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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文摘要 

根據 2010年行政院研考會最新調查結果，目前台灣老年人上網率不到二成，

仍屬數位排除人口，再者，有研究指出部分老人因學習上網過程得不到家庭支持

而中斷上網。有鑑於此，本研究借用文化反哺概念，並將此概念聚焦在網路科技

方面。當代間家庭中年輕世代願意協助老年世代進行上網或解決上網所遇到的困

難時，本計畫將此稱為「數位文化反哺」現象。本研究調查代間家庭數位文化反

哺的現況及阻礙因素，以了解家庭對老人上網的支持情形。具體而言，本研究提

出 3個研究目的：(1)調查分析年輕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現況，以

及阻礙因素；(2)調查分析老年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以及阻礙因

素；(3)探討比較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現況及阻礙因素的異同。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自編年輕及老年世代的家庭數位文化反哺

問卷，並以大學生及老年人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在代間家庭中的數位文化反哺現

況及阻礙因素。經統計分析及處理，獲得研究結果，並得如下結論：(1)大學生

對於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有餘但行動不足；(2)大學生偏愛以代理反哺方式

進行家庭數位反哺活動；(3)大學生在實踐家庭數位文化反哺遇到最大的阻礙是

網路環境不適合長者學習，以及自己功課或作業繁重；(4)女性大學生的家庭數

位反哺意願高於男性大學生，但實踐力低於男性大學生；(5)平時與祖父母有互

動的大學生在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實踐力較高；(6)高齡者有意願接受家庭數位

文化反哺，但其認為晚輩實踐力較為薄弱；(7)高齡者認為無法進行家庭數位文

化反哺的主要原因是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8)年齡愈大、教育程度愈

低、健康不佳，以及獨居的高齡者傾向不願意進行家庭數位反哺，且阻礙因素亦

較多，故實際發生家庭數位反哺行為亦較少；(9)未學過也不想學上網的高齡者

對於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興趣不高，實際發生反哺行為亦較少；(10)大學生及老

年人普遍有意願在家庭中進行數位文化反哺，但實際上大學生及老年人皆認為實

踐上存在著困難。最後並提出建議作為推動家庭數位文化反哺之參考：(1)將家

庭數位反哺活動融入大學服務學習相關課程，增進祖孫的情感，促進代間融合；

(2)透過課程設計或活動方式，讓大學生重新評估老人上網的優缺點，調整對老

人上網的態度；(3)持續增設適合長者學習的各種電腦班，加強長者學習電腦的

自信心及成就感；(4)開設樂齡族網路安全課程，減少長者在網路學習的風險；

(5)網路對長者的負面影響具體層面，值得後續加以研究及評估。 

 

關鍵字：老人上網、文化反哺、數位文化反哺、代間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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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 recent survey showed that the surfing rate of the old people was lower than 

20%, most of old people still are the population of digital social exclusion .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pointed out that some old people who are learning the internet 

trend to interrupt the surfing the web because of lack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is 

reason,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 (1)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phenomenon and obstacles of digital cultural feedback from the young generation; (2)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phenomenon and obstacles of digital cultural feedback 

from the old generation; (3) to compare the opinions of two generations about the 

phenomenon and obstacles of digital cultural feedback . For these objective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employ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College students  

have the willingness but lack of action in the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2) 

College students prefer the way of proxy feedback in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activities. (3) The biggest obstacle encountered by students in the practice of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is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to 

learn, as well as students own homework heavy. (4)the willingness of female students 

is more than male students in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 but bleow male in the 

practice of that. (5) More interaction of the students with grandparents are more in the 

practice of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6) The elderly are willing to accept the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 but feel weak in the practice. (7) The biggest obstacle 

encountered by the elderly in the practice of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is that 

younger generation work or schoolwork heavy and little time to do the activities. (8) 

The older, the lower the level of education, poor health, and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tend to be reluctant to accept the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and seldom 

happened in the practice of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9) the elderly who don’t 

want to learn the Internet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the 

actual occurrence of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also less. (10) College students 

and older people generally are willing to carry out the family digital cultural feedback, 

but in fact seldom happened in the practice of family 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Some 

suggestions also were mentioned. 

 

Keywords：Senior surfing the internet; Cultural feedback; Digital cultural feedback;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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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行政院研考會每年皆會進行「個人家戶數位落差調查研究」，以最近 2010

年調查結果為例，40歲以下的年輕世代 9成以上曾使用電腦及網路。然而，超

過 40歲後，電腦與網路使用率迅速下降，41至 50歲的上網率 78.3%，51至 60

歲的上網率 47.5%，61-64歲僅 33.1%曾上網，到了 65 歲以上老人上網率更降至

16.3%，與 2009年調查相比，老人上網率雖有提升，但尚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行

政院研考會，2009、2010)；而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10)在 2010

年進行「臺灣寬頻網路使用狀況調查」，亦有類似的結果，不論就電腦、網路近

用性或數位能力而言，大體上都呈現年紀愈大、教育程度愈低者愈少使用網路，

以及他們的電腦應用能力越弱的現象。因此，隨著上網的普及化，雖然全世界上

網人口正逐漸增加之中，但老人族群上網比率仍是遠遠落後於其他年齡層，年輕

世代與老年世代之間的數位落差現象非常明顯。換言之，目前網路的使用者雖已

早從學術精英走向一般普羅大眾，但對銀髮族群而言，上網者仍停留在少數中上

階層的長者為主，尚未普及到一般老人的生活世界裏，為數眾多的老年人仍被排

除在網路之外，年輕人與老年人仍存在著難以跨越的數位牆1(黃誌坤、王明鳳，

2009；Paul & Stegbauer, 2005)。 

研究者近年來一直致力於老人上網的相關研究，甫完成的「充權取向老人

上網教學研究」，以 16位不會上網的長者為研究對象，在為期十週的上網學習

方案後，長者們不僅學習動機強，且都已學會透過網路進行日常生活的應用，如

E-MAIL、線上掛號、統一發票對獎、藥品查詢……等等。但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

進行後續追蹤，所得到的結果並不理想。首先，以 E-MAIL進行問候，僅得到 1

位長者的回覆，再利用電話了解目前 16位長者使用網路情形，結果僅有 3位長

者仍有繼續使用網路，其餘皆已中斷上網。進一步了解未繼續上網的原因，主要

為家中的電腦並非自已所有，或遇到上網問題没有求助的對象等(黃誌坤，

2010)。由此可知，長者在學習使用電腦時，需要有人從旁支持，可以想像許多

高齡者參加完電腦網路課程後，若没有持續獲得支持，將很容易中斷網路的使用。 

從 Baltes和 Baltes( 1990）提出選擇性的樂觀與補償觀點（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SOC）來看老人上網一事，老人剛開始使用

科技或 ICT大多存在著壓力，但長者若能主動選擇學習上網，並把上網視為一種

日常生活應用的工具，以補償自己因老化所帶來生理、心理及人際互動的衰退，

進而滿意自己目前的生活品質，展現適應良好的一面，此過程是有助於長者產生

正向的效益(Karavidas, 2003; Shapira, Barak& Gal, 2007;Xie, 2006)。事實上，許多

                                                 
1
 研考會使用「數位牆」一詞用來表示年齡是數位落差特別嚴重的群體界線，說明年齡面向存在

難以跨越的數位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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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克服了心理的障礙主動學習上網，但因為在學習上網的過程遇到的阻礙較多

而放棄(黃誌坤等，2010；黃誌坤、王明鳳，2007、2009；張松露，2007；陳長

寬，2004；Livingstone, Couvering& Thumim, 2006)，殊為可惜。許多研究已證

明除了科技面的支持外，家庭支持是老人持續上網的主要關鍵因素(林怡璇、林

珊如，2009；Selwyn, 2004；Zhou, Yasuda& Yokoi, 2007)。因此，高齡者上網

若能得到充分且即時的家庭支援，將有助於跨越這些障礙。長者學習上網遇到困

難，求助家庭成員是最方便、最即時的解決方式；相較於時下年青人屬於科技原

住民，求學、娛樂及生活皆在網路環境中長大，目前老年人大半生並非生活在網

路科技的環境，加上普遍教育程度不高，致使學習新科技的技能受到限制，容易

心生恐懼。因此，在庭家中，若能透過年輕世代在網路應用的優勢，協助家中長

輩學習上網，進行代間活動，將有助於不同世代的距離與隔閡縮小，進而有助於

社會融合。對於長輩向晚輩學習的現象，中國大陸學者周曉虹提出「文化反哺」

(cultural feedback)一詞，他認為處在快速的社會文化變遷時代，年輕人獲得

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他們在科技能力、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審美情趣等各

個方面，越趨明顯地影響著年長一代，施教者與受教者之間，角色常常發生轉換，

形成一種反向社會化現象(周曉虹，1999)。而其中較多的文化反哺例子即為年輕

世代教導年長者有關「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方面的技能，如網路、手機或數位相機……等等。本文即借

用此「文化反哺」概念，並聚焦在網路科技上，當家庭中年輕世代(包含子女輩

及孫子女輩)願意協助老年人進行上網或解決上網所遇到的困難，本研究把此過

程稱為「數位文化反哺」(digital culture feedback)。 

再者，2010年一項針對亞洲各國青少年網路調查報告結果出爐，現今網路已

成為台灣青少年心目中不可缺少的媒體，青少年每天上網平均為3.8小時，其中

最常做的前五大活動分別是聽音樂(70%)、使用即時通訊軟體(63%)、收發電子郵

件(63%)、線上下載(61%)、以及玩線上遊戲(60%)(Synovate, 2010)。針對這些

上網行為，Mesch(2003)指出青少年因長時間上網，排擠到與家人彼此互動的時

間，造成代間的衝突產生，影響代間的互動品質。有鑑於此，近年來國內外相當

注重家庭代間活動的議題，教育部亦於2010年首度發起「祖父母節」活動，透過

節日的設計，期盼喚起孫子女對祖父母的關心，進而增進代間的情感交流。當我

們鼓勵高齡者多使用網路，相對於青少年則希望縮短上網時間的不同期許時，若

能推動代間家庭數位文化反哺活動，增加長者在學習上網的家庭支持，將可縮短

代間的數位落差，有助於營造友善的高齡者上網環境，以及促進社會融合。唯此

舉良善的數位文化反哺現象，卻有研究指出青少年的文化反哺意願及實踐力不高

(吳恩婷，2009)；再者，亦有研究指出「與年輕晚輩同住」並不等於擁有充分且

即時的家庭支持(林怡璇、林珊如，2009)。換言之，「文化反哺」的現象並不一

定發生，許多與年輕晚輩同住的老年人可能因為晚輩忙碌、家庭氣氛不佳、態度

不良或教法不當等因素而未發生文化反哺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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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本研究欲瞭解代間家庭發生「數位文化反哺」的現況。當家庭代間

活動以電腦網路作為媒介，年輕世代如何看待「數位文化反哺」現象？他們是否

願意及實際在家中進行「數位文化反哺」的互動？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難為何？另

一方面，老人世代亦又如何看待「數位文化反哺」現象，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數

位文化反哺」，以及可能遇到的阻礙為何？透過代間意見的比較，瞭解數位文化

反哺的可能性，並作為未來推動數位文化反哺活動的有力參考，以及提升老人上

網比率。 

 

二、 研究目的 

識此，本研究擬提出五個研究目的： 

(一)調查分析年輕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現況，以及阻礙因素。 

(二)分析不同背景的年輕世代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差異情形。 

(三)分析不同背景的年輕世代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阻礙因素差異情形。 

(四)調查分析老年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以及阻礙因素。 

(五)分析不同背景的老年世代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現異情形。 

(六)分析不同背景的老年世代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阻礙因素差異情形。 

(七)探討比較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現況及阻礙因素的異同。 

 

貳、學理基礎與相關文獻探討 

依據上述目的，以下蒐集整理相關文獻並加以論述分析，作為本研究的學理

基礎。 

一、 老人上網與友善支持 

隨著資訊社會的來臨，各國政府皆致力於推動各項消弭數位落差的政策(行

政院研考會，2009、2010)。唯從目前老人的上網率，高齡者在網路使用上仍然

是屬於受到排除的人口。目前國內外研究已漸漸關注老人上網議題，開始致力於

建立一個適合高齡者上網的友善環境，以鼓勵長者上網並達成全民共享的資訊社

會的願景。目前國內外針對老人上網友善環境及支持的努力，可分為科技支持，

以及社會支持二個層面加以探討。 

首先，在科技支持方面，目前許多的研究皆致力於使網路或網頁變得更友

善、更適合長者來使用(黃誌坤、陳啟勳、王明鳳，2010；Becker, 2004；

Zhou,Yasuda& Yokoi,2007)，以鼓勵長者上網。在國外，目前已有為高齡上網量

身訂作的瀏覽器(Web browser)，減少長者使用一般瀏覽器所遇到的阻礙( Goto 

et al., 2005; Zhou,Yasuda& Yokoi,2007)；再者，已出現許多針對高齡者特質

量身訂作的網站，如美國的高齡網(http://www.seniornet.org)，此網站早在

http://www.seniornet.org)，此網站早在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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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即成立，目前已成為高齡者尋找資訊與溝通互動的友善平台(Seniornet, 

2004)；再以荷蘭(Dutch)的高齡者健康網站SeniorGezond 

(http://www.seniorgezond.nl/)為例，本網站內容乃以高齡者需求為主，長者

可以透過此網站獲取健康照顧相關資訊，如跌倒預防(fall prevention)的資

訊，讓長者成為線上自助者(on-line self-helpers)，達到自我照顧及自我增能

的目的(Alpaya et al., 2007)。 

在國內，教育部設立的樂齡學習網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index.phtml)，其網站連結各縣市樂齡學

習資源中心，提供高齡者終身學習的機會。再者，黃誌坤等(2010)研究老人教育

入口網站的內容建構，透過焦點團體結果發現，長者期望有一個專屬的教育入口

網站，並能從中獲得健康醫療新知、旅遊休閒與娛樂、代間溝通、人生意義與哲

理，以及社會福利資源等五大類。由此內容可知，長者除了重視傳統的健康養生、

醫療及休閒娛樂外，亦注重與家人及晚輩的人際互動溝通，人生意義及自己的權

益等知識上的多元學習領域。因此，網路的學習需求成為現實生活學習的延伸，

若能鼓勵長者上網，網路將可成為多數長者多元學習的工具利器。 

其次，雖然有許多科技面的改善老人上網環境，但最近的研究調查指出台灣

高齡者對於整體上網環境的友善性普遍仍表示不滿意，尤其對於「上網近用」機

會方面感到最不友善(黃誌坤，2009；黃誌坤、王明鳳，2009)。老人上網近用機

會較少，有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家庭成員並未支持老人上網，以及長者缺少上網設

備有關。因此，除了透過科技面的改善來支持老人上網，讓長者有一個友善的網

頁環境外，老人上網更需要來自社會支持層面才能真正營造一個友善的上網環

境。社會支持包含正式及非正式的支持。正式的社會支持包含政府及民間針對高

齡者開設各種電腦網路學習課程，非正式支持則來自於家人、朋友、鄰居或志工

的協助。 

Zhou,Yasuda與Yokoi(2007)調查指出，當長者在學習上網遇到困難時，最想

要獲得的社會支持是來自於家人及朋友的非正式支持，而非其他正式的社會支持

如電腦公司或公共資訊中心等。分析其原因，主要為長者若遇到問題找電腦公司

會有費用的考量；另一個原因為他們擔心找其他社會支持可能被拒絕或無法維持

長久穩定，因此長者喜歡從家人及朋友中找支持。另外，林怡璇與林珊如(2009)

曾針對老人使用ICT歷程進行探討，以目前正在學習電腦的銀髮族為對象，採用

訪談及觀察法進行資料蒐集，其發現讓長者跨越數位鴻溝、克服障礙主要的因素

為來自家庭的支持，其更進一步建議解決長者使用ICT問題，除了設計適合的課

程外，更重要是營造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支持系統來協助長者學習ICT。而

研究者甫完成的老人上網教學方案研究，亦發現長者接受電腦班結束後，若缺乏

家人的支持，很容易不再持續上網，因此家人的支持是長輩繼續享受上網樂趣的

重要支持力量(黃誌坤，2010)。 

由此可知，為鼓勵長者使用網路，避免中斷上網，需要來自家庭的支持。因

http://www.seniorgezond.nl/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index.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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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必要更進一步瞭解目前家庭是否支持長者上網，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現況

為何，以及可能遭遇到的具體困難。 

 

二、數位文化反哺的內涵及阻礙因素 

台灣地區人口變遷主要的原因為長期以來生育率下降以及近年來人口的高

齡化。根據歷來年內政部所進行的「老人狀況調查報告」顯示，雖然我國老人「與

子女同住」的比例持續下降中，但到了2009年仍有近六成(57.28%)的老人與子女

同住，此種型態仍為老人主要居住方式(內政部，2010)。本研究的焦點放在家庭

對長者上網的反哺情形，因此，本研究的「代間家庭」(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是指家庭是由二代以上所組成的家庭形態，調查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間的數位文

化反哺現象。目前祖父母輩在網路科技經驗較為缺乏，而(孫)子女輩則較具有上

網經驗及技能，以作為支持老人上網的重要家庭支持力量。 

「反哺」一詞源自於「慈烏反哺」或「羔羊跪乳反哺」成語，意指人們應向

烏鴉或小羊學習知恩報本或飲水思源的美德2。反哺是一種角色的轉換，周曉虹

提出的「文化反哺」一詞，指在快速的文化變遷時代所發生的年長一代向年輕一

代進行廣泛的文化吸收的過程。在這個社會化過程中，出現了傳統的受教育者（晚

輩）反過來對施教者（長輩）施加影響的現象(周曉虹，1999)。對於家庭中出現

小孩對父母或祖父母產生反向社會化的現象，早在1970年美國人類學家米德

（Margaret Mead）在《文化與承諾》一書即有提出一番解釋，他認為人類社會

存在三種代間文化：長輩楷模文化 (post-figurative culture)、同輩楷模文化

(co-figurative culture)、晚輩楷模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在長輩楷模文化中，

長輩是兒童少年的行爲、知識和道德的楷模，年輕一輩的成長主要得向長輩請益

學習，這也是最常見的文化學習模式，如同「克紹箕裘」、「子承父業」，但這

樣的文化傳承也會經歷時空的變遷而有所轉變或褪去；而在同輩楷模文化中，不

論是成人還是兒童都向同輩學習，同輩之間構成彼此的楷模，也就是我們說的同

儕學習或見賢思齊，而這樣的文化是順應當下而生。而在晚輩楷模文化中，除了

兒童少年要向長輩學習外，長輩同時也向晚輩學習，因爲晚輩在許多方面的技能

優於長輩，是新時代的文化傳遞模式(引自周曉虹，1999)。在歷史上有關文化反

哺的例子，早在古代唐朝韓愈即有類似的概念：「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

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青少年比長者提早接觸網路

以及生活在網路環境，因此，文化反哺的概念便是一種晚輩楷模文化的延伸。 

劉豪興與朱少華(1993)指出文化反哺發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二種情況：(1)

由於地理的遷徒產生文化適應議題。最常見的例子為發生在移民家庭來到一個陌

生的國度，家庭中年輕人很快地便學會當地的語言及文化，與當地融為一體，他

們往往能夠向長輩解釋周遭事物；(2)由於社會的快速變遷造成。老一輩的傳統

                                                 
2
參考教育部成語辭典網站 http://dict.idioms.moe.edu.tw/sort_pho.htm。 

http://dict.idioms.moe.edu.tw/sort_ph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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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無法適應新的事物，而年輕一代對新的事物反應敏銳、接收力強，因此能夠

