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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觀諸當前臺灣養育子女的費用昂貴、費力與費時，遂造成人們生育意願降低，這些

皆是導致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趨勢的原因。而臺灣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加重了勞動人口

的經濟負擔，而沒有多餘時間照顧家中高齡者與年幼者。在人力短缺下如能讓老幼互相

照顧、互相學習，發揮個自的優點、取得各自所需，如此便能減少過去老幼需要分開照

顧，且需要再個自投入照顧與教養的人力，因此「代間學習」模式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

有鑑於此，本文旨在探討老幼代間學習的相關議題，希冀這樣的探討可以讓人們更加認

識臺灣的老幼代間學習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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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 health awareness is 

rising,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of human beings is increasing. Because the cost of raising 

children is expensive, people’s willingness to give birth is reduced.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extra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young people at home. For the reason of the shortage 

of manpower, if the young and the old can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nd achieving their own needs. The generational learning have became the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learning between the 

eldery and young children. It is hoped that such discussions can make people more aware of 

learning between old and young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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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全球高齡化的現象日益彰顯，而臺灣在 1993年早已邁入聯合國定義的高齡化社會，

老人議題愈趨受關注。香港、日本和美國等地的人口結構近年來也開始變化，也更加重

視老人安養的問題。高齡化社會伴隨著少子化現象，帶給社會經濟、醫療及家庭的是全

方位的挑戰 (詹斐然，2020)。 

    回溯 1971年，美國白宮老化研討會強調要重視高齡學習者的需求，日本在 1995年

更頒布高齡社會基本法。學術界則提出了「代間學習」的新概念，「代間」意即「年輕

世代與老年世代之間」，或許結合銀髮與幼兒這兩個看似身處生命軸兩端的族群，會是

一帖妙方 (詹斐然，2020)。 

   進一步析述，人口結構的急遽變化，人口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問題加重了勞動人口的

經濟負擔，勞動人口將更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照顧家中的幼小與高齡人口，因此如何解決

在人力短缺下，以最少的人力投入，達至最大的效益應是未來急需處理解決的問題。而

如能利用代間學習的方式，讓高齡者豐富的人生歷練智慧和幼兒充滿朝氣的生命力與活

力互相交流互動，相信會激盪出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莊淑真，2017）。讓老幼互相照

顧、互相學習，發揮個別的優點，取得各自所需，如此便能減少過去老幼需要分開照顧

與學習，且需要再個別投入照顧與教養的人力，因此「代間學習」模式成為老幼學習未

來的發展趨勢。有鑑於此，本文旨在探討老幼代間學習之相關課題，冀盼這樣的探討可

讓人們更加認識老幼代間學習的內涵。 

 

                      貳、重要名詞釋義  

    

     針對本文之重要名詞「代間學習」、「老人」與「幼兒」進行名詞釋義︰ 

 

一、代間學習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代間學習所進行之界定，意指一種在年輕世代與年老世代

之間，進行有目的且持續性的資源交換和相互學習的活動，進而促進個人及社會利益（呂

怡慧，2016；莊淑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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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人 

 

    世界衛生組織（WHO）以及西方一些已開發國家對老年人的定義為 65 周歲以上的

人群，根據我國之《老人福利法》第二條中規定老人的年齡標準；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

稱之為「老人」（衛生福利部，2020）。 

  

三、幼兒 

     

    我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中對於幼兒的定義為 2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教

育部，2011）。 

                    參、代間學習的探討 

 

一、代間學習興起的背景 

 

    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是現在很多國家人口發展的趨勢，依照聯合國經濟與

社會事務部人口司（The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2017年的世界人口高齡化概況的數據中可以發現全球人

口已朝向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趨勢發展。世界人口發展的趨勢中顯示 14 歲以下的人口成

長率從 1970 年起出生率是越來越低，而 60 歲以上的人口成長率從 2010 年起明顯的上

升，而亞洲地區情況更加嚴重於世界（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人口司，2017）。 

    而位於亞洲地區的臺灣，依工商時報 2018年 7 月 27號報導，2017年臺灣總生育率

1.13，僅比澳門 0.95與新加坡 0.83較高，在世界上排名為倒數第 3名（張語羚，2018）。

且臺灣在亞洲各國當中老人人口的比率僅低於日本（王令宜，2018）。從圖 2-1 的人口

推估中可以看出臺灣在 2018 年後 15-64 歲工作人口明顯減少，65 歲以上高齡人口開始

高於 0-14歲幼年人口，並於 2065年勞動人口等於被撫養人口（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由上述這些資料可以瞭解人口高齡化、少子化的情況在世界都名列前茅的臺灣，老

