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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及社會的變遷，老年人口快速的增加，及生育率降低，造成少子化現象。在

這些衝擊之下，老人與幼兒之間的關係，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兩個世代之間因思想價值

觀不同，常在溝通互動時，出現代溝的狀況，因為不瞭解彼此，導致關係疏離。因此，為

了應對社會的變化，維持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良好關係，變得尤其重要。讓孩子理解老

化，學習和長者相處，挖掘他們的學問並從中發現樂趣（李香誼，2015），讓彼此之間沒有

距離。 

 

藉由專題製作及教具製作課程，研究者為了解兩個世代之間的互動，我們希望藉由九

九重陽節活動，帶入「大手牽小手」主題活動，設計適合高齡者和小朋友的教玩具，讓高

齡者和小朋友一同學習。「人生七十才開始」、「活到老，學到老」都是樂齡學習的態度（余

虹儀，2018）。在活動中，高齡者可以和小朋友一同玩樂、互動，互相分享自己的經歷，培

養良好的互動關係，也能在過程中，進而發展出對社區他人的關懷與互動，提升鄰里的情

感進一步建構友善老人之生活環境，營造親老的社會觀念，方能積極維護高齡者健康活力

及尊嚴，延緩身心功能的退化，讓老人享有健康活躍之老年生活，為研究者研究動機之一。 

 

二、 研究目的 

 

受到少子化及人口快速老化的影響，台灣已從高齡化社會轉為高齡社會，若要促進老

幼之間的良好關係，最好的方法就是增進彼此的情感，互相了解認識，維持良好的氣氛。

探討老人參與活動之情形。 

 

（一）探討社區老人與幼兒共同參與活動之情形。 

（二）探討社區老人對參與活動意願及其影響高齡化社區的意義。 

（三）探討社區老人在幼、老互動後學習之成效。 

 

三、 名詞解釋 

 

（一）社區老人 

 

教育部為整合高齡學習資源，建立社區學習據點，提供社區中的高齡便利的學習資

訊網路，鼓勵高齡者走出家中到社區內進行學習、與社區居民交流，學習新知、拓展人

際關係，讓生活更快樂。因此自 2008 年起教育部結合地方之公共圖書館、社交機構、

社區與里民活動中心等設置樂齡資源中心。本研究所界定之社區老人主要是以居住於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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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區翠屏里之老人，可以與人溝通、表達、願意參與幼兒活動，排除重聽、無法溝通者。 

 

（二）幼兒 

 

    有關幼兒的界定，各家學者所言不一，皮亞傑（Piaget,1969）的認知理論將幼兒定

為第二期運思預備期的 2 歲到 7 歲，而本研究中的幼兒係以幼稚園中、大班幼兒，年

齡範圍由 5 歲到 6 歲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三）九九重陽節 

 

重陽節是農曆的九月九日，傳統的重陽節有許多有趣的習俗，例如：登高、配茱萸 

等。現今的重陽節，賦予了新的意涵，成為尊老、敬老的節日。由於「九九」和「久久」

同音，有長久的之意，重陽節因此又為「敬老節」。本研究透過九九重陽節活動，邀請

社區老人及幼兒一同參與「大手牽小手」主題活動。 

 

四、 研究對象 

 

（一）老人 

 

以研究園所所在的楠梓翠屏里社區活動中心為範圍，邀請社區中年齡六十五歲以上，

有意願與幼兒園幼兒相處、互動的老人，共同參加本次的代間學習活動。 

 

（二）幼兒 

 

本研究以楠梓翠屏 S 非營利幼兒園中、大班幼兒為研究對象，與社區老人共同參與

幼老共學活動。 

 

貳●正文 

 

一、 社區老人之意涵 

 

社區老人照顧培力，需要關注，鼓勵附近社區運用走動式觀摩，使彼此互相學習，成

為互助合作的社區群體（林依瑩、李幸娟，2016）。老人參與鄰里組織，不僅可扮演有意義

的角色和參與活動，也可促進鄰居間的社會互動，達到社會整合之目標（呂寶靜，2012）。

若從社區資源網路來看，無論醫療院所、學校、慈善會、私人企業，站在服務推廣的立場，

若鄰近社區能彼此串連，更可帶來加乘效果。 

 

二、老人及幼兒互動學習實施之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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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世代的人以正向、積極的角度彼此相對待，將自己的經驗與他人分享（陳毓璟，

2014）。與不同年齡的人交流，自然會有不同的收穫，老人能提升自信心增加正向樂觀情緒，

減少孤立、疏離與寂寞的感覺。林歐貴英（2002）提出代間學習對老人帶來的益處：代間

活動使得老人對生活產生更多的熱情、老人將增加對社會和其他生命的奉獻感等。 

 

三、自製常識教具對幼兒及老人互動影響 

 

