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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與單位介紹 

發現代間學習香格里拉— 

走訪臺南市南興國小暨樂齡中心 

許逢育1 

一、訪談緣起 

臺灣人口高齡少子化導致近年就學人數逐年減少，根據教育部統計，全國國

中小教室數量已從 91 學年度 9 萬間銳減為 101 學年度 8 萬 4000 間。藉由教育部

2006 年「邁向高齡社會高齡者教育政策白皮書」，利用中小學為主要據點開辦高

齡者學習中心，運用學區服務範疇，匯集高齡者學習資源、建構學習平台，更能

進一步建構高齡者學習生活的網絡。 

本文藉由臺南市南興國小辦理樂齡中心經驗，嘗試探討閒置校舍再利用，使

校園成為學子、高齡者社區居民多贏之生活互動場所發展歷程。由於南興樂齡中

心實施三年來深獲各界好評，並得到教育部特優樂齡中心之肯定。以下專訪南興

國小校長、社區居民、樂齡志工及高齡學員，瞭解南興國小辦理樂齡中心之緣由、

願景、目標及實際推動成果與讀者分享： 

二、 南興國小簡介 

南興國小位於臺南市安南區曾文溪南岸，大環境東鄰新吉工業區、西臨西濱

公路，北隔曾文溪與七股相望，南處臺江大道三段北端，屬於南興里及公塭里學

區。南興國小創校於民國 42 年，現有普通班 6 班，資源班 1 班，102 學年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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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共 116 名，學校教職員工 17 位。學區所在地屬於傳統農業生活型態，社區居

民主要以務農為主，受少子化影響，學生數逐年減少。 

 

三、 南興樂齡中心簡介 

南興樂齡學習中心於 2010 年 10 月向教育部申請設置，發起人為南興國小校

長潘秀妲。中心於 2011 年 5 月起獲得 99 年度教育部補助樂齡中心計畫經費，2011

年 3 月 23 日揭牌啟用。影響圈內的公塭里、南興里與顯宮里內，三里 2014 年 3

月底總人口 4,572 人，65 歲以上 593 人，佔總人口 13%，顯見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青壯人口大量外移，加速三里人口老化的腳步。 

安南區樂齡中心坐落在此，交通便利且位置醒目，符合高齡者學習近便性。

南興樂齡中心在政策定位上雖負責安南區境內之高齡者終身學習，然而實際參與

學習者仍以鄰近社區之公塭里、南興里、顯宮里等地高齡者為主（圖 1）。 

  

圖 1 安南區社會教育場所鄰里位置與樂齡中心實際影響圈 

資料來源：臺南市安南區公所（2013）、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2014） 

南興樂齡學習中心於 2010 年 10 月向教育部申請設置，2011 年 5 月起獲得

99 年度教育部補助樂齡中心計畫經費，2011 年 3 月 23 日揭牌啟用。影響圈內的

公塭里、南興里與顯宮里內，三里 2014 年 3 月底總人口 4,572 人，65 歲以上 593

人，佔總人口 13%，顯見社會經濟結構變遷，青壯人口大量外移，加速三里人口

老化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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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教潘校長，當初為何想要承辦高齡者學習中心？ 

（一）弱勢家庭及隔代教養比例高 

近年社會變遷，邊緣區地區受到大環境影響甚鉅。根據南興國小歷年學生數

統計，學生總數均維持百餘人左右，但學區內隔代教養、低收入戶、單寄親、新

移民等弱勢家庭就佔半數之多。這群家長社經地位普遍不高，家庭經濟力薄弱，

對孩子教育學習的投資相對缺乏，加上此地長輩同時肩負教養第三代的責任，觀

念若無法與時並進，教養實屬不易。 

（二）多元終身學習場所缺乏 

南興樂齡中心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安南區總人口數為 185,680 人，2014 年 3