向長輩提供新的訊息。本計畫的文化反哺概念屬上述第二種情形。隨著資訊社會

的來臨，網路科技的無遠弗屆，但對老人而言，電腦網路是新世代的產物，長者

常不知如何面對此新科技，而青少年掌握此科技能力要遠遠超出他們的祖父母，

所以由年輕世代教導老人學習電腦操作、網路使用，陪伴長者學習新科技，拉近

代間彼此距離，這也是文化反哺主要用意之一。研究者提出「數位文化反哺」現

象是文化反哺的一部分並聚焦在網路科技上，意指代間家庭中，老年人在學習上

網的過程中，其家中年輕世代包含孫子女或子女願意支持(祖)父母學習上網，並

實際分享、教導或解決祖父母所遇到的上網問題。 

家庭內部進行的文化反哺內容相當的廣泛。周曉虹(1999)早期研究城市及農

民家庭，訪談發現父母受到子女影響的層面很廣，包含四個方面：(1)價值觀：

有關涉及事物的好壞、對錯判斷的價值觀方面，父母也受到了孩子的影響，儘管

這種影響比較其他方面而言可能要小一些；(2)消費及審美觀：孩子對消費和錢

的看法以及審美和生活情趣都開始影響到父母，使後者的生活態度在無形中發生

了明顯可見的變化；(3)日常生活行為：父母在日常行為方面受到孩子的影響既

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且受影響的領域也十分廣泛；(4)新的科技及新潮流：孩

子的話語權力最突出地表現在對新科技的使用和對新潮流的了解上，在這方面父

母對來自孩子的指點，其幾乎是無條件接受；再者，王培剛(2007)以中國大陸從

農村地區進到大城市的農民工家庭為研究對象，訪談了25個家庭，研究發現這些

家庭晚輩優於長輩的文化反哺內容包含了三方面：(1)科學知識與現代觀念：包

含創業管理方面的知識及技能；(2)休閒娛樂與消費活動：包含數位產品及流行

品牌；(3)擇偶觀念與婚姻：包含擇偶的條件及婚姻的多元性。其次，劉長城和

徐光芳(2008)認為在代間家庭中，青少年雖然仍然接受父母的教導，但同時在許

多方面卻能夠對父母進行文化反哺，特別是在數位技術、流行文化、時尚休閒等

方面，具有明顯的話語權，在文化傳承上表現出明顯的晚輩楷模文化特徵。 

網路是推動文化反哺現象的主要動力。若把文化反哺聚焦在網路方面，青少

年在溝通上常使用的網路語言3即是數位文化反哺的內容之一。石國亮(2009)認

為推動網路語言發展與青年文化反哺的良性互動，需要年長者願意學習年輕人慣

用的網路語言，才能了解青少年的想法；而長者亦能正確引導網路語言，減少青

少年的網路語言暴力。研究發現在代間家庭中，長輩亦已有自我覺察，高齡者有

融入下一代或與孫子女進行代間溝通的需求，因此，長者期望在一些高齡者入口

網站能放些時下年輕一代的溝通用語如KUSO、灌水……等火星文，有助於瞭解年

輕人的想法(黃誌坤等，2010)。再者，楊立與郜鍵(2002)所進行的網路時代青少

年的文化反哺現象調查，研究發現大學生由於具有豐富的電腦網路的技能，其父

                                                 
3
 「網路語言」為由網民創造、於網路交流中使用的一種媒體語言。它廣泛地出現在網路聊天論

壇、即時通訊等各種網際網路應用場合，代表了一定的網路文化，並滲透到現實生活中，對人們

的生活產生了一定影響。上述定義取自維基百科網站，網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  

http://www.ceps.com.tw/ec/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5%88%98%e9%95%bf%e5%9f%8e&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http://www.ceps.com.tw/ec/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5%be%90%e5%85%89%e8%8a%b3&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D%91%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6%B2%E7%B5%A1%E8%AB%96%E5%A3%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6%B2%E7%B5%A1%E8%AB%96%E5%A3%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6%B2%E4%B8%8A%E6%AC%A1%E6%96%87%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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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長輩皆願意接受小孩在網路科技的傳授，亦間接影響了父母的生活方式。其

次，吳恩婷(2009)指出文化反哺亦是一種子職角色之一，其文化反哺的內容包含

教長輩操作網路或科技產品；分享自己所學的新知識或技能；分享最新的科技或

流行資訊等；用自己的方法協助長輩解決困難等。再者，有些晚輩幫助長輩查詢

資訊或線上掛號等，此種代理人(proxy)機制亦是晚輩文化反哺的方式之一。 

由述上可知，從優勢觀點來看數位文化反哺現象，年輕一代雖然人生閱歷較

為不足，但在接收新的資訊及科技方面是明顯優於長輩。代間家庭中，年輕一輩

若能對老年人使用網路能加以重視及鼓勵，且透過實際反哺行動加以支持，將可

促使老年人持續上網。(孫)子女能利用本身在電腦網路技能的優勢來協助(祖)

父母上網，在反哺的過程中進行代間互動，除了讓年輕人學習感恩，將可促進長

者願意學習上網，增加生活的品質。 

此外，年輕世代有可能有意願進行數位文化反哺，但卻不一定能付諸實踐，

或老人世代有意願接受數位文化反哺，但卻不一定能發生反哺現象。當意願與實

踐間之存在著差異時，代表實踐過程中存在某些阻礙因素，亟待克服。目前探討

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的研究甚少。吳恩婷(2009)進行台灣與大陸兩岸高職生子

職角色及阻礙因素調查研究，其將影響子職角色實踐的阻礙因素分為：個人、家

庭及同儕朋友等三方面阻礙因素，可作為本研究參考。 

再者，Hill, Beynon-Davies & Williams(2008)提出老人網路參與活動模式

(model of internet engagement)。該模式認為影響老人進行網路參與活動有四

個社會調節因素，如圖1： 

1.知覺(perceptions)：包含老人對網路的興趣、動機、便利性，以及對日常生

活的實用性、可負擔費用的知覺。 

2.文化(culture)：社會大環境的氛圍會影響一個人的價值及判斷。年輕人生活

在「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時代，而長者大半生較少接觸數位科技，

屬於「數位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比較容易產生科技恐懼症

(technophobia)。 

3.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在人家及朋友的支持及鼓勵下，

有助於長者的網路使用，反之，則長者可能卻步。 

4.操作技能(operational skills)：長者因身體老化因素，學習速度較慢，操作

能力受限。 

為鼓勵老人數位融合，該模式亦提出四個發展策略，包含發展正向的態度、

迎合文化潮流、提升後設認知學習環境、提升為專家學習者。 

綜合言之，若以生態系統論(ecological system perspective)的架構分析，

則可包含個人因素、家庭因素、社會環境因素等三方面的阻礙因素： 

1.個人因素方面：包含年輕世代的動機、時間、能力皆會影響實踐數位文化

反哺的可能。年長世代上網普遍存在著許多阻礙，其個人的動機、健康問

題(如視力不佳等)、知識程度等可能影響數位文化反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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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因素方面：包含家庭氣氛好壞、是否與長者同住、家庭中是否有電腦、

家人是否支持上網等。 

3.社會環境因素：包含社區是否提供老人上網課程或上網機會、長者是否有

一起學習上網的朋友等。 

上述可能的阻礙因素，需要進一步實際調查，以發現數位文化反哺未發生的

真正的阻礙因素。 

 

 

 

 

 

 

 

 

 

 

 

 

 

 

 

 

 

 

 

 

 

 

 

 

圖1 影響老人上網參與模式 

資料來源: Hill, Beynon-Davies & Williams(2008), p.254. 

 

三、 數位文化反哺相關研究分析 

文化反哺現象相關研究以中國大陸學者為大宗。主題大多以論述中國大陸的

城市及農工家庭親子互動及文化反哺為主(王培剛，2007；周曉虹，1999，徐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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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2009；陳趙陽，2007)，而文化反哺的概念聚焦在網路科技的研究不多，僅

有楊立與郜鍵(2002)所進行的網路時代青少年的文化反哺現象調查。 

在國內研究方面，有關數位文化反哺的實徵研究較為缺乏。廖姿婷（2005）

曾探討子女對母親的代間情感，其研究中以「媽媽遇到不明白的事情時，都會問

我」及「提供媽媽生活上的常識」探討成年子女的文化反哺現象，研究發現文化

反哺在台灣的成年子女的親子代間關係的確普遍且常見；鄭玉秀(2004)研究中產

階層已婚婦女的婆媳關係，發現台灣歷經現代化之社會變遷，婆媳互動關係及權

力結構因已婚婦女因教育及經濟獨立而自主性強，對婆婆有文化反哺能力提供婆

婆健康知識及調整其生活態度。再者，吳恩婷(2009)的子職角色研究僅部分觸及

文化反哺的相關調查。謝其美與謝建全(2012)研究代間學習運用於銀髮族學習電

腦的成效，採用準實驗研針法，其發現透過國小學童協助長者的教學模式，有助

於長者電腦學習的成效，以及解決教學的困境。 

在國外研究方面，較少提及有血緣關係的代間文化反哺概念，但巳有許多無

血緣關係的代間數位學習的研究成果。在這類的代間方案中，年輕人扮演技能及

訊息之傳遞者，此模式多數是由年輕人來教導老年人電腦方面之技能。方案的成

效，老年人不但學會了相關科技能力同時具備了在快速變遷社會中所應有之科技

能力；另一方面，學生增加自信心及對老化有正向的態度，更也加強了人際能力

及精進科技運用能力( Butler & Baghi, 2008; Generations United,2005; Henner, 

2009）。 

由上述可知，目前研究以無血緣關係的代間數位學習為主，家庭內的數位文

化反哺相關實徵研究較為缺乏。有鑑於此，本研究欲透過數位文化反哺的調查，

瞭解年輕人及老年人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實際情形，並進一步分析比較老人世代

及年輕世代在數位文化反哺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作為鼓勵及推動家庭代間上

網活動的參考，達到世代融合及提高老人使用網路的目的。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鄭玉秀%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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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旨在分析代間家庭進行數位文化反哺的現況，以及實踐的困境。為達

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方法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 

 

一、研究對象 

依據Krejcie和Morgan（1970）的抽樣曲線公式估計，若母群體夠大，則樣

本數最少應抽取384個以上樣本。本研究以代間家庭中的二代成員：年輕世代(孫

子女輩)，以及老年世代(祖父母輩)為研究對象。抽樣的方式，分述如下： 

(一)年輕世代 

本研究的年輕世代以目前就讀大學日間部的學生，且其家中成員尚有(外)

祖父母輩為母群體。選擇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為在各類上網人口統計

中，大學生為最常上網的族群，具有豐富的上網經驗及技能，具備足以進行數位

文化反哺的能力。本研究採用「分層隨機叢集抽樣」方式進行抽樣，將全國分為

北、中、南、東四區，每區隨機抽取 2-3所大學，每所大學抽取 2-3班大學生。

抽樣結果如表 3-1，年輕世代總共發出 1200份問卷，回收 1154份，扣除填答不

全等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總計 1066份，有效問卷率達 89%。 

 

表 3-1 年輕世代問卷施測情形表 

區域 抽樣單位 
發出問卷 

(份) 

回收問卷 

(份) 

有效問卷 

(份) 

北區 
經國管理學院 100 100 98 

育達科技大學 100 98 89 

中區 
國立暨南大學 100 100 100 

亞洲大學 200 198 187 

南區 

美和科技大學 100 95 94 

屏東教育大學 100 83 81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0 100 5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培中

心 
100 

97 96 

文藻外語學院師資培育中

心 
100 

10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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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臺灣觀光學院 通識中心 100 98 93 

國立台東大學 教育系 100 85 80 

合計 1200 1154 1070 

 

(二)老年世代 

本研究的老年世代以 65歲以上、與子女或孫女子同住，且目前正在學習

上網的老年人為母群體。如同年輕世代抽樣方式，採用「分層隨機叢集抽樣」方

式進行抽樣。首先，將全國分為北、中、南、東四區，以各地區長青中心、長青

學苑、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及社區大學為叢集單位，從各叢集單位開辦的銀髮族網

路電腦班中抽取符合條件的長者。問卷郵件施測從 101年 4月 1日起至 101年 5

月 30日止全部回收完畢，抽樣結果整理如表 2。老年世代總共發出 1258份問卷，

回收 1243份，扣除填答不全等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總計 1070份，有效問卷率達

89%。 

 

    表 2老年世代問卷施測情形表 

分佈區 施測單位 發出問卷 

(份) 

回收問卷 

(份) 

有效問卷 

(份) 

北區 

1 桃園市公所 100 99 91 

2 基隆市中山區仙洞國小 30 30 30 

3 
基隆市仁愛區樂齡學習

中心 
30 27 27 

4 
基隆市七堵區樂齡學習

中心 
25 23 21 

5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

小) 
50 50 34 

6 
新北市蘆州區樂齡學習

中心 
50 50 35 

7 
新北市淡水區樂齡學

習中心 
30 30 29 

8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

小 
30 30 25 

9 
台北市市社會局大安老

人服務中心 
40 40 37 

10 
台北市社會局士林老人

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40 4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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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區 施測單位 發出問卷 

(份) 

回收問卷 

(份) 

有效問卷 

(份) 

中區 

1 
斗六學分班、安養院、

社會局；嘉義學分班 
75 75 75 

2 
台中市大里區樂齡學習

中心 
50 50 43 

3 豐原區長青學苑老人會 50 45 34 

4 
台中市和平區健康促進

推廣協會 30 30 19 

5 
社團法人台中縣木棉愛

縣關懷協會 
30 30 29 

6 
中台科技大學老人照顧

系樂齡學習中心 
30 30 30 

7 
台中縣烏日鄉榮和社區

發展協會 
30 30 30 

南

區 

1 屏東長青學苑 120 118   94 

2 高雄市基督教女青年會 214 212   174 

3 
台南市光華女中人事

室 
50 50 48 

4 高雄市富民長青學苑 20 20 18 

5 
內埔社區:6份屏東社

區:8 份 14 14 13 

6 
墾丁長青中心 

20 20 19 

東 

區 
1 
台東長青學苑(社會處)  

100 100 73 

合計 1258 1243 1066 

 

在研究範圍及限制上，本研究因考慮抽樣的可行性，年輕世代及老年世代

樣本分開抽取樣本。換言之，年輕世代及老年世代樣本應會分屬在不同的代間家

庭。在樣本中，年輕世代所屬的代間家庭，其反哺的對象是祖父母；而老年世代

所屬的代間家庭，老年人接受數位文化反哺的來源可能包含子女或孫子女。再

者，本研究的年輕世代僅以大學生為樣本，因此未來在推論上會有所限制。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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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代僅以目前正在學習上網的老人為主，因此，便無法得知尚未上網老人的意

見。 

二、研究工具  

蒐集國內外數位文化反哺相關文獻探討結果，本研究自編「數位文化反哺意

願及實踐」問卷，問卷內容包含三大部份：第一部份基本資料變項，包含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為數位文化反哺意願、實踐量表分成三個分量

表：正向態度反哺、生活便利反哺、代理反哺，以及第三部份數位文化反哺阻礙

因素。第二部分採用 Likert 四點量表，得分愈高表示反哺意願、實踐情形愈高，

反之則愈低。初步完成問卷設計後，依選取年輕世代及老年世代分別進行問卷預

試。 

(一) 年輕世代問卷預試 

年輕世代問卷選取南部一所大學學生作為預試對象，共發出 99份預試問

卷，回收 99份預試問卷，扣除 5份無效問卷，計 94份進行問卷預試。首先，求

得各題的決斷值(CR)，並刪除決斷值小於 3.5的題目；接著進行信度、效度分析，

先各個層面分析，經主成份分析，得到各分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並選取因素負

荷量大於.50的題目，總計刪除 1題，正式施測題目包含正向態度反哺 6題，生

活便利反哺 8題，代理反哺 5題，共 19題。預試項目分析及信效度分析結果如

表 3。 

(二) 老人世代問卷預試 

老人世代問卷以南部長青學苑及樂齡學習資源中心的長者為預試對象，採

用現場填寫進行問卷施測，總計發出 133份，回收 133份，扣除無效卷 21份，

計有 112份進行問卷預試。首先，求得各題的決斷值(CR)，每題 CR皆高於 3.5，

故保留全部題目。接著進行信度、效度分析，先各個層面分析，經主成份分析，

得到各分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並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50的題目作為正式施測

題目，包含正向態度反哺 6題，生活便利反哺 9題，代理反哺 5題，共 20題。

預試項目分析及信效度分析結果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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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年輕世代數位文化反哺量表之項目分析與信效度分析 

項目 

層面 

預試題

號 

決斷值

(CR)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係數 正式問卷 

正

向

態

度

反

哺 

1 5.86* .81 

51.47% .81 

1 

2 7.34* .74 2 

3 4.60* .63 3 

4 3.93* .74 4 

5 4.07* .67 5 

6 4.17* .70 6 

生

活

便

利

反

哺 

7 6.45* .71 

52.61% .89 

7 

8 10.45* .72 8 

9 7.76* .76 9 

10 6.85* .78 10 

11 5.09* .78 11 

12 4.91* .78 12 

13 6.24* .79 13 

14 5.69* .74 14 

15 2.77* .36 刪除 

代

理

反

哺 

16 4.35* .83 

69.11% .89 

15 

17 6.76* .89 16 

18 5.69* .90 17 

19 7.06* .75 18 

20 6.44* .77 19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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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老年世代數位文化反哺意願及實踐量表之項目分析與信效度分析 

項目 

層面 

預試題

號 

決斷值

(CR)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係數 正式問卷 

正

向

態

度

反

哺 

1 6.00* .787 

66.34% .90 

1 

2 8.86* .881 2 

3 9.20* .866 3 

4 8.81* .811 4 

5 6.13* .715 5 

6 10.99* .816 6 

生

活

便

利

反

哺 

7 8.79* .684 

65.00% 93 

7 

8 9.63* .787 8 

9 15.15* .845 9 

10 11.04* .864 10 

11 10.52* .836 11 

12 9.62* .791 12 

13 9.69* .867 13 

14 11.55* .805 14 

15 8.82* .762 15 

代

理

反

哺 

16 5.43* .744 

73.10% .90 

16 

17 10.59* .861 17 

18 7.78* .864 18 

19 9.05* .913 19 

20 9.00* .883 20 

*p<.05 

 

三、資料處理 

有關本研究的資料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針對研究目的一，以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統計以及相依樣本 t

檢定，瞭解目前大學生數位反哺的意願、實踐現況及遭遇的阻礙因素現況情

形。 

(二)針對研究目的二，採用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探

討不同背景大學生對於數位反哺的意願、實踐現況是否有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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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研究目的三，採用無母數考驗，探討不同背景大學生對於數位反哺所遭

遇的阻礙因素是否有差異。 

(四)針對研究目的四，以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統計以及相依樣本 t

檢定，瞭解目前老年人數位反哺意願、實踐及遭遇的阻礙因素情形。 

(五)針對研究目的五，採用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探

討不同背景老年人對於數位反哺意願、實踐現況是否有差異。 

(六)針對研究目的六，採用無母數考驗，探討不同背景大學生對於數位反哺所遭

遇的阻礙因素是否有差異。 

(七)針對研究目的七，採用次數分配、平均數等描述統計，比較年輕人與老年人

在數位反哺的意願、實踐及遭遇阻礙因素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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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調查分析年輕世代及老年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現

況，以及阻礙因素等差異情形。以下依統計結果加以分析及討論。 

 

一、年輕世代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現況，以及阻礙因素現況分

析 

 

(一)大學生個人背景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年輕世代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其個人背景變項分配情形如表 5

所示。在性別方面，男性 244人(24%)，女性 766人(75.5%)；年級方面，以大學

二年級最多 377人(37.1%)，最少為大學四年級 148人(14.6%)；出生序方面，以

排行老大為最多 411人(40.5%)，最少為獨生子女 59人(5.8%)；就祖父母是否健

在而言，健在者 792人(78.0%)，已歿者 217人(21.4%)；與祖父母居住情形方面，

以未共同居住但每月探視一次以上居多 304人(37.90%)，其他最少 32人 (4%)；

祖父教育程度以選擇不清楚者居多，有 519人(51.1%)，最少為其他 17人(1.7%)；

祖母教育程度也以選擇不清楚者居多，有 473 人(46.6%)，最少為其他 18 人

(1.8%)。由此可知，許多大學生對於祖父母的教育程度較不清楚。 

 

