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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學習者持續參與學習的動機之歷程 

 

李雅慧 1 葉俊廷 2  

1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62102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7鄰大學路一段 168號 

2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25172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 3段 150號 

 

摘 要 

  隨著高齡社會來臨，高齡學習已成為重要的議題。學習動機是觸動學習行動的根本。研究

目的是探討高齡學習者參與學習活動的初始動機，以及學習動機在學習過程中的改變情形。以

質性研究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蒐集，選取 21位高齡學習者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1. 高齡

學習者的初始學習動機主要從任務導向與需求導向為出發點；2. 老化及教育的制度與環境可能

是影響學習動機的因素；3. 學習的觀念、態度、調適、支持及愉悅感是退休者維持學習動機的

方式；4. 反思可能是貫穿整個學習動機的發展過程，且可引發、增強學習動機。 

關鍵詞：高齡學習，學習參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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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aged society, older adult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Learning motivations are the foundation which initiates learning action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older adults’ initial learning motivation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We 

conduct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and collected data vi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21 older adult 

learners.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ings. 1. Older adults’ initial learning motivations were driven 

from career tasks and needs. 2. Aging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were the critical elements which 

affected older adults’ learning motivations. 3. The learning concepts, individual attitudes, adjustment, 

supports and a sense of pleasure were the elements which maintain interviewees’ learning motivations. 

4. Interviewees’ reflections could be occurr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se reflections could also 

enforce older adults’ learning moti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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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平均壽命不斷延長的情況下，我國的高齡人口數已呈

現逐年增加的趨勢（Chang & Lin, 2011），至 2015年 1月底

止，我國高齡人口數已達 2,822,889 人，佔總人口的 12.04 %

（內政部，2015）。這些高齡人口多半維持良好的健康狀況，

在壽命延長與健康情形良好的背景下，有關高齡者活動的規

劃與參與是一項重要的議題，加上終身學習時代的來臨，高

齡者的退休生活將賦予新的意涵（Chang & Lin, 2011）。尤

其是高齡學習的重要性，更是因時代背景所趨，而成為重要

的議題（Cheng, 2010; O'Dowd, 2005）。因此，如何促進高齡

者參與學習活動是高齡教育推廣的重要工作之一，正如同幾

位學者（Cheng, 2010; Kim & Merriam, 2004; O'Dowd, 2005）

的觀點，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身為高齡教育工作者，需要

對高齡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有更多的了解，有助於擬定高齡教

育的政策，以因應高齡社會與終身學習時代的來臨與挑戰。 

透過對高齡者學習動機的了解，可以讓高齡教育工作者

規劃出讓高齡者滿意的學習活動，並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Chang & Lin, 2011），也有助於提出適當的學習策略，去

維持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並增進學習的成效（蔡喬育，

2010）。從另一方面而言，若是在高齡者的學習過程中，沒

有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之後要維持他們對學習的熱忱是

很困難的一件事（陳啟明、邱政鋒，2009）。此外，就學術

研究的意涵方面，了解高齡者的學習動機，有助於建立高齡

學習的理論與模式，以解釋其參與學習的行為（張德永、黃

芳銘、陳儀蓉，2008）。 

從過去針對學習動機進行研究的文獻中已經得知，高齡

者的學習動機可以分成好幾種不同的類型，例如基於個人的

興趣、為達到社會交流的目的（Kim & Merriam, 2004）、滿

足個人的需求（ Roberson & Merriam, 2005; Schaefer, 

2010）、應付生活的改變（黃富順, 2008; Hodkinson, Ford, 

Hodkinson, & Hawthorn, 2008）、解決具體的問題（Cheng, 

2010; 黃富順, 2002）等的原因，而開始參與學習活動；此

外，也可以了解在學習過程中，學習動機是可以重新激發或

增強的特徵（李雅慧、葉俊廷，2012；Kim & Merriam, 2004; 

Roberson & Merriam, 2005; Wlodkowski, 1985）。但是，這些

先前的研究結果較缺乏探討高齡者從初始學習動機的激

發，到阻礙動機的情形之出現，以及如何克服阻礙之情況去

維持或增強持續學習動機的歷程。 

綜合而言，對高齡者學習動機的議題進行研究，不僅可

以因應高齡社會與終身學習的時代背景因素，也能夠滿足高

齡教育實務推廣的需求，更可以彌補過去相關研究對學習動

機探討的不足之處。基於此，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是選取有持

續參與學習活動的高齡學習者，藉以了解他們參與學習的初

始動機、學習動機的阻礙情形，以及如何從阻礙因素或學習

過程中持續增強個人的學習動機之歷程。最後，可以根據高

齡學習者的學習經驗，以促進更多高齡者的終身學習。 

 

二、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探討學習動機的意

義，以及學習動機的改變與增強的理論基礎及相關研究，最

後，介紹高齡者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 

（一）學習動機的意義 

根據黃富順的觀點，學習動機是指引起個體學習的活

動、維持學習活動、並繼續使行為朝向達成學習目標的歷程

（黃富順，2002）。因此，學習動機乃是一種可驅使個體積

極學習的內在動力（陳啟明、邱政鋒，2009）。在高齡時期

學習動機的表現較重視個人（ personal）及愉悅導向

（pleasure-driven）的特徵，不再將學習視為義務的觀點

（O'Dowd, 2005）。因為高齡者的學習特徵屬於自我導向的

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此種學習方式是一種學習者自

主掌握學習過程，包含個人從學習動機之引發、擬定學習目

標及計劃、尋求學習資源與協助、執行學習計劃，以及針對

學習結果進行評鑑的學習過程（黃富順，2004；李雅慧、葉

俊廷，2014）。因此，高齡者在學習動機的表現上，應該具

有相當多的自主之選擇。 

為了可以進一步了解學習動機的內涵，透過動機理論更

能夠釐清個體參與學習行為的事實，並且解釋、說明或敘述

學習行為發生的現象或過程（林麗惠，2002）。首先，本研

究先介紹 Bandura 所提出的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根據此理論的觀點，學習源自對結果的反應，同時

也是一種認知的過程。個人會評估結果所帶來的效益，而去

決定採取何種行動。人類的學習是個人與其特殊的社會環境

持續交互作用的歷程，在此歷程中，環境因素、個人對環境

的認知以及個人行為之間彼此相互影響，並且產生學習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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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另外，人類的行為表現不僅會受到內在力量的驅使，也

