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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在民國 107 年 3月已成為高齡社會，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2018 至 2065 年）」報告，我國將在民國 115 年(西元 2026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由高

齡社會轉為超高齡社會之時間僅 8年，且高齡化程度將持續增加。     

    為因應此一趨勢，教育部已於 95年 11月規劃並公布了「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

策白皮書」，以「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與尊嚴」及「社會參與」為四大政策願

景，積極規劃推動老人終身學習活動。藉由終身學習為概念，進而推展社區學習中心之

設置，其後接續此種理念，於 97年始開創「樂齡學習資源中心」之設置。 

    基隆市自民國 97 年起配合教育部推動樂齡學習中心成立，在民國 101 年達成一區

一中心之目標。近五年基隆市老年人口逐年增加，但樂齡學習中心參與人次，郤呈現逐

年下降趨勢。有鑑於此，為探討此一成因，特就相關問題以書面方式及電話詢問方式與

本市樂齡學習中心主管機關-教育處之承辦人討論，以瞭解問題並提出可行之解決方法。

經由上述的討論方式，本篇分析得到以下結論及建議，茲將其內容摘要如下： 

一、 本市近五年 55歲以上人口數逐年上升但樂齡學習參與人次呈現下降趨勢，經探討

發現，106年及 107年安樂區及暖暖區樂齡學習中心因承辦單位異動，在經營上經

驗不足，業務較不穩定，且新辦之樂齡中心又較續辦樂齡中心經費補助為低，要求

之執行時數較少，造成本市樂齡學習人次下降。因此對於新樂齡學習中心成立後應

落實新承辦單位之專業輔導及實施定期評鑑，使其健全發展，避免經營不善影響樂

齡教育之推展。 

二、 本市近五年樂齡學習中心參與活動人次，男女比例懸殊，近五年男性平均占比為

32.07%，女性為 67.93%。因此樂齡學習中心課程之設計，應考量男性較易產生興

趣之課程，如水電維修、茶藝、攝影及木工等，亦可結合現有的男性社團或團體進

行開課，以增加男性參與人數。 

三、 樂齡核心課程內容(如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及社會參與等五

類課程)，學員上課的意願不高，推動不易。因此可考慮置入或結合一般趣味性活

動，藉此提高學員學習之意願，如食品安全結合製作小點心、環保意識結合參訪活

動等，以達政策性課程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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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 7％稱為

「高齡化社會」；達到 14％稱為「高齡社會」；達到 20％則稱為「超高齡社會」。我

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自 82 年底 149 萬 1 千人逐年遞增至 107 年 3 月底 331 萬 2

千人，增加182萬1千人(增幅122.13％)，占總人口數比例亦由 7.10%上升至14.05%，

亦即 25年內由「高齡化社會」邁入「高齡社會」。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在民國 107 年 8 月發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報告，我國已於民國 82 年(1993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並於民國 107 年(2018

年)成為高齡社會，預計將於民國 115 年(2026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由高齡社會轉

為超高齡社會之時間僅 8年，預估將較日本（11年）、美國（15年）、法國（29年）

及英國（51年）為快，而與韓國（7年）及新加坡（7 年）等國之預估時程相當。 

 

 

                       圖 1 我國高齡化人口趨勢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自 1980年代以後，由於高齡人口的遽增，全球產生了人口高齡化的現象，無論

是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皆然，只是已開發國家發展較快，開發中國家的速度稍緩而

已，這種現象有如海嘯，席捲全球。 

    高齡人口快速增加，帶動了高齡教育的興起。各國依其歷史、社會及文化的不

同，紛紛推出相關的高齡教育活動，如英法的第三年齡大學、美國的老人寄宿學習

活動、退休學習學會的活動、日本的長壽學園、高齡教室等。台灣在這一波浪潮的

影響之下，近年來已發展出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的活動。(黃順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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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分析 

