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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介紹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找出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及長者活動中心會員的學習需

要、喜好及障礙。 
 
2. 整個研究包括：（１）一項問卷調查，共１８間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及 

５３間長者活動中心的２６５９名會員被訪；（２）五個聚焦小組討論及一個

深入面談，共２８名年齡介乎５５至６０歲的中心會員、服務使用者及義工參

與。問卷調查及聚焦小組討論的實地工作在２００１年５月及６月進行。 
 
3. 研究集中於長者所參與的有組織學習活動。所探討的範圍包括參與情

況、（由學習科目興趣及動機所反映的）學習需要、學習障礙、學習喜好及關

乎５５至６０歲會員的教育議題。 
 

II. 問卷調查結果 
 

A. 參與 
 
4. 來年想選讀課程的會員比例與過去的參與率相似。 
 

 約三成會員曾在２０００年９月至２００１年５月期間修讀至少一項
課程。 

 
 約三成會員表示他們會在２００１年６月開始的一年內修讀至少一項
課程，而另外７％的會員或許會參與。 

 
5. 不同性別、年齡及教育水平的會員在來年參與課程的可能性亦不同。 
 

 在相同年齡及教育水平組別內，女會員修讀課程的比率會是男會員的
１．６倍。 

 
 在相同性別及教育水平組別內，年輕（即５５至７４歲）會員修讀課
程的比率會是年長（即７５歲或以上）會員的２．６倍。 

 
 在相同性別及年齡組別內，有受教育（即至少幾年小學教育）的會員
修讀課程的比率會是沒有受教育的會員的２．５倍。. 

 

B. 科目興趣 
 
6. 就受歡迎程度（包括相對排序及回應者比例）而言，不同性別、年齡及

教育水平學習者所感興趣的科目的差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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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上，最受歡迎的５個科目為：「識字課程」（佔受訪會員會考慮
修讀的課程類別的１５％）、「電腦應用」（１５％）、「語言」

（１３％）、「健身活動」（１３％）及「音樂／曲藝」（１２

％）。 
 

 不同性別的學習者對「電腦應用」及「識字課程」的興趣有較明顥的
不同；前者佔為１５％（男）對１２％（女），而後者為８％（男）

對１７％（女）。 
 
7. 相對地少學習者對職業技能課程（１４％的學習者）或可獲正式學歷的

課程（１７％）有興趣。 
 

C. 動機 
 
8. 就相對重要性的排序而言，不同性別、年齡及教育水平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及原因的差別不大。 
 

 在問卷所列的１０個動機及原因當中，受訪的學習者平均對其中７個
表示認同。 

 
 整體上，頭５個動機及原因依次為：「擴展生活圈，結交新朋友」
（８７％的學習者）、「喜歡學習新事物和知識」及「找一些精神上

的寄託」（８０％）、「增進自己對社會的了解」（７８％）及「與

社會一齊進步，不想落伍」（７７％）。 
 
9. 若以回應者的認同比率而言，不同性別、年齡及教育水平學習者的動機

及原因的差別則較為顯著。 
 
10. 當考慮到年齡及教育水平，男女學習者在動機及原因方面的差別包括： 
 

 在相同年齡及教育水平組別內，女學習者認同「擴展生活圈，結交新
朋友」是他們其中一個學習動機及原因的比率會是男學習者的１．９

倍。 
 

 較年輕的女學習者認同「喜歡學習新事物和知識」的比率會是較年輕
的男學習者的１．５倍。 

 
 沒受教育的女學習者認同「應付日常生活需要或所遇到的問題」的比
率會是沒受教育的男學習者的４．０倍。 

 
11. 當考慮到性別及教育水平，較年輕及較年長學習者在動機及原因方面的

差別包括： 
 



 

 3 

 在相同性別及教育水平組別內，較年輕的學習者認同「擴展生活圈，
結交新朋友」是他們其中一個學習動機及原因的比率會是較年長的學

習者的１．５倍。 
 

 在相同教育水平組別內，較年輕的女學習者認同「喜歡學習新事物和
知識」的比率會是較年長的女學習者的１．９倍。 

 
 在相同教育水平組別內，較年輕的學習者認同「增進自己對社會的了
解」的比率會是較年長的學習者的１．７倍。 

 
 較年輕的學習者認同「與社會一齊進步，不想落伍」的比率會是較年
長的學習者的１．６倍。 

 
12. 當考慮到性別及年齡，沒有受教育及有受教育的學習者在動機及原因方

面的差別包括： 
 

 在相同性別及年齡組別內，有受教育的學習者認同「擴展生活圈，結
交新朋友」或「喜歡學習新事物和知識」是他們其中一個學習動機及

原因的比率會是沒有受教育的學習者的１．７倍。 
 

 在相同年齡組別內，有受教育的學習者認同「增進自己對社會的了
解」的比率會是沒有受教育的學習者的１．７倍。 

 
 另一方面，沒有受教育的女學習者認同「應付日常生活需要或所遇到
的問題」的比率會是有受教育的女學習者的１．５倍。 

 

