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仕仲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任副教務長

林喬茵　國立臺灣大學智活中心智齡聯盟研究助理

第七章

智齡科技跨領域設計人才培育

邁向臺灣超高齡社會的未來，我們期待迎向的是能讓長者健康、快樂

地老化的Aging2.0社會。關心高齡者的生活與照顧，不只是醫療、照護專

業領域的責任，各行各業的專業都能夠有所貢獻。我們需要培養跨領域人

才，廣納各領域的專業智慧，透過共同合作、共同創造，以創新的方法，

將高齡的挑戰轉化為幸福的商機。因此，智齡聯盟發展出兩種跨領域教學

方法「T型人才工作坊」及「智齡設計」，透過累計超過4,700人次的跨領

域教學，讓學生從校園就開始學習如何透過跨領域合作，整合不同背景的

專業，接軌產業的實務經驗，合作提出以人為本的產品或服務創新方案。

我們期盼深耕跨領域人才培育，更廣泛推廣跨領域工作坊以及扎實培養跨

領域團隊領導能力，帶動高等教育的創新與轉型，實現Aging2.0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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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新猷 智慧科技於高齡者照護之前瞻發展與應用

壹、高齡時代下的人才需求

社會高齡化跟年輕人息息相關

還記得幾年前，社會高度討論的臺灣人口老化警訊，沒想到一轉眼，

我們馬上就要跨過高齡社會的門檻，往超高齡社會邁進。屆時社會的壯年

人口，也就是現在的年輕學生成家立業之後的時代，年輕人撫養年長者的

狀態將與每個人切身相關。面對未來的超高齡社會，我們該用什麼方法因

應，才能讓長者健康、快樂地老化？我們的人才培育，該怎麼調整轉型，

才能減輕年輕人扶養長者的負擔？才能開創未來社會新的契機？

從人口結構來看，臺灣在2015~2025年因高齡人口增加，將增加67％

照護的需求；2015年臺灣65歲以上的老人已占總人口12%，每6.1個青壯

年人扶養1名老人。2025年，臺灣老人人口將占總人口20%，每3.3個青壯

年人要扶養一名老人。高齡化不是長者該關心的，也不是中年該關心的，

最需要關心高齡議題，且預備好自己的能力，是年輕人。他們必須攜手合

作發揮智慧，面對高齡社會帶來的各種改變。

缺照護人手的狀況，只會更險峻

從照護人力來看，未來的臺灣，除了面臨在地青壯年人口撫養壓力增

加，另一個隱憂是外籍照護人力的流失。根據行政院2015年的數據，臺灣

機構及家庭的外籍照護人力超過20萬人（行政院，2015），主要來自印

尼、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未來這些國家也將面臨自己國內的高齡

趨勢，來臺人數若減少，將使得臺灣的青壯年人口的負擔更大。

面對高齡化社會的現實，人手不足的問題，我們能怎麼辦？也許能有

幾種解決方式：第一，增加本國照護人員，但是年輕族群越來越少，怎麼

增加？第二，增加外國照護人力，但現況是東南亞各國也在高齡化，也需

要照護人力，還有多少人力能來臺灣？第三，更多的照護服務，但隨著勞

工權益的提升，更長的工時或更重的照護負擔，不合趨勢。如果前幾條路

都窒礙難行，我們能選擇的只有第四種方式「減少被照護的需求」，讓長

者活得更健康、更自主！

不只醫療照護，各行各業都必須有貢獻

面對未來的超高齡社會，我們必須認知，要能減少高齡者被照護的需

求，需要整個社會的轉型與支持，不只是醫療、照護專業領域的責任，各

行各業的專業都應該有所貢獻。尤其是高等教育要培養的未來人才，我們

必須讓學生知道，無論學生在大學的專業主科是什麼，無論學生未來從事

的是醫、理、工、農、文、法、商、藝術、設計或任何職業，每一項專業

都能參與，各種領域都能夠合作，共同打造更友善長者的生活環境。

改變觀念，從Aging1.0提升到Aging2.0

我們應培養學生了解、正視高齡化的事實，但不需要悲觀或緊張，看

待高齡趨勢的態度，不是危機，而可能是新的機會。我們對於高齡化社會

的理解，應該從Aging1.0提升到Aging2.0的觀念。年輕人要想的不是「多

了一群需要照護的老人」，而是回到以人為本的關懷，努力建立一個能夠

同時支持幼年、成年、老年的全齡友善環境，並用更好的科技，細心的設

計，減少對照護者的依賴。

老化不是挑戰，老化是新的機會；老化不只是健康的照護，更包括健

康、福祉和生活風格；設計的對象不只是長者，而是考量所有人的通用設

計；解決方案不只是任務導向，而是任務與商業導向併重；老化不是只能

在機構中，而需要因地制宜、在地老化；高齡議題也不只是政府主導或非

營利組織的責任，更要產業的投入，納入營利或非營利夥伴關係及創業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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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Aging2.0跨領域人才

現今高等教育的大學課程，大多著重在單一領域的訓練，培育分科

細膩的專業人才，學生從大一到大四，主要都是修習本科領域的專業，雖

然專業素養高，能夠勝任產業分工細膩、代工製程的專業工作。但是未來

世代勢必觸及複雜的高齡議題、創新轉型，以目前高等教育主流的教學方

式，雖有通識課程，但通常深度不足，也鮮少鼓勵學生多元發展，縱然有

少數跨領域專題課程，也尚未蔚為風潮，使得學生缺乏跨領域對話、交流

的機會與經驗，進入職場之後難以推展跨部門工作與團隊溝通。

為了迎向新的時代，我們應該培養「Aging2.0跨領域人才」。因應社

會的快速變遷及運用科技的日新月異，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人才的培育，尤

其是本國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及教學方法，讓學生從校園就開始學習如何

透過跨領域合作，整合不同背景的專業，接軌產業的實務經驗，合作提出

以人為本的產品或服務創新方案，才能真正提升長者及照護者的生活品質

與身心健康，將危機化為轉機，打造Aging2.0的未來。

貳、我們在高等教育的現場，做了什麼努力

成立智齡聯盟

2011年在臺灣大學，以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簡稱智活

中心）為核心，集結一群關心教育、社會、產業議題的夥伴，在教育部的

支持下成立了「智齡聯盟」。智齡聯盟是由教育部「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

培育計畫」補助的老人福祉整合創新跨校教學聯盟，至今已執行兩期計

畫，第一期計畫由臺大應力所劉佩玲特聘教授兼任智活中心主任擔任主持

人（2011~2014年）、臺大土木系康仕仲教授擔任第二期主持人（2015年

至今），已累積全臺15間大學院校及20間合作單位，並與許多關心高齡議

題的產官學研單位建立夥伴關係（劉佩玲、康仕仲，2017）。

智齡聯盟計畫期間，第一期（2011~2014年）總共補助開設71門特色

課程、31門工作坊，共發展出814套教材，學生總人數超過2,639人，參與

教授超過100位。第二期計畫至今（2015~2017年），我們則轉型做更深度

的跨領域人才培育，截至2017年，已累計6所大學、20位教授、8家合作廠

商、20位業師投入，參與學生超過2,113人，補助開設16門課程、23場工

作坊，並研發創新跨領域課程「智齡設計」，於聯盟學校連續開設進入第

三年。

研發跨領域T型人才教學模式

智齡聯盟的宗旨，就是希望能跳脫以往高等教育偏重單一專業領域訓

練的方式，開發出全新的教學模式，來培養學生「觀察體驗、反思回饋、

設計思考、應用科技、跨域合作」等五大核心能力，讓學生能從具備本科

專業的「I」型人才，進而張開合作的雙手，成為能發揮本科專業及跨域

合作能力，並且關心高齡議題的「T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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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七年來，智齡聯盟努力把理想化為實際行動，透過跨校、跨界網