    本專題分析首先介紹樂齡學習之起源，再瞭解新加坡推動樂齡學習之情形及我

國設置樂齡學習中心之歷程，最後探討基隆市樂齡學習中心之發展現況及問題。 

一、何謂樂齡學習 

教育部將「樂齡」取義「快樂學習、樂而忘齡」，「樂齡」所表達的意義就是

開心、快樂、愉悅、愜意、瀟灑，甚至是幸福、享受等等。因為人生到了退休年

齡，養兒育女的煩惱沒有了，競爭激烈的工作結束，生命出現前所未有的自由、

輕鬆感。所以，用「樂齡」來表達快樂人生和樂天知命是再恰當不過了，符合現

代社會老年人的實際生存狀況，也有利於提倡一種更為健康積極的人生態度。 

    「樂齡」一詞最早源於新加坡等地，亦與孔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的人生態度相符。當時新加坡第一個老人活動中心在惹蘭勿刹

(Jalan Besar)茂德路(Maude Road)成立，首次採用「樂齡中心」這個名稱，從

此被廣泛使用，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歷史。 

由「樂齡」衍生出來的詞語已有「樂齡村」、「樂齡周」、「樂齡大學」、「樂

齡中心」、「樂齡公寓」、「樂齡俱樂部」、「樂齡關懷合作社」、「樂齡服務綜合中

心」等。經過數年的推動，「樂齡」已成為我國推動高齡教育系統的通稱，並作

推動高齡教育相關政策之標誌。 

        張翰浚(2013)指出「樂齡學習」即透過有組織計劃的教育活動，讓高齡者在

此能發揮學習能力，達到自我實現的理想。樂齡學習中心成立目的希望讓高齡者

就近學習，減輕高齡者學習負擔，且規劃多元課程，讓高齡者自由選擇。在運作

模式方面特別期待每個樂齡中心都有樂齡志工參與，進而提升樂齡中心的運作效

能。 

二、新加坡推動樂齡學習之情形 

    高齡社會已成為全球的趨勢，在人口老化無法避免情況下，高齡各項議題已

成為各國政府關注焦點。其中，新加坡快速高齡化的人口型態，使該國早在 2010 

年於全球人口老化情況嚴重前十名國家中，僅次義大利與日本，位居第三。 

    新加坡政府為因應此趨勢，以「活躍樂齡」為主軸，積極提倡樂齡學習，因

架構清楚，推動成效佳，特別是其快樂學堂（YAH! Community College）的課程

與實施，頗具特色，被新加坡政府視為樂齡教育的模範單位。在快樂學堂黃明德

校長及同僚的信念：相信「知識可改變生命」理念下，專門為 50歲以上曾於年輕

時失學的樂齡族，打造優質學習環境，推出系統化終身學習課程，期望透過知識

獲得，創造出新生命樂章，保持活躍，帶動新加坡樂齡學習另一個風潮(孫若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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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新加坡「樂齡聯誼會」係來自民間力量，但成立初期是由政府撥予土地、