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Bandura, 1977）。 

本研究所介紹的第二個動機理論是由 Deci 與 Ryan 提

出的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該項理論是建

立在人類動機、發展與福祉的實證性研究的理論。此理論聚

焦在動機的各種類型，而不是動機的數量，藉由對動機類型

的了解，可以發現強化動機之自主性、能力與關聯性的心理

學需求。自我決定論也能夠評估人們的生活目標或是心願，

展現出內在或是外在生活目標對於結果與心理健康之間的

關係。根據自我決定論的觀點，動機之類型可以分為內部動

機、外部動機，以及無動機三種類型。其中，內部動機是人

類追求新奇與挑戰的本能，以及發展與鍛鍊自我能力，或是

探索及學習的先天傾向；外部動機是指人們從事某項活動的

原因並非是個人本身的興趣，而是為了滿足某種落差的結果

（separable outcome）而去從事某種活動的動機；無動機是

指個體無法意識自我行為及其結果之間的關係，且對所從事

的活動缺乏興趣，沒有任何外在的或內在的調適行為可以使

行為正常進行（Deci & Ryan, 2008）。 

除了上述動機理論的類型外，有關成人參與學習之動機

的研究，可以源自 Houle 在 1961 年所發表的專書《探究心

靈》（the inquiring mind），Houle針對 22位參與各種繼續學

習形式的成人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顯示，成人學習導向

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包含：目標導向（goal-oriented）的學

習者，此類型的學習者旨在透過教育達到某種有意義的目

的；活動導向（active-oriented）的學習者，這種類型的學習

者參與學習是以參與活動本身與社會交流為目的；學習導向

（learning-oriented）的學習者則是以獲取知識為主要的學習

理由（Merriam, Caffarella, & Baumgartner, 2007）。這三種動

機的類型並非完全獨立，且沒有一個成人只屬於某種類型

（張德永、黃芳銘、陳儀蓉，2008）。 

在 Houle提出的學習動機理論之後，許多學者也針對成

人或高齡者學習動機之議題進行探討，例如黃富順（1985）

針對成人教育機構中參與進修的 1,859 位成人進行問卷調

查，研究結果將成人學生的動機取向分為六類，包括求知興

趣、職業進展、逃避或刺激、社會服務、外界期望及社交關

係。從其他相關研究的結果中可以發現，高齡學習者參與學

習之動機的多元性，例如他們的學習動機通常與生活及實際

應用有較高的相關（黃富順, 2002），且高齡者選擇的學習主

題傾向於與生活、家庭、未知的或是與未來相關的學習議題

（Duay & Bryan, 2008）。當他們查覺到個人的不足或生活的

風險而展開學習（陳啟明、邱政鋒，2009；Cheng, 2010; 

Vrkljan, 2011），或是基於個人的興趣、為達到社會交流的目

的（李雅慧、葉俊廷，2012；Kim & Merriam, 2004）、滿足

個人的需求（Roberson & Merriam, 2005; Schaefer, 2010）、

應付生活的改變，包含內在與外在情境的改變（黃富順, 2008; 

Hodkinson et al., 2008）、解決具體的問題（Cheng, 2010; 黃

富順, 2002）、為了順利度過高齡時期的轉換，而參與學習活

動（李雅慧、葉俊廷，2013；Roberson & Merriam, 2005）。

有些高齡者希望在退休後能夠取得正規教育的學歷、重溫學

生時代的角色、獲取知識應用於生活中，或是為了滿足自我

實現的渴望，而成為參與學習活動的動機（Lee, Yeh, & Liu, 

2011）。 

雖然從 Houle 提出的動機理論與其他相關研究結果

中，可以了解成人參與學習的動機類型，但無法解釋學習者

之學習動機在不同階段時期的改變情形，亦即，個人的學習

動機並非僅發生在參與學習活動的初始階段，在學習過程

中，也可能對學習動機產生影響，而這些影響或許會產生不

同的學習意涵。 

（二）學習動機的改變與增強 

Wlodkowski 於 1978 年提出動機的時間連續模式（The 

Time Continuum Model of Motivation）。該模式的運作方式是

由學習動機的三個階段所構成，包含開始（beginning）、過

程（during）、結束（ending），且每個階段都有兩個重要的

影響因素。其中第一個階段是學習者進入與開始學習的歷

程。態度（attitude）與需求（need）是這個階段的兩個影響

因素，其中學習者的態度指向一般學習環境、講師、主題、

自我；需求則是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的基本需求；第二個

階段是指學習者涉入學習過程中的主體與內容。激勵

（stimulation）與影響（affect）是這個階段的兩個影響因素，

其中激勵的過程影響學習者的學習經驗，影響則是學習者進

行學習時的影響或情緒經驗；第三個階段是學習結束的階

段，學習者結束或完成學習過程。能力（competence）與增

強（reinforcement）是這個階段的兩個影響因素，對學習者

而言，能力的價值是學習的結果；增強的價值在於連結學習

者的學習經驗。這三個階段呈現持續循環的運作模式，且在

學習動機的循環過程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Wlodkowski, 

1985）。 

根據 Chang與 Lin的研究結果，影響高齡者學習動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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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可以分為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其中個人因素包含年

