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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會支持對高齡者身心靈健康與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人類的老化

是必然的過程，高齡化是當今社會普遍面臨的嚴峻問題。隨著人口老化現象日益的

嚴重，高齡者的身心靈健康生活品質，已儼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故本研究專注

於探討社會支持在高齡者生活滿意度層面上的影響及身心靈健康因素是否扮演干擾

的因子。!

社會支持是指個體從社會環境中獲得的各種實際或虛擬的資源供給，但個體在不

同的文化及社會背景下，其影響程度可能存在著差異。高齡者個體的健康，可以從

生理、心理及心靈和社會等層面來加以探討，本研究透過量化實證結果，通過對社

會支持和高齡者身心靈健康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來進行研究。驗證了

社會支持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滿意有正向的影響，以及身心靈健康是否會強化社會支

持對生活滿意度之關係。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增加高齡者社會支持的強度，有助於

生活滿意度的提昇；生理及心理的健康對生活滿意度也發現具有正向之影響，而靈

性健康對生活滿意度之影響因未達統計之顯著效果，因此不具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除了揭示社會支持對高齡者身心靈健康與生活滿意度之具體影響因素外，

進而為高齡者在老化及照顧相關政策的制定上提供了科學依據。在個人層次的研究

範疇中，進一步著重在高齡者生理健康對其內心的感受度，瞭解高齡者的身心靈層

面的需求；並建議政府相關部門在推動高齡者實質性及情緒性的社會支持上，可以

作為改善高齡者服務體系之重要參考，進而提昇高齡者生活滿意度，讓高齡者在老

化過程中的生活質量更加豐富。!

!

關鍵詞：社會支持、高齡者、身心靈健康、生活滿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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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 論!

!"# !!!!!!$%&'()* !

社會人口高齡化已成為全球趨勢，世界各國對於因人口老化所造成的社會問

題更是日益重視。FGGF!年世界衛生組織（:,10(!D-*0&#!H16*4$I*&$,4）倡導積極老

化（*3&$8-!*6-$46）的概念，並致力於「積極老化政策綱領」，包含了社會參與、

健康促進及安全維護三大主要策略的制定及推動。!

台灣將於 FGFJ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高齡化社會再加上少子化的衝擊，將衍

生出勞動人口逐年減少，由此可預見將對國家整體發展之影響甚鉅。政府在面對

高齡社會生活型態與社會結構的改變上，針對人口老化情形提出了在地老化

K*6$46!$4!/0*3-L政策，目前已成為政府及社會關注之焦點，且需要有相對完善的規

劃及因應對策，乃至於法規的修訂，以因應高齡社會的措施與制度，進而有效落

實加強高齡者的福祉（靳燕玲，FGMN）。!

!在高齡者照顧的政策面向上，行政院也持續推動「落實長照政策，發展高

齡照顧及社區預防與支持服務模式」，由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佈建社區整體照顧

服務體系，強化失智症照顧量能，整合居家醫療等服務，並持續推動預防及延緩

失能照顧，減少額外照護的需求，以達到高齡者『在地老化』的目的（靳燕玲，

FGMN）。!

!面對高齡者持續延長的平均餘命，高齡者因身體隨著年齡增長而日漸弱

化，心理健康因素在生活及家庭方面也造成了困擾。而高齡者意指不同性質的個

體組合，故而在生命過程中面對自身的疾病或面臨獨居及死亡的歷程時，會因不

同的個體，而有不同的因應方式（O-00*+)9!P,&&9!:*&-1<,1&#9!C3E-*49!*4(!A-1%-9!

FGMQ）! 沈家禾（FGMM）指出若以高齡者在生命意義方面的體會而言，高齡者需

要有活得快樂與價值的展現，而邱懿瑩（FGFG）也提出高齡者如何再次與社會接

軌，以樂觀態度面對老化並發揮自我長才，以提高自身的生活品質，這是高齡者

在心理認知層面上值得討論的問題。因此，本研究的主要動機除了社會支持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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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齡者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外，並探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靈性健康在高齡者

老化的過程中，尤其在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上是如何扮演調節R干擾的角色。!

人類的老化顯現在個體的身心靈健康的三個面向上，可以歸納為生理、心理

及社會等三個層面逐漸產生變化的過程，隨著高齡者的社會意識與生活型態的改

變，也會影響高齡者在人格及情感上的改變（李薇，FGGS）。高齡者面對生理上

的退化情形，在社會支持系統中，需要獲得情感性與工具性的支持就顯得更為重

要，但也有人面對生活的種種困境時，會轉換成對生命積極的想法，包括改變目

前狀態和生活重心，學會積極活在當下，考慮生活意義的來源（:1$6#&9!O1-$-19!

T-/4-19!P1*4&9!*4(!E,($U=+$&#9!FGMV），進而促使研究者在長年關懷與觀察高齡者

在社區活動或生活的過程中，除了探討社會支持系統對於高齡者生活滿意度的影

響外，更進一步探討身心靈健康各方面對於高齡者所產生的影響。對高齡者而

言，還可以幫助其在步入老年化時，能夠面對因身體變化所導致的不安、焦慮，

並在面對死亡及人生重大事件時，能找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且能坦然處之。!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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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以高齡者生活滿意度為主軸，以高齡者個人背景變項在社會支

持、身心靈健康及生活滿意度之間的差異性，調查符合高齡者生活滿意度，促進

高齡者在社會支持及提升身心靈健康的目標。!研究目的包括：!

（一）瞭解目前高齡者社會支持與身心靈健康對生活滿意度的情況。!

（二）探討高齡者社會支持、身心靈健康與生活滿意度的相關。!

（三）探討高齡者社會支持、身心靈健康與生活滿意度之影響。!

（四）研究結果提供政府政策施行及在執行高齡者照顧方面之參考。!

二、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分為八個階段進行，說明如下：!

（一）確立研究動機。!

（二）發現問題及確認研究目的，作為進行研究之依據與目標。!

（三）蒐集相關文獻，進行文獻的分析與探討。!

（四）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根據整理出之文獻，提出研究假設與架構。!

（五）設計問卷：經由文獻探討後，依據學理上對研究概念之衡量，設計問卷題

項。並考量人力物力限制，界定適當研究範圍與對象，並進行抽樣方法設

計。!

（六）問卷發放與回收：本研究問卷係採用 P,,60-!表單為主，紙本問卷為輔，透

過網路進行問卷與回收以蒐集資料，實體紙本問卷同步進行。!

（七）問卷分析與解釋：進行樣本結構分析與敘述性統計、因素分析、信度分

析、皮爾森相關積差分析與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作為研究假設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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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與建議：根據資料分析、解釋及發現，完成研究結論，繼而針對結論

成果進行討論以及後續研究及建議。!

!!研究的流程以下列圖 MUM說明研究的流程如下：!

!

!

!

!

!

!

!

!

!

!

!

!

!

!

!

!

!!!!!!!!!!!!!!!!!!圖 " #!" 研究流程圖!

!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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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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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 !!!!!!012345 !

!

!" #$%&'()*+,-. !

（一）社會支持（%,3$*0!%'//,1&）理論定義!

社會支持（%,3$*0!%'//,1&）是指個人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和互動對個人的幫

助和支持。社會支持可以包括情感支持、資訊支持、評價支持和工具支持等各種

形式，並且可以從家人、朋友、同事、社區和組織的人等不同的來源中獲得，藉

由與他人之間的互動獲得心理或實質上的協助。因此社會支持就是「人類互相依

賴獲得基本需求的滿足」。!

研究者將中外學者對於社會支持的定義整理如表 FUM呈現：!

表 $#!" 社會支持定義!

學者! 定義!

W*/0*4

（MSXQ）!

社會支持是與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幫助高齡者面對壓力

及困難，具有可以調整自身適應環境的能力。!

D,'%-（MSVM）! 社會支持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並從這個交流中獲得感情的藉

慰、物質的互通、提昇自身評價和知識資訊的交換。!

=#'+*1>-1!*4( !

!O1,<4-00KMSVQL!

社會支持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心裡的幸福感，至少需要有兩個以

上的個體之間的交流過程。!

W,#-4!*4(!

:$00%（MSVJ）!

社會支持是由他人提供各取所需的資源，比如情感、友誼、資

料、金錢、物質等。!

"#,$&%!KMSVNL! 社會支持是指提供受困者在面對壓力時的協助。!
李怡娟

（MSSS）!
社會支持是個人的一種主觀感受。可以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交

流，對於他人所提供的關心感到欣慰以及對自我肯定與認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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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社會支持定義（續）!

林杏真!

（FGGF）!
社會支持透過人際之間的互動的過程中，提供協助藉以滿足個

人需求與身體健康。!!

林蓉儀

（FGGX）!

社會支持重視人際關係，主要是以社會結合或社會網絡的概念

來表現。!

黃寶園與林世

華（FGGX）!

社會支持可以從他人處獲得自己是被尊重的、被愛的、被照顧

的，本身是有價值的。!

邱瓊慧

（FGMJ）!

社會支持使每個個體在互動中，提供團體中的成員各種支持，

尤其在壓力下，更能滿足個體的需要或增加適應的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資料得知，社會支持是與他人交換和情感之訊息傳遞，是具有意義

的溝通及肯定自我價值，讓個體在面對危機或改變時，能產生心理上的調適與改

變。這些資源和互動將有助於個人應對壓力的舒緩，提昇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

高齡者更可以透過社會支持的協助，來滿足生活需求且增進心理福祉的重要支

持。!

（二）社會支持的構面!

社會支持包含了兩種概念，分別是「社會」及「支持」。「社會」所指的是

個體所身處的社會環境；而「支持」可以從外在的表現內容來看（潘依玲，

FGGJ）。所以研究者將中外學者對於社會支持的構面整理如表 FUF呈現：!

表 $#!$社會支持的構面!

學者! 社會支持的構面!

D,'%-KMSVML! M5實質上的支持 F5評價上的支持 Y5情感上的支持 Q5訊息上的

支持!!

W,#-4!*4(!=)+-!

KMSVJL!

M5情緒性支持 F5訊息性支持 Y5實質性支持 Q5自尊性支持等功

能形式。!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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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社會支持的構面（續）!

W'&1,4*!*4(!

Z'%%-00KMSSGL!

M5情緒性支持 F5社會網路支持 Y5尊重支持 Q5訊息的支持 J5實

質的協助支持!

邱文彬（FGGM）! M5物質的工具性支持 F5情緒的情感性支持 Y5尊重的價值觀支

持 Q5訊息的認知支持 J5友伴的會互動。!

Z,7-1&!*4( !

[46-0,! （FGGM）!
M5自尊的支持 F5資訊的支持 Y5社會友伴 Q5工具性的支持!

潘依玲（FGGJ）! M5工具性方面 F5情感性方面 Y5資訊方面!

林蓉儀（FGGX）! 無論是社會網絡或社會結合，社會支持顯示人際關係的重要

性。!

李嵩義（FGGX）!
M5情感支持 F5學術支持 Y5工具支持 Q5訊息支持!

吳根明與黃弘欽

（FGMM）!
M5情緒性支持 F5訊息性支持 Y5工具性支持!

邱懿瑩（FGFG）! M5情感支持 F5學術支持 Y5工具支持 Q5訊息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論以上學者論點，可歸納出社會支持功能來自於外在的支持，大致分為

資訊支持、自尊支持、實質支持及情感支持等四個向度，支持有來自於家人、親

友、社區志工及醫療人員等，因此研究者也將以這四個向度來作為本研究之衡量

構面，延續之後的問卷設計與分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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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支持的具體衡量!

研究者依據上述社會支持的構面，將學者對社會支持的具體衡量之構面，用

表 FUY來呈現：!

表 $#!%社會支持的具體衡量構面!

學者! 社會支持的具體衡量構面!

台北榮總護理

部研究發展委

員會（FGGF）!!

社會支持的評估可分為：!

M5個人主觀的評估，藉以了解支持項度及滿意程度。!

F5分析社會支持不同層面的結構加以評估。!

賴妙芬

（FGGF）!

社會支持測量：!

M5自我報告獲得的支持和滿意度。!

F5觀察社會支持的內容和本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今日台灣的高齡人口以驚人速度增加，已邁入高齡社會，對於高

齡者而言，社會支持及身心靈健康與生活滿意度也因此更加受到重視，如何透過

社會上的支持系統，讓高齡者在面對生活中的壓力或問題時，可以有支持系統的

資源提供，希望運用具體的衡量構面，可以獲得社會支持與高齡者相關的訊息，

以作為本研究的依據。故本研究係以問卷的方式針對高齡者，以個人的主觀意識

來填寫問卷。!

!（四）學者研究發現!

張郁芬（FGGM）經由文獻的歸納認為社會支持的功能包括：!

M5可以減緩壓力對身心方面的傷害。!

F5可以解除物質上的匱乏。!

Y5可以提高個人的自尊及增加個人被肯定與被接受。!

Q5可以促進個人情緒上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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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可以經由別人所提供的知識與經驗來解除壓力及消除個人的困境。!

蘇榮裕（FGMY）的研究證實社會支持會正向影響參與動機，首先得從訊息方

面著手，故可針對各層級之家庭成員做宣傳，使其將樂齡學苑資訊推薦予適齡

者，並鼓勵適齡者攜伴、攜友一同參與。!

劉熒潔、劉嘉珮與王筠雅（FGMY）在社會支持的研究發現『工具性』支持的

對幸福感『自我肯定』、『身心健康』、『生活滿意』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

『訊息性』的支持對幸福感『生活滿意』有顯著正向影響，其餘皆無顯著影響。!

!!!!!!!!綜合以上，研究者歸納為以下研究方向：!

