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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悅莉_ 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2006 年出版) 

 

前言 

根據內政部最新的臺灣人口統計顯示，2006年9月65歲以上人口總數為226萬3,422人，占總人口數的

9.91%；加上少子女化現象愈來愈嚴重，我國的老化速度已排名全世界第二，現在是8個人養1個老人，

2、30年後將變成2個人養1個老人。 

近年來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為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相繼將老人教育政策列為國家發展的重點策略之

一，對老人教育投入許多心力與資源。 

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相繼提出老人方案。聯合國亦於1991年通過「聯合國老人綱領」，1992年發表

「老化宣言」。1996年國際老人會議重提「老人人權宣言」，可見國際上對老人問題的重視。 

我國自1993年即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但迄今對老人相關政策仍以社會福利、醫療照顧居多。為了因

應高齡社會的來臨，我們相信，唯有靠教育的力量，才能使民眾了解臺灣的社會正面臨快速老化的嚴厲

考驗，也唯有靠教育的力量，才能使民眾具備正確的態度來看待老化的現象，並具備適應高齡化社會的

能力。 

因此，研擬具前瞻性、務實性的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藉以宣示政府擘劃老人教育政策的藍圖，勾勒終

身學習社會的願景，是臺灣社會發展上刻不容緩的一項重要政策規劃。 

本白皮書內容主要分為四大部： 

第一部分闡明邁入高齡社會所需面臨的挑戰及揭示我國老人教育政策的願景， 

第二部分分析國際及國內老人教育發展的現況， 

第三部分提出老人教育政策的規劃與實施策略， 

第四部分規劃老人教育政策的行動方案。 

 

第一部分 邁向高齡社會的挑戰 

一、 人口老化對社會的衝擊與影響 

(一) 人類壽命的延長事實上是人類追求的目標，個體生活的目的，不外追求活得久吃

過得好，生命期的向後推延，人口的老化症，是人人類追求生命意義的實現，它

是一種人類生活目標的體現，也是一種成就的標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以65歲

以上老人所佔的比例，作為衡量社會進步與否的標準，因此， 邁向高齡社會老人

教育政策之目標推動策略及行動方案 

(二) 人口老化對社會的衝擊     

1. 國家財政負荷嚴重 

2. 經濟成長的下降  

3. 政治方面從事老人相關的政策(需求多) 

4. 是商業及消費行為改變 

5. 房地產業的調整  

6. 教育重點的轉移  

7. 家庭結構窄化及 代間增長 

二、 高齡社會的對策 

(一) 延後退休 

(二) 鼓勵更多適齡工作者加入職場，增加勞動力 

(三) 鼓勵生育 

(四) 加強老人健康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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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強老人休閒活動的規劃 

(六) 促進老人的社會參與 

三、 高齡社會中老人教育的必要性 

(一) 以個體發展而言，老人退休前後都必須學習 

1. 學習退 

2. 退休後的學習 

3. 學習心理的健康 

4. 學習意義與智慧  

5. 第四年齡時期的學習 

(二) 退休後家庭成為老人生活的重心，老人及其家人都必須學習 

1. 配偶的婚姻關係  

2. 與成年子女的關係 

3. 與手足的友伴關係 

4. 與孫子女的關係 

(三) 培養退休後社會參與的知能，協助老人成功老化 

1. 持續工作 

2. 擔任良師益友  

3. 擔任志工 

4. 做為研究者 

(四) 營造對老人親善的高齡社會，全民都需要學習 

臺灣社會一向崇尚「敬老尊賢」的觀念，每年農曆九月九日訂為敬老重陽節是

一般歐美國家所沒有的節日，但在工商業發達的今天，社會大眾對「敬老尊

賢」的觀念已逐漸淡薄，，一般人大多只注意到老化的負面，將老人視為不事

生產的社會負擔，忽視其正面的價值。「老化」主要並不是一種生理過程，而

是一種社會過程或文化過程。要改變大部分人的想法，掃除迷思，替代以有科

學根據的論斷，並非易事，因為必須先把過去深植人心的想法連根拔起，就像

學習新的事物，必須先拋棄過往陳舊、甚至根深蒂固的東西。因此，必須從小

培養對老化的正確觀念，透過正規教育與社會教育，摒除對老年人的年齡歧

視，重新喚起全民「敬老尊賢」的觀念，提倡代間了解，促進不同世代的人相

互溝通與交融，營造對老人親善的普世價值。 

四、 我國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之願景 

在邁向高齡社會和建構終身學習公民社會的多重趨勢下，制訂老人教育政策白皮 

書，即為我國迎向高齡人口發展的因應之道。在此特別揭示「終身學習」、「健康快

樂」、「自主尊嚴」、「社會參與」為「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的四大

願景： 

(一) 終身學習  

保障老人終身學習的權利，使老人享有終身學習的機會 

(二) 健康快樂 

促進老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快樂，使老人享受健康快樂的生活。 

(三) 自主尊嚴 

尊重老人的自主權、維護老人的尊嚴，滿足老人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權利。 

(四) 社會參與 

鼓勵老人社會參與、世代參與（與不同年齡層的人有交流分享的機會），建立

老人的自信心，肯定老人的自我存在價值。 

第二部分 老人教育發展之現況 

一、 國際現況分析 

(一) 英國的老人教育政策 

(二) 美國的老人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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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的老人教育政策  