絡，已在臺灣高等教育的框架下，發展出兩種類型的跨領域教學模式，包

括初階的「T型人才工作坊」以及進階的「智齡設計」跨領域課程。致力

打破傳統高等教育的框架，讓學生在大學階段的學習就有跨領域合作的經

驗與創新的精神，為未來各行各業的人才提早注入創新的能量，逐步實踐

為臺灣培養Aging2.0跨領域人才的目標。

跨領域教學成果與產業接軌

2010~2014年發展出的「T型人才工作坊」，是智齡聯盟踏上跨領域

教學的第一階段，三年半的時間開設了31場T型人才工作坊，共有超過

100位教師、1,200位學生，16所學校參與。T型人才工作坊的教學形式，

為期兩天，一學分，由雙教師教學，著重於讓學生「體驗」跨專業的設計

流程。T型人才工作坊採用設計思考與4D創新設計流程，以各領域的專業

素養為基礎，聚焦高齡化社會遇到的問題與需求，發展出許多創新的提

案。

2015~2019年，更進一步投入「智齡設計」課程，這是為期一學年的

跨領域專案設計課程，共為八學分，一次課程需要投入8~12位教授，著

重於讓學生更深度的實作設計思考及設計流程。課程以「產學共授」為理

念，強調「真實企業、真實場域、真實議題、真實解決方案」，長達一年

的課程，由跨領域學生組成專案團隊，針對合作企業提出的產業問題，為

未來社會提出創新產品或服務設計方案。

除此之外，智齡設計更重要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如何在一個跨

專業的團隊中工作」。課程至今已開設到第三屆，共有6所大學、8家廠商

參與，累計20位教師、超過160位學生、20位業師、25位助教參與，已培

養14組跨領域團隊完成14件創新設計作品，舉辦兩屆成果發表會，目前正

進入第三屆課程，將再培養5組跨領域團隊。我們期待，這些學生未來進

入社會之後，能帶來跨領域合作創新的能量，在各行各業為高齡社會問題

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同時連起大學與社會的最後一哩路，為產業帶來新

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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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初階跨領域人才培育-T型人才工作坊
「T型人才工作坊」是初階的跨領域人才培育方式，透過兩天的密集

工作坊，讓學生「體驗」設計思考的創新流程與跨領域合作，在跨領域雙

教師的帶領下，能與不同科系背景的同學以小組形式實作專案，有主題地

接觸高齡議題，體驗發展出創新提案或實作原型，在短時間內經歷創新的

思考模式，獲得跨領域合作的經驗，也能很快速的擴散高齡議題的實作教

學。

一、T型人才工作坊的課程設計及背景

T型人才工作坊是為期兩天的跨領域工作坊，最主要的特色是「雙教

師」、「多元生」。T型人才工作坊中安排雙教師跨領域教學，一位老師

負責引導「定義問題」，另一位老師談「解決方案」，學生為課程的主

角，來自不同領域，要在短時間針對一個不熟悉的問題，與來自多方的學

員一起合作，發展出一個創新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可以是一個新的軟

體、也可以是新的硬體，更可以是一套新的服務（智齡聯盟，2011）。

發展出T型人才工作坊的背景，在於現今大學教育強調專業教育，但

缺乏橫向連結，更缺乏跨領域創新與設計，不利於產業的創新。依據目前

社會與產業的需求，高等教育需要能培養兼具觀察體驗、設計思考、專業

素養等能力之跨領域創新人才。T型人才工作坊採用設計思考（圖1）與

4D創新設計流程，以各領域參與學員的專業素養為基礎、專案為導向的

跨領域工作坊實踐設計思考，聚焦高齡化社會遇到的問題與需求，發展出

創新的提案。

因此，T型人才工作坊的最大目的，是在提供體驗、訓練創新的思考

模式，帶領學生理解設計思考方法、實作設計思考步驟、增進跨領域合作

經驗，培養「定義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成為具有創新創業精神的跨

領域人才。

T型人才工作坊的特色，包括跨領域、雙教師，執行上採用雙週末辦

理，招生時對外公開，主要參與學員是大學校院學生，少數社會人士。學

員背景來自不同學校、系所，工作坊之中以跨域、異質編組，讓學生進行

專題製作，並提出實體成果。工作坊中，摒棄了老師在課堂上單向知識傳

授的模式，而是讓學生在實務問題中，由雙教師共同指導，與跨領域的同

學一起透過實作來學習。

二、T型人才工作坊的案例：「活絡腦力×銀髮科技」工作坊

以T型人才工作坊「活絡腦力╳銀髮科技」為例，2014年5月由臺大職

能治療系毛慧芬老師與臺大土木系康仕仲老師合作，在5月17日及5月24日

兩個週六辦理。工作坊的課程規劃如下頁表1。

「活絡腦力╳銀髮科技」工作坊之中，由毛慧芬擔任提出高齡問題的

角色、康仕仲擔任提供工程技術解決方案的角色，主題為「失智長輩的生

活照護需求」，學習的場域就在「一般公寓」裡，學員在臺灣典型的三房

兩廳、兩衛的空間中進行發想、設計，帶領學生發想「銀髮安全居家的智

慧科技裝置」的設計。

教學內容包括預先課程工作坊(preworkshop)及隔週六的正式工作坊。

預先課程由康仕仲提前教導學生操作電子積木。正式工作坊的第一天，由

EMPATHY 
同理 

DEFINE 
釐清 

IDEATE 
發想 

TEST 
驗證 

PROTOTYPE 
原型 

Learning about the 
audience for whom you 
are designing 

Redefining and focusing your 
question based on your insights 
from the empathy stage 

Brainstorming and 
coming up with 
creative solutions 

Building a representation 
of one or more of your 
ideas to show to others 

Returning to your original 
user group and testing your 
ideas/prototype for feedback 

圖 1. 設計思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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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慧芬帶領學生體驗老化、認識失智長者的特質，接著在雙教師的指導

下，讓學生團隊討論、設計發想，從動手做中設計思考、找尋解決方案，

並進行第一階段的原型(prototype)製作、展示提案。

工作坊的第二天，則是帶領學生實際進入傳統舊公寓、測試模型，因

應現況修正解決方案，並且透過情境模擬表現解決方案，也就是運用工作

坊所學的電子積木，呈現解決方案。工作坊的最後，則由講師及評審給予

回饋。此次評審老師包括，長庚工業設計系王明旭老師、國家地震中心張

慰慈研究員，以及輔大護理學系陳惠姿老師。

( 週五 ) Day 1  2014/05/17 ( 週六 ) Day 2   2014/05/24 ( 週六 )

預先課程

電子積木
實作範例

練習
(2hr)

張慰慈

09:00~ 引言

毛慧芬 09:00~ 設計發展 II
毛慧芬
康仕仲

09:30~
主題授課 I

家有失智長輩生活與
照顧需求面面觀 (I)