表 5 大學生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N=1015) 
項目 人數(%) 排序 項目 人數(%) 排序 

性別   與祖父母居住情形   

男 244(24.0) 2 共同居住 204(25.5) 2 

女 766(75.5) 1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6.1) 4 

遺漏值 
5(.5)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37.9) 1 

年級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25.5) 2 

大一 163(16.1) 3 其他 32(4.0) 5 

大二 377(37.1) 1 遺漏值 8(1)  

大三 327(32.2) 2 祖父教育程度   

大四 148(14.6) 4 不清楚 519(51.1) 1 

遺漏值 0(0)  不識字 76(7.5) 3 

出生序   國小畢(肄)業 236(23.3) 2 

獨生子女 59(5.8) 4 國中畢(肄)業 63(6.2) 4 

老大 411(40.5) 1 高中職畢(肄)業 45(4.4) 5 

中間 252(24.8) 3 大專畢(肄)業 36(3.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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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人數(%) 排序 項目 人數(%) 排序 

老么 289(28.5) 2 其他 17(1.7) 7 

遺漏值 4(.4)  遺漏值 23(2.3)  

祖父母是否健在   祖母教育程度   

是 792(78.0) 1 不清楚 473(46.6) 1 

否 217(21.4) 2 不識字 253(24.9) 2 

遺漏值 6(.6)  國小畢(肄)業 215(21.2) 3 

   國中畢(肄)業 27(2.7) 4 

   高中職畢(肄)業 10(1.0) 7 

   大專畢(肄)業以上 13(1.3) 6 

   其他 18(1.8) 5 

 
  遺漏值 6(.6)  

 

(二) 年輕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現況分析 

如表6所示，大學生對於長輩的數位文化反哺意願方面，以代理反哺意願較

高(3.14)，其次為生活便利反哺意願(2.91)、正向態度反哺意願(2.87)，整體數

位文化反哺意願為2.96，此表示大學生對長輩進行代理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較

高，而整體上，大學生傾向希望進行數位反哺；在數位文化反哺實踐方面，以代

理反哺實踐較高(1.96)，其次為正向態度反哺實踐(1.62)、生活便利反哺實踐

(1.52)，整體數位文化反哺實踐為1.67，顯示大學生在家中與長輩的數位文化反

哺行為較少，在實踐上相當不足。接著進一步進行意願與實踐的差異比較，結果

如表7。從數位文化反哺各層面以及各題目發現，大學生對於數位文化反哺意願

皆顯著高於數位文化反哺實踐，易言之，雖然大學生有意願對長輩進行電腦網路

的文化反哺，但在現實中卻因某些因素的影響，使得大學生的實踐力與意願相比

之下較為薄弱，值得進一步探討阻礙實踐的因素。 

 

表6 大學生對數位文化反哺的各層面意願、實踐現況 

層面 意願(每題平均數) 排序 實踐(每題平均數) 排序 

正向態度反哺 2.87 3 1.62 2 

生活便利反哺 2.91 2 1.52 3 

代理反哺 3.14 1 1.96 1 

整體數位文化反哺 2.96  1.67  

 

表7 大學生對於祖父(母)的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及實踐差異之成對樣本t檢定 

 

題目、層面 

意願平均

數(標準

實踐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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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A 

B A-B 

1.我會鼓勵祖父(母)使用電腦網路。 2.85(.69) 1.50(.79) 1.35(.95) 45.36** 

2.我會跟祖父(母)分享網路上所看到

的新資訊，例如:健康的資訊……等。 

3.12(.67) 1.97(.982) 1.14(.97) 37.40** 

3.我會向祖父(母)說明上網在生活上

的重要性。 

2.84(.69) 1.65(.839) 1.18(.96) 39.08** 

4.我會跟祖父(母)分享網路語言，例

如:臉書打卡……等。 

2.67(.79) 1.44(.766) 1.23(.96) 40.51** 

5.我會鼓勵祖父(母)嘗試使用數位產

品，例如:智慧型手機……等。 

2.78(.80) 1.66(.888) 1.12(.99) 35.91** 

6.我會鼓勵祖父(母)到長青學苑或社

區大學，學習電腦相關課程。 

2.93(.75) 1.54(.821) 1.39(1.00) 44.09** 

7.當祖父(母)向我問電腦問題時，我會

耐心地協助解決，例如:電腦中毒、

電腦當機……等。 

2.96(.74) 1.57(.879) 1.40(1.02) 43.64** 

8.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查

詢統一發票對獎號碼或大樂透或六

合彩的號碼……等。 

2.90(.73) 1.64(.897) 1.266(1.03) 39.09** 

9.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查

詢醫療相關資訊，例如:糖尿病的資

訊……等。 

3.06(.69) 1.62(.867) 1.435(1.05) 43.51** 

10.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查

詢旅遊資訊、旅遊地圖，例如:火車

時刻表……等。 

3.02(.69) 1.62(.873) 1.392(1.03) 43.23** 

11.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進

行學習，例如:語言(英文)學習……

等。 

2.85(.75) 1.37(.653) 1.478(.96) 49.26** 

12.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進

行購物，購買所需的物品。 

2.73(.80) 1.37(.697) 1.359(1.00) 43.24** 

13.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溝

通軟體，例如:臉書(fb)或 Skype 或

msn……等。 

2.79(.80) 1.40(.733) 1.395(1.01) 43.80** 

14.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電

視，例如：看韓劇或新聞……等。 

2.92(.76) 1.57(.870) 1.358(1.04) 41.76** 

15.我會幫祖父(母)進行網路購物，購

買所需的物品。 

2.96(.76) 1.65(.908) 1.313(1.02) 41.15** 

16.我會幫祖父(母)進行網路掛號。 3.17(.69) 1.93(1.048) 1.244(1.10) 35.87** 

17.我會使用網路幫祖父(母)查詢統一

發票、大樂透或六合彩……等對獎號

碼。 

3.16(.72) 2.06(1.115) 1.098(1.14) 30.72** 

18.我會使用網路幫祖父(母)查詢醫療

相關資訊，例如:糖尿病的資訊……

等。 

3.21(.67) 2.12(1.094) 1.088(1.11) 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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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會使用網路幫祖父(母)查詢旅遊

資訊、旅遊地圖，例如:火車時刻

表……等。 

3.17(.70) 2.06(1.093) 1.104(1.11) 31.74** 

正向態度反哺 
17.19(3.52

) 

9.74(3.99) 7.46(4.75) 49.36** 

生活便利反哺 
23.25(4.90

) 

12.15(5.19) 11.10(6.75) 51.93** 

代理反哺 
15.68(3.04

) 

9.82(4.47) 5.86(4.71) 39.38** 

整體數位文化反哺 
56.15(10.5

0) 

31.68(12.27) 24.47(14.9) 50.87** 

**P<.01 

 

(三)年輕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的阻礙因素分析 

本研究阻礙因素分為三大層面：自己阻礙層面、家庭阻礙層面與社會阻礙

層面。大學生對於數位文化反哺未而實踐的阻礙因素次數統計整理如表8所示。

就自己阻礙層面而言，大學生認為自己未能進行數位反哺的因素，以覺得自己功

課或作業繁重最多(44.7%)，其次是自己沒耐心(25.7%)，以及自己教導能力不佳

(25.5%)；家庭阻礙層面，以擔心上網對祖父(母)產生負面影響居多(47.9%)，其

次是覺得祖父(母)自己不想學上網(44.1%)，以及覺得祖父(母)不需要學上網

(43.6%)；社會阻礙方面，大學生認為最大的阻礙是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長者

的需求(62.2%)，其次是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長者學習(60.6%)，以及社區缺乏銀

髮族的電腦課程(52.2%)。 

綜合上述三個層面，大學生認為進行數位文化反哺最大的阻礙，在自己阻

礙方面為自己功課或作業繁重最多；在家庭層面為擔心上網對祖父(母)產生負面

影響居多；在社會阻礙方面，以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長者的需求、電腦硬體設

備不適合長者學習(60.6%)，以及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最大。 

 

表8 大學生數位文化反哺的阻礙因素次數分配表 N=1015 

項目 次數(%) 排序 

一、自己阻礙方面(複選)   

1.覺得自己與祖父(母)關係不佳、溝通不良。 247(24.3) 4 

2.覺得自己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 454(44.7) 1 

3.覺得自己沒耐心。 261(25.7) 2 

4.覺得自己上網能力不佳。 121(11.9) 6 

5覺得自己教導能力不佳。 
259(25.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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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擔心自己網路上的個人秘密被發現。 
105(10.3) 7 

7.其他 
146(14.4) 5 

二、家庭阻礙方面 (複選)   

1.覺得祖父(母)不需要上網。 
443(43.6) 3 

2.覺得祖父(母)學習能力不佳。 164(16.2) 6 

3.擔心上網對祖父(母)產生負面影響，例如:身體的痠痛、

被詐騙……等。 

486(47.9) 1 

4.覺得祖父(母)自己不想學上網。 448(44.1) 2 

5.覺得祖父(母)學習態度不佳。 53(5.2) 11 

6.祖父(母)不識字。 
403(39.7) 4 

7.覺得祖父(母)因為參與其他的活動，没有時間學。 
145(14.3) 8 

8.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162(16.0) 7 

9.祖父(母)學電腦會考慮到收費/經濟的問題。 
107(10.5) 9 

10.家中沒有其他人可以教導祖父(母)電腦。 
268(26.4) 5 

11.家中有其他人反對祖父(母)學電腦。 
27(2.7) 12 

12.其他 
64(6.3) 10 

三、社會阻礙方面 (複選)   

1.覺得祖父(母)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 512(50.4) 4 

2.覺得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 530(52.2) 3 

3.覺得社區沒有提供長者上網的地點。 503(49.6) 5 

4.覺得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開設。 471(46.4) 6 

5.覺得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長者學電腦。 128(12.6) 8 

6.覺得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太遠，對長者交通不便。 256(25.2) 7 

7.覺得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長者的需求，例如:網站的顏

色太花、階層太多、網頁字體太小……等。 

631(62.2) 1 

8.覺得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長者學習，例如:鍵盤字體太

小……等。 

615(60.6) 2 

9.其他 26(2.6) 9 

 

二、不同背景的年輕世代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情形，以及

阻礙因素的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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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獨立樣本 t 考驗，分析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是否

有差異存在，結果如表 9所示。從表 9得知，大學男生在正向反哺意願(t=-3.597, 

P<.01)、生活反哺意願(t=-3.131, P<.01)、代理反哺意願(t=-3.756, P<.01)

等層面與整體文化反哺意願(t=-3.739, P<.01)的得分顯著低於大學女生的得

分。在正向反哺實踐(t=2.184, P<.05)、生活反哺實踐(t=3.306, P<.01)、代理

反哺實踐(t=2.046, P<.05)等層面與整體文化反哺實踐(t=2.820, P<.01)，大學

男生的得分則顯著高於大學女生的得分。換言之，大學男生的數位反哺意願比女

性低，但是，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實踐上，大學男則顯著高於女生。或許是男生的

數位文化能力優於女性，因此，即使意願不高，一旦長輩發生困難時，男生性還

是要負起數位文化反哺的角色。 

 

表 9 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意願及實踐之獨立樣本 t考驗摘要表 

向度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正向反哺意願 
男 244 16.42 4.02 

-3.597** 
女 766 17.43 3.28 

正向反哺實踐 
男 244 10.30 4.49 

2.184* 
女 766 9.60 3.79 

生活反哺意願 

男 244 22.31 5.65 

-3.131** 

女 766 23.56 4.55 

生活反哺實踐 

男 244 13.18 5.63 

3.306** 

女 766 11.84 4.99 

代理反哺意願 

男 244 14.97 3.57 

-3.756** 

女 766 15.91 2.79 

代理反哺實踐 

男 244 10.33 4.65 

2.046* 

女 766 9.66 4.37 

整體文化反哺意願 

男 244 53.69 12.24 

-3.739** 

女 766 56.89 9.55 

整體文化反哺實踐 

男 244 33.80 13.38 

2.820** 

女 766 31.10 11.77 

*P<.05  **P<.01 



23 

 

 

(二)與祖父母不同居住情形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與祖父母不同居住情形的大學生在數位文

化反哺的差異情形，結果整理如表10。由表10得知，不同居住情形的大學生在數

位文化反哺意願各層面與整體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在實踐各層面及整體則有顯

著差異(F=9.24, p<.01;F=11.79, p<.01;F=15.28, p<.01; F=15.86, p<.01)。再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與祖父母共同居住的大學生對於祖父母進行數

位文化反哺實踐的各層面與整體皆比未同住也很少探視者來的高，在代理反哺實

踐上，與祖父母共同居住、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低於一次以及未同住但每月探視

一次以上三者，皆比未同住也很少探視者來的高。究其原因，可能是大學生對數

位文化反哺的意願雖然沒有大的差異，但是，平日與祖父母互動或接觸的機會影

響了數位文化反哺的實踐。易言之，平日與祖父母互動或接觸的機會越多者，其

數位文化反哺的實踐也越高。 

 

表10 與祖父母不同居住情形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意願及實踐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組

別 
居住情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正向反哺意願 

1 共同居住 204 17.17(3.53) 

1.30  

2 共同居住但每月

回家低於一次 
49 16.91(3.57) 

3 未同住但每月

探視一次以上 
304 17.26(3.37) 

4 未同住也很少

探視 
204 16.66(3.76) 

正向反哺實踐 

1 共同居住 204 10.80(4.23) 

9.24** 1>4, 3>4 

2 共同居住但每月

回家低於一次 
49 9.88(3.84) 

3 未同住但每月

探視一次以上 
304 10.10(3.72) 

4 未同住也很少

探視 
204 8.83(3.60) 

生活反哺意願 

1 共同居住 204 23.23(5.04) 

.75  

2 共同居住但每月

回家低於一次 
49 22.98(4.49) 

3 未同住但每月

探視一次以上 
304 23.37(4.70) 

4 未同住也很少

探視 
204 22.73(5.13) 

生活反哺實踐 

1 共同居住 204 13.19(5.59) 

11.79** 1>4 
2 共同居住但每月

回家低於一次 
49 12.55(4.97) 

3 未同住但每月

探視一次以上 
304 12.2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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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同住也很少

探視 
204 11.26(4.39) 

代理反哺意願 

1 共同居住 204 15.89(3.02) 

2.37  

2 共同居住但每月

回家低於一次 
49 15.55(2.77) 

3 未同住但每月

探視一次以上 
304 15.76(2.99) 

4 未同住也很少

探視 
204 15.15(3.26) 

代理反哺實踐 

1 共同居住 204 11.22(4.52) 

15.28** 1>4, 2>4, 3>4 

2 共同居住但每月

回家低於一次 
49 10.49(4.00) 

3 未同住但每月

探視一次以上 
304 10.45(4.19) 

4 未同住也很少

探視 
204 8.50(4.04) 

整體文化反哺

意願 

1 共同居住 204 56.28(10.69) 

1.50  

2 共同居住但每月

回家低於一次 
49 55.44(9.15) 

3 未同住但每月

探視一次以上 
304 56.39(9.87) 

4 未同住也很少

探視 
204 54.53(11.20) 

整體文化反哺

實踐 

1 共同居住 204 35.21(12.63) 

15.86** 1>4,3>4 

2 共同居住但每月

回家低於一次 
49 32.92(11.10) 

3 未同住但每月

探視一次以上 
304 32.76(10.92) 

4 未同住也很少

探視 
204 28.59(10.94) 

**P<.01 

 

(三)祖父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教育程度的祖父，其大學生在數位

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結果整理如表11。由表11得知，祖父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

生在數位文化反哺意願各層面與整體意願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在實踐各層面(除

代理反哺實踐之外 )及整體實踐則有顯著差異 (F=5.307, p<.01;F=6.247, 

p<.01;F=5.464, p<.01)。再以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在正向反哺實踐

與整體文化反哺實踐上，祖父教育程度為高中之大學生高於祖父教育程度為不識

字與國小以下者；在生活反哺實踐上，祖父教育程度為高中之大學生高於祖父教

育程度為不識字、國小以下與國中者。由此可知祖父教育程度越高，大學生實踐

數位文化反哺的情形越佳，不過，這種情形僅止於祖父教育程度在高中者，祖父

程度在大專以上則無此情形。究其原因，或許是祖父教育程度越高，對數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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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需求、能力與意願越強，增加大學生反哺的實踐。至於祖父教育程度在大

專以上者，可能已有數位文化的基礎和自學能力，較不需要晚輩的反哺。而代理

反哺實踐，因不涉對電腦網路的說明及教導，所以與教育程度的關聯不大。 

 

表 8 祖父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組

別 
教育程度 人數 平均數(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正向反哺意願 

1 不識字 76 16.40 (3.34) 

1.801  

2 國小以下 236 17.42 (3.40) 

3 國中 63 17.29 (3.64) 

4 高中 45 17.37 (2.69) 

5 大專以上 36 17.92 (2.43) 

正向反哺實踐 

 

1 不識字 76 9.52 (3.64) 

5.307** 4>1, 4>2 

2 國小以下 236 9.98 (3.74) 

3 國中 63 10.58 (4.10) 

4 高中 45 12.52 (4.39) 

5 大專以上 36 11.28 (5.00) 

 

生活反哺意願 

1 不識字 76 22.20 (5.11) 

1.888  

2 國小以下 236 23.66 (4.54) 

3 國中 63 23.00 (4.54) 

4 高中 45 23.73 (4.65) 

5 大專以上 36 24.17 (4.04) 

 

生活反哺實踐 

1 不識字 76 11.44 (4.58) 

6.247** 4>1, 4>2, 4>3 

2 國小以下 236 12.00 (4.81) 

3 國中 63 12.39 (4.61) 

4 高中 45 15.57 (6.32) 

5 大專以上 36 13.86 (6.33) 

 

代理反哺意願 

1 不識字 76 14.94 (3.29) 

1.981  

2 國小以下 236 15.97 (2.85) 

3 國中 63 15.97 (2.93) 

4 高中 45 15.93 (3.31) 

5 大專以上 36 16.11 (2.40) 

代理反哺實踐 
1 不識字 76 9.71 (4.23) 

1.995  
2 國小以下 236 10.4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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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中 63 10.60 (4.55) 

4 高中 45 11.82 (4.58) 

5 大專以上 36 11.44 (4.60) 

 

整體文化反哺

意願 

1 不識字 76 53.54 (10.84) 

2.239  

2 國小以下 236 57.05 (9.79) 

3 國中 63 56.26 (9.49) 

4 高中 45 57.04 (9.70) 

5 大專以上 36 58.19 (7.65) 

整體文化反哺

實踐 

1 不識字 76 30.67 (10.92) 

5.464** 4>1, 4>2 

2 國小以下 236 32.41 (11.16) 

3 國中 63 33.57 (11.78) 

4 高中 45 39.92 (14.31) 

5 大專以上 36 36.58 (14.72) 

**P<.01 

 

(四)祖母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祖母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

反哺的差異情形，結果整理如表9。由表9得知，祖母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在數

位文化反哺意願方面有生活反哺意願(F=2.707, p<.05)與整體文化反哺意願

(F=2.461, p<.05)達到顯著差異，惟以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未能進一步顯示

比較結果。其次，在實踐各層面(除代理反哺實踐之外)及整體實踐則有顯著差異

(F=3.242, p<.05;F=6.160, p<.01;F=3.850, p<.05)。惟再以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

較，結果顯示在生活反哺實踐上，祖母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上的大學生高於祖母教

育程度為不識字者。由上述可知，在生活反哺意願、整體文化反哺意願、實踐各

層面(除代理反哺實踐之外)及整體實踐上，祖母教育程度越高，大學生數位文化

反哺的情形越佳。然而，這樣的趨勢與祖父教育程度的考驗相較之下，似乎不太

明顯，僅在生活反哺實踐上達到顯著差異。是否祖父與祖母在數位文化的學習需

求、能力與意願存在著性別差異?或是祖父母學習數位文化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

需要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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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祖母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組