M5社會支持定義之四個面向大多為實質性支持、情感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及評

價性支持等，因此本研究也將以此四個面向做為測量的向度與問卷的依據。!

F5社會支持可以透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來瞭解高齡者的身心靈健康狀況。!

Y5社會支持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提供協助，對高齡者的實質幫助意義大。!

!

!+# !!!!!!6789:;<= !

!" /01) 23 !

國內外在稱謂上有銀髮族（=-4$,1，=$08-1!/--1）、智者、高齡群、長者、資

深公民等，本研究基於對老人KB0(-1%L族群的尊敬，以高齡者（B0(-10)）為稱呼，

係泛指年滿六十歲以上的人。!!

研究者茲將國內外學者及組織對高齡者的定義整理如表 FUQ：!

表 $#&!!高齡者的定義!

法源及學者! 定義!

我國的老人福

利法!

本法所稱之老人，意指年滿!NJ!歲以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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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通用! 國際採用的年齡為 NG!歲或 NJ!歲兩種。!

（E*+($4!*4(!

\'6*&-9!MSSX）!
歐美日等國均將五十五歲以上者歸納為高齡者的教育範疇。!

黃富順

（FGGX）!

就教育層面而言，在提供老年者的教育中，高齡者是指 JJ!歲

以上的人。!

臺灣長青學院

及樂齡中心!

臺灣設立的高齡教育機構中，高齡者入學的標準以 JJ!歲為以

上為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基於研究者於研究期間擔任基隆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促進會理事

長職務，也擔任基隆社區大學、基隆長青學苑、基隆樂齡中心的課程講師，跟高

齡者的互動較多；研究者也觀察到參與社區團體活動的高齡者，身心健康狀況較

為穩定，而對於靈性健康的認識也來自於高齡者自身較為習慣參與的宗教團體，

為了探討高齡者在社會支持面向及對於身心靈健康與對於自身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因素有哪些。故本研究紙本問卷取樣對象以目前參與基隆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

基隆市社區大學所辦理的課程、學習等活動的高齡者為主，表單問卷則以基隆市

的高齡者為主，而本研究所稱的高齡者係指年滿六十歲以上的年長者。!

4" /01) 5' 67 !

高齡者的老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涉及身體各個系統的變化，隨著年齡的增

長，身體組織和器官的功能逐漸下降，這些變化可能導致身體的各種問題和疾

病。張國治（FGGJ）曾就日本老年人口的現狀為例，日本政府為了因應高齡化社

會，歸納出高齡化社會產生的三大議題，其中被認為最為重要的議題就是高齡者

生活品質及對生命意義的態度。!

陳麗光等（FGMM）的研究內容中也提到開發國家已經面臨高齡化的問題，因

此也有「正向老化」、「活躍老化」及「健康老化」等等相關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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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將學者對高齡老化的生理表徵整理如表 FUJ：!

表 $#' 高齡者老化的生理表徵!

學者! 高齡者老化的生理表徵!

張司聿

（FGGJ）!

高齡者皮膚觸覺敏感度降低，或是踝關節周圍震動感衰退導致

容易跌倒或發生意外，聽覺以及嗅覺亦有衰退的現象。!

W1-<%!]!

^*8,&>*

（FGGN）!

高齡者除了疾病的生理障礙之外，運動協調方面的體力也衰

退，包含空間知覺、視覺和聽覺敏銳度和環境刺激K熱和冷L的

感覺知覺。!

林妍如與陳金

淵譯（FGGX）!
高齡者視覺及觸摸感官退化。!

李宗派

（FGGX）!
高齡者在晚年易罹患身心各種慢性或重大的不治疾病。!

羅玉岱、盧豐

華與楊宜青

（FGFML!

高齡者身體生理系統的老化：例如肌肉減少，肌力下降，容易

疲累，頭髮開始長出白髮、骨質流失、視力下降、記憶力大退

化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社會支持可以提供給人們更多獲取健康訊息的渠道，社區參與也有助於推動

當地環境的健康改善，並改善居民的健康狀況，社會支持不僅能更有效地獲取健

康訊息，還能有效地幫助人們實現其健康目標。!

總而言之，高齡者往往由於生理老化或疾病等造成各種身心功能退化所帶來

的不便與不安，在日常生活中影響甚巨，故著實需要仰仗社會支持來支撐，使其

即使生理跡象老化，亦可以通過運動、均衡飲食、社交活動等，來維持身體心理

健康和功能。此外，家庭和社會的支持也對高齡者的健康和生活質量具有非常重

要的影響，並使其產生自我價值肯定的積極動力，這些都是社會支持可以協助高

齡者延緩老化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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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9'67 !

心理健康因素常是高齡者面對晚年生活的重要指標，!而心理健康因素為何

影響高齡者的生活，研究者將影響高齡者生理健康因素整理如表 FUN：!

表 $#!( !影響高齡者心理健康因素!

學者! 影響心理健康因素!

張鍾汝與范明

林（MSSX）!

高齡者最早心理活動的變化，是從感知覺回歸現象表現出來，

直至完全喪失。!

林惠文等人

（FGMG）!
影響高齡者憂鬱的心理因素為日常生活的功能狀態。!

林佳臻等人

（FGMY）!

台灣地區高齡者心理層面的研究顯示，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有憂

鬱症狀。而高齡者的居住安排、自覺家庭經濟狀況、休閒娛樂

等，是高齡者自覺健康狀況的預測因素。!

姚卿騰

（FGMJ）!

高齡者心理健康促進的關鍵要素在於高齡者是否能夠擁有正向

活力與創造力特質、社會網絡的連結能力及經驗與支持，使其

將負面影響調整代償為正向態度。!

羅玉岱、盧豐

華與楊宜青

（FGFM）!

高齡者影響其心理健康因素為罹患慢性病、身體功能的限制、

社會關係的失落、生活壓力事件，如果長期壓力未調整會導致

焦慮、憂鬱、憤怒等負面情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高齡者的心理健康往往也受到老化過程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

長，高齡者可能會面臨很多生活上面的挑戰和變化，如因身體功能降低、晚年經

濟狀況引起的生活的壓力、與社會之間的連結減弱、親人離世等因素，造成心理

層面無法調適，產生負面情緒，如_孤獨、焦慮、自卑、失去自信、憂鬱等。此外

高齡者也可能面臨失智症等心智疾病的風險，皆會對其心理健康造成影響，因此

社會支持的系統能否改善高齡者的心理健康，將會是很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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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娟（!""# ）提到「健康」是生理（$%&'()*+）、情緒（,-./(.0*+ ）、

社會（'.)(*+ ）、智能（(0/,++,)/1*+）、靈性（'$(2(/）與職業（.))1$*/(.0*+ ）等

六大層面的互動結果，而「靈性健康」（'$(2(/1*+334,++56,(07）被視為是所有健

康層面中最核心的部份，甚至可以支持與影響其他的健康層面。3「靈性健康」是

指一個人能對其目前及未來的生活事物感到有意義與目的的狀態。3

蕭雅竹與黃松元（FGGJ）認為靈性健康被認為是一種力量與資源，可以協助

個體不斷的超越與實踐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與價值。 

劉淑娟（FGGM）則認為靈性雖然奧妙，宗教信仰是靈性的一部分，但跟宗教

不一樣，靈性是指個人與自己、與他人、與神及自然環境間融洽的關係。!

`-14$6*4（FGGM）指出促進高齡者對於靈性健康最為重要，即使每個人有不

同的信仰觀念，但可透過靈性健康提升生活品質。!

杜明勳提出（FGGV）!靈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重要因素，是最高的需求，有

其獨特性與主觀性。!

研究者茲將影響高齡者靈性健康的構面整理如表 FUX：!

表 $#) !!高齡者靈性健康構面!

學者! 靈性健康構面!

D,<(-4

（MSSF）!

M5生命的目的和意義 F5內心的應變力 Y5天地萬物的一體感 Q5超

然性!

劉淑娟

（FGGM）!

M5生理（/#)%$3*0）F5情緒（-+,&$,4*0）Y5社會（%,3$*0）Q5智能

（$4&-00-3&'*0）J5靈性（%/$1$&）N5職業（,33'/*&$,4*0）等六大層

面的互動結果，而「靈性健康」（%/$1$&'*0!!<-00U7-$46）被視為

是所有健康層面中最核心的部份，甚至可以支持與影響其他的

健康層面。!
Bµ¶·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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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高齡者靈性健康構面（續） 

蕭雅竹、黃松

元與陳美燕

（FGGX）!

M5瞭解內在需求 F5負面情緒轉念!Y5!誠實接納自己 Q5提升生命意

義與存在價值 Q5適應能力良好 J5付出 N5寬恕自己及他人!!

楊素華

（FGGN）!

M5肯定自己、發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超越自我。!

F5人與自己、人與自然環境、人與他人、!人與信仰（神）間的

共融關係。!

=&1*4*#*4!

（FGGV）!

M5對生命的肯定 F5與上帝、個人、社區和環境的整體關係 Y5和

諧安適的狀態 Q5會因個體所處的情境而調整。!

趙敏亨

（FGMF）!
M5終身學習 F5樂在服務 Y5愛心助人 Q5幽默樂觀 J5放下心安。!

許玉容!

（FGMY）!

是一種內心整合的過程，包含自己與自己、他人、社群，自然

環境及超越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劉汶琪

（FGMN）!
M5生命意義 F5與人締結 Y5超越逆境 Q5宗教寄託!

沈勝川

（FGMX）!

M5人我關係 F5生命意義 Y5超越逆境信仰R宗教寄託 J5人與自然關

係!

曾慧玲

（FGFG）!
M5是自我、他人與超自然的之間和諧狀態 F5靈性意識!

李孟芬和石泱

（FGFM）!
M5個人幸福 F5社群幸福 Y5環境幸福 Q5超然幸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靈性」對於一般人而言比較抽象，有時會跟宗教的靈

性相提並論，但是這裡所指的「靈性」並不等同於宗教的靈性，宗教信仰僅是

「靈性」的一部分。本研究的「靈性」是指「個人在各種關係中達到一和諧狀

態，此關係包含與自己、他人、神、自然環境間融洽的關係」，高齡者若能在這

些靈性健康的構面中達到自我平衡與和諧，就是「靈性健康」。3

研究者統整高齡者的靈性健康資料，可知高齡者的生存端賴於「身心靈」三



 

15 
 

種層面，因此，提升高齡者外在的身體健康之餘，也要去了解高齡者心理及靈性

的健康，唯有藉著靈性之提升，才能讓個體或者高齡者精神得到慰藉，心靈有所

寄託，生活過得充實且滿足，而對於自身的生活滿意度產生影響。3

本研究問卷將參考沈勝川（FGMX）、劉汶琪（FGMN）及李孟芬和石泱

（FGFM）所建構之靈性健康量表將靈性健康分為四大構面：「與人連結」、「生

命價值」、「超越困境」、「宗教寄託」，並以此面向設計相關問卷。!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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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健康的老化使高齡者可以維持身體功能，自我肯定及對生活具有幸福

感，包含了身心靈三個部分。!

研究者茲將高齡者與身心靈健康的關係整理如表 FU!V：!

表 2- 8高齡者與身心靈健康的關係!

學者! 高齡者與身心靈健康的關係!

A*#4（MSXJ）! 高齡者老化徵狀分為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三者。!

W1-<%! *4( !

^*8,&>*

（!FGGN）!

高齡者衰老並非一定是病理學和疾病的結果，生理上和心理

上壯年時相比有差異，靈活性下降以及反應力和內部壓力都

跟社會心理對健康的看法有關。!

T$3>-4%9!

Z$3#*1(%9!

P1-*8-%9! *4(!

W*+/7-00!KFGMML!

實驗研究法對高齡者孤獨感研究提供社會活動或支持的實驗

組，讓高齡者積極參與機會，可以減低孤獨感及提升身心靈

健康。!

陳黛芬（FGMY）!
高齡學習者在學習活動過程，正向的信念與價值觀，可以在

學習的場域中有所展現。!

KA',9! W#-4! *4(!

`-469!FGMFL!!

高齡者三個脆弱性指標，為綜合物理性能K[TE 和 ?[TEL、心

理健康（情緒和認知），以及生理健康（視力、聽力、肢體

肌力等），早期提供適當的干預措施，設計減少失能發生及

住院的機會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靈性健康是高齡者對生活滿意的指標之一，以使高齡者有正向的

生活目標，並藉由生命的統整提升靈性健康，可幫助高齡者的靈性照顧在遇到創

傷、重病與憂鬱時，能辨識出其對人生意義、自我價值、自我表達、及信仰儀式

之需求，並給予積極的支持與認可。!

高齡者擁有身心靈的健康，其在生活中就能具有正向積極的態度；為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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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的生理及心理健康，需要針對不同的心理健康問題給予相應的支持和幫

助。並通過鼓勵高齡者參加社交活動及提供身心靈相關健康諮詢、進行認知訓練

等方式來減輕他們的過度焦慮和失智的風險。此外，尊重高齡者的意見和決定，

並提供關懷和支持，也可助於他們保持生理、心理健康和積極的生活觀，進而在

未來將面臨的生老病死議題上，能具備更好的心理適應能力。社會支持系統方面

如果能提供各項支持，對於高齡者的身心靈健康將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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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齡者的在地老化!

目前，幾乎每一個先進工業化國家，不論採行何種社會福利制度，均以「在

地老化」做為國家長期照顧政策目標。而在地老化主要在於協助高齡者能在社區

獨立生活，延緩高齡者住進安養機構，以達到在地化、社區化、社會化及多元化

之照顧，增進高齡者其身心健康及生活品質。研究者茲將高齡者在地老化整理如

表 FUS：!

表 2- 9 高齡者在地老化!