齡、性別、職業類型、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環境因素包含

經濟情況及學習形式（Chang & Lin, 2011）。從另一項研究

結果可發現，學習動機會隨年齡的增長而降低，也會受到過

往的學習經驗、工作等因素的影響（蔡喬育，2010）。Leung、

Chi與 Chiang（2008）的研究發現，高齡學習者的學習參與

會受到個人發展，或是先前的生活與學習經驗的影響，在個

人發展的部分，包含個人的學習覺察、生活獨立、自我勝任

感與人格的開放等，這些皆與高齡時期的學習興趣有關。此

外，個人的成就期望之程度，對於學習動機具有增強或減弱

的效果。當成人對於學習的成就期望很高，就會增強學習的

動機；反之，就會輕言放棄學習的機會（隋復華，2002）。 

在先前的生活與學習經驗方面，包含早年生活的延續、

經驗學習的過程（Garquhar, 2010）、過去成年時期的經驗與

志願服務工作（Leung, Chi, & Chiang, 2008）、退休前參與學

習的習慣（Hodkinson et al., 2008）、以前成功的學習經驗

（Kim, & Merriam, 2004）、失敗的學習經驗（Delahaye & 

Ehrich, 2008; Jarvis, 2010）、學習經驗的分享（Bye, Pushkar, 

& Conway, 2007）、整合新知識與舊知識的學習經驗（Duay & 

Bryan, 2008; Jarvis, 2010）。上述這些因素會產生非常不同的

終身學習之先決條件（O'Dowd, 2005），並且可能會促進高

齡者繼續參與學習活動（Kim & Merriam, 2004）。無論是成

功或是失敗的學習經驗，當高齡者從正向的學習經驗，或是

負向的生活經驗中透過反思的過程，將有助於激發他們產生

新的學習行動（李雅慧、葉俊廷，2012）。但是也有可能會

讓學習者終止目前正在進行的學習活動（Roberson & 

Merriam, 2005）。 

為了可以激勵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成人及高齡教育工作

者可以建立積極友善的學習情境、培養正向的學習態度、增

進學習活動的參與、提供增強與回饋，以及設定具體的學習

目標，並且掌握彈性運用的原則，視不同的學習對象、內容

與情境進行彈性調整及運用，讓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得以增強

（隋復華，2002）。再者，由於學習動機屬於個人內在的心

理歷程，因此，要引發學習者的內在學習動機，可以增強學

習者的成功學習經驗，以提升學習者的自我概念，或是透過

生活轉換的經驗、他人的力量，以及排除學習障礙等的方

式，以達到刺激學習者學習動機的效果（林麗惠，2002）。 

綜合上述可得知，學習動機是驅使個人積極學習的內在

動力，有助於引起個人參與且維持學習的活動，並達成學習

目標的歷程。此外，學習動機是持續循環的歷程，有些學習

動機會獲得增強，有些可能會降低，甚至是終止某些學習活

動。導致學習動機的增強或降低，是因為學習過程中，會受

到個人方面、環境因素、學習及經驗等的因素影響。因此，

若是能夠了解學習者個人的特徵，並善用各種有助於學習的

教學方式，能有助於學習者學習動機之提升與維持。 

（三）高齡學習者學習動機之相關研究 

從學習動機的意涵與理論基礎可得知，已有許多研究是

以學習動機為主題的研究。隨著高齡學習的興起，學習動機

的研究也陸續開始以高齡者為對象進行研究，甚至有些研究

調查對象的年齡範圍相關廣泛，例如Bye、Pushkar與Conway

（2007）的研究，主要是針對 300 位 18～60 歲的大學生進

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22 歲以上的非傳統學生相較

於 21 歲以下的傳統學生，有較高的內在學習動機，且內在

動機會高度影響積極性。非傳統學生與同伴一起學習，可以

維持較高的內在動機。此外，促進高齡學習者的自主學習，

以及與學習夥伴分享學習經驗，可以用來增進內在動機與積

極影響，且能夠享受學習的過程。 

Leung、Chi 與 Chiang（2008）採用半結構式焦點團體

的方式，選取 17位年齡介於 50～64歲的受訪者。主要的目

的是要探討受訪者退休之後，引發他們產生學習興趣的因

素，研究結果顯示：過去成年時期的經驗與志願服務工作、

學習的覺察、同儕與家庭的社會支持、生活獨立、自我勝任

感與開放經驗，這六個因素皆與晚年生活的學習興趣有關，

能激發學習的渴望。此外，雖然經濟困難與家庭問題是有些

受訪者年輕時期缺乏學習機會的原因，但是這個負面的因素

反倒會激勵他們在晚年生涯去參與學習。 

Kim與 Merriam（2004）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針對退

休學習機構的 1,089位高齡者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高

齡者的認知興趣（cognitive interest）是最主要的參與動機，

第二為社會交流。高齡者以前有成功的學習經驗，也會促進

他們繼續參與學習活動。高教育程度的高齡學習者參與學習

活動，對於探求知識與發現學習樂趣有較高的興趣。有些高

齡學習者為了避免孤獨與無聊的生活，而將參與學習活動作

為一種社會參與的方式（Kim & Merriam, 2004）。 

除了上述以西方文化為背景進行學習動機的研究外，

Cheng（2010）以台灣五所大學的成人繼續教育課程的學習

者為樣本，一共調查 550位成人，有效問卷為 431份。研究

結果顯示，成人學習在不同生涯的階段，其參與繼續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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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考量的風險因素即有所不同。例如幾乎所有的風險都會對

41～50 歲中高齡者造成影響，尤其是時間的因素，因為中

高齡者有較多的家庭與工作的責任有關。51 歲以上的高齡

者會考量任何的覺察風險，尤其是學習成就，這可能與他們

所剩的職涯不長有關。 

Chang與 Lin（2011）的研究以 2008年台灣教育部的資

料庫為樣本，樣本數總共有 4,649位，年齡介於 18~96歲的

成人學習者，其中 65歲以上者共有 584位，佔 12.56%。研

究調查結果顯示，透過綜合學習的模式可以促進高齡者的學

習參與。在實施教學活動前，先確認高齡者的學習形式，並

且提供友善的學習環境，可以有助於激勵高齡者的學習動

機。此外，提供給高齡者的學習形式要考量社會互動、身體

狀況與經濟花費的層面，才能滿足學習之需求，以及促進學

習動機的發展。 

李雅慧、葉俊廷（2013）以質性研究的方法，針對 30

位年齡介於 55～78 歲的高齡者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研究

結果發現，有些高齡者在未來的退休生涯規劃中會採取積極

的態度，持續進行終身學習，他們持續學習的目的是為了適

應不同的生活、工作與學習的環境，並且懂得運用自己的生

涯經驗，去應付各種生活所發生的實際問題；也有高齡者的

學習目的是為了充實自我，以及感受學習所帶來的樂趣。 

從上述的相關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在這些研究主題中有

探討高齡者學習動機的研究對象之年齡範圍，涵蓋 41～50

歲、50～64歲、55～78歲、65歲以上，可見年齡範圍相當

廣。為了進一步清楚界定高齡學習者的年齡範圍，本研究主

要參考黃富順（2004）的定義，將高齡學習者界定為 55 歲

以上的學習者，此種定義較符合學術及實務操作的界定。就

高齡者學習動機的部分而言，無論是西方或國內的學術研

究，都有針對高齡者學習動機之議題進行研究，且研究的成

果強調高齡者個人的學習觀念、生活經驗、時間因素、家庭、

社會互動、學習經驗，以及教學環境與方法的設置等層面對

促進學習動機發展的意義。此外，從高齡者的各種經驗歷程

中，不僅只有正向的經驗會促進學習動機的發展，負向的經

驗可能也會促進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三、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包含四個部分：研究對象、資料蒐集、研究工

具，以及資料分析。如下所示。 

（一）研究對象 

參與研究的受訪者之條件，主要是以退休後有參與正

規、非正規或非正式的學習活動之高齡學習者為對象。所謂

正規學習是指正規學校提供有目的、組織與學位的學習課

程。非正規學習是指學習者參加正規學校以外的任何有組

織、有目的的學習活動。非正式學習是指個人在沒有組織、

系統與預先設定目的的情況下進行的學習，例如從日常生活

經驗、人際互動或環境的資源中獲得態度、價值與知識的改

變（黃富順，2000）。 

為了可以找到具有學習經驗的高齡學習者，研究對象之

選取方式，先請國內高齡學習機構（老人大學、長青大學、

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推薦符合研究條件的受訪者（包

括受訪者編號為：A-74、B-56、C-69、D-68、K-56、L-71、

M-64、N-69、O-63、P-60、Q-70、R-66、S-71、T-72），或

是以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進行取樣，由已經

接受訪談的對象，介紹符合條件的受訪者（受訪者編號：

E-66、F-66、G-64、H-71、I-66、J-63、U-60）。這些英文字

母與數字的編號代表不同的受訪者，從 A 至 U 的順序進行

編號，而數字則表示受訪者的年齡，編號的目的是為了避免

直接暴露其姓名與身分。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條件與取樣過程，一共選取 21 位受

