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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附件 Content & Appendix 

 計畫名稱 (Title of the Project) 

一、本文 (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臺灣於 107 年進入「高齡社會」，並預計於 114 年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扶養比亦 

將於 115 年攀至 49.9％。在此過程中，子女對父母安養照護的負擔日益加重，獨居老人

人口比例亦不斷增加，銀髮族的陪伴，便成為社會無盡的隱憂與亟需解決的現在進行式

問題。鑑此，致理科技大學申請並執行教育部 USR「全通路在地關懷銀髮就醫陪伴媒

合服務心價值」三年期推動計畫(109-111 年度)，逐步建構全通路在地關懷銀髮就醫陪

伴服務媒合模式──「致理 iCare 銀保母」體系，繼而續申請、執行「青銀微社群就醫

陪伴社區共好計畫」（112-113年度），從就醫、青銀共學、失能延緩等面向，為當今繁

忙社會下銀髮族的就醫陪伴、樂活提升等需求，貢獻心力。 

    筆者有幸作為前揭兩計畫的主要執行者(計畫主持人為本校陳珠龍校長，筆者與本

校教務長楊雅棠為共同主持人)，除親身進入板橋校鄰各里進行場域觀察、駐點關懷、

實際銀髮就醫陪伴媒合及失能延緩活動外，亦體認到除教師、志工、醫護及社區里長，

學生角色亦十分重要。作為學校最主要的組成分子，學生如具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同

理心、愛心，同時又具有銀髮陪伴及服務的相關知識、技能，並對銀髮產業趨勢有相應

理解，願意成為銀髮陪伴與關懷行動的一分子，必能為本校 USR 的拼圖，補上最後也

是最多采的一塊。學校安排學生相應之學習，也能為其日後投身銀髮產業，提供專業加

值及試探、實作的機會。 

本校以商務起家，學生在銀髮關懷、服務等方面，較缺乏相應課程的陶冶。如能執

行良好的教學方法，並觀察、分析教學實踐成效以為日後課程之參考，將有助本校一步

步實現前述理想。故筆者因應本校新申獲之「青銀微社群就醫陪伴社區共好計畫」，於

橘色產業服務微學程的「橘色產業創新服務與管理實務」課程中，培育學生引導銀髮族

進行失能延緩活動(以體適能提升為內容)的能力，並執行本教學實踐和研究，以期為教

學現場帶來更有效的改變及提升。 

2.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在課程中，筆者總發覺有如下不足，使授課內容及成效有未盡感：學生選修「橘色 

產業服務微學程」，泰半對橘色產業有所期待或興趣，卻未具備足夠的前理解，亦缺乏

與銀髮長者互動之正確觀念和技巧。雖然這些問題已於課堂中進行教學並嘗試補強，然

青銀互動與銀髮服務是極大的教研範圍，不僅是跨世代人際互動訓練，也是年輕族群與

高齡族群是否融洽的問題，更涉及廣泛的醫療、保健等知識。故內涵廣大、知識細節眾

多，若缺乏必要而精準的職能(Competency)引導，作聚焦式教學，將流於淺碟、蜻蜓點

水式的學習，亦不符合銀髮事業的專業需求。 

為改善此現象，筆者及 USR 教師團隊，已透過研究，找出包括就醫陪伴在內的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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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服務之重要品質項目，並建構核心之職能內涵(陳盈瑞、楊雅棠、陳珠龍，2021；羅