起源或學者! 高齡者在地老化!

MSNG!年代的北歐

國家!

M5滿足老人獨立自主生活的意願 F5盡量將高齡者留在社區家

中 Y5節約機構式照護的經費支出。!

台灣「在地老

化」概念最早起

源於 MSSJ!年!

M5起源於 MSSJ!年的「全國社區發展會議」。!

F5!MSSN!年推動實施「社會福利社區化」，強調在地老化之

重要性。!

Y5在 FGGV!年正式啟動「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Q5於 FGMQ年起開始推動「建構領航國際活躍老化監測暨決

策支援系統」。!

胡淑貞、王英偉

與游麗惠

（FGMV）!

分析整合資料庫，提供實證數據，活躍老化相關議題，探

討「失能」、「醫療利用與支出」、「健康餘命」及「高

齡友善環境」。!!

O-$%6-4!*4(!

A1*$&3#+*4

（FGGY）!

M5提供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活動。!

F5發展社會關係和強有力的支持系統。!

Y5保持積極樂觀的精神態度。!

Q5學習新的技能和信息，從事自願性和其他生產性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綜合前述，高齡者的醫療、文化、社會支持系統、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等要

素，均成為高齡者在老化過程中的重要條件，如輔以社會支持系統對高齡者的助

益更大，也更能實施在地老化及社會多元化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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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者與社會支持的關係!

藉由健全的社會網絡與參與度，高齡者可獲取社會支持的連結，提供高齡者

一個訊息平台，從而成為情感傳遞之媒介，透過社會支持系統，進一步讓高齡者

提高生活品質。!

研究者茲將高齡者與社會支持的關係整理如表 FUMG：!

表 $#!"* 高齡者與社會支持的關係!

學者! 高齡者與社會支持的關係!

:*0>-1!（MSVY）! 我們對高齡者服務的原則應該是社區在地老化，需要時可

以協助居家服務。!

[(*) （FGGY）! 參與老人中心的高齡者健康度高，可以優化社會環境，減

少憂鬱症的發生，有助於社會支持系統的發展。!!

謝佳容、蕭伃伶

與劉淑娟

（FGGN）!

M5社會以「互利共生」的共同體存在，凝聚在地社會力量。!

F5服務網絡的建置提供醫療資源便利性!

Y5!整合性的長期照顧服務與家庭及社區生活息息相關。!!

卓春英（FGGV）! 連結社區照顧有效達到福利在地化與回歸家庭，高齡者留

在自己的社區，是社會正式資源的重要目標之一。!

李人杰（FGGV）! 社區實務工作者認為「在地人服務在地老人」才是提供高

齡在地老化的策略。!

陳柏宗與謝定蒼

（FGMJ）!

高齡者居住環境受到重視，高齡者即使在面對自我不斷老

化的過程中，從健康到失能或失智到臨終等階段，均要能

在生理與機能上獲得健康、在認知上獲得維持、在情感上

獲得幸福、在心靈上獲得滿足，更要能持續獲得良好的社

會互動，且符合高齡者當下所能負荷的能力與需求，方能

協助高齡者獲得成功老化的契機。!

陳柏宗與謝定蒼

（FGMJ）!

高齡者能在生理與心理上獲得健康、在生活上獲得幸福、

在心靈上獲得滿足，也有良好的社會互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藉著社會支持的提升，讓高齡者心理及精神得到慰藉，心靈有所

寄託，生活過得充實且滿足，有了健全的身心靈健康，高齡者的生活品質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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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滿意度的定義!

a-'6*1&-4、D*8$6#'1%&!*4(!",7$4（MSNM）定義生活滿意度為「一種內在的、

主觀的感知，是個體對生活的評價」。!

研究者茲將生活滿意度的定義整理如表 FUMM：!

表 $#"" 生活滿意度的定義!

學者! 定義!

@*8,&!*4(!

T$-4-1（MSSY）!

取決於個體自身狀況與自己內部標準，對自己生活的自我意

識。!

簡素枝K!FGGYL!
透過內在的感受及主觀的評估，了解個人期望目標和真實情

況的真實差距。!

陳淑美與林佩

萱（FGGS）!

代表個人對生活各層面的滿意程度，也是對自己內在主觀感

覺，直接反映生活感受及對各種能力的主觀評估。!

=*0+*4!*4(!

A#*&&1$

（FGMN）!

基於個體的個人價值觀，包括家庭、愛、金錢或其他物質，

評估自己的生活的方式，生活滿意度是個人、社會和環境的

結果因素。!

陳姵璇

（FGGV）!

生活品質的指標，是個體心理主觀上對自我生活的評價，也

是覺知與期望是否達到一致。生活滿意度是關係到老人是否

成功老化的因素之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生活滿意度是指個人內心的主觀感受，對於生活中的每個層面是

否滿意，與心中的期望是否有一致性，也會展現於個人的自我價值上，滿意度高

方能體現高齡者心中對生活無憂與安定。而高齡者面對晚年的生活，可以安心的

在社區在地老化，應該是每個高齡者衷心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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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支持與高齡者身心靈健康與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0+*4!*4(!A#*&&1$（FGMN）提出，生活滿意度是個體的個人價值觀，整體生

活滿意度是個體評估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其中包括對家庭、愛、金錢或其他物

質；每個人需求有別，亦會受到親友間之影響，!因此，生活滿意度受個人、社會

和環境等因素綜合結果之影響。!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對生活滿意的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FUMF，藉以了解高齡者社

會支持的狀況。!

 

表 2- 12社會支持與高齡者身心靈健康研究彙整表!

學者! 研究結果!

W,77（MSXN）! 擁有強大社會支持者較少生病，心理較健康，壽命也較長。!

邱文彬（FGGM）! 不論壓力事件是否存在，社會支持會對個人身心健康產生正

面的促進效果。!

林麗惠（FGGF）! 生活滿意度，是老人對目前生活主觀性的評估過程，整體生

活適應感到滿足及快樂的程度。!

徐靜芳（FGGY）! 社會支持的強弱會影響身心健康的程度。!

陳姵璇（FGGV）! 高齡者在參與社區照顧後的生活滿意度、健康狀況有顯著的

影響。!

林雅音（FGMQ）! 幸福感與家人關係跟日常靈性感受有相關。!

吳政憲（FGMV）!

當高齡者有良好的社會支持時，能讓高齡者產生歸屬感、感

受被愛或可依賴他人的支持性力量，轉而在靈性健康上較為

滿足。!而增進高齡者彼此的互動及交流，可以有效提升高齡

者的靈性健康。!

曾慧玲（FGFG）!

社會支持、靈性健康，是改善生活滿意度相關的重要因素。

在高齡者擁有社會關係與社會支持，對老人的身、心、靈的

提升有所幫助，也會提高老人的生活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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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光與陳佩雯

（FGGS）!

高齡者面臨人生重要的空巢期、規劃退休、健康、經濟、社

會支持、社會活動參與、人際及家庭關係、生與死的問題，

及高齡者照顧與照護者的問題，都是高齡者要面對的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在社會支持的諸多研究中，均發現其與身心健康間存在著正向

相關性；社會支持可以提供情感與實質上的幫助、資訊和信仰支持等等，這些都

可以減輕疾病和情感壓力；而在生活滿意度則與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有關，研究顯

示生活滿意度越高，身心健康的問題也就越少，所以社會支持和生活滿意度也有

相互關聯性。若經常受到社會支持則會令其感到更滿意於生活；相對地，如果生

活滿意度高，也更容易獲得社會支持。因此社會支持和生活滿意度都是身心靈健

康不可或缺的元素。生活滿意和社會支持相關，則對家庭生活滿意，生活滿意度

也隨之提高，在家庭中受到支持，被尊重、肯定、信任和增強信心。高齡者如果

能夠持續參與社會互動與交流，對高齡者的生活有極大的助益。!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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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量化的研究方法進行，並經由文獻收集及量化分析、訪談法、實地

觀察與實作、擬定以社會支持理論探討高齡者身心靈健康對於生活滿意度之影響

為主軸，設計相關問卷，以完成本論文之研究。本章主要探討的內容包括研究架

構與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的設定、研究設計與工具、收集資料方法與分析方式。!

!"# ! $%DE ($%FG !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提出假設一之社會支持相關文獻論述如下：!

邱莉婷（FGMM）認為社區高齡者透過社會支持對其生活及不同情境產生正向

的影響。O-00*+)、P,&&、:*&-1<,1&#、C3E-*4!*4(!A-1%-（FGMQ）則指出社會支

持的社區組織和個人的支持網絡，可在高齡者遭遇喪親喪偶傷痛時提供支持。!

劉由貴（FGMJ）研究也發現高齡者的社會支持與成功老化具有正相關。!

陳延誌（FGMX）提出情緒性支持最能影響高齡者的幸福感。!

綜合上述文獻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對高齡者生活滿意度有正向影響，因此本

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一：社會支持對高齡者生活滿意度具有正向的影響。!

本研究提出假設二之身心靈健康相關文獻論述如下：!

=#*,、b*46、T' 、E-$!*4(!^#*46（FGMS）表示社會支持可以處理適應慢性

疾病心理壓力和應對生活方式之問題。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FUM：高齡者生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有正向之影響。!!

假設FUF：高齡者心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有正向之影響。!

假設FUY：高齡者靈性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有正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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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擬從高齡者生活滿意度為主軸，以高齡者在社會支持、身心靈健康及

生活滿意度之間的差異性，調查高齡者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的內心感受，藉以

促進高齡者在地老化的目標。根據文獻探討結果及歸納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架構

圖如下（圖 YUM）：!

!

!

!

!

!

!

!

!

!

!

!

!

從文獻回顧中了解，高齡者的老化顯現在個體的身心靈健康的三個面向上，

可以歸納為生理、心理及社會等三個層面逐漸產生變化的過程，隨著高齡者的社

會意識與生活型態的改變，也會影響高齡者在人格及情感上的改變（李薇，

FGGS）!

因此從圖YUM中的研究架構圖中，研究者將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靈性健康

做為社會支持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的干擾因素分述如下：!

89:; !

1. z¸:;  
2. ¹º:;  
3. »¼:;  
4. ’½:  ;  

TUVWX !

1.Y< WX  

2.U< WX  

3.VZWX  

RSO !

Yfghi !

!

圖 3- 1研究架構圖 

¾¿ /±&•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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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理健康成為干擾因素的原因：!

!!!M5!高齡者年紀漸長，生理機能逐漸退化，造成生活不便，相較年輕時的身

體狀況，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可能會造成干擾。!

F5!高齡者晚年如果有重大疾病纏身，長期的醫藥生活，對於高齡者的生活

滿意度可能會造成干擾。!

Y5!高齡者晚年如果有人提供健康的生活知識與健康飲食訊息，對於高齡者

的生活滿意度可能會造成干擾。!

（二）心理健康成為干擾因素的原因：!

M5!高齡者晚年如果退休、獨居、喪偶或子女常不在身邊，長期壓力下，造

成焦慮、憂鬱，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可能會造成干擾。!

F5!高齡者的晚年的經濟來源與晚年生活娛樂安排，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滿意

度可能會造成干擾。!

Y5!高齡者的晚年有朋友相持或親友陪伴，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可能會

造成干擾。!

（三）靈性健康成為干擾因素的原因：!

M5!高齡者晚年自我價值的肯定，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可能會造成干

擾。!

F5!高齡者晚年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可能會造成干

擾。!

Y5!高齡者晚年宗教信仰與面臨死亡的態度，對於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可能

會造成干擾。!

研究者從文獻探討中，羅列以上有關身心靈健康成為干擾因素的假設，對於

後續的問卷設計提供了不同面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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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以 NG歲以上的高齡者為主，不限定為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只要是企業、社群、社區大學、長青學苑、樂齡學習中心、長照站及一般民

眾等，皆是是本研究的樣本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以數位問卷為主，次由研

究者至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發放紙本問卷為輔，最後進行問卷資料的蒐集與分

析。!!

   4 " !"%&'()  

紙本問卷主要是以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社區大學中有（或曾有）參與活動

之高齡者為主，無進行家戶調查，若高齡者不識字或無法用數位問卷填寫者，可

由高齡者口述，再經由同住家人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工代為填寫。!

  !8" !"#$*+,-./ !

此部分為本問卷第四部分，個人的基本資料中，包含性別、年齡、職業、

職位、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平均月花費以及身體狀況等，總共十題，均為名義

尺度。題項整理如表!YUM!所示。!

表%#!" !個人基本資料的題項一覽表!

變數! 題項一覽! 衡量尺度!

年齡!

KML!NGUNJ歲!
KFL!NNUXG歲!
KYL!XMUXJ歲!
KQL!XNUVG歲!
KJL!VMUVJ歲!
KNL!VNUSG!歲!
KXL!SM歲以上!

名義尺度!

性別!
KML男性!
KFL女性!

名義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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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態!

KML已婚!
KFL未婚!
KYL離婚!
KQL分居!
KJL其他!

名義尺度!

居住狀況!

KML獨居!
KFL夫妻同住!
KYL夫妻子女同住（核心家庭）!
KQL固定和子女住!
KJL!輪流與子女住!
KNL!僅與親戚、朋友住!
KXL!與子女及孫子女同住!
（主幹家庭及大家庭）!
KVL!!其他!

名義尺度!

教育程度!

KML!!小學（含肄業及不識字）!
KFL!!國中（含肄業）!
KYL!!高中R高職（含肄業）!
KQL!!專科R大學（含肄業）!
KJL!!碩士K含以上L!

名義尺度!

宗教信仰!

KML!!佛教!
KFL!!道教!
KYL!!一貫道!
KQL!!天主教!
KJL!!基督教!
KNL!!其他!
KXL!!無宗教信仰!

