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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創意論壇」課程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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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應台灣未來的超高齡社會，老年所開設的各項課程中，除了高齡社會可能

面臨的各項議題外，民國 108 年 7 月開設「高齡創意論壇」。「高齡創意論壇」

以設計思考結合實證性的創新思維及解決問題的理論與方法，用來改善未來的社

會議題(包含高齡社會的議題)。課程設計經由建構跨專業的交流與整合平台，結

合敘事老年學及理論與實證的設計思考方式，來引導學習成員以創新思維提昇解

決問題的能力。 

 

課程特色 

    除理論與研究性文獻的研析外，授課方式是透過多元跨領域師資包括-劉立

凡老師、劉世南老師、黃世明老師、楊家翰老師以及兩位業師包括林靜宜老師及

江逸之執行長等共同帶領師生交流，將高齡議題於跨領域間的不同觀點與思維模

式，運用論壇及工作坊在高齡議題上翻轉固有思維並以創新觀點之學習，創造集

體智慧。 

 

設計思考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是一個「以人為本」的解決問題方法論，透過

從人的需求出發，為各種議題尋求創新解決方案，並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IDEO

設計公司總裁 Tim Brown 曾在《哈佛商業評論》定義：「設計思考是以人為本的

設計精神與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為，也考量科技或商業的可行性。」 

    脫離了物件的束縛後，設計便能無限延伸影響觸角。只要你需要解決某種問

題，你都能運用這種「以人為本」的設計思考來發想策略。於是從改善醫療制度、

印度用水問題（社會民生）；企業新產品開發、客戶服務（商業策略），甚至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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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的時間管理，設計思考都能使這些問題獲得更完善的解決方案！ 

 

學習心得 

個人修習民國 108 年 7 月開課的「高齡創意論壇」，學習心得分享如下： 

 

1.跨領域的交流 

「高齡創意論壇」課程的開設，希望學員的背景能多元化，才能於跨領域間

有不同的觀點激盪與多元的思維模式。「高齡創意論壇」的學員涵蓋老年所、建

築系、機械系、政治系、不分系……等不同領域的學員，學員有大學部與研究所

的同學，且也有幾位年齡大於 50 歲的學員。這樣跨科系、跨領域、跨年齡層的

學員組合，為課程的討論、思維方式與觀點切入提供多元化的視野。 

 

2.「設計思考」理論與應用 

「高齡創意論壇」課程有三位設計思考的專業講師。因應學員的專長與背景

不一，每位老師都做了設計思考基礎架構的解說，但三位老師階段性提供學員理

解「什麼是設計思考」與「如何應用設計思考」。 

 

2-1.劉世南老師：劉老師對我們這群背景不一的學員做了設計思考的基礎架構

與整體性解說，提供了許多實際案例，讓學員了解什麼是設計思考，且目睹設

計思考在實務上應用的威力，為學員們奠定設計思考的基礎。 

 

2-2.楊佳翰老師：楊老師接續劉老師，將設計思考的過程與步驟講得更為細膩，

且在如何找到 User 並描述(建立人物誌；Persons)方面，提供學員完整清晰的

方法。 

    「如何找到並描述 User」這點非常重要：因為設計思考是一個創意的過

程，透過運用設計思考工具中的元素，去尋求一個創新的解決方案。而一般可

將設計思考過程，濃縮成五大步驟 Empathy、Define、Ideate、Prototype、

Test。其中的 Empathy（同理）是指：為誰而設計？誰是使用者？他們怎麼了？

整個設計思考的過程或步驟均圍繞著 User 為核心來進行，即透過多元的方式

了解使用者（包含訪問、田野調查、體驗、問卷...等等），因此加入老年敘事

觀點來協助設計思考家能以使用者的角度出發，找尋使用者真正的問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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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正確地：應該問誰？要問什麼？且要加上場域的觀察，並由此建立起

Persons(人物誌)。 

2-3.黃世銘老師：經劉老師與楊老師的教導後，黃世銘老師為學員帶來了設計

思考的二個實際案例，為設計思考提供實務應用的詳細說明。第一個案例是用

設計思考來找到商業品牌的消費者，且建立獨特的品牌客群；第二個案例是利

用設計思考來規劃「高齡園區」，包含高齡園區內的社區聚落、生活習慣社群、

推行自然農法與青銀公共空間……等。 

 

2-4.在三位設計思考的專業老師依序教導下，學員由整體設計思考原則、基礎

的設計思考架構、設計思考的步驟與核心，到設計思考在實務上運用的詳細手

法，一步步、連串性地理解設計思考的理論與運用。經由三位老師的講解，學

員們也了解「高齡創意論壇」的設計思考並非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在「以人

為本並同理高齡者」「跨域的團隊合作做中學習」「製作原型並測試」原則下，

去進行創新思惟設計，為未來高齡社會的需要尋求解法。 

 