啟峰，2022)。本計畫將以此研究成果為綱，集中養成學生樂齡服務——失能延緩活動

引導的能力。然而職能的養成往往須透過學習——實作的過程，這中間如能搭配適當之

教學方式，或能更有效掌握鈐鍵，提升學習效果。因此本計畫將運用以「學——做——

學」為架構之三明治教學法，搭配從經驗結合、問題引導到融會應用、自我評鑑的完整

教學過程(5E 學習環)，涵養學生失能延緩活動引導的能力，並觀察、檢核此教學法的成

效。 

3.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1)職能導向的教學 

職能導向教學於 1950 年代已開始運用，並逐漸受到認可，然而就一般大學來說，

其教職員對職能導入教學一事，仍多採觀望態度(Yorke & Knight, 2007)。縱使許多人肯

定大學教育須與社會需求及就業市場結合，但實際將職能作為教學引導，並應用於一般

學術教育(academic education)者仍少(Mulder, Wesselink, Biemans & Gulikers, 2009)。事實

上，此類型的教學已是全球性趨勢，並獲得產業呼應，即使是一般學術型大學，亦應重

視此面向的需求。而本校作為一技職校院，自當於課程中及早運用此方式，以強化學生

就業競爭力。若進一步從培育學生參與健康樂齡、失能延緩服務，乃至日後投身銀髮產

業的觀點來說，職能導向的教學，更為本計畫不可或缺。 

再者，職能導向教育的重要特徵，為培養學生的實作能力。因為職能具有知識、技

能與態度之高層次整合性，並以能有效執行特定職業的功能與任務為目標，故其與「表

現」之間，具因果關係(Chyung, Cox & Stepich, 2006)。這便是說，職能養成之核心概念

在於職能是否有效表現(performance)，也唯此方能證明學習者已具備職能。故本計畫的

課程設計，便強調學生轉換課堂學習知識、經驗為成果表現的可能性，其精髓就在於課

程中涵納與健康樂齡服務專業實務相仿之學習任務(authentic complexlearning tasks)，使

學生從中練習並有效建立相關職能(概念可參 Gulikers, Bastiaens, & Kirschner, 2004)。事

實上，職能導向的教學具有強調成果、實務實作的特徵，與現今有效教學法的理念相符

(Biggs, 1999; Dochy, Segers, Van den Bossche, & Struyven, 2005)，也符合所謂經驗導向學

習(experience-based learning)由學習者發展 power 來執行並實現目的的教學理念(Dewey, 

1963)，值得本計畫加以嘗試。 

 

(2) 5E 學習環+三明治教學 

5E 教學模式主要起源於美國科學課程改善研究(SCIS)所開發出的一種「學習環」

(Learning Cycle)教學策略(Atkin & Karplus, 1962)，起初只有探究、概念引入及應用 3 個

環結，後經修改成為 5 個階段。而 5E 學習環一詞則首次出現在 1970 年美國加州大學課

程改進計畫之教師手冊，其教學階段包括：參與(Engagement)、探索(Exploration)、解釋

(Explanation)、精緻化(Elaboration)、評量(Evaluation)(Bybee﹐1993. Trowbridge & Bybee. 

1990)，特點在以學生能力為起點，藉由情境活動帶動學習，進而進行自主規劃、概念

建構，再由教師介入引導及概念澄清，最後評鑑部分則為涵蓋整個教學歷程的多元性評

量。他是以學生為主體，強調主動探索、深入學習、自主思考及應用的一種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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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年及 2007 年 NRC《激勵、雇傭，使美國經濟有一個更廣闊的未來》研究報告