名義尺度!

工作狀況!
KML!!無!
KFL!!尚有全職工作!
KYL!!尚有兼職工作!

名義尺度!

經濟來源!

KML!!退休金R積蓄!
KFL!!自己工作酬勞!
KYL!!子女供給!
KQL!!政府補助!
KJL!!其他!

名義尺度!

每月平均花費!

KML!MG9GGG!元以下!
KFLMG9GGMcYG9GGG!元!
KYL!YG9GGMcJG9GGG!元!
KQL!JG9GGMcXG9GGG!元!
KJL!XG9GGG!元以上!

名義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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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健康狀況!

KML!很健康!
KFL!健康!
KYL!普通!
KQL!不太健康!
KJL!很不健康!

名義尺度!

資料來源：研究者整理!

研究者將問卷基本資料分析如下：!

M、!!!性別：!分為男、女。!!

F、!!!年齡：!高齡者的出生年。!!

Y、!!!婚姻狀況分為已婚、未婚、離婚、喪偶、分居、及其他等六組。!

Q、!!!居住狀況：分為獨居、夫妻同住、夫妻和子女住（核心家庭）、子女同住、

輪流與子女住、僅與親戚與朋友住、與子女及孫子女同住（主幹家庭及大家

庭）、夫妻子女同住!及其他等共九組進行。!!

QUM、高齡者對目前居住狀況滿意程度：非常不滿意 M分、不滿意 F分、普通 Y

分、滿意 Q分、非常滿意 J分，分數越高者代表居住狀況越滿意。!!

QUF、高齡者對目前家庭生活滿意程度：非常不滿意 M分、不滿意 F分、普通 Y

分、滿意 Q分、非常滿意 J分，分數越高者代表家庭生活越滿意。!!

J、!!!!教育程度：分為不識字、小學、國初R中、高中R職、大專R大學、研究所（含

以上），共六組。!!

N、!!!!宗教信仰：大致分為佛教、道教、一貫道、基督教、天主教、無宗教信

仰、其他信仰和無宗教信仰等八組。!!

X、!!!!工作狀況：分為無工作、尚有全職工作和尚有兼職工作三組。!

V、!!!!經濟狀況：!包括退休R儲蓄、自己工作、子女供給、政府補助或其他。!

VUM、!經濟來源：分為退休金R積蓄、自己工作酬勞、子女供給、政府補助和其

他。!

VUF、!每月平均花費：分為 MG9GGG元以下、MG9GGMUYG9GGG元、YG9GGMUJG9GGG元、

JG9GGMUXG9GGG元、XG9GGG元以上共五組。!

S、!!!自覺健康狀況：分為很健康、健康、普通、不太健康、很不健康共 J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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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者根據圖 YUM的研究架構圖，針對背景變項、社

會支持、身心靈健康等相關因素設計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問卷，正試問卷如附錄

!G H

二、生活滿意度量表 

研究工具為：「高齡者社會支持與身心靈健康對生活滿意度」問卷，本問卷

目的在於探討社會支持與身心靈健康對高齡者之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問卷內容包

括「社會支持量表」、「身心靈健康量表」及「生活滿意度量表」、「高齡者個人背

景資料」，等四個向度，其中社會支持MN個題項、生理健康MG個題項、心理健康

MG個題項、靈性健康MG個題項，生活滿意度MQ題，整體高齡者的問卷共計NG個題

項。量表作答方式採用李克特式（!E$>-1&!=3*0-!）五點量尺，以下就本研究問卷參

考依據、問卷內容、問卷填答與計分方式加以說明：!

三、問卷設計!

（一）高齡者社會支持!!!!!!!!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採用W'&1,4*!*4(!Z'%%-00（MSSG）、!Z,7-1!&*4( !

[46-0, （FGGM）主張，融合其他學者的理論，將社會支持的四個類型歸納為以下

之衡量構面，其操作型定義如表!YUF!所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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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社會支持衡量構面之操作型定義!

構

面!

次!

構面!
構面之操作性定義! 理論基礎!

社!

會!

支!

持!

資!

訊!

支!

持!

M5從他人所提供之健康建議與訊息!

W'&1,4*!

*4(!

Z'%%-00

（MSSG）

、Z,7-1&!

*4( !

[46-0,!

（FGGM）!

F5親友的勸告、建議、!指導及提供生活資訊!

Y5提供問題界定，了解與處理所需的訊息資料!

Q5給予高齡學習者忠告、建議、分享學習活動的課程

或消息來源，以增進高齡學習能更積極參與學習活動!

自!

尊!

支!

持!

J5!親友的肯定與回饋!

N5藉由他人回饋中，感受到自己是有價值且被尊重!

X5!給予肯定、回饋，即價值觀支持!

V5能提供接受與尊重的訊息給對方，不管對方遭遇任

何問題或困難!

實!

質!

支!

持!

S5個體獲得他人直接的幫助，包含金錢、時間、物質!

MG5幫助高齡學習者解決各種心理和情感方面的問題!

MM5空暇或休閒時，能有時間作伴的對象!

MF5親友提供金錢、物品及照顧!

情!

感!

支!

持!

MY5親友間的尊重與關心!

MQ5從他人身上獲得關心與認同而感受到安慰與鼓勵!

MJ5從他人身上獲得尊重與信任感!

MN5空暇或休閒時能有作伴的對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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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針對社會支持歸納出以下題項，用表YU!Y來呈現：!

表%#!%!社會支持衡量構面題項一覽表!

構

面!

次!

構面!
問卷題目! 題項來源!

社!

會!

支!

持!

資!

訊!

支!

持!

M5當我生病時，有人會教導健康促進的知識或技巧給

我!

古志銘、

林宏恩與

陳文貞

（FGMG）

、!

邱莉婷

（FGMM）

、李孟芬

（FGFG）!

F5有人會主動提供給我健康促進的資訊或課程給我!

Y5有人會提供促進健康飲食、養生、運動給我!

Q5有人可以提供訊息給我，協助我學會新的事物!

自!

尊!

支!

持!

J5我樂於與人分享生活中的新事物!

N5我能與他人互相尊重彼此的想法!

X5生活中有人相信我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V5生活中有人讓我相信我自己是具有價值!

實!

質!

支!

持!

S5在經濟上，有人會給我金錢的支援!

MG5當我需要時，有人會陪我去參加活動!

MM5當我遇到困難時，有人會提供我解決問題的建議!

MF5有人能提供交通工具帶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情!

感!

支!

持!

MY5當我生活中發生緊急狀況時，有人能陪我度過難關!

MQ5當我心情煩悶時，有人會鼓勵我!

MJ5有人可以陪伴我，抒解我無聊的心情!

MN5平常總會有人關心我的身體健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

K二L高齡者身心靈健康!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融合其他學者的理論，將高齡者身心靈健康歸納為以

下之衡量構面，其操作型定義如表!YUQ!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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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高齡者身心靈健康衡量構面之操作型定義!

構

面!

次!

構面!
構面之操作性定義! 理論基礎!

身!

心!

靈!

健!

康!

生!

理!

健!

康!

M5!高齡者視覺及觸摸感官退化!

W1-<%!*4(!

^*8,&>*

（FGGN）!

F5!高齡者身體生理系統的老化!

Y5!高齡者運動協調方面的體力衰退!

Q5高齡者記憶力大不如前!

J5高齡者聽覺以及嗅覺亦有衰退的現象!

N5高齡者易罹患身心各種功能問題，產生許多慢性

疾病!

心!

理!

健!

康!

X5重大生活壓力事件導致焦慮、憂鬱、憤怒等負面

情緒，進而影響其心理健康!

姚卿騰

（FGMJ）、

羅玉岱、盧

豐華與楊宜

青（FGFM）!

V5日常生活功能影響高齡者憂鬱!

S5高齡者能夠擁有正向的特質、經驗與支持，是高

齡者心理健康促進的關鍵要素!

MG5進入老年，感知能力衰退，直至完全喪失!

MM5社會關係的失落（如退休、失去原有的社會地位

或角色），影響情緒!

靈!

性!

健!

康!

MF5靈性健康是自我、他人與超自然之間和諧狀態!

劉汶琪、

（FGMN）!

沈勝川

（FGMX）、!

李孟芬和石

泱（FGFM）!

MY5以協助個體藉由不斷的超越，實踐屬於自己的生

命意義!

MQ5透過生命的歷練和整合，讓老人朝向正面、有意

義的生活。!

MJ5個體能對其目前及未來的生活事物感到有意義與

目的的狀態!

MN5個體透過參與宗教或信仰的活動或儀式，得到心

靈的寄託!

MX5高齡者自己與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MV5高齡者對於大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概念!

MS高齡者的生命意義及自我價值的認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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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針對高齡者身心靈健康衡量構面歸納出以下題項，用表YUJ來呈現：!

表 YUJ高齡者身心靈健康衡量構面題項一覽表!

構

面!

次!

構面!

問卷題目! 題項來源!

身!

心!

靈!

健!

康!

生!

理!

健!

康!

M5我在平常的工作日子裡，很少會覺得身體不舒服!

汪美伶、!

陳玉蓮

（FGMQ）、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長者健康整

合式評估量

表!

F5平時我會因為身體健康因素而感到精疲力竭!

Y5我常覺得呼吸急促或感到暈眩!

Q5我身體的某部位會覺得刺痛或劇痛!

J5我常倦怠不太想起床!

N5我在過去三個月，體重在無意中減輕了Y公斤以

上!

X5我經常覺得食慾不振!

V5我因為有高血壓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而影響我的

生活!

S5我因為記憶力減退而影響學習的意願!

MG5我因為體力減退而無法進行各項活動!

心!

理!

健!

康!

MM5我慢慢減少很多活動和有興趣的事! 基隆長者生

活滿意度量

表KPT=L、

臺中市老人

心理健康量

表KPT=L!

MF5我時常覺得生活很空虛!

MY5我大部份時間精神都很好!

MQ5我喜歡待在家裡而比較不喜歡外出!

MJ5我覺得「現在還能活著」是很好的事!

MN5我覺得現在活得很沒有價值!

MX5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感到快樂!

MV5我時常覺得精力很充沛!

MS5我常會害怕將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FG5我常常因為沒有人能幫自己而感到無助!

Bµ¶·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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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身心靈健康衡量構面題項一覽表（續）!

身!

心!

靈!

健!

康!

靈!

性!

健!

康!

FM5我會關心別人，也接受別人的關心!

劉汶琪

（FGMN）、

沈勝川

（FGMX）、

李孟芬和石

泱（FGFM）!

!

FF5人生起起落落，我能走到現在，我覺得我不簡

單!

FY5我會樂觀面對生活中遇到的任何問題!

FQ5生活中遇到困難，我可以樂觀、勇敢面對與接

受!

FJ5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想辦法排解K唱歌、找朋

友聊天、出去走走或說出來L!

FN5我還能幫助別人，表示我還有價值!

FX5我可以超越面對死亡的害怕及恐懼!

FV5我的信仰R宗教讓我更正向的面對人生，積極生

活!

FS5我的心靈健康和大自然、天地都有關係!

YG5我認為珍惜大自然，大自然就會疼惜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K三L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採用@*8,&! *4(! T$-4-1（MSSY）和=*0+*4! *4(!

A#*&&1$（FGMN）主張，融合其他學者的理論，將高齡者的生活滿意度歸納為以下

之衡量構面，其操作型定義如表!YUN!所示：!!

表%#!( 生活滿意度衡量構面操作型定義!

構面! 次構面! 構面之操作性定義! 理論基礎!

生!

活!

滿!

意!

度!

認知!

M5對自己生活的自我意識、認知和整體狀態評斷!
@*8,&!*4(!

T$-4-1

（MSSY）、

=*0+*4!

*4(!

A#*&&1$

（FGMN）!

F5個體對自身狀況與自己心理的感受!
Y5個體內在的感受及主觀的評估!

情意!

Q5個體一種內在的、主觀的感知!
J5個體對生活的評價!
N5個體期望目標和真實情況的真實差距!

幸福感!

X5個體生活品質的指標!
V5個體對未來發展的感受!
S5個體評估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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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針對高齡者生活滿意度衡量構面歸納出以下題項，以表 YU!X來呈現：!

表%#!)生活滿意度衡量構面題項一覽表!

構

面!

次!

構面!
問卷題目! 題項來源!

!

生!

活!

滿!

意!

度!

認!

知!

M5我覺得我的生活狀態很好!

基隆長者生

活滿意度量

表KPT=L、

曾慧玲

（FGFG）、

邱莉婷

（FGMM）!

F5我對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滿意!

Y5如果我可以再活一次，我不想改變任何事情!

Q5我會因為別人的批評而不高興!

情!

意!

J5大多數情況下，我的生活接近理想狀態!

N5對於生活中的事情，我常感到不開心!

X5我常常覺得自己現在一無是處!

V5我放棄了很多以往的活動和嗜好!

幸!

福!

感!

S5我和別人的關係疏遠，讓我感到孤寂!

MG5!我覺得自己想做的事情都可以心想事成!

MM5!我會因為別人稱讚我所做的事情而感到高興!

MF5!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得到我認為生活中最重要

的事物!

MY5我常常感到心情愉快!

MQ5我覺得大部份人的現況比自己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者統整以上社會支持、高齡者身心靈健康及生活滿意度的問卷題目，

設計「高齡者社會支持與身心靈健康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之正式問卷如附錄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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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OPQRS(TURV !

本研究問卷資料蒐集後，刪除不適用問卷後進行編碼與計分，以 +ＰＳＳ版

統計軟體進行後續的資料處理，分析統計方法如下：描述性分析、效度與信度分

析、差異性分析、相關分析和多元迴歸分析。!