月底 65 歲以上高齡者佔全區比例達 15.9%，加上本區幅員廣大，雖有國中小補

校、成人基本教育班、長青學苑及社區大學等多處高齡者學習據點，然而上述課

程屬性多半雷同，且在本中心主要影響圈的公塭里、南興里與顯宮里尚無任何終

身學習場所（圖 1），無法滿足當地高齡人口學習近便性以及多元的學習需求。 

（三）高齡者學習意願低落 

學區內家長為維持生計而離開原居地的情形普遍，許多人將孩子交託高齡祖

父母等親屬照料。然而當地產業以農業為主，此地高齡者普遍仍存有學習的刻板

印象，多認為自己年紀大了，又不識字，不好意思學習。隨著政府終身學習的倡

導，高齡者不應因各種條件或限制喪失學習成長的機會，政府除了為身心健全、

高知識、高社經地位的老人提供適當的教育型態外，更應該關注邊緣區高齡人口

的學習權利，如此才能真正落實老人學習權的實現。 

（四）學區文化刺激薄弱 

學區地處邊緣區，其所群聚的部落文化相形薄弱。加上當地經濟發展仍以務

農及家庭代工等傳統產業為主，導致青壯人口外移，減少帶動整體文化發展的動

力。原本因偏遠、資源缺乏而文化刺激不足的小校，更難突破外在環境的障礙，

所能接觸到的文化資源十分有限。此一情形非但使社區無法助益於學校教育，甚

至會影響學童面對未來環境的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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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校長在瞭解學區內面臨之困境，並與校內同仁討論取得共識後，決心利用

其原任職於臺南市教育局社會教育科之豐富經驗，在南興國小爭取設置樂齡中心，

為社區高齡者引進學習資源。期望透過學習，增近其知能，讓當地年長者對生命

充滿自主與尊嚴。推動之初，在眾人皆不看好的情況下，由校長利用課餘時間，

親自騎腳踏車到社區高齡者聚集場所宣傳，甚至一度將以沙拉油、肥皂等民生用

品吸引高齡者參與。在教室整修並重新購置適合高齡者使用之上課設備，並透過

眾人積極宣傳招生。 

五、 南興樂齡中心的願景與目標為何？ 

因應教育部樂齡學習四大課程（宣導課程、基本課程、興趣系列課程、貢獻

與影響課程），南興樂齡中心提出四大目標分別為：1.提供樂齡者多元的學習機

會、及活動；2.鼓勵樂齡者走出家庭、自主參與學習；3.鼓勵擔任志工、樂於服

務，以達自我肯定、樂活健康、自主尊嚴；4.結合社會資源，擴增學習據點，提

供更多樂齡者學習機會，共同營造無年齡歧視的社區。 

召集人嘗試藉由樂齡中心的導入，提供在地高齡者成長學習機會：包括基本

課程當中高齡者健康管理、錢財管理、法律常識、生活科技、生命教育、家人關

係等，使邊緣區高齡者降低失能風險並開展未來基本生存能力；興趣系列課程中

旅遊學習、運動休閒、手工藝製作、藝術文化等，使高齡者能在地繼續參與終身

學習，享受多元學習的近便性；以及貢獻與影響課程包含的志工專業培訓、自主

學習社團經營課程、社區服務課程、中高齡人力運用課程等，扎根在地生活文化、

增加代間互動機會，使此地高齡人口能夠藉由學習改變認知，透過服務獲得自我

實現。 

六、實際推動成果為何？ 

（一） 志工對學校的協助 

 1.維繫小校運作人力 

經過樂齡課程的學習後，高齡者也願意協助學校擔任園藝、整潔、圖書室、

學生伴讀、與學生口述本土文化、傳承鄉土歷史等，達到維繫小校運作的基本人

力（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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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表示： 

我覺得<學校辦樂齡>利多於弊，所謂弊只是學校要辛苦一點。我們現在

的志工，很多都是樂齡的志工轉過來服務學校，像早上低年級學生伴讀、

圖書館志工，還有整潔志工等等。 

在人力部分他們就會願意投入，為學校服務，就等於當學校志工、來幫

學校這樣。 

  