訪者，每位受訪者都是已退休的人員，且退休後有參與各種

學習活動的學習者，受訪者的年齡介於 56～74歲（包括 56

～59 歲的有 2 位、60～69 歲的有 13 位、70～74 歲的有 6

位），平均年齡為 65.9 歲，受訪者有 10 位是男性，11 位女

性；退休前的職業包含：2位是國營事業的主管、12位是教

職人員、7 位從事製造業與服務業；教育程度：6 位高中學

歷、11位大學學歷、4位研究所畢業。 

（二）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的方法是以半結構式的訪談進行訪談資料的

蒐集，以突顯研究的論點並豐富研究的內容（Patton, 1988）。

訪談的實施過程是針對 21 位符合條件的高齡學習者進行一

對一面對面的訪談，主要由一位具有豐富訪談經驗的博士生

進行訪談，訪談結束後立即進行逐字稿的謄寫，並與另一位

共同作者針對訪談整體過程進行討論，以修正訪談實施程序

或追問可再深入訪談的問題。本研究訪談的實施歷程從

2012 年的 1月至 5月，整體的訪談時間介於 60～150分鐘，

訪談地點以受訪者的住家、參與學習活動的學習機構，或是

研究者的學校為主。透過訪談的實施，蒐集受訪者參與學習

活動的初始動機，並了解學習過程的阻礙因素及其對動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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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以及有助於維持學習動機的因素及其意義。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方法，訪談大綱是主要的研究工

具，而編製訪談大綱的依據，則可以透過相關文獻、研究者、

參與者這三種資料的來源作為訪談大綱編製的基礎（陳向

明，2000）。首先，以文獻為訪談大綱編製的基礎上，為了

達到研究之目的，訪談大綱的研擬主要涵蓋三大主題，分別

為初始的學習動機、阻礙學習動機的情況，以及有利於維持

學習動機的經驗，這三種層級的學習動機之區分，即是本研

究文獻中所探討的學習動機之開始、過程及結束的過程

（Wlodkowski, 1985）。在編製訪談大綱過程中，藉由研究

同儕之間的討論及檢核，以確認訪談大綱題目編製的合適

性。另外，在正式訪談前先將訪談大綱寄給受訪者，並確認

其對每個題目的了解程度。在訪談結束後，則是依據訪談實

際的對答情形，將需要修正的題目進行討論與修改。 

本研究依據上述編製訪談大綱的原則，將訪談大綱區分

為三大主題，訪談的題目包括：1. 請談談您退休後學習方

面的安排？初始學習的原因為何？有哪些具體的學習目

標？2. 請問您退休後參與學習的過程遇到哪些困難或阻

礙？這些阻礙產生哪些影響？對您參與學習的意願產生任

何影響嗎？您是如何調適這些阻礙的情況？3. 請問您退休

後持續學習的原因為何？有哪些因素支持您持續進行學

習？談談您之後的學習規劃？4. 請問您關於這次的訪談還

有哪些學習的經驗可以分享？ 

（四）資料分析 

訪談資料分析的邏輯架構包括類屬、次類屬、代碼三種

層級。在分析過程中，先依據研究目的初步擬定資料分析的

類屬，因此，可將類屬分成初始的學習動機、阻礙學習動機

的情況，以及有利於維持學習動機的經驗，這種先決定研究

類屬的分析方式，能夠讓資料分析的主題更為聚焦（Marshall 

& Rossman, 2011）。之後，以開放的角度仔細閱讀每位受訪

者的訪談逐字稿，並將重要或具有特定意義的語句進行標

註，並用一個具有意義的簡要名稱代替，這個過程即是將逐

字稿進行編碼，並發展成代碼的過程。接著，再將每個具有

相似意涵的代碼歸納成次類屬，等若干次類屬出現後，再依

據同樣原則將其進行歸納，並思考與先前初步擬定的類屬之

間的關聯性。 

（五）研究效度 

本研究的實施主要是由研究小組的方式進行研究的設

計與實施，研究成員共有三位，包含大學教授、博士班與碩

士班研究生各一位。為提升本研究結果的效度，主要是由研

究成員共同進行文獻的蒐集與整理、訪談大綱的編製與修

正、訪談資料的蒐集、整理及分析、研究結果之撰寫等研究

相關的工作事項。此外，透過研究成員定期開會討論，針對

研究結果進行討論與檢證，以達到研究結果的共識，並提升

質性研究的效度（Silverman, 2010）。 

 

四、研究結果 

透過訪談資料分析的過程，可將研究結果歸納成三個類

屬，包括：高齡學習者初始的學習動機、阻礙高齡者學習動

機的情形，以及有利於高齡者維持學習動機的經驗。每個類

屬的意涵，分述如下。 

（一）高齡學習者初始的學習動機 

本研究結果顯示，高齡學習者最先參與學習活動的動機

可以分成六種類型，包含：因應個體老化而學習、目標及學

習取向的學習動機、興趣導向的學習參與、想要離開職場工

作而參與學習、基於志願服務的需求而開始學習、反思生活

現況後開始學習。 

1. 因應個體老化而學習 

受訪者在退休生涯的過程中，有些人具有明確的學習目

標，他們為了促進自己的健康而學習，例如參加知識性的健

康老化課程，或是想要學習語文而參加學習活動，他們學習

的語言主要是英文及日語，學習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大腦功能

退化，或是可以應用在旅遊、出國遊學的過程。 

因為自己年紀大了，加上我父親是得了老人癡呆過世

的，所以關於延緩老化、健康方面的訊息我都很注意，

也會去參加健康方面的學習活動。（C-69） 

我學習英語、日文的原因，一方面是希望避免自己失智

或退化；另一方面，出去旅遊的時候也可以用語言。

（O-63） 

2. 目標及學習取向的學習動機 

有些受訪者的學習動機是屬於為了學習而學習的動

機，此種類型的學習動機最常見的是想獲得更多的知識與學

位，有受訪者在退休生活期間，先後完成大學與研究所的學

習階段，他們不僅是為了追求知識成長的學習，也將獲得學

位視為具體的學習目標。另外，也有受訪者是從非正規的學

習機構進行知識性的學習，例如參加政府部門辦理的講習課

程、社區大學、老人教育機構開設的學習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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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我先到空中大學拿到大學文憑，後來又考到研

