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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從㆟性尊嚴談建構高齡者的老年生活
施振典／稻江科技暨管理㈻院老㆟福祉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張茂源／雲林縣埤腳國小校長

㆒、前言

美國人權教育學者Reardon（1996）認
為，人權既是學術研究的和教育內容的主

題，也是政治辯論和社會行動的焦點，因此

它是由各種價值所決定，這些價值是人類倫

理規準的全方位整合體系，也是促使良善社

會形成的各種具有關聯性的規範概念，它們

是以「人性尊嚴與完整性」為主要核心，再

加上「經濟平等」、「機會平等」、「民主

參與」、「人格自由」等社會價值所構成。國

內學者湯梅英（1999）認為人權教育的核心
思想，就是不斷探索尊重人類尊嚴和人性價

值的行為法則。而蔡榮貴等（2005）也在一
項教育部委託的研究計畫總結報告中表示，

其研究初步探析人權概念與價值時，發現人

權核心概念與價值之理論與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正義（justice）、平等（equality）
有密切的關係。洪如玉（2006〉亦指出人權
的核心價值主要包含三個核心概念，即：人

性尊嚴（human dignity）、自由（freedom∕
liberty）、平等（equality）。顯見的，人權
教育的核心概念包含頗多，但是探討的學者

皆離不開「人性尊嚴」這一部分。

根據聯合國發佈的全球人口高齡化研究

報告指出，世界人口老化正以令人驚訝的速

度進行。當前全球人口年齡超過六十歲的比

率達百分之十，半個世紀後，全球六十歲以

上人口將增加三倍，達十億九千六百萬，佔全

球人口的五分之一（陳清美，2003）。台灣社
會目前老化指數（46.41%）雖尚無法與日本、
瑞典、挪威國等的老化指數（120%-130%）

相比，但是台灣社會老化的速度卻是全世界

最快速的國家之一，預計2051年老人人口數
將高達總人口數的36.98 %比例（陳韋庭，
2008）。

台灣高齡人口快速增加，其對整個社會

各層面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諸如：醫療保

健支出成為經濟的沉重負擔、老人福利也將

成為重要的社會政策，面對此一現象，台灣

社會是否已經做好準備？值此社會發展趨勢

下，如何提出對策因應，影響著高齡者個人

及家庭的生涯規劃與生活型態的調適與改

變。準此，本文試著從人性尊嚴角度探討如

何建構高齡者的老年生活，以保障老人權

益，進而增進老人福利。

㆓、㆟性尊嚴的意涵

「尊嚴」二字並無明確定義，羅馬人

認為，尊嚴乃是個人在公眾中之聲譽，係個

人為社會作出貢獻所獲得。康德（Immanuel 
K a n t）則認為，所謂尊嚴是人能自治（
autonomy）之結果，人若在作為一個人基本
上應自治的範圍內，仍受他治或他律，即無

尊嚴可言。而人性尊嚴即是人的尊嚴或個人

尊嚴，主要在強調個人之獨立性，以及個人

間之差異性，但也不因而否定「多數人的尊

嚴」，或其他「動物類」尊嚴之存在（李震

山，2000）。《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揭
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與權利上一律

平等。」第二十二條：「每個人，有權享受

他的個人尊嚴和人格的自由…。」可見人性

尊嚴是人權或人權教育最根本的概念，人性

尊嚴無法獲得，或者人性尊嚴受到侵犯，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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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根本是奢談。