圖 2 樂齡志工於校慶協助準備師生午餐及點心 

2.強化代間互動 

高齡者參與代間學習有所獲益，學生提問激發高齡者創作，老少互動建立忘

年友誼，透過代間學習提升自我價值感，人生感到充實而有目標（圖3-圖5）。樂

齡跳鼓陣、代間教育以及阿公阿嬤來演戲三項課程的辦理，對於提升南興樂齡中

心特色以及知名度有很大的加分效果，也常受邀至政府單位、社區表演，無形中

提升學員成就感，也打響該中心的名氣。課程將三者整合成為特色課程。 

（1）樂齡跳鼓陣 

跳鼓陣社團原為南興國小社團，學校將在地文化藝術祖孫相傳，亦可運動健

身，促進高齡者手腳協調並用，加強腦部靈活度，降低失智發生，且在地文化藝

術得以傳承宣揚。透過召集人與帶領師資的規劃，使參與樂齡的高齡者也加入這

樣具有特色的社團，進而參與各項演出，帶動當地村里凝聚力(圖 6、圖 7)。受訪

高齡者即與有榮焉表示： 

因為咱南興國小ㄟ跳鼓陣常常得第一名，臺南市的，因為囝仔跳動作卡

活潑，阿阮沒法度，阿大家就建議說，那不然咱們也來跳鼓陣，咱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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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ㄟ，所以我們也跟他們一樣，他們少年陣、咱們老人陣，就校慶阿迎

賓阿… 

  

圖 3 跳鼓陣受邀參加市府祖孫節 圖 4 跳鼓陣於南興國小校慶演出 

樂齡跳鼓陣讓高齡者不但在課程以外的時間維繫人際關係，甚至積極地參與

各類社區節慶活動，共同營造出新的社區表演文化。 

（2）代間教育 

悠久的民俗節慶與文化傳承，透過阿公阿嬤指導小朋友，例如：清明節「祖

孫傳承包潤餅」、端午節「粽葉飄香祖孫情」、中秋節「祖孫同做麻糬樂」、冬至

「祖孫搓湯圓做菜粿」……等，除了將悠久的民俗文化予以傳承，更透過代間教

育，也讓小朋友瞭解高齡者、接納與親近高齡者，進而懂得關懷、尊重與喜愛高

齡者；對高齡者而言，活動過程與兒童的互動，令他們喜悅與快樂(圖 5-圖 8)： 

這個校長真的很用心，不止冬至搓湯圓，端午節還有綁肉粽…看小朋友

各個都這麼歡喜，真趣味。 

行過去，大家巄「阿嬤！阿嬤！」，人家不曉得，記者擱乎我問，哦~

阿你的孫哪會這麼多個？（哈哈哈哈）搞得好好笑哦~真正ㄟ，哈哈哈

哈 

那些小朋友是感恩的啦（靦腆笑），都把他們的話寫在這裡面（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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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端午節阿嬤教小朋友包粽子 圖 6 中秋節小朋友看阿嬤包麻糬 

  

圖 7 冬至小朋友與阿嬤一起搓湯圓 圖 8 全校師生觀賞生活劇場演出 

除了高齡者在活動中直接感受表述以外，召集人以及承辦人也會在活動

過程以及時結束透過口語或邀請學童撰寫卡片等方式，表達對於高齡者的感

謝(圖 9)： 

 

圖 9 小朋友給高齡者的卡片貼在樂齡教室後方 

「阿公、阿媽，我好ㄒㄧˇㄏㄨㄢ和您們一起包ㄇㄚˊㄕㄨ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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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的阿嬤、阿公、阿姨謝謝你們做好吃的麻糬、粽子給我們吃，希

