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新人瑞的深深期盼 
                      郭隆興 高師大進修推廣部組長 
社會上對老年人有許多的尊稱，如榮譽市民、長輩、長老、先進、高齡者、長青

樹…等，而個人最喜歡的一個尊稱則是「新新人瑞」，此新新人瑞乃相對於新新

Y 市代的新新人類，深具時代意義。為什麼如此稱呼呢？讓我們從各個角度加以

審視之。 老人的定義是多面向的，從現代生理學的角度來看，老人「身」也未

必跟著老；老化現象除了是正常的自然過程之外，更可以是一種「計劃的過程」，

您只要從成人期便不斷維持良好的健康習慣，如均衡的飲食、充足的睡眠、適度

的休閒與運動，再配合先進的醫療科技，老當益壯已不是夢。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活到老年萬事新，老年人的智力並非退化，而是思考類

型轉變，持續的辯證思考能力提昇，晶體的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增加，

這種智力是一種瞭解關係、作判斷、在熟悉情境處理訊息、解決問題的能力；老

年人只要選擇與經驗和知識累積有關的工作，避開需要速度、有時間壓力、新技

術、新方法的情境，其工作效能依舊不亞於年輕人，正所謂人老心未必老矣。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老年並非退隱江湖，而是社會再參與的開始。目前全世界，

人口有五十九億，其中六十歲以上的人口約為一億五千九百萬人，未來五十年，

這個數目將有增無減；而台灣二千一百萬的人口中，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截至去

年底，六十五歲老年人口已達百分之八點二六。如此龐大的族群，可能經濟收入

減少，政治權力地位下降，價值尊嚴不如傳統的社會，生活方式大不如前。可是

心念一轉，老年人雖然離開了工作崗位，經濟收入減少，但因兒女皆已成長就業，

幫您花錢的人數為之減少，所以花費不必太多，自然也不用賺太多；政治權力地

位下降，也意謂著社會壓力減輕，不必多負責任，那些案牘勞形、衝鋒陷陣、傷

神害體的事情，由下一代的人去用力打拼吧；價值尊嚴會不如傳統的社會嗎？如

果您仔細閱讀老人福利法的內容條文，就可以明確瞭解透過法律的保障，對老人

的尊重日漸有加；而生活方式大不如前，那是因為社會有了新的期待，老年人可

以放下以前工作性的職業角色，轉變為受人歡迎的情感性之人際關係關懷角色，

長老風範永留人間。  
 
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活到老，學到老，才可以活的好」的教育理論與教育方

法日趨成熟，老狗仍可不失赤子之心，變出人生的新把戲。推動老人教育時，應

注意增強老人學習的動機，如上課環境的舒適性、班級人數不宜過多(儘量不超

過三十人，以利其良好的社會互動空間)、充分提供學習資訊與管道、克服時空

障礙(時時可學、處處可學，甚至是居家學習)、請子女鼓勵長輩參與學習、舉辦

學習成果展….等；並且開設符合社會化、社會脈動化的課程，如生理健康、老

人權益、醫藥福利、生涯規劃、運動養生、識字、語言、休閒、藝術、宗教、鄉

土文化、增加新知….等課程；同時注意教學方法的革新，如改良放大課本字體、



名人講座、現場參觀、視聽媒體、實作、成果發表、成員合作….等多元的教學

方式。 
 
從生涯發展的角度來看，老年人走過青春嶺、青色山脈、藍色湖泊、金色年代之

後，歲月故會催人老，但實際上，「社會」更能催人老，所以老年人更應重新定

位人生目標，作個不必服老的新新人瑞，再譜人生續曲，再創人生高峰。老年人

一建立收牙認知，消除老年恐懼；提前並妥善規劃退休生涯，不斷參與社會學習，

開發老人潛能；注重醫療保健，維持身體健康；提倡休閒娛樂，開戰字我；調適

家庭人際關係，充分享受家庭溫馨親情。 
 
就上而言，「老」、「不老」的差別關係，在於高齡者個人是否能計劃人生、身體

力行、調適社會認知、改變主觀感受、認真學習及真正的行動實踐而已；如此，

則符合時代意義，契合社會角色之新新人瑞的深深期盼，已不遠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