中提出 21世紀技能後，更被證明有助於 21 世紀技能的培養(Rodger W. Bybee, 2009)。

本計畫以涵養技能為主要目標，當可善用此法進行教學並觀察成效，並應盡可能以學生

為主體，加強討論、開放其創意運用、創意設計之機會，避免教師「做」得太多，課堂

過度呈現「帶」、「領」、「替」的情形(如中國目前探究式教學仍有這類問題，胡久華、

高衝，2017)。 

再細思之，5E教學法實可與「三明治教學」模式相輔相成。蓋三明治教學模式的

應用，目前在國內以技職體系為多（溫金豐、張菡琤，2007 之觀旅實習案例），此或反

映出這個模式在實作、實習課程上的適用性和有效性(三明治教學本身即源於蘇格蘭之

職業教育)。大要來說，此模式之名稱極形象化，是以三明治的吐司與吐司間夾食物(內

餡)的樣式，比喻學校課程與職場之「學與用」的關係。這是一種「學習－實習－學

習」輪替的課程運作模式，重點在課堂理論與實務應用緊密結合。故學生能在實習過程

應用並印證所學，也能於回到校內課堂後進行檢討及實務經驗反思(陳淑玲、洪錦怡、

鄭靖國，2006，268-273)。本計畫雖未安排學生進入業界實習，然而將課堂所學之職能

於實際場域的失能延緩活動帶領、引導中發揮，追求學用合一，又何嘗不是一種實習？

再從實際教學管理的角度看，行為(實作行為的評估）、產出（實作工作的成果）與文化

（實作文化的學習）為三大重點（溫嘉榮、陳曉平、馬福洋，2004），所謂「實作行為

評估」，正可呼應本計畫突顯職能指標之精神，而「產出」則是學生將職能落實於健康

樂齡陪伴後，所產生的社會責任效益。這種「學－用－學」的模式所呈現的課堂與場域

氛圍，正適合 5E 學習的介入運用。因為三明治由吐司、內餡、吐司的組成形式，是學

—做(用、實習)—學的模式，其實正像 5E 模式的一個循環。但筆者認為，相較於單一

三明治模式，如能在學—做—學後，再接筍一次實作，並進行最後的學習及反思，將能

更具成效，並把第一次實作後的檢討及修改的內容，於第二次實作中進行驗證。故 2 次

三明治模式，應可結合 2 個 5E 的 cycle，達到職能會通的學習效果。 

故本計畫將執行的，是銀髮服務的職能養成，特別是失能延緩活動帶領、引導技巧

的培養。將以 2 輪三明治+5E 學習環來進行，以達成涵養學生健康樂齡服務如失能延緩

帶領能力的目標。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1)教學設計及進度上 

本計畫將「橘色產業創新服務與管理實務」課程分為兩大部分進行，一者偏知識性 

內容，一者偏實作性場域的實踐。前者於期中考前執行，可建立學生對銀髮身心健康的 

概念，為後者之認知基礎；後者為場域實踐，實作性明顯，正適合本教學實踐計畫之三 

明治＋5E 學習環的應用： 

a.期中考前 

職能 課程主要內容 評量方式 

「專業技能—輪椅、

輔具操作能力」、 
銀髮輔具介紹 

知識性隨堂測驗 

五點量表前、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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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照護知能— 

防止跌倒」 

銀髮友善 

居家環境介紹 

知識性隨堂測驗 

五點量表前、後測 

「銀髮照護知能— 

認識老人常見及慢性

疾病」 

老人常見疾病介紹 
知識性隨堂測驗 

五點量表前、後測 

「專業技能—簡易急

救的操作能力」 

簡易急救介紹 
知識性隨堂測驗 

五點量表前、後測 

簡易急救如 CPR 及

AED 之實作 
取證檢測 

        期中考前主要是知識性的內容，目的在於讓學生對銀髮的健康及身心狀況有一定之

了解，並習得急救的基礎能力，作為期中考後引導銀髮族進行失能延緩活動、偏運動內

容之場域實踐的基礎。 

 

b.期中考後 

職能 課程主要內容 評量方式 

「人際溝通知能— 

陪伴技巧」、 

「人際溝通知能— 

談話與溝通巧」 

失能延緩活動的學習

與引導演練 

（採用三明治+5E 學

習環方式） 

五點量表、教師觀察

或訪談紀錄、各組討

論紀錄、期末學生自

評及檢討紀錄 

＊評量的紀錄請見附件 1 

 

期中考後進行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重點——三明治+5E 學習環的教學。課程主要內 

容在失能延緩活動——「椅子坐立」、「抓背」、「椅子坐姿體前彎」及「原地站立抬膝」

等「體適能」的教學及引導演練，目的在透過課程教學及場域實作，培育學生帶領、引

導銀髮長者進行失能延緩活動的能力。整體來說，採兩輪的三明治「學——做——學」

的模式，以及兩輪「5E」由參與（Engagement）、探索（Exploration）、解釋

（Explanation）、精緻化（Elaboration）、評量（Evaluation）的過程，執行程序如

下： 

日期 三明治程序 5E程序 教學內容 地點 

11月 8日、 

11月 15日 

學 Engagement 青銀溝通能力養成(配合引起

學生動機，並結合其過去經

驗） 

本校誠信

館四樓專

業運動教

室 

11月 22日 做 Exploration 引導學生連結過去經驗討論失

能延緩的重點，並由業師實際

解說，進行引導動作的實際演

練(學生要能探索動作的正確

與否及其作用) 