幼的問題是我們刻不容緩需要立刻著手因應解決的重點，面臨的人口結構改變的問題是

非常嚴峻的，對於能因應此人口結構改變的代間學習更應積極的研究與推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8D%AB%E7%94%9F%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HO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8%BE%BE%E5%9B%BD%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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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三階段人口趨勢中推估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當未來高齡者人口將逐漸增多、並占人口組成多數的話，那如何運用高齡者的經

驗，開發高齡者自身資源，令高齡者重新尋獲自我價值，不再成為社會的負擔，如此創

造一個成功老化的社會，將是未來政府需要關注的重點（莊淑真，2017）。而代間學習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是因應人口高齡化提出的策略之一，能夠協助高齡者成功老

化，在許多國家也都有成功案例（謝其美、謝建全，2012）。 

    代間學習源自美國，John Fitzgerald Kennedy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1961-1963），提

出為兩代間成立的國家服務社團（National Services Crops），雖最後未經國會通過，但也

為「代間學習」奠下基礎。而在 1965年的「認養祖父母方案」（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

可以說是代間學習真正的成形，這也讓代間學習的活動在美國地區漸漸盛行 (林宜穎，

2005)。我國教育部 2010 年 08 月 29 日（星期日）訂為我國第一屆「祖父母節」，且往

後每年的 8 月的第四個星期日為「祖父母節」，因此全國各地也開始舉辦了相關活動，

這也讓「代間學習」在國內開始受到了關注（楊世承，2017）。 

   

二、代間學習的意義 

                 

    目前也經常提及代間學習相似之名詞包括代間教育（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代間方案」（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或「代間實務」（intergenerational practice）

等等，其意涵其實皆很相似。都是以不同世代間透過某種有系統且連續性的共同學習的

一種方法，讓老幼一起在不一樣的情境裡進行經驗之傳承與意見的交流，經由彼此間的

互動進而達成各世代所各自需求的一種有意義之教育與學習的模式。只是「代間學習」

是不同世代互相交流合作的共同學習，在互動中去改變對於彼此原本的認知，進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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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關係，所以在學習中是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重點在於改變態度與價值觀的一種

學習；「代間方案」與「代間實務」對於推行的場域較不受限制的計畫性活動，重點在

強調不同世代透過世代間合作時的經驗交流獲得成長；而「代間教育」則重視在教育的

場所中所推動的代間學習（陳毓璟，2014）。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代間學習」所作之界定，「是指一種在年輕世代與老世

代之間，進行有目的且持續性的資源交換和相互學習的活動，進而促進個人及社會利益」

（呂怡慧，2016；莊淑真，2017）。而歐洲終身學習平台網（European Approaches to 

Inter-Generational Lifelong Learning, EAGLE）對於「代間學習」的定義是「各世代由會

影響他們知生活經驗或是有用的資源，甚至是態度及價值觀之中，學習技能與知識的一

種過程。一種讓高齡者傳承智慧給年輕人，以及促進高齡者終生學習的方法」（周芩伃，

2018）。 

    黃國城（2007）認為代間學習是讓不同世代的人，學習如何與不同世代的人相處，

和增進彼此之間的情感，使不同世代的人能夠擁有彼此學習、分享經驗的機會，並提升

學習的效果。另外林宜穎（2005）針對代間學習的描述是兩世代間在任意的情境中，因

互動而產生的一種關係，而這種關係互動是有計畫性與目的性的一種活動，經由互動而

形成代間的技能與經驗上的分享、交流與學習，進而達到對彼此在情意與認知方面的成

長。由高齡者一同擔任教導學童的角色，讓學童透過與高齡者的互動，能夠了解老化的

過程並改變對高齡者的印象，提升其對高齡者的關懷能力，這即所謂「代間學習」（童

小珠、李詩萍、詹惠雰，2017）。  

    綜合這許多對「代間學習」的論述，本文認為代間學習便是要兩個世代間（包含老、

中、青、幼），在有持續性的情況下，在任何的場所情境下，透過經驗分享、互動與交

流讓彼此合作完成有意義的任務，重點是在學習的互動過程中去改變對彼此原有的認

知，增進彼此的關係，能夠學習新的事物並改變自身原本態度獲得新的價值觀。 

 