10:00~
環境分析

臺北 背包之家
康仕仲
王明旭

10:30~ 設計定案
毛慧芬
康仕仲

11:00~
家有失智長輩生活與
照顧需求面面觀 (II)

毛慧芬

12:00~ 午餐 12:00~ 午餐

13:00~
主題授課 II

電子積木模組練習
康仕仲 13:00~ 結案報告準備

毛慧芬
康仕仲
張慰慈
陳惠姿14:00~

17:00
設計發展 I
情境故事

毛慧芬
王明旭

15:30~
結案報告

成果展示及專家回饋

17:00 結語閉幕

表 1. T 型人才工作坊案例「活絡腦力 × 銀髮科技」課程規劃

三、「活絡腦力×銀髮科技」工作坊之學生作品

每一場T型人才工作坊都是一個專案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的課程。每場工作坊皆以真實世界的困境作為主題，且主題是開放性的，

學員可從中自行探索、觀察，提出他們看見的問題以及解法。在僅僅兩天

的時間裡，營造出緊湊的團體競賽氣氛，並將學生放進開放性環境、問題

和解法之中，讓學生親自走過一遍定義和解決問題過程。

「活絡腦力╳銀髮科技」工作坊的兩天課程是隔週上課，參與學員們

必須在七天之內，努力結合工作坊中老師所教的「失智症」高齡議題以及

「電子積木」的工程技術，發想出「銀髮安全居家的智慧科技裝置」，應

用在家庭的不同空間之中，以下舉例三組學生的提案構想：

玄關雙向聲控提醒—「歡迎回家，小心門檻」

學員們發現，臺灣的公寓大多使用玻璃門隔絕室內與陽台，但突起的

門檻會有絆倒長輩的危險；再者，失智症長輩出門時也常忘記鎖門，讓家

屬相當煩惱。因此針對「玄關、陽台、門口」提出「玄關雙向聲控提醒」

的設計，希望能解決失智長輩在居家環境中進出的問題。

學員利用電子積木設計出雙向的感測器，當有人從屋內穿越玻璃門，

進入玄關後，系統便會發聲「小心門檻，記得鎖門」；反之，當大門開

啟，有人從反方向進入屋內時，系統便會改口「歡迎回家，小心門檻」。

透過系統發聲，提醒長者小心不要絆倒，同時，也會寄出簡訊通知家屬，

以便掌握長者出門、回家的動向。 

物歸原位小幫手—電視遙控器跑去了哪裡？

「遙控器」是長輩在家中的客廳裡，經常找不到的用品，或遙控器

太多，經常搞混。學員發現這個需求，於是設計出「物歸原位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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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用電子積木，製作出專屬於電視遙控器的「王座」，當遙控器許久

未回到王座時，系統便會無限循環地發出「請放回電視遙控器」的語音

提醒；當電視遙控器被順利放回，系統便會說「您已經放回電視遙控器

囉」。如果不小心錯置冷氣遙控器，系統甚至會提醒「您放錯東西囉！請

放回電視遙控器」。這套辨識系統，就好比是特定物品的身份証，可以擴

及應用到各種日常用具，協助高齡者及其他家庭成員將物品物歸原位。

夜間廚房照明、關火警示器

學員們發現自己及家人都有個壞習慣，就是廚房明明有燈，卻總喜

歡在廚房摸黑找東西，尤其是家中長輩晚上口渴了，也會在廚房摸黑倒水

喝。學員也觀察到，長輩有時匆忙地走向客廳接電話，就忘記廚房還開著

大火，若與朋友聊太久，廚房會變得像火爐一樣滾燙，非常危險。

運用電子積木的感應功能，學員設計出「夜間廚房照明」以及設置

在廚房門口的「關火警示器」，前者會自動感應使用者的距離，然後從牆

壁發出亮光照亮水杯與水壺，待使用者離開廚房，光源才會漸次暗掉；後

者則是當使用者烹飪到一半，離開廚房時，會在廚房門口發出炫光與音樂

（例如「熱情的沙漠」等和「火」有關的歌曲），來傳達「關火」的警

訊。

四、「活絡腦力×銀髮科技」 工作坊之評審回饋

「活絡腦力╳銀髮科技」工作坊，聚焦在將智慧生活科技注入居家空

間危險的死角裡，來提升長者在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工作坊的學習場域就

在一般的公寓之中，但是學生的設計是否真的能符合實際的情境，就會透

由教師及評審提供指導。例如，針對「玄關雙向聲控提醒」，評審老師很

肯定感測器的設計，提到：

「進出雙向且有時間間隔及簡訊功能，都是很細緻的考量，尤其是

『歡迎回家，小心門檻』、『小心門檻，記得鎖門』這兩句系統發聲的文

字很窩心，有人性跟家的感覺！」

「物歸原位小幫手」和「夜間廚房照明跟關火警示器」這兩件作品，

評審老師則回饋：

「從生活經驗出發，想到『物歸原位』的點子非常棒，對全家都很實

用！提醒語『您已經放回電視遙控器囉』中的語助詞很軟性，對年長者來

說較沒有壓力，這點也考量得很周全。」

「『夜間廚房照明』跟『關火警示器』都是很貼心的設計，前者的光

是照在物品上，不會直接刺激使用者眼睛，光源並持續到使用者離開廚

房；後者的警示器則結合了聲、光兩種刺激，對高齡者而言是雙重的輔

助，很不錯。」

評審老師的回饋，除了肯定設計的優點，也會提醒學生沒注意到的細

節或是技術上的考量，針對不同作品，提供學生改善的建議：

「當長輩錯置遙控器時，系統說『您放錯東西囉！請放回電視遙控

器』這句話帶有負面訊息，會容易讓長輩產生『做錯事』的焦慮，所以比

較好的做法是使用正面字眼，改成『這是冷氣遙控器噢！我想要的是電視

遙控器！』一來，聽起來沒有壓力；二來，也可以增強長輩的認知能力…

另外，儘量把句子縮短，高齡者會比較容易抓到重點。例如，當電視遙控

器被順利放回時，系統可以簡單地說聲『謝謝！』不需冗長地回覆『您已

放回電視遙控囉』。」

T型人才工作坊十分強調真實場域訪查，修課學生必須透過觀察、體

驗，進而發展同理心，理解潛在需求，並找出真正問題。透過發表與評審

的時段，提供學生更貼近現場的回饋，能從不同領域的專家身上，學到不

同面向的設計考量，也透過專家的回饋，將設計作品與學習的場域、情境

更緊密的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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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絡腦力×銀髮科技」工作坊之學生心得