D. 障礙 
 
13. 就相對重要性的排序而言，不同性別、年齡及教育水平的非學習者不修

讀課程的原因的差別不大。 
 

 在問卷所列的１２個原因當中，受訪的非學習者平均對其中５個表示
認同。 

 
 整體上，頭５個原因依次為：「太老了，學不來」（７６％的非學習
者）、「不是讀書材料，學不來」（６４％）、「健康有問題、身體

有殘缺或沒有精力」（６２％）、「沒有想學或要學的東西」（５８

％）及「不喜歡學習」（４７％）。 
 
14. 若以回應者的認同比率而言，不同性別、年齡及教育水平的非學習者不

修讀課程的原因的差別則較為顯著。 
 
15. 當考慮到年齡及教育水平，頭５個不學習的原因當中，就男女非學習者

而言，只有在認同「沒有想學或要學的東西」的比率上有顯著差別。至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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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５位外而又較重要的原因當中，認同「要工作或做家務，沒有時間」及「有

其他消閒活動，沒有時間」的比率亦有較顯著的差別。 
 

 在相同教育水平組別內，男非學習者認同「沒有想學或要學的東西」
是他們其中一個不學習原因的比率會是女非學習者的１．６倍。 

 
 較年輕的女非學習者認同「要工作或做家務，沒有時間」的比率會是
較年輕的男非學習者的３．０倍。就較年長的非學習者而言，女的認

同比率會是男的１．７倍。 
 

 另一方面，在相同年齡組別內，男非學習者認同「有其他消閒活動，
沒有時間」的比率會是女非學習者的１．４倍。 

 
16. 當考慮到性別及教育水平，較年輕及較年長的非學習者在不學習原因方

面的差別包括： 
 

 在相同教育水平組別內，較年長的非學習者認同「太老了，學不來」
是他們其中一個不學習原因的比率會是較年輕的非學習者的２．９

倍。 
 

 較年長的非學習者認同「健康有問題、身體有殘缺或沒有精力」的比
率會是較年輕的非學習者的１．９倍。 

 
 在相同教育水平組別內，較年長的非學習者認同「不喜歡學習」的比
率會是較年輕的非學習者的１．４倍。 

 
 另一方面，較年輕的男非學習者認同「要工作或做家務，沒有時間」
的比率會是較年長的男非學習者的１．５倍。而較年輕的女非學習者

的認同比率會是較年長的女非學習者的２．７倍。 
 

 在相同性別組別內，較年輕的非學習者認同「有其他消閒活動，沒有
時間」的比率會是較年長的非學習者的１．５倍。 

 
17. 當考慮到性別及年齡，沒有受教育及有受教育的非學習者在不學習原因

方面的差別包括： 
 

 在相同年齡組別內，沒有受教育的非學習者認同「太老了，學不來」
是他們其中一個不學習原因的比率會是有受教育的非學習者的２．０

倍。 
 

 沒有受教育的非學習者認同「不是讀書材料，學不來」的比率會是有
受教育的非學習者的２．８倍。 

 
 在相同性別組別內，沒有受教育的非學習者認同「沒有想學或要學的
東西」的比率會是有受教育的非學習者的１．３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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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同年齡組別內，沒有受教育的非學習者認同「不喜歡學習」的比
率會是有受教育的非學習者的２．０倍。 

 

E. 喜好 
 
18. 學習者對學習模式及課程提供者有一面倒的喜好。但他們對上課時間、

收生是否需有年齡限制及所願意付出的最高金額方面，意見則較為多元化。 
 

 他們偏愛「課堂授課及練習」（８０％的學習者）及「長者綜合服務
中心／長者活動中心所提供的課程」（９６％）。 

 
 他們亦較偏愛「週日早上」（６１％）或「週日下午」上課。 

 
 對於收生的年 限制，３７％的學習者希望「只限長者」，２９％希

望「不限年 」，而３５％則「沒所謂」。 
 

 ４１％的學習者願意付出「５０元或以下」作學費及雜費，另外３９
％則願付出最多２００元。 

 

