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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預估至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因應社會各界關心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高齡教育推動，及為超高齡社會來臨預作準備，精進我國高齡教育之品質，

本部於 113年 6月間前往英國考察共計 8個單位，包含歷史悠久且具指標性的高

齡學習組織英國第三年齡大學基金會（The Third Age Trust）及克羅伊登第三

年齡大學（Croydon u3a），在英國蓬勃發展且有助於減少男性孤獨感的男士工棚

（Camden Town Shed 及 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以研究出版做為影響政

府、企業及社會決策為導向的英國國際長壽中心（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UK），關注高齡議題並進行產品研發的英國設計老年研究院（Design Age 

Institute），以及運用博物館資源呼應大眾重視高齡議題的設計博物館（The 

Design Museum），以及我國駐英國台北代表處等。 

本出國報告架構為參訪英國高齡學習相關機構之單位基本資料、考察過程與

重點，以及參訪關注議題：高齡者自主及自助學習的模式、高品質的學習課程、

長壽趨向對社會的影響等，並綜整關注議題之心得感想、建議以及結語，作為未

來規劃臺灣樂齡學習運作模式、人力培育與運用、創新發展高齡方案、跨領域單

位的連結，以及與國際接軌交流等，以作為我國面向超高齡社會之高齡教育政策

研議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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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緣起 

高齡教育為終身學習社會重要之一環，我國因應國家整體人口變化趨勢，

自 2006 年公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以來，陸續發布「高齡

社會白皮書」及「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與時俱進提出高齡教育整合規劃，

作為我國高齡教育推動之重要依據，也藉以宣示我國高齡教育政策之藍圖及終

身學習社會之願景。 

臺灣預估至 2025年，65 歲以上人口將達到 20.0％，邁入超高齡社會，為

強化推動長者學習機制，本部 2024 年結合在地組織推動全國 370 所樂齡學習

中心，拓點分布全國 2,997 個村里，深入鄰里，提供樂齡核心課程及在地特色

課程與貢獻服務機會；結合國內 87 所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讓長者進入校

園，運用學校資源，促進青銀共學；另外，培訓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以自

主、自助方式於全國各地進行個團體運作，透過團體帶領人移動，帶動交通不

便地區的長者及其家人的學習，2024 年共計補助辦理 243 團。本部以機構式

學習及非機構式的個人帶領相輔相成，擴增長者學習機會，促進活躍老化及終

身學習社會建立。 

因應社會各界關心本部高齡教育推動，及為超高齡社會來臨預做準備，為

使我國邁向超高齡社會之際，高齡教育政策之推動與規劃朝專業化及永續方式

發展，精進我國高齡教育之品質，爰藉由本次考察瞭解如何規劃高齡者高品質

學習課程、發展相關課程制度，並運用社區高齡者人力資源，發展社區服務工

作及進行國際交流等，以作為我國面臨超高齡社會之高齡教育政策研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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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目的 

考察英國學術及實務相關機構，探討這些機構如何規劃高齡者高品質學習

課程，並瞭解英國如何提供高齡者自主、自助學習的環境，以及長壽趨下對社

會的影響、如何提供合適的交流空間，減少孤獨感與孤立感，透過國際交流，

提出我國高齡教育的推動策略及提升長者學習與健康促進等相關措施。以下簡

述考察目標與考察單位。 

（一）發展高齡者自主、自助的學習： 

1. The Third Age Trust（英國第三年齡大學基金會） 

2. Croydon u3a（克羅伊登第三年齡大學） 

（二）強化男性的社會參與及減少孤獨感： 

1. Camden Town Shed 

2. 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 

（三）認識長壽趨向對政府、企業與社會的影響： 

1.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UK（英國國際長壽中心） 

（四）推廣大眾對於「未來生活」的對話： 

1. Design Age Institute（英國設計老年研究院） 

2. The Design Museum（設計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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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行程及考察人員 

一、考察行程 

考察期間：2024年 6月 22 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 

日期 行程 地址 

6/22(六) 
桃園國際機場(TPE)→ 

倫敦希斯洛機場(LHR) 
 

6/23(日) 行前研討會議  

6/24(一) 
克羅伊登第三年齡大學 

（Croydon u3a） 

2 Eldon Avenue, Shirley, 

Croydon, CR0 8SD 

6/25(二) 

英國第三年齡大學基金會 

（The Third Age Trust） 

156 Blackfriars Rd, 

London SE1 8EN 

Camden Town Shed 

Maiden Lane Community 

Centre, St.Paul's 

Crescent, London NW1 9XZ 

6/26(三) 

英國設計老年研究院（Design Age 

Institute） 

15 Parkgate Rd, London 

SW11 4NL 

設計博物館 

（The Design Museum） 

224-238 Kensington High 

St, London W8 6AG 

6/27(四)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 
50 Grosvenor Gardens 

London SW1W 0EB 

英國國際長壽中心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UK） 

The Foundry, 17 Oval Way, 

SE11 5RR 

6/28(五) 
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 

Unit 30 Burners Lane 

Kiln Farm, Milton Keynes 

MK11 3HB 

考察結果研討會議  

6/29(六) 
倫敦希斯洛機場(LHR)→ 

桃園國際機場(TPE) 
 

6/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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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人員 

姓名 單位/職稱 服務計畫/職稱 

李毓娟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 

楊雅婷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家庭及高齡教

育科/科長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家庭及

高齡教育科/科長 

魏惠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學

系/教授 

樂齡學習總輔導團/計畫主

持人 

張德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教授 

樂齡學習北區輔導團/計畫

主持人 

賴弘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

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 

樂齡學習中區輔導團/計畫

主持人 

尤貞懿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

/專任助理 

樂齡學習總輔導團/專任助

理 

三、訪談題目 

（一）關於單位成立與推動的背景？現況為何？ 

（二）單位的經營模式？成員組成及工作內容？ 

（三）單位的經費來源與經費運用情形？ 

（四）單位在促進高齡者參與學習的作法有哪些？如何吸引高齡者參與？ 

（五）單位與政府的關係？與其他單位的合作連結？ 

（六）單位的執行成效與研究成果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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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過程 

一、克羅伊登第三年齡大學（Croydon u3a） 

（一）考察時間：6月 24日（一）10:00-15:30 

（二）與談人員： 

1. Jenny Wilson, Chair / VC (South) London Region u3a 

2. Croydon u3a 椅子瑜珈、自由畫畫及創意寫作課程學員 

3. Croydon u3a 核心幹部 

（三）單位簡介 

Croydon u3a 自 1987 年 4月 15日成立，是英國最早成立的 u3a之一，

今年邁入第 37 年（或年輕，就看你用什麼角度看待）。Croydon u3a 鼓勵成

員間互相學習，有相同興趣的成員可以組成學習團體，可以學習西班牙文、

野花欣賞與園藝設計，也可以以寫作或唱歌為樂，投入美術作品與美酒的欣

賞，或者嘗試排舞、椅子瑜珈及太極拳課程等，每個學習團體都會訂定每週

定期聚會的時間，也有因為不能前往或住在較遠地方的成員，提供 ZOOM 線

上參與的方式，像是椅子瑜珈課程，也歡迎遠在其他地區的成員參與學習。

藉由本次考察，達到以下目標： 

1. 認識區域性 u3a學習團體的運作方式 

2. 了解成員間如何安排及規劃學習活動 

3. 參與及體驗 u3a的學習模式。 

（四）考察過程 

考察團團員於當日早上依約準時抵達 Croydon u3a，今日學習場地位於

倫敦郊區車程一小時左右的 Shirley Methodist Church。我們受邀體驗三

堂課程，第一堂是「椅子瑜珈」，由 Jenny 親自授課，學員共計十二人左右，

其中有兩位男性學員。課程進行大約 90 分鐘，Jenny 原是中學老師，因此

在教學技巧、學員互動上的掌握非常好，教學步驟清楚、循序漸進，我們也

跟著學習，感覺是一堂很適合初學者或樂齡的輕鬆做、有感覺的瑜伽，教學

結構有清楚的開場、過程、結尾，整體學習氣氛輕鬆祥和愉悅。課程結束後，

我們個別與學員交談，了解學員參與的動機以及加入 u3a的時機，學員均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約莫半小時左右，完成瑜伽課程的體驗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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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ydon u3a向當地教堂借用之場地 Jenny帶領的椅子瑜珈活動 

