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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探討社區人口高齡化對休閒活動轉變之研究─以雲林縣過溝

社區為例 

研究生：許琮淵                                指導教授：趙家民 

論文摘要內容： 

聯合國 2013年「世界人口高齡化」報告顯示，高齡化已是世界的趨

勢，台灣亦不例外，依目前相關的研究指出，隨著年齡的增長，社區老

年人的休閒活動因為體能條件、經濟以及行動的限制等因素，由動態的

休閒活動(如跑步、游泳、球類…等)，已逐漸轉變為靜態方面的休閒活

動(如看電視、聊天、下棋…等)，本研究以雲林縣過溝社區為例，研究

方法以訪談、觀察、資料分析，探討社區老年人適當休閒活動之轉變與

必要性，並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作為爾後規劃老人休閒活動的參考。 

關鍵字：社區、高齡化、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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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Aging "report in 2013 showed that aging is the 

trend of the world, Taiwan is no excep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leva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with age, the elderly in community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because of physical 

conditions, economic and and other factors limiting action by the dynamic leisure activities 

(such as running, swimming, ball games ... etc),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static 

aspect of leisure activities (such as watching TV, chatting, playing chess ... etc), this study 

Yunlin County ditch community through, for example, to study ways to interviews, 

observation,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need for change and the elderly in community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ppropriate and relevant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s later 

planning leisure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reference. 

Keywords: Community, Aging, Leisur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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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章依據研究主題、研究動機及目的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背

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流程，第四節為研究範圍。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高齡化，是全球現象。二次大戰之後出生的嬰兒潮世代，轉眼間陸

續邁入 65歲的老年門檻，對此波人口結構的丕變，有的人以「銀色風暴」、

「高齡海嘯」來形容其影響力。 

2012 年，我國 15∼64 歲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最高點，總

扶養比則降至歷史的新低。然而，受少子化的影響，在此轉折點之後，

工作年齡人口數將會於 2015年達最高峰後逐步下降，扶幼比將持平，扶

老比則持續攀升(國發會，2013)。 

最新「世界人口高齡化」報告顯示，由於生育率及死亡率的持續下

降，幼年人口比率降低，工作年齡人口與老年人口比率提高，幾乎所有

國家都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其中又以開發中國家老化速度最快。全球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已由 1990 年 9.2%上升至 2013 年

11.7%，至 2050 年，預估將持續攀升至 21.1%；同時，80 歲以上超高齡

老人(oldest old)占老年人口比率，將由 2013年的 14%上升至 2050年的

19%(國發會，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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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趨勢相較，台灣 2013 年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為

17.4%，預計 2050 年上升至 43.6%，其中 8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率

在 2013年為 16.8%，2050年推估將上升至 30.7%，且受過去 10多年來生

育率持續且大幅下降影響，我國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早在 2011 年即超過

0~14歲幼年人口，顯示高齡化速度來得既急又快(國發會，2013年)。 

由於醫療水準、民眾重視養生觀念的提升，及環境衛生整潔，使得

國人的平均餘命普遍提高，加上少子化使得人口結構持續且大幅的改變， 

面對高齡化所代表的不單是高齡人口的增加，也代表著一個人因為

長壽而擁有更多的時間，如何妥善規劃老年時的生活，尤其是在休閒活

動方面，也是值得國人關切之事。 

休閒活動除了可以加強人的文明意識與道德修養、有效的調節人的

情緒狀態、提高人體適應環境的能力和身體基本活動能力並且可以發展

良好的心理品質(余嬪、1998)。 

休閒活動在老年期的生活調適上佔著很大且正面的功能，可以協助

老人提昇自我認同感、對日常生活的掌握感、安全感及獨處能力等(魏素

芬、1997)。 

當一般人到 50 歲以後的身體狀況，通常無法承受衝撞與劇烈快跑

急停等活動，例如打籃球等激烈運動可能導致肌肉拉傷膝蓋受損骨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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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銀髮族群在健康與尋求長壽的活動，也不會跟年輕時一樣的休閒

活動，將激烈運動慢慢改變成緩和的活動，最常見的包括散步、慢走、

游泳、太極拳、健身操等活動（李易儒，2007；李武雄，2004； 黃政堯，

2005；蘇渼雯，2007；曾耀霆，2014）。 

面對年紀增長，老年人口首要的變化就是體力的衰退，身體的靈活

度也已不如年輕時的身龍活虎、敏捷蛟健，且因經濟加上體能條件等因

素，休閒型態也由動態性的活動轉變為靜態性的活動。 

老年人口若沒有合適的休閒活動來調劑時，將使生活品質降低、身

心狀況不平衡，更延伸許多心理層面的問題，因此，了解老年人口休閒

活動的現況，如何選擇適宜的休閒活動以協助年長者持續進行、確保身

心健愉亦是現代社會的重要課題，此乃本研究動機。 

1.2研究目的 

1.探討社區老年人休閒活動現況 

2.探討休閒活動對社區老年人之重要性 

3.探討社區老年人適當休閒活動之轉變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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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確定研究題目，根據研究動機、目的，進行文獻探討，

接著進行深度訪談與實地觀察，最後進行資料分析，根據研究結果與討

論，歸納結論與建議，詳細流程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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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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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研究範圍 

雲林縣因先天地理位置、環境資源及發展程度的差異，法規及地理

環境等限制，不僅開源困難、節流也不易，均須仰賴中央補助，但因中

央統籌分配款分配不均，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長期以來為全國貧窮

的縣市之一，並為人口老化第二嚴重的縣市，且因自主稅收不豐，財政

窘困，對於人口老化，是否還有更多的社會福利資源支應此變動不得而

知。在此的居民世代務農居多，沿海地區更謀生不易，工作機會鮮少，

年青人口因此外流另尋出路，加上生育率偏低，使得人口老化問題相形

嚴重。 

圖 1.2 過溝社區地理位置 

 

資料來源：Google網站地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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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章主要在建立本研究之理論基礎，第一

節說明社區的定義及功能；第二節說明高齡化的定義與程度、對社會之

影響及人口老化社區之問題；第三節說明休閒活動的定義、休閒活動類

型、效益及高齡化休閒活動的現象。 

2.1社區 

2.1.1社區的定義 

社區是居住在某一地理區域，具有共同利益關係、服務體系、發展能

力的一群人(徐震，1985)。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所稱社區，係指鄉、鎮、市、區社區發展主管機

關劃定，供為依法設立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

區域(衛生福利部，1991) 。 

社區是一個地理位置、一種心理互動的團體組織、一個包含各單位

功能的系統(林振春，1993)。 

社區為「一個地理區域範圍內共同生活的人群所建構的社會關係網

絡」(陶蕃瀛，1994)。 

「社區」原是譯自英文的「Community」，而日本將翻譯成「生命共同

體」，並不侷限在具體的空間或建築上，泛指具有共它同體意識的團體組

織(陳其南，1995)。 

一定區域內的一群人，在普遍的與自律的原則下，相互結合、相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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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提升社區生活的品質，著重的是一群人為了社區品質的提升所做的

情感連接與互動(吳宜蓁，1996)。 

社區（community）是民眾公共生活最基本的單元(周齊譜，2000）。 

社區是一處居民「安身立命」的場所，是一處居民發展「人與己、人

與人、人與物」相互關係的生活空間(陳墀吉、2001)。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社區是居住在某一區域，為共同目標而努

力之共同生活圈的人群所建立起的關係。 

2.1.2社區的功能 

社區發展協會為社區組織的一環，Warren(1978)認為一個社區至少

具有五種基本功能，包含（1）經濟功能、（2）教育功能、（3）社會控制

功能、（4）政治功能以及社會互助功能（陶蕃瀛，1994）。 

本研究發現社區發展協會的功能主要在於：（1）促進社區居民的情

感交流、（2）推展社區文化活動、（3）維護社區治安、（4）提供福利服

務、及（5）維護社區環境衛生(洪嘉欣，2005）。 

Fred M. Cox(1987)指出社區如同一個媒介，人與體制在社區中進行

交換與互動，社區也是權力分配和再分配之處，故可以瞭解社區發展協

會扮演國家與個人互動與連結的功能，而其主要的功能可從下列幾點說

明之(陳明揚，2013)： 

(一)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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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理事長、總幹事、會員大會、理事會與監事會等，各個不同職

位與單位實踐不同的職權，合理處理公眾事務。 

(二)教育功能 

社區發展協會的教育功能即是藉社會化的過程，讓新的社區成員和

其他社區居民互動或參與社區發展協會的活動時，融入社區生活的秩序

中，以社會化為社區的成員。 

(三)社會互助功能 

社區發展協會的社會互助功能指社區生活上的互助支持與照顧，從

簡單的日常生活照應、急難時的傾力相助，到定期的參與志願服務，成

立互助體系接是相互幫助。 

 (四)經濟功能 

許多社區發展協會則利用環保工作與媽媽教室等為生產機制，製作

環保肥皂並成為社區產業，對外販售成為社區發展協會主要的經費來源。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社區發展協會如果能發揮上述功能，社區

內的老少居民在生活上能獲得互助支持與照顧關懷：從簡單的日常生活

照應，到急難時的傾力相助等，深深的促進情感交流。在社會參與方面，

則可定期提供志願服務，甚至帶動「社區特色產業」之發展，為社區居

民帶來經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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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齡化 

2.2.1老化的定義與程度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上人口占整個社會人口超

過 7%，就是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達 14%，即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若達 20%則稱為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老年人口一般亦稱為銀髮族，實務上，國內對於銀髮族的年齡界定

並沒有統一的標準；國內外對於銀髮族的研究，有採取 55歲以上、60歲

以上，或 65歲以上作為銀髮族人口的定義；根據 Bone(1991)指出，研究

者可視其研究目的，對銀髮族之起始年齡點加以定義。國內高齡學習機

構，例如樂齡學習中心，係以年滿 55歲以上為招生對象；再者，政府每

四年進行的「老人狀況調查」，亦將 55歲至 65歲者納入調查對象。因此，

本研究將銀髮族界定為 55歲(含)以上者，再以《就業服務法》為依據，

將 55歲至未滿 65歲者，稱為中高齡者；65歲(含)以上者，稱為高齡者(葉

明勳，2015)。 

另 據 學 者 對 老 人 的 定 義 共 分 三 期 ： (1) 初 老 期 的 老 人

(young-old):65-74 歲；(2)中老期的老人(middle-old):75-85 歲；(3)

老老期的老人(oldest-old):85 歲以上(蔡文輝，2003；黃坤得、黃瓊慧，

2001；曾進勤，2003；李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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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2010)的調查及推估，從 2006 年到 2050 年，全世界

60歲以上老齡人口翻一倍，從占總人口的 11%增至 22%。高齡人口的增幅

更為劇烈。1950年時，全球 80歲以上人口為 1400萬，而到 2050年，將

增至 4億人。同時，城市化繼續迅猛發展，到 2030年，全球城市居民估

計將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三。 

到了 2050 年，全球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預計將從 2013 年的 8.41 億

人增加至逾 20 億人，成長超過 2 倍；同期間，總生育率(每名婦女一生

所生育子女數)將從 2.5人下降至 2.2人。在全球老化程度持續加深及生

育率提升不易情勢下，推估 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於 2047年超過 0~14歲

