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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老年教育随着时代内容的嬗变，从无到有，再到慢慢壮大，经历了初创

期、推广期、发展期、繁盛期四个阶段。我国老年教育嬗变的基本逻辑渗透了以人为本、创新服务的发展理念，

体现了政府主导、多力合一的运行机制，实施了实验先导、示范辐射的推进策略，制定了制度先行、强化体系建

设的保障措施，形成了五位一体、多元发展的办学模式。随着老年人多元学习需求的日益增长和现代化社会

变革的渐次深入，未来我国老年教育应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目标，进一步贯彻公益性、民本性

的原则，加强老年教育法制和政策的建设，推进老年教育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 老年教育; 发展历程; 嬗变逻辑; 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 G7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263(2018)09 － 0150 － 07
DOI:10． 15937 / j． cnki． issn 1001 － 8263． 2018． 09． 021

作者简介 马丽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博士 上海 200062; 叶忠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博导，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上海 200062

老年教育的产生、发展与人的终生发展的需求之间

是内在要求和内源性动力的关系。这种“按照老年人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组织为所属社会承认的老年

人所提 供 的 非 传 统 的、具 有 老 年 特 色 的 终 身 教 育 活

动”①，具有完善老年人的自由、自主、自我的终生发展属

性。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较

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7 年末，60 周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7． 3% ( 2． 409 亿人) ，其中

65 周岁 及 以 上 的 人 口，占 总 人 口 的 11. 4% ( 1． 583 亿

人) ②。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学

习型社会、促进教育公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来说，发展老

年教育是一个重要举措。因此，对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

进行系统回溯，分析其特有的嬗变逻辑，探索其未来推进

策略，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更好地描绘中国老年教

育的未来画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老年教育发展的回溯

在研究社区老年教育时，有学者认为，我国老年教育

经历了兴起、推广和多元化的发展③ ; 也有学者根据老年

教育学的诞生和发展，将老年教育的历程分为创立阶段、
发展阶段和创新阶段。④本文主要基于政策的发展，结合

社会背景、理论发展和实践动态将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

历程分为: 初创期、推广期、发展期、繁盛期四个阶段。划

分的政策文本依据为带动老年教育量的扩展和质的提升

的《中国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996 ) ，将老年

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的党的十六大报告( 2002) 和恒定

老年教育发展总方向的党的十八大报告( 2012) 。
( 一) 以老干部为中心、未具规模的初创期(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至 1995 年)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到 1995 年，为老年教育

发展的初创期。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

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科学

技术，不抓教育不行”。⑤“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是关键”
这一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82
年 2 月，《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发布后，国家

工作人员退休制度开始实施。⑥离休退休后的老干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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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要求继续学习，于 1983 年着手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老

年大学“山东红十字会大学”。国家对老年大学这一新生

事物给予了充分肯定。之后，长沙、哈尔滨、贵阳、南京、北
京、广州等许多地区，由一批离退休人士相继自发地创办

起了老年大学，并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扶

持和支援。此时，多数老年大学虽处于无固定校舍、无经

费、无编制人员的“三无”状态，但得到了快速发展。据不

完全统计，到 1995 年，我国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已经发展

到 6000 多所，在校学员 50 万人。⑦这些老年学校内对老

年教育的发展目标、组织运行等内容并没有系统、完整的

规定。1994 年 12 月，由国家计委、民政部、劳动部等中央

国家机关十个部委联合制定的《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

纲要( 1994 － 2000) 》，提出了在全国开展老年教育的预定

目标，强调“老年大学、老年学校是老年教育的重要形式

……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⑧1995 年 3 月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第 11 条规定:“完善现代国民教育

体系，健全终身教育体系，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⑨在中

央国家机关多部委制定的发展纲要及教育法中强调老年

教育的重要性，为老年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政策上的准备。
从理论研究来看，我国的老年教育学和老年教育也

