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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數位生活．樂齡學習」簡介 
壹、 前言 

根據 2012 年經建會人口統計資料1，臺灣於 1993 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

人口比率超過 7%，成為高齡化社會2（aging society），並推估 2018 年將超過 14%，

成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2025 年更將超過 20%，而成為「超高齡社會」

（super-aged society）。其中，65 歲以上人口數大幅增加，2060 年約為 2011 年之

3 倍；另外，80 歲以上高齡人口占老年人口(65 歲以上)比率亦由 2011 年之 25.4%，

增加為 2060 年之 41.4%，面對老齡人口的快速增加，以及對未來社會結構的衝擊

及影響，都將成為政府未來施政的重大挑戰，為迎接此社會人口結構之重大變化，

政府相關部門，莫不積極未雨綢繆，研擬因應之道。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研考會）長期關注中高齡數位

應用發展的情況，致力推動優質數位機會環境，讓中高齡民眾應用資通訊科技融

入資訊社會，提升生活品質，減少因資訊科技的發展所產生的世代隔閡。因此，

行政院研考會規劃利用最新資訊與通訊科技產品，推動「數位生活．樂齡學習」

活動，提供樂齡族群學習及應用平板電腦，協助其融入資訊社會，並藉著試辦計

畫，尋求可行之永續發展、經營模式，以營造符合時代潮流的「高齡友善」資訊

社會環境。 

貳、 推動背景 

依據行政院研考會 101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落差)調查」結果顯示，國內

網路使用者仍以 50 歲以下世代居多(12-40 歲民眾逾 98%曾上網、40-49 歲民眾

84.2%曾上網)，50-59 歲民眾只有不到半數曾上網(49.3%)，60-64 歲上網率降至

28.0%，65 歲以上民眾上網率再降為 10.6%。相較於日本 65 歲以上民眾近 60%曾

上網、美國 65 歲以上民眾逾 40%曾上網(圖 1)，顯示我國資深公民的數位應用問

題值得關注。 

 

圖 1 我國與日本、美國高齡人口上網率比較 

                                                      
1經建會「中華民國 2012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報告 
2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65 歲以上人口(老年人)占所有人口 7%以上稱為「高齡

化社會」(ageing/aging society)；到達 14%時稱為「高齡社會」 (aged society)，而當老年人口占

所有人口 20%以上時便稱為「超高齡化社會」(super-ag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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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鑑於過去幾年推動民眾免費上網教育訓練的經驗，對於資深公民

而言，傳統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的學習門檻較高，尤其是鍵盤、滑鼠使

用不易上手，英文及中文輸入更是不易跨越的門檻。但隨著觸控螢幕科技興

起，電腦及網路操作介面親和性及便利性獲得大幅提升後，資深公民上網情

形獲得穩定增加，尤其 40 歲以上中高齡網路族，持有平板電腦比率超越年輕

族群，更是過往臺灣數位科技發展相當少見的現象。 

圖 2  資訊環境及設備的變化情形 

據此，行政院研考會於去（101）年特別辦理「應用可攜式行動設備縮減

資深公民數位落差服務試辦」，邀請沒有使用過電腦及網路之 60 歲以上資深

公民參與平板電腦學習，即規劃利用可攜式資訊應用載具較親切的操作介

面，使用直覺式的觸控及語音辨識，來改善傳統使用電腦必須藉由鍵盤、滑

鼠的操作模式。 

試辦結果顯示，整體使用滿意度達 97.9%(含課程內容、教材設計、可攜

式設備、講師教學態度、速度及講解能力等)。另外，96.3%學員自認學會平

板電腦讓生活變得比較充實開心，90.3%因為嘗試新事物而感覺滿足，71.0%

因為學習平板電腦受到家人或同齡朋友肯定，不論是從參與學員對課程的滿

意度、持續應用平板電腦情形、或是課後自行購買平板電腦的比率來看，皆

顯示透過可攜式行動設備降低資深公民學習門檻，具有創造數位機會極大的

政策潛力。為進一步更深入暸解可攜式資訊設備對於高齡民眾進入資訊社會

的影響，試辦資深公民「數位生活．樂齡學習」課程，以評估資深公民應用

平板電腦融入資訊社會之群聚教學及同儕學習效益，及對於兒女及祖孫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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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子互動、家庭聯繫效果及影響，做為後續擴散之基礎。 