幼年人口(國發會，2013年)。 

而我國於 1997 年修正「老人福利法」後，已將老人年齡由 70 歲降

為 65 歲，至今已進入高齡者世紀，若比較國際間人口老化速度來看，人

口老化速度從 10%上升至 20%所需時間，美國需 59年，德國需 56年，瑞

典需 85年，丹麥需 61年，就連世界最長壽之日本亦需 24年才能達到此

老化速度，台灣卻只需 21 年即可達到此老化速度（陳燕禎，2007 年）。

臺灣人口老化的現象，在亞洲僅次於日本（曾韋禎、謝文華，2011）。 

在 1993 年，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 7％，成為高齡

化（ageing）社會。2012年，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雖僅 11％，約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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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但隨著嬰兒潮世代逐步邁入高齡，此比率及高齡人口數量將加速

倍增；推估至 2018年將超過 15％，約 345萬人，成為高齡（aged）社會；

2025年達 20％，約 474萬人，成為超高齡（super-aged）社會(如圖 2.1)。

至 2060 年此比例更達 39％，約 746 萬人，每 10 個人中，即有 4 位是

65 歲以上老人，且此 4 位中有 2 位是年齡逾 80 歲的老老人，顯示未來

高齡人口不但迅增，且老老人亦增加，照護需求負擔將相對吃重(國發

會，2013)。 

圖 2.1 我國三階段人口結構變遷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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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我 15∼64 歲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最高點，總扶

養比則降至歷史的新低。然而，受少子化的影響，在此轉折點之後，工

作年齡人口數將會於 2015 年達最高峰後逐步下降，扶幼比將持平，扶老

比則持續攀升(國發會、2013)。 

最新「世界人口高齡化」報告顯示，由於生育率及死亡率的持續下

降，幼年人口比率降低，工作年齡人口與老年人口比率提高，幾乎所有

國家都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其中又以開發中國家老化速度最快。全球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已由 1990 年 9.2%上升至 2013 年

11.7%，至 2050 年，預估將持續攀升至 21.1%；同時，80 歲以上超高齡

老人(oldest old)占老年人口比率，將由 2013年的 14%上升至 2050年的

19%(國發會，2013年)。 

與全球趨勢相較，我國 2013 年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為

17.4%，預計 2050 年上升至 43.6%，其中 8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率

在 2013 年為 16.8%，2050 年推估將上升至 30.7%，且受過去十多年來生

育率持續且大幅下降所致，我國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早於 2011 年即超過

0~14歲幼年人口，顯示我國高齡化速度來得既急又快(國發會，2013年)。 

依據國發會 2014年至 2061年人口推計結果： 

(1)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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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數：2014 年總人口約介於 2,341.5 萬人至 2,342.3 萬人之

間，至 2061年高、中、低推計之總人口將分別降為 1,927.4萬人、1,795.2 

萬人及 1,662.8萬人。 

 人口零成長：2014 年人口增加率約介於 1.8‰至 2.1‰之間，未來

人口成長持續趨緩，高、中、低推計之人口零成長分別出現在 2026年、

2021 年及 2019 年，人口數最高峰分別達 2,365.0 萬人、2,356.1 萬人

及 2,351.9萬人。 

(2)人口變動 

出生：2014 年出生數約介於 18.8 萬人至 19.7 萬人之間，至 2061

年高、中、低推計將分別降為 13.2 萬人、9.0 萬人及 5.5 萬人，為 2014

年的 67.0%、46.6%及 29.3%。2014年粗出生率約介於 8.1‰至 8.4‰之間，

至 2061年高、中、低推計將分別降為 6.8‰、5.0‰及 3.3‰。 

死亡：由於高齡人口增加，2014 年死亡數約為 15.9 萬人，至 2061

年將增加為 33.4 萬人至 33.5 萬人之間，為 2014 年的 2.1 倍。粗死亡

率將由 2014 年 6.8‰逐年上升，至 2061 年高、中、低推計將分別增加為

17.3‰、18.5‰及 19.9‰。 

(3)各階段年齡人口 

工作年齡人口：15 至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數於 2015年達最高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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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持續下降。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則將由 2014 年之 74.1%持續

下降至 2061年之 50.4%。若以 10歲年齡組區分，2014年以 35 至 44 歲

年齡組人數最多，至 2061年將以 55至 64歲年齡組人數最多。 

老年人口：2061年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將大幅增加為 2014年之 2.6 

倍，占總人口比率亦將由 2014年之 12.0%，增加為 2061年之 41.0%。其

中，80歲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之比率，亦將由 2014年之 25.1%，大幅上

升為 2061年之 43.2%。 

(4)人口高齡化重要指標 

高齡化時程：1993年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 7%，成為高齡

化社會；於 2018年此比率將超過 14%，我國亦將邁入高齡社會；2025年

此比率將再超過 20%，我國將成為超高齡社會之一員。 

老化指數：2014 年老化指數為 86.2%，即老年人口與幼年人口之比

約為 1：1.2；2016年老年人口數將超過幼年人口數，老化指數亦將超過

100%；至 2061 年，老化指數將高達 472.7%，老年人口約為幼年人口之

4.7 倍。 

人口年齡中位數：2014年年齡中位數為 39.4 歲，至 2061年將增長

為 58.7歲，即全國約有一半的人為 58.7 歲以上之中高齡者。 

扶養比：我國於 2012 年扶養比降至 34.7%，達歷年最低點；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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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扶養負擔逐年增加，2014 年扶養比增加為 35.0%，2061 年再增加

為 98.6%。若僅觀察老年人口對青壯年人口之扶養負擔，2014年約每 6.2 

個青壯年人口扶養 1 位老年人口，至 2061 年將降為每 1.2 個青壯年人

口扶養 1位老年人口。 

內政部統計處 2015年第 3週內政統計通報 2014年底人口結構分析：

同期 0-14 歲人口 328 萬人占 14.0％，15-64 歲人口 1,735 萬人占 74.0

％，65歲以上人口 281萬人占 12.0％(如表 2.1)。扶老比 16.2％，續呈

上升趨勢，近 10年間平均每年上升 0.3個百分點；扶幼比 18.9％仍呈下

降趨勢，近 10年間平均每年下降 0.8個百分點。 

我國自 1993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65歲以上老人所占比率持續

攀升，2014年底已達 12.0％。衡量人口老化程度之老化指數為 85.70％，

近 10 年間已增加 36.7 個百分點。2014 年底老化指數雖較加拿大、歐洲

各國及日本等為低，但較美國、澳洲、紐西蘭及其他亞洲國家為高。 

老化指數：2014年底我國老化指數為 85.70％，雖較全世界之 30.77

％及開發中國家之 20.69％為高，但較已開發國家之 106.25％低(如表

2.2)；相較主要國家，較日本 200.00％、德國 161.54％、法國 100.00

％、英國 94.44％、加拿大 93.75％為低，但比南韓 80.00％、美國及澳

洲 73.68％、紐西蘭 70.00％、新加坡 68.75％、中國大陸 62.50％、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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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 23.08％、菲律賓 11.76％為高。 

老化指數：北部、中部地區分別為 78.11％及 83.70％較低，東部及

南部地區則分別為 104.22％、99.79％較高(如表 2.3)；若按縣市別觀察，

以嘉義縣 147.72％最高、雲林縣 122.28％次之、澎湖縣 120.97％居第三，

而以新竹市 56.00％、桃園市 58.72％、臺中市 63.82％較低。 

表2.1 戶籍登記現住人口數按年齡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說  明：1.自然增加率=(出生人數－死亡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 

     2.社會增加率=(遷入人口數－遷出人口數)÷年中人口數×1,000。 

     3.總增加率=自然增加率+社會增加率。 

   4.性比例=(男性人口數/女性人口數)*100。 

     5.扶養比=(0-14歲人口+65歲以上人口)/(15-64歲人口)*100。 

     6.扶幼比=(0-14歲人口)/(15-64歲人口)*100。 

     7.扶老比=(65歲以上人口)/(15-64歲人口)*100。 

     8.老化指數=(65歲以上人口)/(0-14歲人口)*100。 

備 註：①係指增減數或增減百分點。 

②係指增減千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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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扶養比、老化指數國際比較 

2014年底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說  明：扶養比、老化指數之計算方法同表2.1、說明5,8。 

附 註：①我國扶養比及老化指數係採實數計算。 

②表中開發中國家含中國大陸，若不計入中國大陸，則0-14歲、

15-64歲及65歲以上之年齡分別為32％、63％及5％，扶養比

58.73％，老化指數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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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區域別戶籍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說  明：1.桃園縣於2014年12月25日改制為直轄市。 

     2.同表2.1、說明1~4,8。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目前台灣比起世界其他先進國家，台灣高齡

化的程度快得驚人，而雲林縣則是全國老化第二高的縣市，高齡化已是

世界趨勢，因應高齡化的人口所帶來的問題，目前世界各國均嚴陣以待，

台灣亦不例外。 

2.2.2人口老化對社會之影響 

未來社會的人口結構是少子化、高齡化，人口金字塔圖表將不再是

過去的金字塔型，老年人口將是台灣社會的主要族群(王乾任，2011)。 

2014年底 單位：人

10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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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齡人口減少」、「高齡人口迅速增加」及「出生數減少」態

勢的日趨顯著（如圖 2.2），均將對國人工作及生活、整體經濟及社會發

展，產生深遠影響(國發會，2013)。 

圖 2.2 我國人口結構變遷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 

根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我國於 2018年老年人口比率將超

過 14%，進入高齡社會，有鑑於近年來社會變遷快速，人口老化日趨嚴重，

諸如：老人健康照護、社會照顧、經濟安全、高齡就業、老人住宅、交

通、休閒產業等議題也備受關注及討論，因此不論從政府、產業、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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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等層面，均需及早蒐集資訊審慎檢討，並規劃其因應措施(衛福部，

2014)。 

競爭力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 直指，勞動人口愈來愈少，是台

灣競爭力一大憂慮。在快速高齡化和少子化的雙重衝擊下，2016 年起，

15到 64歲的勞動人口開始逐年遞減，到了 2060年將減少一半， 工作人

口僅剩 5 成 (波特，2014)。 

面對高齡化，伴隨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失智，也不容忽視。失智症

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Lee et al.,1997)。在 60歲以上，每增加 5歲

失智症盛行率便倍增(Hendrie,1998)。 

在 2010年估計全球有 3,560萬的失智症患者，以每年增加 770萬人

的速度成長，也就是每 4 秒鐘就有一名新罹病者。全球每年花費在失智

症的相關支出高達 6,040 億美元，約合台幣 20 兆元(台灣失智症協會，

2012)。 

而台灣的失智總人口數在民國 100年底估算已超過 19萬人；其中失

智老人(65歲以上)超過 17萬人，佔總人口數的 0.75%(台灣失智症協會，

2012)。 

就世界衛生組織於民國 104年 3月首度召開部長級失智症會議，WHO

官方網站指出全球有 4750萬名失智症患者，且以每年增加 770萬人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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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長，也就是每 4秒鐘就有一名新罹病者。而失智人口數每 20年成長