Donnelly（1989）認為「人性尊嚴」的
概念涉及到一套特殊價值的表達，它表達了

對人類「道德本性」的了解、對人類價值的

認知，以及對成員與社會之間的社會性、政

治性的適當關係的安排。李茂生（1992）指
出人性尊嚴的三要素是：「身體生命的完

整」、「像人一樣的生存可能性」與「自我

決定的能力與機會」。而馮朝霖（2002）認
為，人性尊嚴的價值感簡單的意思就是：生而

為人的自在與喜悅！陳清秀（1997）曾表
示：「在個人生活領域中，人性尊嚴是個人

『生存形相之核心部分』，屬於維繫個人生

命及自由發展人格不可或缺之權利」。不管

是持哪種人性尊嚴定義的學者，他們於探討

人權或研究人權教育中，都把人性尊嚴列為

第一優先討論的部分，原因是不管國內外的

法律，也都把人性尊嚴列入明文中保護，如德

國憲法第一條第一項就規定：「人性尊嚴不

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種尊嚴為國家所有機

關之義務。」我國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七二

號解釋文指出：「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

安全，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

理念。」

根據上述的討論可知，人性尊嚴是每一

個人都是自主、自決的獨立個體，都是具體

存在並且具有意義的生命。每個人都有權利

為自己維護自己的尊嚴；每一個人在社會

中，均有其一定的社會價值，每個人都有權

主張自己應受到充分的尊重。因此，國家不

能為了成就特定人的目的，而將任何人當成

達成目的的手段，人尤其不能被貶抑為單純

僅受國家行為支配的個體，而在根本上損及

其作為一個人的主體性，包括了他的自主、

自決及自治的權利。

㆔、建構尊嚴的高齡者老年生

活之可行途徑

（一）不同世代間的合齡課程設計，滿足高

齡者求知成長的需求

今日的高齡者由於對飲食、營養的重

視，健康普遍良好。除此之外，在理財觀念

逐漸盛行之際，高齡者享有優渥的退休金，

生活與經濟獲有保障。加上在全球複雜化、

競爭化、科技化的變遷環境中，高齡者對學

習具有高度的興趣與需求；多數的研究中亦

發現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有助於高齡者身

心健康、提高生活滿意度、重新確認個體的

生命意義與價值（陳清美，2003）。為滿足
高齡者求知成長的需求，利用老人文康中心

或其他合適場所設立長青學苑，提供高齡者

再充實、再教育機會；藉由不同世代之間的

多元性合齡課程設計，擴大其生活層面、淡

化高齡者對老化的擔憂，在與年輕人彼此互

動下，不僅能滿足高齡者求知成長的需求，

更能相互了解、更為和諧，促進不同世代之

間的融合。

（二）充實高齡者精神生活、提倡正當休閒

聯誼

高齡化社會的對策包括相當多的層面，

但是教育顯然居於相當關鍵的地位。面對高

齡化社會的快速來臨，唯有透過教育提供高

齡者1.再就業或轉業的知能；2.養生、保
健、休閒、娛樂等的知能；3.有關生命意義
的問題。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於高齡者精神

生活之充實，宜著重益智性、教育性、欣賞

性、運動性，並兼顧動靜態性質的活動，透

過不定期舉辦敬老園遊會、長青運動會、槌

球比賽、老人歌唱比賽等正當休閒聯誼的提

倡，充實高齡者精神生活，增進高齡者生活

適應及生命之豐富性。

（三）落實機構養護責任

依據學者的推估，我國目前至少有五萬

名高齡者需要長期照顧，另有許多高齡者因

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喪失，以致無法獨力生

活。雖然絕大多數高齡者希望與自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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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包括子女及配偶），但是，仍有部份

