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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補校成人學習者自我效能、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關係，具體而言，

本研究之目的有四：一、瞭解補校成人學習者的自我效能、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現

況。二、探討補校成人學習者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在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自我效能在

社會支持之差異情形。三、分析補校成人學習者不同變項間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幸

福感之相關情形。四、探討補校成人學習者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對幸福感之預測情

形。 

研究方法主要採問卷調查法，以高雄市國民中小學補校成人學習者為研究樣本，

發出問卷 1022 份，有效回收 860 份，回收率為 80.52%。主要研究工具有三：分別為改

編之「自我效能」量表、「社會支持」量表及「幸福感」量表。問卷所得資料輸入電

腦，以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8.0 for Windows 進行統計分析，包括項目分析、因素分

析、信度分析、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百分比、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

差及典型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加以處理。 

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一、補校成人學習者自我效能高，以「成尌目標」效能最高 

二、補校成人學習者社會支持高，以「情境建構」支持表現最高 

三、補校成人學習者幸福感發展情形良好，以「自我成長」發展最好 

四、女性、55歲以上、已婚及無收入的補校成人學習者其自我效能較高。 

五、女性、55歲以上已婚及無收入的補校成人學習者其獲得的社會支持較多 

六、女性、55歲以上已婚及無收入的補校成人學習者其幸福感較高 

七、自我效能與社會支持關係密切，以內容掌握與社會支持之相關較高 

八、自我效能與幸福感關係密切，以成尌目標與幸福感之相關較高 

http://cgeweb.csu.edu.tw/app/?dblabel=aseip&apid=message.asp&act=detail&dept_id=540_150&fno=233&dsn=&sort=a&seo=Center%20for%20General%20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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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會支持與幸福感關係密切，以情境建構與幸福感之相關較高 

十、自我效能的「內容掌握」與「過程改進」對社會支持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內容掌握效能愈好，則獲得的工具協助愈多，過程改進效能愈好，則得到情境建

構支持愈多。 

十一、自我效能的自我激勵與成尌目標對幸福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十二、社會支持的情境建構、資訊傳遞與情感歸屬對幸福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十三、不同的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對幸福感的各層面及整體具有預測力 

 

 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 aims to look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ocial support and the 

sense of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learners of the supplement school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City; the four aim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are: 

1.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es of the social support and the sense of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learners of the supplement school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City; 2.to fi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learners of the 

supplement school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City; 3.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ense of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learners of the supplement 

school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City; 4. to research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ocial support and the sense of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learners 

of the supplement school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C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ims above,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implemented using 

questionnaires, adopting the questionnaire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well-being of elderly 

learners” as the research tool. The methodology of purposive sampling is used to choose the 

learners who are over 55 years old in the junior high and prim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city. 

In the supplement school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180 questionnaires are delivered in total 

and 168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are returned. In the supplement schools of the primary 

schools, 180 questionnaires are delivered in total and 147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are returned.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questionnaires are delivered in total for the present research. After 

the in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are removed, there are 315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in total. 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account for 87.5％ of the total questionnaires. Moreover, the data 

analysis and the test research hypothesis are implement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F-

test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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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lusion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are: 1. The degree of soci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learners of the supplement schools of junior high and primary schools is high intermediate 

where the level of „academic support‟ is the highest and „emotion support‟ is the second 

highest. 2. The degree of sense of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learners of the supplement 

schools of junior high and primary schools is high intermediate where the highest is „life 

goal‟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and „environment control‟ are the second 

highest. 3.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s in the „emotion support‟ and the overall „soci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learn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which indicates that female learners are 

better than male. 4. The „emotion support‟ of the elderly learners of different marriage status 

indicates that the married are better than the unmarried. 5.The „independence‟, „environment 

control‟, „life goal‟,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and the overall „sense of well-being‟ 

show that the female learners are better than the male.6.the elderly learners of different 

marriage status and income do not show any differences in the sense of well-being and 

different aspects. 7. the canonical correlation is that „academic support‟ affects „environment 

control‟; the lower the „academic support‟, the worse the „environment control‟ of the 

learners. Moreover, „emotion support‟ affects the aspect of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the higher the „emotion support‟, the better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learners with 

others. The present research proposes relevant concrete adv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for future reference. 

 

關鍵字：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幸福感 

Keywords: elderly learner, supplement schools, social support, sense of well-being,  

  

 

壹、緒論 

 

我國已於1993年邁入高齡化社會，由於經濟的發展，社會不斷的進步，醫療水準的持續提升，使國

人的平均壽命亦隨之延長，高齡期佔國人整個生命期的比例相當漫長。隨著平均壽命的不斷向後推移，

根據內政部(2011)的統計，國人的平均壽命至2010年時已達78.96歲，至2010年12月為止，我國65歲以上人

口已達2,487,893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0.73%。於是，有著愈來愈多的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成了日益普

遍的趨勢。近年來，有關高齡者學習與教育的各種議題，開始受到政府及各界廣泛的關注與研究，而國

民中小學補校是高齡者參與正規教育的學習管道，因此，如何使高齡者參與國民中小學補校的學習活動

時獲得支持與幸福感極為重要。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lder+learer&field=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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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終身學習社會中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研究較少受到關注 

在終身學習社會中，政府必頇努力讓各年齡層的學習者皆喜好學習，才能對學習有持續的動力不會

中輟。高齡學習者由於身心發展的不利因素，會產生學習上的障礙問題，高齡者在參與學習活動時常常

會面臨許許多多的限制，例如高齡者受限於家庭、職業與時間等，形成參與學習活動的障礙，往往被迫

放棄學習者角色，產生焦慮與學習困難，使學習效果降低，妨礙到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因此，為了能

夠維持學習，一方面要堅強自己的毅力，另一方面更必頇尋求外在環境的支持。近年來，以國民中學及

國民小學附設補習學校的相關研究多以新住民或稱新移民以及補校教師為研究焦點，而傳統補校中的高

齡學習者卻甚少受到關注及研究，僅見於少數論文研究之中(楊淑君，1994；陳昱至，2008；李嵩義，

2007；莊淑貞，2008)。時至今日，老人仍是教育參與過程中的少數族群，尤其國中及國小補校是作為成

人教育中的正規教育體系並授與學歷的教育機構，在此一情況下，高齡者繼續參與國中小補校學習之研

究議題仍頗具時代意義。  

(二) 提升社會支持力量，減少高齡學習者的學習障礙 

若能將學習障礙排除，高齡學習者的學習阻礙將愈少，也愈將能以自己喜愛的方式來進行學習活

動，亦能增強其幸福感受。而社會支持是排除學習障礙的有效方法之一，黃富順(1989)探討成人參與教

育活動障礙研究發現，年齡的確會影響學習取向。Fisher(1993)也認為高齡學習者對學習的需求有日增的

趨勢，其中個別化或是同儕支持的需求，正是高齡學習改變的轉折點。高迪理(1991)認為社會支持可使

老年人去調適其在晚年生活上所遭受之壓力事件，以使其心理更加安適。社會支持對於老年人顯得格外

重要，或因老年時期容易出現寡居的情形，或者因為老年人面臨生理或經濟方面的衰退，無法像較年輕

時可以與他人進行的接近「公平」式的互動，所以會獲得較少的支持(蕭仁釗、林耀盛、鄭逸如譯，

1997)。另外，高齡學習者可以滿足對人際互動方面的需求，除了可以擴展人際關係之外，也可以降低自

我的孤獨感。高齡學習者得到社會支持，可以有效降低心理上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定感 。Stern與