房屋或活動場所，交由民間成立之聯誼會無償使用，並且於 1973 年開始，透過

該國「社會發展部」協助進行募款活動，並逐年給予經費挹注，直到聯誼會能夠

獨立運作後，採用監督的方式來輔導「樂齡聯誼會」的運作。 

        該聯誼會的經費，初期部份來自政府補助，但絕大部份為各聯誼會會員繳交

之會費及年費或向企業募款。聯誼會的宗旨在於促進更多人的加入， 解決老人學

習問題，促進老人健康、安全及成功老化，加強老人與家庭的聯繫關心，建構強

大的社區學區網路等 (薛東埠、林玉婷，2009)。 

三、我國設置樂齡學習中心之歷程 

教育部於民國 97年制定「教育部設置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實施計

畫」，以落實「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政策推動策略之一─建構

老人終身學習體系，並整合教育資源，建立社區學習據點，並結合大學校院開設

「樂齡大學」，以 55歲以上國民為主要族群，開創其多元的終身學習管道。 

民國 97年起，結合地方之公共圖書館、社教機構等場地，規劃設置 368個

鄉鎮市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其中心成立目的係為提供老年人藝術教育、旅遊

學習、醫療保健、消費安全、休閒學習、家庭人際關係、生命關懷、口述歷史及

資訊研習等多元學習課程，建立便利的學習資訊連結網絡，讓 55 歲以上長者可

以透過社區管道學習新知，並同時拓展人際關係，讓生活更快樂。 

四、基隆市樂齡學習中心之現況 

本市於民國 97 年首先設置成立中正區及安樂區樂齡學習中心，民國 98 年

七堵區、仁愛區、中山區樂齡學習中心陸續設置完成，民國 100年設置信義區樂

齡學習中心，最後暖暖區樂齡學習中心於民國 101年設置完成，至此本市達成「一

區一樂齡」，七區皆有樂齡學習中心之目標。 

本市中正區、暖暖區、中山區、安樂區及信義區樂齡學習中心由社區發展協

會承辦，七堵區由基隆市社會教育協進會承辦，仁愛區則由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

國團承辦，冀望透過公部門資源，讓樂齡學習活動能結合民間單位力量，在社區

紮根。 

樂齡學習中心課程分為樂齡核心課程、自主規劃課程、貢獻服務課程，說明

如下： 

(一)樂齡核心課程 

    本類型課程以活躍老化課程為主，可從中發展成為中心之特色課程，協

助民眾了解本部推動高齡教育政策目的，強化中高齡者對於老化生活之準備，

課程主題如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及社會參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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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規劃課程 

    本類型課程由樂齡中心依地方資源、特色、中高齡者興趣、需求等條件，

自行規劃課程，以能吸引樂齡族參與學習為主： 

1. 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結合當地產業、文化傳承、自然及人文環境、

歷史、產業創新、藝術等在地資源等課程。 

2. 興趣課程：依學員學習興趣及需求規劃，包括劇團演出、生態保育、語文

學習等之課程。 

3. 樂齡學習社團：延續前述課程類型之自主規劃課程，鼓勵連續超過 2 年

以上之課程，轉型成為樂齡學習社團，社團活動得因應課程需要，申請專

業師資每月授課 1次，讓自主規劃課程可蓬勃發展。 

(三)貢獻服務課程 

1. 志工進修課程：各樂齡中心需為志工團隊規劃在職課程，以利中心運作，

如樂齡概念課程、樂齡中心業務介紹、樂齡學習重要性、檔案整理及分

類、樂齡活動規劃及執行等課程，以提供中心志工各項專業智能。 

2. 志工服務方案：各樂齡學習社團可將課程延伸，加強世代間學習方案，如

樂齡爺爺奶奶說故事等，或延伸自主規劃課程，例如技藝類的課程，可於

學成後成立服務團體演出或指導更需要關懷的人。 

為使本市樂齡學習中心健全發展，基隆市政府對各樂齡學習中心實施輔導

內容如下： 

(一)輔導各中心之年度計畫： 

    固定每年於樂齡學習中心申請年度計畫前，召開計畫撰寫說明會，說明

計畫撰寫注意事項及基隆市政府年度推展之重點項目(如祖父母節等)，使本

市樂齡學習中心在公部門的帶動下蓬勃發展。 

(二)定期辦理業務訪視： 

    敦聘輔導委員實地至各樂齡學習中心訪視，就各樂齡學習中心目前執行

現況進行座談交流，並給予改善意見。 

(三)協助規劃辦各項活動： 

    協助各樂齡學習中心規劃相關成果展及研習活動，成果展部分目前每年

7 月於市府藝廊辦理樂齡藝文聯展，辦理終身學習博覽會，並在動態展演及

靜態展示活動之同時，促使各樂齡學習中心間交流與觀摩。辦理交通安全研

習及小丑志工研習，提升樂齡講師及志工專業知能。 



5 
 

    本市 108 年 7 所樂齡學習中心共舉辦樂齡活動 2,496 場次，參與活動者計 6

萬 4,074人次，其中男性計 1萬 3,143人次，占 20.51%，女性計 5萬 931人次，

占 79.49%。(表 1) 

     

       

 

    本市 108 年度各區樂齡學習中心辦理成果，以中山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計辦

理 643 場次、課程時數 1,284 小時、參與人次 1 萬 6,400 人次，成果最為豐碩；

暖暖區樂齡學習中心計辦理 132場次、課程時數 335 小時、參與人次 4,043人次，

皆為各區最少。其中仁愛區樂齡學習中心辦理場次僅 279場、課程時數僅 711小

時(均排名第 5名)，惟參與人次為 1萬 23人次，居各區第 2名。(表 2)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104 7 3,425 102,347    37,197  65,150      100 36.34 63.66