新北市聯

合醫院三

重院區運

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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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9日 做 Explanation 第一次場域實踐： 

學生於場域指導銀髮長者執行

失能延緩活動，並進行現場討

論與分享(學生要能發現動作

的問題、解釋動作及整個過程

的意義及作用) 

本校綜合

大樓八樓

禮儀專業

教室 

12月 

6日 

學 Elaboration

、 

Evaluation 

學生於課堂中反思、檢討第一

次場域實踐的成效，並分組進

行失能延緩活動的創意設計，

再進行個人的自我評量(各組

要結合所學及實作經驗，創意

發想適性的失能延緩活動，以

於第二次場域實踐時執行) 

本校 K51

教室 

12月 13日   前往萬里新北市仁愛之家進行

關懷服務 

 

12月 20日 做 Engagement

、

Exploration

、

Explanation 

第二次場域實踐： 

學生於場域指導銀髮長者執行

各組自行設計之失能延緩活

動，並進行現場討論與分享

(學生要能連結第一次的經驗

進行探索，並於本次實作中觀

察動作的問題、解釋動作及整

個過程的意義及作用) 

本校誠信

館四樓專

業運動教

室 

12月 27日 學 Elaboration 學生於課堂中再次反思、檢討

第二次場域實踐的成效，並分

組再次修改、優化失能延緩活

動的創意方案(各組在業師的

說明及反思後，要結合所學及

實作經驗，修改前次創意發想

的適性失能延緩活動) 

K51教室 

1月 

3日 

學 Evaluation 學生於課堂中進行分組團體討

論及分享，並進行自我的檢討

及評量(學生要對期中考後的

三明治學習、5E學習及 5E各

階段的成效作出自我評斷及反

思) 

K51教室 

*教學實況請見附件 2 

 

以第一輪為例，概念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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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學期之課程規劃圖示如下： 

 
 

c.課程結尾 

課程最後，要求各組拍攝體適能運動短片，作為主要成果，以及學生下個學期接續 

修讀橘色產業服務微學程時，延伸發揮運用之基礎；較優之短片，還可提供校鄰各里的

銀髮關懷據點作為失能延緩教材。 

 

       (2)USR場域與計畫之關係 

       a.場域問題 

       (a)板橋區銀髮人口占比逾 18%。超高齡社會將屆，發揮在地大學的能量，打造樂齡

健康的環境，是一件不容暫緩的事。 

       (b)板橋區目前具有銀髮關懷據點 88處以上，其中的失能延緩活動，是據點功能的

重心。但銀髮族在活動中常知其然卻不知所以然(即服務提供者應具備「對服務接受者

提供詳盡的業務或服務做說明」的能力)，缺乏指引，故其功能可再提升。 

       (c)本校 USR計畫規劃學生入鄰里銀髮關懷據點服務，追求社區共好的目標。但本校

學生之學系專長多為商務方面，較缺乏銀髮服務的學習及帶領經驗。故亟須有效的教學

方法來改變這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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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議題實踐 

       (a)以 USR計畫及課程協助板橋區銀髮關懷據點提升樂齡服務如失能延緩活動之品

質，改善相關活動缺乏步驟指引、說明的情形，以促進銀髮族健康並建立正確運動觀

念。 

       (b)規劃一套方法或執行步驟，使學生有效學習失能延緩活動的帶領並落實於場域，

以改善銀髮族健康，實現青銀間更有效的共學、共融。 

       c.課程與場域之合作機制 

       (a)關於三明治教學法「學-做-學」機制，將學的部分安排於校內教室或校外專業場

地—新北市聯合醫院三重院區進行，並將做的部分安排於校內誠信館等專業運動場地

(隸屬幸福里銀髮關懷據點場域，可服務許多幸福里里民)，場域實踐。 

       (b)兩次場域實踐安排相同之銀髮族與學生分組，以觀察成效——失能延緩之體適能

動作進步情形。 

       d.與 SDGs之關聯 

       本計畫培育學生帶領、引導銀髮長者進行失能延緩活動的能力，可改善銀髮族健

康，提升各銀髮關懷據點的健康活動之水準，對應 SDGs之「良好健康與社會福利」的

目標；本計畫規劃教學方案：「三明治+5E」，並邀請業師共同討論內容，可對應 SDGs之

「優質教育」的目標。蓋本計畫雖無直接培養學生協助不同性別、不同族群、不同年

紀、不同社經地位及不同種族者保有足夠之學習能力及受教育之權利，但涵養失能延緩

的帶領、引導技巧，亦可在將來不分身分、施行於每一位銀髮長者，提升他們進行失能

延緩動作之能力，保障其健康。 

 

