐的人，看他怎麼
使用拐杖以及看看周遭的人有沒有特別去注意他。回家跟家裡的老人借看起來很老氣
的外套，還有他們很愛買的毛帽，...會讓我更有自信成為一個老人」(113-經濟-女)。

（b）體驗地點的選擇充滿自己的原因
除廟宇、傳統市場、公園等長輩較常去的地方外，同學們還規畫去百貨公司、遊樂場、
租Ubike、麥當勞點餐機、iPad店、樂器行等年輕人較為主的生活場域，他們都有自
己想去這些地點體驗的原因，如下：

我是一個不太敢跟陌生人聊天、也不喜歡找不熟的人講話的人。…但到了公園那一站，
就想說 不行，我還是要有點突破，然後我才選了要去跟老人講話的那個，不然我本
來也想去選(模擬老人)做運動器材，但是我就覺得要做點不一樣的事(112-醫技-女)。

「因為我覺得…百貨公司那些保養品專櫃比較常是年輕人去逛，高齡的人好像比較少
看到…，也不會看到有人在特別服務他們，所以就是比較想要去體驗看看……因為我
跟媽媽去逛保養品的時候，…感覺對我媽媽的態度沒有到那麼好，……想體驗看看如
果我變老之後，去到那些店面會是什麼感覺。」(113-政治-女)

「準備過程我有問(家人)他們我可以(去)體驗什麼來增加我的體驗感受，因為他們比
較常照顧老人，我媽就很認真的跟我描述說我們家的老人都不愛去郵局，因為真的太
複雜、很麻煩，他們會很緊張…，然後我(這次)就去體驗看看啊。」(113-經濟-女)

（c）面對狀況亦掌握體驗機會

「剛好遇到我的那個卡沒錢，悠遊卡搭公車用。然後我們就想說(模擬)就加入一段，
就是我去便利商店儲值」(112-電機-男)

（d）自發延長體驗時間

有些組別為了體驗而跑到黃金海岸，自發延後結束體驗時間，亦有同學在訪談中表示：
「我那天回去(租處)之後沒有馬上卸妝，…我後來甚至就是為了(體驗)這樣去吃晚餐，
晚餐後回家才卸妝」。(112-生技-男)

2.「觀察與連結」：含觀察組員、觀察大眾的眼光與態度而得到連結與學習

• 如113學期政治系的女同學提到「男組員在過馬路，他大概走到中間燈號就變紅燈

了，就看到他有一點點緊張」，一樣是過馬路，113學期機械系的男同學則透過觀

察而連結到長輩的負重感，他提到「組員真的走了蠻辛苦的，我記得有一趟是真

的過不去，秒數太短了，加上他們還拿器材箱、身上還背了一個重背包，那種疲

憊感…，像老人家出門可能拿著很多東西。」

• 有同學從路上車輛的反應中，體會到環境對長輩的可能態度。他說：「過馬路時

計程車原本要衝出來，…，但是我有看到他就是慢下速度，就向我們招招手，就

是他甚至也沒有叭我們喇叭，所以我那時候感覺，就是這個世界可能對老人來講

是還算友善的這樣。」(113-物治-女)

• 有同學藉由現場觀察與事後剪片的觀察中，連結到老人的可能心情。他說：「那

時我在錄xxx(戴)手套領錢，…我也一邊觀察他的動作，…因為手套，他放錢放得

很卡，然後我就想到，如果變成老人的話，可能他(還)會有一些手抖啊、就是肌

肉比較退縮了，那這樣就只會更難。然後還有，在我剪影片中有出現xxx回頭去看

有沒有其他人，我就想到說，喔，所以老人家動作慢以外，他還會擔心會不會影

響到別人。」(113-物治-男)

3.「專注扮演、感受大眾眼光」：

以下兩則逐字稿摘錄可清楚看到專注扮演、大眾眼光都是體驗學習的來源。

「我很努力的在轉換自己的心態…生活篇會遇到外面的人，對，如果你在有

互動的情況，你不像個老人，就會被認為是在鬧，我就會怕人家會生氣什麼

的，所以我一定要扮演很像，會注意自己的動作、腰、講話的方式或是我的

臉部的表情，所以就會特別想注意，怕被罵。」(113-物治-男)

「生活是同時包含身體機能跟社會上可能會有的心理壓力。…如果平常我沒

有體驗過在年輕人比較會去的店看到老人，我也會就是：欸，你怎麼會在這

裡這樣子。但是當我自己真的去體驗之後，我就會發現說，可能你對他投去

的這種目光，就算你沒有惡意，他可能還是會覺得有壓力。」(112-醫技-女)