105 7 3,800 96,764       40,856  55,908      100 42.22 57.78

106 7 2,208 73,597       29,348  44,249      100 39.88 60.12

107 7 2,462 62,362       13,350  49,012      100 21.41 78.59

108 7 2,496 64,074       13,143  50,931      100 20.51 79.49

資料來源：教育部

表1 基隆市近五年樂齡學習中心辦理成果統計

單位：所；場次；人次；%

年度
樂齡學習

中心數
辦理場次

參與人次 參與人次百分比

單位：場次；小時；人次

總計 男 女

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398 823 8,455           1,402           7,053           

七堵區樂齡學習中心 330 853 7,626           1,222           6,404           

暖暖區樂齡學習中心 132 335 4,043           411              3,632           

仁愛區樂齡學習中心 279 711 10,023         2,148           7,875           

中山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643 1,284 16,400         3,289           13,111         

安樂區樂齡學習中心 472 1,006 9,317           2,497           6,820           

信義區樂齡學習中心 242 597 8,210           2,174           6,036           

合計 2,496 5,609 64,074 13,143 50,931

資料來源：基隆市教育處

表2 108年度基隆市樂齡學習中心辦理成果統計

單位 辦理場次 時數
參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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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 108 年度樂齡學習中心志工人數計 301 人，其中男性計 63 人、女性計

248 人，志工年齡以 55-64 歲 118 人居多，占 39.20%。近五年志工人數，除 106

年度為 237 人最低外，其餘約在 282人至 301人之間。(表 3) 

       

 

          

單位：人

合計 男 女 合計 未滿54歲 55-64歲 65-74歲 75-84歲 85歲以上

104 298 82 216 298 45 142 111 … …

105 282 73 209 282 41 110 99 25 7

106 237 58 179 237 27 104 73 27 6

107 295 61 234 295 40 99 111 42 3

108 301 63 248 301 31 118 111 34 7

表3  基隆市近五年樂齡學習中心志工人數

年度
志工人數 志工年齡

資料來源：教育部

排序 排序 排序

基隆市 7 2,496 50,931 13,143 64,074 5,609 357 5 801 3 9,153 5

臺北市 12 6,483 152,092 33,268 185,360 13,171 540 2 1,098 2 15,447 2

新北市 31 12,282 233,206 61,339 294,545 23,027 396 4 743 5 9,501 4

桃園市 13 4,429 85,602 23,102 108,704 9,419 341 6 725 6 8,362 6

新竹縣 13 3,656 75,685 16,970 92,655 7,100 281 10 546 12 7,127 9

新竹市 3 3,907 98,264 24,729 122,993 8,137 1,302 1 2,712 1 40,998 1

苗栗縣 18 5,326 99,143 27,521 126,664 9,869 296 9 548 11 7,037 10

臺中市 29 6,646 119,578 30,286 149,864 12,654 229 18 436 17 5,168 18

南投縣 12 3,342 75,261 24,965 100,226 7,434 279 11 620 7 8,352 7

彰化縣 27 6,776 124,823 33,927 158,750 12,800 251 15 474 16 5,880 15

雲林縣 21 8,818 157,143 43,357 200,480 16,155 420 3 769 4 9,547 3

嘉義市 2 664 13,715 2,517 16,232 1,238 332 7 619 8 8,116 8

嘉義縣 18 4,533 88,800 25,368 114,168 9,699 252 14 539 13 6,343 13

臺南市 38 7,174 137,226 45,524 182,750 15,225 189 20 401 19 4,809 21

高雄市 39 10,369 213,691 51,888 265,579 20,331 266 13 521 14 6,810 11

屏東縣 34 6,200 130,850 40,640 171,489 12,579 182 21 370 21 5,044 19

宜蘭縣 12 3,333 60,948 14,811 75,759 6,663 278 12 555 10 6,313 14

花蓮縣 13 2,726 57,479 18,676 76,155 5,107 210 19 393 20 5,858 16

臺東縣 13 3,024 50,220 13,670 63,890 5,557 233 16 427 18 4,915 20

澎湖縣 6 1,908 28,548 10,051 38,599 3,054 318 8 509 15 6,433 12

金門縣 5 1,167 21,089 6,854 27,943 2,881 233 16 576 9 5,589 17

連江縣 0 0 0 0 0 0 0 22 0 22 0 22
資料來源：教育部

男 總人次 時數 平均場次 平均時數
平均參與

人次

表4 108年度各縣市辦理樂齡學習工作成效一覽表
單位:場次、人次、小時

縣市 中心數

108年各縣市執行成效總計 108年各中心辦理成效分析

場次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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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08年度各縣市辦理樂齡學習工作成效方面，本市各中心辦理成效分析中，