三、代間學習的理論 

 

    目前代間學習分為個人發展面向與代間互動面向，而採用的相關理論有 15 種以上

之多（陳毓璟，2014；Kuehne,2003）。各國發展代間學習至今，運用做為探討代間學習

的基礎理論包含了心理學、家庭社會學、社會人類學、高齡教育學、成人教育學與兒童

教育學等，範圍相當的廣泛（周芩伃，2018）。而根據 Newman 和 Smith 的說法，在代

間方案的實際運作裡，缺乏正式的理論基礎指引，或者有共識的研究證據支持，因此當

實務人員打算發展此一存在於年輕世代與年長世代的互動方案時，往往是根據一些人類

發展的理論論述，乃至實務運作者自己的經驗法則（李新民，2018）。 

    Ohsako 指出代間學習產生的條件有三： 1.最少是兩個非相連世代的共同學習；2.

至少是兩個不同世代共同學習其所處之世界（與他們重要關聯的歷史、社會事件、人

物）；3.兩個不同年齡的團體為了發展和準備服務的技能以貢獻社會，而共同接受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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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享學習經驗（林宜穎，2005）。     

    代間學習如用正向心理學取向做為及基礎理論的話，對於改善年輕世代對老人的態

度與老人成功的老化都有其立即性跟持續性。代間學習理論是以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杜威（John Dewey）、維高夫斯基（Lev Vygotsky）、艾瑞克森（Erik Erikson）

等人之理論，所歸納出的幼兒發展理論知識的基礎再加上老人的生理、社會和情感上的

需求、及撤退理論、活動理論與適應理論加上生命回顧的老人發展理論為基礎。Corrigan 

McNamara 和 O’Hara 以社會學習為理論，強調在代間學習是兩個世代共同學習經由相

互的觀察與互動時往往能從互相交流中給對方帶來所需要的幫助。以兒童教育與老年學

做為代間學習的理論架構，再以兒童與成人的互動理論加上 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任務

理論來說代間學習的理論基礎（李新民，2018；張伊瑩 2014）。 

    由上可見「代間學習」目前並沒有一個明確及固定的理論依據，筆者在研讀文獻後

的心得是為達成代間學習的任務目的，視個案的情況，從提升的高齡者成功老化與幼兒

成長學習所需，就其身、心、靈各方面的角度，各引用有關之理論定義為基礎，而所引

用的理論也與高齡者需求及幼兒學習發展相關，以求兩個世代能取得最佳的收穫。 

 

               肆、臺灣代間學習推行的相關研究 

 

    代間學習的推展模式、人數與時間並無一定的規範，可以簡單的分為單一次、短期

與長期性三種，依照人、事、時、地、物的不同也會有不一樣的活動規劃，但目前仍多

以休閒活動，陪伴長者為主（廖苑如、林麗嬋，2017）。Brand 跟 Green 將實施代間學習

的模式分為三類型（徐世雲，2017；游馥慈，2017），說明如下︰ 

一、高齡世代服務年輕世代，就是高齡者經驗於技能的傳承，如一些傳統技能的解說與

教學。 

二、年輕世代服務高齡世代，就是年輕世代將一些新興事物的訊息傳遞與教導給高齡世

代如 3C 產品的操作。 

三、高齡世代與年輕世代共同合作服務，就是兩個世代一起合作完成某項任務或共同學

習新的事物，如環境清潔維護，美術勞作的學習。 

       

    而筆者分析近年文獻對於以上三類做出以下的彙整如表 2-1、表 2-2、表 2-3。由表

中可了解到國內目前在推行實施的「代間學習」方案中相當的多元化，不管是高齡世代

服務年輕世代、年輕世代服務高齡世代或是高齡世代與年輕世代共同合作服務，對於高

齡者與大學、高中、國中、小學及幼兒也都有教育界與機構在共同的合作、研究推行，

甚至在企業中的「代間學習」也有人在研究推行，由此可見「代間學習」方案的運用性

相當的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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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高齡世代服務年輕世代 