4.「器材本身帶來的身體感受」：

• 「拿著拐杖就有點像是一個警醒，就是你現在就是一個老人。他就一直在

提醒我說我是一個老人」( 113-生技系-女)

• 「身體的疼痛感跟不適感，就感覺這身體跟平常差很多…主要是脊椎整個

受限，感覺要駝背了」(112-物治系-男)

• 「像我有打籃球、溜冰，然後我就是帶了一堆裝備(負重、駝背)。就真的

真的很難行動、比較難受、就會讓自己那個重心一直往前，然後你會有一

種快要跌倒的感覺。」 (113-機械系-男)

肆、應用後成果分析及效益

【四】、引發的看見、翻轉、與行動改變（含意願）

• 深度訪談、作業、期末問卷開放填答等質性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如下

其中，針對(3)「發現自我對老人偏負面且單一的預想」，不少同學都與
以下同學有一樣的分享：

我們可能會很直接覺得說，喔老人可能就是那種超級行動不方便，我們要扮老人
之前，我會直接連想到要怎樣才有那種超級老，然後超級像老人就是感覺到會想
要扮到最最滄桑的感覺，但是其實我們去走的時候，路上也會有一些我們會覺得
應該大概六七十歲，但是他們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的衰老的感覺，還是會給人一種，
喔身體還是很硬朗的感覺，就是說，可能其實就是老也沒有那麼的那麼的老嗎？
然後也沒有那麼的可怕的感覺，就是可能我們有點連結說太多綜合因素，例如說
什麼，可能很多病痛什麼什麼的，其實老也可以老得很健康，我們就很直接聯想，
喔他一定是本來就是那種走路超級慢的，然後好像全身都很不舒服，走一步就卡
卡的，然後，可能臉上皺紋特別的多嗎？然後是整個非常的有老人家的味道，就
是可能感覺是那種適合給人家坐在地上推出來的那種感覺，但是其實出去看到的，
大部分還會在路上走來走去的老人家都不會有那種感覺。(113-工資-女)

其中，針對(2)(3)(5) ，底下分別摘錄同學們的分享來支持該項發現：

之前也有讓座過，然後現在(體驗後)才真正知道說為什麼他們會需要那個座位…
小時候(大家)就說要讓，但沒有完全懂、不知道為什麼我要讓。…站久會真的很
累，然後加上公車…會急煞，比較不好站穩。(113-機械-男)

這次體驗後會覺得老人好像有時候不想出門是比較合理的。就我自己家裡阿嬤也
是超級不願意出門那種，我們孫子輩就會很想要找阿嬤出門喫飯幹嘛，但是阿嬤
都不太願意，所以我覺得，之後可能會不要太勉強他，然後我就可能改用我們比
較常回家，就多回家的方式，就不要一直找他出來這樣子。(112-心理-女)

我以前就是晚上關燈，然後用手機用到一兩點，然後眼睛閉起來的時候就感覺好
像前面會有那種一橫一橫的，那種很像電波的東西，就是感覺會有那種條紋狀的
波浪。這次體驗之後，我決定不要熬夜，不關燈用手機，真的有做，本來兩三點
睡，八九點起來，現在十二點之前睡，然後五六點起來。(112-物治-男)

藉由走入生活的高齡模擬引發之新看見（6項）

1 環境不便、設施沒為老人設想

2 店家人員之訓練與態度仍須更高齡友善

3 發現自我對老人偏負面且單一的預想（包括：原來也有老人會出
現在我以為只有年輕人才會去的地方）

4 發現/更體會與理解老的功能退化之身體感受與辛苦（包括因而
更佩服長輩）

5 更體會到老人的心理壓力與感受（包括寂寞感、出現在年輕人為
主場域的大眾眼光）

6 感受到個別民眾對老人的友善、不友善

藉由走入生活的高齡模擬引發之行為改變與意願（5項）

1 改等待或無感為主動或更高頻率的關懷互動與幫助

2 思考應做何行動以減輕長輩因功能退化而造成之辛苦（ex 扶、
幫拿、按摩、督促做運動）

3 更同理與感謝長輩因功能限制而有的表現、更有包容與耐心、
更不勉強

4 思考如何不以異樣眼光看待而使老人覺得自己是負擔、被厭棄

5 開始督促年輕的自己不駝背、積極維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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