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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目標 

隨著社會與家庭結構變遷，我國已進入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女化的社會，因此如何協助高

齡者成功適應老化，以及如何推動老化教育，乃成為新興關注議題。其中有鑒於老幼互動機

會減少，老幼「代間方案」的實施，被視為是能有效增加老幼互動、強化世代融合，並能薪

傳老人智慧、建構正向老化觀念的雙向互利措施。 

過往代間方案之研究多由研究者設計代間活動，並探討方案對高齡者或幼兒之影響。本

研究則企圖瞭解目前自發性實施代間方案的幼托園所，其代間方案的內容型式與實施現況，

主要研究問題有二： 

     1. 實施代間方案的園所，其代間方案實施現況為何？ 

     2. 幼托園所實施老幼代間方案的需求與困境為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以台北市 15間實施代間方案的幼托園所為對象，以問卷調查、訪談

方案負責老師、以及觀察代間活動等方式，瞭解高齡者進入幼兒園進行代間方案的狀況。 

參與之幼托園所有 4所為公立、8所為公設民營、3所為私立幼兒園。並訪談 5位行政人

員、5位教保組長和 5位園所長 。 

資料分析以描述統計及質化分析為主。 

 

三、研究結果 

（一）老幼代間方案之運作概況（見表 1）  

幼托園所實施代間方案之型式主要有二，一為與政府或民間、學術機構合作辦理，由外

部提供高齡人力資源、方案或經費補助，執行固定週期性的代間活動，15所園所皆採此方式；

其二則為由園所自行辦理者，多為配合園所活動或特殊節慶之非常態型式，辦理時間不固定。 

多數園所之代間方案尚屬起步之摸索與累積經驗的階段（運作 1至 3年），因此高齡者來

源主要以政府資源及銀髮志工為主，較少為社區或園所祖父母。高齡者之特殊才能、與幼兒

互動能力、及本身健康狀況為人員選用時之主要考量因素。 

方案之設計並無特定參考來源，主要以園所熟悉的方式，由高齡者以教師的角色，進行

週期性代間教學活動之方式為主。 

 
表 1 代間方案之運作概況（n=15） 
  次數 百分比 

少於一年 4 26.7 
1~3年 9 60.0 

代間方案運作時間 

3~5年 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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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五年 1 6.7 
每週 7 46.7 
每月 4 26.7 固定 
其他 0 0 

代間活動進行頻率 

不固定  4 26.7 

幼兒的祖父母 4 26.7 

銀髮志工 8 53.3 

社區高齡者 3 20.0 

養老機構 1 6.7 

招募高齡者來源 

政府資源 10 66.7 

配合學校課程 6 40.0 

高齡者健康狀況 9 60.0 

高齡者口語溝通能力 6 40.0 

高齡者特殊才能 11 73.3 

高齡者與幼兒互動能力 11 73.3 

招募高齡者參與代間

方案的考量因素 

其他 1 6.7 

校外研究人員之研究 2 13.3 

參考代間活動網站資源 4 26.7 

參考代間活動手冊 1 6.7 

無參考來源，由校內教師設計 2 13.3 

方案設計參考來源 

 

其他 9 60.0 

高齡者為教師 13 86.7 

高齡者同為學習者 4 26.7 

高齡者在代間方案中

的角色 

高齡者為照顧者 3 20.0 

 
（二）代間活動之內涵（見表 2） 

代間活動之課程主要由高齡者或園所教師設計，活動進行方式多為由高齡者主導，教師

輔助，對幼兒進行小團體教學的方式，活動內容以手工藝、美勞及文化技藝類活動為主。 

 
表 2 代間活動之內涵（n=15） 
  次數 百分比 

學術機構研究者 2 13.3 

學術機構研究者和園所教師合作設計 2 13.3 

園所教學主管 6 40.0 

園所各班老師 4 26.7 

進行代間課程的高齡者 8 53.3 

代間課程設計者 

其他人員 3 20.0 

學術機構研究者 2 13.3 

學術機構研究者和園所教師合作設計 2 13.3 

代間活動執行者 

園所教學主管 6 40.0 



 3 

園所各班老師 7 46.7 

進行代間課程的高齡者 12 80.0 

 