研究者 年份 研究 

題目 

研究 

對象 

推行 

困境 

因應 

辦法 

王百合 

楊國德 

2010 高 齡 薪

傳 者 與

兒 童 之

代 間 學

習 互 動

研究 

高雄市

某國小

四年級

學生 22

位 

高雄市

長青綜

合服務

中心高

齡者 

 

 

1.口語表達是高齡者和

兒童的重要溝通方

式，但是因為高齡者的

表達能力有別，以致學

生反應不同。 

 

宋羅蘭 2009 幼 兒 與

社 區 老

人 代 間

課程 -以

一 個 幼

稚 園 的

主 題 課

程 為 例

例 

台北市

社區中

幼兒園

學生 28

位 

社區中

65歲高

齡者 7

位 

1.如何招募適當的  

  高齡者參與。 

2.高齡者招募困難 

3.高齡者對自身信 

  心不足。 

4.高齡者參予的  

穩定度不高。 

5.家長對代間課程  

的遲疑。 

6.代間課程中的老 

人與幼兒的差異。 

1.經由里長協助提供

高齡者名單，在篩選

有特殊技能的高齡

者。 

2.利用有意願參與的

高齡者自身人脈幫

忙招募。 

3.以「溫水煮青蛙」的

模式，先以陪伴幼兒

參與活動，在引導高

齡者成為指導與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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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代間課程中老 

  幼比的不穩定。 

師的腳色。 

4.適時的關懷，了解原

因進行溝通。 

5.積極溝通並取得家

長認同。 

6.以課程有動有靜的

設計消除差異。 

7.請高齡者無法參加

課程時要事先告知。 

 

周芩伃 2018 職 場 代

間 學 習

之研究 -

已 高 齡

友 善 企

業為例 

四間友

善企業 

1.世代溝通問題，世代

間既有的認知印象

造成難以合作共事。 

1.依據相應代間學習  

  理論，針對各世代的 

  特性，設計有架構性 

  的代間學習活動，讓 

  世代相互了解社會 

  的結構於差異進而 

  了解彼此，促進合 

  作。 

洪宏 

姚卿騰 

2017 運 用 代

間 學 習

提 升 日

間 照 顧

中 心 老

人 人 際

互 動 之

研究 

高雄某

社區幼

兒園大

班幼兒

10位 

高雄某

日間照

顧中心

1.日照中心高齡者多 

數使用閩南語，而幼

兒大多不諳閩南語

導致言語不相近而

無法溝通。 

2.需由簡報方式帶領 

  活動，但機構缺乏相 

  關設備及活動場地 

1.活動帶領者做溝  

  通橋梁，適時提  

  醒長者用國語溝 

  通或幫忙轉述。 

2.以口頭報告或用 

  圖畫與海報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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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

10位 

  位。 

 

 

 

徐世雲 2017 祖 父 母

參 與 代

間 學 習

之研究 -

以 幼 兒

園 主 題

繪 本 教

學為例 

台北市

幼兒園

大一班

學生 13

名與祖

父母名 

1. 因健康因素、時間

因素以及不知道要

如何上課的限制而

不願參加活動。 

 