Carstensen(2000)實驗證明高齡者的記憶表現可以經由認知和社會支持而提升學習表現，並可由團體合作

學習而增加認知表現。因此，增加對於高齡學習者的社會支持是提升高齡學習者學習效果的重要方法。

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參與學習時的社會支持相關議題值得研究。 

(三)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之社會支持與幸福感關係議題值得深入探究 

社會支持在人類社會中具有獨特的功能與影響力，社會支持會藉由人際作用提昇幸福感。周玉慧、

楊文山、莊義利(1998)的研究顯示出：不論是配偶還是子女或親友提供的社會支持，提供給老年人的情

緒支持愈多，其身心健康愈佳。羅凱南(2001）研究發現，老人得到的社會支持愈多者，其幸福感較高；

社會支持與幸福感有中度正相關；不管是情緒支持、訊息支持、實質支持或社會整合，都和心理滿足感

成顯著正相關，其中以情緒支持為最明顯。Newsom與Schulz (1996)針對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為研究對

象，探討社會支持與其生理、心理的幸福滿足感情形，結果發現：社會支持情況較差者會強烈影響老年

人的生理、心理的幸福滿足感，使他們具備較差的生活滿意與較多的憂鬱症狀。綜言之，社會支持對高

齡學習者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提供物質上或精神上的許多幫助，增加他們的歸屬感、喜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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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自信等，從而提高他們的幸福感。所以，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影響其心理幸福滿足感

的研究問題很值得我們重視。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者為了解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與幸福感的相關情形，乃決定進行

此項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有四： 

1.了解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及幸福感之現況。 

2.考驗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社會支持上的差異情形。 

3.分析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幸福感上的差異情形。 

4.探究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與幸福感的相關情形。 

 

三、研究限制 

以下分點敍述研究限制： 

一、研究變項 

本研究探究社會支持及幸福感變項，然此二變項的理論內涵龐大，學者主張歧異，因此，探究時要能全

然切中變項之內涵及本質實有困難之處，惟本研究已儘量修改題目敍述以確實符合受試者實際現況並減

少與變項本質誤差情形存在。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限於人力、經費、時間等限制，進行問卷調查，進行實證探究。過程上，雖已儘量求其客觀及代

表性，因此，在推論上也有其限制，將本研究結果類推至全國的補校學習者時應謹慎小心，以免過度推

論。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調查問卷屬於自陳式量表，藉由受試者的認知反應來填答，填答者可能受個人情緒、認知、過去

經驗等因素的影響，或是對於問卷內容題目之理解亦可能有所偏差而對題目的反應採取較為保留的立

場，此和真實現象難免會有落差存在，值得注意。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研究對象現況之資料，以為研究驗證之參考。此種量化的資料蒐集會有其實

證上的優點，然對相關議題之探究或許較無法深入，此也有待後續加入質性研究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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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為了解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與幸福感的情形，以下探討其相關意涵與研究，茲說明如

下： 

一、社會支持的意涵、功能及類型 

(一) 社會支持的意涵及功能 

社會支持包含非常廣泛的內容，不同的學者提出不同的定義： 

Caplan(1974)指出社會支持是指當個人面臨壓力情境時，身邊的家人、朋友或重要他人給予其不同形

式的支持或援助。House(1981)認爲社會支持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包括情感上的關心、工具性援

助、資訊互通和有關自身環境的自我評價。Gottileb(1983)進一步將社會支持定義爲來自於社會關係的幫

助、人們聯繫的方式以及支持網路中成員間的資源交換。Dunst與Trivtte(1985)認為社會支持是個人在面臨

具有壓力的情境時，家庭的成員、朋友、鄰居和其他人所能提供個人生理、心理、訊息、工具或物質等

各種不同形式的援助和支持，使個體更適應壓力，增加幸福感。 

Tracy(1990)認為社會支持是指人們對他人提供多種不同方式的協助，包括情感性的鼓勵或支持、建

議或勸告、傳遞訊息或資訊、指導、以及實體或有形的幫助。井敏珠(1992)指出社會支持是個體透過與

周遭的任何人的互動過程中，在情緒上、實質上或訊息上所獲得的社會支持、回饋，使個體增進適應問

題的能力。Lopez(1999)認為社會支持是指支持者在特定地方，直接給予個體實質性的物品、服務、社會

介入及指引。Litwun與Landau(2000)認爲社會支持是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一系列人際之間的幫助，如豐富

自我概念、增強歸屬感、完善認知指導，在完成任務中所需的具體幫助，以及被愛戴和敬佩的感覺。 

Cobb(1976)認為社會支持具有三種功能：(1)它使個體覺得自己是受到照顧和關愛的；(2)它使個體相

信自己是受到重視和尊重的；(3)它使個體確認自己是屬於溝通網絡中的一份子。Cohen與Wills(1985)認為

尊重及訊息性支持對於一般性的壓力事件都能夠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支持效果，工具性支持與陪伴支持則

只與某些特定的壓力事件較有關聯。以心理層面來看，社會支持對於個人的正面思考、情緒抒解、壓力

釋放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Wills(1985)認為資訊性支持，發揮了增強個人自尊心、被接受與被肯定 的

功能，讓人們更可以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工具性支持則提供了人們在面對問題時解決問題的能力。情

緒性支持則是經由他人的關心、鼓勵，產生正面積極與愉快的情緒，也有助於壓力抒解。由此可知，社

會支持是個體藉由與環境中的人、事、物的互動，獲得的各種形式的支持，使個體能抵抗壓力、滿足個

人需求及增進心理上的幸福感。 

(二)社會支持的類型 

有關社會支持的類型，許多學者依支持的內容分為數種不同的類型，大致有以下的分類： 

Morgan與Zimmweman(1990)將社會支持分爲兩大類型：(1)情感性支持和(2)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

包括給與他人情感上的支持和與他人進行交流。工具性支持或稱實際幫助，是指發生在給予者和接受者

(即得到幫助的人)之間的實際轉移。工具性支持可以通過支持的可利用性加以衡量，包括對支持網路結

構的調查(如網路大小和居住情況)。認知指導或有人提供建議和資訊，經常被認爲是工具性支持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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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House(1981)將社會支持分為四類：(1)情緒支持：自尊、情感 、關愛。(2)工具支持：金錢、物質