5.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1)研究設計 

本計畫研究的內容，除觀察期中考前學生在知識性的學習如銀髮防跌、銀髮疾病及 

急救方面進步的情形外(透過隨堂測驗考題及五點量表前、後測)，主要針對三明治+5E

教學法的成效進行檢討。包括 2 輪三明治之成效、5E 操作過程中的問題，以及本計畫

作為 USR 類型計畫的重要成果——場域銀髮族的改變。整體而言，內容如下： 

 



8 

 

    在研究對象上，則以 112-1 學期本校橘色產業服務微學程「橘色產業創新服務與管

理實務」課程的學生 58 人，及接受學生失能延緩引導之銀髮族 31 人，作為觀察對象。 

 

    (2)研究方法 

    本計畫之執行，除 5 點量表可提供量化數據外，亦著重學生個人、分組之討論紀

錄，以及訪談、自評結果，可供質性研究作為依據。尤其本計畫以修課學生 58 人及銀

髮族 31 人作為觀察對象，在樣本不算多的情況下，正適合質性的發揮。特別可針對學

生在三明治、5E 的學習進程的感受與經驗的陳述，以及銀髮族在情意上、在活動後的

感受來進行疏理。尤可就部分個案作較完整的觀察，將能有效反映本計畫教學方法實踐

的成效，以及教學現場和場域的改變情形。因為除了職能進步情形往往帶有主觀感受的

成分外，是否能成功「對被陪伴者提供詳盡的陪伴服務做說明」，以及是否有「給予被

陪伴者個別性的關照」(此皆為銀髮服務較被看重的品質項目。羅啟峰，2022)，都可透

過質化的研究，達到較有效的了解。 

6.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在每個課程單元開始前，皆與業師進行授課內容、合作方法的討論，並一起 

撰擬出前、後測的問卷內容，使學生學習後的成效，能在自評時有較清楚而貼切的呈 

現。 

    在第一次場域實作前，安排青銀溝通互動之教學，以達 5E 學習的動機引起、參與

和經驗連結(Engagement)之效，並於新北市聯合醫院三重院區進行失能延緩活動的討

論、講解及演練，確認學生能更有效連結過去經驗，進而實際思考和探索動作的意義

(Exploration)。此目的在確保學生於場域引導銀髮族進行失能延緩活動(本學期著眼於四

項體適能動作：「椅子坐立」、「抓背」、「椅子坐姿體前彎」及「原地站立抬膝」)前，能

對動作有完整、清楚的認知，並已具備初步的引導經驗(即分組時互相模擬)。而場域實

踐當下能對銀髮長者進行有效引導及說明，正反映出學生已能發現問題，並能解釋所執

行的服務的作用(Explanation)。 

    第二次場域實作前，學生須於課堂中將第一次實作的問題及難處進行反思、檢討及

分組討論，從而進一步設計各組的、適合各組搭配之銀髮長者的創意失能延緩動作

(Elaboration)，並於第二次場域實踐中執行。學生也須進行自我的評量，讓自己對學習

成效的體認能具體化(Evaluation)；第二次實作當下，也要求學生能對銀髮長者進行各組

自己設計之創意失能延緩動作的有效引導及說明，並於實作後再次回到課堂，透過教師

與業師的講解，再進行一次反思、檢討及再設計，並完成最後的自我評量。此亦又一輪

5E 的程序。 

    現由課程總體、三明治教學法、5E 學習模式及對場域銀髮族的影響四大面向，陳

述教學的成果： 

    a.課程總體 

    課程之教學評量分數為 4.3，表示獲得多數學生認同，但尚未達 4.5 以上，仍有進

步空間；在銀髮陪伴職能如「專業技能：簡易急救的操作能力」及「專業知識：人際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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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能」等，大多數學生認可學習成效；學生自認在指導長者操作失能延緩活動的信心