  
與瑜珈課程學員交流 與瑜珈課程學員交流 

當日下午團員移往隔壁教室的繪畫課程，這一門課程有大約 7位學員，

各自作畫，繪畫方式不一，學員需繳交 2英鎊參與，並無老師指導，針對為

何不自行在家作畫就好的理由，學員表示在家裡作畫可能被打擾，無法安靜

享受一個人的畫畫，來這裡安靜繪畫，還可以與人交流，是他們的參與意義。

團員分組跟學員交流訪問，其中一位將屆 70 歲的女性學員，看起來相當年

輕，她 59歲退休（原為秘書），加入 u3a，酷好臨摹迪士尼卡通人物或角色，

繪製相當傳神的唐老鴨、米老鼠、大力水手等，令人歎為觀止，團員請她當

場作畫，她參考手邊的 Winne the Pooh 開始畫小熊維尼，她退休前並無學

畫或繪畫經驗，這位女士的學習經歷，真正活出 u3a的精神，證明學習永遠

不會太遲。 

  
兩位學員在現場畫著各自喜歡的主題 參考繪本自學臨摹卡通角色 

參觀完個人繪畫課程，團員再移動到另一個教室，跟更多 Jenny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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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團隊們見面交流，並致贈禮物與拍照留念。接著移往餐廳（原先的繪

畫教室）用餐，繼續分組交流。餐後團員體驗了第三門課程：故事分享，這

次的課程主題為「不好的渡假經驗」，學員大約十位，圍繞圓圈輕鬆入座，

由大家事先寫好今天的分享故事，每個人都依序唸出自己的故事，大家給予

回饋，氣氛輕鬆。課程大約一小時結束，我們又回到中餐場地，進行下午茶

點，繼續分組交流，這時候又加入幾位夥伴，其中一位的名牌上面寫著：New 

member support，主要做為引見新進成員與其他成員互動橋樑的角色，令人

印象深刻。 

早上十點到下午三點半，一整天的體驗課程、無縫交流訪問，參訪團深

入完整認識了歷史悠久的 u3a之運作模式與精神理念：每人都是學生，也都

是老師，學習永遠不會太遲。 

  
創意寫作分享不好的旅遊經驗 每位成員撰寫一張 A4紙的故事內容 

  
與 u3a成員利用午餐時間交流 與 u3a成員介紹臺灣樂齡學習 

  
u3a成員合影 中間金髮的為 Croydon u3a 主席 J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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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察也相當感謝 Jenny主席的安排，她在考察前便撰寫了關於 u3a

及 Croydon u3a 的介紹（如附件 1 及附件 2），讓團員提前更認識 u3a 運作

模式。Jenny 展現僕從式領導風格，不只教學，整天的考察可以看出他根據

需求用心安排每個環節，也可以看出她的領導，動手勝過動嘴，非常可親，

或可理解為何 u3a總部推薦參訪團來考察。 

在參與 u3a 的學習中，發現學習是一種文化，u3a完美展現成人自主學

習的最佳案例，凡事自我導向，今天我是老師，跟你分享，明日由你來指導，

帶我學習。一整天非結構性的訪問，可以體會 u3a的學習文化，沒有上下之

分，人人平等，對人感興趣，這應該是老後的學習重點之一。u3a 也強調「交

流」勝過「上課」，正如受訪學員所言，我們一生都在學習，所以不必再強

調學習，一定有學習，但是，很多人不想走出家門，所以，鼓勵走出來交朋

友，與人互動，不要孤獨，更是 u3a的理念，Croydon u3a完全活出其所倡

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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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he Third Age Trust（英國第三年齡大學基金會） 

（一）考察時間：6月 25日（二）10:00-12:30 

（二）與談人員 

1. Sam Mauger（執行長 Executive Officer） 

2. Ailson May（學員服務長 Head of Member Services） 

3. Sussannah Hedge（訓練與地區支援服務 Training and Regional 

Support Manager） 

4. Harriet Radermacher（政策經理 Policy Manager） 

（三）單位簡介 

英國的 u3a（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的運動開始於 1982年，

受到法國推動模式的影響，旨在鼓勵不再全職工作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繼續

享受學習他們感興趣的主題，u3a是一個推動和提供高齡者自主學習的機制，

每項活動（行政管理、招募教師及學員，以至課程設計及授課等事宜）均根

據成員的喜好來計劃和進行。此外，此學習模式與一般的課程不同之處在於

學習是由興趣帶動，強調學習不受任何學歷、學位、評鑑所限制，著重一群

有相同志趣的人士一同探討及分享學問，因此其重視分享及多元化學習（u3a

的會員既是教導者，又是學習者）之形式，與一般「大學」課堂式的講授截

然不同。 

u3a以「第三年齡信託基金」（The Third Age Trust）之名登記為全國

性的慈善機構，負責支持與協助英國所有的 u3a，直接對於即將成型的團體

或是有興趣的個人，提供經驗及行政支援的協助。區域性、地方性之 u3a之

發展有賴於第三年齡信託基金之協助，使得區域性的網絡得以強化，中央與

地方的溝通管道更為順暢。藉由拜訪基金會，可更認識 u3a的運作模式，包

含： 

1. 高齡者服務高齡者（教師、活動規劃者多為當地志工），學員導向之

課程安排與學習方式、自給自足、自助組織。 

2. 組織分成 3 個層級，彼此既獨立又合作，中央層級扮演積極協助與

輔導地方 u3a的角色。 

3. 經費的來源以成員繳交會費為主，費用低廉。 

（四）考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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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與第三年齡大學信託基金會（The Third Age Trust）的連結，

始於 2022 年所辦理的樂齡學習國際研討會，曾邀請基金會主席 Liz 

Thackray 進行線上分享英國 u3a 的學習模式，在本團規劃英國行程的過程

中，也由 Liz提供許多拜訪單位的建議，也媒合本團至前一天拜訪的 Croydon 

u3a。 

參訪團沿著泰晤士河經過優雅美麗的倫敦市中心，這是本團來訪第一次

進入倫敦蛋黃區，沿途看見在圖片上看過無數次的國會、大笨鐘、西敏寺、

圖書館等，以及穿梭不停的遊客，一路欣賞風光，不覺塞車之苦，感覺很快

的也抵達位於 Blackfriars Road 的倫敦市中心 The Foundary 辦公室 208

室。單位已經非常有系統條理的安排兩個半小時的訪問會議（如附件 3），由

執行長 Sam 代表歡迎我們，並且大致介紹單位的使命以及 2018 年由執行長

負責撰寫並且出版的一份調查研究：Learning not Lonely，探討 u3a 在推

動終身學習所發揮的影響力與貢獻，該研究針對會員所做的學習滿意度之研

究，共回收 801 份，除了量化研究，還包括焦點座談質性資料，綜合兩份研

究資料證明 u3a 推動終身學習的貢獻。接著依序由不同的夥伴介紹其學習模

式、學習內容、對於志工的訓練與支持、行銷溝通與募款等。短短兩個半小

時，團員得到豐富的資訊，了解基金會與全國 u3a的夥伴與領導支援關係。 

  
基金會辦公室位置市區的共享空間內 執行長 Sam代表主席 Liz 歡迎大家 

  
學員服務長 Ailson 分享 u3a學習模

式 

與 u3a基金會成員介紹樂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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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a的學習模式，就是：人人可以教、大家都可以學，彼此互為老師與

學員，沒有學習資格限制，付出極為低廉的學費（一年 15~40 英鎊不等，若

有場地費需要分擔，大約加收 2 英鎊），強調為了學習而學習，不為文憑或

證書，在基本使命不變之下。課程以個人興趣學習與交流為主。在這種學習

理念下，組織運作大量仰賴有素質且樂意投入的志工，因此，基金會扮演志

工訓練、服務支援的角色，最後，u3a不靠政府資助，維持其使命與獨立性，

因此也需要透過行銷其學習模式理念，吸引認同理念的人給予捐款，因此，

必須要持續對社會大眾推廣、溝通理念，他們透過網站資訊提供會員運作訊

息並與大眾溝通。 

  
Sussannah經理分享 u3a志工運作 Harriet經理分享 u3a 學習模式 

  
與 u3a基金會成員合影 與 u3a基金會成員合影 

從完整 2 個半小時的時光裡，基金會三位同仁詳細且系統性的簡報，參

訪團團員收穫滿滿，供未來推行樂齡學習的參考： 

1. 堅持理念，持續成長：u3a從 1982 年由 Peter Laslett, Eric Midwinter

以及 Michael Young創會，1983 年基金會成立，迄今 42 年，能維持理

念不變，穩定成長發展，令人敬佩。 

2. 系統清晰，分工明確：基金會扮演支持與支援服務，也是領導角色，是

唯一聘有專人的 u3a組織，人員不多，能透過網站、定期出版以加強資

訊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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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調查，提供證據導向（evidence-based）的資料：終身學習的理念