的協助及行動介入。(3)訊息支持：忠告、建議、指導等。(4)評價支持：肯定、回饋、社會比較等。

Bossert(1994)將社會支持分為：(1)情緒性支持：得到家人及師長、同學等溫暖、和善的言語問候與關切

陪伴，使其感受到受愛護與被接受，以維護親密感與自我認同。(2)訊息性支持：能延續學校課程學習等

訊息提供，協助減少不確定焦慮感，以維護自我信念。(3)尊重性支持：尊重身體感受與增加自我控制

感、成尌感，維護自尊心。(4)實質性支持：藉由設備的提供，以維護身心靈最基本的滿足與舒適感。(5)

網絡性支持：透過原有的同儕朋友的良好互動關係，共享彼此的經驗與感受，以維護人際關係與社會技

能。 

Barrera與Ainlay(1983)將社會支持分為：(1)物質支持：如提供金錢等協助。(2)行爲支持：如分擔體力

勞動的工作。(3)關懷支持：比如傾聽、表示尊重、關心、理解等。(4)指導支持：如提供幫助、資訊和指

導。(5)回饋支持：如提供有關他們行爲、思想和感情的個人的反饋。(6)人際支持：如參加娛樂和放鬆的

社會交往。Thorpe(2001)認為學習支持需要根據學生產生需求的時機及時的加以提供協助支持，因為錯過

支持的時機將可能直接導致支持失敗。李嵩義(2007)將社會支持類型歸納出四個向度：(1)情感支持：幫

助高齡學習者解決各種心理和情感方面的問題。(2)學術支持：幫助高齡學習者提供教學服務、培養學生

的學習技能。(3)工具支持：幫助高齡學習者提供財務、經費或相關軟硬體設施的協助。(4)訊息支持：給

予高齡學習者忠告、建議、分享學習活動的課程或消息來源，以增進高齡學習者更積極參與學習活動。 

Krause(1989)在對高齡者的研究中指出，明確的社會支持是生活事件的緩衝物。在一個針對高齡者所

進行的縱向研究中發現，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與朋友間的非正式活動有絶對的相關。事實上，與朋友共

同從事特殊的活動比家人共同從事相同的活動能產生更多的激勵。Krause、Liang與Keith(1990) 以2049位

60歲以上的高齡者為研究對象，訪談其晚年的社會支持及心理悲傷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較常與家人接

觸的老人比接觸較少的老人，他們受到較多情感的支持。與朋友接觸並期待受到支持，顯示出對生活安

康直接的重要的影響，與家人接觸並得到支持，對生活安康有間接的重要的影響。因此，當社會支持程

度越高，對於心理上的負面影響尌會降低。 

 

二、高齡學習者幸福感的意涵與研究 

（一）幸福感的意涵 

幸福感在西方現代心理學研究領域中有不同的表達，像是happiness、well-being、eudemonia、

psychology w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等，而英文的well-being常有不同的中文翻譯，如福祉、安適狀

態、安寧或圓融，意即人生命每一個層面處在最佳狀況，係指「心理良好狀態」或尌是「主觀好的存

在」，它的意思尌是指健康、快樂的狀態(李嵩義，2007)。 

Diener(1984)認為幸福感是個體依據自己設定的標準對自己生活的質量所作的整體評價，是一種對生

活評估後的結果，以生活滿意度為主觀之評定強調個人認知對幸福感的影響，而生活滿意可以代表個人

對生活整體層面的評價，即反應出個人幸福感的程度。他認為幸福感具有三個特點：(1)主觀性：主觀幸

福感的評定主要依賴個體所設定的標準，而不是他人或外界的標準。(2)整體性：它是一種綜合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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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綜合的心理指標，包括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及負向情感三方面，其反應的是個體情感反應的評估

和認知判斷。(3)穩定性：主觀幸福感主要測量長期而非短期情感反應和生活滿意度，是一個相對穩定的

值。它不隨時間的流逝或環境的一般性改變而發生重大變化。Veenhoven(1994)則強調幸福感應該是個人

對其生活的喜歡程度，即幸福感是一種正向的情緒反應，透過對正負情緒消長情形的分析以了解幸福感

的高低。著重於情緒之幸福感，認為幸福感來自於生活較正向的情緒與較少負向情緒之總和。Ryff與

Singer(2000)認爲幸福感不僅是保持愉悅，更重要的是追求真正潛能的實現。 

（二）幸福感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的研究傾向，認為幸福感可以說是一種個人主觀的經驗，可以使個體發現自己，並了解自己

存在的意義與價值。Ryan與Deci(2001)認為幸福感尌是最佳的體驗和心理機能狀態。在高齡者幸福感的實

徵研究方面，Ryff(1989b)曾對於年輕成年期、中年期、老年期三種年齡階段的受試者，進行自我接納、

自主性、環境掌控、自我成長、生活目標、與他人的正向關係等六個層面的幸福感測量。結果顯示：老

年人在環境掌控的情形比較好，而自我成長、生活目標的情形比較差。Ryff與Keyes(1995)以1108位成年

人作為研究對象，測量他們在自我接納、自主性、環境掌控、自我成長、生活目標、與他人的正向關係

等六個層面心理幸福滿足感的表現。結果發現：老年人在環境掌控、與他人的正向關係兩方面表現比較

好。李嵩義(2007) 研究指出，高齡學習者的幸福感狀況良好，以自我成長表現最佳，有高社會支持的高

齡學習者其整體幸福感較佳。黃富順(2011)研究顯示，我國高齡者生活幸福感普遍良好，參與學習、擔

任志工、及與家人相處會使生活變得更快樂。從幸福感的相關研究者對幸福感的測量和相關研究中得知

並提醒我們在對幸福感問題進行實證性研究時，應當從多個層面及向度著手，以廣泛的探究幸福感的內

涵。 

(三)個人背景變項與幸福感的關係 

影響幸福感的個人背景變項因素頗多，本研究以高齡學習者為對象，基於樣本的屬性與研究目的，

研究者著重於性別、收入與健康狀態來深入探討。  Ryff(1989b)探討男、女兩性在心理幸福滿足感有無差

異的研究中發現，女性受試者在士氣與憂鬱等測量項目上，明顯比男性受試者士氣低落，顯得較為憂

鬱。Dean、Kolody與Wood於1990年的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比男性較易罹患憂鬱症。認爲如果女性在遇到

不好或難以控制的事件時可能導致她們難以抵制消極影響;但是如果她們生活美好，則她們比男性更能感

到強烈的幸福。所以女性在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體驗上都較男性強烈(Fujita, 1991)。施建彬(1995)的研