本節逐項說明母體界定與抽樣方式，分析方式包含樣本結構分析、敘述性統

計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以及迴歸分析。!

一、母體界定與抽樣方式!

本研究在探討高齡者在社會支持與身心靈健康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將以社

區網絡群組中的高齡者為研究母群體，發放方式為經由 E$4-、\*3-7,,> 等社交軟

體，待樣本回收後進行資料彙整分析，藉由表面效度的測試，以瞭解量表每一個

題目的難易度、清晰度及完成量表所需的時間，以供正式問卷施測時間預估的参

考。!

二、樣本結構分析!

把回收樣本上的人口統計變數如性別、年齡、婚姻狀態、職業、職位，健康

狀態及生活滿意度進行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結果可以作為進一步分析之依據。!

三、敘述性統計分析!

敘述性統計採次數分配、百分比率、平均值與標準差來呈現。敘述性統計分

析目的在說明樣本之資料結構，以得出最大值、最小值、平均數及標準差等數

據，進而解釋社會支持、身心靈健康、生活滿意度等資料。!

四、因素分析!

效度分析採用因素分析方法，目的是要將彼此相關之變數轉化成有概念化意

義的因素，本量表兼採內容效度與表面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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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度分析!

校正題目與總分之相關係數!，表示一個題目與其他題目總分的相關係數，

若校正題目與總分的相關係數太低，表示該題目與其餘題目的關聯性不高。!

信度分析主要目的是衡量問卷題項之間的一致性，本研究採用W1,47*3#’%!

α係數來檢定問卷題項的內部一致性，若該題目的W1,47*3#d%!e係數小於 G5J!則

捨棄，介於 G5J!到!G5X!之間則建議修改題項，大於 G5X表示信度高可以保留，同時

以分項對總項相關係數大於 G5J!來進行信度驗證。!

六、迴歸分析!

透過多元迴歸分析，以瞭解高齡者在社會支持與身心靈健康對生活滿意度之

影響。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模式採用強迫進入變數法，當整體性統計考驗之 \ 值達

顯著標準，再以標準化迴歸係數 f 進行影響解釋，f 的絕對值愈大，表示該層面

自變項對生活滿意度依變項的影響愈大，其解釋依變項的變異量也愈大。!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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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實證分析與結果!

!

本章節是依據前面第三章的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進行實證分析，共分為五

個小節論述，第一節進行樣本結構分析與敘述性統計、第二節因素分析與信度

分析、第三節為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第四節迴歸分析、第五節研究假設驗證。!

本研究對象為 NG歲以上之社會大眾，透過紙本問卷及線上問卷（P,,60- 表

單）蒐集高齡者社會支持與身心靈健康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研究，並以 =@==進

行問卷資料的統計分析，藉此驗證各個研究假設是否成立，以下為統計結果分

析並分節闡述之。!

!

!"# !!!!!!WXYETU(Z[\]J !
!

一、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採用紙本問卷及線上問卷，採用李克特（E$>-1&）的五點量表法，受

試者所得分數愈高表示參與意願愈高，反之則愈低，共計回收 YVF份有效問卷。!

其中男性佔! NN5Jg，女性佔!!YY5Jg。年齡分布上比例最高的是 NGUNJ

歲佔 JN5Yg !，第二是 XMUXJ歲佔 MNg ，!第三是!NNUXG歲佔 MQ5Mg !，其餘 XN歲

以上年齡比例未超過 MGg。得知受訪者年齡以 NGUXG歲老年為最多，共佔

VN5Qg。!

教育程度則以大學K專科L以上佔!YS5Vg最多，高中職次之佔 FJ5Xg。宗教信仰

以為佛教最高佔 JY5Qg，其次為道教佔 MS5Qg。工作狀態以無工作者最高佔 JF5Mg，

其次為尚有全職工作佔 FN5Qg。收入來源以靠退休金R儲蓄比例最高佔 JM5Vg，其次

為自己工作酬勞佔 YN5Ng。生活支出比例最高的為MG9GGMUYG9GGG元佔 QS5Fg，次

高為MG9GGG元以下佔 FY5Yg。身體健康狀況比例最高的為健康佔 YV5Fg，次高為普

通佔 YF5Jg。詳細整理如表!QUM!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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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樣本結構分析!!

!

•€À¨ ! •€6Á ! ÂÃ ! Ä@ÅB - C ! Æ|Ä@ÅB - C !

./ ÇS ! ./ 01,02È !

3/00,41È !

5/4. ,42È !

6/40,71È !

2/7. ,72È !

0/70,81È !

4/8. ÈÉÊ !

3.2!

26!

0. !

38!

31!

. !

3!

20/5!

.6/. !

.0/1!

4/0!

2/3!

1/5!

1/2!

20/5!

41/6!

70/6!

86/1!

88/3!

88/2!

.11/1!

3/ZË ! ./ ÌZ !

3/ÍZ !

326!

.37!

00/2!

55/2!

00/2!

.11/1!

5/ÎÏÐÑ ! ./ ÒÎ !

3/ÓÎ !

5/ÔÎ !

6/ÕÖ !

2/@× !

0/žØ !

5. !

38!

3!

7!

56!

347!

7/. !

4/0!

/2!

3/. !

7/8!

43/7!

7/. !

.2/4!

.0/3!

.7/5!

34/3!

.11/1!

6/×Ù_ ! ./ Ú× !

3/ÛÜÝÙ !

5/ÛÜÞÍÝÙ !

6/ßDàÞÍÙ !

2/á1+ÞÍÙ !

0/â+ãä3åæÙ !

4/+ÞÍçèÞÍÝÙ !

7/žé !

26!

.17!

.63!

55!

0!

7!

.0 !

.2 !

.6/. !

37/5!

54/3!

7/0!

./0 !

3/. !

6/3!

5/8!

.6/. !

63/6!

48/0!

77/3!

78/7!

8./8!

80/.!

.11/1!

2/êë2i ! ./ ìN !

3/íî !

3/Rî 9ï :!

5/ðN 9ñò :!

6/óô çÉÊ !

32!

5. !

87!

.23!

40!

0/2!

7/. !

32/4!

58/7!

.8/8!

0/2!

.6/4!

61/5!

7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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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À¨ ! •€6Á ! ÂÃ ! Ä@ÅB - C ! Æ|Ä@ÅB - C !

0/õê•ö ! ./ ÷ê !

3/øê !

5/"ùø !

6/úûê !

2/xüê !

0/žé !

4/ýõê•ö !

316!

46!

.. !

0!

35!

.. !

25!

25/6!

.8/6!

3/8!

./0 !

0/1!

3/8!

.5/8!

25/6!

43/7!

42/4!

44/3!

75/3!

70/.!

.11/1!

4/} þ Ð Ñ !! ./ ý !

3/ÿ!"ï}þ !

5/ÿ!#ï}þ !

.88!

.1. !

73!

23/.!

30/6!

3./2!

23/.!

47/2!

.11/1!

7/´$%& ! ./ '() ;˜* !

3/»+}þ,- !

5/ÞÍ./ !

6/0123 !

2/žé !

.87!

.61!

.0 !

.. !

.4 !

2./7!

50/0!

6/3!

3/8!

6/2!

2./7!

77/2!

83/4!

82/2!

.11/1!

8/Yf:4 ! ./.1<111!É¶ !

3/.1<11.5 51<111!

5/51<11.5 21<111!

6/21<11.5 41<111!

2/41<11.!ÉÊ !

!

78!

.77!

46!

.. !

.4 !

35/5!

68/3!

.8/6!

3/8!

6/2!

36/.!

45/5!

83/4!

82/2!

.11/1!

. 1/TJWXÐ

6 !

. /7WX !

3/WX !

5/89 !

6/:;WX !

2/7:WX !

22!

.60!

.36!

60!

.. !

.6/6!

57/3!

53/2!

.3/1!

3/8!

.6/6!

23/0!

72/.!

84/.!

.11/1!

<ˆyÃ ! ! 5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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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 YVF份有效問卷中，將針對社會支持、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靈性

健康和生活滿意的題項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受訪者在各個構面題項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平均數及標準差等相關數據，分析結果敘述如下。!

（一）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之衡量變數中，共有MN個題項，如表QUF所示。受訪者在衡量社會

支持 MN個題項中平均數介於 Y5QG到 Q5FG之間，最高之前三個題項，由高至低分

別為題!項!J!「我樂於與人分享生活中的新事物（!平!均!數!Q5FJ!；標準差 G5XQJ）」、

題項S「生活中有人讓我相信我自己是有價值的（平均數 Q5FG；標準差G5XNJ）」

以及題項 Q「有人可以提供訊息給我，協助我學會新的事物（!平!均!數!Q5MN!；!標!準!

差 G5VGG!）!」。研究發現受訪者樂於學習與分享生活中的新事物並相信自己的價

值存在。!

平均數得分較低的三項，由低至高分別是題項 S「在經濟上，有人會給我

金錢的支援（平均數 Y5QG；標準差M5MMF）」、題項MF「有人能提供交通工具帶

我到我想去的地方（平均數 Y5VF；標準差G5SJN）」與題項MG「當我需要時，有

人會陪我去參加活動（平均數 Y5SM；標準差 G5VVF）」等三項評價較低，由此發

現受訪者對於參與活動、經濟支持與載具提供等方面社會支持的需求較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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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敘述性統計#社會支持分析表!

z{%&=y'(>< !

À¨ ! ?ì¢ ! ?ð¢ ! @AÃ ! BC™ !

./ DEYFGH!w9êIWXJK0LMNOP/E ! . ! 2! 6/.0! /724!

3/!w9û)Q./EWXJK0z¸NR2/E ! . ! 2! 6/1.! /815!

5/!w9Q.JKWXST3UY3Ÿ)/E ! . ! 2! 6/.1! /70.!

6/!wVÉQ.¸W/EHX3EN9Y0Z[ ! . ! 2! 6/.0! /711!

2/E\]+w@^Yfî0YZ[ ! . ! 2! 6/32! /462!

0/E_+éw`k¼abc0dm ! . ! 2! 6/5.! /071!

4/Yfî!wk•E!e•À0_f ! . ! 2! 6/.2! /465!

7/Yfî!wgEk•E»+hv!¡¢0w ! . ! 2! 6/31! /402!

8/̂ ijÊH!w9/Ekl0:m ! . ! 2! 5/61! ./..3 !

.1/DEnoGH!w9pEqrsf) ! . ! 2! 5/8.! /773!

../ DEtuvwGH!w9Q.Ee•À0£¤ ! . ! 2! 6/10! /7.. !

.3/ !w_Q.x9}IyEuEdq0_l ! . ! 2! 5/73! /820!

.5/DEYfîPYz{|6GH!w_pE}~wd ! . ! 2! 6/16! /758!

.6/DEU¹•€GH!w9•‚E ! . ! 2! 6/14! /474!

.2/ !wVÉpƒEH„Eý…0U¹ ! . ! 2! 5/86! /704!

.0/@†<9!wdUE0TJWX ! . ! 2! 6/1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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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理健康!

生理健康之變數中共有 MG個題項，如表 QUY所示。受訪者在衡量生理健康

MG個題項中，平均數介於 F5GY到 Y5NF之間，最高的前三項由高至低排序，分別

是題項 M「我在平常的工作日子裡，很少會覺得身體不舒服（平均數 Y5NF；標準

差 G5SXF）」、題項 F「平時，我會因為身體健康因素而感到精疲力竭（平均數

F5SY；標準差 M5GNQ）」與題項 Q「我身體的某部位會覺得刺痛或劇痛（平均數

F5XX；標準差 M5MFQ）」，顯示受訪者對於自身健康十分重視並且很少感到身體

不適。!

平均數得分較低之三項由低至高排序，分別是題項 N「我在過去三個月，

體重在無意中減輕了 Y公斤以上（平均數 F5GY；標準差 G5SQV）」、題項 X「我

經常覺得食慾不振（平均數 F5GJ；標準差 G5SGF）」與題項 V「我因為有高血壓

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影響我的生活（平均數 F5FM；標準差 M5MMS）」，因為平均

值 Y以下，受訪者對於身體的疾病所造成生活的影響並不十分明顯。!

表 &#!%敘述性統計#生理健康分析表!

À¨ ! ?ì¢ ! ?ð¢ ! @AÃ ! BC™ !

./ E^@†0}þ‡ÞˆH7‰9Š‹TJ:Œ• ! . ! 2! 5/03! /843!

3/@GHE9•ŽTJWX•Ž•ºu•‘f’ ! . ! 2! 3/85! ./106!

5/E†Š‹“”{JNºu•– ! . ! 2! 3/57! ./114!

6/ETJ0—˜™9Š‹š›Nœ› ! . ! 2! 3/44! ./.36 !

2/E†•ž:;dŸ  ! . ! 2! 3/2.! ./140!

0/E^~qHv¡HJa^ýhî¢£¤ 5 ¥¦ÉÊ ! . ! 2! 3/15! /867!

4/Ei†Š‹T§:¨ ! . ! 2! 3/12! /813!

7/E•Ž!R©ªN«¬F®Z¯FbcE0Yf ! . ! 2! 3/3.! ./..8 !

8/E•Ž°±f¢'•bcN²0h³ ! . ! 2! 3/60!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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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 !

（三）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之變數中共有MG個題項，如表QUQ所示。受訪者在衡量心理健康的

MG個題項中，平均數介於 F5GX到 Q5MF之間，由高至低順位的前三項分別是題項

J「我覺得「現在還能活著」是很好的事（平均數 Q5MF；標準差 G5VJX）」、題

項 X「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感到快樂（平均數 Y5VN；標準差 G5VJF）」與題項 Y

「我大部份時間精神都很好（平均數 Y5XS；標準差 G5VXG）」，可見受訪者對於

自身生活充滿樂觀且愉悅的情緒。!

