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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今的社會問題中有一部份源自家庭的問題，在家庭問題中，不

管是夫妻或親子關係的衝突，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家中長輩。因此， 

家庭的和諧與否，對年長成員身心健康的影響，可說極為重要。 

若要改變社會則要先從改變家庭做起，因為家庭是構成社會的最

小單位，而要改變家庭最快的方法當為發揚我固有優良傳統 ----五倫教 

育。本研究首先以「質性研究」的方式來整體性的瞭解「古聖先賢的

五倫思想脈絡」，再透過「文獻資料分析」以深入探討五倫對現今社會

之重要性，之後筆者編寫成五週教育課程，以「實驗研究法」及「資

料分析」的方式，進行中高齡學員接受五倫教育後對其日常生活影響

成效之研究，兩班班員的上課內容及教學時數皆一致，而教學者亦為

筆者本身。 

本研究結果如下：（1）班員對課程的滿意度並無因背景變相不同

而有分別，平均數皆為中上，介於「非常同意」與「同意」之間。（2） 

從教學現場觀察，班員於整個教學活動中都能表現極大興趣及感動， 

皆能投入教學情境當中。（3）五倫課程對中高齡學員的日常生活影響

呈現極大正面成效，尤其在「夫妻相處」上更為明顯。 

關鍵字：中高齡、家庭問題、五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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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醫學已經可以克服大多數疾病，因此直接造

成人口的平均餘命普遍增加，人口老化可說是今日全世界的共同現

象。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當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

的比例達到 7%，即達到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的門檻；而當老

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提高到 14%，即達到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的門檻；若老年人佔總人口的比例提高到     20%，即達到超高齡社會 

（Super-Aged Society）的門檻。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料，台灣

在民國 82 年底 65 歲以上的人口數就已經超過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七， 

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預計約到民國 109 年（西元 2020 年）65 歲

以上的老年人口將超過總人口數的 14%，進入「高齡社會」，以上所述， 

如表 1.1 所示。 

 

表 1.1 老化預估統計表 
 

年別 

65 歲以上人口 65-74 歲人口 75 歲以上人口 

人數 

（萬人） 

占總人口 

（%） 

人數 

（萬人） 

占 65 歲以
上人口 

（%） 

人數 

（萬人） 

占 65 歲以
上人口 

（%） 

2008 239.7 10.4 136.5 57.0 103.2 43.1 

2020 348.0 14.7 202.8 58.3 145.2 41.7 

2028 536.1 22.5 314.7 58.7 221.5 41.3 

2056 761.6 37.5 306.9 40.3 454.7 59.7 

資料來源：研究者參考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料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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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筆者一直感覺到每個人都有其特定使命，而筆者對這著使命有著

不同於人的執著，筆者堅信「天下溺援之以道」其中的道便是「五倫

之道」。因此就算畢業、退休都會一直把它當作一生志業，為社會略盡

棉薄之力。筆者也希望這項研究能提供學術界五倫思想在家庭的重要

性及對老人生活之影響，而在實務界方面能提供具體落實家庭五倫之

建議，期望能稍改變部分家庭及社會的人際問題。 

 
 

1.3 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研究範圍取台中太平區的五倫班班員（十二人）以及南投內轆

庄的五倫班班員（十四人），共計二十六人。故其問卷發放並非隨機發

放取樣，而是侷限於南投宗聖文教推廣協會的兩個五倫班，班員普遍

為中高齡層，想藉該研究了解五倫課程實施多年來究竟對長者的日常

生活是否產生正面成效。以上限制使得研究無法推估至其它背景變項

或地區的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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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中國傳統五倫之內涵及重要性等做相關文獻探討。 

 

 
2.1 五倫的由來及重要性 

 

而其實人倫之教早從堯舜時代便已存在，而孟子所謂之五倫就是

古今中外的人們之間最基本、最親密的幾種關係。只要一個人存在於

社會之中，他就必然被包含在某個家族血源關係和社會關係之內，就

會形成一個如何處理這些關係的問題，而相對於社會而言，這些關係

能否處理得好，將影響到整個國家社會能否穩定。孟子為此下了一段

定義，在《孟子．離婁章句上》提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意謂天下太平的大道其實

就在眼前，人們卻偏偏要從遠處尋求；事情本來很簡單，卻偏偏要從

難處著手。其實，只要人人恭敬的服侍父母，尊敬的對待長輩，天下

自然就太平了，如圖 2.1 所示。 

 