究結果顯示性別在幸福感上沒有顯著差異。劉敏珍(2000)的研究也證實女性老年人之幸福感較男性為

高。蔡秀美、周雅容(1995)的研究結果發現老年婦女比起男性老年人較為沮喪。黃富順(2011)研究發現，

女性的生活幸福感高於男性，且婚姻狀況與生活幸福感有關。綜合上述，性別是否影響幸福感及如何影

響，仍有待研究。 

在健康情形方面，Quinn(1983)對於老年人心理適應的研究結果亦顯示，健康情形是老年人心理幸福

滿足感最重要的影響來源。Lurie(1984)研究發現主觀的自覺健康狀態是影響未來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

素。Argyle(1987)研究發現，健康狀況愈好的老年人，愈有幸福感。如果以自評健康狀況進行評估，幸福

感和健康之間的關聯會更強。Thompson與Heller(1990)研究發現心理健康會對幸福感產生極大的影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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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佳則幸福感尌會提高。有趣的是健康影響幸福感，幸福感也會回過頭影響健康。影響健康的因素

很多，所以常常容易造成因果上的混淆不清。經濟狀況是不是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許多研究結果顯

示：老年人的經濟狀況愈好，其心理幸福滿足感愈佳。Argyle(1987)針對老人所進行的預測幸福感的研究

發現，最重要的因素是健康、收入及社會接觸。健康和社會接觸對所有人都很重要，收入對年輕人較不

重要，但對老年人卻相當重要。李嵩義(2007)研究指出，不同性別、年齡、健康情形與社會支持相輔相

成，能提升高齡學習者的幸福感。 

 

三、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與幸福感關係 

Weiss(1974) 研 究 發 現 ， 個 體 只 有 在 得 到 各 種 社 會 支 持 時 才 能 獲 得 較 高 的 幸 福 感 。 Kahn 與

Antonucci(1980)也指出社會支持是主觀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友誼關係有明顯的人格適應功能，

在老年人當中，朋友的支持性和親密性與生活品質呈現顯著正相關。Thoits(1982)檢驗社會支持與個人幸

福感的因果關係，所得結論為社會支持可以預測個人的幸福感。Quinn(1983)的研究結果則指出：老年人

主觀的社會支持滿意度比起社會支持網絡的客觀評量，更能預測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滿足感。社會支持的

情形愈好，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滿足感愈好，老年死亡率愈低，這種現象背後的機制有兩種可能性：當個

體遭遇壓力情境，此時社會支持扮演緩衝壓力的角色，間接對身心健康產生正面效果。或者不論個體是

否遭遇到壓力，社會支持都會直接助益於身心健康(Cohen & Wills, 1985)。Krause(1986)以社會支持行為量

表做為測量工具對於老年人心理幸福滿足感的影響，結果發現：老年人獲得訊息與情緒支持愈多，其憂

鬱程度愈低。Antonucci 與 Jackson(1987)指出社會支持與心理幸福滿足感有正向關連。 

Sarason、Levine與Basham(1983)研究發現，女性社會支持越高者，其負向心理狀況越低，且關連性比

男性還明顯，可見女性的社會支持比男性更有效果。Newsom與Schulz (1996)針對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

人，探討社會支持與其生理、心理的幸福滿足感情形，結果發現：社會支持較差情況強烈影響老年人的

生理、心理的幸福滿足感，使他們具備較差的生活滿意與較多的憂鬱症狀。陸洛(1998)研究六十五歲以

上的老年人，發現社會支持與心理幸福滿足感呈正相關。周玉慧、楊文山、莊義利(1998)的研究顯示

出：不論是配偶還是子女或親友提供的社會支持，提供給老年人的情緒支持愈多，其身心健康愈佳。羅

凱南(2001）研究發現，老人接受的社會支持愈多者，其幸福感較高；社會支持與幸福感有中度正相關；

不管是情緒支持、訊息支持、實質支持或社會整合，都和心理滿足感成顯著正相關，其中以情緒支持為

最明顯。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齡學習者個人背景變項對社會支持及幸福感的影響及相關情形，綜合文獻分析結果

並結合本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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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茲將本研究架構之研究路徑說明如下： 

1、研究路徑1：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高齡學習者在社會支持的差異情形。 

2、研究路徑2：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高齡學習者在幸福感的差異情形。 

3、研究路徑3：分析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與幸福感的相關情形。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文獻分析結果及研究架構，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1：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高齡學習者在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異。 

1-1：不同性別的高齡學習者在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異。 

1-2：不同健康情形的高齡學習者在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異。 

1-3：不同收入的高齡學習者在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2：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高齡學習者在幸福感分層面及整體上有顯著差異。 

    2-1：不同性別的高齡學習者在幸福感分層面及整體上有顯著差異。 

2-2：不同健康情形的高齡學習者在幸福感分層面及整體上有顯著差異。 

2-3：不同收入的高齡學習者在幸福感分層面及整體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3：不同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層面與幸福感層面間有顯著的典型相關。 

幸福感 

 

1.自我接納 

2.自主性 

3.環境掌控 

4.自我成長 

5.生活目標 

6.與他人正向關係 

 

社會支持 

 

1.情感支持 

2.學術支持 

3.工具支持 

4.訊息支持 

 

 
個人背景變項 

 

1.性 別 

2.健康情形 

3. 收入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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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立意取樣，抽取高雄市國中小補校學習的高齡學習者為調查對象，以李嵩

義(2007)所編製的「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與幸福感」量表為工具，進行大樣本的問卷調查，進行統計量

化分析。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尌讀於高雄市國中及國小補校，年滿五十五歲以上的高齡學習者為

研究對象，國中補校部分，共發出問卷180份，回收有效問卷168 份，國小補校部分，共發出問卷180

份，回收有效問卷147份，此研究實際共發出360份問卷，刪除無效問卷後共得有效問卷315 份，實際有

效問卷率為87.5％，本研究在樣本的選擇上僅限於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為主，故在未來的結果

推論至全國各地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時會有其限制。 

 

五、研究工具 

李嵩義(2007)根據文獻回顧，綜合歸納相關學者(Barrera ＆ Ainlay, 1983；Bossert, 1994；House, 1981；

Morgan ＆ Zimmweman, 1990；Thorpe, 2001)等，對社會支持的分類觀點，將社會支持歸納為四個面向，以

涵納成人及高齡學習者的社會支持面向，並以部分補校高齡學習者為施測對象。另外， Ryff與

Singer(2000)從人類生命全程發展的觀點探索幸福感的問題，將幸福描述為不僅僅是快樂的獲得而且是為

了人類真正本質的自我實現而努力。他們並提出了測量幸福感的多向度測量方法，該量表包括了自我接

納、自主性、環境掌控、個人成長、生活目標、與他人的正向關係等六個向度，共有84個題目並在美國

已被廣泛的應用。因該量表係針對高齡者所設計，本研究採量化實徵方式進行研究，研究者基於探究的

需要及相關文獻之理論性探究與分析，及考量不同學生群體背景特性，採用李嵩義(2007)所編製之高齡

學習者社會支持及幸福感量表為研究工具，首先，該量表在編製上，將社會支持類型歸納為四個面向，

分別為：(1)情感支持； (2)學術支持；(3）工具支持； (4）訊息支持，社會支持量表四層面與總量表的相

關分別為.8994、.8908、.8993、.9104，整體α 值為.9621，其次，在幸福感量表有六個面向，分別是：(1)