1.孫子、女以自製卡片

或主動口頭邀約方

式，讓祖父母感受孫

子、女期待於祖父母

一同上課，增加祖父

母餐與的意願。 

張伊瑩 2014 以 繪 本

活 動 促

進 高 齡

者 與 兒

童 代 間

學 習 歷

程 之 研

究 

小學低

年級幼

兒與 55

歲以上

高齡者 

1.對於繪本表達方式與

情境有障礙，且高齡

者事先練習時間不

足。 

2.小孩秩序不好掌控。 

1.增加高齡者練習的  

  次數，減少恐懼。 

2.增加場控人員，維持  

秩序。 



老幼之間～代間學習議題之探討，經國學院，36：65-81 

75 
 

陳怡真 2008 老 幼 代

間 環 境

教 育 課

程 建 構

之探究 -

以 基 隆

市 某 國

小 附 幼

為例 

社區幼

兒園大

班 30

位 

社區 55

歲以上

高齡者

6位 

1.初期遭遇到長輩對於

第一次接觸代間課程

的不安，長輩懷疑自

己的能力是否能勝任

此一任務。 

2.長輩的來源是否為    

  幼兒家中的長輩，於 

  課程進行的歷程中 

  呈現不同的樣貌，參 

  與研究的幼兒家中 

  長輩容易將焦點專 

  注於自己家中的幼 

  兒。 

1.要先了解長輩服務   

意願與專長，針對長  

輩專長與幼兒能力   

去設計課程。 

2.多元招募高齡者讓 

幼兒廣泛接觸不同 

的長輩。 

趙孟婕 2012 幼 兒 代

間 學 習

與 幼 兒

對 老 人

態 度 及

高 齡 者

生 命 意

義 感 關

係 之 研

究 

文山區

大班幼

兒 54

位 

松年大

學高齡

者 8位 

1.高齡者招募不易。 

 

1.透過關係人協助招  

  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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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琇晴 2012 長 者 融

入 幼 兒

園 課 程

之 代 間

學 習 個

案研究 

台中依

私立幼

兒園 3

班 

長者 3

位 

1.長者具備的才藝困難

度較高，幼兒不容易

操作，長者成人用

語、兒童不易理解。 

2.長者身心狀況不穩 

  定，造成對於課程   

  設計的時間有一定  

  限制。 

 

 

 

1.透過課前會議，讓老

師與高齡者事先討

論，以老師的教學經

驗，對課程難易度做

調整，並在課堂上及

時的協助。 

2.課程時間應針對高   

齡者的健康情況適   

時的調整。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2-2 年輕世代服務高齡世代 

研究者 年份 研究 

題目 

研究 

對象 

推行 

困境 

因應 

辦法 

吳孟恬 

董佩瑜 

周春珍 

2017 青少年

參與老

人機構

代間服

務學習

課程之

效益 

15-18 歲

國高中學

生 23位 

居住老人

機構高齡

者 21位 

1. 有些學生會透

出 焦 慮 的 情

緒，與帶領者

表示無法獨自

帶 領 長 輩 外

出，怕在過程

中發生意外自

己無法負擔這

個責任。 

 

1.透過帶領者事先的  

  說明活動的安排，  

  並與現場給予適時 

  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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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馥慈 2017 樂齡大

學學員

及大學

生參與

代間學

習經驗

之研究 

高雄市 2

所樂齡大

學學員 4

名 

高雄市大

學生 4名 

 

 

 

 

1.溝通與表達上的

落差，影響代間

互動的進 

行。 

2.代間課程因設   

  計問題，使得代   

  間交流不深入 

1.應培訓專業講師，   

可帶領提升互動交

流，並扮演溝通的

橋樑。 

2. 課程設計應考慮

適合代間互動的

主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2-3 高齡世代與年輕世代共同合作服務或共學 

研究者 年分 研究 

題目 

研究 

對象 

推行 

困境 

因應 

辦法 

王燕芬 2015 用運代

間方案

提升祖

孫間親

密感之

行動研

究 

科技大學

學生 6名 

樂齡大學

學生 5名 

1.祖父母未同住，距   

  離問題造成無法參  

  與。 

2.推行時間較長祖父 

  母未必時間都能配 

  合甚至有出現換父  

  母帶操做。 

1.減少課程，縮短活  

  動時間，調整課程  

  難易度。 

2.簡化回饋單，讓家  

  人引導代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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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祖父母回饋難取得。 

徐傳倫 2013 代間學

習課程

實施之

行動研

究 - 以

國小二

年級為

例 

台北市國

小二年級

24人 

祖父母 12

人 

1.能協助推廣人力  

不足。 

2.政府推廣政策不   

明確。 

3.初期祖父母參 

與意願低。 

1.政府應辦理代間  

學習代間課程研

習，培養專業人

員，協助推廣。 

2.政府應多推行代

間學習活動。 

3.利用學校日與學  

  生家長溝通，協助  

  邀請。 

黃惠君 2017 代間學

習方案

之行動

研 究 -

以逐格

動畫為

例 

台南市東

區國小一

年級學生

與祖父母

共 3組 

1.黏土捏塑課程 

難度過高。 

2.影片剪輯對於   

幼高齡者難度 

過高，再加上 

高齡者對電腦 

操作能力差， 

多半有幼兒單 

獨操作，導致 

無法產生互動 

1.老師在課程中視 

情況適度的調整

課程難易度 

2.因課程為祖孫共

用一台電腦，後續

可規劃各有一台

電腦，可增進高齡

者對電腦的操作

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而從表 2-1、表 2-2 與表 2-3中筆者歸納出推行中所遇到的困境與因應的辦法如下︰ 

