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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程背景/目的 

醫學院學生之訓練最終目的為增進民眾之健康，老年所學生的訓練則是希望

可以促進長輩的福祉。然而因為年齡的差距，且也因為許多課程往往依賴知識講

述，或以影片來引介教室外所發生之事，在許多理論之外，學生對於長者的認識

經常依賴想像。 

戰後嬰兒潮世代進入老年、科技的普及，使得老年學理論需要推陳出新，以

異質性的社區民眾為媒介來進行教學，才能讓學生有機會進行接觸、嘗試與訓

練。這門課程奠基在這樣的想法下，帶領學生「走出教室，走進社區、走進社

會」，此外，課程也著重跨領域合作、及研究方法之訓練，讓學生習得老化在社區

的真實樣貌與研究及因應之道。 

 

貳、 適用對象 

一、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之碩士班學生。 

二、對 eHealth/mHealth 於中老年人健康管理有興趣之各學院研究生。 

三、對社區健康促進實務有興趣之醫學院大學部學生。 

四、在過去三次之開課中，修課學生包含老年所、公衛所、工設所、醫學系、

心理系、航太系、光電系及管理學院之學生。 

 

參、 教學進行方法 

階段一. 基礎知識與理論之建構 

  以老師講授、學生小組討論、與邀請社區之 stakeholder 之演講，加強

學生對於老化之生理、心理與社會健康需求之專業知識與思考判斷能力，並能

理解科技對於老年人之前瞻性影響與目前之落差，以及設計適合於老年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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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科技產品與說明手冊； 

階段二. 實際走進社區與衛生教育準備 

  帶領學生接觸不同特色之老年人，從觀察與訪談中了解社區中老年人之

需要與介入方式設定。此外，衛教課程教案設計之訓練，強調以不同之教學策

略 empower 社區老年人對於自身健康管理之能力，亦降低年輕學子與老年人

溝通之落差，使老年學之研究與實務更貼近老年人之生活； 

階段三. 實作與研究之結合 

  從多元之社區評估資料，學習健康促進的實踐與評估，亦同時領悟研究

方法之實作。 

 

學生設計之衛教課程教案及研究方法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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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週次表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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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課程特色 

一、老年學理論帶進社區 

將老年學理論帶進社區，增進學生與社區老年人互動之機會，讓學生體驗老

化在社區之真實樣貌，包含老化之生理、心理與社會背景之歧異性與需求。 

 

 

 

 

 

 

 

 

 

 

 

 

 

二、資訊科技融入老年生活 

將資訊科技融入老年生活，藉由協助社區中老年人使用網路與電腦產品之能

力，增進老年人運用網路與科技之能力，進而促進其身心健康與疾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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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用合一 

提供學生積極參與社區服務與貢獻之機會，進一步能學用合一，發展符合老

年人需求之長者社群平台及疾病管理 app，並為營造活力健康老年社區進行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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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做中學培養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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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教學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教學反應調查量性評估:量化平均值 4.75 

 

 



E 化老年生活社區健康促進 

 http://www.iog.ncku.edu.tw/riki/riki.php?CID=1&id=TGF42 8 

 

二、教學評量敘述性意見表 

 

三、學生心得回饋摘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