自我接納； (2)自主性；(3)環境掌控；(4)個人成長； (5)生活目標；(6)與他人的正向關係，幸福感量表六

個層面與總量表的相關分別為.8422、.9056、.9175、.9305、.9365及.9348，整體α 值為.9688，因此本問卷

信度堪稱良好。 

 

本研究採用李克特式 (Likert-style) 五點量表填答計分，在各個題項右方的「非常同意、大致同意、

有些同意、大致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處中勾選，分別依次給予5、4、3、2、1 分。若受試者在該量表

所得的分數愈高，表示其所獲得的社會支持程度及幸福感愈高；反之，受試者得分愈少，表示所獲得的

社會支持及幸福感程度愈低。調查問卷基本資料調查表包含個人背景資料如下：1、性別：分為男、女

兩組。2、婚姻狀況：分已婚及未婚。3、收入：本研究中將收入分為無收入、2萬元以下、2-4萬元及4萬

元以上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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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料處理 

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問卷調查回收後，隨即整理問卷填答資料登錄於電腦檔案中，

將全部有效問卷資料整理編碼(coding)，輸入電腦儲存，並採用SPSS 16.0 for Windows統計套裝軟體程

式，進行研究假設的考驗與資料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茲將研究考驗結果列表提出說明如下： 

 

一、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現況分析 

根據 315 位受試者在「社會支持」量表上之填答得分加以分析，在各層面及整體層面的得分情形如

表 1。本分析以平均數及標準差呈現，分數愈高，表示其社會支持愈高愈正向積極，本量表以 3 分為每

題的平均值，高於平均值界定為中上程度，表示發展情形大致良好，低於平均值則為不佳，表示社會支

持偏向中上程度。 

 

   表 1 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    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排序 

情感支持 16.96 2.98 4 4.24 2 

學術支持 17.77 2.60 4 4.44 1 

工具支持 15.70 3.55 4 3.93 3 

訊息支持 14.98 4.09 4 3.75 4 

    社會支持整體 65.41 10.24 16 4.09  

 N=315 

由表 1 顯示，尌社會支持整體層面而言：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的平均得分為 65.41，標準

差為 10.24，每題平均為 4.09，為中上程度。由各層面每題的平均得分可知，「學術支持」層面的得分最

高，其次為「情感支持」，而以「訊息支持」層面的得分最低。 

 

二、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幸福感現況分析 

根據 315 位受試者在「對幸福感」量表上之填答得分加以分析，在各層面及整體層面的得分情形如

表 2。由本分析以平均數及標準差呈現，分數愈高，表示其對幸福感愈高愈正向積極，本量表以 3 分為

每題的平均值，高於平均值界定為中上程度，表示發展情形大致良好，低於平均值則為不佳，表示對幸

福感偏向中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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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幸福感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    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排序 

自我接納 15.90 3.43 4 3.98 5 

自主性 17.48 2.70 4 4.37 4 

環境掌控 17.58 2.42 4 4.40 3 

自我成長 14.98 4.09 4 3.75 6 

生活目標 17.96 2.65 4 4.49 2 

與他人正向關係 18.24 2.40 4 4.56 1 

對幸福感整體 105.40 12.51 24 4.39  

   N=315 

由表 2 顯示，尌對幸福感整體層面而言，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幸福感的平均得分為 105.40，標準

差為 12.51，每題平均為 4.39，表示對幸福感偏向中高等程度。在各層面上，由各層面每題的平均得分可

知：以「與他人正向關係」層面的得分最高，其次為「生活目標」及「環境掌控」，而以「自我接納」

及「自我成長」層面最低。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主要為考驗假設1：「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高齡學習者在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異」所得之結

果，分析如下： 

1、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依表3 之分析摘要內容可知，不同性別的國中補校高齡學習者在社會支持整體及其各層面差異分析

結果整體如下： 

1.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情感支持」上有顯著差異(t=2.505＜.001)。 

2.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學術支持」上無顯著差異(t=2.658＞.05)。 

3.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工具支持」上無顯著差異(t=.961＞.05)。 

4.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訊息支持」上無顯著差異(t=.297＞.05)。 

5.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整體「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異(t=1.849＜.05)。 

 

表 3 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整體及各層面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層面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情感支持 1.女 263 17.14 2.87 2.502*** 

 2.男 52 16.02 3.37  

學術支持 1.女 263 17.94 2.34 2.658 

 2.男 52 16.90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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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支持 1.女 263 15.79 3.47 .961 

 2.男 52 15.27 3.97  

訊息支持 1.女 263 15.01 4.05 .297 

 2.男 52 14.83 4.32  

社會支持 1.女 263 65.8821 9.6126 1.849 * 

 2.男 52 63.0192 12.8192  

N=315 *** p＜.001 *p＜.05 

 

2、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依表4 之分析摘要內容可知，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社會支持整體及其各層面差

異分析結果整體如下： 

1.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情感支持」上有顯著差異(t=.438<.05)，已婚優於未婚。 

2.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學術支持」上無顯著差異(t=..436＞.05)。 

3.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工具支持」上無顯著差異(t=.465>.05)。 

4.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訊息支持」上無顯著差異(t=-.539＞.05)。 

5. 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整體「社會支持」上無顯著差異(t=.184＞.05)。 

 

表 4 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整體及各層面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層面 婚姻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情感支持 1.已婚 307 16.97 3.00 .438* 

 2.未婚 8 16.50 1.85  

學術支持 1.已婚 307 17.78 2.61 .436 

 2.未婚 8 17.38 2.26  

工具支持 1.已婚 307 15.72 3.54 .465 

 2.未婚 8 15.13 4.29  

訊息支持 1.已婚 307 14.96 4.11 -.539 

 2.未婚 8 15.75 2.92  

社會支持 1.已婚 307 65.4267 10.2882 .184 

 2.未婚 8 64.7500 8.8922  

N=31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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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收入的國中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依表5 之分析摘要內容可知，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社會支持整體及其各層面差異分

析結果整體如下： 

1.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情感支持」上有顯著差異(F=4.527＜.01)。 

2.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學術支持」上無顯著差異(F=1.790＞.05)。 

3.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工具支持」上無顯著差異(F=1.004＞.05)。 

4.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訊息支持」上無顯著差異(F=2.084＞.05)。 

5. 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整體「社會支持」上有顯著差異(F =3.139＜.01)。 

 

表 5 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整體及各層面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層面 收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情感支持 1. 無 249 17.24 2.77 4.527** 1>3 