別 
教育程度 人數 平均數(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正向反哺意願 

1 不識字 253 16.85 3.66 

1.907 — 

2 國小以下 215 17.40 3.28 

3 國中 27 17.26 3.50 

4 高中 10 18.97 2.89 

5 大專以上 13 18.46 2.99 

正向反哺實踐 

 

1 不識字 253 9.84 3.99 

3.242* — 

2 國小以下 215 10.47 3.80 

3 國中 27 11.26 3.66 

4 高中 10 13.00 4.52 

5 大專以上 13 12.23 6.48 

 

生活反哺意願 

1 不識字 253 22.85 5.20 

2.707* — 

2 國小以下 215 23.71 4.44 

3 國中 27 23.09 4.39 

4 高中 10 27.11 3.98 

5 大專以上 13 24.54 4.54 

 

生活反哺實踐 

1 不識字 253 11.63 4.75 

6.160** 5>1 

2 國小以下 215 13.04 5.14 

3 國中 27 13.83 4.83 

4 高中 10 15.90 6.74 

5 大專以上 13 16.54 7.93 

 

代理反哺意願 

1 不識字 253 15.66 3.29 

1.427 — 

2 國小以下 215 15.92 2.77 

3 國中 27 16.19 2.96 

4 高中 10 17.70 2.26 

5 大專以上 13 16.46 2.60 

代理反哺實踐 

1 不識字 253 10.35 4.58 

1.147 — 

2 國小以下 215 10.49 4.43 

3 國中 27 10.33 4.17 

4 高中 10 13.20 4.54 

5 大專以上 13 11.54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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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文化反哺

意願 

1 不識字 253 55.36 11.01 

2.461* — 

2 國小以下 215 57.03 9.43 

3 國中 27 56.54 9.22 

4 高中 10 63.77 8.44 

5 大專以上 13 59.46 9.22 

整體文化反哺

實踐 

1 不識字 253 31.82 11.57 

3.850** — 

2 國小以下 215 34.00 11.83 

3 國中 27 35.42 10.96 

4 高中 10 42.10 14.26 

5 大專以上 13 40.31 19.15 

*P<.05  **P<.01 

 

 

三、不同背景的年輕世代對於數位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之差異分

析。 

 

(一)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對於數位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差異分析 

以無母數 Mann-Whitney 檢定，分析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的阻

礙因素差異，結果如表 10。如表 10所示，就自己阻礙來說，大學女生認為自己

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的阻礙程度顯著高於大學男生(Z=-2.428, P=.015)；認

為自己沒耐心的阻礙程度則是男生顯著高於女生(Z=-2.260, P=.024)。在家庭阻

礙方面，男生認為祖父(母)學習態度不佳(Z=-3.360，P=0.001)以及家中有其他

人反對祖父(母)學電腦等因素的阻礙程度顯著高於女生(Z=-2.039，P=0.041)，

認為祖父(母)不識字的阻礙程度則是女生顯著高於男生。在社會阻礙方面，女生

認為社區沒有提供長者上網的地點(Z=-2.116, P=0.034)以及電腦硬體設備不適

合長者的學習(Z=-4.113, P=.000)等因素的阻礙程度顯著高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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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不同性別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 Mann-Whitney檢定分析 

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 性

別 

個數 等級平

均數 

Z值 顯著性 

一、自己阻礙方面 

1.與長輩關係不佳、溝通不良。 

男 244 515.46 -.825 .409 

女 766 502.33 

2.自己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 男 244 471.48 -2.428* .015 

女 766 516.34 

3.自己沒耐心。 男 244 533.30 -2.260* .024 

女 766 496.65 

4.自己上網能力不佳。 
男 244 506.53 -.167 .867 

女 765 504.51 

5.自己教導能力不佳。 
男 244 513.60 -.660 .509 

女 766 502.92 

6.擔心個人秘密被發現。 
男 244 507.31 -.212 .832 

女 766 504.92 

二、家庭阻礙因素 

1.覺得祖父(母)不需要上網。 

男 244 509.02 -.252 .801 

女 766 504.38 

2.覺得祖父(母)學習能力不佳。 男 244 517.64 -1.174 .240 

女 766 501.63 

3.擔心對祖父(母)產生負面影響 男 244 480.82 -1.754 .079 

女 766 513.36 

4.祖父(母)自己不想學上網。 
男 244 500.32 -.371 .711 

女 766 507.15 

5.祖父(母)學習態度不佳。 男 244 526.60 -3.360** .001 

女 766 498.78 

6.祖父(母)不識字。 男 244 454.02 -3.735** .000 

女 766 521.90 

7.祖父(母)因為參與其他的活

動，没有時間學。 

男 244 507.51 -.203 .839 

女 766 504.86 

8.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男 244 514.00 -.824 .410 

女 766 502.79 

9.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的問題。 男 244 501.67 -.442 .659 

女 766 506.72 

10.家中沒有其他人可以教導祖父 男 244 491.42 -1.09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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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電腦。 女 765 509.33 

11.家中有其他人反對祖父(母)學

電腦。 

男 244 514.77 -2.039* .041 

女 766 502.55 

三、社會阻礙方面  

1.祖父(母)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 

男 244 520.06 -1.034 .301 

女 766 500.86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 男 244 488.29 -1.223 .221 

女 766 510.98 

3.社區沒有提供長者上網的地點。 男 244 475.24 -2.116* .034 

女 765 514.49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開

設。 

男 244 499.73 -.410 .682 

女 766 507.34 

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長者

學電腦。 

男 244 522.22 -1.784 .074 

女 766 500.17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長者交通

不便。 

男 244 501.56 -.282 .778 

女 765 506.10 

7.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長者的

需求。 

男 244 482.82 -1.661 .097 

女 766 512.72 

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長者的學

習。 

男 244 448.93 -4.113** .000 

女 766 523.52 

*P<.05 **P<.01 

 

(二)與祖父(母)不同居住情形的大學生對數位反哺阻礙因素看法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無母數 Mann-Whitney 檢定，分析與祖父(母)不同居住情形的大學

生對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看法的差異，結果如表 11所示。就自己阻礙而言，「與

長輩關係不佳、溝通不良」與「自己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的阻礙程度與不

同居住情形有顯著的關聯。經進一步比較，發現未與祖父(母)同住也很少探視的

大學生認為與長輩關係不佳、溝通不良的阻礙程度較高。其次，與祖父(母)共同

居住但每月回家低於一次的大學生，認為自己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的阻礙程

度顯著高於其他三者。就家庭阻礙而言，有較多項目與不同居住情形有顯著關

聯。進一步比較後發現與祖父(母)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低於一次的大學生，認為

祖父(母)學習能力不佳的阻礙程度較高。其次，未與祖父(母)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者，認為祖父(母)因為參與其他的活動，没有時間學的阻礙程度較高。再

者，與祖父(母)共同居住的大學生認為家中沒有上網設備、學電腦會有收費/經

濟的問題的阻礙程度顯著低於其他三者。至於社會阻礙方面，與祖父(母)同住者

認為祖父(母)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的阻礙程度較高，但是認為電腦課程開設地

點，對長者交通不便的阻礙程度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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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與祖父(母)不同居住情形的大學生對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看法之 Mann-Whitney檢定 

數位文化反哺礙因素 
組

別 
居住情形 個數 

等級平

均數 
卡方值 顯著性 事後比較 

一、自己阻礙方面 

1.與長輩關係不佳、溝通

不良。 

1 共同居住 204 364.11 

22.394** .000 

4>1 

4>3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90.45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60.84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425.66 

2.自己工作或課業繁重

(沒時間)。 

1 共同居住 204 373.10 

8.311* .040 

2>1 

2>3 

2>4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449.99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85.49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65.64 

3.自己沒耐心。 1 共同居住 204 401.60 

4.526 .210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71.68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69.87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79.22 

4.自己上網能力不佳。 
1 共同居住 204 388.29 

6.050 .109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400.04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83.00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3 364.21 

5.自己教導能力不佳。 
1 共同居住 204 393.18 

6.942 .074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54.89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91.39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59.61 

6.擔心個人秘密被發現。 
1 共同居住 204 379.44 

4.122 .249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90.59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72.79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92.50 

二、家庭阻礙因素 

1.覺得祖父(母)不需要

上網。 

1 共同居住 204 395.21 

2.393 .495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91.63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78.99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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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覺得祖父(母)學習能

力不佳。 

1 共同居住 204 374.05 

7.983* .046 

2>1 

2>3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428.98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71.33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90.84 

3.擔心對祖父(母)產生

負面影響 

1 共同居住 204 364.77 

3.007 .391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65.57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92.75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83.42 

4.祖父(母)自己不想學

上網。 

1 共同居住 204 387.52 

5.755 .124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95.13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92.50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53.95 

5.祖父(母)學習態度不

佳。 

1 共同居住 204 383.02 

.232 .972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78.03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80.02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81.15 

6.祖父(母)不識字。 1 共同居住 204 394.64 

1.502 .682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78.04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75.69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75.99 

7.祖父(母)因為參與其

他的活動，没有時間學。 

1 共同居住 204 369.63 

15.976** .001 

3>1 

2>4 

3>4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400.65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401.85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56.57 

8.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1 共同居住 204 315.10 

56.416** .000 

2>1 

3>1 

4>1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402.68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98.37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4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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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

的問題。 

1 共同居住 204 360.29 

10.025* .018 

3>1 

4>1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82.33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86.06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93.86 

10.家中沒有其他人可以

教導祖父(母)電腦。。 

1 共同居住 204 378.18 

2.252 .522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57.31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77.00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3 393.67 

11.家中有其他人反對祖

父(母)學電腦。 

1 共同居住 204 382.19 

.837 .841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86.53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81.01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78.46 

三、社會阻礙方面  

1.祖父(母)的朋友都不

會用電腦。 

1 共同居住 204 410.15 

8.489* .037 

1>4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86.66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77.26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56.06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

腦課程。 

1 共同居住 204 368.12 

2.435 .487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408.96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87.53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77.44 

3.社區沒有提供長者上

網的地點。 

1 共同居住 204 353.37 

6.122 .106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75.88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89.50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3 395.40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

青少年開設。 

1 共同居住 204 375.69 

1.915 .590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69.34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92.50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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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

看待長者學電腦。 

1 共同居住 204 387.59 

.916 .821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72.33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78.56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80.13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

長者交通不便。 

1 共同居住 204 352.65 

9.422* .024 

2>1 

3>1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404.08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3 396.63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78.73 

7.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

慮長者的需求。 

1 共同居住 204 363.32 

3.950 .267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64.69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84.82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96.90 

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

長者的學習。 

1 共同居住 204 365.46 

2.613 .455 

 

2 共同居住但每月回家

低於一次 
49 391.99 

3 未同住但每月探視一

次以上 
304 391.33 

4 未同住也很少探視 204 378.51 

*P<.05 **P<.01 

 

(三)祖父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對數位反哺阻礙因素看法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無母數統計法 Kruskal-Wallis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考驗祖父

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對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的看法是否存在差異，結果如表

12所示。就自己阻礙與社會阻礙而言，祖父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看法並無顯

著差異。就家庭阻礙而言，則在祖父(母)學習能力不佳與祖父(母)不識字等項目

有顯著差異。進一步以 Mann-Whitney U考驗進行事後比較後，發現祖父教育程

度為不識字的大學生，認為祖父(母)學習能力不佳的阻礙程度較高。其次，祖父

教育程度為不識字的大學生，認為祖父(母)不識字的阻礙程度高於祖父教育程度

為國小、國中、高中與大專以上的大學生，而祖父教育程度為國小與國中的大學

生，認為祖父(母)不識字的阻礙程度也顯著高於祖父教育程度為高中與大專以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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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祖父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對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看法之 Mann-Whitney檢定分析 

數位文化反哺礙因素 
組

別 
祖父教育程度 個數 

等級平

均數 
卡方值 

顯著

性 
事後比較 

一、自己阻礙方面 

1.與長輩關係不佳、溝通

不良。 

1 不識字 76 239.50 

2.476 .649 

 

2 國小 236 229.84 

3 國中 63 218.69 

4 高中 45 217.97 

5 大專以上 36 226.83 

2.自己工作或課業繁重

(沒時間)。 

1 不識字 76 207.50 

5.437 .245 

 

2 國小 236 234.60 

3 國中 63 221.21 

4 高中 45 250.17 

5 大專以上 36 218.50 

3.自己沒耐心。 1 不識字 76 248.50 

4.078 .396 

 

2 國小 236 223.64 

3 國中 63 224.79 

4 高中 45 221.17 

5 大專以上 36 233.83 

4.自己上網能力不佳。 
1 不識字 76 232.44 

2.717 .606 

 

2 國小 235 223.89 

3 國中 63 238.00 

4 高中 45 230.78 

5 大專以上 36 224.46 

5.自己教導能力不佳。 
1 不識字 76 223.50 

1.806 .771 

 

2 國小 236 230.47 

3 國中 63 234.02 

4 高中 45 233.30 

5 大專以上 36 210.50 

6.擔心個人秘密被發現。 

 

1 不識字 76 231.00 

3.700 .448 

 

2 國小 236 225.46 

3 國中 63 238.95 

4 高中 45 220.13 

5 大專以上 36 235.33 

二、家庭阻礙因素 1 不識字 76 232.50 
1.956 .744 

 

2 國小 236 2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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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覺得祖父(母)不需要

上網。 

3 國中 63 228.83 

4 高中 45 213.63 

5 大專以上 36 247.83 

2.覺得祖父(母)學習能

力不佳。 

1 不識字 76 255.00 

12.399* .015 

1>2 

1>4 

 2 國小 236 221.95 

3 國中 63 239.05 

4 高中 45 212.27 

5 大專以上 36 217.33 

3.擔心對祖父(母)產生

負面影響 

1 不識字 76 204.00 

6.475 .166 

 

2 國小 236 232.37 

3 國中 63 219.48 

4 高中 45 245.53 

5 大專以上 36 249.33 

4.祖父(母)自己不想學

上網。 

1 不識字 76 223.00 

5.157 .272 

 

2 國小 236 230.93 

3 國中 63 248.90 

4 高中 45 221.40 

5 大專以上 36 197.33 

5.祖父(母)學習態度不

佳。 

1 不識字 76 234.50 

2.391 .664 

 

2 國小 236 229.06 

3 國中 63 227.36 

4 高中 45 221.57 

5 大專以上 36 222.83 

6.祖父(母)不識字。。 1 不識字 76 294.50 

49.686** .000 

1>2, 1>3 

1>4, 1>5 

2>4, 2>5 

3>4, 3>5 

2 國小 236 229.31 

3 國中 63 221.74 

4 高中 45 173.97 

5 大專以上 36 163.83 

7.祖父(母)因為參與其

他的活動，没有時間學。 

1 不識字 76 216.50 

4.035 .401 

 

2 國小 236 230.18 

3 國中 63 235.93 

4 高中 45 217.83 

5 大專以上 36 243.17 

8.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1 不識字 76 205.50 

9.035 .060 

 

2 國小 236 231.94 

3 國中 63 2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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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 45 217.90 

5 大專以上 36 238.17 

9.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

的問題。 

1 不識字 76 227.50 

4.998 .287 

 

2 國小 236 235.28 

3 國中 63 214.98 

4 高中 45 220.77 

5 大專以上 36 219.50 

10.家中沒有其他人可以

教導祖父(母)電腦。 

1 不識字 76 217.89 

2.421 .659 

 

2 國小 236 229.77 

3 國中 62 232.38 

4 高中 45 240.78 

5 大專以上 36 214.24 

11.家中有其他人反對祖

父(母)學電腦。 

1 不識字 76 223.50 

8.163 .086 

 

2 國小 236 227.36 

3 國中 63 227.12 

4 高中 45 238.70 

5 大專以上 36 236.17 

三、社會阻礙方面  

1.祖父(母)的朋友都不

會用電腦。 

1 不識字 76 225.50 

.583 .965 

 

2 國小 236 230.99 

3 國中 63 221.93 

4 高中 45 234.23 

5 大專以上 36 222.83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

腦課程。 

1 不識字 76 235.50 

2.945 .567 

 

2 國小 236 231.03 

3 國中 63 226.55 

4 高中 45 230.17 

5 大專以上 36 198.50 

3.社區沒有提供長者上

網的地點。 

1 不識字 76 205.00 

5.785 .216 

 

2 國小 236 231.69 

3 國中 63 235.67 

4 高中 45 250.87 

5 大專以上 36 216.67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

青少年開設。 

1 不識字 76 208.50 

2.969 .563 

 

2 國小 236 231.64 

3 國中 63 233.69 

4 高中 45 2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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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專以上 36 229.17 

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

看待長者學電腦。 

1 不識字 76 236.50 

3.868 .424 

 

2 國小 236 226.58 

3 國中 63 225.83 

4 高中 45 241.03 

5 大專以上 36 213.17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

長者交通不便。 

1 不識字 76 222.89 

2.685 .612 

 

2 國小 236 226.09 

3 國中 63 232.78 

4 高中 44 221.53 

5 大專以上 36 250.83 

(一) 網路平台建置没有

考慮長者的需求。 

1 不識字 76 214.50 

4.853 .303 

 

2 國小 236 226.55 

3 國中 63 230.26 

4 高中 45 232.43 

5 大專以上 36 262.83 

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

長者的學習。 

1 不識字 76 206.00 

5.241 .263 

 

2 國小 236 231.02 

3 國中 63 248.24 

4 高中 45 225.80 

5 大專以上 36 228.33 

*P<.05 **P<.01 

(四)祖母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對數位反哺阻礙因素看法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無母數統計法 Kruskal-Wallis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考驗祖母

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對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的看法是否存在差異，結果如表

13 所示。與上述祖父不同教育程度的結果相同，有差異之處集中於家庭阻礙，

其中在擔心對祖父(母)產生負面影響、祖父(母)不識字與家中有其他人反對祖父

(母)學電腦等三個項目上有顯著差異。進一步以 Mann-Whitney U 考驗進行事後

比較後，發現祖母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的大學生，擔心對祖父(母)產生負面影響

的阻礙程度較祖母教育程度為不識字者高。其次，祖母教育程度為不識字的大學

生，認為祖父(母)不識字的阻礙程度高於祖母教育程度為國小、國中、高中與大

專以上的大學生。再者，祖母教育程度為國中、高中與大專以上的大學生，認為

家中有其他人反對祖父(母)學電腦的阻礙高於祖母教育程度為國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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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祖母不同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對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看法之 Mann-Whitney檢定分析 

數位文化反哺礙因素 
組

別 
祖母教育程度 個數 

等級平

均數 
卡方值 

顯著

性 
事後比較 

一、自己阻礙方面 

1.與長輩關係不佳、溝通

不良。 

1 不識字 253 267.83 

5.355 .253 

 

2 國小 215 253.87 

3 國中 27 229.69 

4 高中 10 236.40 

5 大專以上 13 270.27 

2.自己工作或課業繁重

(沒時間)。 

1 不識字 253 260.39 

2.574 .631 

 

2 國小 215 258.37 

3 國中 27 250.61 

4 高中 10 316.80 

5 大專以上 13 235.12 

3.自己沒耐心。 1 不識字 253 265.18 

1.382 .847 

 

2 國小 215 253.94 

3 國中 27 259.65 

4 高中 10 244.30 

5 大專以上 13 252.27 

4.自己上網能力不佳。 
1 不識字 252 257.09 

3.722 .445 

 

2 國小 215 257.55 

3 國中 27 281.37 

4 高中 10 285.20 

5 大專以上 13 253.38 

5.自己教導能力不佳。 
1 不識字 253 260.52 

2.816 .589 

 

2 國小 215 254.03 

3 國中 27 290.93 

4 高中 10 272.70 

5 大專以上 13 254.77 

6.擔心個人秘密被發現。 

 

1 不識字 253 264.66 

3.952 .413 

 

2 國小 215 256.48 

3 國中 27 255.19 

4 高中 10 236.00 

5 大專以上 13 236.00 

二、家庭阻礙因素 1 不識字 253 262.30 
1.492 .828 

 