不容易清楚定義，社會影響力因此也難評估，基金會透過持續研究調查

能獲得學員的學習滿意與回饋資料。 

4. 組織成長，學員還不夠多元：基金會服務超過 1,000個會員組織，根據

2018年的統計，共有 42萬的學員，學員與組織人數都不算多，學員背

景仍以白人、教育程度比較好的退休人士為多，由於名稱之故，雖然沒

有年齡限制，但是，平均年齡大約 70 歲，社會大眾還是以「老年的學

習」來定位 u3a，近期組織也以吸引更年輕的族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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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amden Town Shed 

（一）考察時間：6月 25日（二）15:00-16:30 

（二）與談人員 

Mike Jenn, Life President, UK Men’s Shed’s Association 

（三）單位簡介 

澳洲在 1995 年提出了建置男士工棚（Men’s Shed）的概念，這個概念

源自於在西方社會中，後院裡的倉庫（Shed）經常被視為男士的「聖地」，

男士們常在這個空間裡做他們喜歡做的事，如木工、修理機械等，如今它被

賦予了新的意義，成為中高齡男性交流的園地。男士工棚成立的目的在吸引

退休人士參與，讓參與者建立關係和發展社區的歸屬感。參與者不僅有地方

消遣，也可以從中學習新技能，例如興建公園長椅、為醫院病童製作玩具，

或者為有需要人士派發食物，藉此增進身心健康及幸福感。在澳洲成立首座

男士工棚後，這股風潮持續蔓延至紐西蘭、愛爾蘭、蘇格蘭、英國及北美各

地。根據 Golding (2015)的統計，目前全球已有超過 1000個男士工棚成立，

每個工棚都有自己的活動與設備，例如木板、機械器材等，讓參與者可以協

助他人修理自行車、製作工藝品等，重新發現生活的意義與自身存在的價值。

換言之，男士工棚提供了一個安全、繁忙且沒有壓力的環境，讓男性可以在

老式情懷的情境中，得到良好自我感覺以及保有生產力，在建立友誼的同時

又能替社區貢獻，這些都是有利於維持身體與心靈的健康（轉引自黃錦山，

2023；Australian Men’s Shed Association, 2019）。 

根據黃錦山教授（2023）針對國內外男士工棚的研究指出，男士工棚具

有以下七項特色：(一)男士工棚的核心精神為「提供高齡男性專屬之社會參

與及學習」的場域；（二）高齡男性的社會參與及學習狀況與需求，因世代

及時代而有差異；（三）政府扮演關鍵領頭啟動及支持的角色；（四）男士工

棚可能呈現多元的發展樣貌；（五）高齡男性的學習模式具有「世代差異」

與「性別差異」；（六）高齡男性學習中，「心理因素」扮演重要角色與驅動

力；（七）參與方案後的改變主要在體現在「創造人際價值」。 

Camden Town Shed 是位於倫敦市區的男士工棚，目標是創造一個非常

友善且具支持性的環境，他們提供一個空間，讓會員依自己的步調實際動手

做、練習技能，同時享受製作和修補的樂趣，也可以與其他人有共同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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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一起互相學習。 

工棚內提供了設備齊全的木工空間及陶土窯等，使用原料多為廢棄材料

改造，可供會員免費使用，也歡迎捐贈木材及舊設備。開放時間為平日的上

午 10點至下午 4點（週三為女性），每週二中午左右會向新會員進行環境及

安全的介紹，以確保會員能安全的使用工棚內設備，且工棚內的學習交流無

需繳交學費。 

本次考察的 Camden Town Shed 的創辦人 Mike Jenn，同時也是全英國

男士工棚協會（UKMSA）的創辦人與第一任的主席，從而了解英國男士工棚

的推動背景。 

（四）考察過程 

今日訪問 Camden Town Shed 的接待者為 Mike Jenn，其為「全英國男

士工棚協會」（UKMSA）的創辦人兼第一任主席，他指出，男士工棚的目的在

於減少男性的孤獨感和寂寞感，透過創造一個友善且支持性的環境，讓男性

夥伴可以透過動手做的樂趣，找到興趣、結交朋友、共同學習，甚至也在退

休後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標與價值。 

Camden Town Shed 位於倫敦都會邊緣，所在地區為聖保羅新月區的眉

登巷社區中心內，其旁邊剛好是社區中心辦公室，且是社區住在的重要出入

口之一。 

  
Camden Town Shed 位於社區內 創辦人 Mike熱情的歡迎我們 

男士工棚的位置明顯、空間不大，大約廿幾坪左右，包括延伸到後面陽

台的倉庫等有效運用的空間。場地是租用的，裡面擺設非常擁擠，包括工具

間、工作台，各種木工製作機具、設備等應有盡有，其中，屋頂也設有排放

木屑灰塵的排放管線，可說是非常的完備，拜訪當時現場大約四、五位男士

在製作自己的木器，其中一位男士想做的是家中窗戶的邊框，也有男士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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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一小間的陶土教室內製作舊式風格的磁磚。整個工棚前台有相關活動相片，

甚至擺設有大型工作桌，看來也可以是進行會議討論和交流聯誼的重要地方，

環顧四方，掛滿了活動告是、活動相片，甚至也有安全警示標誌、安全守則

及醫藥箱等基本的配備。總體而言，可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工棚內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Mike展示木工製作成品 

  
布告欄張貼工棚傳單及注意事項 工具設備都被整齊的收納 

  
除了木工之外也可以窯燒陶器 與 Camden Town Shed 成員合影 

工棚主要是由志工一起經營的組織，資金主要來源是會員的捐款與學費

收入，完全不由政府補助。會員人數目前約 50 名，年滿四十歲以上者可自

由加入，但大部分為退休的男性。當然也提供少部分女性的參與，男性學員

與女性學員的比例大約為 3 比 1。學費大約一次 35 歐元，但視繳交學費者

的能力而定，可能部分是身心障礙者或者接受社會福利部門補助者，他們也

會依照學員的實際能力情況來收費，是可以彈性調整的。 

每年的男性工棚節活動，可以串連全國其他地區的組織一起活動，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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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活動進行交流、分享，甚至可以銷售他們自己的作品，過程中也會邀

請講者進行有關健康與預防失智等有益健康的講座。 

根據所提供的男士工棚網站資料顯示，他們強調男性來此可以自主的學

習，無論你的木工程度是初學者還是普通，或者是具有專業木工資格者，在

此都可以得到自我成長、教學與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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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esign Age Institute（英國設計老年研究院） 

（一）考察時間：6月 26日（三）10:30-12:30 

（二）與談人員 

1. Colum Lowe, Director 

2. 資深研究員 Dr. Chris McGinley 

3. 經理 Melanie Smith 

（三）單位簡介 

設計老年研究院是英國設計與健康老化的單位，將設計師、企業界、研

究人員和社區聚集在一起，透過設計的力量，面對高齡社會的挑戰和機會，

開發兼具理想性及可商業化的產品與服務，幫助每個人更快樂、更健康的變

老，為自己和社會塑造正向的未來。 

設計老年研究院總部位於皇家藝術學院海倫哈姆林設計中心（The 

Helen Hamlyn Centre for Design），並於 2020 年獲得英格蘭研究中心的資

助，匯集了來自世界領先組織在研究、設計、創新和學習方面的技能和專業

知識，包含：英國國家高齡創新研究中心（NICA）、牛津大學人口老化研究所、

英國國際長壽中心和設計博物館等，致力於設計以及開發各種產品以及服務，

目標是為未來的自己設計各種產品與服務，幫助每個人更快樂更健康的變老。 

（四）考察過程 

本考察團於 6月 26日早上拜訪 Design Age Institute（英國設計老年

研究院），它是隸屬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簡稱為

RCA）的 The Helen Hamlyn Centre for Design，抵達該單位後，負責接待

的是該研究院的主任 Colum Lowe、資深研究員 Dr. Chris McGinley，以及

經理 Melanie Smith，帶領考察團成員參觀辦內部的設施與研發的產品，了

解他們在高齡化社會設計方面的研究項目與產品，例如：救護車和醫療設備

中的應用模組、針對中風患者的復健技術（在衣服中嵌入感應裝置以監測和

刺激肌肉）、醫院用的多功能器材車、小型跟隨機器人、DIY木工用工具、新

型三輪車設計、室內導航系統、健康管理的應用程式等。這些設計展現了設

計創新在改善高齡者生活品質的潛力與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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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Colum介紹中心研發的產品 更便利使用的救護車內醫療設備收納 