 2. 3萬元以下 43 16.23 3.08   

 3. 3-6萬元 18 14.94 4.18   

 4. 6萬以上 5 16.40 4.10   

學術支持 1. 無 249 17.92 2.40 1.790  

 2. 3萬元以下 43 17.42 2.98   

 3. 3-6萬元 18 16.61 3.99   

 4. 6萬以上 5 17.40 1.82   

工具支持 1. 無 249 15.87 3.53 1.004  

 2. 3萬元以下 43 15.21 3.60   

 3. 3-6萬元 18 14.89 4.11   

 4. 6萬以上 5 14.40 .89   

訊息支持 1. 無 249 15.14 4.05 2.084  

 2. 3萬元以下 43 14.91 3.77   

 3. 3-6萬元 18 12.72 5.09   

 4. 6萬以上 5 16.00 3.16   

社會支持 1. 無 249 66.1687 9.6074 3.139 ** 1>3 

 2. 3萬元以下 43 63.7674 10.6566   

 3. 3-6萬元 18 59.1667 15.5497   

 4. 6萬以上 5 64.2000 7.1903   

N=31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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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討論 

依據分析結果，不同性別的高齡學習者在「情感支持」及整體「社會支持」有顯著差異存在，呈現

女性優於男性的現象，其餘則無差異，假設1-1獲得少部分支持。這顯示女性學習者的情感支持愈多，愈

能提升其正向的心理狀況。其次，不同婚姻狀況的高齡學習者在「情感支持」上有顯著差異，呈現已婚

優於未婚的現象，其餘則無差異，假設1-2獲得少部分支持。不同收入高齡學習者在「情感支持」上有顯

著差異。收入在3-6萬元者較無收入者有較多的情感支持，假設1-3獲得少部分支持。這顯示，情感支持

對於老人的情緒抒解與學習壓力釋放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朋友則是和各種社會活動中的同伴一樣，

是情感支持的來源(Rook, 1990)；Seeman與 Berkman(1988)研究顯示，朋友在情感支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隨著年齡的增加朋友提供重要的支持。周玉慧、楊文山、莊義利(1998)研究發現情感性社會支持

的提供或接受對老人身心健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幸福感差異分析 

本部份主要為考驗假設2：「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高齡學習者在幸福感上有顯著差異」所得之結

果，分析如下： 

1、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幸福感之差異分析 

依表6之分析摘要內容可知，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幸福感整體及分層面差異分析結

果如下： 

1. 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自我接納」上無顯著差異(t=.910＞.05)。 

2. 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自主性」上有顯著差異(t=3.476＜.001)。 

3. 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環境掌控」上有顯著差異(t=2.029＜.01)。 

4. 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自我成長」上無顯著差異(t=.297＞.05)。 

5. 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生活目標」上有顯著差異(t=2.394＜.01)。 

6. 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與他人正向關係」上有顯著差異(t=3.544＜.001)。 

7. 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整體「幸福感」上有顯著差異(t=2.968＜.01)。 

表 6 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層面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自我接納 1.女 263 15.97 3.22 .910 

 2.男 52 15.50 4.31  

自主性 1.女 263 17.71 2.40 3.476*** 

 2.男 52 16.31 3.70  

環境掌控 1.女 263 17.70 2.30 2.029** 

 2.男 52 16.96 2.89  

自我成長 1.女 263 15.01 4.05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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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男 52 14.83 4.32  

生活目標 1.女 263 18.38 2.31 2.394** 

 2.男 52 17.52 2.73  

與他人正向關係 1.女 263 18.19 2.44 3.544*** 

 2.男 52 16.79 3.33  

幸福感整體 1.女 263 106.3156 11.5806 2.968** 

 2.男 52 100.7500 15.7391  

N=315  **p＜.01  ***p＜.001 

 

2、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對幸福感之差異分析 

依表7之分析摘要內容可知，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對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差

異分析結果整體如下： 

1.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自我接納」上無顯著差異(t=2.013＞.05)。 

2.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自主性」上無顯著差異(t=1.436＞.05)。 

3.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環境掌控」上無顯著差異(t=1.280＞.05)。 

4.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自我成長」上無顯著差異(t=-.539＞.05)。 

5.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生活目標」上無顯著差異(t=1.335＞.05)。 

6.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與他人正向關係」無顯著差異(t=1.307＞.05)。 

7.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整體「幸福感」無顯著差異(t=2.048＞.05)。 

 

表 7 不同婚姻狀況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層面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自我接納 1.已婚 307 15.96 3.39 2.013 

 2.未婚 8 13.50 4.31  

自主性 1.已婚 307 17.51 2.68 1.436 

 2.未婚 8 16.13 3.31  

環境掌控 1.已婚 307 17.61 2.40 1.280 

 2.未婚 8 16.50 3.12  

自我成長 1.已婚 307 14.96 4.11 -.539 

 2.未婚 8 15.75 2.92  

生活目標 1.已婚 307 18.27 2.38 1.335 

 2.未婚 8 17.13 3.04  

與他人正向關係 1.已婚 307 17.99 2.64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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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未婚 8 16.75 2.96  

幸福感整體 1.已婚 307 105.6287 12.3624 2.048 

 2.未婚 8 96.5000 15.5839  

N=315  

 

3、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對幸福感之差異分析 

依表8之分析摘要內容可知，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對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差異分

析結果整體如下： 

1.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自我接納」上無顯著差異(t=.953＞.05)。 

2.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自主性」上無顯著差異(t=2.553＞.05)。 

3.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環境掌控」上無顯著差異(t=1.718＞.05)。 

4.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自我成長」上無顯著差異(t=2.084＞.05)。 

5.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生活目標」上無顯著差異(t=.171＞.05)。 

6.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與他人正向關係」上無顯著差異(t=1.101＞.05)。 

7.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在整體「幸福感」上無顯著差異(t=1.337＞.05)。 

 

表8 不同收入的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整體幸福感及各層面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變項層面 收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自我接納 1. 無 249 15.90 3.39 .953   

 2. 3萬元以下 43 16.05 3.48   

 3. 3-6萬元 18 15.00 3.93   

 4. 6萬以上 5 17.80 2.28   

自主性 1. 無 249 17.63 2.55 2.553  

 2. 3萬元以下 43 17.00 3.09   

 3. 3-6萬元 18 16.17 3.60   

 4. 6萬以上 5 18.80 .84   

環境掌控 1. 無 249 17.65 2.35 1.718   

 2. 3萬元以下 43 17.51 2.70   

 3. 3-6萬元 18 16.44 2.75   

 4. 6萬以上 5 18.60 1.34   

自我成長 1. 無 249 15.14 4.05 2.084   

 2. 3萬元以下 43 14.91 3.77   

 3. 3-6萬元 18 12.72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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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萬以上 5 16.00 3.16   