平均數得分較低之三項由低至高的順位，分別是題項 N「我覺得現在活得很

沒有價值（平均數 F5GX；標準差M5GYY）」、題項F「我時常覺得生活很空虛（平

均數 F5FV；標準差 G5SVX）」與題項 MG「我常常因為沒有人能幫自己而感到無助

（平均數 F5YY；標準差 M5MGJ）」，較低的三項平均值皆低於 Y，代表受訪者對於

自我價值持較肯定的態度。!

.1/E•ŽJf¢'•ýmK´µ¨f) ! . ! 2! 3/63! ./..6 !

À¨ ! ?ì¢ ! ?ð¢ ! @AÃ ! BC™ !

./ E®®¢‰7¶f)à!·¸0Z ! . ! 2! 3/26! ./140!

3/EG†Š‹Yf7¹º ! . ! 2! 3/37! /874!

5/Eð˜ÂG»•¼½7¾ ! . ! 2! 5/48! /741!

6/E¿ÀÁ^Âˆ•ÅÃ:¿ÀÄ4 ! . ! 2! 3/48! ./107!

2/EŠ‹ÅQ^Æ_fÇÈh7¾0Z ! . ! 2! 6/.3! /724!

0/EŠ‹Q^f‹7É!¡¢ ! . ! 2! 3/14! ./155!

4/Eð˜Â0G»½ºuÊ\ ! . ! 2! 5/70! /723!

7/EG†Š‹•f7ËÌ ! . ! 2! 5/22! /835!

8/E†9ÍÎÏ9!:¾0Z¹PY^»+TÊ ! . ! 2! 3/2.!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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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敘述性統計#心理健康分析表!

!!!z{%&=y'(>< !

（四）靈性健康!

靈性健康之變數中共有 MG個題項，如表 QUJ所示。受訪者在衡量靈性健康

的 MG個題項中，平均數介於 Y5NV到 Q5FG之間，由高至低順位的前三項分別是

題項 N「我還能幫助別人，表示我還有價值（平均數 Q5FG；標準差 G5NVX）」、

題項 MG「我認為珍惜大自然，大自然就會疼惜我（平均數 Q5FG；標準差

G5XGM）」與題項 S「我們的心靈健康和大自然、天地都有關係（平均數 Q5MV；

標準差 G5NSM）」，顯示受訪者對於自身內心有正向且自我肯定的想法，並持有

順應天地的觀念。!

平均數得分較低之三項由低至高的順位，分別是題項 X「我可以超越面對

死亡的害怕及恐懼（平均數 Y5NV；標準差 G5VSG）」、題項 V「我的信仰R宗教讓

我更正向的面對人生，積極生活（平均數 Y5SJ；標準差 G5XSF）」與題項 Q「生

活中遇到困難，我可以樂觀、勇敢面對與接受（平均數 Q5GM；標準差 G5XJV）」，

表示受訪者對於生活中的難題能夠積極面對且勇於面對恐懼。!

.1/E††•ŽÉ!w_Ð»+•ºuý3 ! . ! 2! 3/55! ./1.2 !

À¨ ! ?ì¢ ! ?ð¢ ! @AÃ ! BC™ !

./ E9dUËwHÑÒÓËw0dU ! . ! 2! 6/18! /003!

3/wYŸŸÔÔHE_ÕuQ^HEŠ‹E:Ö× ! . ! 2! 6/12! /420!

5/E9\ØG]Yfîtu0ÙÚ•À ! . ! 2! 6/16! /450!

6/YfîtuvwHEVÉ\Ø3ÛÜG]+ÒÓ ! . ! 2! 6/1.! /427!

2/U¹:¾0GÝHE9dÞmß ! . ! 2! 6/16! /438!

0/EÆ_Ð3ËwH~àEÆ!¡¢ ! . ! 2! 6/31! /074!

4/EVÉáâG]ãä0ÍÎçåæ ! . ! 2! 5/07!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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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敘述性統計#靈性健康分析表!

!z{%&=y'(>< !

7/E0•ö ;õêgEçèé0G]wYH˜êYf ! . ! 2! 5/82! /483!

8/Eë0UVWXàð»ì3ú_½!de ! . ! 2! 6/.7! /08.!

. 1/EíŽîïð»ìHð»ìð9ñïE ! . ! 2! 6/3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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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滿意!

生活滿意之變數中共有 MQ個題項，如表 QUN所示。受訪者在衡量生活滿意

的 MQ個題項中，平均數介於 F5GY到 Y5SQ之間，由高至低順位的前三項分別是

題項 M「我覺得我的生活狀態很好（平均數 Y5SQ；標準差 G5XJS）」、題項 F

「我對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滿意（平均數 Y5SF；標準差 G5VGM）」與題項 MM

「我會因為別人稱 讚我所做的事情而感到高興（平均數 Y5VF；標準差

G5XNS）」，表示受訪者對於自身生活狀態感到滿意，也能被稱讚感到高興。!

!平均數得分較低之三項由低至高的順位，分別是題項 X「我常常覺得自己

現在是一無是處（平均數 F5GY；標準差 G5SFG）」、題項 N「對於生活中的事情，

我常感到不開心（平均數 F5YN；標準差 G5VSM）」與題項 S「我和別人的關係疏

遠，讓我感到孤寂（平均數 F5YX；標準差 G5SVF）」，較低的三項平均值皆低於

Y，顯示反映受訪者對於生活中不開心、感到孤寂及自我否定的想法，負向陳述

及所得結果低，故為正向。!

表 &#!( 敘述性統計#心理健康分析表!

z{%&=y'(>< !

À¨ ! ?ì¢ ! ?ð¢ ! @AÃ ! BC™ !

./ EŠ‹E0YfÐÑ7¾ ! . ! 2! 5/86! /428!

3/E]»+/ò0Yfºugh ! . ! 2! 5/83! /71.!

5/ó”EVÉôf"õHE:dö§ÙÚZ¹ ! . ! 2! 3/42! ./16. !

6/E9•ŽËw0÷ø•ùR· ! . ! 2! 5/.5! /83.!

2/ð¶Ã¹6¶HE0YfÒú<dÐÑ ! . ! 2! 5/24! /77.!

0/]]Yfî0Z¹HE†ºuùûU ! . ! 2! 3/50! /78.!

4/E††Š‹»+Q^h"ýhü ! . ! 2! 3/15! /831!

7/E³ý¤7¶Éþ0f)àÿ¾ ! . ! 2! 3/27! ./107!

8/EàËw0de!"HgEºu#$ ! . ! 2! 3/54! /873!

.1/EŠ‹»+d%0Z¹&VÉUdZ' ! . ! 2! 5/20! /72.!

../ E9•ŽËw()E*%0Z¹•ºuR· ! . ! 2! 5/73! /408!

.3/ /òŽ+HEÒi‹uEíŽYfî?ao0
Z[ !

. ! 2! 5/0.! /74.!

.5/E††ºuU¹,Ê ! . ! 2! 5/48! /714!

.6/EŠ‹ð˜Âw0Q6Å»+¾ ! . ! 2! 3/7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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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針對本研究之三項變數：社會支持、身心靈健康與生活滿意，進行因

素分析與信度分析。先進行三項變數之因素分析，採用因素分析中之主成分分析

法進行因素萃取，保留特徵值大於 M之因素，接著透過最大變異數轉軸旋轉法進

行因素轉軸，保留因素負荷量大於!G5X!並採絕對值後差額大於!G5Y!之題項。!在完成

因素分析後，重新命名保!後的題項，再 將這些重新命名的題項作進一步作信度

分析，本研究採用標準化! W1,47*3#h%! ! 值大於 G5X與分項對總項相關係數大於 G5J

的標準，來進行信度驗證。詳細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結果整理如下，"參照

表!QUX!、表!QUV及表!QUS所示。!

一、社會支持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將社會支持分為四個衡量構面，共計 MN個題項，透過因素分析萃取

出三個因素，保留 MY個題項，刪去 Y個題項。重新命名 Y個因素分別為「關心陪

伴」」（題項! MM至 MN）、「健康訊息」（題項 M至 Q）及「價值肯定」（題項 N

至 V），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XN5NYNg。!

在信度驗證方面，「關心陪伴」」、「健康訊息」及「價值肯定」這三個

構面的標準化W1,47*3#h%!! 值分別為 G5SYS、G5SMV與 G5VQS，因為都大於 G5X，故

MQ個題項全部保留；而且分項對總項相關係數介於 G5NYV到 G5VJQ之間，顯示

題項間是具有高度之一致性。以上分析統計結果彙總於表 QU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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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社會支持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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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靈健康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身心靈健康分為三個衡量構面，共計 YG個題項，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 Q

個因素，保留 MY個題項，刪去 MX個題項。重新命名 Q個因素分別為生理健康部

分：「生理壓力」（題項!N至 V）；心理健康部分：「否定自我」（題項 MF、MN、

MS）及「精神充足」（題項MY、MX、MV）；靈性健康部分：（題項M、Y、Q、J），

累積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XX5JNXg、NV5MSFg、NN5GSGg。!

在信度驗證方面，「生理壓力」」、「否定自我」、「精神充足」及「樂觀

生活」這四個構面的標準化W1,47*3#h%!e值分別為G5VJJ、G5VYQ、G5XVG與G5VFX，

因為都大於 G5X，故 MY個題項全部保留；而且分項對總項相關係數介於 G5NGF到

G5VGG之間，顯示題項間是具有高度之一致性。以上分析統計結果彙總於表 QU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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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身心靈健康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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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滿意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生活滿意分為三個衡量構面，共計 MQ個題項，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 F個因

素，保留 V個題項，刪去 N個題項。重新命名 F個因素分別為「理想生活」（題項!

F、J、MG、MF、MY）及「#$生活」（題項 X至 S），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NJ5FMSg。!

在信度驗證方面，「理想生活」及「#$生活」 這二個構面的標準化

W1,47*3#h%! e值分別為 G5VQX與 G5XNN，因為都大於 G5X，故 V個題項全部保留；

而且分項對總項相關係數介於G5JXQ到G5XFX之間，顯示題項間是具有高度之一

致性。以上分析統計結果彙總於表 QUS。!

表 &#!- 社會支持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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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來檢定研究架構中三項變數衡量構面間之

相關性，相關係數範圍介於UM到 M之間，係數值若是正數代表正相關，係數值若

為負數則代表負相關，係數之絕對值愈接近 M表示變數之相關程度愈高。皮爾森

積差相關分析之結果如表 QUMG所示，茲將統計分析結果敘述如下：!

社會支持構面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三個因素，分別為「關心陪伴」、「健

康訊息」、「價值肯定」；其中「關心陪伴」這一項與「精神充足」、「樂觀

生活」、「理想生活」等三項呈現顯著正相關，與「生理壓力」、「否定自

我」、「#$生活 」等三項呈現顯著負相關；「健康訊息」因素與「精神充

足」、「樂觀生活」、「理想生活」等三項呈現顯著正相關；「價值肯定」此

項與「精神充足」、「樂觀生活」、「理想生活」等三項呈現顯著正相關，與

「生理壓力」、「否定自我」、「#$生活 」等三項呈現顯著負相關。!

身心靈健康構面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四個因素，分別為「生理壓力」、

「否定自我」、「精神充足」、「樂觀生活」；其中「生理壓力」、「否定

自我」這二項皆與「#$生活 」呈現顯著正相關，與「關心陪伴」、「價值

肯定」、「理想生活」等三項呈現顯著負相關；「精神充足」、「樂觀生活」

這二項皆與「社會支持」構面及「理想生活」呈現顯著正相關，與「#$生

活」呈現顯著負相關。!

生活滿意構面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二個因素，分別為「理想生活」、「#

$生活」； 其中「理想生活」這一項與「社會支持」構面、「精神充足」、

「樂觀生活」等呈現顯著正相關，與「生理壓力」、「否定自我」等二項呈現

顯著負相關；「#$生活」與 「生理壓力」、「否定自我」等呈現顯著正相

關，與「關心陪伴」、「價值肯定」、「精神充足」、「樂觀生活」等四項呈

現顯著負相關。!

從表 QUMG中觀察到社會支持構面中的「健康訊息」，與「#$生活」、

「生理壓力」、「否定自我」等因素的相關性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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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表!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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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採用多元迴歸分析法，透過建立迴歸模型，以分析社會支持、身

心靈健康與生活滿意此三個變數間之關聯性與互動關係，分析歸納如下：!

一、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理想生活之影響!

依據表QUMM以「社會支持」構面重新命名之三個衡量因素為自變數，「生活

滿意U理想生活」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U

理想生活」具有統計上顯著之正向影響效果。統計資料顯示顯著性檢定為! \ !值!

YY5YXVX（/ !值為!G），達到統計上顯著之正向影響；同時，解釋能力分別為 G5FGY，

TU: 值為 M5VMM，表示資料間無自我相關問題；i?\ 值小於!MG，表示變數間無共

線性問題。由此可見，「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U理想生活」是具有統計上之

顯著影響效果。!

表 &#!"" 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理想生活之迴歸分析表!

! ! 8§¨=Yfgh ,<dYf !

! »§¨ ! β! +¢ !

89:; !

dUpƒ ! /504BBB! 7/153!

WX¸W ! /.15BB! 3/30.!

¡¢5D ! /325BBB! 2/236!

±>9 C @l D1/315!!!!!!!!ED55/547B!!!FG¢ D./7.. !
!

:= B~à ) ; 1/.< BB~à ) ; 1/12< BBB~à ) ; 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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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生活 之影響!

