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教學」執行成果報告撰寫說明

一、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撰寫應包含下列各項：

項       目 說       明

1.報告封面 形式可自行設計，唯應含範例內文字（範例一）。

2.目錄 形式可自行設計，唯應含範例內文字（範例二）。

3.整體計畫執行成果報

告表

制式表格，請按表填寫（範例三）。

4.年度計畫執行內容與

成果說明

形式可自行設計（範例四），唯應含括下列項目：

(1) 現有教學問題或未來面臨環境問題分析。

說明：請以過去在教學現場所觀察到的教學或學習問

題，或未來面臨的環境問題與挑戰，詳述教學實務上

欲解決之問題與背景。

(2) 創新教學目標。

說明：針對教學問題，提出創新教學的目標。

(3) 教學問題與創新方法之文獻探討。

說明：請針對待解決的問題與教學創新的方法進行國

內外文獻資料。

(4) 創新教學設計。

說明：請依據創新主題進行教學創新設計陳述。

(5) 計畫成果。

A. 教學過程與成果(請詳述目標達成情形，盡量具體、

量化)

B.教師教學反思

C.學生學習回饋

(6) 建議與省思。

說明：對教學所遭遇實務問題之省思，未來應用於教

學實務現場之分析評估。

(7) 參考文獻。

說明：請使用 APA 格式撰寫。

(8) 計畫執行影像集錦。

(9) 其他（說明：上述未盡事宜）。



二、格式

1. 報告格式不拘，請根據創意發想，自行設計（範例格式，僅供參考）。

2. 參考範例：

全文格式：A4大小。

內文格式：字型中文：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字體：標題 16、內文 14。

3.頁碼：請以數字標記在每頁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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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深耕計畫補助創新教學成果報告表

執行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

分項計畫

1-2

精進教學及學習

支持系統

計畫主持人 施慧玲

計畫聯絡人 施慧玲

計畫名稱 帶領跨領域學生設計活躍老化 APP – SDGs 在地實踐

計畫成果

摘要

量化成果

說明:

本計畫重視學生個別學習成果，不採用既定評

量方法，而是由跨領域教師及業師帶領個別學

生的成長，主要在於觀察學生與長者互動之狀

況以及 APP 開發成果以及長者試用過程。

結論: 

在學生引導下，被服務長者學會如何操作簡

單的手機 APP，每位同學根據互動過程提出

至少一份長者對於 APP的改善想法與自身建

議。此外，亦將跨領域學生分成小組於課堂

上以 PBL 討論相關議題，每組學生整合課程

所學呈現一份有聲版 PPT做為學習成果的展

現，並上傳至自主學習網站供其他人學習及

交流。

量化成果的檢驗，主要表現在學生登入教學

平台及自主學習網站之次數、發表意見次

數、教材瀏覽次數、與其他修課學生互動次

數、參與社區服務次數等，預期上述之次數

將呈現穩定成長。

質化成果
（1000字以內）

學生在跨域業師帶領下，理解活躍老化 (active 

ageing)在 SDGs中永續發展精神，並透過長者人

權門診及實習課程中跨領域共學與做中學，參

與 SDGs在地實踐。

學生進入社區，陪同長者操作簡單實用的活躍

老化 APP，除了引導長者從陪伴中學習使用現

代科技，學生也學習傾聽、記錄長者生命經驗，

範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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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有別於課堂外長者的實際情況，並從中反

思長者需求，進一步檢視 APP 的功能設計，提

出具體的改善建議。在與長者的自然互動中，

學生培養設身處地、人文關懷的素養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並提升對社區服務的認同感和積極

性。而 APP 的理念作為連結長者與學生的對話

溝通橋樑，促進兩個世代間的合作與交流，讓

學生自我學習陪伴長者的技巧，也讓長者藉由

APP 的聯絡與協助外出功能，重新融入社會。

學生透過課程理解自己陪伴長者的生命價值，

並且將此被激發的價值轉化為服務社區的動

能。建構強調傳承與合作的「大學生—APP—長

者關懷」的社區行動網絡，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成果照片與說明

（請放置辦理活

動及購置設備之

照片，至少四張）

業師進行演講 業師在互動中給予學生回饋

學生一同參與成果展 學生引導長者認識活躍老化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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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走進社區據點服務長者 學生報告分享學習心得