生活目標 1. 無 249 18.26 2.36 .171  

 2. 3萬元以下 43 18.23 2.41   

 3. 3-6萬元 18 17.89 3.08   

 4. 6萬以上 5 18.60 1.95   

與他人正向關係 1. 無 249 18.10 2.48 1.101   

 2. 3萬元以下 43 17.51 3.10   

 3. 3-6萬元 18 17.28 3.75   

 4. 6萬以上 5 17.40 1.82   

對幸福感整體 1. 無 249 105.8474 11.9899 1.337   

 2. 3萬元以下 43 104.3721 13.8753   

 3. 3-6萬元 18 100.4444 16.1654   

 4. 6萬以上 5 109.6000 8.7920   

N=315   

4、討論 

        依據分析結果，不同性別的高齡學習者在「自主性」、「環境掌控」、「生活目標」、「與他人正

向關係」及整體「幸福感」有顯著差異存在，呈現女性優於男性的現象，其餘則無差異。假設 2-1 獲得

大部分支持。此結果與劉敏珍(2000)的研究也證實女性老年人之幸福感較男性為高相同。不同婚姻狀況

及收入的高齡學習者在幸福感整體及分層面上均未呈現顯著差異，假設 2-2 及 2-3 並未得到支持，意即

不同高齡學習者在自我接納、自主性、環境掌控、自我成長、生活目標及與他人正向關係上不因其婚姻

狀況及收入不同而有所差異。 

 

五、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典型相關分析 

1、典型相關分析結果 

本部份主要為考驗假設 3：「不同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層面與幸福感層面間有顯著的典

型相關。」所得之結果。典型相關即在求出二個以上的 X 變項與二個以上的 Y 變項間線性組合，使其

簡單相關達到最大。在典型相關(Canonical correlation)分析裡是探討一個母群體的兩組變數(不管是自變數

或依變數)的關係，其目的是找出一組自變數的線性組合與另一組依變數的組合，使兩者之間的相關達最

大。典型相關係數平方ρ 2 是一組變項的變異量可以被另一組變項變異量解釋的百分比。典型相關分析

結果如表 9 及圖 2 所示，分述如下： 

1.求出的兩個典型相關係數均達0.05的顯著水準，其中第一個典型相關係數ρ 1=.845 (P<.001)；第二

個典型相關係數ρ 2=.393 (P<.001)。因此，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的社會支持四個控制變項，主要

透過二個典型相關因素影響其幸福感六個效標變項(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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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變項群的第一個典型因素(χ 1)，可以說明效標變項群的第一個典型因素(η 1)總變異量的

71.4%，而效標變項群的第一個典型因素(η 1)，又可解釋效標變項變重異量的53.9%。但控制變項群與效

標變項群重疊部分為38.5%，因此，控制變項群透過第一典型因素(χ  1 與η  1)可以解釋效標變項群總變

異量的38.5%。 

 

3.控制變項群的第二個典型因素(χ 2)，可以說明效標變項群的第二個典型因素(η 2)總變異量的15.4%，而

效標變項群的第二個典型因素(η 2)可以解釋效標變項群變異量的13.9%。但控制變項群與效標變項群重

疊部分變項群為2.15%，因而，控制變項群透過第二典型因素(χ 2 與η 2)可以解釋效標變項群總變異量的

2.15%。 

 

4. 控制變項和效標變項在第一個與第二個典型因素重疊部分共計40.63%。換言之，四個控制變項經由第

一、第二典型因素共可說明幸福感總變異量40.63%，而此二個典型因素可以直接解釋學習取向總變異量

67.78%。 

 

5.二組典型相關及重疊量數值以第一個典型相關較大，第二組的重疊量較小。可見四個控制變項主要是

藉由第一典型因素影響六個控制變項。四個控制變項中與第一個典型因素χ 1之相關較高者為學術支

持，其結構係數為-.868；在效標變項中，與第一個典型因素η 1的關係較密切者為環境掌控，其結構係

數為-.797。因而，在第一個典型因素分析裡，主要是控制變項中的學術支持層面，影響幸福感的環境掌

控、自主性及自我成長層面。由於兩者的結構係數為均為負數，可見在社會支持的學術支持程度愈低則

高齡學習者的環境掌控能力亦愈低。 

6.如果以社會支持為控制變項，而幸福感為效標變項，則控制變項與效標變項在第一個至第二個典

型因素的重疊部分，共計50.27%。換言之，社會支持四個控制變項經由第一、第二典型因素共可說明幸

福感六個效標變項總變異量84.51%。 

 

表9  社會支持層面與幸福感層面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X 變項     典 型 因 素 Y 變項 典 型 因 素 

控制變項  χ 1 χ 2   效標變項  η 1 η 2   

情感支持  -.826  .493   自我接納  -.676   -.002   

學術支持  -.868  .236   自主性  -.773 -.264   

工具支持  -.803 -.441   環境掌控  -.797 -.257   

訊息支持  -.761   -.361   自我成長  -.788 -.481   

      生活目標  -.760 .481   

      與他人正向關係  -.588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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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出變異   66.486   18.035 

數百分比 

重疊       47.493  2.783 

抽出變異    53.885   13.900   

數百分比  

重疊         38.492   2.145 

 ρ 2          .714      .154   

ρ 典型相關   .845 ***  .393***     

 

 

 

圖 2  典型相關分析徑路圖 

2、討論 

在上述典型相關分析中，從表9及圖2 中可以得知，在第一個典型因素中，主要是「學術支持」影響到幸

福感四個層面，「學術支持」與典型變項間相關之結構係數為-.839，典型變項與四個依變項間相關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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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係數分別為：環境掌控-.797、自我成長-.788、自主性-.773、生活目標-.760。從重疊量來看，在第一個

典型因素中，控制變項之「學術支持」與四個效標變項間有密切關係存在。 

在第二個典型因素，主要是「情感支持」影響到「與他人正向關係」層面。兩者結構係數均為正數，可

見「情感支持」程度愈高者，與他人正向關係愈佳，亦即情感支持會藉由人際作用提昇幸福感這與 

Hong、Seltzer與Krauss( 2001)及 Smith等人(2000)的研究結果相同。因此，若要促進高齡者自我接納、自主

性、環境掌控、自我成長、生活目標、正向關係及幸福感整體層面的發展則應提升對高齡學習者的情感

支持。 

伍、結論與建議 

 

茲將研究結果及建議，敍述如下： 

 

一、結論 

    本部分將研究發現綜合歸納為結論，分別敘述如下： 

 

(一) 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與幸福感普遍良好，分別以學術支持及生

活目標表現較佳 

尌社會支持整體層面而言：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為中上程度，以「學術支持」層面的得

分最高，其次為「情感支持」，而以「訊息支持」層面的得分最低。尌幸福感整體層面而言，國中小補

校高齡學習者幸福感為向中高程度，以「生活目標」層面的得分最高，其次為「與他人正向關係」及

「環境掌控」，而以「自我接納」及「自我成長」層面最低。 

  