「活絡腦力╳銀髮科技」工作坊的參與學員來自不同學校、不同領

域，也包括大學生、研究生，透過工作坊，獲得與以往在學校學系不同的

經驗，從學生的回饋中，可以看出T型工作坊帶給學生多元面向的收穫。

銘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蔡同學參加過好幾次T型工作坊，對這次學習

很有感觸：

「這次的T型人才工作坊超好玩，對我而言，學習的門檻好像又更高

一點，因這次是關於智慧科技、雲端，這些運用對我們非本科系的學員來

說，是非常抽象的，不論是原件組合或編寫程式，都是全新的嘗試。每次

參加T型人才工作坊都有不一樣的體驗與收穫。我覺得這次能有一個很親

切、像家的空間，讓我們的想法在這裡測試、做調整，和以往憑空想像，

效果真的有差。」

本身就是高齡相關領域的鄧同學，來自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

對於如何從發想到實作出成品，印象最深：

「我印象最深刻、也最喜歡的就是把東西做出來。我們從怎樣寫程式

開始、第一次試著思考如何用程式表達，看著想法從程式變成能夠互動的

作品，相當有趣。而在一個『家』的環境當中，可以設計出更符合實際需

求的產品。因為一種產品總會有千百種情況，包括大小、位置、動線，都

需有完整的考量，透過這次經驗，我們也了解應該要怎麼調整或修改，是

蠻好的嘗試。」

資工背景的臺灣大學陳同學，本身就有寫程式的專業，對於跟高齡背

景的同學合作所產生的火花，體會到關心長者特質的重要性：

「身為程式人，本來對自己寫程式很有信心，但是遇到不了解的設

備，一開始有點受挫。而這次工作坊，發現產品設計並非只是要做出東

西，還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像是對失智長者使用的語言，應該要避免使用

負面話語，這些細節是我不曾思考過的。…我覺得未來工作坊除了裝置設

備的加強，也可以多招募資工背景的學員，再加上老人照護背景的夥伴，

相信會迸出更多的火花，相信可以產出更多優秀作品。」

「學員跨域編組」是T型人才工作坊的重要特色，學員必須迅速從互

不熟悉到認識彼此的專業、一起腦力激盪、共同動手完成作品。在與夥伴

合作過程中，學員也會體驗到，理解不同領域專業、跨領域溝通，以及設

計過程中實作與測試的重要性。

六、「活絡腦力×銀髮科技」工作坊之教師心得

T型人才工作坊的特殊之處，在於「雙教師」的協同教學模式，尤其

職能治療與土木工程已三度在T型人才工作坊中合作，每次都擦出不同的

火花。「活絡腦力╳銀髮科技」是康仕仲、毛慧芬第二次合作的工作坊，

這次實際進入公寓的場域，老師們對於跨領域教學的掌握更有經驗。

毛慧芬提到「活絡腦力╳銀髮科技」工作坊最大的亮點：

「在真實的環境、特定情境中運用科技滿足高齡者的需求，就是本次

工作坊最大的亮點。過去我們經常灌輸學員『為高齡者做點事情』的訊

息，然而，大部分的高齡者過得不是『個人生活』，而是『家庭生活』，

他們和另一半、兒女甚至是兒孫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相互影響彼此的作息

與生活習慣。因此，我認為這次工作坊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就是更全面地

觸及高齡者的生活，再從他們的生活中找尋待滿足的需求，而不單單著眼

於每一位高齡者生理、心理上的問題，學員在這種環境氛圍下的產出，也

更有『人的味道』。」

康仕仲也從教學的反應中，看到工作坊的課程設計對於學生學習的差

異，以及確立問題意識的重要性：

「過去工作坊的問題意識比較模糊，所以學員的發想成果比較漫無

邊際、天馬行空；這次工作坊為了替學員們爭取操作電子積木的時間，我

們直接設定四種高齡情境，讓他們迅速進入狀況，並在有限的主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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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子積木功能中，組合出最大可行性。我想，兩天工作坊時程真的很緊

湊，所以問題意識越真實越好，操作上越有針對性越好，在諸多限制的箝

制下，反而更能激發學員們無窮的創意，因為資源匱乏，創意就是僅剩的

唯一解，勢必會被發揮到極致！」

七、小結

從「活絡腦力╳銀髮科技」工作坊的案例中，可以看出T型人才工作

坊的「跨領域」、「雙教師」、「多元生」的特色，從教學的角度，並非

強調讓學生跨修兩門專業領域，而是學習如何以不同領域的思維模式觀

察、分析和解決問題。在大學各系所的知識領域中，有些適合「定義問

題」，有些適合「解決問題」。教師角色是幫助學生建立基本概念並引導

看問題的方向，整個學習歷程是由學員團隊合作，透過實際情境與動手操

作中獲得學習成果。

這種自主性高的學習過程，較容易啟發學員的興趣。讓學員透過高度

互動的學習歷程，在短時間的工作坊中，可更有感長者的需求，透過跟小

組同學的跨領域對話與交流，再結合自身專業和觀察，探索技術創新和服

務創新的可能性，並提出真實場域的高齡議題解決方案，同時也讓同學們

從跨領域合作的學習經驗中，感受到每種專業都能對高齡設計有所貢獻，

潛移默化把關心長者的觀念納入自己未來的專業應用中。

肆、進階跨領域人才培育—智齡設計

在歷經31場初階跨領域人才培育的T型人才工作坊之後，智齡聯盟從

2015年起，開啟「進階」跨領域課程「智齡設計」。有別於初階的T型人

才工作坊以短時間、快速的「體驗」跨領域溝通、製作原型為特色，適合

廣泛地擴散辦理；進階的智齡設計課程，則是強調「長期、深度」，真正

執行業界的實務議題專案，長達一學年的修課期間，學生必須經歷自行探

索議題，發現問題、定義問題、發展解法並實作產品原型，從中學習「如

何在一個跨專業的團隊中工作」，培養跨領域合作能力及創新創業的方法

與精神。

一、智齡設計的課程理念及背景

智齡設計為進階的跨領域人才培育課程，是為期一學年（兩學期）

跨領域設計實務課程，具有真實(real)、跨域(interdisciplinary)、共創(co-

creation)、設計(design thinking)、實作(prototyping)等特色。智齡設計課程

運用「產學共授」的教學模式，強調與真實企業或組織合作，由業界提出

真實現場的專案主題，讓學生組成跨領域團隊，在跨領域師資的指導之

下，實際進入場域，於真實世界模糊(ambiguity)的情境下，洞察專案主題

的使用者痛點、發展解決方案，課程最終提出具體可行的創新產品或服務

設計方案。

發展出智齡設計的背景，來自從多年的T型人才工作坊經驗中發現，

「跨領域合作能力」絕非短期的工作坊就能培養，除了領域之間的專業溝

通，更包含複雜的人際互動情境。學生在T型人才工作坊中，可以快速接

觸跨領域專業對話，體驗創新設計的流程與方法，但卻離「具體可行」有

非常大的差距。況且，人際溝通與衝突處理的能力，在兩天的工作坊之

中，有時只能無奈地在隱忍或逃避中被忽視。因此，若要真正具備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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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能力的創新人才，我們需要更深度的跨領域課程，也更需要團隊溝通