  
針對中風患者的復健偵測裝置 高齡者行走輔助器 

參觀結束後，雙方先進行自我介紹。首先由 Design Age Institute 的

三位代表進行簡報，分享了英國在應對高齡化社會挑戰方面的政策和研究，

英國與臺灣相同，都將邁入超高齡的社會，Design Age Institute 的研究

資金來源和支持，主要有 Research England 及 Innovate UK 等，簡報中強

調了中央政府的責任和資源投入的重要性。Design Age Institute 的多數

研究都是為了創新，他們理解到產品如果沒有被市場接受，就無法改善高齡

者的生活，Design Age Institute 除了產品開發亦有發展問題解決方案。

Dr. McGinley 舉例，由於英國有許多老舊的建築，因此 Design Age 

Institute 也投入對於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的研究，但也面對歷史建築的修繕

以及無障礙設施的規劃與挑戰。Dr. McGinley 提及長期研究對於英國健康

老齡化政策的影響，並說明一些具體的研究項目，例如他們亦與英國第三年

大學（u3a）合作，從教育層面促進年長者的福祉。 

由於 Design Age Institute 位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內，因此他們非常

投入與大學內各學系的合作，例如他們會舉辦 CROSS-RCA（跨系）的競賽，

鼓勵大學各領域的專家合作設計解決高齡化社會問題的產品。Design Age 

Institute 的員工也會受邀參與大學內的活動，例如設計產品課程的評審。

在 Design Age Institute 簡報後，本考察團也分享臺灣在推動活躍老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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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與樂齡學習的執行過程與成果，簡報後雙方對於成功老化、設計創新、高

齡教育議題進行了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的鄰國-韓國，在月前也

有一組考察團來到 Design Age Institute 交流，顯示韓國也積極在海外吸

取高齡社會的解決方案。 

  
本團與 Design Age Institute 相互

介紹 

研究員 Chris分享英國高齡相關研究 

  
與 Design Age Institute 介紹樂齡

學習 

與 Design Age Institute 成員合影 

本次考察 Design Age Institute 讓我們深刻體會到設計對高齡社會的

重要性。除了見識到許多創新的發明，還了解到智慧技術在高齡社會中的應

用，特別是如何影響高齡者的購買決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Design Age 

Institute正在進行多項研究，如新型三輪車設計、不依賴 GPS 的導航系統，

以及簡便的網上健康管理工具。這些產品皆是從高齡者的考量而發展，代表

團成員深刻認識到設計創新在解決高齡社會問題中的角色，因此我國未來高

齡教育研究或許可導入設計創新的議題，融入於樂齡課程主題的規劃，以設

計思考的方法，透過高齡者的需求出發，為高齡社會議題尋求創新解決方案，

並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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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The Design Museum 

（一）考察時間：6月 26日（三）14:00-17:00 

（二）與談人員 

1. Madeline Penn, Executive Assistant to Tim Marlow, Chief 

Executive and Director 

2. Maria McLintock, one of curators, introduction to design and 

ageing 

（三）單位簡介 

The Design Museum分別在 2022 年與 2023年與 Design Age Institute

（英國設計老年研究院）合作策劃的《老化的未來》、《為未來的自己而設計

（Designing for our Future Selves）》兩個展覽。《老化的未來》在展覽

中展示在面對未來老化該如何設計、重新構想產品、服務和環境，以增強我

們晚年生活的體驗，以及為行動不便人士設計的電動車、貨物搬運機器人等

項目；在《為未來的自己而設計》展覽中則展示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尖端

設計如何幫助人們不僅更獨立、更永續和健康地度過晚年，而且還能充滿快

樂和成就感。 

藉由本次考察得以了解博物館與 Design Age Institute（英國設計老

年研究院）合作的初衷，在兩次的展覽中有什麼收穫或啟發，以及未來是否

有更多與老化相關的展覽或活動。 

（四）考察過程 

考察團下午來到 The Design Museum（設計博物館）考察，負責接待考

察團的兩位工作人員分別是 Madeline 與 Maria，首先他們簡報過去辦理的

高齡化與設計展覽的經驗，分別是 2022 年的 Future on Ageing 以及 2023

年的 Designing for our Future Selves。該展覽目的在挑戰有關高齡化的

刻板印象，並推動正向面對老化的理念。展覽的策劃者採用了一種廣泛的方

法，涵蓋了多個主題，並試圖重新定義「老年」和「老人」等觀念。英國 

Design Age Institute亦與設計博物館合作在展覽中展示他們為高齡者所

設計研發的產品，引起許多共鳴。 

兩位策展人的簡報進一步說明，展覽的設計特意採用了中性的調色板和

溫和、開放的設計風格，以避免給人臨床或醫療的感覺。展覽空間被設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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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適應和可重複使用，呈現了環保和倫理的考慮。該展覽還探討了設計在高

齡化社會和人們壽命延長背景下的角色，並展示了多個創新項目，如貨物運

送機器人助手、輔助電動車等。並且納入了全球視角，探討不同地區在高齡

化問題上的經濟和社會差異。此展覽獲得了正面的回饋，特別是吸引來自許

多學校團體和跨世代的參觀者。總括來說，該展覽的主要成效為改變人們對

高齡的刻板印象，視老化的為一種機會而非衰退。 

  
館員 Maria分享老化相關策展理念 具有現代設計感的博物館內部 

  
展示不同電腦的演變與時代進步 展是有生活意義的標示圖案 

  
Madeline帶領我們參觀博物館展覽 與 The Design Museum 成員合影 

簡報結束後，考察團進入設計博物館內參觀，該博物館是由 Terence 

Conran 爵士於 1989 年所設立，於 2016 年遷至現址，博物館外型相當具有

現代設計感，館內有許多創新展覽，也與國內外許多機構進行合作，包括研

究與教育方案規劃。館內有免費的展覽與收費的展覽，考察團參觀了氣候變

遷、環境議題以及設計師、製造者、使用者的展示廳，裡面收集了近 1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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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設計師、製造商和使用者的角度來看的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設計作品，

包含各式各樣的消費性電子展品，有不同時代的電腦、手機、隨身聽等產品，

相當齊全。例如自 1976 年至今各型式的蘋果電腦，尤其令人驚艷。此外，

設計博物館亦有收費的展覽，其中一項會令許多人感到興趣，就是芭比娃娃

特展。 

本次的考察期間雖無法親眼到看到展覽 Future on Ageing 及

Designing for our Future Selves 的內容，但能了解該展覽成功翻轉英國

社會對於高齡者的認知。透過產品的展出與解決方案的分享，呈現出設計在

面對高齡社會挑戰的潛力，同時設計博物館邀請學校團體與跨代參觀者來參

與，更是受到廣大的回響。此外，設計博物館物品的展示方式亦是值得參考，

藉由互動展示，可以提高參觀民眾對於展示議題的了解。加上展覽內容轉化

為教育資源，更是能增加博物館身為終身學習機構的影響力。 

  



