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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老年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正在快速增加。前人研究顯示，積極的生

活方式有助於健康老化，透過第三齡學習有助於提供積極生活的能動性(agency)。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豐富的臺灣自然史相關物件蒐藏為教育活動規劃的基礎，近

年配合教育部國民教育課綱推行，對國小到高中學生規劃基於物件的探究學習活動

成果豐碩。雖然已累積多項為樂齡學習機構來館時服務的教學活動教案，但對於第

三齡學習期成人在學習活動中如何連結自然物標本與學習、標本在學習過程中的知

識論功能等提供教學模組發展的基本瞭解仍待累積。

　　為探討物件在第三齡學習期成人進行學習時的功能，本研究以參與式觀察進行

研究。觀察富裕鄉鎮鬧區國小辦理的成人閱讀班70-80歲學員16名，在結合閱讀與

標本探索的活動中，學員對標本產生的回應。觀察資料經由社會認同理論和個人先

前科學與科技覺察(PAST)歸納分析，獲得第三齡學習者對自然物標本接觸的回應模

式，並提出對第三齡學習者進行標本探索活動引導之建議。

關鍵詞：終身學習、第三齡學習、物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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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因應老年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快速增加，各國都積極研擬政策應對。臺灣

在1980年公布實行《老人福利法》，各地方政府及社會教育機構開始規劃老人休閒

及學習活動；2002年頒行的《終身學習法》倡議為經濟弱勢的老人提供教育資源，

在2014年修訂時，敘明社會教育機構、文化教育機構和機關團體為終身學習的實施

機構(李新鄉和胡小玫，2020)。教育部所屬的科學館所此時開始投入樂齡學習的行

列，提供樂齡學習機構來館參訪專屬活動。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豐富的臺灣自然

史相關物件蒐藏為教育活動規劃的基礎，近年配合教育部國民教育課綱推行，對國

小到高中學生規劃基於物件的探究學習活動成果豐碩。雖然已累積多項從探究學習

活動轉變為樂齡學習機構來館時服務的教學活動教案，但對於老人在學習活動中如

何連結自然物標本與學習、標本在學習過程中的功能等提供教學模組發展的基本瞭

解仍待累積。本研究旨在以參與式觀察，探討生物標本在老人學習活動中的功能、

引發的回應，藉以了解老人進行基於標本的探索活動時與兒童及青少年的回應異

同，作為後續教學模組調整與研發的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第三齡學習(The third age learning)
　　前人研究顯示，積極的生活方式有助於健康老化，透過第三齡學習有助於提供

積極生活的能動性(agency)。參考蔡承家(2010)及邱淑芬(2021)對老人教育相關的回

顧，過去對老人的界定以55歲以上的退休者，但近年受到醫療進步及健康保險制度

的影響，國人平均壽命接近80歲，在55-80歲間的行動能力、意願、智能有大幅差

異，難以年齡做區分。參考Lasette (1996)提出的人生學習齡期概念，以學習在齡期

的功能區分為四個齡期：第一齡期，學習是為了兒童時期建立自立能力及早年社會

化，也較依賴他人；第二齡期，學習是具成熟的成人特質者追求個人事業、成立家

庭並對他人負責的重要工具；第三齡期，學習是完全自主進行的自我滿足；第四齡

期，隨著身心能力衰退，學習是面對最後的依賴、老朽和死亡之途徑。本文以第三

齡學習取代過去對老年成人慣用的白髮族、銀髮族、長青學習者等字眼。

二、過去科學與科技覺察(Personal awa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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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lmayer與Gilbert (2002)由科學中心的觀眾從操作展品獲致之學習，發現個

