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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團隊基本資料 

1. 計畫團隊成員姓名、單位職稱 

 

2. 此學期(105-2)開設之課程簡表 

課程名稱 授課老

師 

課程內容 

老化失智

之人文社

會關懷 

許樹珍

教授 

探索老化、專業關照與發現相關議題並思考創新的解決

方案，著重學生在日常生活經驗與醫療照護場景，觀看

與省思自身與親人、長者之間的關係、互動現象。 

心理學：從

認知發展

到高齡認

知 

張立鴻 

助理教

授 

以心理學與心智科學的角度來探討生命歷程，並將知識

應用於認知發展與老化的議題上。同學將建立基礎的相

關知識與架構，進而了解心智活動在發展中的神經與生

理機制、習得老化對於人腦可能產生的結構與功能上的

影響、與增強對周圍長者認知老化過程的覺察能力。 

成員類型 姓名 單位/職稱 

計畫主持人 高閬仙 國立陽明大學 副校長 

協同主持人 王文方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 教授兼所長 

協同主持人 傅大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教授 

協同主持人 陳亮恭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教授 

協同主持人 郭文瑞 國立陽明大學經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 嚴如玉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 助理教授 

協同主持人 張立鴻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專案教學人員 林映彤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 助理教授 

計畫核心教師 許樹珍 國立陽明大學社區健康照護研究所 教授 

計畫核心教師 蔡美文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副教授

兼系主任 

計畫核心教師 李雪楨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副教授 

計畫核心教師 宋文旭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副教授 

計畫核心教師 游忠煌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副教授 

計畫核心教師 鄭方瑜 國立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學系 助理教

授 

計畫助理 蔡宜玲  

計畫助理 簡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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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倫理

學：高齡與

未來社會 

林映彤 

助理教

授 

本課程從生命倫理學的角度，在聚焦未來社會的脈絡

下，探討即將面臨的倫理議題，藉此讓學生熟悉生命倫

理學，其中未來醫療與資訊科技如何影響生命與高齡社

會，為課程探究之核心議題之一。 

哲學概

論：台灣超

高齡社會

的本體論

與價值體

系探究 

嚴如玉 

助理教

授 

本課程比較與分析啟蒙 (Enlightenment) 與新啟蒙(New 

Enlightenment) 兩種價值體系的差異。前者是基於個體

主義 (individual or bounded being) 而建立起的價值體

系，後者則是以關係存有 (relational or relating being) 來

挑戰啟蒙價值體系，並進一步發展出新啟蒙價值體系來

改善啟蒙體系的弊病。本課程將透過上述的比較與分

析，帶領學生進行深度分析。學生在修習本課程之後，

將能發展出個人的分析觀點，針對上述兩種價值體系何

者較適合回應台灣超高齡社會所產生的價值與情感需

求，提出個人見解。 

二、 計畫願景與價值 

高齡化是前所未見的全球性現象，其展現的樣貌亦隨著社會型態而不同或演

變。本計畫旨在培養陽明大學學生具備高齡社會之新公民素養，培養其具有

高齡社會之問題意識與覺察力、備有觀察社會動向與剖析社會問題之能力、

並能透過對於社會脈動的掌握，以創新的模式積極參與介入高齡問題。此複

合能力之成功培養，需融合公民五大領域核心素養，即倫理、民主、科學、

美學、與媒體。本計畫以「心智」與「科技」為主軸，透過心智哲學與資訊

科技等手段，戮力推動台灣社會成為樂齡社會，並期待社會中的每個人，無

論處於生命中的哪一階段，扮演社會中的哪一角色，皆能擁有自我實現的自

由。 

三、 課程執行策略與成效 

1. 課程跨域規劃與課程設計創新處 

本計劃之課程規劃著重於兩個面向的創新：觀點的創新與參與模式的創

新。前者強調如何從繁複多變的社會現象、自身與他人的經驗中，運用

相關的背景知識去重新理解與分析高齡問題；後者則力求根據前述創新

的觀點，運用當代腦神經科學知識與資訊科技的技術，去直接參與處理

高齡議題。本計畫上半期課程多數側重於觀點創新，這些包括：從心理

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去理解生命歷程，並發展出創意非藥物認知增

強方案；在未來學的架構下，探討未來醫學技術與資訊科技在高齡社會

將產生的影響與轉變；透過探究社會價值體系的本體為起點，引發學生

與長者之間的互動，從向長者學習的行動中，進而導引與展現高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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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之價值。上述各種創新觀點與整體課程的規劃，皆因執行此計畫而

首次在陽明大學中出現。此外，本學期亦嘗試對校外開放部分課程，讓

社區高齡民眾能夠參與，各課程之間則另外安排聯合活動「樂齡沙龍」，

以增加學生與大眾交流之機會。 

2. 整體課程相互連結與預期產生實質效益與影響 

本計畫以「活躍高齡心智」為主軸，透過課程帶領學生在個人、家庭、

社區與社會等不同層次探討與參與處理高齡議題，並以「心智」和「科

技」為兩大主軸，探討如何運用當代的腦神經科學知識和資訊科技，去

了解與增強高齡者的心智能力。此課程之執行，除了使高齡議題成為學

生的關注焦點之一，更將心智哲學能力與高齡問題意識融入他們未來的

職業規劃與發展之中。此外，本計畫之核心議題，亦引發在地社區長者

之關注。為了加強參與之機會與動機，本學期首次舉行樂齡沙龍，並對

社區長者開放部分課程內容，鼓勵長者與學生共同交流與學習，本學期

共舉行了約 10 場活動，總參與人次約 400 多人次。 

3. 請詳述原定計畫與實際執行是否不同。另請說明在進行計畫過程中課程

開設所遇到的困難及相應的解決方法 

原定計畫中部份實作課程之場域因故無法取得，造成部分課程無法依原

計畫開設，因此，計畫團隊廣泛尋找替代方案，也藉此觸及更多跨領域

教師參與本計畫。所幸，受到影響的課程原計畫開設在 106-1 學期，團

隊老師因而仍有足夠時間討論和溝通新課程的籌畫。此外，由於陽明的

大學生課程安排十分密集，計畫課程如需進行授課時間之外的討論、時

間較長的校外訪問、或彈性調整課程活動時間，都會因而遭遇非常大的

阻礙與困難。為解決此問題，106-1 層級三之課程提早在 105-2 學期末先

辦理修課學生甄選，並在確定修課名單後，從暑假便開始進行額外的課

程活動，以便讓學生有更充裕的討論和腦力激盪的時間。 

 

