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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社會發展至今，隨著醫療環境的進步，人類的壽命也隨之延長。世界

衛生組織（WHO）將年滿 65歲的長者定義為「老年人」，當老年人口占總人

口比例 7%，即定義為「高齡化社會」；超過 14%則定義為「高齡社會」，根

據內政部所公布的數據，臺灣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在 2018

年 三月底已達到 14.05%，成為名符其實的高齡化社會，並持續往超高齡

化社會邁進，因此如何打造一個讓所有民眾都能感受到自在自適的高齡友

善城市，已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在持續增進友

善服務的同時，更進一步思考如何結合文化與陶藝，使高齡者能夠透過文

化的學習體驗及手做的成就感，肯定自我價值，增進社會參與，提升身心

幸福感。 

 

  陶博館運用本身豐沛的陶藝特色與資源，透過樂齡活動的推廣，引發

高齡族群對於陶藝的興趣，透過適合一般大眾的陶藝及手作課程，搭配豐

富的出遊活動，讓樂齡長者樂於結伴出遊，參與博物館與社區活動，打造

樂活高齡友善城市。陶博館樂齡活動自 103年開辦至今，已舉行超過 130

場活動，106年以一日遊形式辦理 18場活動，吸引超過 500人參加；107

年改以館內課程的形式辦理 14場，共 204人參加，本文擬透過 106及 107

年樂齡活動參與人數與性別的分析，了解樂齡民眾的組成及對於活動的喜

好，做為未來規劃相關活動的參考依據。 

 

  

樂齡民眾參與地中海飲食體驗課程 自癒力講師帶樂齡民眾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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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民眾進行茶席體驗課程 泥染老師指導樂齡民眾製作泥染作品 

貳、 歷年參與者性別分析 

  陶博館自 103年起舉辦週二樂齡活動，至 107年共辦理 130場，總計

有 2401人參加，其中女性參與者 1837人，男性參與者 564人，如圖 1圓

餅圖所示，各佔總人數的 76.5%及 23.5%，顯示女性參與者人數較多，約為

男性參與者的 3倍，以分年比例來看，103年至 105年男性參與者及女性

參與者比例約為 1:3，自 106年起男女參與者則變的較懸殊，106年約為

1:4，107則為 1:5，顯現女性在樂齡活動參與中遠比男性活躍許多，為了

解樂齡男性參與比例逐年下滑之情形，本文將針對 106年及 107年樂齡民

眾參與情形進行進一步性別分析。 

 
圖 1：103-107年樂齡活動參與者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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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3-107年樂齡活動參與人數統計 

參、 106年參與者性別分析 

  陶博館 106年度樂齡活動延續以往一日遊的活動形式，上午於館內參

加導覽及陶藝課程，下午則搭乘遊覽車至館外景點或觀光工廠參觀，全年

度總參與人數為 528人，其中女性參與者 427人，男性參與者 101人，如

圖 3圓餅圖所示，分別占總人數的 81%及 19%，從統計圖表中可以看出以泡

湯為主題的「春臨砌陶泡湯趣」活動有較高比例男性參與，推測男性對於

戶外觀光類型活動較為熱衷，女性對動手做行程如「砌陶樂活醃梅趣」、

「砌陶懷舊藍染趣」，及參觀觀光工廠如「砌陶手作點心趣」、「砌陶純釀嚐

食趣」參與比例較高，推測女性對於各種可以親手製作小物並帶回家的活

動較有興趣。 

 
圖 3：106年度樂齡活動參與者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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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6年度樂齡活動各場次性別比例 

 

肆、 107年參與者性別分析 

  陶博館 107年度樂齡活動轉型為館內導覽及手作課程的模式，總參與

人數為 204人，較往年總參與人數低，推測原因為活動型態轉變，降低對

想參加戶外活動者的誘因，也因為課程人數限制，每場次以 20人為限，影

響活動總人數。其中女性參與者 172人，男性參與者 32人，如圖 5圓餅圖

所示，分別占總人數的 84%及 16%，為歷年活動參與者中男女性別最懸殊的

一次。另從圖 6中可以看出體驗類型的茶道、醃梅、咖啡等飲食課程有較

多男性參與，純手作類型如泥染、香氛、植栽彩繪等課程則較受女性青

睞，未來規劃活動如欲吸引男性參與者可朝飲食體驗等方面考慮。手作類

型課程則可以女性需求作為出發點，吸引民眾踴躍參與。 

 
圖 5：107年度樂齡活動參與者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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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7年度樂齡活動各場次性別比例 

伍、 結論 

  綜合前述統計及分析，透過了解 103年度至 107年度陶博館樂齡活動

的性別組成，可以明顯發現在參與人數逐年下降的狀況下，女性參與活動

的比例逐漸增加，從 106及 107年度參與者的性別分析比較中，可推測

107年度採取館內課程的形式，降低較喜愛戶外活動的男性參與者意願，

女性參與者人數雖受到課程活動變動的影響，但參與比例仍高，從 107年

度民眾填寫的回饋意見中，可以看出參與民眾多為女性常客且多和家人朋

友一起參加活動。顯示樂齡族群中，女性對於公眾活動的關注及參與高於

男性，也更願意和同齡的朋友結伴出遊。在活動中可以觀察到有趣的情形

是，女性樂齡民眾會藉由參與陶博館樂齡活動辦理同學聚會，顯現女性在

家庭內外的團體凝聚力強，男性參與者則多與親屬一同參加。未來在設計

活動及宣傳也可朝向鼓勵女性邀請伴侶一起參加的角度切入。 

 

  近年政府致力於性別主流化的相關研究及發展，極力促進性別平等、

消除歧視與偏見。陶博館在 107年的活動設計中，也加入健康飲食與人際

關係促進等課程，並藉此推廣性別平等觀念，有助於促進改善性別刻板印

象，將性平觀念深入一般家庭之中。此外本年度邀請的手作課程講師中，

男性講師與女性講師的比例為 3:5，在傳統上認為較具陰柔氣質的香氛療

癒課程中，男性講師的授課也有不錯的迴響，顯現多元平等的社會氛圍

下，兩性皆能從事自己喜歡且擅長的工作，不會被性別刻板印象束縛。 

 

  然而，近年的樂齡活動參與人數無論男女皆是逐漸下滑之情況，經過

簡單的問卷調查後，可以發現因為高齡化問題漸被重視，公部門及民間樂

齡活動選擇逐漸多元，博物館並非唯一場域，因此如何將固有樂齡活動轉

型，結合博物館特色開發具有創意並符合民眾需求的活動與課程，是本館

目前需進一步思考的方向。 

 

  

樂齡民眾帶孫子參加醃梅趣體驗 樂齡夫妻檔一同參與好咖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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