开始萌芽，涌现出一批学术研究成果，如熊必俊编著的

《老年学和老龄问题》( 1990) 、中国老年学学会编著的《迎

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1991) 等，进一步推动了老年教育

理论的发展。
可见，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的初始阶段，是民间自主

的、以老干部为中心的、还未成规模的老年教育阶段。其

中，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对推动我国的老年教育起到了重

要作用。除老干部大学外，在政府的推动下如雨后春笋

般迅速发展起来的普通的老年大学，受各地方经济发展

水平的制约，呈现出规模小、管理单一、缺乏可操作性的

规定和发展机制。
( 二) 重视老年“受教育权”、着手扩大办学规模的推

广期( 1996 － 2001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我国在经济上形成了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60 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增长，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涉

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也关系到国计民生。全国

人大于 1996 年 8 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这是第一部涉及老年人的法律，其影响深远，带动

了老年大学数量的发展和向基层老年教育的辐射。该法

第 31 条强调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鼓励社会办好

各类老年学校⑩，标志着我国老年教育已成为国家意志，

并发展到了依法办学的新阶段。1999 年，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李岚清指出，“要大力发展老年教育，

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各类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瑏瑡。进而，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开办空中老年大学，尝试建立网

络交流平台。1999 年 1 月，教育部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

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瑏瑢2000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基本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等六个目标。2001 年，中组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做

好老年教育工作的通知》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

划纲要( 2001 － 2005 ) 》，其 中 强 调 培 育“老 年 大 学 示 范

校”，提出“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和“建立老年教育网络”等

措施。老年大学的办学数量和老年学员的需求得到了多

元拓展。
这一时期，老年教育的理论有了新的探索。中国有了

系统论述老年学学科的著作，代表性著作有《老年学校教

育学》(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教育研究组，1998) 、《社会老年

学》( 邬沧萍，1999) 等。同时，2001 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五”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也出现了有关老年教育的研究，如

马超的“中国大中城市老年教育组织实施的实验性研究”，

姚远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中国老年教育研究”等。
在此期间，我国的老年教育从对象上来看，由离退休

干部向全体社会老年人转变; 从性质上来看，由福祉型向

教育型转变。初步形成了政府、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人

等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合作等形式的办学格局。但存在

老年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分割现象明显、缺少顶层设计、
形式较为单一等问题，同时老年教育的学科设置、学时安

排及课程内容等尚不够规范。
( 三) 强调终身“教育性”、提升办学规范化的发展期

( 2002 － 2011 年)

21 世纪初，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学习需求的增大，老年教育

的支援体制有待增强。党的十六大( 2002) 提出了“全面

建设小 康 社 会”的 目 标，明 确 指 出“构 建 终 身 教 育 体

系”瑏瑣。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最后阶段，发展老年教

育是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有利支撑，需要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老年教育步伐。可以

说，党的十六大推动了我国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十六

届三中全会( 2003) 强调“以人为本”，2004 年中共中央再

次强调提出“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

建立学习型社会”瑏瑤。之后，2006 年国务院提出:“各级政

府要加大对老年教育的资金投入”瑏瑥，对老年教育的发展

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国家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纲

要》( 2007) 中将老年教育首次列入国家教育发展规划。
继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进一步要求“重视老年教育”瑏瑦，我国老年教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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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写入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标志着老年教育的

“教育性”得到党和国家的正式承认。《中国老龄事业发

展“十二五”规划( 2010 － 2015) 》提出，加强老年事业“体

系化”建设，使老年大学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瑏瑧在国家

“老有所教、老有所学”的发展理念下，全国很多地方陆续

提出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各级政府、有关部门

和企事业单位创办了一批示范性老年大学。一些地区( 如

广东省等) 颁布了加强农村老龄工作的实施意见，加紧建

设农村老年教育网络，一些城市内( 如上海、北京) 老年大

学的报名火爆，出现“一座难求”、“老面孔”的现象。此外，

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加速教育信息对“新市民”的教

育，数字化的老年教育成为完善老年教育网络的新课题。
老年教育的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多元的发展，与

中国的社会变革结合更加紧密，《和谐社会与老年教育》
( 郑令德，2007) 、《老年教育学》( 董之鹰，2009 ) 等理论性

研究也初现端倪。此外，出现了与实践挂钩紧密的课题，

如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十一五”成人教育科研规划课题中

的“老年远程教育研究”( 顾秀莲，2009) 、“社区老年教育

研究”( 吴云龙，2009) 等。
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背景和倡导终身学习的理念

