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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章 高齡者居家生活調查 

  為了更瞭解微波爐在高齡者居家生活中的重要性與實用性，因此，在進行正式調

查前，首先初步探討微波爐在高齡者居家生活中，與其他電器產品種類的使用狀況及

操作使用的困擾，並確認微波爐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在往後的正式調查中作更深入

的探討。 

第一節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訪談結果受訪者為 65歲以上的高齡者共有 14位，男性 6位，平均年齡為 70.8

歲；女性 10位，平均年齡為 71.2歲。居住方式為與子女居住的有 8位，與配偶居

住的有 4 位，獨居的有 2 位。教育程度高中職程度的有 2 位，國中程度有 2 位，

國小程度有 7位，不識字的有 3位。居住地在北部有 3位，南部 11位。 

表 2 訪談對象之基本資料 

案例 性 別 年 齡 教育程度 居住方式 居住地 

N1 女 74 國小 與子女居住 南部 
N2 女 65 國小 與子女居住 南部 
N3 女 73 高中職 與子女居住 南部 
N4 女 70 不識字 與子女居住 南部 

N5 女 80 國中 獨居 南部 

N6 女 66 不識字 與子女居住 南部 

N7 女 67 不識字 與子女居住 南部 

N8 女 65 國小 與配偶居住 南部 

N9 男 67 高中職 與配偶居住 南部 

N10 男 66 國小 與子女居住 南部 

N11 男 72 國中 獨居 南部 

N12 女 78 國小 與子女居住 北部 

N13 女 74 國小 與配偶同住 北部 

N14 男 78 國小 與配偶同住 北部 

第二節 訪談結果整理與分析 

初步調查結果得知，高齡者使用電器時，皆會遇到或多或少的困擾，而其所採

取的對應方式，即是產品設計所需考量在內的。訪談的結果將依以下分別探討： 

 電器操作使用情形 

 從介面形式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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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電器操作使用情形 

透過調查得知，高齡者在居家生活中使用電器的種類，以電視、電風扇、冷

氣機、收音機、電鍋、冰箱、飲水類、微波爐、洗衣機等較經常使用。電視與冷

氣機的使用，主要以搖控器操作為主，由於功能複雜與繁多，因此僅使用幾個特

定功能鍵，冷氣機如開關，電視如開關、音量、頻道等。對須設定（如溫度調度、

喜好頻道設定等）的功能鍵，則不會使用。且搖控器功能多，按鍵增多，字體小，

在解讀上有困難，收音機的設定亦同。 

電風扇之使用，會因操作面板位置而有使用不易之問題，例如：坐在床上想

開關電風扇時，對操作面板在底座的電風扇，在使用上有困擾。在電冰箱的使用

情形部分，與子女同住的高齡者，家中的冰箱多為大型冰箱，因此如要拿取冷凍

庫的食物時，就會有太高不好拿取的困擾，及雜亂堆放的情形，或是對要找的食

品找不到等。電鍋與電子鍋的使用較無使用上的問題，但對微電腦電子鍋的使用，

就會有控制面板的操作問題，因功能增多，包含烹、煮、蒸、燉等功能，在設定

就會遇到困擾，因此，雖功能增加，但僅使用煮飯功能，如要煲或燉，仍會使用

傳統式大同電鍋。 

微波爐之使用問題，以使用操作面板的困擾最多，及對外語不懂等問題，所

以幾乎僅使用加熱的功能，而在執行加熱動作時，有部分高齡者會以其他具有時

間設定功能的按鍵來設定（如自動烹調鍵內定的時間），其他功能設定幾乎沒有使

用過。洗衣機的操作上，以使用放水、時間選擇、脫水為主，微電腦液晶螢幕的

操作，有功能繁多、操作流程複雜，及日文介面的解讀困擾，雖在使用前請人先

指導過，但經常使用的還是放水、時間設定、脫水等功能，其餘較複雜的使用程

序便不操作。 

就以上高齡者操作使用電器的困擾，整理如下表 3，面對經常遇到的困擾，高

齡者為了解決困擾，會有其對應的方式。在電視或冷氣機等有使用搖控器的電器

中，搖控器的使用，僅其中幾個常用按鍵，以頻道、聲音的調整為主，其他設定

動作則請家人幫忙或不使用。電風扇的使用問題，調查案例中且皆為直立扇，在

使用上，會有與生活習慣衝突的地方，其所採取之對應方式，如太低的控制鍵，

就會以腳來控制，太高則起身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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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鍋使用方面，對新式電子鍋，會有操作上的困擾，尤其在功能設定上，