26 
 

六、駐英國台北代表處 

（一）考察時間：6月 27日（四）10:30-12:00 

（二）與談人員 

1. 中華民國駐英代表姚金祥大使 

2.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畢祖安組長 

（三）單位簡介 

駐英國代表處轄區包括英國及愛爾蘭，教育組主要工作項目包含： 

1. 執行台英學術合作計畫及辦理台英教育及體育交流活動 

2. 邀請大學校長及重要教育機構首長訪台 

3. 協助英國人士赴台留學或學習語文，及辦理臺灣獎學金與華語文獎

學金計畫 

4. 配合推動「雙語國家政策」，推廣臺灣華語文及協助臺英中小學建立

姊妺校及語文交流 

5. 學人及公自費留學生之聯繫服務 

6. 協助留學生社團舉辦活動 

7. 協助國內大學依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作業要點」查證英

國及愛爾蘭學歷採認事宜 

8. 蒐集編譯教育資料。 

（四）考察過程 

考察團一行人來到位於倫敦 Zone 1 且交通便利的維多利亞車站周邊，

拜訪駐英國臺北代表處姚金祥大使及畢祖安組長，大使與組長相當關心本次

考察團拜訪單位的成果，由李司長與楊科長代表向大使及組長分享本次考察

收穫，包含 u3a（第三年齡大學）鼓勵高齡者的自主性、參與學習的獨立性，

以及近期也積極的想翻轉社會大眾對於老人的刻板印象，與臺灣推動「樂齡

學習」的理念相同，共同為老化預作準備；另一個值得學習的是男士工棚，

除了營造讓男性願意走出家門參與的場域外，也歡迎女性加入，更協助政府

推動社會福利方案，接受社福單位轉介需要社會處方籤的民眾進行學習，更

彰顯空間的人際互動價值；設計老年研究所設計較多提升醫療效率的裝置及

便利高齡者使用的輔具等；設計博物館以喚醒大眾對於高齡議題重視的方向，

規劃老年相關展覽；從考察單位中也發現英國的民間單位具有強大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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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由下而上的關注高齡議題，希望積極倡議以讓政府更加重視高齡議題。 

考察團一行也透過姚大使與畢組長的分享，了解駐英代表處的業務，過

程中也進一步討論到，如何將臺灣終身學習的議題與國際間進行交流，或者

讓海外僑胞們更了解本土文化教育的發展，例如可以透過聯繫活動的方式創

造互動橋樑，鼓勵不同職業的僑胞相互交流經驗，退休後或近五十歲的僑胞，

可以利用回到臺灣的時間，與樂齡的夥伴分享在國外的經驗，增進樂齡學習

的多元發展，也可以使僑胞透過分享經驗、貢獻社會，再創人生新價值。透

過幾小時的交流分享，我們更認識了駐英國台北代表處的業務，也期盼能強

化臺灣在樂齡學習方面的外交成效。 

此外，代表處積極引介當地三位留學生參與我們的考察行程，此舉有助

於留學生能關心高齡議題，認識臺灣樂齡學習的政策與實踐進展，我們鼓勵

留學生繼續與單位交流聯繫。也期望能鼓勵臺灣樂齡夥伴能參與國際交流，

拔高學習的視野。 

  
考察團與大使交流考察收穫 姚金祥大使(圖中)與畢祖安組長(圖

右) 

  
李毓娟司長與姚大使合影 與考察團成員合影 

藉由本次拜訪駐英國台北代表處的經驗中，發現未來應該可以在文化

教育方面可以多多跟臺灣本土組織多多聯繫與交流，而樂齡的發展可以更

多元、更活潑、更深入，也讓駐外單位的 50 歲以上接近退休者，或者當

地僑民對我國樂齡相關理念或課程多所認識或瞭解。進一步增進樂齡的多



28 
 

元發展，強化臺灣在樂齡上面的外交成效，分享臺灣終身學習的經驗與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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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UK（英國國際長壽中心） 

（一）考察時間：6月 27日（四）15:30-18:00 

（二）與談人員 

1. Lily Parsey, Head of Policy and influencing 

2. Isabelle Gillespie, Head of Programmes 

（三）單位簡介 

英國國際長壽中心（ILC-UK）成立於 1997 年，是全球長壽中心聯盟成

員之一，旨在研究長壽對社會的影響。創辦人 Baroness Sally Greengross

男爵夫人的願景是建立一個「根據人口變化來展望未來」的組織，專注於長

壽對「所有年齡層」的影響，而不僅僅是老年人。 

英國的政府與企業意識到長壽的重要性，會產生經濟及社會的影響，也

了解到老年族群的消費能力和政治影響力，因此英國長壽中心幫助政府、政

策制定者、企業和雇主制定和實施解決方案，以確保所有人都能過著更幸福、

更健康、更充實的長壽。至今已發布 400 多份研究報告、組織 500 多場活

動，以及每年辦理一場 Future of Ageing 研討會。 

英國長壽中心持續引發關於長壽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的對話和討論，在過去的十年裡包含： 

⚫ 在 20 個國家發布 400多份政策報告並舉辦 500多場活動。 

⚫ 發布第一個健康老化和預防指數報告書，提倡對預防疾病的重視。 

⚫ 舉行 G20和 G7高峰會、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大會。 

⚫ 在英國成立第一個老年人住房工作小組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該小組旨在規劃長壽社會的未來住房需求。 

⚫ 鼓勵貸款行業，取消房屋貸款年齡上限的做法。 

⚫ 為勞動力老化做好準備，與雇主合作制定老年友善做法。 

⚫ 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 LGBT+代間項目，激勵其他人。 

2023年發布「一百未出：長壽路線圖（One hundred not out: A route 

map for long lives）」報告，分享在老化世界中，政府、企業、社會及個

人將面臨的挑戰及下一步解決方案，鼓勵民眾針對這些議題進行對話與討論。 

（四）考察過程 

今日考察團除了本團隊成員，並由代表處介紹三位關心高齡議題的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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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起與會，其中兩位讀牛津大學博士班與碩士班，一位由倫敦大學碩士畢

業，在倫敦政經學院工作。ILC-UK位於一棟共享辦公室空間二樓，原先與我

們聯繫的人（Anna van Renen），由於感冒無法出席，改由 Lily Parsey 及

Isabelle Gillespie 接待，為我們簡報該單位的概況。 

  
研究員 Isabelle 分享 ILC-UK使命 研究員 Lily分享終身學習調查結果 

  
本團與 ILC-UK介紹臺灣樂齡學習的

發展 

期待未來持續建立連結 

ILC的使命是關注：what happens next。他們透過 2023 年 OECD的終

身學習調查，說明英國中高齡對於學習參與不高（45-54 歲 45%，65-74 歲

24%，75歲以上只有 17%），政府對終身學習的投資不足，而且是以提升技能

與就業為主，ILC的目標是要倡議為高齡社會做準備，大家一起思考人口持

續老化，下一步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們也在尋找全球的標竿實踐，希望串連

相關組織的力量。 

接著由本團賴弘基老師代表團隊簡報，分享臺灣在樂齡學習的作為，他

們對我國的實踐深感興趣。由於該單位是國際組織，在高齡社會的政策與實

踐之倡議很積極，一心一意要提升組織的影響力，在交流過程中，團隊歡迎

他們來臺灣訪問，積極表達我國想要與該單位繼續交流的想法，整個交流過

程共計兩個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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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ILC-UK 成員合影 前排左三位為關心高齡議題的留學生 

ILC由美英法共創，在國際間相當活躍，能發揮影響力，他們以研究為

基礎，以倡議為目標，以成為國際老化與人口變遷意見領袖自許，ILC已經

創立 25 年，建立國際平台，連結各國關心老化議題的單位，ILC 是很好的

資源。未來臺灣宜持續且積極的與國際老化政策倡議有影響力的單位聯繫，

並加入其平台，使臺灣樂齡學習能與國際交流，本團訪問開路之後，希望後

續能有不同的單位，進一步繼續的交流，強化已經建立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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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 