本研究以自製常識教具為主，內容包括「蔬果樂園、交通工具大集合、動動腦動動手、

古早味、oh！高雄」，主要是想藉由貼近老人與幼兒身邊的事物，使他們能自然的進行互動，

分享彼此的經歷，透過情感的交流，老年人也能有機會將他們的智慧傳承給年輕人，達到

有意義的互動。 

 

孩子接觸不同生命階段的人們時，能學習到不同的新事物，他們也能從老人身上，獲

得成長。代間學習除了可以促進代間交流之外，亦能使個體適應社會並藉此維持社會秩序

與穩定 (王百合，2007)。對社區老人來說，與幼兒一同參與活動時，回憶當年自己年輕的

時光，在那些時光裡發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與幼兒一起活動的過程中，也能被幼兒感染

到快樂的情緒。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架構是透過文獻探討組成，並依照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所導致的結果。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是透過相關文獻探討，並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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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架構圖 

 

（二）研究工具 

 

1、 自製教具 

 

本研究利用自製教具「超級商城」、「配對大富翁」、「蔬果數一數」、

「美味之都」、「蔬果大分類」、「古老的高雄」、「時光列車」，來觀察

幼兒及社區老人參與互動學習增進幼老互動之成效。  

 

  表 1-1 自製常識教具製作過程與討論 

   

討論內容及材料 指導老師討論教具內容 製作教具過程 

   

製作教具過程 與指導老師討論教具 與指導老師討論教具 

探討社區老人與幼兒共同參與活

動之情形。 

探討社區老人對參與活動意願及

其影響高齡化社區的意義。 

探討社區老人在在幼、老互動學習

後之成效。 

九九重陽敬老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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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超級商城遊戲 自製配對大富翁遊戲 自製蔬果大分類遊戲 

   

自製蔬果數一數教具 自製時光列車教具 自製古老的高雄教具 

 

表 1-2 活動試教過程 

   

律動作為活動引起動機 講解示範配對大富翁 老人與幼兒親自操作 

   

老人與幼兒親自操作 老人與幼兒進行分享 講解示範一次如何操作 

   

老人與幼兒算術過程 講解示範一次遊戲玩法 合力一起完成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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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後幼兒幫老人槌背 歡樂結束後合影一張 與指導老師做活動檢討 

 

2、活動觀察檢核表 

 

本研究之對象為社區老人及幼兒園幼兒，研究者自編一適用於本研究

對象及研究情境之觀察檢核表。 

 

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  )歲 

 

非
常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自製常識教具，能引起社區老人及幼兒學習興趣。 
     

(2)透過遊戲社區老人及幼兒會說出蔬菜水果的名

稱。 

     

(3)透過遊戲，社區老人及幼兒指出高雄名勝古蹟。 
     

(4)透過動動手動動腦遊戲，社區老人及幼兒會共同

完成遊戲內容。 

     

(5)透過動動腦遊戲訓練社區老人及幼兒手眼協調能

力。 

     

(6)會操作社區老人及幼兒 1-20 數字遊戲。 
     

(7)透過遊戲，增進社區老人及幼兒反應能力。 
     

(8)活動過程中，社區老人及幼兒分享經驗。 
     

(9)活動設計能引起社區老人及幼兒主動參與。 
     

(10) 活動過程中，參與者感到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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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圖 2-1 研究流程圖 

參●結論 

 

一、 分析結果 

 

（一）檢核表 

 

本章依據研究者自製教具「超級商城」、「配對大富翁」、「蔬果數一數」、

「美味之都」、「蔬果大分類」、「古老的高雄」、「時光列車」及「觀察紀錄

表」，對社區里民中心共 40 名老年人及 60 名幼兒施測，每對老年人及幼兒

進行遊戲，研究者再依照社區老人及幼兒共同參與活動的過程來填寫檢核

表。完成檢核表後，將資料採用 Excel 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以下為

結果分析： 

 

 

圖 3-1 自製常識教具，能引起社區老人

及幼兒學習興趣，非常同意佔 95%，大

部分同意佔 4%，同意佔 1%，因此非常

同意度較高，所以自製常識教具，能引

起社區老人及幼兒學習興趣。 95% 

4% 
1% 0% 

0% 

自製常識教具，能引起社

區老人及幼兒學習興趣。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確

認

方

向

、

蒐

集

文

獻 

題

目

擬

定 

擬

定

研

究

方

法 

研

究

計

畫

成

形 

自

製

教

具

及

律

動

遊

戲 

設

計

活

動

試

教

教

案 

翠

屏

社

區

里

民

中

心

實

作 

資

料

分

析

與

結

果

討

論 

研

究

報

告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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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透過遊戲，社區老人及幼兒會說

出蔬菜水果的名稱，非常同意佔 94%，

大部分同意佔 6%，因此非常同意度較

高，所以透過遊戲，社區老人及幼兒會

說出蔬菜水果的名稱。 

 