及技巧上有進步者，較「認知上有進步」者稍少；多數銀髮族認為學生能對他們「提供

詳盡的陪伴服務做說明」(此符合銀髮服務之重要品質項目的要求)，但對學生是否「給

予他們個別性的關照」(此亦另一項銀髮服務重要品質)，則較無明確、直截的肯定。 

    b.三明治教學法 

    91%學生肯定三明治教學法有益本課程，77%學生認為自己因此在體適能技巧上得

到最多之進步；經一輪「學—做—學」，仍有 23%學生對執行自己組別設計之失能延緩

方案缺乏信心，但在第二輪完成後，只有 2%無信心，顯示兩輪的教學，對實作有提升

作用。 

    c. 5E 學習模式 

    87%學生肯定 5E 教學法有益本課程，60%學生認為自己因此在體適能技巧上得到

最多之進步；Engage 階段，許多學生未因此提升學習興趣，亦未出現明確的認知衝

突。 

    d.對場域銀髮族的影響 

    依體適能診斷紀錄，大部分銀髮族都有進步；大多數銀髮族對學生指導失能延緩運

動，表達正面、良好的感受，並認為解說清楚，動作目標明確；部分銀髮族認為課程操

作較緊湊，宜放慢節奏。 

(2) 教師教學反思 

現由課程總體、三明治教學法、5E 學習模式及對場域銀髮族的影響四大面向，陳 

述對教學實踐及研究觀察的反思： 

a.課程總體 

此教學方法主要實踐於期中考後，時程較短，實作的時間不大足夠。未來如有類似 

課程，應拉長整體時程，以更有效增強學生的實作技巧；失能延緩的體適能操作有動作

上的要求，在大班制情況下，欲掌握每一位學生的狀況，有其挑戰。應規劃有效的互評

方式，才能落實對學生動作準確度的掌握。  

    b.三明治教學法 

    三明治教學法應經二輪以上，由學—做—學—做—學，成效才較明顯。由本次學生

的五點量表中，正可看出此情形；學生反映學與做之間相隔一週，時間太久。然此受限

於每週一次上課的頻率，無法改變。故應增加每次課後的重點提示或作業，以加強學生

的印象及記憶。 

    c.5E 學習模式 

    在體適能技巧的養成上，肯定 5E 模式者不若肯定三明治教學法者多。個中原因值

得再探究。此當與學生無法意識地判別動機引起、經驗連結等教學目標是否有效落實有

關；學生引導銀髮長者進行運動、與銀髮長者一起運動的相關經驗較少，因此在

Engage 階段，應多強化與其經驗或前理解的連結，比如增加提示，才能引出更多的認

知衝突，達到教學效果；5E 模式雖應以學生為主體，但當學生組數或人數眾多，在

Explore 階段，教師宜提供適當之「鷹架」，以助學生學習。畢竟鷹架的協助，在探究式

教學中是不可或缺的(張家銘，2018)。本課程之鷹架即為學生在新北市聯合醫院三重院

區針對失能延緩動作思考、討論後，業師的當場說明、指導、演練，以及所提供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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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示和數字說明。此可作為學生依循及對照的根據，可避免學生雖有多元思緒卻不一

定能掌握重點的情形，也能讓討論更有焦點，對實作式的課程，相當有幫助。 

    d.對場域銀髮族的影響 

    雖然大部分銀髮族在體適能的數據上有進步，但由於僅進行兩次失能延緩運動，其

進步原因，仍有待較長期之探討；部分銀髮長者反映學生指導他們進行動作的時間較緊

湊，故未來如有類似課程或活動，宜拉長整體時程，使學生有更充足之指導、協助銀髮

族的操作時間；大部分銀髮長者在課堂上與學生互動、接受引導進行失能延緩活動，都

十分開心。如銀髮長者李 O 香表示，自己年紀較大，進行失能延緩動作時較遲緩，但

學生能很有耐心地不斷指引及說明，讓她感覺很開心 

 

