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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要 去 上 学 了 ，改 天 再

唠。”撂下电话，挎上帆布包，刘

奶奶匆匆赶往学校。

七旬老人，为啥还要上学？

原来，在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

镇西河阳村，有一所老年大学。

西河阳村建于明代洪武年间，有着

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2016 年被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

2023年，龙口市老年大学将民俗专业

课堂搬进村里的“老房子”，邀请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担任教师，开设黄县窗染

花、剪纸、摄影等课程，在深入挖掘本土传统民俗非遗

文化的基础上，打通老年教育进基层“最后一公里”。

“我在古村上老年大学！”——这是西河阳村附近

的老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自开办以来，这所坐

落于古村的老年大学已吸引 800 余名老年人报名学

习，这些老年人多数为本村及周边村村民，还有附近乡

镇居民。近日，记者跟随老人们走进西河阳村，体验了

三堂富有特色的课。

一堂非遗课：指尖舞蹈唤醒
童年记忆

漫步西河阳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独具胶东特

色的老式民居建筑，墙面由火山岩垒砌而成，屋顶黑色

瓦片俯仰结合，当地人称其为“哈瓦房”。

“胶东民间，曾流传有一首民谣，‘黄县的房，栖霞

的粮’，龙口市原称黄县，哈瓦房就是黄县房的典型代

表。”龙口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利春介绍，“老黄县

房是胶东人居住文明的象征。在古村里办公益性质的

老年大学，一是为了方便乡村老年人学习，满足他们的

精神文化需求；二是更有利于非遗课程与老房子的结

合，让老年人的学习更接地气。”

步入教室，笑语朗朗，一堂非遗课正在进行：一

扇窗上，贴着五颜六色的窗花，有花有鸟，图案精美。

“这叫‘黄县窗染花’，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已有 200 多年历史。”黄县窗染花烟台市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孙少莹是这节课的老师，“黄县人

借鉴剪纸和木版年画染色技法，创造出剪刻与色

彩点染相结合的窗饰制作技法——‘黄县窗

染花’。”

62 岁的王淑红是离西河阳村不远的枣

市村村民，也是老年大学的学员之一，每

周四下午，她都要来上一堂窗染花课。

坐在桌前，她手握剪刀，不一会儿一

条 栩 栩 如 生 的 金 鱼 就“ 诞

生”了。

“ 金 鱼 剪

起来容易上

色难。”她

拿出几个调色瓶，在纸上调配颜色，一次次在白纸上

试验，终于找到适合的颜色。

为何选择窗染花课程？“我们小时候过年一贴上

窗染花，新春的气息一下子就蹿出来了。它是我童

年记忆里的珍宝。”王淑红笑道。

在老年大学，王淑红不仅是窗染花课程的学生，

还是剪纸课程的老师。上基础课的时候，王淑红也

会帮助窗染花的老师进行剪纸部分的教学。“边学习

边教课，我交到了许多朋友。”王淑红喜上眉梢，“我

没上过大学，这下终于圆了梦想，还能学习传播非

遗，感觉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一堂摄影课：光影之间定格
爱与乡愁

夕阳西下，天边渐染。“咔嚓咔嚓”，老年大学学

员孙宗玉眼睛紧贴相机，找准角度，按下快门。

在这座古村落，每一栋民居、每一棵花草、每一

个角落，都是孙宗玉的拍摄素材。

“没退休时，就犹豫要不要学习摄影。后来，父

母逐渐变老，我想通过摄影记录他们的变化。”刚退

休不久，孙宗玉就报名老年

大学摄影课程，她举

起 手 里 的 相

机 ，笑 眯 眯 地

说，“这是我送给自己的退休礼物。”

老年大学的摄影课程，应该怎么上？“不能像专业摄

影课，上来讲构图等晦涩难懂的知识。”山东省摄影家协

会会员柳明光是这堂摄影课的老师，“教会老人如何操作

相机后，更多的是带着他们到实地操练，然后拿着老人们

的作品讲解知识，他们会更感兴趣。”