會覺得麻煩、不想學、記不起來，而不使用，因此，會以過去煮飯的方式與習慣，

來使用新式的電子鍋，而對外來語會有不能理解其意思的操作困擾，也因如此更

增加不想使用的心理，另外，也是因語言不熟的問題，有案例會選擇自己熟悉的

語系來做為購買考量因素。冰箱的使用多為高度或低處食品的拿取問題，尤其是

在人口數較多的家庭，購買時，只考慮人口數，而沒考慮到使用情形，因此，高

齡者會有使用上的困擾，會請家人幫忙拿取，或是自己摸索。 

在飲水機方面，皆是在倒水上有不易倒的問題，採取的方式就是分次裝水或

請家人幫忙，對控制鍵的操作較無使用上的問題。微波爐與洗衣機的使用問題，

以功能設定最為困擾，記不住設定方式、步驟，各功能代表的意義等，因此，操

作前會請家人指導，高齡者再記住其中一、兩個，自己會經常使用到的按鍵。 

表 3 臥室電器產品使用之問題點及對應方式 
種  類 使用之問題點 對應方式 

電  視 
 看不懂搖控器上的使用功能、字體  僅使用開關、大小聲、頻道鍵等，

使用習慣久了也不用看字 
 請家人幫忙設定、調整 

電風扇 
 操作面板的位置太高或太低，不易
按到 

 太低的控制鍵，用腳來控制 
 太高的控制鍵，則起身來按 

冷氣機 
 看不懂搖控器上的使用功能、字體
 搖控器的位置被固定，需到冷氣附
近操作 

 僅使用開關，久了就習慣了 
 如就寢時，則需起身來操作 

收音機 

 只當聽廣播用，其餘功能太複雜，
不會使用 

 若使用，則僅拿來播放帶子，錄
音、選曲目等不使用 

 因調頻、切換等操作複雜，久了就
漸漸不用，以看電視取代 

 學會基本、常用功能，其餘就不去
使用 

電鍋類 

 微電腦電子鍋的使用在介面操作
上，僅會使用煮飯、停止 

 因為不識字，介面上的文字看不懂

 仍照傳統煮米方式來使用微電腦
電子鍋 

 不識字的部份，請家人說明功能 
 購買自己熟悉的語系、易讀取的介
面之電鍋 

電冰箱 

 大型冰箱，對高層內部食材的拿取
有困難 

 低層的食材拿取，須彎腰或蹲下，
對膝蓋有負擔 

 墊腳尖拿取 
 高處會請家人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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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類 
 裝水位置太高，水太重不好提起 
 電熱水瓶的設定多，會搞不清楚 

 請家人幫忙加水或分次加水 
 只按開始加熱鍵 

微波爐 
 不清楚待微項目及時間之設定 
 食物加熱不夠，再按一次 

 經家人指導，要微什麼就按那個，
記住經常使用之按鍵位置 

洗衣機 
 操作功能的介面說明太多、太複雜
 不懂外來語系的介面說明 

 選擇熟悉的語系，或請人教導 
 在操作面板上做記號 

2-2 從介面形式探討 

  高齡者因生理機能退化的關係，以及因產品的日新月益，與自己過去的使用

經驗不同，在使用的心態上會產生排斥的情形，根據訪查結果，將介面操作問題

最多的電器產品，依產品別來看高齡者的使用心態： 

表 4  個案使用產品之心態 

產品別 產品圖例 使用心態說明 

電視搖
控器 

 