成果自評與建議
（200字以內）

學生主動參與社區據點活動，透過引導在地長者操作活躍老

化 APP，學生開啟與長者間的對話，學習傾聽長者真實的聲

音，也在業師演講下學習如何說長者人權故事，並在學期尾

聲整合課程所學，將在長者身上聽見的生命經驗用說故事的

方式，結合活躍老化 APP 作為學習成果的展現。

期待未來凝聚長者人權門診學分學程的學生量能，讓學生在

教師與業師共同引導下，理解並一步步培養友善、關懷高齡

之專業素養，一同描繪活躍老化的 SDGs 在地實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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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有教學問題或未來面臨環境問題分析

  依據聯合國的指標，2018 年台灣已成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2025

年更達到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2033 年台灣將超越日本成為

全球最「老」國家。為因應人口老化的政策挑戰與社會需求，我國從 100 

年開始推動的「高齡友善城市」，積極創造有利於長者活動的生活條件；

105 年 8 月開始的「長照十年計畫 2.0」，更從雲嘉地區出發，以提升並

衡平高齡社會之城鄉服務條件，致力提高長照服務的普及性及品質。

  然而，國內超過 70 萬失能家庭，再加上失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

的長照需求多元化及需求迫切，使得我國對於長者的特別照顧，僅能以

身心有明顯需求者為主，「宅老人」於是成為社區服務很難觸及卻亟需協

助的社群，其身心靈的多元需求，尚需民間關懷的支援。雖然現況下已

有很多長者關懷活動，但對於長者而言，相關資訊取得十分困難，使得

縱使已經有很多如同空中大學、活動中心、樂齡中心的關懷活動，仍有

為數不少的長者無法有效或多元參與。再者，長者對於活動的篩選能力

也非常不足，他們無法分辨參與此活動的條件，例如：是否有足夠的行

動能力、是否有適當的交通接送、時間能否能妥善規劃、能否記得要參

與活動等等，而這些問題對於長者而言，往往需要人從旁協助，但對於

需要我們真正去幫助的長者而言，仍然非常的不友善。

    在本團隊 6 年餘來的「長者人權門診」經驗累積間，發現個案中出

範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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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越來越多的「宅長者」，有則因為肢體移動的不便、有則礙於心理的自

我封閉、有則因為照護體系的不足，使得長者逐漸遠離人群，自我排除

於社會互動之外。此外，本團隊在 USR 教研及服務中，除了一心推動高

齡社會中的「尊嚴」理念，更期待學生加入成為長者關懷社區服務的一

員，讓其深刻體會生命存續的價值，也讓長者享有年輕世代的溫度與關

心。為了連結長者與學生的溝通橋樑，喚起長者對於新鮮事物的好奇心，

重新融入社會當中，本團隊提出尊嚴老化的 APP 構想。

貳、創新教學目標

  本計畫重在協助、促使並帶動長期居家、身心逐漸靜止的長者，透過散發

人性溫度的家訪與友善長者 APP，增添生活中的便利、自主、自決，進而感

知並且創造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重拾尊嚴的笑容。促使長者們與年輕世

代相互學習與切磋，無時無刻散發行動力，一方面翻轉社會對高齡者的刻板

印象，也促使長者重拾自信與活力，他方面教育年輕世代欣賞長者並且與高

齡者世代共好的情懷。為能達成世代共好的目標，進而建構一個尊嚴老化的

共好環境。

  首先必須引導同學認知當前長者的實際境況，並透過實地探訪，生命經

驗分享等，讓同學們得設身處地的考量被服務者之需求，方可產生人文關懷

和主動性，設計一款使用者友善的 APP，以解決現況下的高齡長者的社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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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藉由持續性的社區家訪，讓原本每天窩在家裡的高齡長者有機會踏出家

門。不僅讓大學生深刻體會生命存續的價值，也讓長者享有年輕世代的溫度

與關心，並進而散發由內而外的尊嚴笑容。

參、教學問題與創新方法之文獻探討

  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城鄉的發展，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移往高發展的都