2 國小 215 2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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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覺得祖父(母)不需要

上網。 

3 國中 27 266.20 

4 高中 10 296.90 

5 大專以上 13 261.04 

2.覺得祖父(母)學習能

力不佳。 

1 不識字 253 263.14 

5.426 .246 

 

2 國小 215 260.98 

3 國中 27 252.37 

4 高中 10 214.00 

5 大專以上 13 214.00 

3.擔心對祖父(母)產生

負面影響 

1 不識字 253 248.44 

9.629* .047 

5>1 

5>2 
2 國小 215 262.26 

3 國中 27 296.48 

4 高中 10 272.50 

5 大專以上 13 342.23 

4.祖父(母)自己不想學

上網。 

1 不識字 253 265.11 

4.910 .297 

 

2 國小 215 259.90 

3 國中 27 246.11 

4 高中 10 182.80 

5 大專以上 13 230.62 

5.祖父(母)學習態度不

佳。 

1 不識字 253 262.38 

2.155 .707 

 

2 國小 215 258.05 

3 國中 27 255.59 

4 高中 10 246.00 

5 大專以上 13 246.00 

6.祖父(母)不識字。 1 不識字 253 328.25 

145.735** .000 

1>2, 1>3 

1>4, 1>5 

 2 國小 215 201.62 

3 國中 27 173.78 

4 高中 10 145.00 

5 大專以上 13 145.00 

7.祖父(母)因為參與其

他的活動，没有時間學。 

1 不識字 253 259.95 

.954 .917 

 

2 國小 215 258.75 

3 國中 27 266.96 

4 高中 10 270.80 

5 大專以上 13 238.92 

8.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1 不識字 253 259.00 

2.375 .667 

 

2 國小 215 255.75 

3 國中 27 2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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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 10 267.80 

5 大專以上 13 275.77 

9.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

的問題。 

1 不識字 253 258.69 

3.649 .456 

 

2 國小 215 262.73 

3 國中 27 267.37 

4 高中 10 229.00 

5 大專以上 13 229.00 

10.家中沒有其他人可以

教導祖父(母)電腦。。 

1 不識字 253 252.33 

8.389 .078 

 

2 國小 214 264.89 

3 國中 27 304.89 

4 高中 10 241.70 

5 大專以上 13 209.88 

11.家中有其他人反對祖

父(母)學電腦。 

1 不識字 253 259.14 

14.069** .007 

3>1 

3>2 

4>2 

5>2 

2 國小 215 255.41 

3 國中 27 281.78 

4 高中 10 278.90 

5 大專以上 13 272.92 

三、社會阻礙方面  

1.祖父(母)的朋友都不

會用電腦。 

1 不識字 253 264.30 

2.232 .693 

 

2 國小 215 254.51 

3 國中 27 275.48 

4 高中 10 251.50 

5 大專以上 13 221.62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

腦課程。 

1 不識字 253 271.03 

5.121 .275 

 

2 國小 215 249.81 

3 國中 27 243.20 

4 高中 10 273.90 

5 大專以上 13 218.12 

3.社區沒有提供長者上

網的地點。 

1 不識字 252 259.43 

3.291 .510 

 

2 國小 215 256.46 

3 國中 27 295.33 

4 高中 10 252.25 

5 大專以上 13 222.42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

青少年開設。 

1 不識字 253 262.94 

4.531 .339 

 

2 國小 215 252.85 

3 國中 27 299.07 

4 高中 10 2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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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專以上 13 255.54 

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

看待長者學電腦。 

1 不識字 253 261.26 

1.483 .830 

 

2 國小 215 256.21 

3 國中 27 266.87 

4 高中 10 280.30 

5 大專以上 13 248.42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

長者交通不便。 

1 不識字 253 250.11 

5.364 .252 

 

2 國小 215 264.13 

3 國中 26 267.60 

4 高中 10 301.40 

5 大專以上 13 297.42 

(一) 網路平台建置

没有考慮長者的需

求。 

 

1 不識字 253 264.89 

7.241 .124 

 

2 國小 215 247.58 

3 國中 27 288.85 

4 高中 10 226.50 

5 大專以上 13 316.15 

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

長者的學習。 

1 不識字 253 257.22 

1.567 .815 

 

2 國小 215 259.13 

3 國中 27 288.35 

4 高中 10 251.90 

5 大專以上 13 255.88 

*P<.05 **P<.01 

 

四、老年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現況，以及阻礙因素現況

分析。 

 

(一)高齡者個人背景資料分析 

本研究老年世代以年滿 55歲以上且識字的高齡者為研究對象，其個人背景

變項分配情形如表 14所示。在性別方面，男性 378人(35.5%)，女性 681人

(63.9%)；年齡方面，以 70歲以上的長者居多 341人(32%)，最少為 65-69歲 261

人(20.3%)；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專以上程度為最多 349人(32.7%)，最少為國(初)

中 185人(17.4%)；就健康而言，大部份長者自認為健康情況良好 549人(51.5%)，

僅 61人(5.7%)長者自認健康情形較差；在婚姻方面，以有配偶的居多 821 人

(77.0%)，無配偶 230 (21.6%)；居住方面，大部分皆跟家人一起住(88.8%)，獨

居情況最少(11.1%)。網路使用情形，己會上網的居多(42.4%)，其次為不會上網

且不想學(23.0%)。綜合上述，本次為抽取識字的長者，因此老人的抽樣以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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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苑或樂齡資源學習中心為主，長者的健康情形較佳，且上網的比率亦較高。 

 

表 14 老人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N=1066) 

項目 人數(%) 排序 項目 人數(%) 排序 

性別   婚姻狀況   

男 378(35.5) 2 有配偶 821(77.0) 1 

女 
681(63.9) 1 無配偶(未婚、離婚、喪

偶) 
230 (21.6) 2 

遺漏值 7(.7)  遺漏值 15(1.4)  

年齡   是否獨居   

55-59歲 244(22.9) 3 是 118(11.1) 1 

60-64歲 261(24.5) 2 否 947(88.8) 2 

65-69歲 216(20.3) 4 與配偶同住 548(51.4)  

70歲以上 341(32.0) 1 與子女同住 484(45.4)  

遺漏值 4(.4)  與孫子女同住 152(14.3)  

教育程度   遺漏值 1(.1)  

國小以下 216(20.3) 3 網路使用情形   

國(初)中(含肄業) 185(17.4) 4 未學過，不想學 245(23.0) 2 

高中職(含肄業) 309(29.0)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16.3) 4 

大學(專)以上 349(32.7) 1 正在學 181(17.0) 3 

遺漏值 7(.07)  已會上網 452(42.4) 1 

健康狀況   遺漏值 14(1.3)  

良好 549(51.5) 1    

普通 450(42.2) 2    

不好 61(5.7) 3    

遺漏值 6 .6    

 

(二)老年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現況分析 

如表15所示，長者對於晚輩的數位文化反哺意願方面，以正向態度反哺意

願較高(3.04)，其次為生活便利反哺意願(2.91)、代理反哺意願(2.89)，整體數

位文化反哺意願為2.94，此表示長者傾向樂意接受晚輩進行數位文化反哺；在數

位文化反哺實踐方面，以正向態度反哺實踐較高(2.71)，其次為代理反哺實踐

(2.66)、生活便利反哺實踐(2.57)，整體數位文化反哺實踐為2.63。若進一步進

行意願與實踐的成對樣本t檢定，結果如表16。數位文化反哺各層面以及各題目

發現，長者對於數位文化反哺意願皆顯著高於數位文化反哺實踐，換言之，長者

有較高的意願接受晚輩在電腦網路方面的文化反哺，但在現實中卻因某些阻礙因

素的影響，使得晚輩的實踐力較為薄弱，值得進一步瞭解阻礙數位文化反哺實踐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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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老年人數位文化反哺的各層面意願、實踐現況 

層面 意願每題平均數 排序 實踐每題平均數 排序 

正向態度反哺 3.04 1 2.71 1 

生活便利反哺 2.91 2 2.57 3 

代理反哺 2.89 3 2.66 2 

整體數位文化反哺 2.94  2.63  

 

表16 老年人對於晚輩的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及實踐差異之成對樣本t檢定 

題目、層面 意願平均數

(標準差) 

A 

實踐平均數

(標準差) 

B 

差異平均數

(標準差) 

A-B 

t值 

1.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鼓勵我使用電腦網路。 
3.05(.65) 2.79(1.02) .258(.94) 8.95** 

2.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跟我分享網路上所看

到的新資訊，例如：健康的資訊……等。 

3.13(.61) 2.81 (.96) .313(.88) 11.65** 

3.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向我說明上網在生活上

的重要   性。 

3.07(.61) 2.75(.96) .321(.90) 11.67** 

4.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跟我分享網路語言，例

如：臉書打卡……等。 

2.93(.68) 2.51(1.01) .416(.91) 14.87** 

5.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鼓勵我嘗試使用數位

產品，例如:智慧型手機……等。 

2.94(.67) 2.60(.99) .339(.89) 12.42** 

6.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鼓勵我到長青學苑或

社區大學學習電腦相關課程。 

3.10(.68) 2.80(1.03) .299(.89) 10.95** 

7. 當我問電腦問題時，我希望家中晚輩會耐

心地協助解決，例如：電腦中毒、電腦當

機……等。 

3.11(.68) 2.83(1.03) .283(.92) 10.07** 

8.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使用網路查

詢統一發票對奬號碼、大樂透、六合彩號

碼……等。 

2.83(.75) 2.52(1.08) .309(.92) 11.01** 

9.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使用網路查

詢醫療相關資訊，例如慢性病的資訊……

等。 

3.08(.64) 2.81(1.01) .271(.92) 9.64** 

10.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使用網路
3.10(.64) 2.80(1.02) .302(.93)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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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旅遊資訊、旅遊地圖，例如：查詢火車

時刻表……等。 

11.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透過網路

進行學習，例如：語言英文學習……等。 

2.94(.71) 2.50(1.04) .43(.90) 15.75** 

12.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透過網路

進行網路購物，購買需要物品。 

2.71(.75) 2.34(1.04) .366(.91) 13.09** 

13.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使用溝通

軟體，例如：臉書、skype或 msn……等。 

2.85(.74) 2.42(1.04) .435(.90) 15.84** 

14.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使用網路

電視，例 如：看韓劇或新聞……等。 

2.88(.70) 2.52(1.02) .359(.90) 13.08** 

15.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玩電腦遊

戲，例如： 連連看、麻將……等。 

2.68(.80) 2.35(1.08) .337(.85) 12.10** 

16.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使用網路，幫我進行

網路購物，購買所需的物品。 

2.67(.76) 2.39(1.05) .283(.87) 10.62** 

17.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幫我使用網路，進行

網路掛號。 

2.96(.69) 2.67(1.06) .284(.91) 10.25** 

18.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使用網路，幫我查詢

統一發票對獎號碼、大樂透、六合彩號

碼……等。 

2.73(.79) 2.50(1.10) .229(.88) 8.51** 

19.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使用網路，幫我查詢

醫療相關資訊，例如：慢性病的資訊……

等。 

3.06(.65) 2.85(1.00) .211(.89) 7.72** 

20.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使用網路，幫我查詢

旅遊資訊、旅遊地圖，例如：查詢火車時刻

表……等。 

3.04(.66) 2.89(1.01) .150(.90) 5.46** 

正向數位文化反哺層面 
18.22(3.20) 16.27(5.09) 1.95(4.37) 14.55** 

生活數位文化反哺層面 
26.20(4.93) 23.10(7.56) 3.10(6.35) 15.92** 

代理數位文化反哺層面 
14.46(2.84) 13.30(4.33) 1.16(3.69) 10.26** 

整體數位文化反哺層面 
58.87(10.15) 52.67(15.91) 6.20(13.30) 15.22** 

 

**P<.01 



46 

 

 

(三)老年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的阻礙因素分析 

本研究阻礙因素分為三大層面：自己阻礙層面、家庭阻礙層面、社會阻礙

層面。高齡者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阻礙因素次數統計整理如表17所示。自己阻礙

層面，長者認為晚輩不進行數位反哺的因素，以擔心上網對自己產生負面影響最

多(37.6%)，其次是自己學習能力不佳(29.3)、以及自己不需要上網(22%)；家庭

阻礙層面，以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居多(45.9%)，其次是晚輩沒耐心

(23.5%)、家中沒有上網設備(13.7%)；社會阻礙方面，長者認為最大的阻礙是社

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38.6%)，其次是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的地點(38.6%)、

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開設(24.1%)。 

綜合上述三個層面，長者認為晚輩無法進行數位文化反哺最大的阻礙是晚

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45.9%)，其次是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

(38.6%)，以及擔心上網對自己產生負面影響(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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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老年人數位文化反哺的阻礙因素次數分配表 N=1066 

項目 次數(%) 排序 

一、自己阻礙方面(複選)   

1.擔心上網對我產生負面影響，例如身體酸痛、網路上癮、被詐

騙。 

401(37.6) 1 

2.自己不需要上網。 235(22.0) 3 

3.自己學習能力不佳。 312(29.3) 2 

4.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人代勞。 181(17.0) 5 

5自己學習態度不佳。 
119(11.2) 6 

6.自己識字不多。 
60(5.6) 7 

7.因為參與其他活動，自己没有時間學。 
209(19.6) 4 

二、家庭阻礙方面 (複選)   

1.與晚輩(子女或孫子女)關係不佳、溝通不良。 
62(5.8) 6 

2.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 489(45.9) 1 

3.晚輩沒耐心。 251(23.5) 2 

4.晚輩教導能力不佳。 100(9.4) 5 

5.晚輩擔心網路上的個人秘密被發現。 102(9.6) 4 

6.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146(13.7) 3 

7.家中有其他人反對我學電腦。 
36(3.4) 7 

8.我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的問題。 
58(5.4) 8 

三、社會阻礙方面 (複選)   

1.我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 186(17.4) 5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 412 (38.6) 1 

3.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的地點。 257(24.1) 2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開設。 214(20.1) 3 

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我學電腦。 47(4.4) 8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我交通不便。 167(15.7) 7 

7.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我的需求，例如:網站的顏色太花、階

層太多、網頁字體太小……等。 

182(17.1) 6 

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我的學習，例如鍵盤字體太小。 203(19.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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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同背景的老年世代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透過獨立樣本 t考驗，分析不同性別的老人在數位文化反哺是否有

差異存在，結果如表 18所示。從表 18得知，男性高齡者在生活反哺意願(t=-2.255, 

P<.05)、整體文化反哺意願(t=-2.163, P<.05)、以及代理反哺實踐(t=-2.370, 

P<.05)等層面得分顯著低於女性高齡者。換言之，男性接受數位反哺的意願比女

性低，在實際接受晚輩的代理反哺上，男性亦低於女性。推就原因為男性上網能

力優於女性，故男性需要數位文化反哺的需求便較為減弱。 

 

表 18 不同性別的老人在數位文化反哺意願及實踐之獨立樣本 t考驗摘要表 

向度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正向反哺意願 
男 378 17.9882 3.16628 

-1.743 
女 681 18.3467 3.22925 

正向反哺實踐 
男 378 16.0277 4.99620 

-1.169 
女 681 16.4094 5.14220 

生活反哺意願 

男 378 25.7232 4.52933 

-2.255* 

女 681 26.4346 5.12080 

生活反哺實踐 

男 378 22.7206 7.26754 

-1.219 

女 681 23.3117 7.71952 

代理反哺意願 

男 378 14.2281 2.67868 

-1.855 

女 681 14.5649 2.91083 

代理反哺實踐 

男 378 12.8762 4.22211 

-2.370* 

女 681 13.5341 4.38549 

整體文化反哺意願 

男 378 57.9395 9.49102 

-2.163* 

女 681 59.3462 10.48478 

整體文化反哺實踐 

男 378 51.6245 15.42780 

-1.599 

女 681 53.2551 16.1599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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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年齡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年齡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

情形，結果整理如表19。由表19得知，不同年齡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

及實踐各層面及整體層面皆達顯著水準(F=14.93, p<.01;F=13.28, p<.01;F=16.51, 

p<.01; F=15.604, p<.01; F= 12.84, p<.01 ; F=11.72, p<.01; F=17.626, p<.01 , 

F=15.86, p<.01)。因此，以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年紀愈輕的長者對

於晚輩進行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及實踐皆比年紀較大的長者來的高。推就其原

因，年輕的長者對於上網的意願比年長者高，故期待晚輩能適時協助其上網。 

 

表19 不同年齡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意願及實踐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組

別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正向反哺意願 

1 55-59歲 244 19.22(2.67) 

14.93** 

1>3, 1>4 

2>3, 2>4 

 

2 60-64歲 261 18.51(2.77) 

3 65-69歲 216 17.65(3.39) 

4 70歲以上 341 17.66(3.53) 

正向反哺實踐 

1 55-59歲 244 17.83(4.52) 

13.28** 
1>2, 1>3,1>4 

2>4 

2 60-64歲 261 16.56(4.99) 

3 65-69歲 216 15.54(5.03) 

4 70歲以上 341 15.38(5.35) 

生活反哺意願 

1 55-59歲 244 27.77(4.20) 

16.51** 
1>3, 1>4 

2>3, 2>4  

2 60-64歲 261 26.71(4.53) 

3 65-69歲 216 25.28(5.00) 

4 70歲以上 341 25.26(5.33) 

生活反哺實踐 

1 55-59歲 244 25.54(6.63) 

15.604** 

1>2, 1>3, 1>4 

2>4 

 

2 60-64歲 261 23.67(7.31) 

3 65-69歲 216 21.97(7.34) 

4 70歲以上 341 21.60(8.04) 

代理反哺意願 

1 55-59歲 244 15.27(2.63) 

12.84** 

1>3, 1>4 

2>3 

 

2 60-64歲 261 14.69(2.74) 

3 65-69歲 216 13.87(2.78) 

4 70歲以上 341 14.07(2.95) 

代理反哺實踐 

1 55-59歲 244 14.57(3.80) 

11.72** 
1>2. 1>3, 1>4 

 

2 60-64歲 261 13.46(4.17) 

3 65-69歲 216 12.76(4.29) 

4 70歲以上 341 12.5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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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文化反哺

意願 

1 55-59歲 244 62.26(8.59) 

17.626** 
1>3,1>4 

2>3,2>4 

2 60-64歲 261 59.91(9.30) 

3 65-69歲 216 56.80(10.46) 

4 70歲以上 341 57.00(10.88) 

整體文化反哺

實踐 

1 55-59歲 244 57.94(13.81) 

15.86** 
1>2,1>3,1>4 

2>4 

2 60-64歲 261 53.69(15.43) 

3 65-69歲 216 50.28(15.52) 

4 70歲以上 341 49.56(16.93) 

**P<.01 

 

(三)不同教育程度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教育程度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

差異情形，結果整理如表 20。由表 20得知，不同教育程度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

反哺的意願及實踐各層面及整體層面皆達顯著水準(F=29.94, P<.01; F=24.21, 

P<.01; F=32.28, P<.01; F= 20.26, P<.01; F=23.95, P<.01; F=12.23 , P<.01; F=34.18, 

P<.01, F=21.30, P<.01)。因此，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教育程

度愈高的長者對於晚輩的數位文化反哺意願會有比較高的接受度，且亦認為晚輩

的實踐力亦較強。推就原因為教育程度愈高對於電腦科技的需求會較為強烈，因

此對於晚輩的協助會較為願意，而晚輩會較有實踐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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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不同教育程度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組

別 
教育程度 人數 平均數(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正向反哺意願 

1 國小以下 216 16.49(3.83) 

29.94** 1<2,1<3,1<4 
2 國中 185 18.26(2.99) 

3 高中 309 18.74(2.61) 

4 大專以上 349 18.80(2.98) 

正向反哺實踐 

1 國小以下 216 14.14(5.47) 

24.21** 
1<3,1<4 

2<3,2<4 

2 國中 185 15.31(5.33) 

3 高中 309 17.18(4.44) 

4 大專以上 349 17.29(4.79) 