的教學。

二、智齡設計的課程規劃

智齡設計課程規劃如圖2

所示，為從9月開始到隔年的

6月的全學年課程，課程架構

參考史丹福大學ME310課程

(Stanford, 2015)，課程的主軸

包括「團隊凝聚、使用者調

查、概念原型發想、功能原型

製作、系統原型製作」的歷

程，同時搭配「專案實作」及

「跨域學習」兩個面向的教學

內容（智齡聯盟，2016）。

專案實作方面，教學過

程融入英國設計理事會2005

年提出的4D雙菱形 (double-

diamond)模型(Design Council, 

2018)，以4D模型的「發現

(Discover)、定義(Define)、開

發(Develop)、交付(Deliver)」

四階段緊扣學生團隊的專

案設計。跨域學習方面，則運用團隊發展歷程的五個階段「形成期

(Forming)、激盪期(Storming)、規範期(Norming)、執行期(Performing)、

中止期(Adjourning)」(Tuckman & Jensen, 1977)，安排團隊發展相關的教

圖 2. 智齡設計全學年課程規劃

學單元（康仕仲，2016）。

智齡設計的教學呼應「設計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Design Based 

Learning, DBL)，DBL是專案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的一種教學方

法，在這種教學模式中，學生在嘗試設計某樣產品時，會及時學習他們需

要學習的內容。Mehalik 和 Schunn (2006)指出DBL可讓學生解決現實生活

中的設計問題，同時反思學習過程中的問題。在一學年的學習過程中，學

生從設計專案的實作、跨領域的團隊學習，經歷每個階段的改變與成長，

從中培養Aging2.0跨領域人才所需的能力。

三、從團隊凝聚開始

智齡設計課程的學生專案團隊，都是由不同背景的學生所組成，而且

是形成團隊之後才會進入選擇專案的題目及合作廠商。因此初期的團隊形

成階段，需要透過精心規劃的教學單元，運用分組活動、迷你設計、工作

坊促進團隊凝聚，其中最重要的團隊凝聚活動，就是「Paperbike大挑戰」

工作坊，學生在此工作坊中，選擇組成團隊的成員，並且需要在兩天半內

完成一台paperbike紙戰車，期間會產生團隊互動、溝通、分工，學生從中

能體會團隊的不同角色，並且合作完成作品，最終成果是以競賽驗收，對

學生來說，是團隊第一個合作完成的作品，也是從中建立革命情感的重要

共同經驗。

除此之外，根據團隊發展的形成期、激盪期、規範期、執行期、中止

期，課程也會依據不同階段的團隊特性，安排相關的教學單元，包括「認

識自己」心理測驗、「認識衝突」學習面對團隊溝通的衝突情境及情緒狀

態、「團隊方法學」檢視團隊運作、溝通方式及時間管理等。同時搭配專

案進度的「指南車」、「不抖湯匙」、「軟體」設計挑戰等工作坊，從學

習機械構造、機電控制、APP軟體技術的實作技巧之中，增進學生合作完

成任務、累積溝通經驗，培養團隊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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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度的探索與實作

專案實作方面則透過4D流程，強化探索的深度，學生在發現、定

義、開發、交付的過程中，在使用者調查、概念原型發想、功能原型製

作、系統原型製作的歷程中，運用「設計思考」的流程方法，經歷4D流

程「探索問題」及「發展解法」的發散、收斂過程，進入實際場域深度理

解問題的本質、探索使用者的需求痛點，藉此發現創新的契機，經歷完整

的解決方案實作流程。

課程進度會經歷多次的原型實作(Prototyping)，從關鍵經驗原型／

關鍵功能原型(Crtical Experience Prototype/Crtical Fuction Prototype, CEP/

CFP)、使用者調查報告、黑馬設計(dark house design)、功能原型，到最

終的系統原型，在專案的實作過程，學生團隊會由教師團隊及合作廠商共

同指導，依據課程的階段提供回饋及建議，跨領域組成的教師團隊會從設

計、工程、醫學等專業給予指導，合作廠商則提供市場趨勢、產品策略等

實務回饋。課程最終，學生團隊必須完成產品或服務設計的成品，並且自

行策展完成公開發表。

五、「產學共授」模式的執行運作

智齡設計課程運用「產學共授」的合作模式，強調「真實企業、真實

場域、真實議題、真實解決方案」，長達一學年的期間，由跨領域學生團

隊針對企業提出的產業問題，為未來社會提出創新產品或服務設計方案。

課程執行方式是由智齡聯盟夥伴學校共同開課、招生，由合作廠商提出專

案題目、業師、場域及經費等資源。

課程從2015年開始，至今已開設到第三屆，共有6所大學、8家廠商參

與，累計20位教授、超過160位學生、20位業師、25位助教參與。參與的6

所學校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大同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世新大學、淡江大

學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團隊組成包括工程、醫學、設計等領域，

來自土木工程、資訊工程、電機工程、職能治療、高齡健康管理學、工業

設計、媒體設計、數位多媒體設計以及資訊管理等系所，學生來自教師團

隊任教的系所及心理、哲學、文學、管理等其他科系，開課以來已有20種

不同系所的學生修課。

合作廠商的角色為共同參與專案的夥伴，提出業界所期待解決的產業

主題，帶入實務經驗、知識、業師等資源。合作廠商會全程參與一學年的

課程，並依據課程階段安排業師，參與專案主題設定、團隊媒合、使用者

研究、原型開發測試及期中期末發表等教學，提供業界專業觀點的回饋及

指導。廠商數量從第一屆3家、第二屆4家到第三屆5家，累計8家廠商包

括奧圖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裕隆集團、雃博股份有限公司、知博有限公

司、全聯實業有限公司、新北仁康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國泰金控及偉嘉數

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的背景包括多元的產業、規模，從成立三年以內的新創公司，到

超過一甲子的國產品牌集團。由企業各自提出不同的主題，例如友善長者

的產品或服務、既有產品的優化或創新設計、未來市場的探索及方案開發

等。課程第一、二屆，共已培養14組跨領域團隊，完成14件創新設計作

品，舉辦兩屆成果發表會，目前正進入第三屆課程，將於2017年6月，再

培養5組團隊完成作品。

六、「智齡設計」課程之學生作品

智齡設計已開設至第三屆課程，皆由跨校、跨領域學生組成團隊，

執行廠商提出的專案主題，主題為開放性的建議方向，讓學生團隊從主題

出發，進入場域進行使用者研究，從探索發散問題、定義問題，並走完發

展、測試解決方案的流程，最終以公開展覽呈現作品。亦下舉例三組學生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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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Cart Easy

Cart Easy是智齡設計第一屆作品，合作廠商為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提出的專案主題為「友善高齡購物方案」。團隊參與成員包括臺大、