人過去對科學或科技的覺察，影響是否能自操作展品時獲得相關科學概念。例如生

活中經常使用電腦進行查詢，看到展品的螢幕會認為是電腦、主動尋找可以移動游

標或選項的操作介面，觀看畫面變化或說明；罕有使用電腦經驗者，看到螢幕會將

之視為播映器，等候畫面自行播放。研究對象多為民國30-40年出生者，電視出現在

其青年期、電腦約50歲以後成為常見，手機在大約60歲開始普及，智慧型手機大約

在70歲進入其生活。第三齡者過去對科學與科技的覺察，也就是對科技用品的熟悉

程度，將對他們把看到的現象與過去科技相關的經驗做成何種連結、產生怎樣的意

義詮釋產生影響。

三、社會認同理論

　　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各自的社會角色，每種社會角色都包含一串這個角色合

宜行為的清單。而這些合宜行為的認定，經常是種社會成員間默會的認定。也包

含著自我期望、社會比較等(Augoustinos & Walker, 1995)。年齡也是種社會角色分

類，這個類群在社會刻版印象中相對於其他年齡群者較無法接受新事物、不愛學

習、固執…等(Róin, Skaalum & Ása Róin2021; van Kampen, van den Berg, Brouwer, & 
Keijzer, 2023)。這可能也是不同年齡群互動時，高齡者為了維護自尊、提高在互動

中的自我地位而採取的回應。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彰化縣某富裕鎮區在主要街區國小在2023年開設的成人閱讀班70-84歲(民國44
至民國30年出生)學員16名，皆為能自理生活、口語溝通能力健全之高齡女性，學

歷為國中或國小，生涯中較少需要長篇文字閱讀。居住區域都在步行2公里以內，

半數能自行騎機車往返家與學校，有些學員能步行往返，僅4名學員需仰賴家人接

送。閱讀班藉由閱讀短文增加字彙認寫、使用能力。

二、教案介紹

　　以本館「鯊魚游進教室裡」教學模組，選擇繪本導讀、鯊魚浸液標本探索、鯊

魚牙口乾製標本探索及布製鯊魚構造教具共4個模組進行。導讀的繪本為《想要大

受歡迎的鯊魚》，活動以導讀為主軸：其他魚群覺得鯊魚可怕的繪本情節，連結到

尖銳的牙齒，進行觀察鯊魚牙口標本、描述牙齒的形狀和排列、推論鯊魚怎麼進

食；鯊魚被邀請到日本料理店幫忙磨蘿蔔泥的繪本情節，對應到鯊魚體表的觸摸並

觀察鯊魚浸液標本。最後以鯊魚教具介紹鯊魚的生理及為何需要保育。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採參與式觀察，研究者以教師助理的身分，在教學過程中以遞送標本、協

助學員觀察標本，對每個學員小組(4-5人)以3分鐘為單位輪流參與各小組對標本的

觀察和討論，以現場筆記摘記學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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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後根據現場筆記，就學員對標本或教具出現時的回應，從個人先前科學或

科技覺察理論及社會心理學的社會認同理論，分析物件在當時情境的知識論功能、

學員回應的類型及學員回應內容與學習連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學員對自然物標本的回應