在柳明光看来，西河阳村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村落，

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是极佳的摄影采风基地，因此，也成

为老年大学摄影课的实践点。

为了提升老人们的拍摄水平，柳明光还在课堂上设

置了评选比赛。“别看都是一些退休的老人，求胜欲可强

着呢！”孙宗玉说，有时候，一堂评选课能延时一两个小

时，即使这样，大家还舍不得下课。

上了摄影课后，孙宗玉感觉收获满满。“不仅掌握摄影

技巧，还学会发现美好。”如今，她还爱上旅游，走到哪里都

要带着相机。一张张照片，定格了浓浓的爱意。“我母亲知

道我学习摄影，天天催我回家拍照。”孙宗玉翻出电子相

册，照片中的四季在变，父母渐老，但不变的是老人的笑

脸，“看到他们的笑容，我的心里就很踏实、很温暖。”

一堂红色教育课：银龄力量
激荡英雄赞歌

在这座古村里的老年大学，有这样一堂课，被大家称

为“流动的红色教育课”。

“红色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退休干部张大琪是

龙口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受老年大学邀请，来此担

任红色教育课堂教师，在教授内容上，他曾犯过难，“给老

人们讲红色故事，这堂课到底怎么上？”

“如果讲的是身边事呢？”身边人的一句话启发了他。

1942 年，八路军山东纵队“钢八连”在黄县（今龙口

市）丰仪店村与日军激战，53 名战士牺牲，当地百姓将他

们就地安葬，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1956 年，烈士

移葬龙口烈士陵园后，立起了 53 座无名烈士墓碑。

“经过挖掘，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本地的红色文化资

源这么丰富。”在课堂上，张大琪讲述了 53 名无名烈士的

故事，“用身边的英雄教育身边的人，更有说服力。”

在这堂课上，张大琪通过摄影展的方式进行授课，每一

张照片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由于常年在户外办展，好

几张照片有了磨损的痕迹。“这些照片缺失的棱角，也见证

着老人们上课的时光。”张大琪说。

在英灵山举办烈士摄影展，在教室排练抗日舞台剧

……“课堂形式丰富多彩，学员们也听得认真。”在这所老年

大学，老年人不再只是文化知识的接收者，更是传播者、守

护者。张大琪说，“有的老人回到家后，还会给他们的孙辈

讲起我们龙口的红色故事，有的老人还带着孩子来听。”

在西河阳村，流动红色教育课正在继续。

“如果能让一个人感动，那他就可能再去

感动另一个人，继而就是一群人。”张

大琪挺了挺腰，“这正是这堂课的价

值所在，也是古村老年大学的意义

所在。” （王朔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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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扩

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研究及实践

表明，老年人的学习参与程度与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密切相关，发展老年

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老年教育服务的发展已具备一定基础，老年大学规模持续

扩大，办学能力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老年教育发展仍面临着资源不足、城乡

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老年大学如何进一步向乡村延伸，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我

国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

我国乡村面积广，老年人数量多，老年教育服务的需求大；但也应看到，乡

村老年教育的开展仍面临一些实际挑战。例如，乡村地域广，村民居住地相对

分散，这对老年人参与教育活动带来行动上的不便。此外，部分基层老年大学

的教学内容与老年人需求的匹配性有待提升，有的送教下乡项目不能满足乡村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因此，需要完善现有老年教育服务

体系，使乡村老年教育的供给能力、供给质量能够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

的文化需求，让更多乡村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创新机制，鼓励多元力量举办老年教育，为乡村老年人提供就近、便捷

