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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是孩子認識老化、悅納老人的第一個老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主任 林如萍教授 

 

每年 8 月第 4 個星期日為「祖父母節」。為什麼要設立「祖父母節」? 

「祖父母節」只是｢敬老｣活動嗎?學校，還可以怎麼進行呢? 

一、高齡社會中的祖孫關係 

    高齡人口的自然增加已是世界各地已開發國家的共同趨勢。107 年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已達 14.05％，也就是說 7 個人中就有 1 個是老人，

臺灣正式宣告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高齡趨勢對家庭的發展也產生了

影響，三代或四代的家庭可能越來越常見，但在少子女的情況下，家中每一代的

人數越來越少，家庭型態往｢垂直化」發展。祖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日益重要，

調查發現:台灣民眾初次成為祖父母的年齡平均約為 54 歲，若以平均壽命 80 歲

來看，祖孫關係可長達 25 年以上，「為人祖父母」已成為個人生命發展歷程中的

重要事件，祖孫關係可說是老年期家人關係中重要的一環。 

二、「老年歧視」?! 你我從出生開始，就在｢變老」   

   面對高齡社會趨勢，不同年齡世代的互動關係便成為重要的議題。2016 年聯

合國於 10 月 1 日｢國際老人日｣，呼籲:世界各國關注｢年齡歧視｣、對老化及老人

的負面態度，強化人們對於高齡趨勢和挑戰的認知。 

   「老年歧視」(Ageism)是基於｢年齡｣的偏見，｢老人｣此一具有多樣性的年齡

群體，被假設、統一歸類為｢衰老、想法過時、無用｣?! 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調查發現:世界各地對老年人的負面觀感及年齡歧視狀況十分普遍。然而，你

我從出生開始，就在｢變老」。「老化｣不是一個問題，也不是一種疾病；而是每個

人的共同經歷，沒有人可以置身其外。社會的價值觀攸關高齡社會的面貌，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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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觀點來看，｢老年歧視｣的中心議題是：我們如何理解｢老化｣的歷程?  

    家庭中的祖孫關係是兒童、青少年與老人互動的最初經驗。研究證實:良好

的祖孫互動，有助年輕世代建立對老人的正向態度、扭轉年齡歧視偏見; 並且，

不同世代之代間的相互支持有助於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也影響老年生活福祉。

在華人家庭的文化中，年輕世代眼中仍視祖父母是家庭的「守護者」，但由於三

代同住的比例下降，地理距離及父母工作忙碌、孫子女課業壓力等，祖孫聯繫有

限，確實存在關係疏離之隱憂。因此，促進祖孫互動，不僅是孝親尊長的家庭倫

理議題，引導年輕世代與祖父母同樂共學，更有助於兒童、青少年對老化有適切

的認識與了解，達到年輕人敬重老年人、老年人協助年輕人的代間互惠。 

三、祖父母節:祖孫同樂，代間共學 

由教育部發起--每年 8 月的第 4 個星期日為「祖父母節」，學校該如何舉辦祖

父母節活動?由學校推展祖父母節的目標來看，主要是： 

1. 彰顯祖父母對家庭及社會的貢獻與重要性； 

2. 鼓勵祖孫相互表達關愛，倡導家庭中代間互動、同樂、共學。 

因此，「祖父母節」不應僅是｢敬老｣活動。較佳的作法是:由｢祖孫--代間教育｣

的觀點出發，透過學習活動，鼓勵祖父母和孫子女「同樂」及「共學」，落實祖

父母節的倡議。而除了祖父母節的活動，學校的課程亦可配合家庭教育法中規定

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四小時『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或是 12 年課綱中的｢

家庭教育｣議題融入領域學習活動，發展祖孫代間教育活動；另一方面，則是結

合社區共同舉辦家庭、祖孫代間活動，如:結合各地樂齡學習中心或社區老人相

關組織，共同發展在地社區之祖孫代間活動。 

四、以「教育」搭一座世代的橋樑，建構「不分年齡世代，共享的社會」 

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上提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其意是指「在贍養孝敬自

己的長輩時，不應忘記其他與自己沒有親緣關係的老人」，孟子描述的理想社會

中博愛之思想，無疑是高齡社中重要的品格素養。「祖父母節」及學校推展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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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間教育的倡議，期望透過祖孫互動，讓年輕世代認識老化、悅納老人，進一步，

透過代間共學互助、扭轉年齡歧視與偏見，以「教育」搭一座世代的橋樑，達成

建構一個「不分年齡世代，人人共享的社會」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