高齡者必須依賴老人福利機構的照顧。因

此，如何增進機構福利服務功能，提昇專業

品質，保障高齡者安全，讓民眾安心將自己

的長輩送到機構養護、託顧，使受照顧的長

者受到有尊嚴的對待等，都是重要課題（內

政部，2007）。各級政府除了應加強致力於
高齡者教育活動的提供外，一方面透過獎

勵、補助措施，積極鼓勵民間組織及宗教團

體加入機構安養服務，提升機構服務品質，

另一方面更應組成專案小組，對於未立案之

老人福利機構予以處罰、輔導其辦理立案登

記，保障高齡者就養權益。

（四）整合社區內的人力、物力、財力，提

供高品質的社區照顧

所謂「社區照顧」是指針對社區中不同

對象的不同需求提供各項福利服務，使其能

在所熟悉的環境中就近取得資源獲得協助以

滿足其需求。使老人能在熟悉的社區中得到

安養照顧，也能補強居家安養提供的不足，

尤其對獨居老人或因行動不便而其子女都在

就業無法提供家庭照顧之老人，更有其需要

及迫切性。藉由社區人力、物力、財力等資

源的整合，協助高齡者日常生活自我照顧、

回想訓練、感覺刺激活動，並引用懷舊團體

讓長輩在過程中獲得成就與滿足，進而去幫

助週遭的人，彼此分享陪伴、甚至提升成為

志工，使高齡者都能過著有尊嚴的生活（陳

韋庭，2008）。
（五）鼓勵高齡者社會參與

研究顯示，對生活充滿動機、且態度積

極的高齡者，對自己生活的滿意度也相對的

較為提昇（王志元，2003）。所以，鼓勵高
齡者參與宗教、籌組長青志願服務隊，或具

有繼續就業或再轉業的新知能，以其知識及

經驗再度貢獻社會，並充實生活內涵，添增

社會溫馨，達到人力的再利用。更可以讓他

們找到生活的重心及自信心，回顧人生、重

新審視自己存在的價值，使高齡者過得愉

快、健康、享有愉悅的高齡期生涯。

（六）規畫、建立有尊嚴的醫療照護

由於人口結構高齡化、平均壽命延長、

疾病型態轉型、失能者人數大幅增加，而照

顧需求亦相對增高。同時，在社經環境變遷

下，家庭結構核心化、婦女就業人口增加、

家庭所能負擔的照顧功能日漸式微，加上現

行的長期照護體系又未臻完善，不足以因應

日益增加的照護需求。唯今之計，1.行政部
門應整合現行各項方案，規劃長期照護制度；

2.加強急性醫療與長期照護之銜接機制，強
化照顧管理與服務輸送體系；3.加強社區意
識與長期照護知能，發展多元化照護服務資

源；4.有效運用國內照顧服務人力，適度調
整外傭及看護工之引進；5.結合民間力量鼓
勵小規模事業團體以勞動合作社形式參與居

家服務經營，滿足民眾日益增加的照顧需求；

建立有尊嚴的醫療照護（劉玉蘭，2004）。
（七）建置符合高齡者生活習慣的日常生活

環境

如何真正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的理想，是當今高齡化社會不可

忽視的課題。讓高齡者能夠有品質的獨立生

活，是讓年輕人無後顧之憂地在生活中衝

刺、降低社會醫療成本支出的不二法門（王

志元，2003）。透過使用簡單、易懂、符合
高齡者個人生活習慣、生活環境以及角色的

幫助，如環境改造、輔具使用，居家生活環

境使用色差大、不反光材質的傢俱，充足的

照明、整齊固定的動線規劃；除此之外，浴

室地板、浴缸內可以加裝防滑設施，以減少

因視力退化造成的不便、跌倒的發生，建置

符合高齡者生活習慣的日常生活環境，提昇

高齡者的生活品質，讓高齡者重新找到自己

生活的價值及目標與對生命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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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結語

在個人生活領域中，人性尊嚴是個人生

存形象之核心部分，屬於維繫個人生命及自

由發展人格不可或缺之權利。換言之，人性

尊嚴就是尊重人性，把人當人來看，它也是

一個文明社會最低的要求。尤其在高齡人口

急遽增加之時，老人福利服務益顯其迫切性

與重要性，特別是老人福利機構如何轉型經

營及管理，強化機構功能，落實社區照顧服

務之提供，促進社區民眾的認識了解，進而

參與支持推廣老人福利服務。是以政府更應

不斷因應需求拓展服務項目，以全方位、人

性化的需求導向，藉由不同世代間的合齡課

程設計，滿足高齡者求知成長的需求；充實

高齡者精神生活、提倡正當休閒聯誼；落實

機構養護責任；整合社區內的人力、物力、

財力，提供高品質的社區照顧；鼓勵高齡者

社會參與；規劃、建立有尊嚴的醫療照護；

建置符合高齡者生活習慣的日常生活環境；

提供適切的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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