下，这一时期强调以人为本，将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

系的一部分，重视老年教育的“教育性”。政府着力加强

老年大学的规范化和规模化建设。与此同时，老年教育

的模式得到创新，远程教育和数字化教育的发展开始被

关注，初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学制、多学科的老年

教育体系”瑏瑨。
( 四) 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尝试办学战略转型的

繁盛期( 2012 年 － 现在)

党的十八大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调“让每一

个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是要实现的“中国梦”之一。党

的十八大( 2012 年) 为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老

年教育的发展蒸蒸日上，进入新阶段。同年，《关于进一

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文化教育部门要把老

年教育纳入到终身教育和社区教育体系，加强领导，统一

规划”瑏瑩。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强调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鼓励社

会“办好各类老年学校”瑐瑠。之后，2016 年提出了“发展老

年教育”、“构建人口老龄化应对体系”瑐瑡。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 2016 － 2020 年) 》是我国第

一部老年教育专项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最大限度满足各

类老年群体的学习需求，将我国老年教育事业带入一个

逐渐快速发展和品质提升的新时代方位。2017 年，《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老年教育机构逐

步纳入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学习服务体系，办

好老年大学，有效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瑐瑢。教育部办

公厅印发《2017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力主构建“网络

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现代化教育体系瑐瑣，国务

院发布的我国第一部老龄事业规划《“十三五”国家老龄

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2017) 要求“牢固树立和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表明

到 2020 年基本形成“老年教育新格局”瑐瑤。2017 年党的

十九大继续强调了继续教育和老龄工作。
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在这一阶段不仅表现为横向多

元的特点，亦开始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批包括老年生

命系列教育、老年素质教育，甚至老年人的临终关怀等有

推广价值的研究; 同时也出现了与老年教育心理学、经济

学、社会学以及海外老年教育等相关的理论深化研究，呈

现较之以前未有的繁盛局面。例如，由叶忠海主编的“老

年教育理论丛书”填补了我国老年教育学科体系研究的

空白，《老年心理学》( 崔丽娟，2012) 、《老年教育学》( 杨

德广，2016) 等一些高质量研究成果对老年教育的目标、
内容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与重构。

这一时期，伴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老年学校

努力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办学战略逐步转型。老年远

程教育将会成为开展老年教育的有生力量和重要载体。
各地开展老年远程教育“三个一”行动计划，成立远程教

育工作委员会，组建老年远程教育实验区指导中心，有序

开展老年远程教育工作。特别是社区和居( 村) 委会的远

程收视点，内容上包罗万象，注重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受到各地的支持和重视。
综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和国家积极推动老年教

育事业的发展，我国老年教育虽总体仍处于发展的初级

阶段，但在这短短的期间内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

初步形成了由组织部、教育部、文化部、民政部、老龄委等

多部委共同推进老年教育发展的格局。其次，国家专门

就我国老年教育第一次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开始尝

试从以前老年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的思考模式，转向现在

以维护老年人权利为主的角度。再次，全国部分省市利

用信息化手段，通过建立社区教育实验区、老年远程教育

实验区和先进典型的评选活动，扩大了老年教育城乡、区
域间的覆盖面。此外，对农村老年教育、丰富农村老年人

的文化生活逐步重视，强调农村老年教育成为我国教育

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我国老年教育的嬗变逻辑

我国老年教育发展历程有着明显的嬗变逻辑，以下

分别从老年教育的发展理念、运行机制、推进策略、保障

措施、办学模式五个维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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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发展理念: 以人为本，创新服务模式

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应在追求国家利益和功利目的

的同时，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瑐瑥以人为本，是我

国老年教育发展的基本理念和不可或缺的衡量尺度。从

实现老年人的根本利益出发谋求老年教育的发展，一直

是我国老年教育秉持的发展理念和落脚点，进一步体现

了“人是目的”的思想。
我国的老年教育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挑

战下，逐步从过去“物质养老型”向“精神养老型”转变，教

育活动致力于“以学习者为中心”创新模式。通过老年人

对老年教育、老年人 的“知 晓 度、认 同 度、参 与 度、满 意

度”瑐瑦作为评价指标，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为老年人

创造学习条件、做好学习服务，力求满足老年人的内在需

求。各地在改革老年教育的过程中，基于老年教育自身

的人本属性，重视通过对“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深入认识，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认知特征以及社会性发展，创新服务