市，尋求更好的生活，這也使得許多鄉鎮的青壯年人口不斷流失，剩下高齡

的長者留在鄉村，形成「留守老人」的狀況。除此之外，長者並不像年輕族

群一樣，可以熟稔使用 3C產品，他們往往都是被動地透過傳統報章雜誌、電

台廣播及電視媒體接收資訊，這間接導致長者逐漸喪失人際互動的機會，再

加上外表及身體功能的退化，逐漸消磨長者出門的意願。

    長者尊嚴的實踐，以身心照護長者之需求為最直接的實踐方式，因此我

國引入外國之「青銀共創」及「社區共老」之概念。青銀共創將世代融合，

青年人與長者共同創業、工作，讓長者拋去「需照護」及「無生產」刻板印

象，盧明正、張以牧、陳佳楓、胡善慧(2018)共同報導之創意 x 共識 x 實踐-

讓青銀共創的舞台更加精彩一文中指出，我國在青銀共創有成功案例，讓社

會認真到長者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可以使社會達成世代共榮促進社會共好。

    徐家瑋(2019)青銀共創：社區多元跨域對話中一文表示，文化部社區營造

青銀合創實驗方案中將長者傳承之傳統技藝傳授於年輕一代，不僅淡化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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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溝，亦保留傳統技藝並創造價值。社區共老乃指友善長者社區之創立，位

長者們提供需要之照顧，並使社區成員相互照顧。吳秀照、陶蕃瀛(2016)另一

種社區照顧：友善共老的社區家園建構一文中認為，應將社區共老當作重要

目標。吳玉琴(2020)在台灣老年趨勢與因應對策社區互助、共老一文中表示，

長者之照護不能單單依靠年輕人，亦可依中高齡者或高齡者一起完成彼此間

之照護，相互照顧與扶持。由此可知，我國得將青銀共創與社區共老的兩種

概念，實踐長者尊嚴。

肆、創新教學設計

    本計畫由主導「長者人權門診學分學程」的施慧玲教授與開設 APP 

課程的資工系熊博安教授跨域合作，共同帶領跨領域學生，以社區服務

之長者 (及其照護者) 需求為中心，以活躍老化為目標，設計使用者友

善之 APP，並帶著試用模型回到社區，陪同並教導長者們學習使用現代

科技、操作簡單實用的 APP，以活絡長者的生活。藉由與長者的互動，

學生除了理解如何依長者需求檢驗 APP 的實用性之外，也可以成功開發

以長者為中心的 APP。

    首先，學生們必須要接受足夠的知能訓練，透過業師指導與社區鄰

里長的協助，讓學生經歷訪談訓練後，再進入社區中，主動出擊進行家

訪，讓年輕世代透過各式各樣的體驗去瞭解長者的生活型態，藉此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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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長者們的距離。透過 USR 連結年輕世代和年長族群，除了能讓

年輕世代深刻體會年長族群生命存續的價值之外，也能讓年長族群享有

年輕世代的活潑、溫度與關心，進而打開心房，散發笑容，從而走出家

門，建立人際關係的新連結，促成年輕世代和年長族群的雙贏局面。

  在年長族群的長者方面，喚起對於新鮮事物的好奇心，重新融入社

會當中，是本團隊一直都在致力的目標與方向，而在年輕世代的學生方

面，則希望活化大學社會責任，提升學生的社區服務動能。為了連結長

者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樑，本團隊提出尊嚴老化的 APP 構想。透過使用

者友善的 APP，增添長者們生活中的便利性與自主自決權益，重拾長者

尊嚴，讓其重綻笑靨。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社會當中，手機與 APP 的使用是年輕世代不可或

缺的日常用品。本計畫希望透過課程引導，讓年輕世代的學生們將其日

常分享給長者們，進而帶領長者建置青銀共用的 APP，相信能促進兩個

世代間的合作與交流。本團隊提出「活躍老化 APP」，將以認同「長者人

權門診」理念的學生作為媒介，先接受跨領域學程以及 SDGs 永續發展

精神的薰陶後，再進入社區中與社區長者分享 APP 在提升生活機能上的

妙用，隨後再以長者的生活支持需求為中心設計 APP 的功能，讓長者能

夠藉由使用 APP 親自感知「活躍老化 APP」的好處，慢慢走進社區、融

入人群，重新建立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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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成果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與大林慈濟失智症中心合作，提供學生教室以外如社區