 只固定看某幾個頻道，因此僅需上下鍵
控制，或記頻道號碼，按數字鍵來收看 
 認為某些設定鍵並無需要的存在性，太
多選擇反而不知所措 
 按鍵文字小，不易辨識，且不懂功能設
定意思，因此不操作 
 按鍵排列密集，操作時會碰到周圍的功
能鍵，不知如何復原，因此會有厭煩感 

冷氣機
搖控器 

 

 認為有涼快的感覺即可，因此不做送
風、強冷、夜眠功能等的調整 
 不會溫度調整，若感到寒冷，即蓋被
子，不夠涼爽，即開電風扇來加強 
 認為使用電風扇即很便利，只需設定一
次即可，無須使用多功能的搖控器，同
時也省電力 

收音機 

 記不住頻道頻率，經常需多次調整，因
此不再使用，以看電視來取代 
 對錄音帶正反面、，錄音機快轉與倒
帶，有混淆不清的情形 

洗衣機 

 不懂外語，學習意願與能力低，僅記住
幾個特定鍵，其餘設定省略 
 認為衣服能洗乾淨即可，即使不使用衣
物分類或洗法鍵，也能將衣服洗乾淨 
 害怕設定錯誤，把衣服洗壞，因而交由
子女來操作 
 對不同衣物不同洗法的方式不理解，易
產生不耐與厭煩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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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設定步驟和流程太複雜而感到挫折
與不安，害怕因記錯而操作錯誤 

微電腦
電子鍋 

 受過日本教育，中文介面反而不懂，因
此買日文語系較為便利 
 用電子鍋的原因，是無須在外鍋做加水
動作，其他功能設定，認為無必要性，
且因需重新學習，而有排斥感 
 認為煮飯即可，需煲或燉，則利用傳統
大同電鍋較習慣 

電熱水
瓶 

 認為只需加熱功能即可，因此，其餘功
能（如保溫、定時加熱等），並不會去
操作 

微波爐 

 認為食物加熱便利，但害怕輻射，若無
必要即不使用 
 對設定步驟感到繁複感，不清楚該按何
鍵才能達到操作目的，因此僅記住某幾
個鍵，寧願加熱不夠，也不要加熱過頭 
 面對功能上的文字與說明即感到困
擾，因此學習的意願不高 
 自動烹調功能不懂，感到複雜，因此要
進行料理時，仍使用鍋子較為習慣 

  從上述高齡者在使用電器時，對須執行設定之電器、功能，採取不使用的情

形來看，發現多數高齡者較缺乏耐性，皆堅持覺得現在的產品能用、已經很好用

了，而不去接觸，且因學習力、記憶力退化，對須特別去記的功能，會感到挫折

感，而更加不願意學習，且在與自己過去的使用經驗不同時，還要重新學起，也

覺得麻煩。喜歡能一次就設定完成的按鍵，與過去的使用經驗及過去產品的使用

方式有關，即使該功能按鍵實際上為其他功能用途，只要覺得可以達到使用者想

達成之目的即可。 

  另外，高齡者在使用電器時，也會害怕操作錯誤，怕按錯鍵而使機器故障，

或讓食物、衣服受損，例如微波時間的設定，如果不是自己希望的時間，按錯加

熱項目鍵，機器仍會繼續運作，而導致食物在爐內爆開或加熱不完全；或者，操

作電視搖控器時按錯頻道鍵，而使得畫面跳到自己籨沒看過的功能設定畫面，而

不知如何調回等等。因此，在害怕操作錯誤的心理壓力下，多數高齡者都會先有

不願嘗試的心態，如果操作真的錯誤，便會不再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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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對高齡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家電的情形經整理與分析後，將其結

果從介面形式的觀點再做分析，依據文獻探討中，所整理出的介面形式，分析其

家電在文字、數字、圖示、色彩、光線、聲音、觸感等七項介面形式中，以何種

形式居多，分析結果如表 11。介面形式之區分如下說明： 

 文字：在操作面板上有以語言的形式來告知，如時間、開關等。 

 數字：在操作面板上有以數字來告知，如 1、2、3、4、5。 

 圖示：在操作面板上有以具像、抽象、線條等形式來告知，如 

 