究所繼續念。（B-56） 

我兩年前社區大學修滿學分畢業後，只有學分沒有學

位，我希望獲得學位，所以到正規的學校去學習。（N-69） 

社會局舉辦的學習課程，或是連外籍配偶的演講也去聽

看看，只要有演講、有什麼新的學習我都會去嘗試、願

意去學。（H-71） 

3. 興趣導向的學習參與 

若是屬於興趣導向的學習動機的受訪者，他們參與學

習的動機則是依據自己的興趣去選擇學習活動，學習的內容

包含書法、畫畫、歌唱、園藝等。有受訪者表示，因為對學

習的內容感興趣，所以不一定會受限於只參加機構課程的學

習形式，他們往往會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內容進行自我導向的

學習。 

因為我的興趣是多方面的，像是彈琴、手工藝，還有烹

飪，都是因為自己有興趣所以去學習的。（D-68） 

因為我對藝術方面很有興趣，退休前的兩年就有學國

畫，一直學到現在。（L-71） 

因為是挑自己有興趣的來學習，如果不是我想要的我就

不會去學。我在社區大學學習書法一段時間之後，就在

家自己練習，不必說一定去那邊學。（R-66） 

4. 想要離開職場工作而參與學習 

有些受訪者已經在職場工作 30 年以上，他們漸漸感

到工作領域乏味，或是工作勞累、想要離開工作職場，而投

入學習活動的參與。例如有受訪者從商業領域跳脫到社區大

學的學習領域；有人則是從裝潢業轉換到宗教的學習領域；

也有人離開工作職場後，開始參與各式各樣的學習活動，像

是大學開設的高齡學習活動、政府辦理的研習課程，或是志

工組織的培訓課程等。 

我覺得在商業領域待了三十年，覺得有點乏味，我就想

要跳脫到一個新的境界，我就跳到學習領域來，剛好社

區大學開課，我就來報名了。（N-69） 

我差不多 44 歲的時候，覺得工作很累人，以前很多東

西想學習都沒有時間，加上經濟沒有太大問題，就決定

退休學自己喜歡的東西，去學習一些年輕時候沒有辦法

學習的夢想。（P-60） 

5. 基於志願服務的需求而開始學習 

有些受訪者退休後想要發展專業的工作領域而參與

學習活動，他們想要從事的工作領域大多是志願服務性質的

工作，學習的方式是透過志工訓練課程、大學提供的專業課

程去提升自己的專業能力。 

像我們老一輩的看到電腦都很頭痛，但是退休以後，反

而都會操作電腦，因為在這邊當志工要打公文、寫計畫

都要電腦。（F-66） 

我一開始是先有服務別人的想法，後來學校有開環保志

工培訓方面的課程，我才會去參加。（O-63） 

6. 反思生活現況後開始學習 

退休之後，有些受訪者會經歷一段漫無目的的退休生

活，他們並沒有主要的生活重心，且社交領域受限。受訪者

在覺察生活無趣，並且開始反思生活的意義之後，會開始參

加一些學習活動，以擺脫沒有生活重心的退休生活。例如有

些受訪者開始參加志工學習課程，或是樂齡學習中心的學習

活動。 

退休下來都沒事做，有種空虛的感覺，加上搬家的因

素，一開始我的生活圈子不在這裡，要適應新的環境，

所以就很孤單的感覺。…之後才去參加社區的志工服

務，也投入老人大學的學習課程，生活才比較有活力。

（D-68） 

剛退休真的很失落，每天起來也不知道做什麼，每天都

是在等時間耶，等中午時間、等晚上時間。…覺得生活

也沒什麼意思，就到樂齡學習中心報名參加學習課程。

（U-60） 

從上述六種受訪者的學習動機類型中可得知，老化對學

習而言，可能不再是負面的象徵，而是可以促進高齡學習者

進行學習的一種原因。再者，學習動機可能同時具有目標導

向及學習取向的雙重動機類型。此外，個人從職場到退休之

間的生涯轉換，以及個人的興趣、服務學習的需求等，可能

都會激發新的學習動機。就反思對學習動機的意義而言，反

思可能是個人投入學習的開端，尤其是當受訪者針對生活現

況進行反思時，可能會產生新的學習動機。 

（二）高齡學習者持續學習有阻礙，但仍繼續學習 

雖然每位受訪者皆是以某些學習動機的立場，而開始

投入學習的過程，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習動機可能並非

是持續不變的，而是會產生各種阻礙或是削弱的情況，依據

資料分析結果，主要可以將學習動機的阻礙歸納為個人方面

的阻礙，以及學習的制度與環境的阻礙。 

1. 個人方面的阻礙 

（1）生理機能的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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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受訪者的學習阻礙是受到生理老化的影響，他們