(四) 其他國家相關老人教育政策 

二、 國內現況分析 

(一) 我國老人教育的發展 

1. 1978年至1990年充實生活內涵取向的老人教育  

2. 1981年至1988年福利服務取向的老人教育  

3. 1989年後終身教育取向的老人教育 

(二) 我國老人教育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1. 缺乏完善法令 

2. 推動體系多元但缺乏統整機制 

3. 推動經費未受明確保障 

4. 參與活動之觀念有帶推廣 

5. 老人教育課程、教材、教學方式，有待研發與創新 

6. 缺乏社區性老人教育專屬場所 

7. 相關專業人才有待培養 

8. 老人教育相關學術研究亟需投入與支持 

第三部分 老人教育政策之規劃與實施 

一、 制定老人教育政策之意義 

(一) 保障老人學習權益，提升老人生理及心理健康，促進成功老化 。 

(二) 提升老人退休後家庭生活及社會的調適能力並減少老化速度 。 

(三) 提供老人再教育及再社會參與的機會，降低老人被社會排斥與隔離的處境。 

(四) 培養國人以正確的態度看待老化現象，建立一個對老人親善及無年齡歧視的社會

環境。 

二、 老人教育政策之施行對象  

(一) 65歲以上的老人 

(二) 一般社會大眾，包括 

1. 退休前中壯年人 

2. 老人的家人 

3. 各級學校學生 

4. 其他社會大眾 

(三) 老人教育專業人員 

三、 老人教育政策之推動原則 

(一) 社會正義與公平原則  

(二) 多元調適與增能原則 

(三) 資源整合與分享原則 

(四) 本土化與社區化原則 

(五) 社會參與及自主原則 

(六) 專業化原則 

四、 老人教育政策之目標 

(一) 倡導老人的終身學習權益 

(二) 促進老人的身心健康 

(三) 維護老人的自主與尊嚴 

(四) 鼓勵老人社會參與 

(五) 強化老人的家庭人際關係 

(六) 營造世代間相融合的社會 

(七) 提升老人教育人員之專業素養 

五、 老人教育政策之推動策略 

(一) 建構老人教育終身學習體系，整合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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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新老人教育方式，提供多元學習內容 

1. 知性、休閒、養生並重的學習活動 

2. 完備的退休前準備教育活動 

3. 家人及代間相處學習活動 

(三) 強化弱勢老人教育之機會 

(四) 促進老人人力再提升與再應用  

1. 促進老人再就業及職業發展 

2. 培養老人具有志工服務的態度與素養 

3. 鼓勵老人重返校園 和企業職場成為人生導師 

(五) 以家庭共學的策略，協助老人重新適應老年期的家庭生活 

(六) 正規教育中融入成功老化觀念 

1. 高等教育方面 

2. 技職教育方面 

3. 中等教育方面 

4. 國民教育方面 

5. 幼稚教育方面 

(七) 以社會教育辦理世代間教育及交流活動 

(八) 增設老人教育學習場所，建立社區學習據點 

(九) 提升老人教育人員之專業素養 

(十) 實踐智老人教育資訊網站 

(十一) 建立老人教育評鑑與獎勵機制 

第四部份 老人教育政策之行動方案  

        方案一 建構老人終身學習體系 

        方案二  創新老人教育多元學習內容 

        方案三  強化弱勢老人教育機會 

        方案四  活化老人社會參與能力 

        方案五  提升老人及其家人家庭教育知能 

        方案六  透過正規教育體系從小灌輸正確老化及世代間相融合理念 

        方案七  透過社會教育營造費老人親善之社會 

        方案八  增設老人教育學習場所  

        方案九  提升老人教育人員之專業素養 

        方案十 建置老人教育資訊平台 

        方案十一 建立老人教育評鑑及獎勵機制 

 
結語 

在全球化潮流之下，終身學習乃是各國努力發展的重要趨勢，終身學習除了提升社會每一份子

平等學習的機會之外，更是老人再教育、再成長與社會參與的良好機制。老人必須透過學習，

由被照顧者的角色轉變為自我照顧的角色。所以應正視老人學習權的落實及多元老人教育課

程、教材的研發，讓老人自助亦可助人，積極營造一個平等、健康、均衡的高齡社會。 

老人教育政策是一明確的理念，也是一項堅定的政策，理念的宣示與政策的制訂，需要政府、

民間、企業、社區、家庭及每個人的共同努力。本白皮書所提之各項目標、要點及具體策略，

尚須長期推展始能落實。這需要政府與全體國民共同來正視高齡社會的來臨，讓老人接受教

育的基本人權能真正落實，這正是我國邁入21世紀老人紀元的社會過程中，社會和諧進步的具

體目標，也是高齡者經由學習，追求健康教育，尋找自主尊嚴，並能積極參與社會的最佳保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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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之目標、推動策略及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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