　　參與本次活動的第三齡期學員(民國25-35年出生)，母語為臺灣臺語。習慣以

「剾洗」(挖苦)的話語型態，表達交談者間的親暱感。研究者與他們同性別、能用

臺語溝通、看起來比他們年輕很多，學員們想表達親和；但他們對研究者不了解、

上課的老師對待研究者的態度很客氣，似乎不適合從研究者的生理特徵、語音腔

調、做事程序來「剾洗」。在這樣的情境下，進行「挖苦」的素材就由人轉移到現

場的標本。

(一) 貶低標本的稀有、珍貴或新奇性

　　　　現場的鯊魚浸液標本身長70公分，一條是錘頭鯊、一條是白眼鮫。學

員審度外型之後首先是『這我看過啦！…』『倚早佇菜市定定嘛看到…』

『魚攤有時候會有，[某熟人]會買來做處理…』

(二) 對標本的形容或評論

　　　　通常學員會先講出他看到標本的評論：『哎喲，看起來怎會這麼趣

味!』『怎麼會這麼古錐』『怎麼這麼醜~』。然後再描述標本的甚麼特徵

讓他產生這樣的評論：『…鼻尖平成這樣，還拉這麼寬!』『…眼睛長哪，

佇兩邊，哈哈哈！』『…伊鰭生得跟普通魚仔不一樣…』『這翹嘴像一直

在生氣…』

(三) 提出與標本物種關聯性的問題

　　　　比較常被提到的關聯是以前比較常看到、現在比較少；以前魚攤看到

的體型也比現場的標本大。有些學員討論以前看到鯊魚的季節有沒有限定

在特定的季節。另有些學員彼此討論在當地的海邊會不會有鯊魚、現場的

這種（錘頭鯊）。

(四) 過去經驗連結

　　　　學員提到的經驗連結多與自己實際的操作經驗有關，例如『我記得這

種皮沒辦法用普通菜刀切開』『如果要自己煮(鯊魚)很難，以前外省仔有

的會用湯匙把肉刮下來做魚丸』

二、學員對標本前導文本的回應

(一) 學員對圖像的回應需要較多引導

　　　　學員習慣於等候講解、老師下指令他們才動作。呈現繪本圖片時，需

要引導他們注意其中的角色情緒或構圖要呈現的情節。

(二) 學員主動對文字故事情節的片段採取社會化的評論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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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對繪本情節容易從擬人化的角度表達感受。第三齡期學員則從實際上可能/不
可能、會/不會出現這種狀況的角度先釐清。

三、學員對與標本關聯的生理或保育概念的回應

(一) 學員以過去處理或接觸其他水生動物的生活經驗，尋求自己的了解是否符

合教師藉由教具之說明。

(二) 學員以個人實踐的可能性，以評論的形式表達雖然贊成進行保育，但有些

行動自己不具有實踐的可能。

(三) 學員會主動以口語尋求同儕對自己回應的認可。

四、討論

(一) 第三齡學員對標本的貶損回應具有維護自尊(展現自己有見識)、抬高自身

與教學者互動時的地位，或是表達親暱互動的社會心理學功能。

(二) 自然物標本挑起的社會文化張力：呈現在面前的死亡。有三位學員分

別在觀看鯊魚浸液標本時，比較激動(看起來像是積極參與活動)地
追問這是真的或假的，第三位這樣追問時，旁邊另一位學員聽得不

耐煩直接蠻大聲地講說『這就是死掉的啦，就死了以後泡在酒精裡

的，老師剛才說過是標本…』。研究者回應第一位、第二位學員反

覆提問鯊魚標本的真假時，都以為他們想要辨別鯊魚是自然物或者

是人造物，所以回答這都是真的鯊魚，在死掉以後用酒精泡起來做

成標本。當地三位學員被同伴回駁時，研究者才明白原來他們在意

的一直都是「死的、活的」。三位學員得知鯊魚是「死的」之後明顯

出現不開心的表情，並且離開群體、回到各自的座位，專注在先前

老師從繪本標示的生詞、生字，自己在座位上寫功課、沒有表情。 
在這個情境中，學員似乎猝不及防的被提醒「死亡」。受限於活動進行，

及與學員的關係未達可以詢問情緒的感受等問題。但後續的學習活動引

導，確實需要探討類似的情境如何轉移學員的情緒投射並且回歸標本探

索。

(三) 進行第三齡標本探索教學目標與教學模組調整的省思。

　　　　通常博物館的標本探索活動對國小到高中學生或是第二齡期觀眾的

教學目標是喚起過去學習經驗、理解眼前觀察焦點、現象間的因果關係，

藉以傳達科學概念，如前文圖1左所示。本次對第三齡期學員進行的活

動，發現多數學員觀察標本被喚起的經驗如圖一右，與目標科學概念僅有

弱連結，較多是連結到非關學科或保育概念的想法。

　　　　第二齡期的學員體驗「鯊魚游到教室裡」對不同標本的觀察經驗，無

論是型態與功能或是型態與生理，都連結到與保育相關的概念，能強化他

們對鯊魚這個物種需要保育的認同。這個齡期的學習目標以追求個人事

業、成立家庭並對他人負責的能力養成，活動設計滿足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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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齡期學員的學習目標是完全自主進行的自我滿足。他們樂在討論

鯊魚奇怪的外型、觀看同一口牙齒不同的形狀和大小，透過觀察標本連結

到過去某段生涯的記憶與喜樂。保護物種、友善地球不被當作他們的責

任，教學者如果太執著在要把規畫好的知識、教學內容都講完，反而破壞

學習活動的氣氛，讓學員產生『講生物啦、環境啦，要保護的人都好急、

不聽人家講話…有趣味的捨不得讓我多看一下』的負面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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