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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服務學習的觀點檢視醫院高齡志工 

學習現況及效益之研究  
陳姿伶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推廣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王穩淳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推廣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正式邁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

織（WHO）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迄

今已達十年之久，而根據行政院主計

處（2003）調查所得的統計資料顯示，

在此期間，我國的年老化指數節節攀

升且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數

的比例，亦由 1993 年的 7.1%成長至

2002 年的 9.02%；基此，面對國內高齡

人口的比重持續地不斷增加的現象，

有關如何設法協助仍有能力之高齡者

更積極地融入我們的社會中，透過不

同類型替代角色的規劃（劉弘煌，

1996），無論是再就業或投入志願服務

的工作，以確保其得持續地參與種種

活動，成為大家的工作夥伴或維持較

頻繁之社會參與，將不僅是老人人力

資源發展上相當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

之一，亦是在論如何有效促進成功老

化經驗建構時，可深加探討的主題。

故本研究即立基於服務學習的觀點，

採行文獻探討分析與問卷調查法，鎖

定高雄地區醫學及準醫學中心，包括

高醫、榮總及長庚醫院之 65 歲（含）

以上的高齡志工作為研究對象，以期

獲致目前在醫院參與志願服務的高齡

志工之學習現況與學習效益，並針對

醫院在高齡志工學習歷程中的角色扮

演進行深探。 

二、老人從事志願服務的意涵與現況 

面對當前高齡族群遽增的趨勢，

除有必要對其之於社會的貢獻或可能

具有的優勢加以研析外，老年人力再

運用實也成為社會發展的關鍵課題，

就林勝義（1990）的看法，老人藉由社

會志願服務的參與，不但有益於老人

更有效且順利地進行社會角色之轉

換，同時對推動社區發展更具實質效

益；另外，在許釗涓（1992）的研究中

也證實了，社會服務機構中的相關人

員，普遍地對高齡志工持正面肯定的

態度。因此，當社會漸趨高齡化導致

台灣老人人口與日俱增之際，如果能

將日形龐大的高齡人力資源妥善地加

以管理與發展，透過適切的老人志願

服務方案之規劃設計與落實，引導與

鼓勵老人投身志願服務的行列，不但

有益其本身獲致更好的個人發展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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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出較成功的老化經驗，且對於大量

因退休而不再從事經濟生產活動的老

年人力，亦可確保不至因此即荒廢閒

置形成社會資源之浪費。 

事實上，目前於我國許多的公私

立機關、組織、圖書館、醫院、學校

或社區中，均可見高齡志工於其中默

默付出的身影，顯示老人從事志願服

務的情形已不再只是少數。例如在東

勢鎮信義老人養護中心即有一支由 45

名平均年齡已達 60 歲的老人所組成的

志工服務隊，他們其中甚至有部份成

員的年齡已高達 7、80 歲，仍舊到養護

中心擔任志工，協助照護年紀大或罹

患慢性病等行動不便的老人（國家政

策研究基金會，2004）；另外，在鹿谷

的廣興村中，因年輕人紛紛到外地謀

生，村內幾百位老人家生活單調又無

聊，村長便號召成立老人清掃志工隊

還帶領六十多位老人志工，利用村內

的空地，開闢藥用植物園，此舉不僅

帶來美化社區環境的效果，同時更讓

老人志工日常的生活更為充實（大紀

元網，2004）。凡此均是以志願服務形

式所呈現的老年人力資源再運用的極

加例證。 

三、服務學習的理念與實踐 

有關服務學習的意義，依 Sigmon

（1996）的看法，所有結合服務與學習

的 目 標 之 行 為 圴 可 謂 之 ， 而

Jacoby(1996)則進一步認為服務學習是

經驗教育的形式之一，經過特別的設

計安排，學習者透過滿足社區需求之

活動的參與，提昇個人的學習與發

展，最終並產生互惠的效益。此外，

根據 Delve、Mintz 及 Stewart（1990）

的看法，服務學習方案的設計必須能

夠協助學習者從探索、澄清、理解等

階段，進而到達行動及最終的內化等

階段，但學習者能否完成這些階段的

歷練，則受參與、承諾、行為及平衡

等變項之影響，且服務學習的落實必

須藉由相關活動與反思的設計，在過

程中提供學習者適度的挑戰與所需的

支持，協助其循序漸進地朝澄清、理

解、行動及內化等階段邁進，同時在

設計此類學習方案時，應特別考慮學

習者本身之學習發展階段，如此才能

夠規劃出來的方案更具體可行。 

四、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全面普查的方式，共發

出 56 份問卷，總計回收 39 份有效問

卷。根據對於這 39 位成功受訪之高齡

志工的問卷資料進行分析，顯示有 75%

的志工已有達五年以上的志工資歷，

而目前在學習現況上的呈現，可知參

與研究調查的高齡醫院志工已從個人

志願服務的經驗中，不僅獲得經驗的

滿足感並對團體產生歸屬感，更於相

關議題的認識理解上、個人自身的生

活型態及價值觀的轉變等方面呈現學

習轉化的現象，易言之，雖受訪的高

齡醫院志工其服務學習的經驗未經較

具系統化地規劃，但仍已嶄露出不同

服務學習發展階段之行為結果的雛

形。 

而針對醫院於高齡志工參與服務

學習歷程中所扮演之角色，目前主要

已呈現出「學習機會提供者」與各式

「學習資源提供者」的角色，除此之

外，「支援者」、「工作規劃管理者」及

「激勵者」亦為醫院在對於志工的工

作規劃、工作肯定以及彼此互動時所

扮演的角色之一。 

此外，由高齡志工學習經驗的分

析中，不僅可知參與志願服務確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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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學習成效的產出，同時其效益業已

由志工個人本身逐步拓展並移轉至特

定團體、所服務的醫院以及社區當中。 

 

有鑑於現今醫學技術的日新月

異，人類的平均壽命亦隨之逐年提

升，故於可見的未來中高齡者人力資

源的運用空間將更為寛廣，因此鼓勵

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不僅是高齡人

力的再利用，同時藉由規劃妥善的服

務學習方案規劃更可使於未來愈形重

要的老人教育得以一併落實於其間，

以挹注高齡族群的人力發展並進而強

化其與整體社會的聯繫與接觸，使每

一位高齡者都能藉此肯定自我，擁有

一個備受尊重與重視的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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