因為視力的衰退、手腳不靈活等生理條件的限制，而影響學

習的表現，例如視力衰退讓他們無法長時間進行閱讀，或是

因為手腳不靈活而影響他們電腦的操作與學習。 

我們這些手腳不靈活的，要學習電腦打字就感覺很困

難，要打一篇短短的文章都要打很久，加上眼力也不 

好，所以要學就感覺不容易。（F-66） 

可能年紀大了，加上一直都在用電腦，所以眼睛已經很

壞了，我現在有想要停頓下來，我可能要休息調養，或

是去動手術，調理好重新再開始。（T-72） 

雖然有些受訪者受生理老化影響，但是卻不一定會放棄

學習的機會，他們嘗試改變學習的方式，即使有老化的現象

產生，依舊可以持續的且快樂地進行學習。如受訪者說的：

因為聽力不好的人，根本學不到東西，後來發現有用電腦上

網可以進行數位學習，這種學習真的很好，因為我把家整個

料理好了、洗澡洗好了，去房間躺著就可以學習，快樂又可

以成長。（U-60） 

（2）記憶力的衰退 

記憶力衰退的學習阻礙是多數受訪者都會提到的學習

經驗，這種學習阻礙的情形，是指受訪者在學習過程中，對

於某些學習過的內容，即使反覆練習很多次，也是無法記

住，對學習的效果產生影響。像是受訪者提到：記性、體力

方面都比較差，有些當下聽過覺得很需要記住，但是後來當

我需要用的時候，就想不起來。（J-63） 

雖然遺忘學習的內容是多數受訪者會提到的學習阻

礙，但是不一定會因此而終止他們持續參與學習的活動，其

原因往往是因為他們有強烈的學習動機與熱誠。如同受訪者

說的：現在年紀大了，記憶力就差很多，我們現在想學，但

是記不住，就算是一直讀，還是記不好。比如說我們在看聖

經的時候，常常會忘掉，講不出來啦！…記憶力真的年紀大

會退化，但我們不認輸，還是要學。（P-60） 

（3）電腦能力的限制 

部分受訪者退休後的學習過程，會受到電腦能力的限制

而影響他們的學習情形。有些受訪者是在退休後的學習過

程，因為受到電腦能力不足的影響，而影響學習的表現。這

種能力的限制，雖然讓他們曾經萌生放棄學習的念頭，但是

經過教師的鼓勵，以及受訪者發掘自我的學習優勢後，克服

這項限制，並且完成學習的目標，或是持續發揮所長投入學

習活動的參與。 

上研究所最大的困難就是打字，每個作業都好幾千字，

要打字我就叫人幫我打…有一次我不想讀，老師跟我說

你不要跟年輕人去比較，因為你已經退休了，輕鬆的去

讀就好。…受到老師的鼓勵，我也撐過來，花兩年的時

間也畢業了。（A-74） 

譬如說我去老人中心當志工，如果是需要電腦的工作我

就比較不會，所以必頇要選擇自己的長處，因為以前當

過主管，所以就比較適合領導統御、協調溝通的部分。

（B-56） 

2. 學習的制度與環境阻礙 

（1）學習地區的限制 

有些受訪者在有意願參與學習的情形下，卻因為學習地

區的限制而無法進行學習。這些受訪者在得知某些學習機構

有開設符合自己興趣的課程，但因為機構所在屬於跨縣市的

地區而無法參與這些學習活動，雖然受訪者放棄參與特定機

構的學習課程，但是仍然不放棄學習，只是改變學習的形

式，進行自我導向學習的活動。 

有時候會想再更上一層，比如說我很想要去學怎樣做蛋

糕的裝飾，可是就必頇要從嘉義到台中去學，因為要跑

到外地，所以就放棄了，只能自己買一些書，自己研究

如何去做。（P-60） 

此外，也有學習動機強烈的學習者，依然願意參加其他

縣市的學習機構所辦理的學習課程。像是受訪者提及的：我

的想法就是有活一天就要學習，學到我走不動、不能下床、

沒辦法走路，我現在還能走，就會從別的縣市來參加嘉義的

大學開設的老人健康的課程，以後如果沒辦法走，就在鄰近

的社區學。（H-71） 

（2）內容不適合而選擇其他的學習課程 

高齡學習者的特徵之一，是會針對學習的內容進行評

估。正如同受訪的高齡者的學習經驗，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會

評估教學內容的合適性，反思課程內容是否符合自己的學習

需求。如果讓高齡者察覺教學內容與自我需求的落差，可能

會停止參與該項學習活動，並選擇其他更適合自己的學習課

程。 

在課堂上，有些老師上課也沒講什麼內容，就是讓大家

笑一笑而已。當你仔細想想今天教了什麼，根本也不知

道。這種課程就不會想要去上了，就會選其他的課程去

學。（J-63） 

之前上過一門攝影課，老師教的不符合我們的需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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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太專業、太難了！我們其實只是要基本的攝影而已，

結果他講到拍電影的方法，不切實際啦！所以後來就沒

有再報名，改上其他的。（S-71） 

（3）考試與修業制度對高齡學習的阻礙 

高齡學習者通常較排斥具有考試壓力的學習活動，這種

考試的制度甚至可能會影響他們持續參與學習的阻礙，特別

是阻礙他們進入正規教育的學習環境。如受訪者提到的：”

對研究所的入學考試是一無所知，對考試比較沒把握。”

（B-56） 

此外，有受訪者同時提到入學考試與學校的修業規定，

對其繼續參與學習的阻礙，他談到：”研究所的學習有固定

學分、年限，不像我在空中大學可以讀三年、五年，加上進

研究所又要考試，我可能沒辦法，這是最大的阻力。”

（L-71）。雖然同一位受訪者提到考試的制度會造成他們進

入正規學校進行學習的困難度，但是他也根據自己的學習經

驗談到，在有壓力的環境下學習，比較能夠激起學習的動

機。因此，考試的制度可能是一種阻礙學習的機會，但也可

能是一種刺激學習的方式。 

其實像社區大學不是正規教育，因為沒有考試我就不會

想要認真讀，人都有惰性的，老師沒有給我壓力就不會

認真去學。（L-71） 

從上述可得知，雖然阻礙受訪者學習動機的情況可以

分成兩種類型，每種類型各有三種阻礙的情形。但這些阻礙

的情況並不會終止受訪者持續學習的動機，他們傾向於選擇

改變學習的方式，例如從機構式的學習轉換至自我導向的學

習，或是發揮自己的優勢，將自己的工作經驗應用在志工服

務學習中，或是針對學習的內容進行反思，並且選擇更適合

自己的學習課程。因此，學習的阻礙可能會改變受訪者的學

習方式，但是並不會讓他們完全終止學習的過程。 

（三）促進高齡學習者持續學習的經驗 

誠如上述所言，高齡學習者可能會從負向的經驗中，找

到各種持續維持學習動機的方式。從另一方面而言，受訪者

也會透過各種主動的方式去維持個人的學習動機，這些方式

主要包含：建立終身學習的觀念、維持積極學習的態度、調

整自我學習的步調、家人與同儕的支持是學習動力的來源、

學習的愉悅感是持續學習的動力，以及反思學習的經驗並引

發更深層的學習。各層面的意涵，分述如下。 

1. 建立終身學習的觀念 

受訪的高齡學習者維持持續學習之動機的第一種學習

經驗，是具備終身學習的觀念。他們認為學習是終身的歷

程，在不同生涯的階段，都需要學習扮演不同的角色，也需

要學習做人與做事的道理。在這種學習觀念的建立下，讓受

訪者能更終身且持續的參與學習活動。 

因為學海無涯、終身學習、活到老，學到老，像是學習

做人、學習做事，一切都是從學習得來。（A-74） 

其實我也不把它當成什麼叫退休啦！其實人生就是終

身學習，每一個階段學習扮演好每個不同的角色。

（M-64） 

2. 維持積極學習的態度 

高齡學習者維持持續學習之動機的第二種學習經驗，是

具備積極學習的態度。受訪者認為，退休後的學習屬於自我

主動的學習，因此，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僅會盡力吸收

課程的內容，也有不願放棄學習的積極學習態度。 

在課堂上，我們都是全力以赴的去聽老師講的東西，不

希望沒聽到，或是有不了解的內容。（B-56） 

退休後再回到學校念書，不論如何困難我都學習接受挑

戰，因為是自己主動去學習的，不能半途而廢，遇到壓

力要想辦法去克服。（N-69） 

3. 調整自我學習的步調 

高齡學習者維持持續學習之動機的第三種學習經

驗，是在學習的過程中，適時調整自己的學習步調。例如有

受訪者在完成一個階段的學習，並且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與

調整後，他們會以更積極的心態去進行新的學習活動。在這

個過程中，受訪者會不斷的去適應學習的步調，並且從調適

的過程找到新的學習方向。 

我學習的步調沒那麼快，所以我學一段時間會休息一

下，也是在調整自己，等我身心都調整的差不多，再去

學新東西的時候會更積極。（P-60） 

很多事情就是要靠自己的調適，而且不斷的學習，像現

在這個階段，我就找到自己的方向，就是要學習替大家

服務，學習怎樣做好志工的工作。（M-64） 

4. 家人與同儕的支持是學習動力的來源 

高齡學習者維持持續學習之動機的第四種學習經驗，是

受訪者在獲得家人與學習夥伴的支持，或是與共同學習的夥

伴建立一種互相鼓勵的學習氛圍、互相分享學習的資訊，這

些都是激發學習的動力，有助於產生持續學習的動機。 

我先生非常支持我去參加學習活動，他覺得退休就是要

快樂，所以另一半配偶的支持也很重要。（H-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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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群人在學習的時候，有時候大家互動的過程，不