模式。老年学校引领老年人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力

求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教育机会。例如，为解决“一座难

求”的局面，发展老年学习社团; 为满足健康状况和经济

条件不太好的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开展“养教结合”“送教

上门”; 为提高老年教育的参与率，推出办好“家门口的学

校”以及实施“学习场所倍增计划”等老年教育工作重心

下移的地方性政策。
( 二) 运行机制: 政府主导，增强多力合一

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和改革开放大潮应运

而生的老年教育事业，在运行机制上逐步形成了党政主

导、多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多力合一”、多形式发展的

良好格局。老年教育是在文化部、教育部、和民政部等部

委的主导下，得到了党政机关强有力的推动，这成为我国

老年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运行优势。反之，老年教育

的非盈利性、社会福祉性的特点，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国老年教育的运行机制是由各级政府负责本区域

内工作，确定牵头负责部门，制订总体规划。当前正在进

一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老龄部门牵头，民政、教育、文

化、财政等部门参加，整合各方力量参与建设活动的老年

教育工作运行机制，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形

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另外，正在逐步健全政府公共财

政投入与其他多渠道投入机制相结合的老年教育经费机

制，鼓励社会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资助学、建设基层老年

教育专用设施等，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事业得到了各

地财政部门的政策支持。
( 三) 推进策略: 实验先导，实现示范辐射

在我国，参与基层社区教育的群体主要是老年群体，

社区教育实验工作通过示范区发挥引领作用。2008 年到

2015 年，教育部组织开展了六批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和

四次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的评比工作。目前已经建立了

249 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 其中全国社区教育

实验区为 122 个，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127 个) ，已成为老

年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抓手，推动社区老年教育横向

辐射和纵向内涵发展。
在部分地区，通过实验的方式，已经形成了“社区—

小区—楼组—家庭”的老年教育创建链，把老年教育向个

人延伸，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很多地方提出了“一街一

品”、“一地一品”的目标，开展各类老年教育和学习活动。
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也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

领和辐射带动作用，鼓励、支持老年教育发展较为滞后的

区县到实验区、示范区等学习当地的先进经验。这种通

过实验区—实验街镇—实验项目，选出示范，逐步推广的

以点带面的推进策略，形成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然后自上而下、由城到乡逐渐扩展。“实验先导”的推

进策略，促进了社区老年教育的深入发展和内涵建设，同

时也使老年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 四) 办学模式: 五位一体，注重多元发展

为了扩大老年教育供给，最大限度满足各类老年群

体学习需求，我国正在着力建立和完善老年人自主教育、
基层社区老年教育、学校老年教育、远程老年教育、社会

老年教育“五位一体”的老年教育发展新模式瑐瑧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为了“充分发挥老年人的智力优势、经验优

势、技能优势”瑐瑨，鼓励老年人发挥主体作用，强化其“自

主学习”的理念。发展多元的基层老年教育，促进老年大

学的规范化发展，推进远程老年教育，重视数字化老年教

育，扩大老年教育的受众范围。
目前，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远程老年教育系统，通过

信息技术的融入，将“老年收视点”延伸至基层社区，提高

了老年人学习的便捷性。通过“开放大学”建立远程老年

教育系统，提倡“养教一体化”着力开展社会老年教育，激

发老年人学习的内在动力引导其自主开展学习团队，可

见“五位一体”老年教育发展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同

时，对积极老龄化目标基本达成共识，通过建构、调整老

年教育结构和空间布局，基本健全了老年教育组织网络，

起到了“服务一个老人，幸福一个家庭，和谐一个社区”的

巨大作用。
( 五) 保障措施: 制度先行，强化体系建设

脱胎于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老年教育，带有较强的

社会福祉属性，其相关制度当属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

利制度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基

础。瑐瑩但是，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教育福利制度是由其

独特的历史观、价值观、国情及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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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瑑瑠实际上，我国老年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各地所