北醫、世新、大同、淡江大學的學生，背景包括心理、高齡健康管理、資

管、工業設計、電機等系所。學生為了探索長者於購物時的需求與痛點，

前往全聯福利中心、超市、傳統市場、老人活動中心等場域，觀察、訪談

長者的購物習慣。

經過長達一學期的問題探索及定義，學生團隊發現，「購物」是獨居

或兩老同居的高齡者，能夠獨立自主生活很重要的一環，但是長者卻因為

老化，在購物的搬運、取物時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因此，團隊成員決定從

一般家庭常用的「菜籃車」出發，提出創新的結構、收納設計。

設計過程中，學生團隊納入了長者、店員的訪談及建議，製作原型

請使用者測試，並且多次與全聯總部人員討論聽取回饋。最終提出「Cart 

Easy」的新型態購物車，包含了「分層」、「大輪」、「時尚去性別」、

「旋轉」、「折疊」等特色的設計，學生不僅完成產品設計圖（圖3），

easy shopping easy life

1.2015年，全臺已超過30萬獨居及兩老同居的高齡者，讓他們能夠維持獨立自主是很重要的，而外出購物即是
其中關鍵的一環。

2.根據2009國家調查，高齡者有九成表示外出採買上有程度不一上的困難。

 晚年生活中，年長者因為自然老化的緣故，在購物時經常會有搬運及取物的困難。Cart easy有旋轉的設計、分層的收

納規劃以及大車輪與時尚的外型，能夠減輕出門買東西對身體的負擔。使用Cart Easy，讓購物不再是件令人煩惱的事

情，而是輕鬆、自在且有趣的過程！

Background

Introduction

讓購物旅程，成為一趟輕鬆簡單且令人期待的過程！

圖 3. 智齡設計第一屆作品「Cart Easy」

更實作出購物車一比一實體原型，最特別之處是，購物車可透過旋轉功

能，調整「平躺」與「直立」兩種拖拉型態，宛如變形金剛的創意功能。

讓高齡者的購物旅程，成為簡單且令人期待的過程。

更難得的是，Cart Easy團隊在課程結束之後，作品構想獲得全聯總

部的欣賞，進入申請專利階段。此外，團隊部分同學更持續改版設計，

以Cart Easy II，參與2016史丹福銀髮設計競賽亞洲大賽，獲得優勝、人氣

獎、長者心動獎三項榮譽，獲得前往美國參與決賽的資格。

學生作品—Marble Player彈珠留聲機

智齡設計第一屆另一件作品「Marble Player彈珠留聲機」（圖4），

合作廠商為奧圖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廠商提出的專案主題為「親子互動

產品」。團隊參與成員包括北醫、臺大、大同的學生，系所背景包括高齡

健康管理、健康政策與管理、工業設計、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生命科學

圖 4. 智齡設計第一屆作品「Marble Player 彈珠留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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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團隊成員對於長者都有很深的關懷，特別關注長者與孫子之間的互

動，透過訪談長者、進入多個三代同堂的家庭進行觀察，提出結合「彈珠

台」與「留聲機」遊戲機。

Marble Player彈珠留聲機的設計發想，來自團隊希望能增進家庭中

60~75歲的長輩與4~6歲孫子間的互動，特別是較無法進入孩子天馬行空

世界的長輩。學生將長輩童年記憶中的打彈珠遊戲，結合青春時光難忘的

留聲機音樂結合，設計出一款以留聲機為造型、唱片為打彈珠平台的遊戲

機。透過祖孫一起打彈珠，能夠達到「創造力訓練」、「感知訓練」、

「增進代間互動」以及「聲音回憶」等特色。

學生團隊在設計過程中，經歷了非常辛苦的過程，像是團隊溝通、探

索問題、收斂問題、實作分工、產品的技術克服，甚至團隊成員的離開、

加入，但是依舊在課程最終完成了作品，並在成果發表會上，受到許多試

玩的祖孫喜愛。其中核心的大四成員，更在畢業之後持續投入，以商品化

及創業為目標，持續改版、申請專利，製作新的版本，並且實際推廣到長

照據點。

學生作品—Howbang2

Howbang2是以現有醫療器材出發的創新改良產品，為第二屆智齡設

計的作品（圖5），合作廠商為製造醫療器材的專業廠商雃博股份有限公

司。雃博提出以改良醫院、社區及居家護理常用的「負壓傷口治療儀器

NPWT」為專案主題，讓學生團隊以既有的產品為基礎進行創新。團隊成

員來自大同、臺大、北醫，組成背景包括工業設計、機械工程、生物產業

發展暨傳播、心理、資工、健康政策與管理、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負壓傷口治療儀器NPWT的主要功能，是用來幫助病患的傷口癒合。

學生團隊一開始對此產品都非常陌生，於是得從頭開始了解產品的功能及

操作，透過拜訪雃博總公司、訪談醫生及護理人員、請教技術人員、分析

儀器的使用流程及情境，團隊發現，使用儀器時會發生管線纏繞、介面顯

示不清、攜帶不便、充電不便以及使用者的操作問題等痛點。

於是，學生團隊針對機身、攜帶包、傷口敷料等進行改善，並且設計

可於手機使用的APP。改良之後的機身，成為攜帶方便的腰扣式設計，提

供行動充電的功能，機身上增加操作按鈕，省去遙控器的操作，並且改良

產品的造型、顏色等；傷口敷料則增加了可協助掃描傷口的格線；APP則

分為醫護端及患者端的介面，可提供診療紀錄、操作設定、傷口掃描、傷

口紀錄、醫護資訊、緊急聯絡等功能。所有的改善功能，學生都克服了實

作的技術困難，完成產品的原型。

能夠完成Howbang2作品，也讓合作廠商雃博非常驚艷，實際將構

圖 5. 智齡設計第二屆作品「Howb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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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設計申請專利，並給公司內部許多未來產品設計及專利佈局的啟發。

Howbang2的設計，讓居家照護的傷口治療更提升。此作品更獲邀在2017

年「臺灣設計展」的主題館展出，成為展區「家的距離－用智慧守護每個

家」的展示作品之一。

七、「智齡設計」課程之學生心得

智齡設計是以培養跨領域團隊、讓學生成為具有跨領域能力的

Aging2.0人才為目標。我們從學生的心得中，獲得許多令人感動的回饋，

學生的收穫包括實務上的產品設計、創新流程的學習、與廠商互動的刺

激，更包括很深層的團隊溝通、人際互動、自我省思等心智成長，開拓學

生學習的廣度、深度，接軌對於未來、對於投入職場的幫助。

大學四年修過相當特別的一門課

「智齡設計是一堂我在臺大四年修過相當特別的一門課。首先它不是

學術導向，也不是只要做出一個概念的構想或企劃書，而是必須在一年

的期間內依據設計思考的流程，從發現問題、定義問題、尋找解方並且

測試、到最後完整的產品發表。這是一個難得的經驗，除了可以跟不同

學校、不同領域的人一起合作，也完整並實際參與一項全新產品的製作

過程，讓我不僅提升了溝通能力，也大大拓寬了眼界與更加了解設計思

考。」

這是第二屆的臺大工管系吳同學描述這一年自己經歷的過程。智齡設

計的課程設計，對於所有修課學生來說，都是大學生涯前所未有的課程形

式，修課學生大部分已經修畢系上必修學分，某些有設計思考基礎或專案

經驗，參與智齡設計課的真實專案，讓學生對產品設計的流程更有實務上

的體會與收穫。

走出自己的舒適圈

醫學背景同學則感受到走出醫療領域的「同溫層」，臺北醫學大學高

齡健康管理系洪同學說：

「身為一個醫療相關背景的學生，長期處在醫療相關人員的同溫層

中，又因為自以為現在網路世代的發展、醫學知識的普及，把民眾對於醫

療的暸解想得太高了。參加了這樣跨領域的課程，讓我糊裡糊塗的走出自

己的舒適圈，卻意外發現了自己原來真的有點專業，有些其他大學生所沒

有的視野，以及知道如何運用自己所學幫助別人。」

更有成長的地方是尊重

在團隊剛建立的初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實相對陌生，因此在討論

的過程，團隊成員所提出的意見、想法，其實都在過程中磨合與理解。尤

其學生團隊的組成來自工程、醫學、設計等背景，要怎麼跟不同領域的夥

伴對話？怎麼找到自己的角色？成為重要的課題，工程背景的淡江大學電

機系吳同學，提到自己的成長：

「我覺得更有成長的地方是尊重，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專業，因為我

是工程背景，可能會有工程蠻重要的這種想法，可是遇到各個領域的時

候，各個領域都有自己的專業，也是我們遇不到的，這是我學到最大的收

穫。另外，這堂跨領域跨領域的課程，我覺得在專案設計上本來就不是一

個人可以完成所有工作的，需要團隊，可是在團隊上溝通是很重要的，就

是說讓自己的想法講給別人聽，然後不只講給別人聽，別人還要聽懂，我

覺得這個很重要，這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幫助。」

從多次的撞牆到一一克服

智齡設計每一組學生的專案，都必須回應廠商提出的主題，這對學生

來說，是其它課程都沒有過的經驗，整個創新的歷程，讓學生經歷前所未

有的學習。例如第二屆與裕隆集團合作的De Bone團隊，就在團隊的期末

結案報告描述，對設計歷程的轉折很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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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齡課程由不同領域、專業背景的老師所規劃的課程，除了讓我們