一倍，2050年將超過 1億 3550萬人(台灣失智症協會，2015)。 

依衛生福利部(前衛生署，2011)委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

流行病學調查結果，以及內政部 2014 年底人口統計資料估算：台灣 65

歲以上老人共 2,808,690 人(佔總人口 12%)，其中輕微認知障礙(MCI)有

524,500人，佔 18.67%；失智症人口有 227,137人，佔 8.09% (包括極輕

度失智症 91,673人，佔 3.26%，輕度以上失智症有 135,464人，佔 4.82%)。

依此流行病學調查之結果，每五歲之失智症盛行率分別為：65~69 歲

3.40%、70~74 歲 3.46%、75~79 歲 7.19%、80~84 歲 13.03%、85~89 歲

21.92%、90 歲以上 36.88%，年紀愈大盛行率愈高(如表 2.4)，且有每五

歲盛行率倍增之趨勢(台灣失智症協會，2015)。 

表 2.4 五歲分年齡層失智症盛行率 

年齡 (歲 ) 65~69 70~74 75~79 80~84 85~89 ≧ 90 

失智症盛行率 (%) 3 .40  3 .46  7 .19  13 .03  21 .92  36 .88  

資料來源：台灣失智症協會，2015 

因此台灣失智症協會(2015)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4年 8月公告

之「中華民國人口推計（2014至 2061年）」之全國總人口成長低推計資

料，再加上失智症五歲盛行率推估。結果如下，民國 2031年失智人口逾

47萬人，屆時每 100位台灣人有超過 2位失智者；民國 2041年失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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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68 萬人，每 100 位台灣人有超過 3 位失智者；民國 2051 年失智人口

逾 86 萬人，每 100 位台灣人有超過 4 位失智者；民國 2061 年失智人口

逾 93 萬人，每 100 位台灣人有超過 5 位失智者。在未來的 47 年中台灣

失智人口數以平均每天增加 40人的速度在成長，政府及民間都應及早準

備。 

隨著醫療進步，國人平均壽命逐漸延長，但相對地，人口老化也帶

來新的社會問題，例如健保局於 2010 年統計，在所有的健保對象中，65

歲(含)以上老人約佔 10.69％，其門、住診醫療費用共 1,807 億元，平均

每 100 元就有 34 元用於老人(葉明勳，2015)。 

行政院政務委員薛承泰(2012)指出，台灣人口在 2025年老年人口比

例將高達 20.3％，由於人口老化，2025 年健保醫療費用將比 2010 年成

長 1.36 倍，老人醫療費用將占 56％，現行的健保制度撐不到 2025 年。

屆時危機包括：大學崩盤、健保拖垮、缺乏長照三大危機。 

又隨著國內人口老化及衛生保健觀念增強，醫療費用支出逐年增

加。依中央健康保險署統計，2013 年健保醫療費用點數 5,893 億點，較

2012 年增加 4.2％，其中門診占 69.6％，男性醫療費用略高於女性；按

年齡別觀察，45-64歲及 65歲以上者醫療費用合占近 7成，平均每名 65

歲以上高齡者醫療費用逾 7 萬點，約為 45 歲以下者之 6 倍(行政院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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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處，2014)。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由於「工作年齡人口減少」、「高齡人口迅

速增加」及「出生數減少」的現象均將對國人的工作、生活、整體經濟

及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甚至引發大學崩盤、拖垮健保、缺乏長照等

三大危機。 

2.2.3人口老化社區之問題 

由於生育率下降使家庭人口數減少，高齡者獨立(獨自或與其配偶)

生活趨勢日益普遍，並與人口老化程度呈正相關。目前全球約有 40%的高

齡人口是獨立生活，在老化程度相關性不變下，預計未來此一比率仍將

呈上升趨勢(國發會，2014)。 

55~64歲者生活之家庭組成以「兩代家庭」占 47.3%最多，其次為「三

代家庭」之 25.5%；65 歲以上老人則以「三代家庭」占 37.5%最多，其

次為「兩代家庭」之 25.8%，而 65歲以上老人其獨居比率較 55~64 歲高

5.5 個百分點(如表 2.5)。與 2009 年比較，「兩代家庭」55~64 歲及 65

歲以上者分別減少 5.7 及 4.0 個百分點變動較大，獨居及僅與配偶同住

情形則略為增加(衛福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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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55 歲以上者之家庭組成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獨居 

 

僅與配 

偶同住 

兩代家庭 

合計 與配偶及 

子女同住 
僅與子 

女同住 
與父母 

同住 
與(外)孫 

子女同住 

55~64 歲  

98 年 6 月 

102 年 6 月 
100.0 5.0 17.4 53.0 38.5 9.7 3.5 1.3 

100.0 5.6 18.3 47.3 35.3 6.6 4.1 1.2 
65歲以上  

98 年 6 月 

102 年 6 月 
100.0 9.2 18.8 29.8 13.9 11.8 1.2 2.9 

100.0 11.1 20.6 25.8 12.6 9.8 1.2 2.2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4 

表2.5 55 歲以上者之家庭組成 (續) 

單位：% 
 

 

 

項目別 

三代家庭  

四代 

家庭 

僅與其他 

親戚或朋 

友同住 

 
住在機構 

或其他 
 

合計 
與子女及 

(外)孫子 

女同住 

 

與父母及 

子女同住 
與父母及(外) 

孫子女同住 

55~64 歲  

98 年 6 月 
102 年 6 月 

22.1 15.9 6.1 0.0 1.2 1.1 0.2 

25.5 19.5 5.8 0.2 1.8 1.2 0.4 

65歲以上  

98 年 6 月 
102 年 6 月 

37.9 37.0 0.8 0.0 0.8 0.8 2.8 

37.5 36.6 0.8 0.0 1.0 0.6 3.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4 

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董事長黃勝雄(2014)表示，都市化時

代，公寓裡人與人距離愈來愈近，實際上打招呼的卻很少，獨居老人有

沒有吃飯、會不會死在裡面也沒人知道，「當長期照護人力不夠的時候，

餓死或死了沒人知道的事，會愈來愈多」。又因為少子化，加上人口往都

會區集中，還有以高科技代替人與人面對面的溝通，因此獨居老人也走

上無緣社會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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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祕書長吳玉琴(2014)說，現在的老人家可能還有

3、4個孩子，以後只生 1、2個孩子，加上不婚或不生的，更容易獨居。 

據內政部調查，年紀愈大的老人，獨居比例愈高，2014年 10月公布

的「老人狀況調查報告」中，全台 65歲以上老人有 11.1%、約 30萬老人

單獨居住(蔡百惠，2014)。 

台大醫院老年醫學科醫師劉介修(2014)指出，實質上的獨居老人更

多，一來很多年輕人只有戶口在家，二來因現代的生活型態，「很多年輕

人都賣肝，像我這樣，早出晚歸，對家中老人實際的支持少」，因此即便

有子女同住，老人家實際上形同獨居。 

寂寞會殺人! 美國芝加哥大學心理學教授卡契歐波(John Cacioppo) 

研究指出，極端寂寞感增加年長者早死機率 14%，對死亡率的影響程度甚

至是肥胖的 2倍(蔡百惠，2014)。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由於少子化，使得家庭結構萎縮，很多年

輕人只有戶口在家，即便有子女同住，但因工作早出晚歸，實際上對家

中老人的支持不多，使得老人家實際上形同獨居，加上長照人力不足，

更容易使得社區老人心靈空虛，最後甚至孤獨的死亡。 

2.3休閒 

2.3.1休閒的定義與休閒活動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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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許慎於《說文解字》中所記，「休」，從人依木，人在操勞過甚

時，常倚靠樹木來減低疲乏，休養精神，故休之本意為息止也，有休息、

休養等待的意思。在清代段玉裁注解之《說文解字》中，「閒」指「隙也，

比喻月光自門射入之處為「閒」；其「閒」者稍暇也，故曰「閒暇」；有

安閒、閒逸的意思。故「休閒」自有其「休息」與「閒暇」之意涵(簡郁

雅，2011)。 

由現代學者得知，休閒包含時間概念與活動概念兩者(三田義雄，

1975)。 

休閒是休閒活動的簡稱，其所從事之自由的、自願的、自動的、健

康的、快樂的、有趣的、自我表現的、有益於個人和社會的再造活動，

皆稱為休閒活動(Recreation)(陳定雄，1984)。 

休閒是有目的的(Purporsive)，是經過選擇的，不論是自己主動選

擇或被指定參與，最終的目的都是在均衡生活體驗，健全生活內涵，或

者提升生命品質(高俊雄，1995)。 

休閒是個人在工作、義務、責任以及生存時間之外，所擁有的相對

自由時間，可由的從事個人意想之事(Godbey，1999)。 

休閒是無拘無束的行動，或是擺脫工作之後所獲得的自由時間或所

從事的自由活動(郭肇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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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是滿足生存及維持生活之外，可以自由裁量運用的時間、

從事自己喜愛的活動；是一種理念上的自由狀態，和精神上的啟蒙(簡郁

雅、2004)。 

休閒是指將應負擔的工作或責任完成後，在剩餘的時間內所從事自

己喜好的活動，並能達到身心愉悅的狀態，藉由休閒豐富生活建立生命

價值(周韋杉，2011)。 

另有關休閒活動的類型，依行政院體委會、中華民國體育學會(2000)

在「休閒活動專書」一書，將休閒活動依目的分成以下七類：(1)競賽類

運動：羽球、網球、籃球、足球、棒球、桌球等，以正式比賽規則為基

礎所進行的運動。(2)健身類運動：如太極拳、國術、有氧舞蹈、土風舞、

元極舞、慢跑、健行、競走、游泳、騎自行車等，較屬於個人健身為目

的的運動，可一個或多人依同進行。(3)冒險類運動：如攀岩、潛水、高

空彈跳、賽車、衝浪、登山、鐵人三項等，是為了興趣、尋求刺激、挑

戰、歡樂而進行的運動。(4)聯誼性運動：如郊遊、野外健行、露營、遊

樂區旅遊、風景區旅遊、高爾夫球等。(5)防衛性運動：如空手道、柔道、

跆拳道等。(6)親子運動：如滑梯、盪鞦韆、捉迷藏、放風箏等。(7)參

觀運動競賽：雖未在場上活動，但一旁的觀看與加油吶喊在運動的效能

上亦屬於休閒運動的一種類別(李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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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民健康局(2003)則將休閒活動分為「看電視」、「聽收/ 錄

音機」、「看報紙、雜誌、讀書或小說」、「下棋或打牌(含麻將、四色牌)」、

「與親戚、朋友或鄰居聊天、泡老人茶」、「種花、整理花園、園藝、盆

栽(專指無收入的園藝或盆栽)」、「散步」、「慢跑、爬山、打球等戶外健

身活動」、「參加團體運( 活)動如：歌唱會、跳舞、太極拳、外丹功等早

覺會或唱卡拉 OK 等團體活動」及「其他」等十種(李薇，2009)。 

學者則將休閒的類型分為：1、藝文類—學術研究、閱讀、參觀藝文

展演…等。2、娛樂類—看電影、KTV、逛街、上網…等。3、社交類—郊

遊、聊天、政治活動…等。4、運動類—跑步、打球、游泳…等。5、閒

逸類—冥想、發呆、園藝、飼養寵物…等(蕭秋祺，2005)。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休閒是工作以外的閒暇時間，自由自在的於