據點等的實務學習場域，並由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汶龍醫師、王筱筑

個管師及各跨領域提供專業方面知識的業師。在了解 SDGs 中活躍

老化的核心理念後，學生便開始主動參與社區服務，更一同參與活

躍老化 APP 成果展，引導長者認識並操作簡單實用的活躍老化

APP。學生透過長者人權門診及實習課程中透過跨領域共學與做中

學，學習傾聽、記錄長者生命經驗，了解有別於課堂外長者的實際

情況，並從中反思長者需求，進一步檢視 APP 的功能設計，提出

具體的改善建議。最後學生根據訪談、社區服務等與長者互動的經

驗，結合課程所學，以說故事的方式作為期末成果報告的發表。

    學習成果評量主要在於觀察學生與長者互動之狀況以及 APP 

開發成果以及長者試用過程。本計畫重視學生個別學習成果，不採

用既定評量方法，而是由跨領域教師及業師帶領個別學生的成長。

1. 量化成果

(1) 被服務長者學會如何操作簡單的手機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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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位同學提出至少一份長者對於 APP 的改善想法與自身建議

(3) 將跨領域學生分成小組於課堂上以 PBL 討論相關議題，每組學

生整合課程所學呈現一份有聲版 PPT 做為學習成果的展現。

(4) 量化成果的檢驗，主要表現在學生登入教學平台及自主學習網

站之次數、發表意見次數、教材瀏覽次數、與其他修課學生互

動次數、參與社區服務次數等，上述之次數呈現穩定成長。

2. 質化成果

(1) 促使學生理解 SDGs 的活躍老化理想，並參與在地實踐，進而

提升對社區服務的認同感和積極性，而將課堂所學應用到家

庭、生活、甚至社會

(2) 世代共好、代間交流：APP 的理念作為連結長者與學生的對話

溝通橋樑，促進兩個世代間的合作與交流，透過學生服務長者

的知能，陪同長者設計並使用可以管理並且活絡日常生活的

APP，讓學生和長者共同感受挑戰與合作的樂趣

(3) 學生透過課程理解自己陪伴長者的生命價值，並且將此被激發

的價值轉化為服務社區的動能。建構強調傳承與合作的「大學

生—APP—長者關懷」的社區行動網絡，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二、教師教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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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學生曾在學期初表示修課的動機：「有意與家中長輩相處，

但不知道該怎麼做。」這學期教師使用學生熟悉的科技產品做為教

學工具，並透過問題導向學習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的方

式，引導學生跨出與長者交流的第一步，藉由活躍老化 APP 開啟

學生與長者間的對話，學生對於社區服務也在這之中逐漸主動參

與。學期尾聲，學生整合課程所學，透過從業師身上習得說故事的

技巧，結合活躍老化 APP 述說在長者身上看見的生命經驗，甚或

提出改善想法作為學習成果之呈現。這堂課透過 APP 連接學生與

長者，教師相信在如此貼近生活的授課方式下，學生往後更能夠以

同理心及友善的角度對待身旁長者，將課程所學應用至生活上。

三、學生學習回饋

1. 學生參與社區服務之回饋

(1) 「在實際走訪社區據點後，發現沒有想像中的無趣，漸漸發覺

社區服務的價值與意義。」

(2) 「社區據點的阿姨叔叔們對我們十分的熱心友善，但今天所面

對的三位長者也確實讓我覺得印象深刻，也使我更佩服這些照

顧者們平時付出的耐心與毅力。」

2. 學生透過活躍老化 APP 傾聽長者生命經驗，對長者議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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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的認識，也將所學應用到生活中

(1) 「手機這類科技產品對長者來說真的就像天書一樣，所以在教

導時要更具耐心，一步步給予引導和指示。也讓我理解到長者

的核心需求其實很純粹，就是陪伴。」

(2) 「這次訪談讓我看到真實發生在長者身上的事，也讓我想到自

己的父母有天也會老。如果未來活躍老化 APP 能順利運行，那

它真的可以幫助到很多需要的長者，這堂課真的讓我學到很

多。」

陸、建議與省思

    本學期開設之課程設計與成效良好，但目前僅是一堂選修課，課程

影響的受眾為少數修課學生，但透過長者人權門診學分學程，相信其他

申請學程的學生也會來修習本課程作為學成必修課之一，屆時更能凝聚

長者人權門診學分學程既有的學生量能，結合本課程內容與設計，讓學

生在教師與業師共同引導下，理解並一步步培養友善、關懷高齡之專業

素養，一同描繪活躍老化的 SDGs 在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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