III. 聚焦小組討論結果 
 
19. 聚焦小組討論的參與者包括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及長者活動中心的會員、

義工和服務使用者，年齡介乎５５至６０歲。他們大部份報讀他們所屬中心所

提供的課程。他們在討論中所述的經驗及看法與問卷調查的沒有大分別。現簡

單撮要如下。 
 

A. 比較過去及現在的學習心態 
 
20. 參與討論者年輕時學習的理由主要是以事業為主的。現在學習的原因則

較多元化，通常包括個人發展、認知興趣及接觸社會等。 
 
21. 由於沒有了一定要學習及成功的壓力，那些從前不喜歡讀書的參與討論

者現在也會享受學習及修讀更多課程。現在，學習對他們來說是一項自願參與

的活動。 
 

B. 教育作為準備晚年生活的一個途徑 
 
22. 許多參與討論者並未清楚想到教育能在他們晚年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事

實上，他們大部份亦未有想到他們晚年的生活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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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因此，他們多數沒有一個教育或其他方面的計劃，以應付他們晚年會遇

到的問題。 
 

C. 決定修讀甚麼課程 
 
24. 很多時，課程內容並不是參與討論者選擇課程時最主要考慮的因素。修

讀課程的方便程度及朋友的影響等都是重要因素。 
 
25. 所修讀的課程亦未必是參與討論者特別感興趣的。有時在修讀有興趣的

課程前，需先選讀另一些課程以補自己的不足。例如，讀電腦課程前先選修識

字課程。 
 

D. 決定在甚麼地方修讀課程 
 
26. 參與討論者都會局限於他們所屬的長者中心。他們較偏愛長者中心是因

為地點方便、時間合適、學費便宜及他們亦較熟識中心的人和地。 
 

E. 如何學習 
 
27. 參與討論者喜歡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按自己的步伐學習。 
 
28. 他們較喜歡與同年紀的人一齊學習。因為同學們會較易溝通，而導師在

教學上亦較易因應他們的進展作出適當的調節。 
 

F. 修讀課程的憂慮 
 
29. 參與討論者擔心他們身體健康及經濟環境會對他們學習構成障礙。 
 
30. 其中有參與討論者覺得他們的記憶力已開始衰退。他們擔心此會對他們

修讀課程及有效地學習有不良影響。 
 
31. 由於退休後收入有限，參與討論者覺得難以負擔所有他們有興趣報讀的

課程。對他們來說，修讀課程的費用包括學費、交通費及其他相關雜費。 
 

G. 不報讀課程的原因 
 
32. 三個不會報讀課程的參與討論者各有不同原因。一個正在找尋工作，除

非課程有助找工，否則沒有時間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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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個表示雖然他有很多興趣，但因為覺得沒有迫切性及沒有特別目的，

所以沒有報讀任何課程。 
 
34. 另一個因為剛退休，希望現在多些休息，遲些才考慮學習。 
 

IV. 結論 
 
35. 就學習需要、喜好及障礙而言，研究結果與我們對長者的普遍印象及預

期相符。但在將結果一般化至整個老年人口時，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由於不回

應率頗高，問卷調查的回應者很可能是那些長者中心的活躍會員，而他們與較

不活躍的會員及非會員的長者可能在某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雖然如此，本研

究的結果不單對我們了解長者中心會員學習傾向很有價值，亦對了解老年人口

的學習傾向有幫助。以下幾節列出了從研究結果所引申的一些結論。 
 

A. 學習者 
 
貧與富者距離增加 
 
36. 一般而言，男性、較年長及沒有受過教育的會員佔非學習者數目是不按

比例的多。通常較年長的及沒有受過教育的長者在應付生命中的挑戰及享受豐

滿人生方面的能力是較低的。因此，不鼓勵非學習者參與學習－例如只顧服務

現有的學習者－的後果很可能是增加貧者與富者之間的差距。 
 

B. 學習需要 
 
學習者的需要是眾多而又多元化的，智力上、體能上、精神上及心理上的滿足同

樣重要 
 
37. 各受訪學習者所引述的多個學習動機及原因顯示會員想透過學習來滿足

他們眾多的需要。不同種類的動機及原因亦反映他們多元化的需要。 
 
38. 應付日常生活的技能並不是學習者唯一的學習需要。對健康、社交關

係、個人發展、逃避及新刺激，以及認知方面的渴求亦不能忽視。這些需要反

映學習者看重他們智力上、體能上、精神上及心理上的滿足。 
 
39. 另外，學習者人口特性與一些學習動機及原因的顯著關連顯示不同性

別、不同年齡及不同教育水平的會員着重不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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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老年人士未有為此人生轉變作準備 
 