望你們可以長命百歲，等我長大以後再做麻糬給你們吃。」 

從發展心理學觀點而論，正在發展自我概念的學童，對老人的態度不僅會影

響對老人的情感與行為，亦會影響學童日後年老時的自我概念（陳美如、鄭芬蘭，

2007）。特別有研究指出，居住於邊緣區地區的學生，在教育學習資訊相對不足

與文化不利情形之下，學童對老人較易持負向態度（黃錦山，2011）。然而南興

樂齡中心卻能善用地利之便，配合整體課程的規劃設計，將上述劣勢扭轉為學校

辦學特色之一，橫跨老少兩代的真摯情誼，盡在南興國小完整體現： 

現在推祖父母節、要孩子尊敬長輩，其實這個<辦樂齡>就是最好的身教，

因為長輩進到學校以後，學校就要指導孩子去親近長輩，然後效法長輩

學習的精神，年紀這麼大人家還這麼努力在學習；然後辦代間教育，讓

孩子和長輩互動，所以小孩子也就透過這樣與長輩的互動，他也會比較

瞭解、比較接納這些長者，然後也比較懂得關懷、親近。他們會覺得：

「阿公阿嬤很好阿。」 

讓孩子在這種境教的環境當中去感受，在這一種祖孫共學、代間教育的

環境教育之下，小孩子自然而然，他就會去願意親近、接近、接納長輩，

然後對他們就會比較尊敬。 

由此可知，透過教育以及直接接觸，可以減少或消除學童對於高齡者的負向

態度，當雙方接觸彼此認識，就會打破刻板印象、減少偏見，達到無年齡歧視的

友善社區理想(圖 10-圖 12)。受訪高齡者與校長不約而同表示： 

辦了以後，其實你提供社區的長輩學習的機會和資源的話，對我們學校

本身的孩子是有幫助的。因為現在有很多隔代教養，讓這些長輩學習，

提升他們的知識以後，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是有幫助的。提供社區的長者

學習機會，也等於可以提升孩子的教育，他們回家對孩子的教育也會有

幫助，他們教育好自己的孫子，也等於幫學校教育學生一樣。阮是喔，

端午節乎囝仔綁肉粽，冬至巄乎小朋友搓圓仔，還蒲乎他們呷。節慶都

有，很忙碌就是了啦！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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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校方邀請志工在課堂講故事，小朋友反應熱烈 

  

      圖 11 樂齡志工於校慶設攤 圖 12 樂齡志工向老師介紹規

則 

（二） 志工對社區的協助 

在樂齡中心擴展新據點時，中心主動發掘具有教學潛能之學員擔任課程講師，

滿足高齡者貢獻之需求，並且藉由樂齡志工現身說法的機會，吸引其他地區高齡

者主動加入，使學員能從中獲得成就感，也能服務他人，增進社區民眾和諧。 

 1.社區生活文化的建立 

南興樂齡中心運用人力再造的培訓模式，培育了中心所需要的志工人員，也

可以協助中心對外行銷、並推動辦理社會公益的活動，達到樂齡教育的目標，建

構高齡者服務高齡者的機制（圖 13、圖 14）。學校領導者認為： 

<社區關懷>據點平常就有硬體設備和人力，只是它的性質偏向照顧和服

務，老人會去量血壓、唱歌。雖然也有學習的課程，但是一個月只有一

次。既然有場地和固定老人家聚集，那如果可以多開一些課程，也可以

讓那裡的長輩有機會學習。 

http://www.iog.ncku.edu.tw/riki/riki.php?id=TGF24&C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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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學員赴新營區公所分享學習成果 圖 14 學員拜訪市立仁愛之家與長者同

樂 

延續社區關懷老人據點的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健康促進與餐食服務的基本

服務，南興樂齡中心將健康促進引入包括安南醫院醫療團隊與其他講師的學習活

動，透過樂齡志工團的協助，關懷據點不再只是一個提供福利服務的場所，同時

也是居民學習新知、促進個人與社會和諧健康的地方。 

2.社區照顧服務互動網絡的建立 

南興樂齡中心在志願服務過程中提供高齡者一個良好的身心活動機會，並建

構互動與社交空間，同時透過實際服務鄰近社區的高齡者，產生在工作上的成就

感，讓志工的生活能夠更充實，滿意程度更高，同時對於社區既有保護互助網絡

提供加乘的效果。志工團團長表示： 

其實，巄老人看老人啦，<但是可以分享>嘿…欸凍分享啦，我就買一些

東西，過去給他們，日用品就對了，阮去那作糕仔乎他們呷。 

我們這邊喔，就是向心力啦。有很多<志工>媽媽，就是有什麼事情要幫

忙喔，我們就會：阿…<吆喝>，大家就會自動<來幫忙>…像我們公塭

仔那個社區關懷據點，很多都是我們這邊樂齡去<協助>的。 

服務過程中，志工們彼此間產生良好凝聚力，以及志工自我服務生活的內在

滿意程度高，這樣所造就的生活幸福感受也是成功老化的關鍵依據；而社福與教

育機構橫向合作，也能增加彼此工作搭配的機會與熟悉程度，值得政府積極投

入。 

（三）擔任志工對高齡者自身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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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與社會服務的管道與平台 