（一）考察時間：6月 28日（五）10:00-12:30 

（二）與談人員 

1. Malcolm Archer（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 委員會成員/主要聯繫

窗口） 

2. Nigel Pigott（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委員會成員） 

（三）單位簡介 

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 提供一個聯繫、交談和創造的空間，宗

旨希望能使來工棚的成員都可以保持活躍、結交到新朋友，同時富有創造力

的，以減少孤獨與孤立，工棚主要服務對象是男性，但也不僅只限男性參與，

年滿 18歲以上才可以加入，有些成員來這裡分享技能，有些人是想來學習，

或者只是來喝茶聊天。 

工棚以非正式的方式運作，並無有給職的員工，成員們每週定期捐贈 5

英鎊費用以幫助營運（但也不會拒絕無法負擔費用的成員加入），每週開放

四天（週一、三、五的上午 10點到下午 4點，以及週日下午 2點至 4點），

鼓勵成員可以使用空間，進行木工、金屬加工、模型製作、玻璃彩繪、油漆

藝術及 3D 列印機等項目，與他人分享知識與經驗，同時也協助社區的各種

建設活動，例如：協助翻新花園的長凳、為社區食物銀行建造裝有輪子的收

納箱、為學校及托兒所製作戲劇道具及遊樂場設備等。 

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 同時也是全英格蘭最大間的男士工棚，

可觀摩其運作方式，他們提供合適的空間場域，鼓勵男性來工棚分享技能、

學習技能，以及進行社交活動，從中可發掘如何營造男性自在的空間，以及

願意投入參與的學習活動。參與多數成員退休，透過非正式的管理委員會運

作，自主管理財務、空間及設施，經費源自於成員參與費用及捐贈費用，可

學習如何建立使用者付費之模式。工棚與社區鄰里有緊密關係，如協助整頓

花圃、建設遊樂場等，從中可學習如何拓展不同的貢獻服務方式，以發揮老

有所長的價值。 

（四）考察過程 

今日訪問的 Men in Shed Milton Keynes，接待者為 Malcolm Archer，

他親切熱誠、侃侃而談，鉅細靡遺的帶領這我們團隊，並分成 A、B 兩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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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輪流解說。首先，車子開了一個半小時左右車程後抵達，來到一個看似一

整排的大型鐵皮貨櫃組合屋的地方，其中一間就是 Milton Keynes 男士工棚

的所在地。工棚有兩層樓，非常寬敞的空間，進門口要先簽到，接著接待者

引導參訪團至二樓位置，先針對男士工棚理念作簡單介紹，然後，分組進行

參觀說明。在參觀過程中，我們發現兩層樓的大建築是一個鋼架的結構體，

進門第一間左邊是類似個人金工或手作的一小區一小區的工作間，大約有四

至五格，右邊是一間稍微密閉的辦公室兼書報閱讀休閒室；裡面的第二間則

是較大的一個工廠作業區，除了各種開放式隔間之外，走廊和很多架子堆滿

了各種木工、鐵工和化學材料等，工廠作業區的左前方有一塊模型火車區，

火車啟動之後，燈光和音效跟真的火車有幾分神似，幾位資深長者坐在旁邊

欣賞，且一邊聊天一邊欣賞，感覺是在打發時間，尋求彼此的情感支持。 

  
MK男士工棚的外觀是大型鐵皮組合屋 進入工棚的訪客均需簽到做紀錄 

  
由 Malcolm（左圖）及 Nigel（右圖）帶領，分兩小組進行環境介紹解說 

經過初步講解之後，帶領者帶著團員走過上述地區，看到一些單獨作業

區，如避免木屑彈飛污染的隔絕設施、特殊器材切割作業區、倉庫等等，這

裡的男士工棚除了木工、鐵工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工藝類的作品都可在這製

作。工棚的設置是鼓勵成員可以使用空間，進行木工、金屬加工、模型製作、

玻璃彩繪、油漆藝術及 3D 列印機等項目，與他人分享知識與經驗，同時也

協助社區的各種建設活動，例如：協助翻新花園的長凳、為社區食物銀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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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裝有輪子的收納箱、為學校及托兒所製作戲劇道具及遊樂場設備等。顯見，

工棚還扮演與社區組織資源連結的角色，並可將相關資源有效運用，達到資

源回收或再利用的效果。 

  
專屬電子與電線使用房間 利用廁所空間裝置的 CNC 銑床設備 

  
不斷運轉的火車模型區 佔地大範圍的木工使用區 

  
玻璃彩繪及油漆藝術區 因應女性成員需求增設的縫紉區 

接待者表示，此工棚是全英國最大的工棚，部分來此者有失智症問題，

這是工棚成立之初需要逐步克服的挑戰之一，他初來此時也有心臟病問題，

並且在此也有十幾年了，感覺上在此得到互相支持和學習，可以讓生活變得

更好，自己的身體狀況也有所改善。因此，也感受到在工棚的人士可以得到

一些照護，甚至透過社交活動，讓自己生活得更充實和快樂。然而，必須說

明的是，來工棚工作學習的人，若有身心方面的疾病，此地並沒有受過訓練

的醫護人員來協助處理，但是，至少部分人員有受過一些基本的急救訓練，

需要協助時，可以啟動必要的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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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工棚在學員的比例上雖以男性為主，大約仍有 10%左右的女性成員，

工棚的管理原則是要注重學員之間的互相尊重，如不講髒話、不飲酒，彼此

關心支持等等。而工棚的招生策略除了傳統的人與人的口耳相傳之外，尚包

括透過 Facebook、新聞報導等的吸引才過來的，甚至部分可能透過醫療部

門或社會福利單位開立「社會處方簽」而轉介過來的，這樣的比例接近一半，

可見成員中的弱勢者不少。 

工棚的會員基本上需要每週繳交 5 英磅，每月約 20 英磅，然而，這些

費用不是統一強制的，若有負擔不起的，也可以彈性少收。然而，在如此低

廉的會費之下，工棚的營運勢必需要一些捐款和其他額外的捐助品變賣或者

工棚的工藝品販售收入來支持。工棚目前因為房東的要求，未來可能房租會

上漲好幾倍，每年約要 2,600英磅。因此，工棚的營運也面臨一些經費上的

挑戰。在工棚的經營方面，財務的的確非常重要，其實工棚收入來源大約 80%

是靠會員收入，而在其他捐款方面則約 20%，至於捐款的方式，透過的管道

包括 35%現金捐款，以及 65%的線上捐款。 

工棚的接待者在工棚的領導和教育訓練方面著墨很多，由於其有大學機

械系的背景，故其所設計的「學習樹」（the learning tree）非常完整的呈

現工棚裡面各相關專業的成員訓練和發展階段及相關課程內涵，似乎把工棚

當作一所學校在經營，這些訓練課程甚至印製成為手冊，可以作為工棚經營

管理的重要參考，他甚至提到，工棚發展迄今，已經可以有效的把招募和訓

練會員做有效的管理和引導，如新進成員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啥都不懂者；

第二種是有一些經驗，並可以自學者；第三種是具有各相關專業技術者。會

員進來進行訓練課程前，甚至會安排一些小測驗，以瞭解其程度，並進而安

排適合他們的學習項目，看來，此手冊的製作未來也為工棚建立一套訓練機

構的認可模式（accreditation Model），就某種程度而言，或許是工棚建立

制度化發展的重要契機，值得借鏡。 

除了上述教育訓練手冊之外，特別讓我們考察團印象深刻的是，他們還

有相關手冊資料的提供，諸如工棚理念介紹的宣傳折頁、工棚招收會員簡章、

工棚會員手冊、工棚內部其他管理手冊（如廢棄物處理原則）等等，這些管

理機制都讓我們覺得工棚的未來應該會朝向更制度化發展，其未來的發展雖

有困境，亦非常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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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colm介紹 MK工棚的學習樹 MK工棚發展厚厚一本會員管理手冊 

  
與 MK工棚成員進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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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心得感想與建議 

一、綜合心得感想 

本次考察團考察在英國 8個機構與單位，各類單位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包含：歷史悠久且具指標性的高齡學習組織 The Third Age Trust（英國第三

年齡大學基金會）及 Croydon u3a（克羅伊登第三年齡大學），在英國蓬勃發展

且有助於減少男性孤獨感的男士工棚（Camden Town Shed 及 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以研究出版以影響政府及企業與社會決策為導向的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UK（英國國際長壽中心），關注高齡議題並