3.場域的觀察 

「高齡創意論壇」要學習以創新思惟解決高齡者的問題，故要透過多元的方

式了解使用者（包含訪問、田野調查、體驗、問卷...等等），以使用者的角度出

發，找尋使用者真正的問題、需求。課程除了專業業師演講敘事觀點外，另安排

二次高齡者場域的觀察活動，學員們透過實地參訪台南悠然綠園與林口長庚養生

村，近距離觀察高齡者的日常活動與食衣住行育樂需求，這讓學員在進行設計思

考時(五大步驟 Empathy、Define、Ideate、Prototype、Test)，較能同理高齡

者，正確地建構人物誌(Persona)，在實務的設計上貼近高齡者。 

 

4.工作坊與成果 

在學習「設計思考」理論與應用與場域觀察後，課程的學員們分為三組，並

在三位設計思考專業老師(劉世南老師、楊佳翰老師、黃世銘老師)帶領下進行各

組工作坊(Workshop)實作。以我所在第二組工作坊為例，第二組工作坊的指導

老師為黃世銘老師。 

 

4-1.設計思考典型的錯誤：第二組在工作坊進行前，組員們訂下關於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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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送餐，其餐點不符合高齡者需求」，且組員們在訂下題目後，再經一

輪討論後，即明確以「高齡者送餐以外送方式提供可自選的餐點」為答案。 

其實這就是目前一般性解決問題的方式：一個議題，大家討論一下，並提供一

個大部份人認同的解法….對設計思考而言，這是典型的錯誤。 

    黃老師細心引導組員們針對「如何解決高齡者送餐議題」，經由對這個議

題細部的探討，並在組員們腦力激盪下，深刻討論(並透過查文獻)找尋「如何

解決高齡者送餐議題」的各項實際現況與可能性，而非經由一般的分析性思考

並依常識去指定題目。(如圖一) 

 

 

 

 

 

 

 

 

 

 

 

 

 

圖一：第二組工作坊(Workshop)進行實況 

 

4-2.建立一個可複制的模式：在經組員們對問題深入討論/查閱文獻與腦力激

盪下，黃老師指導組員們要深入分析的不只是「高齡者送餐的社區」，而應把

餐點供應商(包含其競爭者)、使用者(送餐或共餐)做詳細的分析，並對社區(如

C 據點)可執行的方式做一比較與參考。(如圖二) 

 

4-3.正確的過程與實用性：經由黃老師二次工作坊的指導，組員們更深刻了解

設計思考在實際應用上，並非天馬行空地得出一個無法實用的解法。設計思考

需要深入了解 User，並透過許多評估可能的情況，例如：現行的做法的優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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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商業上的競爭對手優劣比較…等，如此得到的解法(Ideate)所做出的原型

(Prototype)才經得起測試(Test)。本組在工作坊的成果只是一個歷程的一半，

並没有完成一個具體的結論，但黃老師的指導帶給組員們深刻了解設計思考的

流程與其在真實應用上的操作。 

 

 

 

 

 

 

 

 

 

 

 

 

 

 

 

 

 

 

 

 

 

 

 

 

 

圖二：第二組工作坊(Workshop)成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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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心得結論 

5-1.課程的成員為跨學系跨領域跨年齡層的學習，也符合創意設計思考，以多

元的視角來省視高齡社會議題。 

5-2.在課程安排上由三位專業老師，從設計思考的原則、整體性、核心要項再

到實務應用上的細節一一介紹。並經由高齡者場域的參訪，讓學員能近距離實

際觀察高齡者。 

5-3.設計思考有其理論與可行的步驟(Empathy、Define、Ideate、Prototype、

Test)，但透過課程中工作坊(Workshop)的實作，在指導老師的引導下，可了

解自己仍習於慣性的分析性思考模式。雖然本組在工作坊後，對問題没有明確

的解法(Ideate)，但這個學習過程讓我深刻了解設計思考的核心本質，及其與

分析性思考的差異。 

5-4.台灣的未來是一個超高齡社會，在醫護量能與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以創意

思考模式，結合未來科技如 5G、互聯網(IoT)、人工智慧、機器人，應可為台

灣的部份超高齡議題提供解方。 

後記 

    「高齡創意論壇」整體的成果，2020 年 1 月於成大醫學院教學創新與教學

成果展中展出(如圖三、圖四)，且榮獲 108 學年度教學創新團體獎第二名。 

 

 

 

 

 

 

 

 

 

 圖三：成大醫學院教學創新與教學成果展；圖四：成大醫學院教學創新與教學成果展「高齡

創意論壇」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