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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名 稱 行動健康管理 APP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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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單 位 資訊管理系 

活動內容 

由於銀髮族隨著年齡的生理機能隨著年齡逐漸退化，使用不習慣的科技產品對於

他們來說是有一定難度的，繁瑣的功能以及雜亂的介面，不只會讓他們在認知理解上

感到不適，觸控式的操作上也容易產生障礙，造成使用上的不便。因為本研究認為對

APP而言在設計時非常注重友善的介面設計，故本研究依據國內學者郭瑀琁於 2018研

究指出，有四大項設計構面要素必須考慮，分別為心理因素、導覽設計、資訊組織架

構以及概念；因此，本研究希望嘗試「科技」與「人性」的結合，建構出一個跨領域

的科技平台。尤其在面對老齡化持續高升的人口斷崖，無論是長照的照護等等問題，

或是單純給予一種科技輔助生活的現成產品，都能使這些銀髮族擁有更便利、且貼近

年輕人的生活。 

本研究嘗試建立「行動健康管理 APP」來提供傳送生理數據進行紀錄及整理，測

量完後將以週、月為區間數據繪製成趨勢圖表來做分析；本 APP 所提供的圖表不只要

能讓使用者容易理解，還要有預警功能，當連續三次檢測出與一般正常值不符便自動

推播警示給銀髮族，告知目前健康情況及如何因應改善等訊息，協助被照護者掌握每

日生理資訊的變化，提供家屬做健康管理、追蹤及預防。 

因為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嘗試以服務主導邏輯的觀點及家屬的角度來建構一套友

善銀髮族的「行動健康管理 APP」，在治療診斷方面，不管是患者還是家屬都對於以

往的臨床檢查過於依賴，說服他們使用新的行動設備來進行診斷是一大阻礙，Heng-Li 



Yang與 Shu-Ling Hsiao於 2009年的研究提到最為重要的是患者數據的安全性和私密

性必須得到保證以及友好的用戶界面才是他們期待的自主健康管理 APP。因此，本研

究所建構「行動健康管理 APP」是不需要提供詳細的個人資料。而在介面設計上對於

銀髮族本研究則以圖例大且簡潔的畫面，讓他們在使用起來感到方便且無障礙，透過

通訊錄設置緊急聯絡人、建立與家人的共同日程。本研究訪談的對象為 65歲以上之銀

髮族，閩南語作為他們平日主要溝通語言，因此本研究將以閩南語進行訪談，在其中

對於訪談問題不清楚及解說過程可能對於受訪者認知造成影響。圖 1 為本系統之功能

圖，早期的照護系統主要目的通常是連結病人、醫院與看護人員之間，進行健康照護

與管理；而本系統則是以家庭為核心，連結銀髮族及家屬。 

 

 

 

圖 1 系統功能圖 

上圖為本系統之功能圖，早期的照護系統主要目的通常是連結病人、醫院與看護

人員之間，進行健康照護與管理；而本系統則是以家庭為核心，連結銀髮族及家屬。 

 



圖 2 為本系統之系統架構，本研究認為智慧型手機普及化的時代，建立一套簡易

App 系統取代以往在主機上操作照護系統對於銀髮族的接受度是較高的。只需要至

Google Play商店下載「銀髮族健康管理」App，透過電話號碼及可申請本系統之帳號，

填寫完畢個人資料即可開始使用。 

圖 2 系統架構圖 

在住家中，銀髮族透過含有藍芽功能的血壓血糖機測量生理數據時，使用 App 的

血壓血糖測量功能即可將測量值上傳至測量介面並同步上傳至聊天室，讓家屬即時的

得知銀髮族長輩目前的生理狀況。並且透過聊天室功能，也能聯繫親屬之間的關係。

聊天室群組內的成員皆由銀髮族長輩透過電話號碼添加，由於是銀髮族使用者自行添

加，不會產生隱私上面的疑慮。而 GPS即時定位功能我們則定時偵測銀髮族目前位置，

在家屬需要確認銀髮族長輩、銀髮族使用緊急連絡人功能時，我們都會透過最近一次

獲取的經、緯度座標連結 Google Map標示出銀髮族位置，最後我們設計簡易觀看的行

事曆，讓銀髮族長輩能夠立即得得知自己安排了什麼行程，是否需要複診、領藥，對

於活動的安排我們也進行了事前提醒，讓長輩能夠不錯過各個行程，獨自就能完成生

活，家屬也能放心。 

 



本系統架構有以下特色： 

1. 智慧型手機普及化的時代，使用者只需要透過智慧型手機至 Google Play商店

或是 App Store商店下載「銀髮族健康管理」App，透過電話號碼及可申請本系統之帳

號，填寫完畢個人資料即可開始使用。 

2. 對於銀髮族而言，能在晚年生活活得健康充實、保有以前的體力、生活和人際

關係是他們的願望。透過我們提供的功能，家屬能夠放心的讓銀髮族獨自完成各項活

動，銀髮族也有所成就感。 

3. 對於家屬而言，我們提供了聊天室功能、GPS 即時定位與緊急連絡人的結合，

讓他們能夠第一時間得知銀髮族長輩目前的狀況，即時的進行處理，不會因不放心銀

髮族長輩獨自一人而影響了個人的工作。 

本研究在確定研究主題之後，首先從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來進行相關文獻的整

理與探討，找出在設計「行動健康管理 APP」時必須考慮哪些相關的重要設計構面要

素（即心理因素、導覽設計、資訊組織架構以及概念等四大要素），以便建立本研究

功能架構圖（如圖 5 所示）。然後，再進行銀髮族親屬需求的訪談以瞭解影響 APP 介

面品質的設計要素，規劃出本 APP 所需資料流程圖。緊接著，建構出本「行動健康管

理 APP」雛型功能供銀髮族及家屬使用，希望本 APP 能夠提升銀髮族的自主能力，改

變老人長照給親屬造成身、心理上的沉重負擔的負面印象，包括建構一個以活絡家庭

之間緊密關係的「行動健康管理 APP」，共同關心長輩的生活狀態、並可在平台上分

享日常生活，家屬可以設定時間關心長輩，讓系統自動發送關心貼文，使家屬不再因

為苦於應付長輩而造成負擔。此外，家屬跟長輩可以共同規劃行程，使長輩能規律的

回診、復健，減少銀髮族因記憶力衰退而耽誤重要活動，也可安排規律的運動減緩銀

髮族肌肉衰竭，空出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增進情誼，有助於減緩老化及得慢性病的機率，

降低跑各門診的次數，進而減輕醫療資源的負擔。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希望以科技補

償弱勢，讓銀髮族能夠有尊嚴的自主獨立生活。在操作方面力求簡單方便，在回饋功



能追求完善有人性，藉此提升他們對於操作行動通訊設備的能力。最後，依據顧客使

用本 APP過後的建議以作為改善功能之參考。 

活動照片 

  

系統登入 輸入生理數值、血壓趨勢圖 

  

血糖趨勢圖 新增緊急聯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