依據表QUMF以「社會支持」構面重新命名之三個衡量因素為自變數，「生活

滿意U#$生活 」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社會支持U關心陪伴」、

「社會支持U價值肯定」對「生活滿意U#$生活 」具有統計上顯著之負向影響效

果，而「社會支持U健康訊息」對「生活滿意U#$生活 」無影響效果。統計資料

顯示顯著性檢定為!\ !值!MY5SJY（/ !值為!G），達到統計上顯著之負向影響；同時，

解釋能力分別為 G5GSY，TU: 值為 M5XSY，表示資料間無自我相關問題；i?\ 值小

於!MG，表示變數間無共線性問題。由此可見，「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U#$

生活」部分因素在統計上有顯著之負向影響效果。!

表 &#!"$ 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生活之迴歸分析表 !

! »§¨ !
8§¨=Yfgh ,#$ Yf !

β! +¢ !

89:; !

dUpƒ ! ,/.56BBB! ,3/422!

WX¸W ! /12.! ./158!

¡¢5D ! ,/37.BBB! ,2/40.!

±>9 C @l D1/185!!!!!!!ED.5/825B!!!FG ¢ D./485!
!

:= B~à ) ; 1/.< BB~à ) ; 1/12< BBB~à ) ; 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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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之影響!

基於研究分析上之考量，在調解R干擾效果之應證過程中，我們將社會支持

及生活滿意各自彙整為一個變數。!

依據表 QUMY以「社會支持 [EE 」、「生理健康」、「社會支持 [EEj 生理

健康」為自變數，「生活滿意」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生理健康」

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具有統計上顯著之正向影響效果，統計資料顯示顯著

性檢定為!\! 值!FG5XNQ（/!值為!G），達到統計上顯著之正向影響；同時，解釋能

力分別為G5MYJ，TU: 值為M5VVY，表示資料間無自我相關問題；i?\ 值小於!MG，

表示變數間無共線性問題。由此可見，「社會支持 [EE 」與「生理健康」對「生

活滿意」是具有統計上正向及顯著之影響效果外，而且「社會支持 [EE 」B「生

理健康」的變數有顯著影響，代表「生理健康」扮演著干擾的效果，G5GSY代表

顯著，換言之生理越健康，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效果越強越顯著。!

表 &#!"%生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之調節.干擾效果之迴歸分析表!

! »§¨ !
8§¨=Yfgh ,#$ Yf !

β! +¢ !

89:; !

89:; HII ! 1/326BBB! 6/7.8!

Y<WX ! 1/541BBB! 4/.83!

89:; HIIB Y<WX ! 1/185B! !!./766!

±>9 C @l D1/.52!!!ED31/406B!!!FG¢ D./775!

!

:= B~à ) ; 1/.< BB~à ) ; 1/12< BBB~à ) ; 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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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之影響!

基於研究分析上之考量，在調解R干擾效果之應證過程中，我們將社會

支持及生活滿意各自彙整為一個變數。!

依據表 QUMQ以「社會支持 [EE 」、「心理健康 [EE 」、「社會支持

[EEj 心理健康」為自變數，「生活滿意」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

示「社會支持 [EE 」、「心理健康 [EE 」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具有

統計上顯著之正向影響效果，而「社會支持 [EEj 心理健康」對「生活滿意」

無影響效果。統計資料顯示顯著性檢定為!\! 值!FM5FNN（/!值為!G），達到統

計上顯著之正向影響；同時，解釋能力分別為 G5MYV，TU: 值為 M5VNG，表

示資料間無自我相關問題；i?\ 值小於!MG，表示變數間無共線性問題。由

表中可見，「社會支持HII 」與「心理健康」對「生活滿意」都有正向的直

接影響，然而「社會支持 [EE 」j「心理健康」調解變項只有正向，但卻無

顯著之影響效果，所以「心理健康」並沒有辦法強化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之

影響；雖然「心理健康」沒有干擾因果關係，但是對生活滿意卻有正向影

響。!

!!

表 &#!"&心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之調節.干擾效果之迴歸分析表!

! »§¨ !
8§¨=Yfgh ,#$ Yf !

β! +¢ !

89:; !

89:; HII ! 1/..8 BB! 3/657!

U<WX ! 1/538BBB! 0/716!

89:; HIIB U<WX ! 1/148! ./238!

±>9 C @l D1/.57!!!ED3./300B!!!FG ¢ D./701!

!

:= B~à ) ; 1/.< BB~à ) ; 1/12< BBB~à )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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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靈性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之影響!

基於研究分析上之考量，在調解R干擾效果之應證過程中，我們將社會

支持及生活滿意各自彙整為一個變數。!

依據表 QUMQ以「社會支持 [EE 」、「靈性健康」、「社會支持 [EEj

靈性健康」為自變數，「生活滿意」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

「社會支持 [EE 」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具有統計上顯著之正向影響

效果，而「靈性健康」、「社會支持 [EEj 靈性健康」對「生活滿意」無影

響效果。統計資料顯示顯著性檢定為!\!值!Y5MYS（/!值為!G5GFJ），不具統計

上顯著之正向影響；同時，解釋能力分別為 G5GMX，TU: 值為 M5XSS，表示

資料間無自我相關問題；i?\ 值小於!MG，表示變數間無共線性問題。由此

可見，「社會支持 HII 」對「生活滿意」具有統計上顯著之效果，「靈性

健康」與「社會支持 HII 」交%項效果並沒有對生活滿意有顯著影響，顯

示靈性健康不扮演干擾的效果。!

表 &#!"' 靈性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之調節.干擾效果之迴歸分析表!

! »§¨ !
8§¨=Yfgh ,#$ Yf !

β! +¢ !

89:; !

89:; HII ! 1/.53BB! 3/146!

VZWX ! 1/161! 1/066!

89:; HIIB VZWX ! 1/163!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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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FGkl !

本研究希望探討社會支持與身心靈健康對於生活滿意之影響，本節依據統

計分析之結果，針對本研究各項假設進行逐項驗證與說明，並將驗證結果彙整

於表!QUMN。!

一、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之影響!

本研究首先探討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之影響。在經過統計分析研究驗證後，

依據表 QUMM所示，D 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U理想生活之影響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效

果，且具有正向影響，是故「DMUM：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U理想生活具有正向之

影響。」研究假設驗證結果為完全成立。!

依據表 QUMF所示，D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U#$生活 之影響達到統計上之顯

著效果部分成立，是故「DMUF：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U#$生活 具有正向之影

響。」研究假設驗證結果為部分成立。!

本研究之結論符合邱文彬（FGGM）的研究，不論壓力事件是否存在，社會

支持都會對個人身心健康產生正面的促進效果。王光&（ FGMN）提到高齡者得到

親友的社會支持，會影響到服務品質滿意度的高低，社會支持則來自於與眾親友

間的社會網絡關係。!

二、生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之影響!

本研究其次探討生理健康對生活滿意之影響。在經過統計分析研究驗證後，

依據表 QUMY所示，生理健康對生活滿意之影響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效果，且具有

正相關，並具有強化效果，是故「DFUM：生理健康對生活滿意具有正向之影

響。」研究假設驗證結果為成立。 !

本研究之結論呼應了 "*I>*1k$!O9!E*+!Z9!E--!=9!C-$)*//*4!=!（!FGMN）高齡者

的疾病預防與健康促進，可由良好的慢性病'制、定期接受(症與疾病)檢、*

+注,與良好的生活習慣維持等四個重點來著手進行，其目標在於維持身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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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自主的獨立。張司聿（FGGJ）認為高齡者在老年階段受到生理、心理或社

會改變等多重因素影響，而加速個體退化。!

三、心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之影響!

本研究後續探討心理健康對生活滿意之影響。在經過統計分析研究驗證後，

依據表 QUMQ所示，心理健康對生活滿意之影響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效果，且具有

正向影響，但「社會支持 [EEj 心理健康」對「生活滿意」無影響效果。是故

「DFUF：心理健康對生活滿意具有正向之影響。」研究假設驗證結果為不成

立。 !

本研究之結論也符合¤ 姚卿騰（FGMJ）所陳述：高齡者能夠擁有正向的特

質、經驗與支持，是高齡者心理健康促進的關鍵要素；因此，在與高齡者互動

時，應盡力維持其獨立性與'制感，鼓勵活力與創造力的展現、加強與社會網絡

的連結等能力。!

雖然心理健康對生活滿意之影響有顯著效果，「社會支持 [EEj 心理健康」

對「生活滿意」無影響效果，因此「理健康對生活滿意具有正向之影響」研究

假設驗證結果不成立。!

!四、靈性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之影響!

!!!!本研究最後探討靈性健康對生活滿意之影響。在經過統計分析研究驗證後，

依據表 QUMJ所示，靈性健康對生活滿意之影響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效果，因此不

具有正向影響，是故「DFUY：靈性健康對生活滿意具有正向之影響。」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為不成立。!

曾慧玲（FGFG）提過社會支持、靈性健康是改善生活滿意度相關的重要因

素。在高齡者擁有社會關係與社會支持，對老人的身、心、靈的提升有所幫助，

也會提高老人的生活滿意度。此研究靈性健康對生活滿意具有正向之影響的研究

假設驗證結果為不成立，目前社會支持與靈性健康對於高齡者的支持尚未顯著。!

!!!!!!!!

研究者以表 QUMN!將研究假設驗證結果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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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DM! 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有正向之影響 部分成立 

DMUM! 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理想生活有正向之影響 完全成立 

DMUF! 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生活 有負向之影響 部分成立 

DF! 身心靈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有干擾效果 部分成立 

DFUM! 生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有正向之影響 成立 

DFUF! 心理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有正向之影響 不成立 

DFUY! 靈性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有正向之影響 不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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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高齡者個人層次之社會支持與身心靈健康對生活

滿意度之影響，經過相關假設之建-、資料蒐集與分析 及研究發現彙整。!

!

!"# !!!!!!$%m5 !

一、社會支持與高齡者生活滿意度之關係! !

經由本研究實證結果分析，驗證了高齡者社會支持對生活滿意度有正向之

影響之假設為成立。可能原因說明如下：!

（一）受訪者對於「關心陪伴」這一項能力愈高，愈能體現「理想生活」的狀態，

換言之，生活需求多數被照護到，對於生活越感覺理想與滿意。相反，受

訪者對於「關心陪伴」這一項能力愈低，「#$生活」的狀態愈高，因此，

當生活中較缺乏關心與陪伴，將導致與他人關係疏遠，進而產生#$心態。 !

本研究之結論亦呼應了吳友欽和李嵩義（FGMF）所述：高齡者可以透過社

會支持的助益，來滿足生活需求且增進心理福祉。W*/0*4（MSXQ）也認為社會支

持調整個體適應環境的能力，有助於面對挑戰及壓力。林蓉儀（FGGX）更提到人

際關係或社會結合等概念都顯示社會支持的重要性。!

社會支持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重要性不容.視，尤其 身處在現今的社會，

除了經濟低/及 生活環境、居家安全不夠周全外，加上公0立生活環境維護人員

之缺乏，社區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來確保居民可以安心生活。!

社會支持是關心陪伴者及被照顧者，這種支持直接及間接地為更一個照顧者

提供負擔的減輕。社會支持通常是指1求或給予的幫助，2可以以親情、友情、

從提供物質上的支持中體現出來。!

社會支持在關心陪伴上的價值是明顯的。首先，2可以減輕 高齡者的壓力和

帶來的安慰，有助於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其次，2有助於 高齡者重建信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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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他們重新參與社會活動。此外，社會支持的角色和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成員之間

的交流與互動，確保高齡者對社會的認同度和積極性。!總結來說，社會支持在關

心陪伴上具有重要的作用。2有助於減輕 高齡者的壓力，重建信心，促進交流，

確保高齡者得到適當的照顧，全方位帶來正向的影響。!

研究者持續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已有十年時間，深感社會支持的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是一個重要的社區資源中心，經由資訊諮詢、服務推3及福利分享等方

式來建立市民的信任和參與感，進而提高社區福利。除了提供居民即時及4 5的

服務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亦提供居民必要的資源，以改善他們的經濟和社會環

境，幫助社區開展多項福利計劃，並滿足各種不同層面的需求，包括住6、社會

及健康照顧等方面。!

此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在為有特7需求 或無法獨立生活之居民所提供的照

顧工作也是十分重要，包括有居民的教育計劃、就業機會、延緩失能失智業務、

參與社區活動和建立社區意識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

了為8困及特7需求的居民提供了必要的資源外，亦強化了社區居民與政府和

aPH 的關係，促進9經現實和社會正義的實現。總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外部

社會支持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也加強個人經濟能力和促進社會正義得以實

現。!

（二）受訪者對於「健康訊息」這一項，資訊量愈高，愈能提升接近「理想生活」

的狀態，也可解釋為生活中相關健康促進的資訊越豐富，對於生活的品質

越有益。相反，受訪者對於「健康訊息」這一項認知愈低，「#$生活」

的狀態愈高，因此，當生活中較少獲得健康促進的資訊，亦將會構成生活

品質與情緒的低落。!

本研究之結論與劉熒潔、劉嘉珮與王筠雅（FGMY）在社會支持的研究中發

現訊息性的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有顯著正向影響之報告:合 。邱懿瑩（FGFG）在

訊息支持中給予高齡學習者課程或健康消息來源時，發現會增進高齡學習者更有

意願積極參與學習活動。姚卿騰（FGMJ）也建議與高齡者互動時，應盡力維持其

獨立性，加強與社會網絡的連結等能力，將負面影響調整為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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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高齡者學習課程或健康訊息來源可為高齡者帶來許多學習成果。

首先，這類學習課程或訊息來源可以增進高齡者的知識;平 ，提升其思考技能，

同時刺激對各個層面的好<心， 逐漸累積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次，這種學習課程

或訊息來源亦可增3 高齡者的視=與 智力，幫助他們>入新的技能和技術，以便

在未來面對新事物時能有更好的反應能力。此外，高齡者在學習課程或訊息來源

時，亦會引領高齡者更加了解世界觀與變?，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更 具有自制能

力和信心，重新@A新的社交技能， 進而擁有更多的機會和空間來改善身心健康

狀況。最後，這種學習課程或訊息來源亦可幫助高齡者情緒管理，促進心理穩定，

有益大B 運作及預防失智症的產生。因此，積極參與高齡者學習課程或健康訊息

來源，對他們的身心靈健康確有幫助。!