生活反哺意願 

1 國小以下 216 23.43(5.62) 

32.28** 1<2,1<3,1<4 
2 國中 185 26.44(4.65) 

3 高中 309 27.20(4.23) 

4 大專以上 349 26.92(4.58) 

生活反哺實踐 

1 國小以下 216 20.15(7.84) 

20.26** 
1<3,1<4 

2<3,2<4 

2 國中 185 21.89(7.93) 

3 高中 309 24.47(7.01) 

4 大專以上 349 24.38(7.06) 

代理反哺意願 

1 國小以下 216 13.07(3.08) 

23.95** 1<2,1<3,1<4 
2 國中 185 14.81(2.67) 

3 高中 309 15.01(2.58) 

4 大專以上 349 14.64(2.73) 

代理反哺實踐 

1 國小以下 216 11.89(4.47) 

12.23** 1<2,1<3,1<4 
2 國中 185 13.13(4.51) 

3 高中 309 14.14(4.08) 

4 大專以上 349 13.52(4.18) 

整體文化反哺

意願 

1 國小以下 216 52.99(11.53) 

34.18** 1<2,1<3,1<4 
2 國中 185 59.51(9.52) 

3 高中 309 60.96(8.66) 

4 大專以上 349 60.36(9.48) 

整體文化反哺

實踐 

1 國小以下 216 46.18(16.67) 

21.30** 
1<3,1<4 

2<3,2<4 

2 國中 185 50.32(16.88) 

3 高中 309 55.80(14.49) 

4 大專以上 349 55.18(14.8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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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學習上網情形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學習上網情形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

哺的差異情形，結果整理如表 21。由表 21得知，不同學習上網情形的高齡者在

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及實踐各層面及整體層面皆達顯著水準(F=64.39, P<.01; 

F=56.60, P<.01; F=56.76, P<.01; F=48.92, P<.01; F=25.97, p<.01; F=21.78, 

P<.01;F=58.55, P<.01; F=49.24, P<.01)。因此，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

示：在數位文化反哺意願方面，「未學過且不想學」的長者比其他想學或已學會

上網的長者較不意願晚輩進行數位反哺，換言之，「已學會上網」、「正在學」、

「未學過但想學」的長者比「未學過且不想學」有較高的反哺願意；在數位文化

反哺實踐方面，在現實生活中，「未學過且不想學」的長者亦比較没有接受到晚

輩的數位文化反哺行為，而值得注意的事，那些「未學過但想學」的長者雖期望

晚輩能教他們電腦，但實際上亦比較少接受到晚輩的數位文化反哺行為，換言之

需要去瞭解他們遇到那些阻礙。 

 

表 21 不同學習上網情形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組

別 
學習上網 人數 平均數(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正向反哺意願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15.95(3.77) 

64.39** 1<2,1<3,1<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18.62(2.54) 

3 正在學 181 18.98(2.54) 

4 已會上網 452 19.00(2.73) 

正向反哺實踐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13.41(5.49) 

56.60** 
1<2,1<3,1<4 

2<3,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14.90(5.06) 

3 正在學 181 17.05(4.22) 

4 已會上網 452 18.01(4.35) 

生活反哺意願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22.90(5.82) 

56.76** 
1<2,1<3,1<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26.47(3.96) 

3 正在學 181 27.64(4.08) 

4 已會上網 452 27.28(4.24) 

生活反哺實踐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19.33(8.38) 

48.92** 
1<3,1<4 

2<3,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20.66(7.19) 

3 正在學 181 24.46(6.37) 

4 已會上網 452 25.48(6.59) 

代理反哺意願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13.10(3.24) 

25.97** 
1<2,1<3,1<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14.7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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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在學 181 14.90(2.44) 

4 已會上網 452 14.90(2.62) 

代理反哺實踐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11.72(4.79) 

21.78** 
1<3,1<4 

2<3,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12.44(4.14) 

3 正在學 181 13.86(3.61) 

4 已會上網 452 14.21(4.15) 

整體文化反哺

意願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1.93(11.97) 

58.55** 
1<2,1<3,1<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9.78(8.10) 

3 正在學 181 61.52(8.23) 

4 已會上網 452 61.18(8.77) 

整體文化反哺

實踐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44.46(17.63) 

49.24** 
1<3,1<4 

2<3,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48.00(15.15) 

3 正在學 181 55.36(13.19) 

4 已會上網 452 57.70(13.93) 

**P<.01 

 

(五)不同健康狀況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健康狀況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

差異情形，結果整理如表 22。由表 22得知，不同健康狀況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

反哺的意願及實踐各層面及整體層面皆達顯著水準(F=38.34,P<.01; 

F=47.37,P<.01; F=36.47,P<.01; F=35.10,P<.01; F=29.19,P<.01; F=22.98,P<.01; 

F=41.21,P<.01; F=40.19,P<.01)。進一步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

在數位文化反哺意願方面，發現長者的身體愈佳，希望晚輩的數位文化反哺便愈

強烈；另一方面，在實際實踐情形，亦發現長者的身體愈佳，晚輩的數位文化反

哺行為亦愈多。 

 

表 22 不同健康狀況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之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組

別 
健康狀況 人數 平均數(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正向反哺意願 

1 良好 549 18.78(3.02) 

38.34** 
1>2, 1>3 

2>3 
2 普通 450 17.94(3.09) 

3 不好 61 15.28(3.70) 

正向反哺實踐 

1 良好 549 17.30(4.89) 

47.37** 
1>2, 1>3 

2>3 
2 普通 450 15.66(4.84) 

3 不好 61 11.30(5.14) 

生活反哺意願 1 良好 549 26.96(4.64) 36.47**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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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 450 25.88(4.86) 2>3 

3 不好 61 21.58(5.43) 

生活反哺實踐 

1 良好 549 24.43(7.24) 

35.10** 
1>2, 1>3 

2>3 
2 普通 450 22.26(7.34) 

3 不好 61 16.72(8.02) 

代理反哺意願 

1 良好 549 14.83(2.78) 

29.19** 
1>2, 1>3 

2>3 
2 普通 450 14.33(2.67) 

3 不好 61 12.02(3.25) 

代理反哺實踐 

1 良好 549 13.90(4.22) 

22.98** 
1>2, 1>3 

2>3 
2 普通 450 12.95(4.20) 

3 不好 61 10.22(4.93) 

整體文化反哺

意願 

1 良好 549 60.57(9.59) 

41.21** 
1>2, 1>3 

2>3 
2 普通 450 58.14(9.79) 

3 不好 61 48.88(11.57) 

整體文化反哺

實踐 

1 良好 549 55.63(15.26) 

40.19** 
1>2, 1>3 

2>3 
2 普通 450 50.88(15.22) 

3 不好 61 38.24(17.26) 

**P<.01 

 

(六)不同居住型態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透過獨立樣本 t考驗，分析不同居住型態的老人在數位文化反哺是

否有差異存在，結果如表 23所示。從表 23得知，長者若與家人同住則在數位文

化反哺的意願，以及晚輩的數位文化反哺行為亦愈多，反之，獨居的長者則表現

意願較低，且較少實踐行為。 

 
表 23 不同居住型態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之獨立樣本 t考驗摘要表 

向度 居住型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正向反哺意願 
獨居 118 17.0687 3.80306 

-3.54** 
家人同住 947 18.3564 3.08884 

正向反哺實踐 
獨居 118 13.5816 5.82076 

-5.40** 
家人同住 947 16.6004 4.89597 

生活反哺意願 

獨居 118 24.6136 5.55789 

-3.32** 
家人同住 947 26.3885 4.81235 

生活反哺實踐 獨居 118 19.6182 8.26728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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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同住 947 23.5277 7.35880 

代理反哺意願 

獨居 118 13.6579 3.07868 

-3.00** 
家人同住 947 14.5515 2.78926 

代理反哺實踐 

獨居 118 11.1997 4.82316 

-5.08** 
家人同住 947 13.5569 4.20117 

整體文化反哺意願 

獨居 118 55.3402 11.83665 

-3.48** 
家人同住 947 59.2965 9.83582 

整體文化反哺實踐 

獨居 118 44.3994 18.14131 

-5.33** 
家人同住 947 53.6850 15.31789 

**P<.01 

 

六、 不同背景的老人世代對於數位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差異分

析。 

 

(一)不同性別的高齡者對於數位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差異分析 

以無母數 Mann-Whitney 檢定，分析不同性別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的阻

礙因素差異，結果如表 24。如表 24所示，不同性別的高齡者在個人阻礙層面並

没有差異存在；再者，在家庭層面方面，男性高齡者遇到與晚輩關係不佳、溝通

不良的阻礙程度顯著高於女性(Z=-2.149，P=0.32)；其次，在社會阻礙層面，男

性高齡者對於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開設所造成的阻礙比女性高齡者來得

高。 

 

表 24 不同性別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 Mann-Whitney檢定分析 

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 性

別 

個數 等級平

均數 

Z值 顯著性 

一、個人阻礙方面 

1.擔心上網產生負面影響 

男 377 541.88 -1.168 .243 

女 681 522.65 

2.自己不需要上網。 男 377 524.16 -.645 .519 

女 681 533.24 

3.自己學習能力不佳。 男 377 514.68 -1.544 .123 

女 681 538.50 

4.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人代勞。 
男 377 520.75 -1.125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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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681 535.14 

5自己學習態度不佳。 
男 377 521.43 -1.247 .213 

女 681 534.76 

6.自己識字不多。 
男 377 532.22 -.439 .661 

女 681 528.77 

7.因為參與其他活動，自己没有

時間學。 

男 377 522.65 -.846 .397 

女 681 534.08 

二、家庭阻礙因素 

1.與晚輩關係不佳、溝通不良。 

男 377 541.02 -2.149 .032* 

女 681 523.88 

2.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

間)。 

男 377 520.93 -.833 .405 

女 681 535.03 

3.晚輩沒耐心。 男 377 524.77 -.511 .610 

女 681 532.12 

4.晚輩教導能力不佳。 
男 377 530.51 -.159 .873 

女 681 528.94 

5.晚輩擔心網路上的個人秘密被

發現。 

男 377 531.82 -.360 .719 

女 681 528.22 

6.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男 377 542.45 -1.653 .098 

女 681 523.09 

7.家中有人反對我學電腦。 
男 377 533.01 -.761 .447 

女 681 528.33 

8.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的問題。 男 377 534.62 -.929 .353 

女 681 527.44 

三、社會阻礙方面  

1.我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 

男 377 541.56 -1.461 .144 

女 681 522.80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 男 377 536.52 -.613 .540 

女 681 526.38 

3.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的地點。 男 377 543.98 -1.496 .135 

女 681 522.24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開

設。 

男 377 555.17 -2.874 .004* 

女 681 516.03 

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我學

電腦。 

男 377 538.72 -1.937 .053 

女 681 525.16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我交通不

便。 

男 377 534.35 -.549 .583 

女 681 5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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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我的需

求。 

男 377 517.94 -1.466 .143 

女 681 536.69 

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我的學習。 男 377 524.75 -.612 .540 

女 681 532.91 

*P<.05 

 

(二)不同年齡的高齡者對於數位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無母數統計法Kruskal-Wallis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年

齡的高齡者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阻礙因素是否存在差異。如表25所示，結果顯示

不同年齡的高齡者在部分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有顯著性差異。進一步以

Mann-Whitney U考驗進行事後比較後(如表25)，研究發現，年紀愈大的長者較會

發生「自己不需要上網」、「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人代勞」、「自己學習態度不佳」、

「自己識字不多」等個人方面的阻礙，亦容易有「家中沒有上網設備」、「家中有

人反對我學電腦」等家庭阻礙發生，以及「我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電腦硬體

設備不適合我的學習」等社會阻礙的出現。 

 

表 25不同年齡高齡者對於數位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差異分析 

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 
組

別 
年齡 個數 

等級平

均數 
卡方值 

顯著

性 

事後比

較 

一、個人阻礙方面 

1.擔心上網產生負面影響 
1 55-59歲 244 528.85 

5.41 .14 

 

2 60-64歲 261 544.42 

3 65-69歲 216 554.50 

4 70歲以上 340 507.31 

2.自己不需要上網。 1 55-59歲 244 481.46 

38.05** .00 

1<3,1<4 

2<4 

3<4 2 60-64歲 261 509.62 

3 65-69歲 216 524.63 

4 70歲以上 341 588.40 

3.自己學習能力不佳。 1 55-59歲 244 504.40 

6.93 .07 

 

2 60-64歲 261 518.41 

3 65-69歲 216 548.08 

4 70歲以上 341 550.40 

4.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人代

勞。 
1 55-59歲 244 484.52 

21.93** .00 

1<2,1<3

,1<4 

2<4 

 

2 60-64歲 261 526.45 

3 65-69歲 216 544.25 

4 70歲以上 341 560.90 

5自己學習態度不佳。 1 55-59歲 244 519.88 14.30** .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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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0-64歲 261 504.55 2<3,2<4 

3 65-69歲 216 545.75 

4 70歲以上 341 551.42 

6.自己識字不多。 1 55-59歲 244 510.20 

29.03** .00 

1<3,1<4 

2<3,2<4 
2 60-64歲 261 511.67 

3 65-69歲 216 540.83 

4 70歲以上 341 556.00 

7.因為參與其他活動，自己没

有時間學。 
1 55-59歲 244 522.75 

2.53 .47 

 

2 60-64歲 261 545.00 

3 65-69歲 216 517.96 

4 70歲以上 341 536.00 

二、家庭阻礙因素 

1.與晚輩關係不佳、溝通不良。 
1 55-59歲 244 522.26 

6.26 .10 

 

2 60-64歲 261 520.84 

3 65-69歲 216 542.29 

4 70歲以上 341 539.43 

2.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沒

時間)。 
1 55-59歲 244 525.21 

3.22 .36 

 

2 60-64歲 261 546.38 

3 65-69歲 216 506.79 

4 70歲以上 341 540.26 

3.晚輩沒耐心。 1 55-59歲 244 557.69 

6.53 .09 

 

2 60-64歲 261 539.65 

3 65-69歲 216 516.02 

4 70歲以上 340 514.72 

4.晚輩教導能力不佳。 1 55-59歲 244 517.96 

3.95 .27 

 

2 60-64歲 261 529.78 

3 65-69歲 215 527.88 

4 70歲以上 341 543.23 

5.晚輩擔心網路上的個人秘密

被發現。 
1 55-59歲 244 540.88 

1.70 .64 

 

2 60-64歲 260 522.85 

3 65-69歲 216 531.58 

4 70歲以上 341 529.78 

6.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1 55-59歲 244 480.26 

37.60** .00 

1<2,1<3,

1<4 

2<3,2<

4 

2 60-64歲 261 515.47 

3 65-69歲 216 549.46 

4 70歲以上 341 569.06 

7.家中有人反對我學電腦。 1 55-59歲 244 520.53 9.62* .0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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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0-64歲 261 526.21 2<4 

3 65-69歲 216 531.21 

4 70歲以上 341 543.59 

8.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的問

題。 
1 55-59歲 244 526.44 

1.69 .64 

 

2 60-64歲 261 528.95 

3 65-69歲 216 529.54 

4 70歲以上 341 538.32 

三、社會阻礙方面  

1.我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 
1 55-59歲 244 481.48 

41.99** .00 

1<3,1<4 

2<4 

3<4 2 60-64歲 260 507.37 

3 65-69歲 216 531.33 

4 70歲以上 341 584.24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

程。 
1 55-59歲 244 521.86 

1.25 

 
.74 

 

2 60-64歲 261 537.59 

3 65-69歲 216 544.79 

4 70歲以上 341 525.32 

3.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的地

點。 
1 55-59歲 244 511.81 

4.37 

 
.22 

 

2 60-64歲 261 523.03 

3 65-69歲 216 535.75 

4 70歲以上 341 549.38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

開設。 
1 55-59歲 244 557.75 

6.27 .10 

 

 
2 60-64歲 261 518.59 

3 65-69歲 216 513.50 

4 70歲以上 341 534.00 

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我

學電腦。 
1 55-59歲 244 521.06 

5.46 .14 

 

2 60-64歲 261 526.31 

3 65-69歲 216 535.04 

4 70歲以上 341 540.70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我交

通不便。 
1 55-59歲 244 513.29 

5.66 .13 

 

2 60-64歲 261 537.52 

3 65-69歲 216 519.29 

4 70歲以上 341 547.66 

7.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我的

需求。 
1 55-59歲 244 518.84 

1.86 .60 

 

2 60-64歲 261 540.19 

3 65-69歲 216 526.54 

4 70歲以上 341 5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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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我的學

習。 
1 55-59歲 244 510.52 

11.33* .01 

1<4 

2<4 
2 60-64歲 261 521.55 

3 65-69歲 216 518.50 

4 70歲以上 341 562.36 

 

(三)不同教育程度的高齡者對於數位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無母數統計法 Kruskal-Wallis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

教育程度的高齡者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阻礙因素是否存在差異。如表 26所示，

結果顯示不同教育程度的高齡者在部分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有顯著性差異。進

一步以 Mann-Whitney U考驗進行事後比較後結果發現，教育程度愈低者在數位

文化反哺上所遭遇的阻礙多於教育程度較高者，在個人阻礙方面計有「自己不需

要上網」、「自己學習能力不佳」、「自己學習態度不佳」、「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

人代勞」、「自己識字不多」等個人方面的阻礙因素；在家庭阻礙方面容易有「與

晚輩關係不佳、溝通不良」、「晚輩教導能力不佳」、「家中沒有上網設備」、「家中

有人反對我學電腦」、「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問題」等家庭阻礙因素發生，以及「我

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的

地點」、「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我學電腦」，以及「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我

的需求」等社會阻礙因素的出現。 

 

表 26不同教育程度高齡者對於數位文化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差異分析 

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 
組

別 
教育程度 個數 

等級平

均數 
卡方值 

顯

著

性 

事後比較 

一、個人阻礙方面 

1.擔心上網產生負面影響 
1 國小以下 216 514.18 

3.85 .28 

 

2 國中 185 533.52 

3 高中職 309 515.39 

4 大學以上 349 549.40 

2.自己不需要上網。 1 國小以下 216 629.22 

82.61** .00 

1>2, 1>3, 1>4 

2>3, 2>4 
2 國中 185 576.64 

3 高中職 309 495.75 

4 大學以上 349 474.19 

3.自己學習能力不佳。 1 國小以下 216 585.82 

39.34** .00 

1>3, 1>4 

2>4 

3>4 2 國中 185 575.35 

3 高中職 309 530.94 

4 大學以上 349 470.58 

4.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人

代勞。 
1 國小以下 216 576.78 

23.05** .00 

1>3, 1>4 

2>3, 2>4 
2 國中 185 553.99 



61 

 

3 高中職 309 513.18 

4 大學以上 349 503.22 

5自己學習態度不佳。 1 國小以下 216 574.46 

28.89** .00 

1>3, 1>4 

2>4 

3>4 2 國中 185 545.92 

3 高中職 309 522.91 

4 大學以上 349 500.33 

6.自己識字不多。 1 國小以下 216 607.86 

111.30** .00 

1>2,1>3, 1>4 

2>3 
2 國中 185 517.17 

3 高中職 309 503.43 

4 大學以上 349 512.14 

7.因為參與其他活動，自己

没有時間學。 
1 國小以下 216 534.36 

2.58 .46 

 

2 國中 185 543.85 

3 高中職 309 534.46 

4 大學以上 349 516.01 

二、家庭阻礙因素 

1.與晚輩關係不佳、溝通不

良。 

1 國小以下 216 562.74 

20.49** .00 

1>2, 1>3,1>4 

2 國中 185 527.62 

3 高中職 309 514.42 

4 大學以上 349 524.79 

2.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

(沒時間)。 
1 國小以下 216 519.38 

4.28 .23 

 

2 國中 185 564.13 

3 高中職 309 531.54 

4 大學以上 349 517.11 

3.晚輩沒耐心。 1 國小以下 216 514.21 

1.44 .70 

 