四、 實作模擬場域 

1. 請詳述如何在場域進行跨域共創，場域如何影響或連結教學 

學生與高齡長者和照護者之間的直接互動，是學生了解高齡議題的最佳

途徑。為此之故，本期計畫之上半期主要使用與合作的場域為陽明校內

山上之多功能教室與山下之惠蓀咖啡店。惠蓀咖啡店位置接近陽明校門，

為社區民眾日常健身經常行經之位置，是一個讓社區大眾熟悉陽明之社

會責任實踐的絕佳據點。透過在惠蓀咖啡店與山上多功能教室輪流舉行

的樂齡沙龍活動與開放課程，我們試圖突破地理上的限制，讓陽明校內

與在地社區有更為緊密的連結。執行一個學期後，在地社區之民眾對於

陽明大學在高齡議題上的投入，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並有一定數量的

長者表示未來將積極參與各類課程與活動，共同探索高齡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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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與所處社區(城鄉)與外部單位進行互動與合作 

本學期多項課程及樂齡沙龍活動皆與本校所處之東華里與鄰近吉利里里

民辦公室、鄰近的照護機構（如同德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天玉老人長期

照護中心）等合作辦理，促成了社區高齡長者與師生間的對話。未來則

將計畫於與社區活動中心合辦更多活動，讓學生有較多機會從社區使用

者的角度，去創作與修正提案和實作成果。 

3. 建置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相應的解決方法 

計畫原擬改建校內山下咖啡廳，作為陽明師生與鄰近高齡長輩的共創空

間，惟全校師生有其他需求而該項預算亦遭刪減，經多方溝通後，計畫

遂轉向與該場地民間經營者合作，本學期的樂齡沙龍即於此空間展開。 

五、 行政體制 

1. 校內產生之變革與影響 

此計畫之執行已使得陽明大學校內產生多面向的改變，這些改變包括：

增加了投注於高齡相關議題的討論與創新教學計畫之資源，並從過去需

要長時間與學校溝通新教學形式，到現在變成校方主動鼓勵並支持各類

創意課程。陽明校內另一項教學方案「陽明生醫創客教室」也將與本計

畫內容進行合作與連結。此外，跨單位的合作在陽明逐漸變成常態，醫

學與人社領域的合作也越來越受到強調與重視。 

2. 另請詳述團隊如何建立共識、經營與滾動教師社群 

由於執行本計畫，陽明各領域教師首次合作，包括從一開始的相互認識、

了解各領域切入高齡議題的角度，在逐漸取得共識之後，共同發展新的

高齡課程、雙向協助授課、共同授課等，已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合作方式。

團隊規模也從初期跨 8 位教師，4 院 6 系所單位，到目前已整合 31 位教

師，跨 5 院 13 系所單位。 

六、 社會影響力 

此計畫之社會影響力涉及數個層面，包括從學生個人的人際連結所發展的社

會關懷，到學生畢業後的生涯規劃，以及進入醫療職場與相關研究領域或產

業的「銀髮經濟」潛能。經過高齡社會公民素養的培訓，學生將有機會在現

有體制內或體制外，影響或改變現有高齡醫療與照護模式。透過參與的社區

民眾，也能有效讓大眾了解陽明大學教育對於高齡議題之貢獻，在積極參與

的過程當中，社區高齡者與照護者扮演經驗教學與交流的角色，展現高齡生

命經驗的社會價值，進而翻轉社會對於長者的負面偏見。此外，心智哲學研

究所與人文社會學院在此計畫中扮演主導的角色，有效讓校內外的成員與大

眾了解心智哲學與人文社會的內涵與社會連結。而此計畫所規劃的各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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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的過程中經不斷淬礪調整後，也將能夠成為一個未來超高齡社會的良

好教學模式，可供其他學校或社區大學參考施行。 

七、 整體綜效 

藉由此計畫的執行，高齡問題在陽明已受到高度重視，人文的視角也成為共

識。學生、教師、社區、高齡者、校外機構的合作網絡已然成形，而創新的

課程與構想也不段出現。此計畫的整體成效略如下圖所示。 

 

八、年度差異（請延續型學校撰寫） 

本期計畫奠基在前一期計畫的精神與成果上，但擴大了整合的範圍與觸及面：

從過去 6 系所 8 位教師，擴大至目前的 13 系所 31 位核心教師，其他參與之

業師亦估計將有 31 人。前一期計畫主要強調高齡心智面向，本期計畫則加

入科技與社會的元素。在實作方面，本期計畫透過虛擬實境、手機 APP 與

相關輔具，進行社會實踐，理論層面亦配合整合科技與社會之探討。此外，

除試圖與校外機構合作外，本期計畫亦實驗性地將社區民眾引導進入校園，

透過交流活動、共同課程、資深助教群等方式，試圖打破校園與社區的界線。

本期計畫新增的合作場域惠蓀咖啡，在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為計畫師生

與社區民眾接觸的重要據點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