1.高齡者招募困難，其中包含了高齡者因為健康、時間、距離、自信心不足、不知道

如何跟小朋友互動等問題，造成高齡者不願或不好意思參與。因應的辦法是經由溝

通說明、家人以親情攻勢或透過第三人如里長與有意參與的高齡者協助等方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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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高齡者招募問題。 

2.高齡者溝通問題，因為語言不同、表達能力、反應速度或說話的速度等，造 

  成世代間無法溝通與活動進行困難，且因溝通問題使得高齡者參與活動後反 

  饋的訊息難以收集。因應的方式是透過活動的帶領者做溝通的橋梁，適時的 

  提醒或翻譯，培訓專業講師，可帶領提升互動交流，並扮演溝通的橋樑。簡 

  化回饋單，或讓長輩口述家人代筆方式去解決。 

  3.課程設計問題，有些課程設計上難度過高，或是課程內容未兼顧到世代的雙 

    方，造成世代無法互動也無法完成課程的任務打擊高齡者與幼兒信心。因應 

    的辦法為透過課前會議，讓老師與高齡者事先討論，以老師的教學經驗，對 

    課程難易度進行調整，並在課堂上及時的協助，課程中視情況適度的調整課 

    程難易度，並重視互動的過程。 

  4.其他如家長對課程的遲疑、上課的出席率與秩序不好掌控、活動場地與設備 

    不足、活動推行人員不足、政府推行政策不明確與活動經費來源等問題。因 

    應的辦法利用機會多與家長溝通或政府應辦理代間學習代間課程研習，培養 

    專業人員，協助推廣政府應多推行代間學習活動。 

 

上述前 3 項為筆者整理文獻中發現對於推行代間學習活動時，幾乎都會面臨的困

境，而第 4項為個別活動所提出不同的困境。而筆者也發現目前的研究資料中推行的代

間學習活動多以短期、單次的活動為主，較缺乏長期推行代間學習的機構。當中的研究

以高齡者與幼兒園的幼兒及國小學生居多數，這可能就是為了我國現在面臨嚴重高齡

化、少子化所衍生出許多問題，而極需要有因應的方式去解決，而「代間學習」便是經

國內外研究證實目前可以因應的這高齡化、少子化的方法之一。 

 

                         伍、結語 

 

   「代間學習」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即為「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之間」，彼此

持續互相學習和交換資源，進而達成個人及社會利益的行為。日裔學者 Toshio Ohsako 

則定義代間學習，是發生於「老年人與年輕人」雙方在學校、社區或工作場所等情境中

的互動過程。而德裔心理學家 Eric H. Eric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指出，人類的發展

其實是很神奇的，隨著不同階段的發展，老年人在心智功能逐漸退化之後會變的很像孩

子，有真誠、有固執且都渴望被注意和被愛。孩子喜歡重複性的遊戲，老人也喜歡重複

的話題；孩子喜歡做出一些不合常理的舉動吸引他人的注意，老人期待被注意時也會做

出一些反常的行為。代間其實存在著同質性，同時能「互通有無」，因此代間學習，或

許是重建長者價值，同時消彌隔代鴻溝的方式 (詹斐然，2020)。有鑑於此，本文旨在探

討老幼代間學習之相關議題，包含代間學習興起的背景、代間學習的意義、代間學習的

理論、國內代間學習推行的相關研究。希冀這樣的探討可以讓人們更加認識老幼代間學

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9%87%8C%E5%85%8B%E6%A3%AE%E7%A4%BE%E4%BC%9A%E5%BF%83%E7%90%86%E5%8F%91%E5%B1%95%E9%98%B6%E6%AE%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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