學習到各項思考方法、關於高齡者的相關知識以及設計技巧之外，專案的

管理技巧、團隊的磨合、溝通協調與面對衝突等也學到了許多，讓我們的

團隊變得更加成熟。

進行過許多次的場域調查以及使用者訪談，經歷過無數次的線上以及

約出來討論，然後做過了自走車挑戰賽。這段期間，我們團隊De Bone從

建立，歷經磨合以及大小專案與挑戰的考驗，我們從零開始到期末發展出

一個初步的原型，這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我們團隊經歷過許多次撞牆期，

許多次的意見分歧，方向也修改過許多次，甚至一度遇到瓶頸停滯不前，

有時我們想出一個構想卻被老師或裕隆打槍，又或者就現實面來說太過天

馬行空，這些都是修正的過程，讓我們的團隊與專案變得更好，我們也

一一克服了，逐漸上了軌道，一致努力朝著最終理想與目標邁進。」

完全開啟了我的視野，改變了思考模式

智齡設計的課程中，每個人在團隊中感受彼此做事與溝通的過程中發

現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能接納彼此的差異，學生因此能接納自己、接納別

人。團隊一起共進退，一起冒險，一起體驗有趣的事，欣賞隊友的長處，

善取他人的長才，每個人在團隊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朝向創新的過

程，來滿足團隊的共同目標，前進團隊的核心價值。臺大職治系張同學是

第一屆修課學生，用顏色比喻團隊討論時的互動：

「喜歡聽來自不同專業的大家分享自己的意見，就像五顏六色的顏料

和在一起，最後調和出美麗的顏色。大學時期較少這樣的課程，大多都在

自己的專業裡打轉，總覺得少了一些不同的刺激，而這門課與大家討論的

過程，完全開啟了我的視野，改變了思考模式。」

人生中最寶貴的經驗

好幾位同學在期末心得中，回顧了「一年」的學習，顯現出一整年時

間所刻畫的學習深度，團隊怎麼開始、經歷了什麼、怎麼完成作品、怎麼

團隊合作？從中咀嚼出什麼滋味？臺大生傳系黃同學對這趟跨領域專案歷

程，留下了很深刻的記憶：

「匆匆一年就這麼過去了，從陌生到熟悉，從迷惘到勇往直行，這一

路上感謝同組組員的付出與努力，即便我們來自不同學校、迥異的科系背

景，但我們仍合作無間的將這堂課修完，也把專案完成的盡善盡美。

但在這一年的過程中，我們跌跌撞撞，即便有了好的點子、改善機構

與開發 APP，卻因技術上的問題而無法實行，就像是一個機會已經明擺

在眼前，卻束手無策的看它從眼前消逝。所幸在機會消逝前，上天讓我們

看見了一道曙光，有兩位同學的出現拯救了我們，他們具備電機與資工背

景，不僅將我們的機構完成，也把 APP 開發出來，最終變成一個相當完

整的產品，從0到1。

從谷底到天堂的歷程並非是組組都有的，即便情緒跌宕起伏，總是惴

惴不安的，但我很開心能有這樣的歷練，也知道在團隊合作之下，不僅要

同心協力，更要適時廣納人才，以達到目標。而我們原先的組員，其認真

度與堅持度更是不容置喙，總是全心全意地付出，無論有多累、有多難，

完成度一定是百分百。我很開心在這漫漫一年能跟如此組員一起度過，無

論悲喜都是一個美好的記憶，成為人生中最寶貴的經驗。」

這一年真是值得了！

課程合作廠商中，知博有限公司是以代理旅遊用品為主的新創公司，

期待透過課程讓學生自行設計產品，本身就是工設系的大同大學王同學，

學習到用不同的角度考量產品的設計，瞭解商業、場域調查、使用者需求

的重要性：

「與廠商合作也讓我認識到從商業利益來考量商品，甚麼是好的商品

跟甚麼是無商機的商品，除了解到如何設計好的商品外，在設計發想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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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開始，我們實在是想得太簡單，單方面地認為這可以，而到了場域或

是與廠商討論，才發現原來其他使用者的想法與我們不同，之後還得利用

場域調查的資料和廠商建議來重新修改、發想商品。」

雃博的學生團隊執行的則是真實企業的產品優化，或是真實企業期待

開發的市場，廠商跟同學的討論過程，帶入了企業的思維、回應了產品的

核心價值。例如以醫療器材為主題的雃博股份有限公司，還特別引入公司

的設計團隊跟同學討論。讓臺大物理治療系鄭同學印象非常深刻：

「印象很深刻的是雃博的專案經理來訪的那一天，他聽了我們的報告

之後很驚艷，覺得我們的核心價值很明確，很多想法是他們公司沒有想過

的，聽完評語之後就覺得這一年真是值得了！」

八、智齡設計的廠商回饋

智齡設計課程中「合作廠商」扮演很關鍵的角色，從一開始洽談的過

程，就會讓參與企業瞭解課程是以「人才培育」為目標，廠商所提出的專

案主題，也與教師團隊經過多次的討論才決定，基本上廠商的參與也是教

學的一部份，課程與廠商聯繫的窗口、參與課程的各部門同仁，都會與學

生互動，影響著專案的發展。

智齡設計開課三屆以來，很幸運能與志同道合的企業夥伴一起努力，

其中奧圖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是連續三屆支持課程，奧圖碼行銷總監林

總監提到跟課程合作的主因：

「希望學生有跨界的衝撞、刺激，給公司帶來撞擊，找到未來的契

機。」

同樣是支持第二、第三屆的廠商，雃博股份有限公司本身是佈局的專

業醫療器材臺灣品牌，對於人才有很大的需求，也看到跨領域人才對公司

未來發展的契機，雃博設計團隊李總監提到：

「我們參與的目的就是為了『培育未來的人才』，透過課程培養的能

力，對我們招募未來所需的人才，有很大的幫助，無論是對臨床端、技術

工程端，對企業都很有幫助。我們公司跟好幾個單位做過產學合作，只有

這門課看到實際的產出。跨領域是未來的趨勢，把不同人才放在一起做設

計，絕對會產出大於單一人才的創新。」

課程開課至今的三屆廠商，每一家都是臺灣本土的企業，從課程與廠

商合作的課程中，我們感受到廠商對於未來經營的用心，也看到對於人才

的渴求，企業也期待大學的教育更能培養跨領域人才，甚至培養出能直接

為企業所用的跨領域團隊。裕隆集團黃經理對學生參與的想法是：

「有參與就很難得，不論最後是什麼結果，對學生都是很好的歷練，

期待未來可以形成平台。對公司來說，繼續支持課程，希望從中找到未來

的機會。」

從廠商的參與之中，我們也看到學術界與企業合作人才培育的價值，

感受到企業投入教育能帶給學生的成長，以及促發產業創新的潛力，如同

雃博有限公司在一次以高齡為主題的公開論壇中，從企業的角度分享與智

齡聯盟的合作：

「我們跟智齡聯盟的攜手合作，包括跟智齡聯盟跨校系團隊，教師團

隊跟學生團隊一起合作。…人才都是從校園養成，但是以資源來說，產業

化的知識、經驗和資源，以產業來說還是相對比較多的，藉由我們這樣的

合作，我們可以在人才、資源跟經驗上面有充分的激盪跟交流，可以有進

一步的成果發生。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持續的成長、擴張，替我們這塊土地

培養更多人才，所以我們是以人才的培育來共同的合作。…

我們很感謝智齡設計給我們機會，讓我們跟學校的團隊一起來合作，

各位都知道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營利，營利通常都要藉由產品、藉由服務

來創造營收，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尋找到使用者的需求、痛點所在，進一步

再藉由設計的方案、設計的手法去解決這些痛點，來完成我們的產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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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當然我們更會期待的是產品在實現出來之後，除了滿足既有的期待、