任何地方從事自己喜愛的活動，以達到放鬆身心的目的，有選擇活動的

自由性、支配時間的自主性，以及身心安適性的特質。 

2.3.2 休閒活動的效益 

評估休閒效益最重要的是去評估休閒活動是否能夠幫助它們達成目

標， 而非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去評估達成目標的過程(Wankel,Berger，

1991)。 

休閒效益(Leisure Benefits)是指在參與休閒遊憩的過程中，使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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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個人改善身心狀態，或滿足個人需求的現象（高俊雄、1995）。 

在生活的忙碌及工作壓力造成生理與心理的過度負擔，導致健康的

品質受威脅的窘況下，唯有保持身體的運動功能，才是追求高度生命熱

能的原動力（彭淑美、1993)。 

休閒活動除了可以加強人的文明意識與道德修養、有效的調節人的

情緒狀態、提高人體適應環境的能力和身體基本活動能力並且可以發展

良好的心理品質(余嬪、1998)。 

效益（ benefits）被認為是一種好處，當個人、團體、社會、經濟、

實質環境與其他情境有所改善的狀態（葉怡屏， 2007）。 

學者對休閒效益分類如下： 

  涂淑芬（1996）指出成人參與休閒活動有以下益處：  

(1)生理效益：藉由適度休閒運動參與的過程，例如：跑步、游泳、

打網球及有氧運動等，可以改善身體狀況，保持健康與體適能，進而提

升生命品質。 

(2)社交效益：參與休閒之際，能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培養珍貴友

誼， 並與家人相處，分享樂趣，發揮社交潤滑劑的功效。 

(3)放鬆效益：藉由休閒活動的參與，可以減輕心理壓力、解除憂慮、

恢復精力，使參與者達到放鬆的目的，保持個人身、心及精神各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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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發展。 

(4)教育效益：参與休閒活動能從中學習到新的事物，滿足個人的求

知慾、創作慾，並能提高個人的知識領域，藉此達到教育效益。 

(5)心理效益：每個人都有被肯定、認同的慾望，藉由休閒活動的參

與， 參與者有角色轉變的機會，或藉由各種技藝不斷改進的經驗中獲得

成就感，從中獲得有形或無形被肯定及被認同的機會；此外，休閒遊憩

能協助参與者在遭受劇變後做適度的緩衝及恢復心態的調適。 

(6)美學效益：美學效益是一個容易被忽略且難得受激賞的利益。參

與者在休閒活動中，藉由從事藝術、音樂、舞蹈及自然景象中獲得心靈、

情感及靈性的充實與滿足。 

  洪煌佳（2002）將休閒效益歸納為生理效益、心理效益與社交效益，

分述如下：  

(1)生理效益：包括維持體能、活力充沛、增進活動技巧、得到適度

休息、消除疲勞、激發潛力、考驗自己的活動能力及宣洩多餘的體力等。 

(2)心理效益：包括舒解壓力、放鬆心情、創造性思考、發洩情緒、

舒暢身心、獲得成就感、心情愉快、增添生活樂趣、平衡精神情緒、培

養挑戰性、培養獨立性、得到滿足感、啟發心思與智慧等。 

(3)社交效益：包括了解周遭事物、促進和諧關係、結交朋友、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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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了解同伴感受並與同伴分享想法、和同伴之間相處得更親近、得

到同伴的支持與信賴、支持同伴的想法、信任同伴等效益。 

  張少熙(2003)認為休閒效益有三種形式，即改善情境、維持情境需

求以及獲得心理滿足：  

(1)改善目前情境：如身心獲得健康、藉由體能性活動改善心肺能

力、情感抒發、壓力解除、從大自然中學習認識環境、增進人際互動、

提昇休閒技能、並獲得較佳的社會適應經驗以及自我發展等。 

(2)維持情境需求：維持透過休閒改善後的情境，避免不好的情境發

生。如維持友誼、健康、穩定社群；避免不好的社會問題發生，如青少

年犯罪問題或觀光等其它事情對實質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3)獲得心理滿足：獲得一種特殊的心理滿足經驗。如美好的技能檢

定、活動結束後感覺良好或心理壓力獲得釋放等的有關經驗。這種情境

僅僅對於個人而言，並非包含團體或實質環境。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休閒效益是指休閒活動者在參與休閒活動過

程中與活動後，經由個人主觀感受，並進而能幫助個人改善身心狀態或

對社會產生正面的影響，由此可知休閒活動的重要。 

2.3.3高齡化休閒活動的現象 

老人的生活由於已經較不具競爭性了，所以在選擇休閒活動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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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會偏向比較恬淡、悠閒的活動，僅是為了滿足空閒時間的排遣(張

光達，2001)。 

當一般人到 50 歲以後的身體狀況，通常無法承受衝撞與劇烈快跑

急停等活動，例如打籃球等激烈運動可能導致肌肉拉傷膝蓋受損骨折等

情況，銀髮族群在健康與尋求長壽的活動，也不會跟年輕時一樣的休閒

活動，將激烈運動慢慢改變成緩和的活動，最常見的包括散步、慢走、

游泳、太極拳、健身操等活動（李易儒，2007；李武雄，2004； 黃政堯，

2005；蘇渼雯，2007；曾耀霆，2014）。 

現今許多年長者退休之後除了含飴弄孫、四處旅遊、找老朋友外，

還是有許多閒暇時間不知如何打發(上野千鶴，2009)。 

依據衛生福利部(2014)老人生活狀況調查結果，老人日常活動項

目，以「與朋友聚會聊天」、「休閒娛樂活動」及「養生保健活動」較多(如

表 2.6)。65歲以上老人日常生活從事之活動項目以「與朋友聚會聊天」

之重要度 37.8 最高，「休閒娛樂活動」及「養生保健活動」居次，重要

度分別為 23.1及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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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65歲以上老人日常生活活動項目之重要度 
單位：重要度 

 

 

 

項目別 

參加老人 

研習或再 

進修活動 

從事休閒 

娛樂活動 

從事養生 

保健活動 

含飴 

弄孫 

從事志工 

或志願工 

作 

與朋友聚 

會聊天 

從事宗教 

修行活動 
其他 

98 年 6 月 

102 年 6 月 

性別 

男 

女 

居住方式 

住家宅 

住機構 

3.2 19.7 22.3 6.2 3.8 22.8 6.0 2.8 

3.6 23.1 21.6 15.3 7.1 37.8 11.0 7.4 

3.6 26.3 23.5 15.3 6.4 38.3 7.3 7.6 

3.6 20.2 20.1 15.2 7.8 37.2 14.5 7.1 

3.6 22.5 21.9 15.7 7.2 37.8 11.0 7.6 

1.3 44.1 11.1 2.2 2.7 39.3 12.2 0.2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4 

註：重要度=(1*主要百分比+1/2*次要百分比)*100。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老年人的生活，已由動態性的休閒活動，

轉變為靜態性的休閒活動，最常見的有散步、慢走、游泳、太極拳、健

身操、與朋友聚會聊天、含飴弄孫、養生保健、宗教修行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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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執行 

本章依據研究動機與背景、目的，首先，進行相關文獻探討，以瞭

解相關問題，並進行資料分析；接著進行深度訪談，拜訪主要之相關人

員，以瞭解其對研究問題之看法，在此同時，研究者亦進行實地觀察，

深入瞭解高齡化社區實際情況；然後將上述方法所得之資料，進行 SWOT

分析，找出過溝社區之優劣點及發展機會與障礙；本研究以三角交叉檢

視法做效度檢視。最後，再依分析結果，擬有效地推動方案，以供社區

及輔導單位規劃推行。 

3.1研究方法 

3.1.1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可包涵資料分析法及文獻分析法，茲就兩析法分述如下： 

資料分析法是指透過量化的技巧以及質的分析，以客觀及系統的態

度，對文件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藉以推論產生該項文件內容的環境背

景及其意義的一種研究方法。所謂的文件，包括所有的正式文件、私人

文件、數量紀錄、照片、視聽媒體等(黃馨瑩，2009)。 

文獻分析法是尋求歷史資料、檢視歷史紀錄並客觀地分析、評鑑這

些資料的研究方法，由於常需要大量的歷史資料與文獻，因此亦稱歷史

文獻法（葉至誠，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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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資料分析法的應用具有幾項特點，包括：其研究的事件與使用

的資料是過去的紀錄與遺跡、是種間接而非直接的觀察、分析的結果可

用以解釋現況、預測未來等（葉至誠，2000）。 

文獻探討的主要工作就是要參考閱覽相關學科的資料及書目，瞭解

其中的問題和處理方式，仔細檢視其邏輯、推論、佐證，並加以整理歸

納分析，換句話說，文獻探討正是自己的論文方向逐漸成形的過程(黃馨

瑩，2009)。 

3.1.2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是一項由人們身上蒐集資訊所常用的方法。在現實生活

中，我們透過與他人不同形式的互動蒐集資訊。(潘中道、胡龍勝譯，

2013)。 

依訪談內容可分為以下類型： 

(1)結構性訪談 

在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中，研究者詢問事先準備好

的一組問題，即在訪談表中運用相同的詞彚以及提問順序，訪談表

(interview schedule)即是一系列已事先寫好的問題，包括開方式或封

閉式的提問 (潘中道、胡龍勝譯，2013)。 

(2)非結構性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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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自由地安排內容與結構的順序，亦可自由地向受訪者表達或解

釋你的提問。依著討論當下的情境和系絡，可提出隨時想到的問題或受

當時情境刺淚所聯想的問題(潘中道、胡龍勝譯，2013)。 

3.1.3實地觀察 

觀察是一種具有目的性、系統性與選擇性的方法，透過觀看與聆聽

針對一項互動或現象進行資料蒐集。總而言之，當你對個人的行為比對

其認知態度更感興趣時，或當研究對象正涉入於某種互動中，而無法提

供有關的客觀資訊時，觀察法是用以蒐集所需資訊的最佳途徑(潘中道、

胡龍勝譯，2013)。 

Ranjit Kumar將觀察區分為兩種類型：參與觀察、非參與觀察。 

(1) 參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乃是當研究者參與被觀

察團體的活動，並化身為他們的成員，而其他成員或許知道也或許不知

道他們正在被觀察當中。 

(2) 非參與觀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則是當研究者並不

涉入該團體的活動，而做一個消極的觀察者，觀看與聆聽他們的活動，

並依此做出結論。 

3.1.4 SWOT分析 

SWOT 的英語字母分別代表內在環境的優勢（Sternghs）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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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es）、外在環境的機會（Opportunities）及威脅 (Threats）。 

SWOT分析通常是形成策略的起始點，在 SWOT分析中，完成組使命的

最佳策略必須(1)善用組織的機會與優勢，並能(2)化解組織的威脅及(3)

規避組織的劣勢(方世榮，1999)。 

SWOT 分析首先分析企業環境趨勢，看看環境趨勢中有那些是企業的

機會，那些是威脅，再進行本身能力的分析，相對於競爭者，瞭解那些

是本身的優勢與劣勢，所謂的策略就是配合本身優勢與產業中機會而應

運而生的產物 (湯明哲，2003)。 

3.1.5多元方法 

當一項研究中融進一種以上的方法時，它便是採多元方法來收集資

料，又稱之為三角交叉檢視法(胡幼慧，19967)。 

3.2過溝社區之簡介 

據戶政統計資料(2014 年 3 月)，北港鎮人口數為 4 萬 1,914 人，人

口結構：男性 2萬 1,797人、女性 2萬 117人，65歲以上人口，男性 3,082

人、女性 3,844人，合計 6,926人，14歲以下人口 5,640人，「扶老比」

為 24%，「扶幼比」為 19%。 

北港鎮地理位置居北港溪旁，先天資源更為不足：僅以農地居多，

後天交通建設又失調：無火車、高速公路可達，更無高鐵設站。在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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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上篤信天上聖母，而賴以為宗教觀光吸引外來遊客，另其本身沒有

