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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教育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

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我国教育事业和老

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前，《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将

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扩大

老年教育资源供给。

当 前 ，我 国 老 年 教 育 发 展 情 况 如

何 ？ 未 来 ，如 何 扩 大 老 年 教 育 资 源 供

给？记者进行了探访。

需求旺盛

规模扩大质量提升

“看我拍的这张照片，阳光照在银

杏叶上，金灿灿的，多美！”张红蝶是国

家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学员，参加了 2021
年秋季学期的“摄影技巧初级班”，收获

颇丰。

与张红蝶一样，当下，许多老年人

在老年大学（学校）的学习中，实现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老年教育是助力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是加快构建

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方面。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老年

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推动

我国老年教育加快发展。近年来，我国

老年教育机构建设加速，老年大学（学

校）在数量上显著增加，办学质量明显

提高，覆盖面逐步扩大。

“我国老年大学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

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

国老年人受教育的愿望也逐步增强，老

年教育的潜在需求非常大。”国家开放

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荆德刚说。

“经测算，当前我国每万名 65 岁以

上老龄人口所拥有的老年大学（学校）

平均数量为 4.3 所。”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常务副会长刁海峰说，经过 30 多年的发

展，中国老年教育无论是在办学规模还

是在办学质量、社会效益等方面都取得

了很大的发展，老年教育进入了发展的

快车道。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说，面对

老年人群体旺盛的学习需求，新时代的

养老服务也要从生活必需型向发展型、

参与型、享受型转变，大力发展老年教

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面向基层

公益性普惠性增加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国老年教育

机构快速增长，呈现出分布广泛、主体

多元、形式多样的特点，依托社区教育

体系开展社区老年教育成为新时代老

年教育发展的特色。

走进北京市丰台区怡海社区老年

大学，占地 2000 多平方米的学校内，配

备了多媒体、弧形黑板等设施的教室让

人耳目一新，专业的舞蹈教室、古筝教

室、书画及美工练习室一应俱全。据怡

海社区老年大学校长周焕燕介绍，学校

已有 20 多年的办学经历，如今不仅吸引

了本社区的老年人参与，更辐射到周边

街道社区。目前，有 50%的学员来自本

社区之外。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发布的《中国老

年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

目前我国老年大学的办学性质主要包

括政府办学、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社会

办学几种，其中政府办学为主，约占老

年大学总数的 70%以上；从办学层次上

看，既有省、市、县级的老年大学，也有

街道、乡镇、社区、村的老年学校，其中，

以县级以下办学为主，占总量的 90%以

上，数量仍在迅速增长。与此同时，近

年来，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层级的老年

学校、老年教育学习点学习的老年学员

数量持续增加。

记者获悉，国家开放大学已经在 30
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

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 4 万个老年教育

学习点。线上平台注册用户数总计 630
余万人，提供学习服务 1.28 亿人次，线

下累计开办 10 万个班级，学员超过 573
万人次。

“当前，我国老年教育公益普惠性

显著增加，办学体系不断向基层延伸。”

刁海峰说。

提质升级

扩大优质资源供给

天津市、安徽省、山东省出台老年

教育条例，上海打造中老年专属数字化

学习平台“金色学堂”，陕西省制作“桑

榆未央 智慧助老”系列微课程，为老年

人运用智能技术提供优质在线教育资

源……

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形式，

多措并举广泛开展老年教育。同时也

要看到，老年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了积极

成效，但也存在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相对

不 足 、老 年 教 育 基 础 能 力 比 较 薄 弱 等

问题。

“ 老 龄 人 口 增 多 、城 乡 区 域 发 展

不 平 衡 、老 年 教 育 成 熟 服 务 体 系 尚 未

形 成 ，且 老 年 教 育 远 程 信 息 化 应 用 程

度 不 高 、服 务 能 力 不 强 等 ，都 导 致 了

老 年 教 育 资 源 供 给 存 在 不 足 。”荆 德

刚说。

“下一步要做到多渠道、多形式发

展老年教育，扩大增量，满足需求。”吴

玉韶说，“目前县一级老年大学、老年

学 校 占 比 很 大 ，但 到 了 社 区 一 级 老 年

教育机构其实比重还很小。老年教育

要 重 点 向 基 层 社 区 延 伸 。”他 同 时 建

议 ，应 抓 住 移 动 互 联 网 迅 猛 发 展 的 契

机，大力发展在线老年教育，打造触手

可 及 的 学 习 终 端 ，满 足 老 年 人 个 性 化

的 需 求 ，实 现 老 年 教 育 低 成 本 、高 速

度、跨越式发展，让更多老年人共享老

年教育发展成果。

怡海教育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

建议，应支持老年教育进一步向社区延

伸 ，通 过 支 持 社 会 力 量 举 办 老 年 大 学

（学校）等办法，进一步扩大老年教育资

源供给。

“‘十四五’将迎来老年教育快速发

展的时期，推动老年教育提质增量升级

十分紧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

陈功建议，应拓展老年教育的内容，课

程 不 能 仅 限 于 休 闲 娱 乐 方 面 的 主 题 ，

“建议抓住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和技能

型社会建设的机会，构建老有所学的终

身学习体系，充分释放老年人的经验、

智慧、创新潜能，培育老有所为的老年

文化。”

《意见》提出，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

教育体系，教育部门牵头研究制定老年

教育发展政策举措。教育部职业教育

与 成 人 教 育 司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下 一

步，教育系统将加强政策保障和引领，

扩大优质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夯实基层

基础，加强各级各类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机构建设，强化老年教育阵地建设，

“推动形成覆盖广泛、主体多元、资源共

享、灵活多样、特色鲜明、规范有序的老

年教育发展新格局。”

各方多措并举大力发展老年教育

老年大学助力老有所学
本报记者 李昌禹 吴 月

■关注老年大学①R
开栏的话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

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将老

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扩

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

老 年 教 育 目 前 发 展 得 怎 么

样？如何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

给？如何进一步帮助老年人更好

地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即日

起，本版推出“关注老年大学”系列

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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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 ，2022 年 春 运 大 幕 开

启。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举措，抓好

疫情防控，强化春运服务和安全管理，

全力打造平安、有序、温馨春运，努力

让出行体验更美好。

图①：电子临时身份证的推行增

强了旅客出行的便捷性。图为春运首

日，大同铁路公安处民警为旅客讲解

电子临时身份证在手机软件上的使用

方法。

郝瑞冬 翟媛媛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图②：春运首日，成渝高铁“复兴

号”智能动车组“共青团号”列车首发，

这是全国首次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中常态化开行“共青团号”列车，列车

将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图为志愿者

服务旅客乘车。

常碧罗 包 亮摄影报道

图③：南昌客运段“井冈山号”列

车乘务人员积极开展“暖心春运”行

动，通过贴喜庆窗花、赠小旅客爱心手

环和卡通口罩等一系列温馨举措，把

温暖送到旅客身边。图为乘务人员为

小旅客赠送爱心口罩。

胡 燕摄（人民视觉）

春运大幕拉开——

服务贴心
旅途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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