2 國中 185 530.50 

3 高中職 309 530.69 

4 大學以上 349 537.39 

4.晚輩教導能力不佳。 1 國小以下 216 552.97 

11.96** .01 

1>4 

2>4 

3>4 2 國中 185 536.69 

3 高中職 309 532.57 

4 大學以上 349 508.38 

5.晚輩擔心網路上的個人秘

密被發現。 
1 國小以下 216 527.48 

2.86 .41 

 

2 國中 185 524.25 

3 高中職 309 541.84 

4 大學以上 349 522.58 

6.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1 國小以下 216 614.39 
63.61** .00 

1>2, 1>3, 

1>4 
2 國中 185 534.78 



62 

 

3 高中職 309 505.48 2<4 

4 大學以上 349 496.95 

7.家中有人反對我學電腦。 1 國小以下 216 546.32 

12.14** .01 

1>4 

2>4 
2 國中 185 534.90 

3 高中職 309 529.14 

4 大學以上 349 518.07 

8.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的

問題。 
1 國小以下 216 550.53 

9.08** .03 

1>4 

2 國中 185 527.26 

3 高中職 309 528.92 

4 大學以上 349 519.71 

三、社會阻礙方面  

1.我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 
1 國小以下 216 630.98 

74.62** .00 

1>2,1>3,1>4 

2>4 
2 國中 185 531.86 

3 高中職 309 500.84 

4 大學以上 349 490.70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

程。 
1 國小以下 216 579.44 

20.10** .00 

1>4 

2>4 

3>4 2 國中 185 536.30 

3 高中職 309 543.84 

4 大學以上 349 483.81 

3.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的地

點。 
1 國小以下 216 561.34 

9.76** .02 

1>4 

2>4 
2 國中 185 550.83 

3 高中職 309 521.95 

4 大學以上 349 506.69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

年開設。 
1 國小以下 216 516.15 

2.17 .54 

 

2 國中 185 520.31 

3 高中職 309 534.38 

4 大學以上 349 539.82 

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

我學電腦。 
1 國小以下 216 539.37 

12.40** .01 

1>4 

2>4 

3>4 2 國中 185 536.12 

3 高中職 309 538.34 

4 大學以上 349 513.57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我

交通不便。 
1 國小以下 216 522.49 

6.13 .11 

 

2 國中 185 549.54 

3 高中職 309 542.46 

4 大學以上 349 513.26 

7.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我 1 國小以下 216 517.44 9.55* .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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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 2 國中 185 567.80 2>4 

3 高中職 309 533.25 

4 大學以上 349 514.86 

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我的

學習。 
1 國小以下 216 544.22 

6.99 .07 

 

2 國中 185 546.35 

3 高中職 309 536.96 

4 大學以上 349 506.38 

*P<.05,**P<.01 

 

(四)不同上網情形的高齡者對於數位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無母數統計法 Kruskal-Wallis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

上網情形的高齡者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阻礙因素是否存在差異。如表 27所示，

結果顯示不同上網情形的高齡者在部分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有顯著性差異。進

一步以 Mann-Whitney U考驗進行事後比較後結果發現如下： 

1.「未學過，不想學」的長者跟其他三類長者相比，在各層面遇到的阻礙程度最

多，計有「自己不需要上網」、「自己學習能力不佳」、「自己學習態度不佳」、

「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人代勞」、「自己識字不多」、「因為參與其他活動，

自己没有時間學」等個人方面的阻礙因素，亦容易有「與晚輩關係不佳、溝

通不良」、「晚輩教導能力不佳」、「家中沒有上網設備」等家庭阻礙因素發生，

以及「我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社區沒有

提供我上網的地點」、「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我學電腦」、「電腦硬體設備

不適合我的學習」，以及「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我的需求」等社會阻礙因素

的出現。換言之，這群長輩乃因為個人阻礙、家庭阻礙及社會阻礙等因素交

互作用造成個人學習上網願意不高，當然數位文化反哺行為就較少了。 

2.「未學過，很想學」的長者與其他三類長者相比，在受到的各方面阻礙比「未

學過，不想學」的長者少，但比「正在學」及「已會上網」的長者面對較多

的阻礙。進一步分析阻礙因素，在個人層面方面，「未學過，很想學」的長

者比起「正在學」及「已會上網」的長者有較多阻礙，包含，自己不需要上

網、自己學習能力不佳、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人代勞、自己學習態度不佳、

自己識字不多等因素；在家庭層面，未學過，很想學」的長者比起「已會上

網」的長者有較多如下阻礙，包含，與晚輩關係不佳、溝通不良、晚輩沒耐

心、晚輩教導能力不佳、家中沒有上網設備等；在社會層面，「未學過，很

想學」的長者比起「正在學」及「已會上網」的長者有較多阻礙，包含我的

朋友都不會用電腦、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的地

點、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我交通不便等。 

3.「正在學」的長者與其他三類長者相比，在受到的各方面阻礙比「未學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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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學」、「未學過，很想學」的長者少，但比「已會上網」的長者面對較多的阻

礙。在個人層面方面，「正在學」的長者比起「已會上網」的長者有較多阻礙，

包含，自己學習能力不佳、自己學習態度不佳等；在家庭層面，「正在學」的長

者比起「已會上網」的長者較多的阻礙是家中沒有上網設備；在社會層面，「正

在學」的長者比起「已會上網」的長者所面臨的差異並没有顯著。 

4.「已會上網」的長者與其他三類長者相比，在受到的各方面阻礙是最小的，換

言之，此類長者較能克服許多內外在阻礙，順利成功上網。 

 

表 27不同上網情形高齡者對於數位文化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差異分析 

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 
組

別 
上網情形 個數 

等級平

均數 
卡方值 

顯

著

性 

事後比較 

一、個人阻礙方面 

1.擔心上網產生負面影

響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490.01 10.34* 

.02 

1<2, 1<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3 551.78 

3 正在學 181 504.10 

4 已會上網 452 544.41 

2.自己不需要上網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698.19 216.59** 

 
.00 

1>2, 1>3, 

1>4 

2>3, 2>4 

3>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34.44 

3 正在學 181 477.34 

4 已會上網 452 450.07 

3.自己學習能力不佳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93.63 53.13** 

.00 

1>4 

2>4 

3>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62.95 

3 正在學 181 549.77 

4 已會上網 452 466.76 

4.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

人代勞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615.20 77.20** 

.00 

1>2, 1>3, 

1>4 

2>3, 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45.83 

3 正在學 181 498.03 

4 已會上網 452 482.38 

5自己學習態度不佳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83.93 52.20** 

.00 

1>2, 1>3, 

1>4 

2>4 

3>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37.53 

3 正在學 181 529.03 

4 已會上網 452 490.11 

6.自己識字不多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91.47 93.86** 

.00 

1>2, 1>3, 

1>4 

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15.14 

3 正在學 181 511.53 

4 已會上網 452 501.65 

7.因為參與其他活動，自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54.96 31.43** .00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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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没有時間學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87.24 2>3, 2>4 

3 正在學 181 511.18 

4 已會上網 452 493.82 

二、家庭阻礙因素 

1.與晚輩關係不佳、溝通

不良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50.17 16.14** 

.00 

1>3,1>4 

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35.80 

3 正在學 181 516.84 

4 已會上網 452 513.96 

2.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

重(沒時間)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29.25 3.77 

.29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59.59 

3 正在學 181 514.08 

4 已會上網 452 517.24 

3.晚輩沒耐心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13.03 9.31* 

.03 

1<2 

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3 571.60 

3 正在學 181 529.25 

4 已會上網 452 514.27 

4.晚輩教導能力不佳 1 未學過，不想學 244 543.76 14.22** 

.00 

1>4 

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49.48 

3 正在學 181 526.36 

4 已會上網 452 507.23 

5.晚輩擔心網路上的個

人秘密被發現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25.33 1.64 

.65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39.42 

3 正在學 181 522.45 

4 已會上網 451 522.61 

6.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620.31 118.67** 

.00 

1>2, 1>3, 

1>4 

2>3, 2>4 

3>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63.83 

3 正在學 181 498.59 

4 已會上網 452 472.46 

7.家中有人反對我學電

腦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34.76 5.26 

.15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33.18 

3 正在學 181 526.44 

4 已會上網 452 519.47 

8.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

的問題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35.00 4.76 

.19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37.80 

3 正在學 181 521.75 

4 已會上網 452 5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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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阻礙方面  

1.我的朋友都不會用電

腦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645.84 124.66** 

.00 

1>2, 

1>3,1>4 

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30.14 

3 正在學 181 491.57 

4 已會上網 451 473.12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

腦課程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62.96 34.77** 

.00 

1>4 

2>3, 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603.64 

3 正在學 181 514.30 

4 已會上網 452 481.93 

3.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

的地點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58.37 23.51** 

 

.00 

1>3, 1>4 

2>3, 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77.86 

3 正在學 181 512.84 

4 已會上網 452 494.92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

青少年開設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39.73 11.84** 

 
.01 

1>3 

2>3 

3<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40.42 

3 正在學 181 477.62 

4 已會上網 452 533.54 

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

看待我學電腦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46.44 11.97** 

.01 

1>3, 1>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27.68 

3 正在學 181 518.03 

4 已會上網 452 518.63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

我交通不便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35.82 20.64** 

.00 

1<2, 1>3 

2>3, 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79.53 

3 正在學 181 495.81 

4 已會上網 452 513.32 

7.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

慮我的需求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56.73 9.15* 

.03 

1>3, 1>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33.24 

3 正在學 181 506.25 

4 已會上網 452 515.63 

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

我的學習 
1 未學過，不想學 245 565.05 15.10** 

.00 

1>3, 1>4 

2>4 
2 未學過，很想學 174 540.37 

3 正在學 181 518.49 

4 已會上網 452 503.47 

*P<.05,**P<.01 

 

(五)不同居住情形的高齡者對於數位反哺所遭遇的阻礙因素差異分析 

以無母數 Mann-Whitney 檢定，分析不同居住情形的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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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礙因素差異，結果如表 16。如表 28所示，在個人阻礙方面，獨居的長者比

起與家人同住的長者因較擔心自己識字不多而無法進行文化反哺(Z=-2.58, 

P=.01)；再者，在家庭層面方面，獨居的長者因家中沒有上網設備的阻礙程度顯

著高於與家人同住的長者(Z=-5.34, P=.00)；其次，在社會阻礙層面，獨居的高

齡者對於我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所造成的阻礙高於與家人同住的長者(Z=-2.41, 

P=.2)。 

 

表 28 不同居住情形高齡者在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 Mann-Whitney檢定分析 

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 居住情形 個數 等級平均

數 

Z值 顯著性 

一、個人阻礙方面 

1.擔心上網產生負面影響 

獨居 118 530.37 -.10 .92 

家人同住 946 532.77 

2.自己不需要上網。 獨居 118 573.44 -2.11* .04 

家人同住 947 527.96 

3.自己學習能力不佳。 獨居 118 557.51 -1.16 .24 

家人同住 947 529.95 

4.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人代勞。 
獨居 118 537.27 -.25 .81 

家人同住 947 532.47 

5自己學習態度不佳。 
獨居 118 550.22 -1.18 .24 

家人同住 947 530.85 

6.自己識字不多。 
獨居 118 557.15 -2.27* .02 

家人同住 947 529.99 

7.因為參與其他活動，自己没有

時間學。 

獨居 118 510.23 -1.24 .21 

家人同住 947 535.84 

二、家庭阻礙因素 

1.與晚輩關係不佳、溝通不良。 

獨居 118 542.61 -.89 .38 

家人同住 947 531.80 

2.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

間)。 

獨居 118 473.52 -2.58** .01 

家人同住 947 540.41 

3.晚輩沒耐心。 獨居 117 497.94 -1.75 .08 

家人同住 947 536.77 

4.晚輩教導能力不佳。 
獨居 118 550.13 -1.31 .19 

家人同住 946 530.30 

5.晚輩擔心網路上的個人秘密被

發現。 

獨居 118 531.09 -.10 .92 

家人同住 946 532.68 

6.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獨居 118 617.94 -5.3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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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同住 947 522.42 

7.家中有人反對我學電腦。 
獨居 118 533.05 -.01 .10 

家人同住 947 532.99 

8.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的問題。 獨居 118 536.09 -.30 .77 

家人同住 947 532.62 

三、社會阻礙方面  

1.我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 

獨居 118 574.75 -2.41* .02 

家人同住 946 527.23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 獨居 118 543.61 -.47 .64 

家人同住 947 531.68 

3.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的地點。 獨居 118 530.86 -.11 .91 

家人同住 947 533.27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開

設。 

獨居 118 529.79 -.17 .86 

家人同住 947 533.40 

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我學

電腦。 

獨居 118 536.58 -.38 .71 

家人同住 947 532.55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我交通不

便。 

獨居 118 521.70 -.67 .50 

家人同住 947 534.41 

7.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我的需

求。 

獨居 118 518.72 -.82 .41 

家人同住 947 534.78 

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我的學習。 獨居 118 548.83 -.87 .38 

家人同住 947 531.03 

*P<.05, **P<.01 

 

七、探討比較年輕世代與老年世代對數位文化反哺現況及阻礙因素的

異同 

本研究比較大學生及老年人對數位文化反哺現況及阻礙因素的異同。 

(一) 大學生及老年人對數位文化反哺現況的比較 

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於長輩的數位文化反哺意願方面，以代理反哺意願較高

(3.14)，其次為生活便利反哺意願(2.91)、正向態度反哺意願(2.87)，整體數位

文化反哺意願為 2.96；而老年人接受晚輩的數位文化反哺意願方面，以正向態

度反哺意願較高(3.04)，其次為生活便利反哺意願(2.91)、代理反哺意願

(2.89)，整體數位文化反哺意願為 2.94。此現象表示大學生及老年人普遍有意

願在家庭中進行數位文化反哺。 

唯進一步檢視現實中的實踐情形，大學生在數位文化反哺實踐方面，以代

理反哺實踐較高(1.96)，其次為正向態度反哺實踐(1.62)、生活便利反哺實踐

(1.52)，整體數位文化反哺實踐為 1.67，顯示大學生在家中與長輩的數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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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行為較少。透過 t檢定，發現大學生對於數位文化反哺意願皆顯著高於數位

文化反哺實踐；老年人在接受晚輩在數位文化反哺實踐方面，以正向態度反哺實

踐較高(2.71)，其次為代理反哺實踐(2.66)、生活便利反哺實踐(2.57)，整體數

位文化反哺實踐為 2.63。透過 t檢定，發現長者對於數位文化反哺意願皆顯著

高於數位文化反哺實踐。顯示大學生及老年人皆認為在數位文化反哺的實踐普遍

較為薄弱。 

綜合言之，大學生及老年人大多有較高的意願想要進行家庭數位文化反

哺，但在現實中卻因存在某些阻礙因素，使得晚輩及長輩皆認為在實踐力較為薄

弱，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比較晚輩及長輩認為的阻礙因素的異同。 

 

(二) 大學生及老年人對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的比較 

比較大學生及老年人對數位文化反哺阻礙因素的異同，就自己阻礙層面而

言，大學生認為自己未能進行數位反哺的因素，以覺得自己功課或作業繁重最多

(44.7%)，其次是自己沒耐心(25.7%)，以及自己教導能力不佳(25.5%)；而老年

人則以擔心上網對自己產生負面影響最多(37.6%)，其次是自己學習能力不佳

(29.3)、以及自己不需要上網(22%)。可見大學生因讀書在家時間少，且耐性及

教導能力不佳，而減少實踐，而長者也不是完全接受數位文化反哺，會擔心網路

對自己產生的傷害，也對自己學習電腦缺少信心，甚至不想要學上網。 

在家庭阻礙層面，大學生以擔心上網對祖父(母)產生負面影響居多

(47.9%)，其次是覺得祖父(母)自己不想學上網(44.1%)，以及覺得祖父(母)不需

要學上網(43.6%)；老人家則以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居多(45.9%)，其次

是晚輩沒耐心(23.5%)、家中沒有上網設備(13.7%)。由此可知，大學生認為的家

庭阻礙因素，與長輩的個人阻礙因素是契合的，而大學生認為的個人阻礙因素，

與長輩的家庭阻礙因素是符合的。 

社會阻礙方面，大學生認為最大的阻礙是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長者的需

求(62.2%)，其次是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長者學習(60.6%)，以及社區缺乏銀髮族

的電腦課程(52.2%)；長者認為最大的阻礙是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

(38.6%)，其次是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的地點(38.6%)、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

年開設(24.1%)。從百分比來看，大學生比老年人更看重網路環境對長者的不友

善。 

綜合上述三個層面，大學生認為進行數位文化反哺最大的阻礙是網路平台

建置没有考慮長者的需求(62.2%)，其次是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長者學習

(60.6%)，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52.2%)，以及自己功課或作業繁重最多

(44.7%)。而長者認為晚輩無法進行數位文化反哺最大的阻礙是晚輩的工作或課

業繁重沒時間(45.9%)，其次是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38.6%)，以及擔心上

網對自己產生負面影響(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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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年輕世代及老年世代對於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實踐情形，

以及可能的障礙。經由問卷調查並分析研究結果，作如下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一)大學生對於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有餘但行動不足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對家中長輩進行數位反哺的意願比實踐還高，顯示大學

生雖認同數位文化反哺的觀念，但仍因某些阻礙的存在而使行動力較為薄弱。吳

恩婷(2009)以高中職為對象，發現高職生在子職角色的知覺及實踐之間亦存在著

落差，許多阻礙因素讓高職生並没有進行實踐子職角色。 

(二)大學生偏愛以代理反哺方式進行家庭數位反哺活動 

本研究調查發現，大學生在家庭數位文化反哺中，不論在意願及實踐方面，

皆以代理反哺得分最高，顯示大學生對於家庭數位文化反哺三個層面(正向態度

反哺、生活便利反哺以及代理反哺)傾向採用代理反哺，代替祖父母上網訂票、

掛號，這樣可以不再教導或協助祖父母上網，節省時間，亦可減少祖父母接觸上

網的機會。 

(三)大學生在實踐家庭數位文化反哺遇到最大的阻礙是網路環境不適合長者學

習 

本研究調查顯示，大學生在實踐家庭數位文化反哺遇到許多阻礙，其最大的

阻礙在於社會層面的阻礙，包含網路平台、電腦軟硬體未考慮長者的需求、社區

未提供銀髮族電腦課程等不友善的上網環境，其次在家庭層面的阻礙，包含擔心

上網對祖父母產生負面的影響、覺得祖父母自己不想上網，在自己阻礙方面，包

含自己工作或課業繁重、自己没有耐心等。因此，本研究顯示大學生未實踐數位

文化反哺有部分是出於善意及孝心，不想讓祖父母受到電腦網路的負面影響。 

(四)女性大學生的家庭數位反哺意願高於男性大學生，但實踐力低於男性大學生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女性大學生的家庭數位反哺意願高於男性大學生，但

在實際進行文化反哺時，反而男性優於女性。進一步進行不同性別的實踐阻礙分

析，發現女性比男性較多的阻礙因素包含自己的課業繁重、電腦硬體不適合長者

學習及社區没有提供長者上網地點等。 

(五)平時與祖父母有互動的大學生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實踐力最高 

本研究發現，是否與祖父母居住在一起大學生對於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

並没有影響，但平常住在一起或常回去探望的大學生在實踐力較高。換言之，平

時與祖父母有互動或接觸才有可能進行家庭數位文化反哺活動。再者，進一步分

析實踐阻礙因素，那些不常回家探望祖父母的大學生的阻礙因素包含與祖父母的

溝通不良、關係不佳，以及自己的課業繁重。 

(六)高齡者有意願接受家庭數位文化反哺，但其認為晚輩實踐力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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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顯示，高齡者樂意接受晚輩在家進行數位反哺，尤其較偏愛晚輩進

行正向態度反哺，顯示高齡者期望晚輩支持鼓勵他們上網，但其又認為晚輩的實

踐力不足，存在著阻礙因素。 

(七)高齡者認為無法進行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主要原因是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