 

 

 

 色彩：在操作面板上有以色彩來告知，如開關為紅色、放水為藍色、時間為

灰色等。 

 光線：在操作面板上有以利用光線來告知，如警示燈示為紅光、運作停止後

閃綠光或螢幕文字閃動等。 

 聲音：在操作面板上有以聲音來告知，如不同長短音調之嗶嗶聲。 

 觸感：在操作面板上旋轉鈕或按鍵的使用讓指頭有明確的感覺。 

表 11 經常使用之家電與介面形式關係 

介面形式 文字 數字 圖示 色彩 光線 聲音 觸感 

電視搖控器 ● ● ● ●   ● 

電風扇 ● ●     ● 

冷氣機搖控器 ● ● ● ●   ● 

收音機 ● ● ●   ● ● 

洗衣機 ● ● ● ● ● ● ● 

電冰箱 ● ●   ●    

電子鍋 ● ●       

微電腦電子鍋 ● ● ● ●  ●   

電熱水瓶 ● ● ● ● ●    

飲水機 ●   ● ●  ● 

微波爐 ● ● ● ● ● ● ● 

    
清洗毛料    蔬菜加熱     飲料加熱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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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9的整理中，可以看出這些家電的介面形式，文字是不可或缺的，其次為

數字，然後為色彩與觸感。其中，如電風扇、電冰箱、電子鍋、飲水機等，功能

設定較單一的電器（無步驟流程），在操作面板上，設定鍵較少，介面形式亦偏少；

對於需設定、記憶操作步驟、流程的電器，其介面的形式就非常多樣化，尤其是

在功能分的愈詳細的產品，與需透過微電腦來操作的介面。而隨著功能的增加，

其操作介面，為了區分不同功能項目，介面的形式也愈來愈複雜，操作步驟也愈

來愈多，年輕人在使用上較無困擾，但對學習、記憶機能退化的高齡者來說，要

在一個多樣的形式中，尋找一個要使用的功能，是比年輕人更加感到困擾。 

第三節 小結 

3-1 高齡者電器使用狀況 

透過初步對高齡者在日常生活中家用電器使用情形的瞭解後，發現確實在使

用家電上，有操作的困擾，因視力老化，對操作面板上的字體經常會有看不清楚

的情形；受到記憶力減弱的影響，對需記下操作步驟或流程的功能設定，經常會

有前後步驟搞混的情形；而因學習能力降低，面對新事物，會有退縮而不敢嘗試

的心裡等等。 

  調查中也發現，家中使用之電器愈多樣化，與高齡者居住型式有關係，與子

女居住的高齡者，家中有由微電腦控制的電器產品較多，而經過子女的教導後，

高齡者願意嘗試的意願明顯較高；獨居或僅與配偶同住的高齡者，因為較不需要

顧及到其他家人的生活，因此，對自己生活上的細節（如環境整潔、照料三餐等

等）較不講究，且因只有自己 1 人或與另一半 2 人，在家電使用的種類也會比與

子女居住的高齡者少，尤其為微電腦控制的電器產品，使用的意願與機會也較低。 

    在面對新式產品的操作時，對多功能、一個按鍵無法完成所有設定的操作介

面會感到疑惑，如果又是進口家電，在解讀功能說明時，就會更感到困惑，調查

發現，功能分得愈詳細，功能鍵的選擇就增加，高齡者使用愈無助，經常會不清

該使用那一個按鍵，操作的流程、步驟也經常會有次序顛倒的情形，也因此，會

害怕操作錯誤，而不敢操作，甚至不願嘗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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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操作介面從過去機械式的單鍵操作、設定方式，漸漸為微電腦控制，功