出现的不同创建、起点、规模和质量，均有其存在和发展

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例如，在国家层面从法律上就规定

了老年教育是老龄事业发展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

基础上，多年来，老年教育与养老服务产业在互动中发展，

通过有效实施养教结合，科学而全面地开展养老服务，提升

老年人生活质量。从整个历程来看，我国老年教育事业的

发展，在制度的保障下，其体系化建设是重心所在。
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

性，注重政策法律体系的保障和各项规范化的制度建设。
我国在不断积极完善以各级老年大学为骨干、社区教育

机构为依托、远程网络教育为载体的老年教育体系。近

年来，在各市的积极推动下，市、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
居村委( 社区) 级老年教育机构的设立取得了重大突破，

形成了老年教育的四级网络。同时，由学校、行业、社区、
网络四大体系组成的老年学习服务体系也有了一定的发

展。可以说，我国老年教育保障措施的特点体现为: 以老

年人为本，以资源供给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以服

务体系为关键。
无论是回望历史进行梳理，还是立足现实，我国老年

教育秉持以老年人为本的理念; 由政府自上而下高度引

领，多力合一共同推进; 通过实验区和示范区的建设在规

模上由点到面，逐步普及; 在制度的保障下，初步构建了

多元体制、四级网络和五位一体的办学模式。老年教育

的发展态势正由宏观到微观，渐进深入; 老年教育的内涵

正由单一到多元，趋于丰富。

三、未来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主要矛盾发生关系

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老年教育的发展还有不少短板弱项，只

有精准把握其主要矛盾的内涵和外延，具备面向未来的前

瞻性，才能大力提升老年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 一) 进一步解决老年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当前社会

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转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节奏和脉

搏。我国老年教育也面临制度体系不健全，各地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老年教育发展不平衡包括城乡、地
区、人群的不平衡，其本质是社会供给与老年人对教育的

需求不匹配。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多样化

的需求与目前老年人的各种教育服务不平衡。老年教育

发展不充分，既体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也体现在对

各个老年群体的针对性和普惠性不强。
要解决好老年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大

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动老年教育的质量、动力变革; 需坚持老年人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着眼于促进老年人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教育

条件; 需有政策的保障，建立健全老年教育制度体系。为

了解决老年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还需注重老年教育

的内涵建设，如学科体系建设、理论建设、团队建设等。在

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影响下，建设老年教育的学科体

系，发展不同层次的、符合老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的老年教

育系列课程; 加强老年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 建立老年教

育共同体，打造志愿者平台、建立合作式的服务共同体等

方式; 鼓励老年人发挥主体作用，支持老年人自主开展老

年学习活动。具体来说，即加强政府对老年教育的支持

力度，打破区域发展差异的藩篱，制定有利于老年教育政

策目标实现的配套措施，提出老年教育的横向和纵向合

作、效益评估要求和措施，制定配套的监督制度，提升老

年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 二) 进一步坚持老年教育公益性、民本性原则

尽管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坚持城乡一体，以

人为本的原则，努力实现老年教育的公平性。但是，老年

教育发展不均衡、以及老年教育与当地历史、文化元素未

能有效结合的现状，需要在老年教育制度设计和实践中

进一步坚守公益性和民本性的原则。
坚持公益性为主体，社会办学为补充。对老年教育

的资金加大投入，实行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投入机制，最

大限度地开放社会公共教育资源。在老龄事业大局中发

展老年教育瑑瑡，老年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理应成为

老年教育制度的核心伦理。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乡社

区、超高龄、经济条件差、低学历、健康状况不好的老年人

予以支援，缩小不同地区和群体间老年教育的差距。坚

持民本原则，充分利用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使教学内容

与地方元素有效结合，有针对性地开展富有特色的活动。
坚持区域分异性，承认区域的不同与差异，尊重差异，善

待差异，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以保障每位老年

人都可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推进老年教育向基层延

伸，同时积极发展高层次老年教育。
( 三) 进一步加强老年教育法制、政策体系建设

我国老年教育是涉及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为了科

学有效的发展，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

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制定颁布的一些教育法律在

老年教育的发展上还未发挥出很大的针对性实效。目

前，我国老年教育面临组建政府统筹协调机构、增加经

费、提高老年参与率等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提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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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法制和政策建设。
我国老年教育四十年来发展的实践证明，制度建设