大工廠，稍具規模之糖廠、萬有紙廠，隨著時代變遷而沒落蕭條、人為

經營不善而倒閉，就業不易，申請社會福利者明顯增加，年青人口外流、

及少子化，使得人口老化情形更為嚴重。 

過溝社區位處北港鎮之西南邊，與水林鄉相鄰，為典型農村；農產

品以大蒜、花生為主，幾無工商業，致人口外流相當嚴重。全社區為 172

戶，人口數為 523人，老人人口超過 60%，是全縣人口老化嚴重地區之一、

經濟收入以務農為主；社區老人的生活大多乏人照顧，是時下農村窘境

的典型例子。 

經實地觀察結果，過溝社區現住之居民，以 60 歲以上老人居多，各

自以務農為主，在休閒資源方面比較匱乏，欠缺樂齡學習活動。 

3.3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研究設計為下： 

3.3.1訪談對象 

本研究在探討社區內老年人休閒活動現況，休閒活動對老年人的重

要性，老年人適當休閒活動之轉變與必要性，因此，訪談對象為社區居

民、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及公部門等 6位人士，訪談對象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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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 

編號 身分 姓別 年齡 學歷 
居住時間/ 

服務時間 
人口數 農地 

A 原居住之在地農民 男 78 國小 世居 2 2甲 

B 外地移居退休之居民 男 72 國中 10年 1 無 

C 原居住之在地農民 女 69 國小 世居 2 2分 

D 社區理事長 男 62 國中 世居 5 4分 

E 北港鎮公所主任祕書 男 59 大學 30年 2 無 

F 北港鎮公所社會課長 女 63 大學 35年 2 無 

 

3.3.2訪談大綱設計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與教授討論訪談大綱的妥適性、研究

對象的可行性，而決定訪談大綱， 

第一部份是社區居民之訪談大綱，本研究設計之訪談大綱如下： 

1.你覺得社區高齡化嚴重嗎？ 

2.你覺得自己年紀漸長對社會或家庭依然具有貢獻嗎？ 

3.你現在的生活狀況為何？ 

4.你目前從事什麼休閒活動？ 

5.你覺得自己目前的生活或休閒活動，還可以做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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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為什麼只從事現在的休閒活動？ 

7.你覺得目前的休閒活動對你有幫助嗎？  

8.你對自己目前的休閒活動是否滿意？  

9.你覺得社區的休閒活動設施與老人的需求是否符合？ 

第二部份是公部門之訪談大綱，本研究設計之訪談大綱如下： 

1.你覺得社區高齡化嚴重嗎？有何解決之道？ 

2.你覺得年紀漸長對社會或家庭依然具有貢獻嗎？ 

3.你覺得老人如何安排現在的生活？ 

4.你覺得目前老人生活上或休閒活動，還可以做什麼改變？ 

5.你覺得適合老人的休閒活動有那些？ 

6.你覺得導致老人休閒活動轉變的因素是那些？ 

7.你覺得政府對老人休閒活相關政策、預算編列是否符合老人期

望？  

8.現在目前老人對休閒活動滿意的情形如何？ 

9.你覺得休閒活動對老人有何幫助？ 

10.休閒活動設施與老人需求的認知是否符合？ 

3.4研究執行 

以下為本研究從深度訪談的執行步驟與深度訪談的編碼方式進行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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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3.4.1深度訪談執行過程 

訪談之前，研究者會先以電話聯絡或親自拜訪受訪者，說明研究目

的以及受訪的意願，然後親自再將訪談大綱給受訪者閱覽。在受訪者同

意接受訪談並了解訪談大綱的內容後，便跟受訪者約定訪談時間與地點。 

本研究是採面對面、一對一的訪談，訪談時間從 104 年 2 月開始，

進行到 104 年 4 月結束，為期兩個月，共訪談人數一共 6 位，每位訪談

約 40-60 分鐘。 

3.4.2訪談資料編碼說明 

訪談完成之後，就訪談內容進行逐字稿之繕打、編碼，編碼方式將

逐字稿分為左右兩欄，左欄是原來的訪談資料逐字稿，右欄是原來逐字

稿編碼後的訪談重點。 

訪談對象分為社區居民、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及公部門，編號代號

分別為社區居民以 A、B、C 作為編碼代號，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以 D 作

為編碼代號，公部門以 E、F作為編碼代號。 

針對訪談大綱內容進行資料編碼，以下為其編碼的代表內容： 

1.社區人口老化之現象以 K代表 

2.人口老化對於社區生活型態之改變以 L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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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休閒活動對高齡人口之重要性以 O為代表 

若是引用受訪者 A，談到社區人口老化之現象時，則以(A-K-1)或

(A-K-2)來表示，第 3 個數字 1 或 2，主要是顯示其於逐字稿中的位置，

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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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據前一章之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後分述如下： 

4.1 人口老化之現象 

4.1.1透過資料分析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因應人口結構變遷之政策挑戰，國家發展委

員會(2014) 中華民國人口推計，內政部統計處 104年第 3週內政統計通

報 103年底人口結構分析及台灣失智症協會之論述，目前台灣比起世界

其他先進國家，高齡化的程度快得驚人。 

高齡化已是世界趨勢，因應高齡化的人口所帶來的問題，目前世界

各國均嚴陣以待，台灣亦不例外。又台灣失智症之問題逐年增加，其牽

涉範圍廣泛，亦需要政府各部會以及全民共同參與，尋求因應之道。 

4.1.2透過深度訪談 

人口老化在台灣是全面性的問題，在鄉下更嚴重(A-K-1)。年輕人因

為缺乏就業機會大都出外工作，因此社區看到的人大多是老人，可說是

比較嚴重的問題(B-K-1)。對啊，老人越來越多(C-K-1)。而在我們社區

都剩老人較多(D-K-1)。由於醫療技術的提昇，使得國人的壽命延長，加

上少子化，使得老化程度更加嚴重(E-K-1)。因為醫療水準的提昇，使得

國人的平均壽命增加，又加上少子化，老化程度就變得更加嚴重(F-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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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透過實地觀察 

居民世代務農，但因欠缺工作機會，使得年輕人口外流，加上少子

化，導致社區高齡化程度嚴重。 

綜合上述調查與分析結果，過溝社區人口老化情形十分嚴重，而在

休閒活動又十分欠缺，致老人生活極為孤寂。 

本研究認為過溝社區，人口老化的情形相當嚴重，欠缺工作機會，

適當的休閒活動亦相當缺乏，以致心靈空虛，心理層面的問題更加複雜。 

4.2人口老化對於社區生活型態之改變 

4.2.1透過資料分析 

張光達(2001)，上野千鶴(2009)，衛生福利部(2014)老人狀況調查

報告之論述，老年人的生活，已由動態性的休閒活動，轉變為靜態性的

休閒活動，最常見的有散步、慢走、游泳、太極拳、健身操、與朋友聚

會聊天、含飴弄孫、養生保健、宗教修行等活動。 

4.2.2透過深度訪談 

我的休閒活動，因為年紀大了，有時是下棋、看電視、看小說，或

者和鄰居聊天，有時候也會社區的人一起組團去進香(A-L-1)。我目前一

個禮拜大約三、四天，會在自己門前的廣場慢走，散步(B-L-1)。自己知

道身體狀況，目前都沒有去爬過山(B-L-2)。在家裡顧厝，幫忙顧小孩，

和老人聊天，看電視，聽廣播，是我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C-L-1)。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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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內的老人也會在這裏散步(D-L-2)。時間安排則大都為早上或下午大

多在運動的散步、聊天居多(E-L-1)。 

4.2.3透過實地觀察 

務農工作人口，仍由社區大多數的高齡者擔任之，在務農閒暇之餘，

大多以看電視、聚在一起聊天，或散步居多。 

綜合上述調查與分析結果，過溝社區因人口老化，老年人的生活型

能，已由動態性的休閒活動，轉變為靜態性的休閒活動。 

過溝社區務農工作人口，仍由社區大多數的高齡者擔任之，在務農

閒暇之餘，大多以看電視、聚在一起聊天，或散步居多。本研究認為，

老年人的生活，已由動態性的休閒活動，轉變為靜態性的休閒活動，最

常見的有散步、慢走、游泳、太極拳、健身操、與朋友聚會聊天、含飴

弄孫、養生保健、宗教活動等活動。 

4.3休閒活動對高齡人口之重要性 

老人至少要選擇一種休閒運動來均衡自己，鼓勵老人從事休閒運動

有其必要性(Kelly，1990)。 

參與休閒活動所衍生出的社會支持，以及對生活壓力產生出自我決

定之調適方式，將可以維持身心的健康(Coleman & Iso-Ahola，1993)。 

休閒活動在老年期的生活調適上佔著很大且正面的功能，可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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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提昇自我認同感、對日常生活的掌握感、安全感及獨處能力等(魏素

芬、1997) 

休閒活動對退休老人來說非常重要，其利用閒暇時間參與自己感興

趣的休閒活動，不僅可增強身體健康，更能夠讓退休生活充滿快樂且有

意義(李維靈、施建彬、邱翔蘭，2007)。 

休閒活動已經成為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人們更渴望在休閒生活中

能夠追求幸福、建立更廣闊的人際關係，要使社會邁向現代化的國家，

參與休閒活動的課 題已不容小覷(林俞廷，2008)。 

從銀髮族的休閒效益來看，個體在進入退休生活後，若缺乏適當的

休閒活動，將無法獲致休閒帶來的益處，容易形成身心健康衰退，對老

年生活產生不適應及負面觀感(葉明勳，2015)。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林依瑩(2014)指出，芬蘭老人的自殺率

持續升高，「政府都把他們照顧得很好，可是心靈空虛，」她和阿嬤聊天，

聽到她透露最開心的就是 5 個小孩回來的時候，「老人不是只需要被照

顧，也需要社會互動」。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祕書吳玉琴(2014)建議，要避免孤獨死，就要鼓

勵長者走出來。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老年人口若缺乏適當的休閒活動，容易形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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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衰退，心靈空虛，進而產生孤獨死的社會問題。利用閒暇時間參

與自己感興趣的休閒活動，不僅可增強身體健康，更能夠讓老人生活充

滿快樂且有意義，可見休閒活動對老年人口的重要。 

4.3.1透過資料分析 

Kelly(1990)，魏素芬(1997)，余嬪(1998)，林俞廷(2008)，李維靈、

施建彬、邱翔蘭(2007)，蔡百惠(2014)，葉明勳(2015)之論述，利用閒

暇時間參與自己感興趣的休閒活動，不僅可增強身體健康，更能夠讓老

人生活充滿快樂且有意義，可見休閒活動對老年人口的重要。 

4.3.2透過深度訪談 

從事休閒活動對我當然有幫助，比如和別人聊天，老人痴呆症比較

不會發生(A-O-1)。一方面時間過得比較快，也比較不會胡思亂想

(A-O-2)。在散步時，肚子比較不會一直大起來、太胖(B-O-1)。心理上

也會不胡思亂想，精神上也不會感到寂寞，一方面可打發時間，一方面

對身體也有幫助，也比較不會有老人痴呆症(C-O-1)。這在社區其他的老

人身上也是一樣的，有伴不孤單是最好的休閒活動(D-O-1)。休閒活動當

然是對老人有幫助，比如散步、看電視…等可幫助自己打發時間

(E-O-1)。如園藝、下棋、繪畫、插花…等，可使自己的手腦並用而不易

老化(F-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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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透過實地觀察 