能操作、設定方式，也不僅有單一設定，一個按鍵可能同時有多種設定選項，這

與高齡者過去使用產品單向的操作方式與習慣形成了衝突，從 3-3-2的分析中就可

以發現，產品為微電腦控制之介面的，使用的介面形式愈多，但高齡者卻對這類

產品的接受度很低，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產品操作介面，功能之選項愈來愈

多，操作程序也會愈來愈複雜，高齡者勢必會遇到操作上的困擾。 

3-2深入調查樣本之選取 

多樣化形式的操作介面，是可以幫助高齡者明確區分功能的項目與操作方式，

讓高齡者可以快速的從多種選項中，找到自己所需的功能。為了更瞭解高齡者在

使用操作介面上的情形及困難點所在。透過初步調查，從其中瞭解高齡者使用電

器的情形後，以結合多樣化的介面形式的電器產品，在操作上讓高齡者最感到困

惑，尤其為洗衣機與微波爐，同時此兩種家電產品，在介面上也較其他家電的介

面形式更多樣化與複雜。 

就使用頻率上來看，洗衣機之使用頻率，比微波爐之使用較少一些，尤其為獨

居或是與配偶居住的高齡者，通常是一星期才洗一次，待洗的衣服量才夠，較不

會浪費水，與子女居住的高齡者，則使用的頻率較高，家庭人口數多的原因，洗

衣機之使用的頻率較高，高齡者有時就會幫忙洗衣機的操作，但操作之必要性較

不高，多是因子女忙不過來，才會主動去幫忙操作。微波爐之操作，在案例中較

少，但使用的頻率較高，不論是否獨居或是與家人同住的高齡者，皆會有 1餐至 2

餐是必須自己料理的，除了重新料理外，有時是將隔餐的再加熱食用。 

在文獻探討中，有對高齡者生活型態的變遷作深入探討，目前的家庭已漸漸趨

向小家庭的走向，與子女居住的比例有逐年遞減之趨勢，由民國七十九年底之 62.3

％，降為八十九年底之 57.3％，下降 5.0 個百分點；而僅夫婦二人同住者占 17.3

％，老人獨居者占 15.9％，則分別較十年前增加 2.7與 2.4個百分點，呈現逐漸增

加之趨勢【註 3】。未來高齡者以獨居或是僅與配偶居住的情形會愈來愈多，那麼

在生活上，就必須具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才能自我照顧；也因時代的進步，電子

產品也會愈來愈多，而家電用品的使用，實會增加高齡者生活的便利性，因此，

家用電器勢必會進入高齡者的日常生活中。在食、衣、住、行、育、樂六大民生



 
 
 

附章 高齡者居家生活調查 

 

需求中，其中與居家生活相關的衣、食就占了其中 2項，從居家生活來看，穿衣、

洗衣、煮飯、吃飯等活動，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習習相關，尤其對需維持獨立生活

能力的高齡者，更是經常且必須要做的居家活動。 

將以上各方面對洗衣機與微波爐的使用情形整理如表 12，從表 12中，可以知

道與高齡者居家生活較為密切的家電，從使用頻率來看，洗衣機之使用，會因人

口數的減少而使用頻率較少，且洗衣服的活動，並不會天天進行；而飲食的活動，

則不論是何種居住型式的高齡者，每天都會進行，調理器具之使用頻率也較高，

尤其為微波爐之使用問題最多，同樣在介面形式皆多樣且複雜的情況下，微波爐

之使用及其與高齡者居家生活的密切性，較洗衣機之使用來得高，因此，在下一

階段的深入訪查中，將會以微波爐之操作情形作為訪問及觀察的重點，以便更深

入瞭解並具體掌握高齡者在操作介面上使用之問題點所在。 

表 12 洗衣機與微波爐之評量表 

 洗衣機 微波爐 

使用 
頻率 

 家庭人口數愈多，使用頻
率愈高 

 獨居或僅與配偶居住的高
齡者，使用頻率較少 

 與家人同住的高齡者，使
用頻率較少 

 不論何種居住型式的高齡
者，有 1~2餐需自行料理 

 家庭人口數愈少，會有加
熱食用隔餐的情形 

介面 
形式 

具有文字、數字、圖示、色彩、
光線、聲音、觸感等七項 

具有文字、數字、圖示、色彩、
光線、聲音、觸感等七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