是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的内在要素。特别是老年教育实践

“自上而下”规则、标准和政策促进了初期老年教育的生

长和发展。今后需要进一步夯实老年教育的法制和政策

的建设，建立顶层统筹协调机构，整合社会老年教育资

源。此外，根据诺尔斯的理论，成年人有独立的自我概念

并能指导自己学习，他们的生活经验是他们学习的丰富

资源。瑑瑢具有丰富的智慧、经验和技能的老年人理应是知

识的积极建构者，具备自我导向学习的能力，且有明显的

学习主动性。所以，在审视现行教育政策的基础上，需要

兼顾国家利益，构建能够满足每个老年人学习特点和需

求、注重提高老年社会参与主体性的老年教育法律与政

策体系，以便更好地保障维护每位老年人的个性和尊严。
( 四) 进一步推进老年教育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给人们特别是老年人在学习观念、学习方式和学习行为

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老年教育手段创新势在必行。
尽管学习需求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增强，但老年人中

缺乏网络知识的非网民人数仍较为可观。《第 41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

国网民达到 7． 72 亿，其中 60 岁以上的网民仅占 5. 2% 左

右。可见，老年人对信息技术的疏离形成了一种由年龄

构筑的数字落差。推进老年教育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可帮助缩小新兴科技与老年生活的“数字鸿沟”( digitaldi-
vide) ，加快信息技术与老年人学习的深度融合，从而保障

“互联网 +”时代中老年人的学习权，促进教育公平。
老年教育要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必须要凸显其

开放性、民本性、合作性及融通性的特点。老年教育的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不仅要完备和提升数字化学习的硬件

设备，更要加强数字化学习的软件建设。在数字化技术、
高科技、多媒体的迅猛发展背景下，需要以远程学习点建

设为重点，推进远程老年教育，适应教育互联网变革，同

时要有的放矢，切实贴近老年人的学习需求; 需要从经

费、教师队伍、教育体制上提升老年人网络学习和数字化

学习服务体系建设效益，在网络教育中融入人文关怀，让

老年人感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与快乐; 需要开发老

年人力资源，将老年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发展“教养一体

化”、促进老年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打造志愿者平台、建立

合作式的服务共同体等方式来提高老年教育服务质量。
纵观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老年教育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了整体提

升。同时我们发现，我国老年教育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强

调以人为本，实现老年人自我成长，由政府主导，制度先

行，五位一体多元发展的一个过程。未来我国人口老龄

化形势更加严峻，“未富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发展老年

教育的形势和任务将更加紧迫。今后，面对老龄人口数

量的增加以及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保障要求，应当通过

老年教育的体制创新和技术转型，积极实现老年教育现

代化，使老年人更好地与社会和谐相处。需要强调以老

年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尊重学习者主观能动性，从本地实

际出发，逐步践行教育公平和人文关怀、强化老年教育服

务功能、体现老年教育公益性、提升老年教育的内生力

量。老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应当通过老年教

育为老年人赋权增能，使老年人有所学，有所得，有所为，

发挥余热，享受人生幸福，成为推进民族复兴梦的强大引

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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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Elderly Educa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Ｒeform and Opening-up

Ma Lihua ＆ Ye Zhonghai

Abstract: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
cation for senior citizen in our country started from scratch to existence，and then to the gradual ex-
pansion，and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initial period，the exten-
sion period，the development period and the prosperity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it has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 Based on the con-
cepts of the People-oriented，the innovative service development，the government-led，the multi-
force combined operation mechanism，the experimental Pioneer，and the demonstration radiation
propulsion strategy． The regulation is the first step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five-in-one multi-development mode of running a school． In the future，the problem of unbal-
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in our country should be further
solved and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welfare and the nature of the people to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and help the elderl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developed in a institutional and implicit way．

Key words: education for old people; development process; evolution logic; promo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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