圖 3-3 透過遊戲，社區老人及幼兒指出

高雄名勝古蹟，非常同意佔 77%，大部

分同意佔 20%，同意佔 3%，因此非常

同意度較高，所以透過遊戲，社區老人

及幼兒能指出高雄名勝古蹟。 

 

圖 3-4 透過動動手動動腦遊戲，社區老

人及幼兒會共同完成遊戲內容，非常同

意佔 96%，大部分同意佔 4%，因此非

常同意度較高，所以透過動動手動動腦

遊戲，社區老人及幼兒會共同完成遊戲

內容。 

 

圖 3-5 透過動動腦遊戲，訓練社區老人

及幼兒手眼協調能力，非常同意佔

93%，大部分同意佔 7%，因此非常同

意度較高，所以透過動動腦遊戲，能訓

練社區老人及幼兒手眼協調能力。 

 

圖 3-6 社區老人及幼兒會操作 1～20 數

字遊戲，非常同意佔 95%，大部分同意

佔 5%，因此非常同意度較高，所以社

區老人及幼兒會操作 1～20 數字遊戲。 

94% 

6% 
0% 0% 0% 

透過遊戲，社區老人及幼

兒會說出蔬菜水果的名

稱。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7% 

20% 
3% 0% 0% 

透過遊戲，社區老人及幼

兒指出高雄名勝古蹟。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6% 

4% 
0% 0% 0% 

透過動動手動動腦遊戲，

社區老人及幼兒會共同完

成遊戲內容。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3% 

7% 0% 
0% 

0% 

透過動動腦遊戲，訓練社

區老人及幼兒手眼協調能

力。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5% 

5% 0% 
0% 0% 

社區老人及幼兒會操作1～

20數字遊戲。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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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透過遊戲，增進社區老人及幼兒

反應能力，非常同意佔 94%，大部分同

意佔 6%，因此非常同意度較高，所以

透過遊戲，能增進社區老人及幼兒反應

能力。 

 

圖 3-8 活動過程中，社區老人及幼兒分

享經驗，非常同意佔 79%，大部分同意

佔 19%，同意佔 2%，因此非常同意度

較高，所以活動過程中，社區老人及幼

兒會分享經驗。 

 

圖3-9活動設計能引起社區老人及幼兒

主動參與，非常同意佔 94%，大部分同

意佔 4%，同意佔 1%，不同意佔 1%，

因此非常同意度較高，所以此活動設計

能引起社區老人及幼兒主動參與。 

 

圖 3-10 活動過程中，參與者感到不自

在。，非常不同意佔 95%，不同意佔

5%，因此非常不同意度較高，所以活

動過程中，參與者不會感到不自在。 

    

    以上敘述，研究者發現社區老人與幼兒主動一起互動完成遊戲的喜悅及成就

感，以達到研究目的，希望以永續經營的態度面對代間活動的執行，社區可多舉

辦提升彼此情感的活動。 

 

（二）研究者省思 

 

暑假在幼兒園實習時，發現園方會安排幼兒到社區與老人互動，因此

激勵我們以此為研究方向，我們利用自製常識教具，想了解社區老人及幼

兒互動學習的反應，透過遊戲促進良好的關係。我們去到社區里民活動中

心進行活動發現，社區老人見到小朋友後，臉上隨時都掛著笑容，在進行

94% 

6% 0% 0% 0% 

透過遊戲，增進社區老人

及幼兒反應能力。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9% 

19% 
2% 0% 0% 

活動過程中，社區老人及

幼兒分享經驗。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4% 

4% 1% 1% 0% 

活動設計能引起社區老人

及幼兒主動參與。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0% 0% 
0% 

5% 

95% 

活動過程中，參與者感到

不自在。 

非常同意 

大部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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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時候也看到許多阿公阿嬤兩手開心的牽著小朋友到處闖關，當小朋

友玩遊戲的時候遇到困難，阿公阿嬤會在小朋友耳邊輕聲引導，就像跟自

己的孫子女互動，在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老年人臉上的笑容及結束時小

朋友幫阿公阿嬤搥搥背、按按腿，期望往後有更多的機會讓社區老人及幼

兒一起玩遊戲互動，增進彼此的情感。 

 

二、 結論 

 

（一）從活動的分析結果發現，透過遊戲可以快速的讓老年人及幼兒展開對

話，對遊戲內容有感觸的老人，例如：古老的高雄、美味之都、時光

列車、蔬果大分類，透過研究者引導，會主動與幼兒分享以前的經歷。 

 

（二）研究者在活動時發現，老年人看到幼兒之後的反應，都會把幼兒當作

自己的孫子女，到處去各個角落參與遊戲，提高其參與遊戲活動的意

願，也在過程中引導幼兒思考解決遊戲的問題，提高老年人的自信

心。 

 

（三）本研究發現老人在經過互動學習後，能減少其孤立感，建立良好的自

信心，他們熱衷於與幼兒共同完成遊戲，同時建立起幼兒對社區老人

的關懷情意及老人的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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