 

 

 

 

 

 

 
 

圖 2.1 落實五倫對社會之影響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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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夫婦有別：談夫妻相處之禮儀規範 
 

受母親影響大於父親，不可不慎！茲將前述做一表格整理， 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夫妻倫理關係表 
 夫妻 

人倫順序 第一人倫 

天倫順序 第三天倫 

天性（血緣） 無 

特性 人倫之始 成家之端 

綱領關係 夫為婦綱 

倫理關係 夫婦有別 

義理關係 夫義婦聽 

聖人立教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繪製 

 

2.3 父子有親：談父子相處之禮儀規範 
 

父子乃血倫至親，關係最為深厚，天倫順序中排名第一，因此為 

「第一天倫」；而因父子之關係產生在於夫妻結合之後，在人倫中排行

第二，是為「第二人倫」；而在綱領上有著「父為子綱」之關係，因此

父母須當子女表帥，言行不可不慎。以下在父子相處的關係中，筆者

再細分為「父母之道」及「子女之道」做探討，並將父子（母女）關

係做一表格整理，如表 2.3 所示。 

 

表 2.3 父子關係表 

成員 父子（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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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倫順序 第二人倫 

天倫順序 第一天倫 

天性（血緣） 有 

特性 大倫至性 恩情勝理 

成員 父子（母女） 
綱領關係 父為子綱 

倫理關係 父子有親 

義理關係 父慈子孝 

聖人立教 家門之內恩揜義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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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質量並用」的分析方式進行，首先以質性研究的方式

來整體性的瞭解古聖先賢的五倫思想脈絡，再透過「文獻資料分析」

以深入探討五種人倫對現今社會之重要性，強調欲澄淨社會國家之亂

象須「正本清源」，該源頭活水就是「五倫大道」，並援引各古今事例

以證其言。另外，筆者將上述文獻探討相關的理論與實務，編寫成五

週教育課程，以準實驗設計研究及資料分析的方式，進行中高齡學員

接受五倫教育後對其日常生活影響成效之研究。一方面進行五倫教育

教學課程的反省與檢討改進；另一方面也提供未來欲幫長者成功老化

而作相關教育課程的人士參考。本章共分為五節，將分別敘述本研究

的設計、研究對象、研究計畫流程、研究工具與資料分析及教育課程

的課程大綱。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將中國固有五倫思想拆分成各自獨立的五種人倫教育， 

將其運用在五倫班的教育課程的教學中，研究方法之選用「問卷設計」

進行量化研究，兼採調查法及訪談法的質性資料分析。以下從實驗設

計的目的及實驗設計流程二方面加以探討說明之。 

（1） 實驗設計的目的 

A. 探討固有五倫思想對我中華民族的深入影響，並將其活用在現今

社會中，並發展其教育策略、效驗及啟示，以作為後人成功老化

學習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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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探討五倫教育課程對於南投內轆及台中太平兩班班員之實施成

效，採用實驗設計及兼採訪談法的質性資料分析，以瞭解如何發

展適合中高年齡層的成功老化教育課程，及探討教師在實施成功

老化教育課程所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2） 實驗設計的流程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的實驗研究設計，以南投縣內轆班及台中

太平班的中高齡五倫班學員為研究對象，共 26 人。在課程實施前先發

五週課程表並告知其大致內容，接著利用每週二（太平班）及每周四 

（內轆班）晚間七時至九時共兩小時，展開為期五週，每班共十小時

的五倫教育課程。在教育課程結束後，發放研究者所編制之問卷為研

究工具，回收後以SPSS18 版進行各種交叉比對分析，並比較學員在上

課前後上的差異，以瞭解五倫教育課程對於中高齡學員的實施成效。 

 
 

3.2 研究假設 
 

依據文獻探討及歸納研究目的之各種敘述本研究提出的假設如

下： 

H1：不同地區的兩班班員對課程滿意度沒明顯差異H2： 

不同背景變項的兩班班員對課程滿意度沒明顯差異H3： 

人口統計變項與五大課程無顯著性關係 

H4：五倫課程對中高齡學員的日常生活呈現正面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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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流程與時程表 
 

筆者將研究計畫分為研究準備期、研究發展期、課程實施期、教

學評鑑期四個階段。 

 
 

3.4 研究工具 
 

筆者所採用之研究工具為自行設計之問卷，  問卷回收後藉由 

SPSS18 版進行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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