愈老愈孤單，心愈靈空虛，更顯出老人在心理層面的問題更加複雜，

社區 4年前則有一位無子嗣、獨居而上吊自殺的老人「孤獨死/無緣死」

情形，寂寞是會殺人的，因此「孤獨死/無緣死」正在我們的社會中悄悄

上演，由此可見休閒活動的重要性。 

綜合上述調查與分析結果，休閒活動，不僅可增強身體健康，更能

夠讓老人生活充滿快樂且有意義，讓老人的內心世界不孤單寂寞，可見

休閒活動對老年人口的重要。 

愈老愈孤單，心愈靈空虛，更顯出老人在心理層面的問題更加複雜，

社區 4年前則有一位無子嗣、獨居而上吊自殺的老人「孤獨死/無緣死」

情形，寂寞是會殺人的，因此「孤獨死/無緣死」正在我們的社會中悄悄

上演，本研究認為利用閒暇時間參與自己感興趣的休閒活動，不僅可增

強身體健康，更能夠讓老人生活充滿快樂且有意義，可見休閒活動對老

年人口的重要。 

本研究依據上述分析結果，進行 SWOT分析為下： 

(一)優勢 

1.北港為台灣傳統宗教聖地，大多數居民以媽祖庫為信仰中心，若

能藉宗教活動，來帶動社區老人之休閒活動，為一可行之方法。 

2. 過溝社區有多處休耕農地，可開僻為開心無毒菜園，依據四季更

迭，種植多樣性蔬菜，在推動合樂食堂，共餐活動時，不失為一自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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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又健康的食材供應來源，另一方面亦可節省金錢支出。 

(二) 劣勢 

1.老人體力較差，身體功能不佳，較無法做動態性的休閒活動。 

2.過溝社區居民並非富有。 

3.老人獨居情形明顯增加，易使內心孤獨寂寞。 

 (三)機會 

1.政府增編社福公務預算於老人休閒活動方面的推廣，為老年人口

帶來不一樣的生活型態，增添生活樂趣，在硬體方面，增設適合老年人

口休閒活動的設施與場地。 

2.社區組織運作，發揮其功能，將過溝社區居民串連起來，以三戶

為基本單位，形成互助聯絡網，彼些關懷，相互照顧。 

 (四)威脅 

1.社區組織經費不足，無法自行推動相關老年人口的社福措拖。 

2. 年輕人口因無就業機會導致人口外流，造成過溝社區，人口老化

嚴重，使得老人無法獲得更多家人或鄰居的照護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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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WOT策略分析 

 

 

 

 

 

S(優勢) 

1.北港為台灣傳統宗教聖地，大

多數居民以媽祖廟為信仰中心，

若能藉宗教活動，來帶動社區老

人之休閒活動，為一可行之方法。 

2.過溝社區有多處休耕農地，可

開僻為開心無毒菜園，依據四季

更迭，種植多樣性蔬菜，在推動

合樂食堂，共餐活動時，不失為

一自給自足、又健康的食材供應

來源，另一方面亦可節省金錢支

出。 

W(劣勢) 

1.老人體力較差，身體功能不

佳，較無法做動態性的休閒活

動。 

2.過溝社區居民並非富有。 

3.老人獨居情形明顯增加，易

使內心孤獨寂寞。 

O(機會) 

1.政府增編社福公務預算於老人

休閒活動方面的推廣，為老年人口

帶來不一樣的生活型態，增添生活

樂趣，在硬體方面，增設適合老年

人口休閒活動的設施與場地。 

2.社區組織運作，發揮其功能，將

過溝社區居民串連起來，以戶為基

本單位，形成互助聯絡網，彼些關

懷，相互照顧。  

SO 策略 

利用機會和優勢，政府編列休閒

活動推廣的預算，社區組織將居

民串連起來，形成互助聯絡網。 

WO 策略 

利用機會改善弱勢，政府增設

老年人口休閒活動的設施與

場地。 

T(威脅) 

1.社區組織經費不足，無法自行推

動相關老年人口的社福措拖。 

2.年輕人口因無就業機會導致人

口外流，造成過溝社區，人口老化

嚴重，使得老人無法獲得更多家人

或鄰居的照護與協助。 

ST 策略 

利用優勢避免威脅，利用休耕農

地及宗教旅遊帶來就業機會。 

 

WT 策略 

克服劣勢，避免威脅，老年人

自我增進體能，老年人彼此相

互關懷、照顧。 

4.4高齡化社區推動適當休閒活動之研擬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研擬以下具體、可行之適當休閒活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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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社區人口高齡化之需要。 

(一)社區休閒環境之營造 

(1)社區環境之整理整頓與綠化美化，以營造安全舒適之休閒環境。 

(2)增設社區休閒活動之場地與設施。 

(3)規劃社區農路為自行車道。 

(4)休耕農地規劃為農作體驗場。 

(二)輔導社區自主舉辦各項休閒活動 

輔導規劃適地、適時之適宜活動，定時定點聚會，以達舒活筋骨與

彼此互動之功能；如養生健康操、老影片欣賞、老歌歡唱、品茗嚐菓、

廟會活動等。 

(三)開辦社區合樂食堂 

社區居民協力合作，開心無毒菜園，收成分享，各展才華，私房菜、

拿手菜、地方風味等； 

(1)做伙呷卡有味：食物若是一群人享用，就算菜色普通，也會覺得美味。 

(2)可互通有無，達資源充分運用之功效。 

(3)邊呷邊開講：藉由飯前、中、後的時間，彼此天南地北的聊天，一面

情感的交流，一面進行社交活動，拓展友誼。 

(4)陪伴與關懷：老年人也需要人作伴，讓獨居、殘疾和孤單的老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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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走出家門，結交新朋友，一起吃飯博感情，當個老來伴。 

(5)在地安養、老化：不必因照顧問題隨著兒女遠離熟悉大半輩子的人事

物，而來到陌生的異鄉，或減少兒女的奔波，藉由社區食堂，而能在

地安養、老化。 

(四)推動社區健身養生之教導 

(1)老人防跌及延緩失能：教練提供個人化指導，不同背景老人一樣有機

會，透過有趣的運動及訓練，鼓勵老人運動來加強肌力，防止跌倒及

受傷的機會，一方面也可延緩老人失能的發生。 

(2)節省醫療支出：比較體弱的老人另設社區複健中心，不必擠到大醫

院，減少成本耗費，並避免感染疾病的可能。社區健身中心的預防運

動，社區複健中心的便利，如此一來幫大家看緊荷苞，創造多贏的對

策，避免將來人口高齡化，使得醫療支出拖跨整個國家財政及個人經

濟。 

(3)創造就業機會：提倡老人健康促進運動，聘請專任教練指導，而大學

也可以有很多貢獻，如產學合作，從事一連串老人如何跌倒、雙腿肌

力平衡的研究，進而促進老人運動器材研發，帶動老人運動器產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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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過溝社區務農工作人口，仍由社區大多數的高齡者擔任之，在務農

閒暇之餘，大多以看電視、聚在一起聊天，或散步居多。 

老年人口若缺乏適當的休閒活動，容易形成身心健康衰退，心靈空

虛，進而產生孤獨死的社會問題。因此利用閒暇時間參與自己感興趣且

適宜的休閒活動，不僅可增強身體健康，更能夠讓老人生活充滿快樂且

有意義，可見休閒活動對老年人口的重要。 

過溝社區老年人的體力較差、身體功能不佳，並且可用之現金亦非

豐富，因此其休閒活動已由動態性的休閒活動，轉變為靜態性的休閒活

動，最常見的有散步、慢走、與朋友聚會聊天、含飴弄孫等活動。 

5.2建議 

本研究限於雲林縣過溝社區為例，建議後續研究可擴大至北港全

鎮，或雲林全縣。 

在公部門方面，以往老人人口社福支出之公務預算大都編列在：老

人安置、照顧、健保補助等方面，建議可在休閒活動方面另編預算，提

倡、舉辦適宜老人的休閒活動，及增施適合老人活動的休閒場所與設施。 

在社區組織方面，透過社區組織的運作，更能與在地居結合融為一

體，基於在地人更關心在地事的情感，因此建議由社區組織來推動老人

人口的休閒活動，更能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個人方面，為因應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工作人口早出晚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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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建議及早規劃，為退休後的生活做準備，這包含平時身體機能的

維持、保建，休閒活動興趣的培養，退休後的生活費用，甚至持續的終

身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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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對象編號：A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1.你覺得社區高齡化嚴重嗎？ 

人口本來就老化，但是我們鄉

下社區講起來就更加嚴重，因為我

們社區內的年輕人在這裏日不及費

(入不敷出)，無法生存，所以都往

都市內發展、工作，在社區務農會

餓死。人口老化在台灣是全面性的

問題，在鄉下更嚴重。農民是弱勢

團體，政府沒在重視。社區內的老

人都以務農為主，賺些微簿收入以

維生。 

2.你覺得自己年紀漸長對社會或家

庭依然具有貢獻嗎？ 

老人因為和現今的年輕人思想

差太多，長輩講的，年輕人也不一

 

人口老化在台灣是全面性的問題，

在鄉下更嚴重(A-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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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聽，因為老一輩的人比較注道

德觀念，現在的年輕人只看眼前利

益，根本沒在遵重年長者，現在的

社會和以前都不一樣。志工服務要

去都市內才有，我們這種鄉下(社

區)地方沒法從事志工服務。 

3.你現在的生活狀況為何？ 

我們種田的人沒有退休時間，

只要身體還可以的話，仍繼續在種

田，只有我們老伴兩個互相扶持，

未和子女同住。在社會福利方面則

領有老農年金，但說到老農年金我

心裡就一肚子氣，因為政府以前為

發展工業，輔導工業，而把農產品

出口的價格壓低，但工業起飛後，

卻棄農民不顧，工業發達了，照理

說應該回過頭來回饋農民，補貼農

民，但政府卻都沒做到，說什麼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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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領 7 仟多元就夠了，和勞工

退休一個月最多可領 2 萬多元那能

相比。 

4.你目前從事什麼休閒活動？ 

我的休閒活動，因為年紀大

了，有時是下棋、看電視、看小說，

或者和鄰居聊天，有時候也會社區

的人一起組團去進香。 

5.你覺得自己目前的生活或休閒活

動，還可以做什麼改變 

我們這裏沒有社區大學，沒有

什麼學習資源，即使有心想做些什

麼改變，但因為環境的限制，很難

做什麼突破，又可讓老人休閒的設

施也沒有，很難做什麼改變，和鎮

內不能相比。 

6.你為什麼只從事現在的休閒活

動？(覺得導致你休閒活動轉變的

 

 

 

 

 

 