對於南興志工團長黃劉秋夫婦而言，樂齡中心就是開啟他們生命轉折的一把

鑰匙。夫妻原本在市區經商，數十年前事業有成搬到郊區享受退休生活；因緣際

會參與南興樂齡，進而意識到自己與當地高齡者共同的社區意識。就是這份認同

和使命感驅使夫婦倆盡心盡力貢獻於學校與社區，同時為自己的退休生活，增添

嶄新的一頁(圖 15、16)： 

他<黃大哥>都專門在攝影的，那邊<課程攝影>都是他在<負責>，他<用

>電腦就自己<把照片>放大，然後自己到電腦洗<好厲害哦>對阿！<教

室貼的活動照片>那都他用的，尤其他又喜歡用電腦。 

就是可以帶動他們<當地高齡者>，看醫生的次數少一點，不然你說這邊

鄉下離市內一段路，還要等車什麼的，不方便。 

  

圖 15志工大哥定期更新黑板活動照片 圖 16 團長夫婦熱心服務登上媒體版面 

在樂齡中心學習並且擔任志工，高齡者除主動追求自己的個人興趣、自主外，

在邁入人生階段的晚期，如同其他年齡層的對象，都期盼持續貢獻一己之力，延

伸到更多社會上灰暗的角落（陳佳雯、張妤玥、高旭繁與陸洛，2013）。藉此亦

可呈現出高齡志工參與對於自我期許的價值。 

2.獲得個人成就與滿足感 

樂齡學習課程不僅讓邊緣區高齡者習得未來基本生存能力，滿足個人終身學

習需求，甚至還有機會通過賦權、行動過程促進個人及社區改變，讓邊緣區高齡

http://www.iog.ncku.edu.tw/riki/riki.php?id=TGF24&C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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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再只是被動接受服務的弱者，更是有行動力的公民，透過學習貢獻社會、持

續發揮影響力，達到個人滿足與成就感。高齡志工及校長認為： 

<以前>都忙著賺錢，怎麼有時間。現在就可以出來做自己喜歡的事了。 

最主要是他們現在都覺得生活有目標。學習方面，每個禮拜我們禮拜一

有太極拳，禮拜三固定的，我們禮拜四又有劇團，當然禮拜四和禮拜一

的課不是每一個人，可是禮拜三是每一個人都會來。所以他們現在變成

生活有目標了，每個禮拜的時間很快就要來上課，然後有伙伴一起，只

要有活動我也會帶他們出去，我儘量都會帶他們出去參與活動，他們就

會覺得生活也蠻有趣。 

邊緣區高齡者積累了豐富人生閱歷，若能參與志願服務，無論對社會、服務

對象以及對老年人本身而言都是多贏局面；然而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機率受個人

意願、能力以及可接觸的志願服務機會影響，是有賴單位妥善觀察與溝通，以增

加彼此滿意度。 

七、訪談結語 

南興樂齡中心最大特色是「由學校組織發起」，延續臺江地區特有的「相放

伴」精神，激發、強化其社區參與的權力及能力，進而改變了參與者個人、人際

與社區關係，也改變了他們原來的社會。回顧中心成立至今，不但具體回應學區

內傳統部落型文化導致弱勢家庭比例偏高、地處偏遠而缺乏終身學習平台、高齡

者存有學習的刻板印象致使學習意願低落，以及學區文化刺激薄弱缺乏整體發展

動力等困境與需求，逐步達到「樂於學習、肯定自我、健康樂活、參與服務」的

願景。 

對高齡者而言，除了誘發高齡者繼續學習需求，提供規律生活安排的機會，

達到健康促進的效果。同時藉由課程的引導，改善家庭關係、促進生活和諧；對

學校部分，則引進了中高齡志願服務對象，補充小校人力不足，並減輕許多班級

經營上的壓力，亦可增進老少彼此的相互了解；對邊緣區社區而言，由立場相對

中立的學校推動社區事務，提供一個學習資源平臺讓各單位能夠匯集在此並且進

行資源整合，更容易帶動社區參與，促進邊緣區地區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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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校經營高齡者學習中心之未來展望 

這樣一個由學校組織主動參與經營高齡者學習場所的運作經驗，對於臺灣校

園的硬體空間再利用、終身學習、混齡教育等議題都是一個創新的嘗試，其成功

經驗也顯示，國中小學面臨高齡少子化浪潮來襲，是可以有具體因應行動的；並

且，以學校組織參與形式，亦擴大了校園對於社區公共領域範疇，從傳統學童家

長媒介延伸到多元社區行動，此一創舉為臺灣新形態終身學習立下一個正面典範，

值得未來政策持續執行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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