進行產品研發的 Design Age Institute（英國設計老年研究院），以及運用博

物館資源呼應大眾重視高齡議題的 The Design Museum（設計博物館），還有

在英國同時也很關注臺灣教育文化議題的駐英國台北代表處等，本次考察行程

收穫豐碩，以下整理重要考察心得與收穫： 

（一）「學習」是一種文化，與人「連結」的精神更勝於學習 

從拜訪 u3a及男士工棚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學習是一種文化，活躍

老化的理念在這裡很自然的展現—主要就是有健康的身心、安全穩定的環

境，以及多元的參與方式。 

在學習的內容方面，不一定需要有「固定的課程」，有可能只是一個

提供交流、互動和心理支持的環境，他們強調「交流」勝過「上課」，正

如受訪學員告訴我們，人的一生都在學習，所以不必再強調學習，只要你

「願意參與」一定會有學習，但是，很多人不想走出家門，所以，鼓勵走

出來交朋友，與人互動，不要孤獨，更是 u3a的理念，Croydon u3a 完全

活出理念。 

以男士工棚而言，學習做木工並非主要目的，而是為了解決退休男性

長者的「身心孤獨感」，同時也透過多元的社會連結，讓他們在自主且獨

立的環境中自我成長，甚至參與社會一些活動，如博覽會，或者藉由自主

做出的成果作品展現其社會價值等。從性別觀點來看，雖然男士工棚早期

強調男性參與的課程，但也不排斥女性的參與，也藉由性別平衡等各方面

的尊重、支持和互動，開展更多高齡學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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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具有自我導向學習能力，今天我是老師、明天我是學員 

很多高齡者具有退休前的專長，可以藉由成為社區組織或擔任其他高

齡者的帶領人時，展現其社會貢獻服務的精神，如果善於運用，並讓其自

主參與及運作，有不可忽略的社會影響力，可以發揮的社會資本是無可估

算的。 

其中 Croydon u3a 的主席 Jenny 是從國中老師退休，但仍展現豐沛的

能量，她以僕從式領導風格，不只帶領椅子瑜珈教學，在整天的考察安排

上，可以看出她根據考察團需求用心安排每一個環節，讓團員與 46 名成

員互動，也體驗了三種不同的 u3a學習方式，從觀察中可以發現她的領導，

大都是動手勝過動嘴，與成員關係非常親近，或可理解為何 u3a總部推薦

我們來考察。 

在與 Croydon u3a 學員互動的過程中，也發現成人很想要交流且樂於

分享的期待，一整天非結構性的訪問與交談，可以體會到 u3a的學習文化，

沒有上下之分，不知道誰是老師、誰是學員，凡事自我導向，今天我是老

師、與你分享，明日由你來指導、帶著我學習，是完美展現成人自主學習

的最佳案例。 

（三）完善的管理制度，系統清晰且分工明確 

高齡學習組織也需要相當程度的管理，才能永續經營，本次考察所看

到英國的第三年齡大學和男士工棚雖然只是定位為「慈善組織」，但是，

其在組織的管理、運作、行銷以及營運方向等等，都必須要有願景及理念

的引導，以及在人（成員）的熱情與願景方面給予更具體的引導，方能讓

相關組織發揮所長，運作長遠。 

以 u3a 為例，全英國共有 1000 多個地方性 u3a及 40多萬名成員，形

同總部的基金會扮演支持與支援服務，是領導的角色，也是唯一聘有專職

人力的 u3a 組織，基金會本身正職人員不多，卻能透過 400 多名基金會的

志工共同協助經營，他們將志工分為政策與溝通組、管理組、資訊科技與

數據組，以及最多志工人數的 u3a會員服務組等四大組，志工組成清晰且

分工明確，同時也透過網站、定期出版以加強總部與地方性 u3a的資訊流

通，形成完善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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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導向，發展高齡者需要的解決方案 

本次考察 Design Age Institute 讓我們深刻體會到設計對高齡社會

的重要性。除了見識到許多創新的發明，還了解到智慧技術在高齡社會中

的應用，特別是如何影響高齡者的購買決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Design 

Age Institute 正在進行多項研究，如：新型三輪車設計、不依賴 GPS的

導航系統，以及簡便的健康管理工具。 

他們研發的產品皆是從高齡者的需求考量而發展，考察團成員深刻認

識到「設計創新」在解決高齡社會問題中的角色，因此未來高齡教育研究

或許可以將設計創新的議題，融入於樂齡課程主題的規劃，以設計思考的

方法，透過高齡者的需求出發，為高齡社會議題尋求創新解決方案，並創

造更多的可能性。對於本部樂齡學習輔導團而言，可以在年度子計畫中增

加有關解決高齡社會問題方案的研究，例如新產品雛形的開發、友善環境

的改進設計等議題，共同發展高齡者所需的方案設計。 

（五）由下而上的力量，推動全民及政府關注高齡議題 

民間單位的獨立自主性、由下而上的推動力量，有利於發展創意和多

元的運作機制，以 u3a 及男士工棚為例，透過基金會、委員會及理監事等

管理機制，不同會員組織之間可以發展多元的學習方式，包括健康類、藝

術類，以及自主表達的情感支持團體等，都是很棒的創意和學習。 

在政府力量方面，英國政府較少像臺灣政府有系統的支持與輔導高齡

教育的發展，本次考察的單位大多是由民間自行組織，雖有些專案與政府

合作，但政府的主導性不一定很高，而是讓研發部門、產業界與民間組織

多元發展，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中，透過研究、產業需要和民間自主的

需求，使得高齡學習有更多元的發展，在與 Design Age Institute 以及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UK 分享過程中，他們都相當肯定臺灣

政府資源的投入，也很期待透過研究報告及創新產品的發布，除了可以喚

起大眾對於高齡議題的重視外，也可以提供政府規劃高齡相關政策的參考。 

（六）持續推廣終身學習對社會的影響力，翻轉大眾對於老化的刻板印象 

根據研究調查：終身學習的理念不容易清楚定義，社會影響力因此也

難評估，因此 u3a 基金會、Design Age Institute 及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UK 等單位透過持續研究調查，以獲得高齡者的學習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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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回饋資料。從中可以發現多數學員是透過口耳相傳、使其認同終身學

習的理念，進而產生驅動力加入會員、促進學習。 

臺灣邁向超高齡社會的速度加劇，高齡人口逐日增加，因此繼續樂齡

學習理念的溝通推廣，前瞻學習，活躍老化，貢獻社會，也是不改變的理

念，需要定期不定期的行銷推廣，此外，臺灣在樂齡學習的經驗，也受到

考察單位的好奇與肯定，非常值得推廣給國外高齡教育實務工作者作為參

考，未來宜藉由與國外單位更多的相互往來、英文期刊與國際研討會發表，

以及網路資訊的宣傳等，增加臺灣樂齡學習政策的曝光度。 

二、建議 

（一）實踐「自主學習」模式，落實活躍老化精神 

英國 u3a 的自主學習模式相當值得學習，建議未來臺灣樂齡學習的運

作機制上可以朝自主管理方向努力，讓樂齡相關計畫對政府的經費依賴降

低。換言之，承辦樂齡計畫的團體可以更多元、更彈性、更自主，特別是

推廣使用者付費的觀念，收費方面可以採取公開、多元、透明的方式，例

如透過會費、學費、募款、義賣所得的資金更彈性的運用，不要完全倚賴

政府經費的補助。 

在學習內容的規劃方面，u3a的「自主」活躍精神也是相當值得學習

的，建議未來鼓勵樂齡學習的學員，定期在學習後能組織學習團體，類似

u3a 模式，轉型自主發展，中心可以持續招募新學員，擴大影響力。樂齡

學習可以參考 u3a成員間的自然互動以及課程「學習」而不是「教學」方

式，逐漸改變學習文化，使自主精神能充分發揮，並且能強化成員間的「自

主」規劃能力，系統培育人才，形塑自我導向學習文化，使學員能流動，

發揮天賦，不只是成為「學生」的角色。 

樂齡學習相關計畫若能逐漸朝向英國的 u3a運作模式轉型，可以說是

自我導向終身學習的最高境界，凡事由學員自己來，不倚賴政府，此行所

見，對於未來政府推動樂齡學習的政策，有相當程度的啟發。 

（二）調整人才培育的觀點，與樂齡實務工作者成為夥伴關係 

本部樂齡學習輔導團的角色類似英國 u3a基金會的角色，與各縣市的

樂齡學習中心，可以是一種夥伴關係，宜加強互相研討與合作的機會，透

過研討對話共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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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辦理培訓研習時，宜鼓勵領導人以開放的心態與成員相處，學習英