管有沒有學到東西，彼此都可以互相鼓勵，就算沒有別

人的鼓勵，有時候大家一起學習的感覺，就會讓你想繼

續學習。（P-60） 

退休以後還好我有同伴，有伴的話會比較有膽識去參加

活動。有很多的時候，我知道的訊息告訴他們，他們知

道的訊息告訴我們，我們就一起去學習。（J-63） 

5. 學習的愉悅感是持續學習的動力 

高齡學習者維持持續學習之動機的第五種學習經驗，是

透過學習的成就感作為持續學習的動力。有受訪者指出，從

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成就感是令人愉悅的，這種學習帶來的

成就及愉悅，會激發他們持續參與更多種類的學習活動。 

我覺得退休後回到學校讀書，雖然有壓力，但是當你突

破學習的壓力以後，那種心裡感受非常快樂，很有成就

感，也會讓人想要繼續去參與更多學習。（A-74） 

我在社區大學選很多的課程，而且每個學期都會學習，

學習得很快樂，沒有什麼壓力，所以會一直繼續這樣學

下去。（N-69） 

6. 反思學習的經驗並引發更深層的學習 

引發受訪者持續學習之動機的第六種學習經驗，主要是

以過去學習經驗為基礎，去進行更深層的學習活動與內容。

這些受訪者通常已有豐富的學習經驗，且他們為了要學習更

多的知識、體驗更深層的學習經驗，而持續進行學習。例如

有受訪者會選擇不同的師資與進階的課程去學習。如受訪者

提到的：”以前學書法從初級班開始學，到現在的進階班，

去找更好的老師去學，就會學的更深入。（L-71）”另外，有

受訪者雖然是學習相同的內容，但是隨著年齡增長與生命經

驗的累積，使他能獲得更深層的領悟。 

我退休後重新看一些古典文學的作品，雖然是同樣的內

容，但是因為年齡較大，生命經驗不一樣了，可以感受

到不同的層次，體驗也不一樣。（T-72） 

此外，有受訪者提到，現階段的學習已經無法滿足他們

的需求。因此，在現階段的學習基礎上，他們希望未來能夠

挑戰不同的學習機構，去學習更多、更專業的知識。如受訪

者說的：”我將來要走上更專業的志工解說員，目前最高級

的解說員是在故宮博物院，我要一直學習，提升自己的專

業，人要繼續不斷的成長，你才不會覺得老。”（E-66） 

綜合受訪者各種促進與增強個人學習動機的方式可得

知，大部分可能都與個人層面有密切的關聯，例如個人的觀

念、態度、學習調適、學習成就感、學習經驗等；少部分是

透過他人的支持，包含家人與同儕的支持及鼓勵。此外，透

過學習動機的增強有助於讓個人進入持續學習的歷程，例如

受訪者從反思學習的經驗中進行更深入的學習內容。因此，

對於高齡教育工作者而言，可能需要從高齡者的個人之觀

念、態度、經驗等特徵進行了解，並且建立社會支持的網絡，

以提升高齡者的學習動機，並且能夠進行持續性的學習。 

 

五、討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高齡學習者從參與學習的初始動

機、學習動機的阻礙，以及增強個人學習動機的歷程。過去

的相關研究已證實，學習動機的類型包括察覺到個人的不足

（陳啟明、邱政鋒，2009；Cheng, 2010; Vrkljan, 2011）、個

人的興趣與社會交流之目的（李雅慧、葉俊廷，2012；Kim 

& Merriam, 2004）、滿足個人的需求（Roberson & Merriam, 

2005; Schaefer, 2010）、應付生活改變（黃富順 , 2008; 

Hodkinson et al., 2008）、解決具體的問題（Cheng, 2010; 黃

富順, 2002）、為了適應高齡時期的轉換（李雅慧、葉俊廷，

2013；Roberson & Merriam, 2005）而參與學習活動。本研

究針對高齡學習者初始學習動機的研究結果，也證實這些動

機的類型，但研究結果進一步發現老化在初始學習動機的意

涵，其中包括受到老化觀念或他人老化經驗的影響，而開始

學習有關預防老化的知識，或是參與需要運用腦部思考的語

言學習來預防老化。 

根據 Houle的研究結果可得知，目標導向、活動導向與

學習導向的學習動機之間並非完全獨立，且一位成人不一定

只屬於某種動機類型（張德永、黃芳銘、陳儀蓉，2008；

Merriam et al., 2007）。根據訪談資料分析的結果發現，同一

位受訪者可能涵蓋多種動機類型，例如編號為 O-63 的受訪

者的學習動機，至少包括因應個體老化、基於志願服務的需

求而投入學習。在同一種動機類型中，可能也包括數種學習

的目的或意義，例如在因應老化的學習動機中，可能就同時

包含解決具體問題的動機（Cheng, 2010; 黃富順, 2002），以

及獲取知識應用於生活中的動機（Lee, Yeh, & Liu, 2011）。

從初始動機的結果可發現，有些偏向於學習取向動機的受訪

者，不僅是希望重新體驗當學生的感受，更具有明確的目

標，意在獲得正規教育的學位。換言之，學習取向的動機類

型，不僅具有享受學習參與的感受，也具有目標導向的學習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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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習動機不僅發生在初始學習的階段，在後續的