我的休閒活動，因為年紀大了，有

時是下棋、看電視、看小說，或者

和鄰居聊天，有時候也會社區的人

一起組團去進香(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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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那些？)  

我的個性比較外向，喜歡和人

聊天，經濟方面還好，省吃儉用還

仍夠維持生計，但因為心理因素怕

身體受傷，因此從年輕時就沒有從

事激烈運動方面的休閒活動，所以

都從事靜態性的休閒活動。 

7.你覺得目前的休閒活動對你有幫

助嗎？ 

從事休閒活動對我當然有幫

助，比如和別人聊天，老人痴呆症

比較不會發生，一個人如果太孤

癖，他的頭腦比較會退化，而從事

休閒活動一方面時間過得比較快，

也比較不會胡思亂想。 

8.你對自己目前的休閒活動是否滿

意？ 

我對自己所從事的休閒活動，

 

 

 

 

 

 

 

 

 

從事休閒活動對我當然有幫助，比

如和別人聊天，老人痴呆症比較不

會發生(A-O-1)。 

一方面時間過得比較快，也比較不

會胡思亂想(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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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是很滿意，但還可以接受。 

9.你覺得社區的休閒活動設施與老

人的需求是否符合？ 

休閒設施是沒有符合社區老人的需

求，但我們的社區如果辦的起來，

可以準備中餐或晩餐讓老人共同吃

飯，看一個出多少，政府補助一些，

並讓義工來幫忙烹食，增加志工服

務的機會，照理說，這個將來會很

需要，因為社區人口老化，年輕人

大都外出工作，不可能有時間天天

煮三餐給老人吃。 

 

訪談對象編號：B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1.你覺得社區高齡化嚴重嗎？ 

年輕人因為缺乏就業機會大

都出外工作，因此社區看到的人

 

年輕人因為缺乏就業機會大都出

外工作，因此社區看到的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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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老人，可說是比較嚴重的

問題。社區內的老人都在種田比

較多。 

2.你覺得自己年紀漸長對社會或

家庭依然具有貢獻嗎？ 

對啊，年紀越來越來大，各

方面都比較不行，身體方面較沒

法健身，一定不行，對啊，年紀

越來越多，各方面都較不行，身

體方面就是沒辦法健康，都會不

順利，所以只能顧家，或是參加

廟會的義工，或是顧孫，像我就

沒辦法，因為我沒有孫子。 

3.你現在的生活狀況為何？ 

我以前是個計程司機，在北

部開了三、四十年的計程車，民

國 90 年退休以後才搬回來南部

的家和兒子同住，可是因為我兒

是老人，可說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B-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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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民國 102 年已往生，所以我

現在的生活狀況是獨自一個人過

活。如今在經濟上則是依靠我兒

子的勞退月退俸和自己的老人年

金過活。 

4.你目前從事什麼休閒活動？ 

我目前一個禮拜大約三、四

天，會在自己門前的廣場慢走，

散步，可是走太久，腳還是會酸、

會受不了，也不能快跑，又跑太

快心臟也會承受不了，所以只能

在門前廣場散步，遊覽旅遊是比

較少，要是社區組團要去進香拜

拜來邀約時，多少會參加，但不

是每次都去。爬山也沒辦法，自

己知道身體狀況，目前都沒有去

爬過山。 

5.你覺得自己目前的生活或休閒

 

 

 

 

 

 

我目前一個禮拜大約三、四天，

會在自己門前的廣場慢走，散步

(B-L-1)。 

自己知道身體狀況，目前都沒有

去爬過山(B-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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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還可以做什麼改變？ 

我字也不是知道的很多，社

區大學我們這裏也沒有，也沒辦

法讀，也沒什麼社團組織可以參

加，社團組織或社區大學看看能

不能有，讓社區老人多少能夠參

加研究學習，因為我們社區小，

又是鄉下地方，學習資源缺乏，

也沒有什麼休閒活動，或是學習

的方式，較難改變。 

6.你為什麼只從事現在的休閒活

動？ 

在我還年輕的時候，大約四

十歲起，最常做的休閒活動是跑

步、伏地挺身及身體倒立，但隨

著年紀越大，這些運動的次數就

越來越少，就像我之前所講的，

從計程車司機退休之後，身體沒

 

 

 

 

 

 

 

 

 

 

 

 

 

 

 

 

 

 



 
 
 
 
 
 
 
 
 
 
 
 

 

 74 

有很好，因此多少在散步而已，

而且我的經濟收入也不是很好，

沒有很多錢去參加外面的活動或

旅遊，只能在自家門前散步而

已，是身體和經濟讓我從事休閒

活動轉變的因素。 

7.你覺得目前的休閒活動對你有

幫助嗎？ 

有幫助，在散步時，肚子比

較不會一直大起來、太胖，也不

會無聊去想別的事，心理上也會

不胡思亂想，精神上也不會感到

寂寞，一方面可打發時間，一方

面對身體也有幫助，聊天也有，

但是較少，因為社區的人白天去

種田，晚上回來則很早就去睡了。 

8.你對自己目前的休閒活動是否

滿意？ 

 

 

 

 

 

 

 

 

在散步時，肚子比較不會一直大

起來、太胖(B-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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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己的休閒活動不滿

意，但也沒有什麼辦法幫助自己

滿意，因為社區內沒有很多公共

設施讓我們來使用，或是大空間

讓居民使用。 

9.你覺得社區的休閒活動設施與

老人的需求是否符合？ 

社區內適合老人的運動器

材，只有二、三項，沒有很完整、

整套的設施讓我們來聊天、休

閒、運動，因為社區沒有很大，

休閒空間也不足，晚上又沒燈

光，如果可以的話多增設一些適

合老人使用的運動器材，或是休

閒空間增大些，設備不夠，跟鎮

內實在沒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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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編號：C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1.你覺得社區高齡化嚴重嗎？ 

對啊，老人越來越多，因為缺

乏工作機會，年輕人都出外工作，

如果不去外地工作賺錢也不行，有

些老人身體還可以種田的仍繼續種

田。 

2.你覺得自己年紀漸長對社會或家

庭依然具有貢獻嗎？ 

老人年紀大了，也沒法去工作

賺錢，但還可以顧家，或者幫忙照

顧小孩，或者和一些老人聊天，再

不然就吃飽沒事做，四處閒逛而

已。 

3.你現在的生活狀況為何？ 

我已經退休了，自己住，兒子

都外出工作，有時會幫忙孫女照顧

 

對啊，老人越來越多(C-K-1) 

 

 

 

 

 

 

 

 

 

 

 

 

 

 



 
 
 
 
 
 
 
 
 
 
 
 

 

 77 

小孫，在生活費方面，老人年金沒

辦法領，現在都靠勞保每個月 2萬

多元的退休金過活。 

4.你目前從事什麼休閒活動？ 

在家裡顧厝，幫忙顧小孩，和

老人聊天，看電視，聽廣播，是我

最常從事的休閒活動，老人和老人

在一起，只能聊聊天而已，也沒有

什麼。 

5.你覺得自己目前的生活或休閒活

動，還可以做什麼改變？ 

沒有，如果有人招募去宗教參

訪，我們這裏沒有社區大學，也沒

有什麼場所可供娛樂，還是做什麼

改變。 

6.你為什麼只從事現在的休閒活

動？(覺得導致你休閒活動轉變的

因素是那些？) 

 

 

 

 

在家裡顧厝，幫忙顧小孩，和老人

聊天，看電視，聽廣播，是我最常

從事的休閒活動(C-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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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自己脊椎開刀，沒辦法工

作賺錢，所以要去旅遊在金錢方面

也不方便，而且膝蓋也沒力量，沒

辦法走路，有時還會腫起來。 

7.你覺得目前的休閒活動對你有幫

助嗎？ 

有幫助，和人家聊天，也不會

無聊去想別的事，心理上也會不胡

思亂想，精神上也不會感到寂寞，

一方面可打發時間，一方面對身體

也有幫助，也比較不會有老人痴呆

症。 

8.你對自己目前的休閒活動是否滿

意？ 

對自己所做的這些休閒活動，

有滿意了。 

9.你覺得社區的休閒活動設施與老

人的需求是否符合？ 

 

 

 

 

 

 

心理上也會不胡思亂想，精神上也

不會感到寂寞，一方面可打發時

間，一方面對身體也有幫助，也比

較不會有老人痴呆症(C-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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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內沒有適合老人的運動器

材，也沒有什麼讓我們運動，沒有

人注重這個，別的社區有的會唱歌

或跳舞什麼的，跟鎮內或其他社區

實在沒法比。 

 

 

 

 

 

訪談對象編號：D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1.你覺得社區高齡化嚴重嗎？ 

鄉下人都是在種田，年青人都

外出工，沒工作機會，現在都是老

年人在種田，而在我們社區都剩老

人較多。 

2.你覺得自己年紀漸長對社會或家

庭依然具有貢獻嗎？ 

我的看法是，吃老是寶，老人

也是有幫助，譬如說可以幫忙顧家

或照顧孫子，有時可以去我們社區

 

而 在 我 們 社區都 剩 老 人 較多

(D-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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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廟裏做志工，幫忙。 

3.你現在的生活狀況為何？ 

目前和太太及兒子同住，目前

領有老農年金，身體還可以，所以

仍在種田，多少有些收入。 

4.你目前從事什麼休閒活動？ 

早上或晚上天氣不熱時，我都

會去農路那邊散步，不然就看電

視、打麻將、四色牌，聊天等。有

些社區內的老人也會在這裏散步，

做的休閒活動也差不多跟我一樣，

除了打牌除外，因為有些人不喜歡

打牌。 

5.你覺得自己目前的生活或休閒活

動，還可以做什麼改變 

我有些年紀了，沒辦法像年輕

人一直那麼有衝勁，只能種田多少

維持收入，而社區內沒有什麼社團

 

 

 

 

 

 

早上或晚上天氣不熱時，我都會去

農路那邊散步，不然就看電視、打

麻將、四色牌，聊天等(D-L-1)。 

有些社區內的老人也會在這裏散步

(D-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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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區大學，在這方面的資源比較

不足，一方面因為社區內的老人參

加的意願不是很高，所以社區的活

動比較辦不起來，也可能是因為我

自己才能不足吧才辦不起來。所以

也很難改變什麼。 

6.你為什麼只從事現在的休閒活

動？  

自己覺得有年紀了，體力也不

比從前，因此都做些簡單的休閒活

動，在社區的老人有的人就比較不

喜歡出門和別人家接觸、交際，有

的也需要有伴才會出來，經濟方

面，每個人的狀況不一樣，我們社

區也沒有什多餘的經費可舉辦活動

讓老人參加，或者提供一些福利給

老人。大部份的老人都是年輕時工

作過度，所以身體都有些欠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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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7.你覺得目前的休閒活動對你有幫

助嗎？ 

對我是有幫助的，精神上也比

較不會亂想，打發時間。精神上一

定比較不會亂想，一方面也不會獨

單，這在社區其他的老人身上也是

一樣的，有伴不孤單是最好的休閒

活動(D-O-1)。 

8.你對自己目前的休閒活動是否滿

意？ 

我滿意自己所從事的休閒活

動，而社區內的老人也大都滿意自

己休閒活動的狀況，可能是鄉下人

都很老實、安天命，比較容易知足

的緣故吧。 

9.你覺得社區的休閒活動設施與老

人的需求是否符合？ 

 