本市「平均場次」為 357 場次、「平均參與人次」為 9,153 人次，均居全國第 5

位；「平均時數」(課程平均時數)為 801 小時，居全國第 3 位，僅次於新竹市及

台北市。(表 4) 

 

 

參、問題檢討 

一、本市近五年 55歲以上人口數逐年上升但樂齡學習參與人次呈現下降趨勢 

    本市 104年底本市 55歲以上人口數為 10萬 7,203 人，108年底增加至 12萬

3,092人，增幅為 14.82%；104年底至 108年底，本市 55歲以上人口數，呈逐年

上升趨勢。而本市近五年樂齡學習參與人次，除 108 年度較 107 年度微幅增加

2.74%外，其餘均呈現下降趨勢。近五年樂齡學習參與人次，以 104 年度 10 萬

2,347人次最高，107年度 6萬 2,362人次最低。108 年度樂齡學習參與人次為 6

萬 4,073人次，較 104年度 10萬 2,347人次減少 3萬 8,274人次，減幅為 37.40%。 

(圖 2) 

    經探討發現，106 年度及 107 年度安樂區及暖暖區樂齡學習中心因承辦單位

異動，在經營上經驗不足，業務較不穩定，且新辦之樂齡中心又較續辦樂齡中心

經費補助為低，要求之執行時數較少，造成本市樂齡學習人次下降。 

 

      

             資料來源：教育部 

 

單位:人;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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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近五年樂齡學習中心參與活動人次，男女比例懸殊 

    本市近五年樂齡學習中心參與活動人次，男性比例約在 21.41%至 42.22%之

間，女性比例在 57.78%至 79.49%之間，男性參與活動人次遠低於女性。男性比

例在 105年度最高，達 42.22%，108年度最低，僅占 20.51%，近五年平均為 32.07%。

女性比例在 108年度最高，達 79.49%，105年度最低，占 57.78%，近五年平均為

67.93%。(表 1、圖 3) 

      

      資料來源：教育部 

三、樂齡核心課程推動不易 

    樂齡學習核心課程係配合教育部推動高齡教育政策之政策性課程，有生活安

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及社會參與等五類課程。由於課程內容較難

吸引人，學員上課的意願不高，推動不易。 

 

肆、建議 

  一、對於新樂齡學習中心成立後應落實新承辦單位之專業輔導及實施定期評鑑，使其

健全發展，避免營經不善影響樂齡教育之推展。 

  二、樂齡學習中心訊息可透過學校老師課堂上之宣導，讓學生將此高齡教育訊息帶回

家，傳達給阿公阿嬤，亦可透過各區公所里幹事於里民服務時引介，以提升樂齡

學習中心參與人數。 

  三、樂齡學習中心課程設計，應考量男性較易產生興趣之課程，如水電維修、茶藝、

攝影及木工等，亦可結合現有的男性社團或團體進行開課，以增加男性參與人數。 

  四、對於樂齡學習中心政策性核心課程必須開設達一定時數，而此類課程學員上課的

意願不高，較難吸引學員參與。為避免該情況發生，政策性核心課程可考慮置入

或結合一般趣味性活動，如食品安全結合製作小點心、環保意識結合參訪活動等，

藉此提高學員學習之意願，以達政策性課程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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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近年來，醫學科技的提升與個人健康的重視，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而少子化

的結果，更讓超高齡社會加速到來。我國正面臨高齡化社會，應積極創造生育與養

育的友善環境，減輕年輕父母經濟負擔，對老年人提出各項服務，照顧優質化，讓

老年人活出尊嚴、快樂。 

    基隆市政府積極配合教育部辦理樂齡學習中心，也在短短四年之間達成「一區

一樂齡」目標，高齡社會之關懷服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福利政策，如何落實輔導樂

齡學習中心使承辦單位能永續經營，並透過公部門資源廣為宣導樂齡學習管道，加

強課程設計吸引男性加入，以提高參與人數，造福更多樂齡人口，實為努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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