其他人員 3 20.0 

由學校老師主導代間活動 3 20.0 

由方案設計者主導代間活動 2 13.3 

高齡者與主教老師協同教學 4 26.7 

高齡者僅協助教學活動不介入教學 4 26.7 

代間活動進行方式 

高齡者主導教學活動，教師協助 9 60.0 

教學活動 2 13.3 

學習區活動 1 6.7 

共同遊戲 1 6.7 

照顧 0 0 

一對一老幼配對 

其他 0 0 

教學活動 11 73.3 

學習區活動 4 26.7 

共同遊戲 2 13.3 

照顧 1 6.7 

一長者對多位幼兒 

其他 1 6.7 

代間活動互動模式 

其他  1 6.7 

美術類 8 53.3 

手工藝類 9 60.0 

語文類 4 26.7 

音樂類 4 26.7 

健康類 3 20.0 

文化技藝類 8 53.3 

烹飪類 2 13.3 

環境教育類 2 13.3 

代間活動的類型 

綜合類 1 6.7 

 

（三）代間方案的實施成效（見表 3） 

整體而言，園所對代間活動之成效多給予正面評價，並認為對跨代交流亦具有正向幫助。

園所認為對幼兒之學習發展之幫助，主要為促進幼兒多元的學習、改變幼兒對老人的看法、

了解老化的現象、增進與高齡者互動的機會、讓幼兒了解傳統藝術、學習關懷他人等。 

園所認為代間方案對高齡者亦有益處，主要益處在於社會層面上增加與外界接觸的機

會、將傳統的文化藝術薪傳下去，此外在心靈層面則為被需要與尊重、成就感、獲得關懷以

及幼兒對其熱情的回饋，帶動高齡者的活力等。 

目前方案普遍缺乏系統系的成效評估模式，主要採現場觀察的主觀評估方式。 

 

（四）代間方案的需求及困境（見表 3） 



 4 

在方案需求上，主要為經費、訓練、高齡者人力資源之開發、進行與高齡者媒合前對於

高齡者背景的了解，以及教材資源的需求等。  

在實施困境上，高齡人力召募不易、經費有限、及缺乏代間方案之資源與訓練等，則為

園所實施代間方案之常見困境。 

 

表 3  代間方案的實施成效及常見困境（n=15） 

  次數 百分比 

非常好 6 40.0 

好 7 46.7 

尚可 1 6.7 

差 1 6.7 

代間方案的實施成效 

極差 0 0 

有 15 100 代間方案對幼兒學習發展

的幫助 沒有 0 0 

有 15 100 
代間方案對高齡者的益處 

沒有 0 0 

場地不適合老幼進行互動 1 6.7 

參與方案之老人招募不易 8 53.3 

執行方案經費有限 7 46.7 

家長對於代間方案不支持 0 0 

缺乏代間方案課程之訓練 3 20.0 

缺乏代間方案之參考資源 3 20.0 

幼兒或高齡者經常生病影響代間活動進行 3 20.0 

實施代間方案的困境 

其他 3 20.0 

 

四、結論與建議 

1. 建立跨專業跨團隊之整合型服務平台建立跨專業跨團隊之整合型服務平台建立跨專業跨團隊之整合型服務平台建立跨專業跨團隊之整合型服務平台：：：： 

目前台北市幼托園所之代間方案主要以和政府及民間單位合作之方式辦理，並多仰賴政

府之經費補助。然而有關老幼代間方案之相關資源及整合性服務似顯不足，因此在人力媒合

上、方案設計上、及參考資源上，皆由園所主行解決。建議應建立跨專業跨團隊之整合型服

務平台，以使代間方案的推動更為順利。 

 

2. 代間方案實施之參考資源亟待建置代間方案實施之參考資源亟待建置代間方案實施之參考資源亟待建置代間方案實施之參考資源亟待建置：：：： 

各國代間方案之模式眾多，方案的型態亦各有特色，然而幼托園所對多元的方案型態卻

所知不多，因此相關參考資源亟待充實。特別在代間活動上，課程的設計、教學的方法、活

動內容、高齡者與帶班教師的角色與搭配模式、活動的評量等，皆尚處於缺乏參考資源的階

段。 

 

3. 提昇代間方案之多元性提昇代間方案之多元性提昇代間方案之多元性提昇代間方案之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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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代間活動的執行方式多以進行固定週期性的代間活動為主，型態則多為由高齡

者主導，教師輔助，對幼兒進行小團體教學的方式。活動內容以手工藝、美勞及文化技藝類

活動為主。建議園所可試行不同之方案，轉變高齡者入園之角色（如成為照顧者、共同學習

者、服務提供者）及互動方式，並評估不同模式之成效。 

 

4. 增進高齡者對幼兒之瞭解增進高齡者對幼兒之瞭解增進高齡者對幼兒之瞭解增進高齡者對幼兒之瞭解：：：： 

園所對代間活動之方案成效多給予正面評價，然而高齡者進入幼兒園與幼兒互動，初期

皆有「水土不服」之處，建議未來可設計高齡者進行方案前的「職前培訓」，以充實高齡者對

嬰幼兒發展與行為的知能，並學習與幼兒互動的技巧，以提高代間活動的成效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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