國 u3a及男士工棚的角色，注重每位成員的自主性，未來宜加強培育樂齡

中心主任與講師，能具備引導的素養，以服務學員活化學習為主，透過發

掘樂齡人士的天賦才能，給予角色定位與服務機會，使樂齡學員在學習時

能發現自己的定位與價值，加強樂齡終身學習永續發展的目標。 

在培訓研習內容方面，近年來對於志工訓練著力較少，建議可以加強

志工訓練，使志工成為專業，有清楚的樂齡學習理念及角色職稱以持續成

長發展。在樂齡培訓與聯繫會議中，可以增加關注國際老化研究組織倡議

的議題，使樂齡學習實務工作者與時俱進，也能融入國際趨勢成為教學與

經營的思考。 

（三）研擬經營管理標準化流程，製作學習手冊 

在相關作法方面，建議可以學習 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設

計「學習樹」（the learning tree），完整的呈現工棚裡面各相關專業的

成員訓練和發展階段及相關課程內涵，並將訓練課程內容印製為手冊，作

為經營男士工棚的重要參考。 

建議未來從整體樂齡學習相關政策，如：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以

及高齡自主團體帶領人等，進行系統性發展方向的檢討與思考，期能明確

調整策略、統一規劃，加強實務工作者的自主引導與學習規劃能力。各類

樂齡學習方案都可以建立一套不同的管理理念、方向、目標，甚至編定出

一套參考與訓練的標準化手冊。 

（四）打破城鄉界線，形成樂齡學習聯盟共同創造未來 

男士工棚的構想可以納入樂齡學習創新方案之中，協助臺灣的樂齡相

關機構成立樂齡男士工棚中心，並仿照澳洲和英國的案例，建立一套自主

經營的營運機制。打破縣市和鄉鎮的界線，以師資、課程或議題為分類串

連的依據，形成不同的樂齡學習聯盟，以交換經營管理理念和教學課程規

劃經驗。如，男士工棚課程聯盟，讓男性較多參與者的木工等課程，可以

跨縣市和跨區成立區域聯盟，增進彼此交流與成長的機會。 

（五）結合設計思考，以前瞻的觀點發展方案，符應高齡者所需 

本部樂齡輔導團的角色任務以研究發展為主，如課程教材研發、經營

管理分享，以及串連社區資源，帶動課程方案行銷等。相關多元創新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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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就讓社區型的樂齡可以多元展開、發揮創意。高齡學習需要前瞻設計，

突破刻板印象，運用科技以及各種調查數據為本，透過設計對於高齡者的

未來可以創造更多豐富的想像，也帶動高齡產業的發展，照顧更多需要的

人，包括高齡者個人與家人或照顧者。 

（六）積極促進跨領域交流，以及跨學科的合作 

我國有政府的政策與資源投入持續推動高齡教育，這是我國政策的一

大特色，獲得相關單位的肯定與稱羨，英國政府並沒有如此豐富的資源挹

注於高齡學習，但令人敬佩的是有很多民間自發性的組織與活動持續進行

推動終身學習，辦理中高齡教育活動。臺灣企業與民間組織，也有極大的

能量，未來，樂齡學習的實踐需要更多與民間組織跨域合作，使高齡學習

與前瞻準備未來生涯，成為當代國民基礎素養。 

建議可以多和博物館、圖書館合作吸引不同民眾參與，改變年輕世代

對高齡者的看法，亦可藉此辦理講座推廣樂齡學習、代間學習的理念，鼓

勵更多跨世代交流活動，讓年輕人和長者共同參與設計過程，增進相互理

解。 

除了跨領域合作外，促進跨學科合作也是一個重要方向。建議可參考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跨系競賽模式，鼓勵國內不同領域的專家合作設計解

決高齡化社會問題的產品，跨域將會帶來更多創新成果。在方案構想方面，

加強教育創新和社區參與也是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重要策略，在借鑒國

際經驗的同時，可根據臺灣的具體情況，開發更多本土化的高齡教育方案。

可以開發更多促進社會和諧的社區自主學習經營計畫，為超高齡社會做好

準備。 

（七）朝向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發展，擴展經費與運用彈性 

樂齡學習中心的經營可以朝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和社會企業結合的

方向努力，故各樂齡學習中心的承辦團體可邁向更多元，如成立一般協會、

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等等，並在人力上自主、經費來源上透過募款以及商

品營運來增加中心運作的經費。換言之，可朝社區微型產業或社會企業的

方向進行轉型思考。男士工棚的營運模式可以打破傳統的課程教學模式，

在經費來源方面強調會費、捐款，政府提供部分補助或是必要的補助，此

外，工棚課程也不必按照目前樂齡學習計畫要點的規範，允許自主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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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鼓勵企業贊助或產學合作，開發特殊方案課程。高齡組織的經費朝

向多元的開拓，透過會費、學費、募款、義賣所得等方式所獲得的資金可

以更彈性的運用。 

目前政府補助經費方面可以更加彈性與引導性，例如：補助一系列長

期性的特色樂齡課程之發展，如：代間互助互學共創課程、心靈療癒課程、

移地學習課程、行動學習課程、數位學習課程、宅配學習課程等等，補助

重點在於創意、多元、自主。也可以仿照國際扶輪社或獅子會的精神與作

法，鼓勵成立男士工棚國內聯盟，並發展國際交流，與國際男士工棚組織

合作，增加臺灣能見度與臺灣樂齡男士工棚的實踐創新。 

（八）推廣臺灣樂齡學習的特色，與考察單位持續連結 

英國政府沒有像我國有系統支持與輔導高齡教育的發展，因此我國樂

齡學習推動經驗，值得推廣給國外執行高齡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考。首先，

可以建立與英國 Design Age Institute 跨國合作關係，尤其是邀請國內

有設計系所的大學參與，定期分享有關高齡者之產品開發、研究成果和創

新設計理念，鼓勵有能量的樂齡學習單位，創造新產品。其次，推廣我國

在樂齡學習政策方面的成功案例，讓世界了解臺灣在高齡教育的努力成果。 

以老化議題而言，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UK（英國國際

長壽中心）是很好的資源，長壽中心由美英法共創，在國際間相當活躍，

能發揮影響力，該單位以成為國際老化與人口變遷意見領袖自許，連結各

國關心國際老化政策倡議且具有影響力的單位，未來宜計畫性的邀請國際

組織來臺灣訪問，才能使樂齡學習的實踐，有機會被納入成為一個標竿實

踐案例，持續使臺灣樂齡學習能與國際深化交流，才能使今日的連結，成

為明日的資源，本團訪問開路之後，希望後續能有不同的單位，進一步繼

續的交流，強化已經建立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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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在此次參訪過程，讓團員印象深刻有六部分：首先，「學習」是一種文化，

只要願意走出來就有學習的機會，創造與人「連結」的精神更勝於學習；再者，

成人具有自我導向學習能力，人人都是平等的，今天我是老師、明天換我來當學

員與你一起學習；第三則為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系統清晰且分工明確，有助於

長久的經營；第四點為民間單位由下而上推動的力量相當強大，不同單位皆致力

於推動全民及政府關注高齡議題；另外，在高齡議題方面，可以納入以解決社會

問題為導向，方能發展高齡者需要且貼近的解決方針；最後，科技醫療進步、高

齡人口的增加是時代的趨勢，因此宜持續推廣終身學習對社會的影響力，翻轉大

眾對於老化印象。 

從以上六大部分總結中，可以作為我國未來推動高齡教育的參考方向，在樂

齡學習的經營方面，宜積極實踐「自主學習」模式，以落實活躍老化精神，研擬

經營管理標準化流程，製作學習手冊以利傳承與永續經營。在樂齡學習輔導團辦

理的角度方面，建議調整人才培育與輔導的定位，與成員互為夥伴關係，在計畫

的構想上可以結合設計思考理念，以前瞻的觀點因應高齡者所需，並輔導樂齡學

習中心打破城鄉界線，形成樂齡學習聯盟。在政策與國際交流方面，宜積極促進

跨領域的參與，以及跨學科的合作，同時鼓勵樂齡學習朝向社會企業方向經營，

增加經費來源與運用彈性，最重要的是不忘持續推廣我國樂齡學習的實踐，與考

察單位連結，讓全世界看見我國樂齡學習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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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件 1 由 Croydon u3a 主席 Jenny 撰寫的 u3a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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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Croydon u3a 摺頁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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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The Third Age Trust 安排的訪問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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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u3a摺頁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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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Camden Town Shed 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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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Design Age Institute 專書與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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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UK 摺頁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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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 摺頁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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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Men in Sheds Milton Keynes 會員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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