的教育服务。在一些地区，老年教育举办面临经费不足的现实困难，而乡村

老年人的支付能力整体相对较低，对此，可以加强政策支持，创造条件，鼓励

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才返乡举办老年学校，开展公益性老年教育。在环境建

设方面，可利用闲置乡村校舍等资源，作为开展老年教育的活动场所。

优化老年教育内容，更好满足乡村老年人的需要。乡村老年人的学习内

容需要具有乡村本土特色，贴近他们的生活需要与生活语言。例如，有的老

年大学深入挖掘当地传统民俗、非遗文化，有的老年学校注重讲授种植知

识，有的传授医学保健知识、举办适合老年人身体特征的康养运动课程等。

鼓励城乡老年教育协同发展，推动银龄教师下乡支教。支持鼓

励城市老年学校与乡村老年学校结对帮扶，助力乡村老年教育发展，

实现老年教育资源的区域共享。针对乡村老年教育师资的不足，

建议完善相关政策，推动退休教师、行业专家、能工巧匠等到乡村

老年学校支教，提升乡村老年教育师资质量和教学服务水平。

此外，教育数字化手段能够创建灵活、丰富和交互式的学习

环境，使一些受制于时间、费用、交通等障碍的老年人也能够

获得学习机会，促进人人皆学、处处

能 学 、时 时 可 学 。 目 前 ，依 托

国 家 老 年 大 学 建 设 的 全

国 老 年 教 育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已 汇 聚 大 量 课 程

资源。未来，可以

充 分 利 用 技 术 手

段开展老年教育，

弥 补 线 下 老 年 教

育资源的不足。

（作者为北京

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让更多乡村老年人

老有所学
吴   峰

寒冬时节，要想风度温度兼备，衣服材

质选择很重要，如今冬日服饰中隐藏的“黑

科技”，能够大幅提升人们的“温暖指数”。

冬季穿衣首选分层法，包括内层（基础

层）、中层（保暖层）和外层（隔离层）。穿衣

要像剥洋葱一样，穿搭多层，每一层衣服都

薄薄的，这样衣服与衣服之间会形成隔绝

冷空气层，达到保暖的效果。

内层宜选择棉、丝或聚酯纤维这类透

气快干的材质，减少汗水蒸发时带走人体

热量。这里不得不提到广泛应用到保暖内

衣中，由碳原子组成的“黑科技”材料——

石墨烯，它具有超高的导热性，能够快速将

人体散发的热量均匀分散。石墨烯的抗菌

性能，能有效抑制长久穿着过程中的细菌

滋生。它还含有气凝胶，其内部布满微小

气孔，能够有效阻隔冷空气进入，保存身体

热量。

中层是发热的主力层，可以使用抓绒、

羊毛等保温性能较好的材质。抓绒衣是保

暖界的明星，一些保暖性能好的抓绒面料

通过特殊的编织工艺，形成一层又一层的

绒毛结构，能包裹住大量空气，形成保暖屏

障。据专业测试，同等厚度下，抓绒衣的保

暖性能比普通棉质衣物高出约 40%。

外层锁住热量，加强防护，是冬季保暖

的关键，当前，羽绒服是冬季服饰的主力

军。随着一些“黑科技”面料的运用，不少

羽绒服在防风防雨、透湿和延展性方面表

现出色，深受消费者青睐。如采用纳米防

水涂层技术的羽绒服，不仅防水性能强，水

珠在衣物表面能瞬间滑落，而且透气性较

普通涂层提升 30%。其面料的延展性也十

分优越，穿着时能随着身体动作自由伸展，

毫无束缚感。滑雪爱好者则可以选择防风

防水又透气的面料。汗水蒸发形成的水蒸

气，其微孔结构极其精妙，比水滴小却比水

汽分子大，专业的滑雪服需要既能阻挡外

界的雪水、寒风，又能顺利排出运动产生的

汗气，保持身体干爽温暖。

（作者为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本报记者

施芳采访整理）

掌握温度，成就风度

冬季穿衣，认准哪些“黑科技”
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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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东省烟台市文物保护单位西河阳村“王家大院”。

张成金摄（人民视觉）  
图②：位于西河阳村的龙口市老年大学摄影班的学员们

在实际操作。 柳明光摄（人民视觉）  
图③：龙 口 市 老 年 大 学 国 学 班 的 学 员 在 课 堂 上 诵 读

《大学》。 李   锴摄（人民视觉）  
图④：龙口市老年大学“黄县泥老虎”非遗课程老师李殿

平在课堂上进行示范。 刘启强摄（人民视觉）  
图⑤：龙口市老年大学位于西河阳村老龙街上的教学实

践基地“民俗体验馆”。 张允田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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