(3) 學生學習回饋 

學生在學習上有不少回饋，舉例如下： 

a.對三明治教學法的回饋 

系級 姓名 回饋內容 

企三 B 高 O 琪 從一開始的先學習，再來是實作，最後是檢討及反 

思，我覺得這個學習法非常好，可以先了解課程內 

容，實作後再檢討哪些部分做得不好，或是做錯 了，

以後如果還有機會就可以做得更好，也能了解 

到哪裡不夠好 

企三 A 王 O 森 像我是一個較難以注意力集中的人，都可好好運用課程

上所學 

英四延 楊 O 名 第一次進行體適能檢測時，我會常忘記一些步驟和細

節，而在經過一次上課後，下一次在運動教室再做一次

時，就很輕鬆也不出什麼錯 

企三 C 曾 O 立 在上課之前，我其實沒有太大期待，我知道未來高齡一

定是趨勢，但與「創意」課程比還是略遜一籌，不過上

完課之後，我認為超級好玩，而且學到很多！最有趣是

在我們在學校和銀髮族互動的時候，叔叔兩次被我帶

到，第一次我就想：「怎麼可能這麼年輕！」第二次互

動我們已經像朋友一般熟悉，記得第二次見面時，叔叔

還開我玩笑呢 

企二 A 顏 O 臻 透過三明治學習法，我認為能幫助我在課堂中更快地釐

清重點，並加以吸收課堂內容 

夜日四 A 賴 O 蓉 

 

「理論——實務——理論」，前幾週先教學，再去跟銀

髮族相處，最後幾週又回歸上課，這樣印象深刻很多 

企三 C 蕭 O 儀 先學習如何做，換我們帶老人家去做，最後再檢討一次

那 4 樣動作的原理、細節，會讓我更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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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對 5E 教學法的回饋 

系級 姓名 回饋內容 

企三 C 包 O 婷 引導我想到阿公生前所做的運動，知道了他那時那麼做

的姿勢其實不正確。在未來對待銀髮族會加小心翼翼—

—對 Engage 的看法 

英四延 楊 O 名 過去我認為長者能運動的方法很少，但上過這堂課後我

了解了很多老人也能輕鬆做運動——對 Engage 的看法 

企三 C 鄭 O 森 與組員及銀髮族檢測時發現差異滿多的，銀髮族需注意

的地方較多——對 Explore 的看法 

企三 A 陳 O 婷 透過實作，發現帶領長者運動很不容易，要時刻關心長

者的身體狀況——對 Explain 的看法 

企三 A 彭 O 驊 

 

老師設計了許多很特別的動作，也讓我們自己練習設

計，我們都受益很多——對 Elaborate 的看法 

企三 A 官 O 翰 自己設計的動作，透過跟長者討論之後才能有效調整—

—對 Elaborate 的看法 

企三 C 陳 O 龍 透過評量再次知道自己哪裡還有不會的地方——對

Evaluate 的看法 

企四延 曹 O 誠 問卷數量是不是太多了——對 Evaluate 的看法 

*學生回饋原稿請見附件 3 

7.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執行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後，筆者有如下建議及省思： 

(1)未來如執行 5E 學習環的模式，應特別留意在 Engage 階段課程主要內容、 

目標與學生的前理解、過去經驗的連結，並務必產生差異及認知衝突，才能有效

提起學習動機，強化學習成效。 

(2)在 Explore 階段仍應有課本、講義或標準執行範本、動作作為示範，一來 

可避免學生天馬行空，使探索及討論聚焦，二來也有助大班、多組教學，使其探

討之內容更有交集，提升學習效率。 

(3)課程上有位曾 O 立同學，是位特殊教育生(身體半邊肢體有不協調的明顯狀 

況，學期初本校學習輔導中心曾為其召開 IEP 會議)，但該生對本門課十分有興趣，投

入甚多，從不缺席，不僅課程表現良好、動作確實、勤於練習，其個人也對學習結果表

示肯定。同組之銀髮長者許 O 誠在教師訪談時對該生表示十足的肯定。足見如能有階

段性的課程步驟(如 5E)，以及教師的引導(學—做—學)，在開放的態度及良好的實作氛

圍中，這類學生也能有良好的學習成效。 

    (4)學生賴 O 蓉對 Evaluate 的建議是「由各組拍攝影片，實際操作看看」，而本課程

亦要求學生拍攝失能延緩的指導短片作為主要成果。然而檢視學生的短片發現，或許是

期末時間不足，或許是學生不擅長以攝影來呈現重點，10支影片中，能提供各鄰里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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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關懷據點參考、運手者只有一、二。足見課程中如要求學生以影片為成果，仍應安排