重沒時間 

研究發現高齡者認為家中晚輩進行家庭數位文化反哺存在著許多阻礙因

素，其中最大的障礙是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進行，其次是社區缺乏銀髮

族的電腦課程，以及擔心上網對自己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家中數位文化反哺無

法進行，首先因為許多高齡者對網路陌生，擔心網路的負面影響，由此可知，高

齡者存在著既期望又怕受傷害的心理，再加上社區缺少銀髮族的電腦課程，造成

高齡者缺少上網的基本概念及基礎，最後家中晚輩的工作或課業壓力重，没有太

多時間協助長者，造成實踐力不強的結果。 

(八)年齡愈大、教育程度愈低、健康不佳，以及獨居的高齡者傾向不願意進行家

庭數位反哺，且阻礙因素亦較多，故實際發生家庭數位反哺行為亦較少 

研究發現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健康狀況不佳的高齡者對於進行家庭數

位反哺的意願普遍較低、家庭中發生數位反哺行為亦較少。進一步分析阻礙因

素，亦發現年紀愈大、教育程度愈低、健康不佳，以及獨居的高齡者面臨文化反

哺的阻礙因素亦愈多，因此，實際發生家庭數位反哺行為亦較少。 

研究已證實指出年紀愈大、教育程度低的高齡者較不會上網也不想上網(黃

誌坤、王明鳳，2007)，因此，對於家人想要教導其上網，可能也是興趣缺缺，

數位反哺行為亦較少。 

(九)未學過也不想學上網的高齡者對於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興趣不高，實際發生

反哺行為亦較少 

研究發現，未學過也不想學的高齡者跟其他想學、正在學，以及已學會上網

的長者相比，這群高齡者對於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意願不高，當然也較少發生反

哺行為。 

(十)大學生及老年人普遍有意願在家庭中進行數位文化反哺，但實際上大學生及

老年人皆認為實踐上存在著困難 

綜合大學生及老年人的調查結果發現，二世代皆有意願在家庭中進行數位文

化反哺，唯真正發生數位文化反哺的互動卻減少許多，可見存在著許多的阻礙因

素。大學生及老年人對於數位文化反哺實踐的阻礙因素，大學生向主要認為目前

網路環境長者不友善，而老年人則偏向認為晚輩工作或課業繁忙，存在著代間觀

點的差異性。 

 

二、建議 

(一)將家庭數位反哺活動融入大學服務學習相關課程，增進祖孫的情感，促進代

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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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學生的調查發現，年輕人對於家庭數位反哺活動是有意願，但實踐力較

為缺乏，在老年人的調查亦發現類似的結果。進一步分析實踐力缺少的原因，大

學生認為自己功課或工作繁重是原因之一，而長者亦同意晚輩無法進文化反哺是

因為自己功課或工作繁重。再者，研究發現大學生否是與祖父母住在一起不是實

踐家庭數位文化各哺的主因，而是有較多的祖孫互動，才能實踐數位文化各哺活

動。再者調查顯示那些不常回家探望祖父母的大學生認為雖想進行家庭數位文化

反哺活動，但因平時與祖父母關係不佳，因此實踐力不高。目前大學相當注重大

學生的服務學習課程，透過志願服務進行反思，若課程設計能把代間文化反哺活

動融入課程內，讓大學生在家庭中進行反哺實踐，此舉不僅可減少大學生因課業

繁忙没時間實行的問題，亦可發揮大學生在科技的反哺能力，增進祖孫情感，改

善彼此的關係，促進代間的融合。 

(二)透過課程設計或活動方式，讓大學生重新評估老人上網的優缺點，調整對老

人上網的態度 

研究發現大學生不想進行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原因之一，是擔心電腦網路

對祖父母的負面影響。因此，大學生就算要反哺也偏向採用代理反哺的方式。唯

上網已成為不分年齡，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上網是獲得資訊、溝通、娛樂的方式

之一。鼓勵大學生可透過老人教育課程或活動、觀察成功上網老人等方式，重新

調整對於老人上網的印象。 

(三)持續增設適合長者學習的各種電腦班，加強長者學習電腦的自信心及成就感 

根據調查顯示，長者雖樂意進行家庭數位文化反哺，但因為長者對於學習新

科技信心不足，加上社區缺少銀髮族的電腦課程，高齡者缺少上網的基本概念及

基礎，因此，高齡者學習電腦普遍存在著既期望又怕受傷害的心理。時下長青學

苑或樂齡學習中心雖已有針對高齡者開設各項電腦班，但從此次調查長者仍認為

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及上網的地點，以及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開

設。因此，有必要持續增開適合長者學習的電腦班，增加長者的自信心，有利家

庭文化反哺的進行。 

(四)開設樂齡族網路安全課程，減少長者在網路學習的風險 

根據調查顯示，約 38%長者認為家庭文化反哺不能實踐之因素之一，即長者

本身因擔心網路帶來的風險或負面的影響，因而不想上網，當然便不會進行數位

文化反哺活動。因此，若能開設網路安全課程，讓長者在網路上懂得如何保護自

己，減少網路對長者的負面影響，亦有助於家庭數位文化反哺的進行。 

(五)網路對長者的負面影響層面，值得後續加以研究及評估 

調查發現不論大學生或高齡者對於老人上網仍存在著一些疑慮，大學生擔心

長輩上網對身體不好，而長輩自己本身亦憂心學會上網來遭到許多詐騙、上

癮……等。因此，上網對長者的風險值得後續研究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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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大學生家庭網路互動意願、實踐及阻礙問卷 

 

家庭網路互動意願、實踐及阻礙問卷(大學生版) 

親愛的同學，您好： 

    本問卷為行政院國科會委託的調查研究。主要是想瞭解您在家庭中與祖父或

祖母使用網路進行互動的情形，作為探究未來實施代間相關活動規劃之參考。本

問卷調查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使用，不做其他用途，且没有標準答案，請您以自身

的體認或實際情形作答，您的意見很重要，因此請每題皆要作答，不要遺漏！感

謝您的合作！  

    祝您  

學業進步 萬事如意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代間家庭數位文化反哺專題研究小組 

計畫主持人：黃誌坤 博士 

計畫共同主持人:李長燦 博士 

研究助理:莊意文、曹如愛、賴淑香 敬上 

     

 

第一部分  填答者基本資料 

※請依據您的實際狀況於最符合的□打ˇ或填寫，全部都是單選。 

1.性別：□(1)男生 □(2) 女生 

2.目前就讀：□(1)大一  □(2)大二  □(3)大三 □(4)大四 

3.出生序(排行)：□(1)獨生子(女) □(2)老大 □(3)中間 □(4)老么  

4.目前祖父或祖母任一方是否健在:□(1)是(請繼續答第 5題) □(2)否(請跳至

第 6題) 

5.目前與祖父(母)居住情形： 

□(1)與祖父(母)共同居住 

□(2)與祖父(母)同住，但平均一個月回家次數低於 1次  

□(3)未與祖父(母)同住，但平均一個月探視 1次 

□(4)未與祖父(母)同住，也很少前往探視 

□(5)其他(請說明情形)                                          

6.祖父的教育程度： 

□(0)不清楚    □(1)不識字    □(2)國小畢(肄)業   □(3)國中畢(肄)業 

□(4)高中職畢(肄)業    □(5)大專畢(肄)業    □(6)研究所畢(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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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請說明情形)                                          

7.祖母的教育程度： 

□(0)不清楚    □(1)不識字    □(2)國小畢(肄)業   □(3)國中畢(肄)業 

□(4)高中職畢(肄)業    □(5)大專畢(肄)業    □(6)研究所畢(肄)業 

□(7)其他(請說明情形)                                          

 

第二部分  家庭網路互動意願與實踐量表 

填答說明： 

※本量表每題的填答包括【您的意願程度】與【您的實踐情形】兩部分： 

請依【您的意願程度】及【您的實踐情形】，選擇適當的選項。 

例如: 

 

 

您的意願 實踐情形 

非
常
不
願
意 

不
願
意 

願
意 

非
常
願
意 

未
曾
做
到 

很
少
做
到 

偶
爾
做
到 

常
常
做
到 

※我會教導長輩玩電腦遊戲，例如:連連看、麻將……

等。 
1 ○2  3 4 ○1  2 3 4 

 

                                                                  

 

 

您的意願 實踐情形 

非
常
不
願
意 

不
願
意 

願
意 

非
常
願
意 

未
曾
做
到 

很
少
做
到 

偶
爾
做
到 

常
常
做
到 

1. 我會鼓勵祖父(母)使用電腦網路。 1 2 3 4 1 2 3 4 

2. 我會跟祖父(母)分享網路上所看到的新資訊，例

如:健康的資訊……等。 
1 2 3 4 1 2 3 4 

3. 我會向祖父(母)說明上網在生活上的重要性。 1 2 3 4 1 2 3 4 

4. 我會跟祖父(母)分享網路語言，例如:臉書打

卡……等。 
1 2 3 4 1 2 3 4 

5. 我會鼓勵祖父(母)嘗試使用數位產品，例如:智

慧型手機……等。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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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會鼓勵祖父(母)到長青學苑或社區大學，學習

電腦相關課程。 
1 2 3 4 1 2 3 4 

7. 當祖父(母)向我問電腦問題時，我會耐心地協助

解決，例如:電腦中毒、電腦當機……等。 
1 2 3 4 1 2  3 4 

 

 

8. 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查詢統一發票

對獎號碼或大樂透或六合彩的號碼……等。 
1 2 3 4 1 2 3 4 

9. 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查詢醫療相關

資訊，例如:糖尿病的資訊……等。 
1 2 3 4 1 2 3 4 

10. 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查詢旅遊資

訊、旅遊地圖，例如:火車時刻表……等。 
1 2 3 4 1 2 3 4 

11. 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進行學習，例

如:語言(英文)學習……等。 
1 2 3 4 1 2 3 4 

12. 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進行購物，購買

所需的物品。 
1 2 3 4 1 2 3 4 

13. 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溝通軟體，例

如:臉書(fb)或 Skype或 msn……等。 
1 2 3 4 1 2 3 4 

14. 我會教導祖父(母)如何使用網路電視，例如：看

韓劇或新聞……等。 
1 2 3 4 1 2 3 4 

15. 我會幫祖父(母)進行網路購物，購買所需的物

品。 
1 2 3 4 1 2 3 4 

16. 我會幫祖父(母)進行網路掛號。 1 2 3 4 1 2 3 4 

17. 我會使用網路幫祖父(母)查詢統一發票、大樂透

或六合彩……等對獎號碼。 
1 2 3 4 1 2 3 4 

18. 我會使用網路幫祖父(母)查詢醫療相關資訊，例

如:糖尿病的資訊……等。 
1 2 3 4 1 2 3 4 

19. 我會使用網路幫祖父(母)查詢旅遊資訊、旅遊地

圖，例如:火車時刻表……等。 
1 2 3 4 1 2 3 4 



79 

 

第三部分   家庭網路互動阻礙因素 

※您認為無法協助祖父(母)上網的阻礙因素有哪些?請依您的生活經驗及感受於

下列三方面選擇適合的選項□內打ˇ，每方面皆可複選。 

一、自己阻礙方面: (可複選) 二、家庭阻礙方面: (可複選) 

□(1)覺得自己與祖父(母)關係不

佳、溝通不良。 

□(2)覺得自己工作或課業繁重

(沒時間)。  

□(3)覺得自己沒耐心。 

□(4)覺得自己上網能力不佳。 

□(5)覺得自己教導能力不佳。 

□(6)擔心自己網路上的個人秘密

被發現。 

□(7)其他                     

□(1)覺得祖父(母)不需要上網。 

□(2)覺得祖父(母)學習能力不佳。 

□(3)擔心上網對祖父(母)產生負面影響，例

如:身體的痠痛、被詐騙……等。 

□(4)覺得祖父(母)自己不想學上網。 

□(5)覺得祖父(母)學習態度不佳。 

□(6)祖父(母)不識字。 

□(7)覺得祖父(母)因為參與其他的活動，没

有時間學。 

□(8)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9)祖父(母)學電腦會考慮到收費/經濟的

問題。 

□(10)家中沒有其他人可以教導祖父(母)電

腦。 

□(11)家中有其他人反對祖父(母)學電腦。 

□(12)其他                       

三、社會阻礙方面: (可複選) 

□(1)覺得祖父(母)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 

□(2)覺得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 

□(3)覺得社區沒有提供長者上網的地點。 

□(4)覺得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開設。 

□(5)覺得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長者學電腦。 

□(6)覺得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太遠，對長者交通不便。 

□(7)覺得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長者的需求，例如:網站的顏色太花、階層太多、

網頁字體太小……等。 

□(8)覺得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長者學習，例如:鍵盤字體太小……等。 

□(9)其他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是否有遺漏的部分。 

再次感謝您的合作與配合! 



80 

 

  附錄二 樂齡者家庭網路互動意願、實踐及阻礙問卷 

       家庭網路互動意願、實踐及阻礙因素問卷(樂齡版) 

   敬愛的長輩，您好： 

     本問卷為行政院國科會委託的調查研究。主要是想瞭解您學習電腦以及在家庭

中與晚輩使用網路進行互動的情形，以作為未來規劃代間相關活動之參考。您所填

寫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不做其他用途，請您放心。每個問題都没有標準答案，

請您依實際情形作答即可。您的意見很重要，請每題皆要作答，不要遺漏！感謝您

的合作！  

    祝您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代間家庭數位文化反哺專題研究小組 

                           計畫主持人：黃誌坤 博士  

                           計畫共同主持人: 李長燦 博士                               

                           研究助理: 莊意文、曹如愛、賴淑香 敬上 

 第一部分 填答者基本資料 

※請依據您的實際狀況，全部都是單選，請於最符合的□打或填寫 

1.性別：  

  □(1)男性 □(2)女性 

2.年齡： 

  □(1)55歲--59歲 □(2)60歲--64歲 □(3) 65歲--69歲 □(4)70歲

以上 

3.婚姻狀況： 

  □(1)已婚 □(2)未婚 □(3)離婚 □(4)喪偶 

4.教育程度： 

  □(1)國小 (含肄業)以下 □(2)國中畢(含肄業) □(3)高中職畢(含肄

業) 

  □(4)大學/專科畢(含肄業) □(5)研究所以上 

5.目前您是否學習過電腦上網： 

  □(1)未學過，不想學 □(2)未學過，很想學 □(3)正在學 □(4)已會

上網  

  □(5)已會上網，後來中斷上網 

6.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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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良好 □(2)普通 □(3)不好 □(4)非常不好 

7.居住型態： 

  □(1)獨居 

  □(2)與家人同住：(與那些家人同住，可複選) 

      □(a)與另一半同住 □(b)與子女同住 □(c)與孫子女同住 □(d)

其它______ 

 

第二部分  家庭網路互動意願與實踐量表 

填答說明： 

  本量表每題的填答包括【您的希望程度】與【晚輩的實踐情形】兩部分： 

例如： 

   您希望程度 晚輩實踐情形 

非
常
不
希
望  

不
希
望 

希
望 

非
常
希
望 

未
曾
做
到  

很
少
做
到 

偶
爾
做
到 

常
常
做
到 

3.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鼓勵我使用電腦網路。 1 2 3 4 1 2 3 4 

4.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跟我分享網路上所看到的新資

訊，例如：健康的資訊……等。 
1 2 3 4 1 2 3 4 

3.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向我說明上網在生活上的重要 

   性。 
1 2 3 4 1 2 3 4 

 

 

您希望程度 晚輩實踐情形 

非
常
不
願
意 

不
願
意 

願
意 

非
常
願
意 

未
曾
做
到 

很
少
做
到 

偶
爾
做
到 

常
常
做
到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跟我分享網路上所看到的

新資訊，例如：健康的資訊……等。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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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希望程度 晚輩實踐情形 

非
常
不
希
望  

不
希
望 

希
望 

非
常
希
望 

未
曾
做
到  

很
少
做
到 

偶
爾
做
到 

常
常
做
到 

21.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跟我分享網路語言，例如：臉

書打卡……等。 
1 2 3 4 1 2 3 4 

22.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鼓勵我嘗試使用數位產品，例

如:智慧型手機……等。 
1 2 3 4 1 2 3 4 

23.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鼓勵我到長青學苑或社區大學

學習電腦相關課程。 
1 2 3 4 1 2 3 4 

24. 當我問電腦問題時，我希望家中晚輩會耐心地協

助解決，例如：電腦中毒、電腦當機……等。 
1 2 3 4 1 2 3 4 

25.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使用網路查詢統一

發票對奬號碼、大樂透、六合彩號碼……等。 
1 2 3 4 1 2 3 4 

26.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使用網路查詢醫療

相關資訊，例如慢性病的資訊……等。 
1 2 3 4 1 2 3 4 

27.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使用網路查詢旅遊   

 資訊、旅遊地圖，例如：查詢火車時刻表……等。 
1 2 3 4 1 2 3 4 

28.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透過網路進行學  

 習，例如：語言英文學習……等。 
1 2 3 4 1 2 3 4 

29.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透過網路進行網路  

 購物，購買需要物品。 
1 2 3 4 1 2 3 4 

30.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使用溝通軟體，例  

 如：臉書、skype或 msn……等。 
1 2 3 4 1 2 3 4 

31.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使用網路電視，例  

 如：看韓劇或新聞……等。 
1 2 3 4 1 2 3 4 

32.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教我，如何玩電腦遊戲，例如：  

 連連看、麻將……等。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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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希望程度 晚輩實踐情形 

非
常
不
希
望  

不
希
望 

希
望 

非
常
希
望 

未
曾
做
到  

很
少
做
到 

偶
爾
做
到 

常
常
做
到 

33.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使用網路，幫我進行網路購   

 物，購買所需的物品。 
1 2 3 4 1 2 3 4 

34.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幫我使用網路，進行網路掛

號。 
1 2 3 4 1 2 3 4 

35.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使用網路，幫我查詢統一發票   

 對獎號碼、大樂透、六合彩號碼……等。 
1 2 3 4 1 2 3 4 

36.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使用網路，幫我查詢醫療相關  

 資訊，例如：慢性病的資訊……等。 
1 2 3 4 1 2 3 4 

37.  我希望家中晚輩會使用網路，幫我查詢旅遊資  

 訊、旅遊地圖，例如：查詢火車時刻表……等。 
1 2 3 4 1 2 3 4 

     

第三部分 家庭網路互動的阻礙因素  

  您認為晚輩無法協助您學習上網的阻礙因素有哪些？請依您目前的生活經驗

及感受於下列三方面選擇適合的選項□打 ，每一方面皆可複選。 

1.自己阻礙方面 (可複選) 2. 家庭阻礙方面 (可複選) 

□(1)擔心上網對我產生負面影響，例如身體酸

痛、網路上癮、被詐騙。 

□(2)自己不需要上網。 

□(3)自己學習能力不佳。 

□(4)自己不想學上網，因有人代勞。 

□(5)自己學習態度不佳。 

□(6)自己不識字。 

□(7)因為參與其他活動，自己没有時間 

學。 

□(1)與晚輩(子女或孫子女)關係不

佳、溝通不良。 

□(2)晚輩的工作或課業繁重(沒時間)。  

□(3)晚輩沒耐心。 

□(4)晚輩教導能力不佳。 

□(5)晚輩擔心網路上的個人秘密被發

現。 

□(6)家中沒有上網設備。 

□(7)家中有其他人反對我學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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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是否有遺漏的部分。 

再次感謝您的合作與配合!!  

 

□(8)其他                              □(8)我學電腦會有收費/經濟的問題。 

□(9)其他                           

 

3.社會阻礙方面 (可複選) 

□(1)我的朋友都不會用電腦。 

□(2)社區缺乏銀髮族的電腦課程。 

□(3)社區沒有提供我上網的地點。 

□(4)時下電腦課程偏向為青少年開設。 

□(5)一般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我學電腦。 

□(6)電腦課程開設地點，對我交通不便。 

□(7)網路平台建置没有考慮我的需求，例如:網站的顏色太花、階層太多、網頁字體太

小……等。 

□(8)電腦硬體設備不適合我的學習，例如鍵盤字體太小。 

□(9)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