 

 

這在社區其他的老人身上也是一樣

的，有伴不孤單是最好的休閒活動

(D-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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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地方的休閒活動設施比較

少，休閒活動設施有的也沒有很齊

全，只有一兩樣，也不完全都適合

老人，和別鄉鎮相較，我們這裏確

實比較差。 

 

 

 

 

 

 

訪談對象編號：E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1.你覺得社區高齡化嚴重嗎？有何

解決之道？ 

北港鎮因為人口外流、死亡及

低生育率，人口數已由 5萬人，下

降至 4萬 1,000人左右，其中老年

人口將近 6千人，人口老化是人口

結構轉變後的結果，由於醫療技術

的提昇，使得國人的壽命延長，加

上少子化，使得老化程度更加嚴

重，未來對老年人照顧與奉養問題

 

 

由於醫療技術的提昇，使得國人的

壽命延長，加上少子化，使得老化

程度更加嚴重(E-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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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利政策與措施將愈顯重要，對

國家各方面的影響甚鉅。 

解決之道可從提高生育率著

方，在照顧方面政府推動十年長照

計畫、老人居家服務，推展長照保

險等方面著手。 

2.你覺得年紀漸長對社會依然具有

貢獻嗎？ 

俗話說：吃老無路用，這是一

般社會大眾普遍的看法及觀感，但

也不全然是如此，有道是活到老學

到老，年紀大了，在退休之後有多

餘的時間運用，一方面可以幫忙照

顧孫子、接送上(放)學，或是提供

本身的生活、工作經驗。一方面在

經濟允許可下，仍可參加樂齡課程

班，或是社區大學的課程…等，來

實現年輕時無法完成的學習，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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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自己的興趣參加私人或政府機關

的志工，繼續貢獻所長。 

3.你覺得老人如何安排現在的生

活？ 

以北港鎮的老人來說，因為年

輕人口外流，大部份未和兒女同

住，時間安排則大都為早上或下午

大多在運動的散步、聊天居多，身

體尚可的，則持續投入在輕勞力的

工作中，鎮外的老人，因為都是務

農居多，仍是較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傳統生活型態。 

4.你覺得目前老人生活上或休閒活

動，還可以做什麼改變？ 

北港鎮社會資源較匱乏，雖有

社區大學的課習，但都是較一般通

俗性的課程，比較欠缺適合老年人

的樂齡學習課程，而樂齡學習中

 

 

 

 

時間安排則大都為早上或下午大多

在運動的散步、聊天居多(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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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北港鎮停頓了多年的樂齡學

習，104 年 4 月起才又開始辦理，

起步得很晚，又加上教育程度不

高，參與的意願較低落，有待積極

宣導及推廣。 

5.你覺得適合老人的休閒活動有那

些？ 

我覺得適合老人的休閒活動在

學習性的有：如手工藝、繪畫、插

花、園藝、讀書、衛生保健、醫療

常識.....等。在趣味、娛樂性的

有：如舞稻、詩歌、音樂、動物飼

養、旅遊、茶道、老人趣味教室、

戲劇、藝能、作品展覽、民謠、書

法、口技、相聲等。 

6.你覺得導致老人休閒活動轉變的

因素是那些？ 

大多因為身體的緣故，比如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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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退化，無法從事體能性的休閒活

動，再則是經濟問題，因為退休後

沒有工作收入，因此許多老人則會

選擇不花費的休閒活動，改變休閒

的型態。 

7.你覺得政府對老人休閒活相關政

策、預算編列是否符合老人期望？  

以北港鎮的狀況來說，財源非

常不足，要在社福方面有所支出是

相當困難的，因此無法編列公務預

算在老人休閒活動方面，需要靠寫

計畫向上級申請經費補助，如北港

鎮以前沒有的樂齡學習中心，才在

今年 4月開辦，經費是向縣政府申

請的，因此在這方面的政策有待加

強。 

8.現在目前老人對休閒活動滿意的

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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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鎮內的老人，因為有運動公

園的場地、舒展身體的器材，或國

中(小)、高中等學校場地可供散步

及運用，或來此聊天，在休閒活動

滿意方面可為滿意，但較鎮外的社

區則沒有充足的資源，所以較無法

滿足。 

9.你覺得休閒活動對老人有何幫

助？ 

休閒活動當然是對老人有幫

助，比如散步、看電視…等可幫助

自己打發時間，從事社會性的志

工，而從聊天中可以提供或獲得許

多精神上的報償，有了彼此的關

照，心理面也不會孤獨無依。 

10.休閒活動設施與老人需求的認

知是否符合？ 

在鎮內的休閒活動設施，其設計是

 

 

 

 

 

 

 

 

 

休閒活動當然是對老人有幫助，比

如散步、看電視…等可幫助自己打

發時間(E-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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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樣、多元的，這是符合老人的

需求，然而在鎮外的社區，因為經

費問題及埸地問題，休閒活動設施

沒辦法普及，在這方面則沒有符合

老人的需求。 

 

訪談對象編號：F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1.你覺得社區高齡化嚴重嗎？有何

解決之道？ 

老年，顧名思義就是年紀大

了，並且處於人生發展最後的一個

階段時期的人們，而且是無法避免

的一個階段。在此時期中，最明顯

的現象就是老化，包括生理上的、

心理上的、功能上的及社會上的幾

個方面。 

人口老化是人口結構轉變後的

 

 

因為醫療水準的提昇，使得國人的

平均壽命增加，又加上少子化，老

化程度就變得更加嚴重(F-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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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若再加上預期壽命的持續攀

升，高齡人口非傳染性疾病的盛

行、失智及失能情況的增加，都將

使人口高齡化成為全球面臨的主要

社會經濟問題之一環。 

北港鎮因為人口外流、死亡及

低生育率，人口數已由 82 年的

49,434人，95年的 45,111人，100

年的 42,988 人，下降至目前 104

年的 41,474人，可看出下降速率的

加速狀態，更引人深思及警示，值

得探討，其中老年人口將近 6 千

人，因為醫療水準的提昇，使得國

人的平均壽命增加，又加上少子

化，老化程度就變得更加嚴重，對

國家各方面的影響甚鉅，如老化過

程中所伴隨的疾病或症狀(例如中

風)，使他們更需依賴壯年子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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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子女的負擔加重。 

這個問題牽涉的層面很廣，也

不是一時就能馬上解決的，但可試

著從提高生育率著手，增加人口替

代率，另一方面則延緩老人的失

能，增進老人身體的健康機能，在

照顧方面政府則推動十年長照計

畫、老人居家服務，推展長照保險

等方面著手。 

2.你覺得年紀漸長對社會依然具有

貢獻嗎？ 

俗話說：吃老無路用，這是一

般社會大眾普遍的看法及觀感，但

也不全然是如此，有道是活到老學

到老，在退休之後則有多餘的時間

可供運用，在家裏可以幫忙照顧孫

子、接送上(放)學，或是提供本身

的生活、工作經驗給年輕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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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經濟許可下，仍可參加樂齡課

程班，或是社區大學的課程…等，

來實現年輕時無法完成的學習，或

是依自己的興趣參加私人或政府機

關的志工，繼續貢獻所長，或是規

劃退休後的第二春事業皆可，這些

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俗話的

印証。 

3.你覺得老人如何安排現在的生

活？ 

以北港鎮的老人來說，因為年

輕人口外流，大部份未和兒女同

住，時間安排則大都為早上或下午

大多在運動的散步、聊天居多，身

體尚可的，則持續投入在輕勞力的

工作中。就過溝社區老人而言，因

為都是務農居多，仍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傳統生活型態，比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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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休閒活動安排，因此，如何教會

他門去安排適宜的休閒，才是重要

的課題。 

4.你覺得目前老人生活上或休閒活

動，還可以做什麼改變？ 

以農業居多的北港鎮來說，因

為社會資源較匱乏，雖有社區大學

的課習，但都是較一般性，樂齡學

習的課程，從 104年 4月起才又開

始辦理，經費是由縣政府補助，由

鎮公所民政課協助規劃、執行。過

溝社區老人因教育程度不高，交通

不便，使得參與的意願低落，如何

加強宣導老人休閒活動的重要性及

必要性是當務之急。 

目前正在推廣的老人食堂，經

費是由縣政府補助，由鎮公所社會

課協助規劃、執行，但因過溝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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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志工、場地…等因素，遲遲無

法完成規劃與執行，非常可惜。老

人食堂雖看似吃飯，但它尚具備社

交及關懷等功用，若是這項措施能

推動，對老年人將會是很大的助

益。 

5.你覺得適合老人的休閒活動有那

些？ 

個人覺得適合老人的休閒活動

有，(1)益智怡情的休閒活動：如園

藝、釣魚、下棋、旅遊、書法、繪

畫、插花、舞蹈、音樂、茶道、戲

劇和民謠等。(2)在社會性的休閒活

動有：如義工、法律諮詢、財稅服

務等。(3)體能性的休閒活動：登

山、健行、武術等。 

6.你覺得導致老人休閒活動轉變的

因素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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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因為身體的關係，好比雙

腳無力，行動不便，就連散步也有

困難，更別說從事體能性的休閒活

動。 

7.你覺得政府對老人休閒活相關政

策、預算編列是否符合老人期望？  

而我國政府面對高齡化趨勢的

社會變遷，自民國 69年頒布「老人

福利法」以來，關於老人福利政策

之考量，仍偏重於醫療照顧需求及

基本經濟生活需求的層面。而以北

港鎮來說，因為財源非常不足，社

福支出相當困難，無法編列較多的

公務預算在老人休閒活動方面的，

因此這方面的經費需要靠寫計畫向

上級申請補助，如北港鎮以前沒有

的樂齡學習中心，才趕在今年 4月

開辦，經費是向縣政府申請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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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這方面的政策有待加強。 

10年 500憶的農村再生計畫，

對於社區老人活動的相關措施似乎

忽略，未予重視，值得相關單位深

思。 

8.現在目前老人對休閒活動滿意的

情形如何？ 

在鎮內的老人，因為有運動公

園的場地、舒展身體的器材，或國

中(小)、高中等學校場地可供散步

及運用，或來此聊天，在休閒活動

滿意方面可為滿意，但較鎮外的社

區(例如過溝社區)則沒有充足的資

源，所以較無法滿足。 

9.你覺得休閒活動對老人有何幫

助？ 

當然有幫助，如園藝、下棋、

繪畫、插花…等，可使自己的手腦

 

 

 

 

 

 

 

 

 

 

 

 

 

 

 

 

如園藝、下棋、繪畫、插花…等，

可使自己的手腦並用而不易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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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用而不易老化，又如協助社區整

理環境，參與自然資源及文化財產

之維護保存…等公共服務，在在可

以顯示自己的社會價值，都可讓精

神及心靈獲得滿足。 

10.休閒活動設施與老人需求的認

知是否符合？ 

在鎮內的休閒活動設施並非單一項

目設置很多，而是設計很多樣、多

元的，這是符合老人的需求，可在

鎮外的社區(含過溝社區)，在這方

面則沒有符合老人的需求，因為經

費問題及埸地問題，休閒活動設施

沒辦法普及，難以改變過遘社區老

人的生活品質，實是一大憾事。 

(F-O-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