參、 計畫內容 

本計畫將利用平板電腦縮短電子化政府應用服務與資深公民間的距離，以及

結合 NGO/NPO 培植在地平板電腦應用服務之種子教師，作為逐步在社區紮根及擴

展的途逕，並落實公平參與數位機會，提供中高樂齡族群接觸及融入資訊社會的

途徑。 

在試辦單位選定方面，優先以數位應用發展較緩慢的地區作為試辦對象，依

行政院研考會 101 年數位機會調查顯示，嘉義縣個人曾經使用網路 63.1%，與全國

平均 73%存在近 10%落差；50 歲以上曾經使用網路 18.9%，與全國平均 32%則存

在高達 13.1%落差。另外，嘉義縣 50 歲以上民眾佔人口數比例為 37%，顯示嘉義

縣不論個人或 50 歲以上民眾網路使用情形，都值得加強關注。因此，本課程結合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鄉鎮公共圖書館及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以下簡稱 NGO/NPO)為

試辦單位，公開徵選 50 歲以上資深公民參與平板電腦學習，規劃至少辦理 20 班

200 位資深公民參與為期 6 週平板電腦學習，藉此觀察評估資深公民學習平板電腦

的歷程、使用模式、學習障礙及可能誘發學習之動機，並評估可攜式行動設備直

覺式操作方式，在縮短資深公民學習速度及持續應用之效益。 

透過平板電腦學習過程之密集互動與分享，研析提升資深公民資訊素養，協

助其融入資訊社會，及深化資深公民接觸資訊社會的數位機會效益，並探討可攜

式行動設備 App、結合在地服務(LBS）等應用，評估此模式對豐富資深公民生活、

增進參與公共事務及體驗資訊社會帶來的方便與樂趣之影響。 

另為持續提供在地資深公民平板電腦學習服務，尋求可行之永續發展、經營

模式，將利用此一試辦計畫結合 NGO/NPO 培植平板電腦應用服務之在地種子教

師，以資深公民教導資深公民之同儕教學方式，作為逐步在社區紮根及擴展的途

徑，以及政府普及資訊服務，深耕數位關懷之在地推動力量。 

肆、 辦理情形說明 

本計畫遴選 10 個正式試辦單位（圖書館及 NGO/NPO 各 5 個），以推動意願、

自籌資源、持續營運自我評估、教學環境、對資深公民資訊近用及素養之瞭解程

度及協助推廣行銷等指標進行調查及遴選。 

以學前問卷，瞭解報名之資深公民身體機能、家戶資訊環境、資訊素養及概

念，評估安排學員上課班次，計畫徵選 200 位 50 歲以上資深公民參與平板電腦寓

教於樂的教學課程，並從其中篩選 25 位進行種子教師培訓。 

課程設計以平板電腦使用操作、與家人朋友互動的通訊應用及常用 App 為主

要內容，以「寓教於樂」方式，引導資深公民從娛樂、生活中學習使用平板電腦。

課程期間，平板電腦可提供學員免費借用帶回家，並於課程結束後歸還。將於課

程期間及課程結束，進行相關研究調查作業，藉以瞭解平板電腦對資深公民融入

資訊社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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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數位生活．樂齡學習」課程設計及規劃 

伍、 結語 

期望「數位生活‧樂齡學習」之試辦推動，可改善高齡化社會所帶來數位落

差問題，這也是行政院研考會因應社會人口結構逐漸朝高齡移動，在預期出現「銀

髮趨勢」不可逆的情況下，具體營造「高齡友善」社會環境的一項前瞻創新作為。 

利用平板電腦能否翻轉現有學習上網模式，及帶動資深公民學習上網風潮，

仍有待試辦、追蹤及時間驗證，對於高齡社會來臨的影響，也有待長期觀察。課

程內容設計上雖力求與實際生活結合，並以活潑、寓教於樂的方式進行課程上課，

但是否符合資深公民興趣及需要亦待考驗。能否培植具教學熱忱且數量足夠的在

地平板電腦應用服務之種子教師，將影響逐步在社區紮根及擴展速度。本計畫屬

於點燈性質的試辦計畫，如要擴大成效，仍有賴地方政府挹注資源，結合鄉鎮圖

書館作整體規劃辦理，才能將效益從點擴散至線及面。 

面對高齡社會可能帶來的衝擊，是未來政府施政的無可避免的挑戰，行政院

研考會率先結合最新的資訊通訊科技產品，推動「數位生活‧樂齡學習」，除期盼

改善高齡化社會所帶來數位落差問題，亦希望能透過此試辦計畫，能讓樂齡族群

日常生活中有所衷（興趣、嗜好）、有所用（參與資訊社會活動）、有所長（終身

學習成長），也為資深公民開啟一扇明亮之門，迎接多采的樂齡生活風貌，使其成

為高齡化社會中穩定且快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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