學習過程中，也會產生不同的動機類型及意義。先前的相關

研究已證實個人的年齡（蔡喬育，2010；Chang & Lin, 

2011）、身體狀況（Chang & Lin, 2011）、個人發展（Leung, Chi, 

& Chiang, 2008）會影響學習動機的表現。本研究的結果也

部分證實這樣的觀點，例如受訪者在生理老化、記憶力衰

退、電腦能力限制、學習成效不佳的經驗之情況下，會對學

習動機產生影響。但是研究結果進一步發現，這些阻礙的經

驗不至於會完全終止他們的學習行為。這可能與受訪者已培

養出堅定的終身學習觀念（李雅慧、葉俊廷，2013；Hodkinson 

et al., 2008）、或是得到家庭與社會的支持（林麗惠，2002；

Bye, Pushkar & Conway, 2007; Leung, Chi, & Chiang, 

2008），以及懂得進行學習的調適有關（林麗惠，2002；隋

復華，2002）。另一種可能的因素，即是研究對象的取樣是

以高齡學習機構的學習者為受訪者，本身可能阻礙學習動機

之因素較少。 

從另一方面而言，受訪者不僅只受到個人層面的因素影

響學習動機的發展，也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學習形式之影響

（Chang & Lin, 2011）。尤其是受訪者會針對教學的內容進

行學習的評估，當他們覺察教學內容與預期及需求產生落差

時，可能會選擇其他類型的學習形式或內容。此外，進入高

等教育的正規學校進行學習是有些學習者的初始學習動

機，但是對有些受訪者而言，正規教育的入學制度反倒阻礙

他們參與學習的動機。因此，要能引發或培養高齡者的學習

動機，可能也要考量教育制度的親和性與教學內容的合適

性。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得知，有些阻礙學習動機的因素會因

為受訪者採用維持或增強學習動機的方式，而降低其阻礙的

程度。從另一方面而言，有些受訪者是以積極的觀念，主動

增加晚年生涯的學習動機。例如受訪者透過對學習的正向期

望（隋復華，2002）、從成功的學習經驗（Kim & Merriam, 

2004）或學習結果的成就感中（Cheng, 2010），提升繼續參

與學習的動機。此外，過去的研究結果已證實時間因素

（Cheng, 2010）與年齡（蔡喬育，2010；Chang & Lin, 2011）

會影響個人學習動機的發展。而根據受訪者的學習經驗也證

實這兩種因素可能會對學習動機產生影響，且隨年齡的增

長、時間改變與經驗累積的情況下，再加上學習反思的過

程，更是會讓高齡者以過去的學習經驗之累積，作為從事更

深入的學習內容與體驗的基礎。 

在學習動機的持續歷程方面，先前的研究結果已證實高

齡者的學習動機是會經過開始、過程與結束的連續發展歷程

（Wlodkowski, 1985）。再者，高齡學習者會針對學習內容

的合適性進行反思（Delahaye & Ehrich, 2008; Jarvis, 2010），

也會反思過去與目前的學習經驗（李雅慧、葉俊廷，2012）。

以高齡學習者為對象的研究結果則發現，反思在學習動機的

連續過程中的重要性，且反思可能貫穿整個學習動機的發展

過程。反思在學習動機的初始階段扮演引發新學習的角色；

在學習過程中，反思會引發受訪者產生更多的學習，也會停

止某些不合適的學習活動，但基本上，並不會終止個人的終

身學習，而是改變學習的形式或活動。反思在學習完成的階

段，可能有助於舊經驗與新知識的結合，或是促進個人進行

更深入的學習活動。 

綜合高齡學習者持續參與學習的動機之歷程可發現，高

齡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具有自我導向學習的特徵。在初始動機

中，高齡者傾向於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內容，當他們面臨學習

阻礙時，會自行調整學習的形式，使學習能夠持續進行，這

些學習的特徵都具有自我導向學習的意義（黃富順，2004；

李雅慧、葉俊廷，2014）。 

 

六、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與討論之內容提出本研究的四項結

論與三項建議，茲分述如下。 

（一）結論 

1. 高齡學習者的初始學習動機主要從任務導向與需求導向

為出發點 

參與訪談的高齡學習者的初始學習動機之類型包括：

因應個體老化、目標及學習取向、興趣導向、想要離開職

場工作、志願服務的需求，以及反思生活現況後開始學習。

從這些類型中可得知，高齡者的學習動機不僅只有目標、

興趣、學習的類型，可能還需要考量老化在動機中的意涵，

例如老化的意義與影響、退休轉換、退休適應等對動機的

影響之意義。此外，同一位受訪者可能會以不同的動機與

目的去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 

2. 老化及教育的制度與環境可能是影響學習動機的因素，

但可透過學習的調適維持學習的動機 

影響高齡學習者持續學習動機的因素，包括：個人方面

的影響因素，例如生理老化、記憶力衰退、電腦能力的限制；

學習的制度與環境因素，例如學習地區的限制、內容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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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試與修業制度對高齡學習的影響。從這些因素中可發

現，老化與教育制度及環境可能是一種阻礙，且反思會出現

在這個動機發展的階段。雖然這些影響因素會對有些受訪者

產生學習的阻礙，但不至於會讓他們放棄所有的學習參與，

他們會透過調適、或改變參與的形式去維持繼續參與學習的

動機。 

3. 學習的觀念、態度、調適、支持與愉悅感是高齡者維持

學習動機的方式，且年齡與經驗的累積有助於引發更深

入的學習 

高齡者從學習的過程中，或是遇到阻礙學習之因素，會

採取各種方式去維持學習動機，包括：建立終身學習的觀

念、維持積極學習的態度、調整自我學習的步調、家人與同

儕的支持是學習動力的來源、學習的愉悅感是持續學習的動

力、以經驗為基礎可引發更深層的學習。此外，年齡對維持

學習動機的意涵，可能在於隨著年齡的增長，個人的經驗持

續累積，加上個人的學習反思，有助於引發更多或更深入的

學習。 

4. 反思可能是貫穿整個學習動機的發展過程，且具有引

發、增強學習動機的角色與功能 

反思不僅是發生在學習過程或學習結束，有些受訪者的

學習動機是在反思之後才開始參與學習活動。在學習過程

中，反思有助於高齡者進行學習的調適，以因應各種學習阻

礙的因素，且透過個人的學習反思，可以將高齡者過去的經

驗與新的學習結果進行結合，或是引發更多新的學習活動。

因此，反思可能是貫穿高齡者學習動機的發展過程。 

（二）建議 

1. 對高齡學習者學習動機之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可得知，高齡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之類型相

當多元，包含各種學習之目標、興趣、學習的動機類型，以

及老化與退休對高齡者學習動機的意義。因此，對於高齡者

而言，了解學習動機的類型可能有助於自我學習目標的規

劃，甚至較能夠參與符合高齡時期的學習活動。 

2. 對高齡學習者學習調適的建議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高齡學習者的學習阻礙因素主要包

含個人因素，以及學習制度與環境因素。高齡學習者要能克

服這些學習的阻礙，就個人的觀念與態度方面，可以培養個

人終身學習的觀念、維持自我積極的學習態度，或是將學習

的愉悅感作為持續學習的動力；在學習的調適與支持方面，

高齡學習者在面對阻礙時，要能夠調整自我學習的步調，並

且嘗試尋求家人與同儕的支持，這些都是維持學習動力的正

向力量。 

3. 對高齡學習者分享學習經驗的建議 

終身學習的觀念對高齡者持續參與學習之動機有正向

的意義與功能，因此，對於具有學習經驗的高齡學習者，可

以分享自己的終身學習之經驗，包括成功的經驗，或是克服

負向阻礙的學習經驗，透過與他人分享的過程，不僅有利於

自己進行經驗的反思，引發更多與更深層的學習體驗，甚至

也可以協助其他高齡者持續投入學習活動的參與，並幫助他

人克服各種阻礙學習動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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