需求以外，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超越使用者的需求、期待，讓這些醫療

器材的產品能解決使用者的問題，甚至進一步增加使用者的生活品質。

我們很感謝智齡設計給我們這樣的機會，讓我們跟同學一起走過這些

歷程。」

九、小結

智齡設計是進階的跨領域人才培育課程，在推動課程的這段期間，我

們對於智齡設計的教育思維，有很深的思考。面對未來的挑戰，我們到底

需要培育什麼樣的人才？智齡設計已開設完兩年課程，期待發展出「產學

共授」的教學模式，接軌學校與業界。在這門跨領域課程當中，參與者包

括學生、老師、合作廠商、助教，當中的溝通協調非常複雜，加上從真實

世界提出未來解決方案，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專案實作，可說是高度複雜、

高度具挑戰性的課程。

智齡設計開課之初，所有參與的老師都戰戰兢兢，帶領學生進行每一

週的課程，都像在跟未知賽跑，模糊、不適應、衝突、失敗、挫折，每週

都上演。我們期待達成發展出跨領域人才培育模式，但這並不容易，如何

運用課程設計，有智慧的平衡老師、學生、廠商三者的關係，凝聚參與者

對課程理念的共識及教學方式的理解，是我們還要持續努力的目標。經過

從T型人才工作坊到智齡設計的教學現場經驗，我們逐步釐清跨領域人才

培育的目標（康仕仲，2017），包括三種層次，核心層、中間層與外顯層

（圖6），此三者由內而外，由外而內互相影響、彼此牽引，最終目標是

讓學生能在團隊中更懂得成為一個具有跨領域能力的人才。

外顯層：產品 Product

智齡設計課程最外顯的目標是「產品」，培養學生學習設計產品的方

法與技術。藉由課程與廠商以「產學共授」的合作方式，由廠商提出專案

主題，在設計、工程、醫學背景的教師團隊教學之下，帶領來自各領域的

學生團隊腦力激盪，從實作過程中，學習設計產品的方法、瞭解使用者的

需求及跨領域溝通的技巧，在團隊的創發中，設計出從以人為本的關懷出

發、能夠令人感動的產品。

中間層：流程 Process

中間層的目標是「流程」，智齡設計是一學年36週的長期進階課

程，藉此營造學生學習創新過程的情境，創新的流程運用Design Council 

(2018) 4D流程的發現(Discover)、定義(Define)、開發(Develop)、交付

(Deliver)，課程將此四階段緊扣學生團隊的專案進度。設計的過程，不斷

地需要測試草模的功能與結構，如此一來，才會有許多機會修正建構不良

的結構與功能，協助最後產出精緻的設計成品。在這來來回回的過程中，

不僅磨練的是團隊的意志力，同時也考驗著一個人面對挫折的忍受力。

Product
學習設計產品
的方法與技術
（產學共授）

Person
成為更有彈性的
團隊成員
（五階段）

Process
學習創新的過程
（4D流程）

圖 6. 跨領域團隊人才培育目標三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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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層：人Person

智齡設計的教育核心則是「人」，課程目標最深層的期待是培養學

生成為更有彈性的團隊成員。團隊的組成在人，團隊是否能達成任務？

溝通、如何應對衝突與團隊的工作分配，仰賴著團隊建立過程中，人際

互動與人際磨合的智慧與能力。課程運用團隊發展歷程，包括形成期

(Forming)、激盪期(Storming)、規範期(Norming)、執行期(Performing)、

中止期(Adjourning)」等五個階段(Tuckman & Jensen, 1977)，引導學生學

習在傾聽與理解他人的過程，帶著團隊走向任務的完成，從挫折中學習、

從面對衝突中學習、建立有效的溝通與工作模式、學習自我省思，並在參

與課程後更認識自己，也成為更懂得協調與有彈性的團隊成員。

伍、展望與期許

邁向臺灣超高齡社會的未來，我們期待迎向的是能讓長者健康、快樂

地老化的Aging2.0社會。屆時，將是現在的年輕學生成家立業的時代，將

面臨照護人力減少的挑戰。悲觀或緊張無濟於事，應該正向的面對高齡化

的事實，為未來預備好人才。從我們投入跨領域人才培育經驗中，我們相

信透過跨領域合作，培育各領域Aging2.0人才，善用科技、細心設計，是

有機會達成能夠同時支持幼年、成年、老年的全齡友善的社會。為此，我

們提出以下四點期許：

未來社會需要跨領域人才

創造Aging2.0的社會、關心高齡者的生活與照顧，不只是醫療、照護

專業領域的責任，我們從超過累計4,700人次的跨領域教學可以看到，各

行各業的專業都能夠有所貢獻。我們需要培養跨領域人才，廣納各領域的

專業智慧，透過共同合作、共同創造，以創新的方法，將高齡的挑戰成為

幸福的商機。

廣泛推廣跨領域工作坊

跨領域合作能力是可以透過教育培養的，跨域合作是未來人才的重要

能力，僅具備單一領域的專業已經不足以應付快速變遷的社會，更無法解

決高齡化社會衍生出的複雜問題。我們從31場「T型人才工作坊」的實務

教學經驗中，發現學生可以透過跨領域工作坊，讓體驗跨領域合作解決問

題的流程，這類「非正規」的教育，需要透過更縝密的設計，結合於高等

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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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實培養跨領域團隊領導能力

在智齡設計的一年期跨領域設計課程中，我們也發現團隊領導力的重

要性。創新的過程，需要深度的理解問題的本質，且能夠在短時間實作出

原型，並不斷測試與精煉。這還要長時間團隊須共同面對未來的不確定與

模糊，這需要有很強的領袖，帶著團隊共同經歷失敗與挫折，團隊領袖需

要有人際溝通的彈性、突破框架的勇氣。然而這樣的能力很不容易培養，

需要長時間、進階、深入的跨領域教育，培養具備跨領域團隊領導能力的

人才，才能創造高價值的創新成果。

高等教育的創新與轉型

推動跨領域人才培育，必須先從高等教育的創新做起，跨領域教育

需要打破壁壘分明的專業框架、鬆綁僵化的行政及升等制度、連結產業實

務及社會的需求。重新省思教育的本質、人才培育的核心，培養跨領域教

學師資、發展跨領域教材，檢視修課學分、教師鐘點、助教協助、教學空

間、教學資源等，系統性的帶動高等教育的轉型，藉此營造培養跨領域人

才所需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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