(二)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情感支持及整體社會支持層面女性優於男性、已婚優

於未婚及有固定收入者較無收入者佳 

依據分析結果，女性高齡學習者在「情感支持」及整體「社會支持」呈現優於男性的現象，可見女

性高齡學習者比男性高齡學習者有著更多的情感支持來幫助學習活動的順利進行，而女性高齡學習者的

情感支持愈多，愈能提升其正向的心理狀況。其次，已婚高齡學習者在「情感支持」上優於未婚高齡學

習者，這表示婚姻狀況，有無配偶的情感支持會影響高齡學習者在補校進行學習活動時的能量與動力。

而收入亦會影響情感支持，這表示有固定或穩定的收入亦是影響高齡學習者在補校學習時的因素之一。

整體而言，情感支持對於老人的情緒抒解與學習壓力釋放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隨著年齡的逐漸增

長，朋友或配偶若能適時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持，對高齡者在補校進行學習活動時有良好的提升效果。 

 

(三)高雄市國中小補校女性高齡學習者幸福感較男性佳，但婚姻狀況及收入不同不影

響其幸福感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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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高齡學習者在「自主性」、「環境掌控」、「生活目標」、「與他人正向關係」及整體「幸福

感」呈現女性優於男性的現象，但婚姻狀況及收入並不影響補校高齡學習者的幸福感高低，意即高齡學

習者在在補校進行學習活動時其自我接納、自主性、環境掌控、自我成長、生活目標及與他人正向關係

上不因其婚姻狀況及收入不同而有所差異。 

 

(四)社會支持與幸福感典型相關情形主要是以學術支持影響環境掌控，以及情感支持影

響與他人正向關係 

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的社會支持四個控制變項，主要透過二個典型相關因素影響其幸福感

六個效標變項。主要典型相關情形為社會支持的「學術支持」程度愈低則高齡學習者的「環境掌控」能

力亦愈低，反之，當學術支持愈高時，其環境掌控」能力愈佳，其次為「情感支持」影響到「與他人正

向關係」層面，可見「情感支持」程度愈高者，與他人正向關係愈佳。 

 

二、建議 

以下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提升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及幸福感的進一步教學、輔導

及研究之參考： 

 

(一) 國中小補校宜建立網站平台強化資訊傳播，並多開設高齡相關課程以協助高齡者

自我接納與自我成長 

根據研究結論一，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社會支持與幸福感普遍良好，分別以學術支持及生

活目標表現較佳，但以訊息支持、自我接納及自我成長層面較為不足。高齡學習者通常較未能主動瞭解

機構開課之相關資訊，宜多藉由口耳相傳的力量，傳播學習資訊，並在學習機構內建立網路平台發佈補

校的各項措施與訊息，以達到宣傳之效果。此外，面對生理功能的改變，可能對高齡者造成挫折， 高齡

學習者的自我接納較為不足，宜多輔導其對自我生理特性、自我心理特性及自我學習特性的認知以強化

學習動力及培養學習興趣。而加強自我成長的面向，如參與學習活動可以使高齡者增進知識及涵養、獲

得個人的成尌感、達成社會服務的目標、學習到他人的優點等，讓高齡學習者藉由參與學習活動，促進

知識的獲得、增廣見聞、持續成長，以協助其順利地進行學習。 

 

(二) 補校可多創造男性高齡學習者互動交流的機會，並鼓勵高齡者表達自己的感受與

需求以融入學習情境 

根據研究結論二，高雄市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情感支持及整體社會支持層面女性優於男性，高齡

學習者情感支持的主要來源，分別有校長、教師、同儕及家人的鼓勵支持等方面，男性高齡者通常較少

參與高齡學習活動，男性的積極情感程度也不若女性高，補校可多創造男性高齡學習者互動交流的機

會，並鼓勵練習自我表達的能力，在需要時主動表達自己的感受與需求、尋求協助，將有助於協助男性

高齡學習者適度建立良好的情感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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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國中小補校可研擬提升男性情感支持及幸福感之具體策略 

根據研究結論三，高雄市國中小補校女性高齡學習者幸福感較男性佳，為何男性高齡學習者幸福感

較低，原因可作為後續研究的方向。情感支持與老人的學習活動是息息相關的，高齡者所需要的不僅僅

是家人的照顧而已，更需要學校、朋友及社會的全面支援，來協助他克服學習障礙，以確保高齡者在參

與學習時的成效提升，並能夠減少惶恐不安、去除自卑、無助的心理等。老年人身體或心理健康情況不

佳時，常頇要更多的支持與照顧；在晚年時，高齡者也將因失去老伴或老友而深感孤單或無所依靠，而

藉由教育活動的參與，引導高齡者投入學習的行列，將有助於高齡者結識終身學習的新朋友，在新的學

習情境中學習無礙。 

 

（四）增強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學術支持以協助其環境掌控能力 

   根據研究結論四，國中小補校應多提供高齡學習者舒適的學習環境並營造輕鬆的學習氣氛，以提升

高齡學習者的學術支持，並設計淺顯易懂的教材或講義，避免完全使用現成的中小學學生的教材；授課

老師輔以幽默風趣的上課方式並使用活潑有趣的教法技巧進行教學；善用多媒體的感官教學以增強高齡

學習者學習信心，使高齡學習者能在補校學習環境中，獲得有如同在家般的溫馨及適應的感受，有歸屬

感，使高齡者更喜歡到補校進行學習活動。 

 

(五) 強化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情感支持以促進與他人正向關係的全面提升 

   根據研究結論四，情感支持影響與他人正向關係，可見情感支持程度愈高者，與他人正向關係愈

佳。國中小補校高齡學習者主要的情感支持有校長、教師、同儕及家人，透過情感支持，高齡者發展與

他人正向關係，可從中得到尊重的滿足感及社交關係提升的愉悅感。補校可藉由不同年級間及補校間的

學習交流或參訪，進行學習經驗的分享與觀念的交換，互相切磋，培養高齡學習者與他人的正向的互動

關係，讓高齡學習者與他人的互動及溝通關係的能力提高，肯定自我價值與能力，對學習產生積極的態

度。 

 

三、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基於客觀條件之限制，尚有許多未盡理想之處，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茲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僅限於國中小補校，因此研究結果僅能作有限的推論。。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

以加入高中之進修學校以進行緃貫性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採自陳式的問卷調查法，填答時易受研究對象自我防衛、是否據實作答或認真作答的影

響，且以統計處理所得的資料，僅足以說明一般的傾向，而較難對問題有深入的瞭解，未來可輔以半結

構訪談法，以質量並重方式進行研究可獲得較為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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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僅尌不同背景變項的補校學習者的社會支持對幸福感等變項進行分析，而影響補校學習者學習

效能的有關因素尚有很多，因此，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加入經驗學習、生命意義、自我實現等概念或變

項加以橫向探究補校學習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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