時間進行課堂檢視，並要求修正重拍，才能使整個學習有更完善的 ending。 

    (5)課程中有一組同學拍攝的短片成效較優，其主題是「椅子坐立」。這組同學運用

112-1 學期本計畫本門課所學之內容，重視銀髮長者下肢肌力的運用，創意設計入里的

樂活活動「地毯遊戲」，從而於 112-2「銀髮樂活服務實作」課程，進入校鄰後埔里銀髮

關懷據點，服務當地銀髮長者。是本微學程課程成果連結運用的一次展示。 

      學生短片網址為：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SDXmxG7Lmjywhvbl3nNCT5bB12NSdEp/view 

學生入里活動網址為： 

https://youtu.be/xdAPg84I610?si=FvHj61Z1assi1w6x 

    (6)由於重視形成性評量及前、後測，因此本課程進行五點量表填寫及問卷的

次數相當多，但也有學生對此表達疑惑。未來如採 5E 的學習環模式，應就評量

次數再進行評估，並作適度的減少。 

    (7)學生在針對 5E 各階段學習心得之闡述時，常有誤解此教學法各階段用意

的情形，特別是 Evaluate，多誤以為是針對銀髮長者動健康的評量方式。此或與

本計畫在 5E 教學意義上的說明略有不足有關。日後執行相似教學法，應更注意

教學意義、各階段目的的揭露，使學生在完整概念下，才能更準確地評判學習成

效。 

    (8)本計畫主動申請並通過中正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對 58 位學生及 31 位銀髮

長者來說，能提供他們在計畫執行中的尊重感及安全感，別具意義(參見附件

4)。 

    (9)本校成立橘色產業服務微學程有年(2021-2024)，筆者於其中開設大部分課

程，搭配微學程其他教師，群策群力，想為未來銀髮族的健康樂活、學生銀髮創

業及服務職能的養成、本校在板橋區乃至新北市的大學社會責任角色上，貢獻微

薄心力。我們的努力已被看見，有幸於 2024 技職力 100「課程教學組」的 123

組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受到肯定，成功獲選(參見附件 5)。未來將持續培養更

多對銀髮產業、服務有興趣及理想之學子，為社會善盡大學責任。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SDXmxG7Lmjywhvbl3nNCT5bB12NSdEp/view
https://youtu.be/xdAPg84I610?si=FvHj61Z1assi1w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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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 (Appendix) 

(一)評量紀錄舉例 

 

 

學生分組失能延緩 3分鐘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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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作後課程反思 

 

三明治+5E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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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實況 

1 學→做        Engage到 Explore 

  

學生進行青銀溝通互動練習 於三重醫院進行失能延緩討論及演練 

 

2 做(第一次場域實踐)     Explain 

  

學生進行第一次體適能檢測引導 全班進行熱身動作 

 

3 學     Elaborate到 Evaluate 

  

學生於教室進行第一次實作後的檢討反思 學生分組進行創意失能延緩動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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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做→學       Explain到 Evaluate (第二次場域實踐→分組反思與自評) 

  

學生帶領銀髮族進行自己組別設計的方案 回教室後再次檢討、反思及修正方案 

 

5 教師觀察紀錄及銀髮族診斷紀錄 

  

教師課堂觀察紀錄 銀髮族體適能診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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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回饋舉例 

 

 

企三 B  高 O琪 

 

企三 C  曾 O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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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三 A  王 O森 

 

企三 C  包 O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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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四延  楊 O名 

 

企三 C  鄭 O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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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倫理證明 

 

研究倫理審查通過證明 

 

學生簽署知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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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職力 100 獲選 

 

本計畫主持人領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