研究者也認為，社會支持包括家庭關係、結交朋友、社區參與以及專業服務，

能極大化的幫助高齡者在處理健康以及其他重要問題時取得成功。一般而言，一

個安全、具有同理心、支持以及鼓勵的社會環境，對人類健康訊息的獲得，有著

重要的影響力。!!

高齡者學習課程或健康訊息來源會為高齡者增加許多學習價值。首先，這種

學習課程或訊息來源可以提升高齡者的知識，從而提高他們的思考技能，從各個

角度累積知識，研究每個問題的答C。其次，這種學習課程或訊息來源可以提升

高齡者的智力，幫助他們>入新的技能和技術，以便在未來對新情況有更好的反

應能力。此外，高齡者學習課程或訊息來源會引領高齡者了解現代世界的變?，

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更有制!能力和自信心，@A新的社交技能，從而擁有更多機

會和空間改善身心健康狀況。最後，這種學習課程或訊息來源也有助於高齡者管

理他們的情緒，以促進自然而健康的心理穩定，建立健康的大B，預防B退化症

的出現。因此，積極參加高齡者學習課程或健康訊息來源，確實會增進他們的身

心靈健康學習價值。!

（三）受訪者對於「分享價值」這一項能力愈高，愈能達到「理想生活」的狀態；

換言之，生活中能與他人分享想法並獲得肯定，對於自己就越認同，生活

上也越容易達到理想滿意之情況。反之，受訪者對於「分享價值」這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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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愈低，「#$生活」的狀態愈高，因此，當生活中無法與他人分享想

法，對於自我的價值性會被D減，進而產生自己一無是處的想法，間接影

響生活的滿意度。!

本研究之結論也符合李怡娟（MSSS）所提到的，社會支持是一種主觀感受。

陳E燕（ MSSS）則認為在社會支持透過人際關係交流下，則會對自己行為價值觀

產生肯定與認同。!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支持對於生活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因此社會支持

程度高，生活滿意度也高，在此情形下，建議政府機關及相關機構應多規劃高齡

者學習課程活動，增加高齡者參與社會活動之機會，並鼓勵其人際關係之互動。!

研究者也認為，社會支持是維護和發展人類社會的重要因子之一，對於高齡

者而言亦為促進健康和福祉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社會支持是要通過社會交流落實

的，因此人際關係之交流乃是強化高齡者對自己行為價值觀的肯定與認同的關鍵

所在。!

社會交流可以幫助高齡者主動維護與其他人之間的F,聯繫，以及發展個人

行為價值觀。人際交往也有助於高齡者情緒之穩定，兼具提升其自我認同感及對

自身角色的認知。同時，新朋友的互動關係也有助於激發高齡者的興G，使其更

活躍的參與社會互動。!

參與社會活動或H術體驗也有助於高齡者獲得價值觀的肯定與認同。這些活

動可以提供高齡者一個相互分享經驗的機會，易使其與同I凝聚 共同的信仰和價

值觀。此外，運用H術來表達情緒的技巧 亦能增強社會支持對於高齡者的影響力。

通過學習過程的交流，達到有效的連接，高齡者甚至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肯定與

認同。!

總之，社會支持分享正向價值觀有助於發展積極的態度和行為，並能有效地

改善個人發展情況，促進公民J任，改善社會文化環境，並增強社會積極性。2

有助於提升個人價值觀，發展和保持個人良好社會關係，並加強對自己和對他人

的信念。因此，社會支持確實是有助於人們共享正面價值觀的一種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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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靈健康對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之關係!

經由本研究實證結果分析，驗證了高齡者身心靈健康對生活滿意度有正向

之影響之假設為部分成立。此結果其可能原因說明如下：!

（一）受訪者對於「精神充足」、「樂觀生活」這二項能力愈高，代表「社會支

持」的力量也愈高，並強化了「理想生活」的狀態，也可解釋為生活中社

會支持的條件越多元，對於生活的精神與情緒方面越有正向幫助，更容易

滿足其對生活的理想性。反之，受訪者對於「精神充足」、「樂觀生活」

這二項能力愈低，「#$生活」的狀態 則愈高，因此，當生活中的社會支

持力量較缺乏時，易造成對於生活中精神與情緒方面產生負向思考，進而

與他人的關係疏遠。!

（二）受訪者對於這二項能力愈高，代表「社會支持」的力量也愈低，「#$生

活」的情況也就愈高，也代表著生活中關心、陪伴與分享想法的機會減少，

生活的品質感受相對越低落。反之，受訪者對於「生理壓力」、「否定自

我」這二項能力愈低，「理想生活」的狀態愈高；因此，當生活中能夠融

合社會支持的關心陪伴，降低心裡壓力及提升自我價值，將會使生活品質

及快樂的K圍 大L提高。 !

（三）「健康訊息」這一項社會支持能力，對於「#$生活」、 「生理壓力」、

「否定自我」等三項卻不具影響效果；發現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有關

健康促進的多元管道、臺灣醫療的進步以及長照服務的品質提升，使高齡

者易獲取其所需要的健康訊息，進而使身體與心理之疾病能獲得有效且及

時的處理與治療，而使得高齡者在生活照護上較無後顧之憂，所以其間關

係不具影響效果。!

經由本研究實證結果分析，高齡者靈性健康對生活滿意度不扮演干擾效果，

沒有顯著的相關，此結果其可能原因說明如下：!

從人本心理學家MNO的需求理論中，我們瞭解他的金字P需求理論從最Q

層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嚴需求」一直到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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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需求」，研究者發現高齡者對於生活滿意的呈現也跟需求理論有相關；

對高齡者而言，能夠滿足生理健康的需求後，才能提升安全及社交的需求，如果

最基本的需求無法滿足，更R論後面的尊嚴需求和自我實驗需求，而尊嚴需求和

自我實驗需求正是心靈健康的基礎，所以在此次的靈性健康對於生活滿意度不扮

演干擾效果，有可能因為對高齡者而言，在身心靈健康的三個層面來說，生理健

康和心理健康的需求大於靈性健康。 

!

三、心靈健康對社會支持其生活滿意度的運用與價值!

雖然本研究在對於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靈性分析結果並不顯著。

但目前的社會環境及個人層面而言，心靈健康有越來越受重視的趨勢，故而研究

者S 將心靈健康對於社會支持及生活滿意度的相關資訊，分述如下_!!

（一）心靈環保： 

對於高齡者而言，生活富足是保障自我發展的先決條件，只有生活富足才能

生活得更有尊嚴，所以生活滿意度其實是人類對於美好生活的一種T往 。因此，

研究者在法鼓山文理學院就U研究所時，曾修U了有關「心靈環保」方面的相關

議題，而「心靈環保」是一種心理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內V，有時候內心的思想會

由自身的行為呈現，這是一種信仰及生命的F注 。每個人都是這個大環境裡的一

份子，自我的身心靈健康，就能為社會付出更多心力，也能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

所以如果高齡者心理健康，內心的觀念正確，就會對自我價值更加肯定，心靈得

到了滿足，相對的對自我的生活滿意度度也會提升，因此心靈環保在高齡者的靈

性健康也有著重要的一環。心靈環保是法鼓山宗聖嚴法師所提倡的心靈層面的重

要理論，這個理論指出，心靈健康的人可以保持健康的心態，以因應生活的不同

環境及複雜性。為此，把心靈環保之應用在個人可以適應外在世界的不斷變化外，

S保持心態的穩定及集中精力、 正確的認知及創新的思維。也就是說，具有心靈

環保能力的人能夠自我調節適應，不受外來環境的影響，並主動改變心態來應付

新環境；擁有心靈環保能力的人對於外在的生活環境有額外的保護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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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們還能夠更有效地處理壓力及痛W，這些技巧對於高齡者的健康生活非

常重要。  

（二）心靈資本： 

心靈資本是XY Z [\ （T*4*#!^,#*1）及]恩 Z M^爾  （?*4!C*1%#*00）在

心靈資本學一書中提出的一個重要理論，其中，心理資本的觀念指出，生活環境

會影響人類的情感，思維和衝動，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和信念，在心靈健康的角度

來看，這些資本是我們品德、動機和行為上的價值觀，一個心理資本的模型強調

了多種因素（如社會情感力量、適應力、道德力量和心靈資源）的重要性，這些

因素有助於幫助個人及組織、企業如何面對各種環境而產生適當的反應、達到預

期的狀態。擁有心靈資本豐富的高齡者，可以應用及正確面對社會壓力、情緒'

制及與自身經歷產生正向的能量。 

（三）心靈健康： 

擁有心靈健康的人擁有很強的自V能力，可以_速反思與重新檢視自己的生

活，以獲得正能量，並進一步改善生活環境。總之，心靈健康對於社會及高齡者

而言都具有不可.視的價值。社會上的人們應該建立和諧共處的心態，這樣就能

推動正面的心理動力，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及穩定。`一方面，個人也應加強對

於心態的管理，穩且保持正面的情緒，定期重新認識自己，並有效改善生活環境，

同時擁有心靈環保及心靈資本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適應外來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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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樣地區之限制!

K一L地區限制：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與紙本問卷同步進行，網路問卷採樣連

結a及全國 ，紙本問卷發放地點則僅限基隆市地區，網路採樣與紙本採樣

數比約為 F5N：M。因此研究結果可能適用於全國高齡者的現況代表。!

!K二L研究方法：本研究以發放網路問卷為主，輔以紙本問卷做為研究資料的

取得，雖然方便又快速，但對於有特7狀況的高齡者需求無法深入瞭解 ，

如果能配合社區個C訪談作為輔助，對於高齡者實際的身心靈狀況，相信

能取得更進一步的資料。本次收回樣本有效問卷達到 YVF份，不過因資源

所限，樣本bc範圍以住於 北部地區較多，中部或d部民眾較少； 若能

取得足夠資源，於中d部地區 能a大收集問卷數量，地區代表性提高 了，

可再提升本研究結果之精確度。!!

二、研究變項!

本研究以身心靈健康等變項做為高齡者社會支持對於生活滿意之影響因素。

然而真正影響高齡者生活滿意的原因多樣，如何建立可持續性的社會支持系統，

例如提供高齡者健身課程、健康飲食諮詢、社區活動或社會服務組織等，以進

一步改善高齡者的身心靈健康條件，乃為當務之急。!並加強高齡者與家庭成員

及他人之間的互動性，強化其對社會網絡的感知，改善高齡人士的活動社區參

與度；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自主學習、家庭支持、學習意願等變項，進一步深

究高齡者對於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三、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社會支持對高齡者身心靈健康與生活滿意度調查的資料蒐集及執

行研究過程中，提出以下建議：!!!!!

（一）本研究以量化分析為主，在問卷採樣過程中，受試對象有可能因為不識

字或陪同記錄問卷的表達與想法的差異，可能影響問卷填答之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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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產生問卷結果的e差。 為fg此情況發生， 建議未h研究者可以 藉

題項的多元設計（包括適合聽障與視障等高齡者）來做更近一步的問卷

採樣，以較人性化的題型來求得更精確i觀 的採樣。!

（二）利用高齡者參加多元社會互動等活動場所及深入探訪高齡者聚會之場

所，3泛j集樣本之採樣數 （%*+/0-%），可V去k時k力地網路 聯絡及

l家l戶收集樣本，以增加樣本數，有利提升研究採樣之 精確度。!

（三）在問卷設計與問卷發放採樣時，可將樣本分為實驗組和'制組 ，實驗組

接受社會支持介入，'制 組則不接受社會支持的介入，由結果來加以比

較兩組的身心靈健康狀況和生活滿意度之間的差異，以使研究的量化分

析能互為驗證，期能使研究結果更趨於完整與準確。!

（四）強化!「心靈健康」對生活滿意度的研究，從精神健康的角度而言，一個

主要的特徵就是多面性的想法。這種多面性的想法是根據一個人的情

感、思維、社交與情緒機能，以及處理情境、做決定和表達自己的能力

這四個方面統稱為心理能力而達成。心靈健康的促進和支持可以從多個

層面協助高齡者，提高心靈健康和強化社會資本來改善社會環境、健康

和福利，促進有形的和無形的富裕。!

總結以上，!社會支持對心靈健康的作用是極其重要的，可以防治高齡者失

憶、焦慮和憂鬱。生活滿意度也與心靈健康相關，特別是心理功能和社會功能

參與、情感和情緒調試的反應程度和正向面向。社會支持可促進心靈健康和生

活滿意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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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社會支持與身心靈健康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正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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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長½及好朋友¾好：   

   首先感謝¾願意撥¿填寫本問卷，本問卷主要是在了解¾對於社會支持與身心
靈健康對生活的滿意度調查，本問卷採不記名作答，且¾所填的資料僅供學術研

究，絕對不會外流，"¾放心作答，希望藉由¾的意見，可以更瞭解¾的想法 ，

再次感謝¾的協助與支持。   

敬À   

健康順心！！  

法鼓文理學院環境與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研究所 

指導教Á   楊坤修 {士  

研 究 生  Â圓明  敬上 

2Ã23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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