40. 很多將近老年人士（５５至６０歲）未有為自己晚年打算是很值得關注

的。此事實可能表示他們未有察覺或感到有需要預備一個計劃以應付這個人生

轉接期。 
 
41. 在沒有認定這些需要的情況下，他們的學習較少會滿足此類需要，而他

們亦少了學習的動機。在報讀課程時，他們會少些選擇較嚴肅或難度較高的課

程。 
 

C. 學習障礙 
 
非學習者對衰老的訛誤 
 
42. 雖然科學證據顯示並非如此，很多長者仍然認為「老人家沒能力學

習」。由於對本身智力或精神能力缺乏信心，很多非學習者因此不修讀課程。

他們覺得他們「太老了，學不來」或「不是讀書材料，學不來」，又或他們的

「健康問題」令他們不能學習。 
 
43. 而很多非學習者普遍缺乏興趣或衝動學習亦反映出另一個訛誤：「老人

家沒有需要學習」。此情況可能是由於他們不清楚他們未來的需要、他們對自

己的期望偏低或他們看不見學習對他們的需要有何關連。 
 
制度／機構及資訊方面的障礙看似不重要 
 
44. 相對其他障礙而言，非學習者似乎覺得遇到較少有關制度／機構及資訊

方面的障礙。一個簡單的解釋是這些障礙不是很嚴重。理由是他們全部都是長

者中心會員，而長者中心則是長者教育的最大提供者。 
 
45. 另一解釋是：如果個性及環境原因已令一個會員不修讀課程，他自然會

有較少機會留意到制度／機構及資訊方面的限制。 
 

D. 學習喜好 
 
長者中心作為一個受歡迎的學習地方 
 
46. 很多長者將長者中心看作他們活動的中心。因此，制度／機構及資訊方

面的障礙未別會嚴重到妨礙他們修讀中心所提供的有組織學習活動。鄰近居

所、日間課程、低學費、熟悉的人和環境都是長者中心能夠吸引長者學習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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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另外，在長者中心與同是長者的同學學習有助彼此溝通。而提供的課程

以長者為對象，再配合照顧長者的知識及經驗，長者中心更能提供足夠支援去

幫助長者成功學習。 
 
學習者仍偏愛傳統的教授方法 
 
48. 課堂學習仍是學習者的偏愛；獨立學習仍不被普遍接受。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是學習者覺得導師的即時回應對他們學習成功與否是重要的。另外，由於

獨立學習欠缺社交接觸及交流，亦令團體較有吸引力。 
 
很少學習者徧愛職業技能訓練及正規學術課程 
 
49. 會員通常是退休人士或家庭主婦。他們多不願意在壓力下學習，又或只

有興趣以消閒為學習目的。因此，雖然學多一技之長或拿取學歷有一定吸引

力，很多會員不會有急需或不會有意志去完成一個嚴厲的課程。 
 

V. 建議 
 
資助及資源分配的覆蓋面要全面 
 
50. 資助不應只集中提供服務給熱心的學習者。資源亦應投放於鼓勵及幫助

現在的非學者去嘗試學習。 
 
51. 未來的研究應嚴謹地探討如何激起將近老年人士在晚年學習的興趣，及

如何如此重要的人生轉接期為他們提供早期介入。 
 
教育工作者應對教育長者有更多知識 
 
52. 教育長者與教育學童或成年人並不一樣，需要有專業知識。因此，應該

為有志於長者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及課程策劃者提供有關利用理論及實踐去教育

長者的訓練。 
 
幫助長者明白自己的學習需要及風格 
 
53. 不了解自己需要的人會有較少動機去學習。因此，應透過有系統的分

析，幫助他們了解自己的學習需要及風格，為他們設計一個符合他們需要的學

習計劃。就課程內容、學習環境及教授方法而言，應讓他們接觸多樣化及創新

的可能性。 
 
有需要定期作需要評估及課程更新 
 
54. 多種多樣的會員需要多元化的內容及多樣化的學習環境和教授方法。因

此，課程策劃者及開發者應準備定期進行需要評估及課程更新，以便監察及應

付顧客不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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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讓顧客參與課程開發 
 
55. 在課程開發的過程中，應讓顧客積極參與。那麼樣才能令開發者更好掌

握顧客的需要及喜好，從而消除顧客可能遇到的制度／機構障礙，及幫助顧客

更了解自己的學習需要及風格，更能體會課程的相關性。 
 
56. 其中一個方法可以是將顧客當成課程開發的合作伙伴，如招募及訓練顧

客作市場研究員。此種形式對參與的長者來說是一種教育，而參與的長者對其

他的長者來說，則是「老人家也能學習」的一個活生生的和令人信服的例證。

在長者進行市場研究時進行的面談訪問當中，他們將與他們的被訪者建立信賴

關係和分享經驗，幫助糾正有疑惑者－尤其是非學習者－對衰老的一些訛誤。 
 
長者中心作為學習的焦點地方 
 
57. 長者中心應成為長者學習的焦點地方。長者中心已是長者教育的最大提

供者。較少的制度障礙、對照顧長者的專業知識及與長者所建立的信賴關係令

長者中心較其他教育機構更容易向他們的會員，以及其他的長者，推廣及促進

學習。 
 
58. 因此，長者中心應利用他們的優勢，與其他教育機構結成聯盟，提供更

多元化的課程給顧客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