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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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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年教育是国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要途径，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发展老年教育尤为重要，不但有

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能有效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同时还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从开放大

学老年教育的价值意义和发展现状入手，分析了老年教育的发展瓶颈，即对实体办学缺乏统一客观的认知、相关

部门对国家政策理解不够深刻、竞争性高且老年教育资源相对欠缺等，并提出注重政府引导明确社会扶持的必

要性、建立完善的老年教育资源学习平台、突出“线上线下”优化专业教师队伍、开发多元教育模式满足学者需

求等老年教育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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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加

重，政府也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受教育水平等社会问

题予以足够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 2010—2020 年) 》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为终

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发展老年教育指明了方向。
就目前而言，虽然老年教育受到了各方政策支持，近

年来整体发展也较为迅速，但在老年教育的办学实

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实体规模不够大、建
设方案欠周全、资金落实不到位等，这在很大程度上

增加了开放大学发展老年教育的难度，使实践的可

行性和可靠性难以得到保障［1］。因此，对现阶段开

放大学老年教育实践中所存在问题做好全面分析，

制定出相应策略，对我国老年教育事业的稳定与发

展意义深远。

一、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老年教育的价值

意义

1．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发展老年教育，有助

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通常情况下，老年群体所

处的社会地位比较特殊，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践行

者，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者，他们为社会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理应享受更好的晚年文化教育

生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许多新事物、新知识的

不断涌现，对老年群体的学习与生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他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这样才能跟上

时代的潮流，不为社会所“抛弃”。而终身教育视域

下开放大学发展的老年教育，不仅可以帮助老年群

体丰富其物质文化生活，还可以提高他们的精神文

化意识，达到改善老年群体素养、提升整体国民素质

的目的。因此，老年教育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2．有效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

有效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也是终身教育视域

下开放大学发展老年教育的意义所在。虽然老年人

群大多已经过了学习旺盛期，但作为学习者本身而

言，对知识的追求与年龄关联性不是很大，精神文化

生活相对于老年人群来说也很重要。尤其是时代的

快速发展，追逐良好的物质生活已经不再是当代老

年人的核心需求，更好适应新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

已经成为老年群体的新追求。因此，老年教育应运

而生，科学合理的老年教育能够正确处理好老龄事

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以开放大学为基地

发展老年教育，可以有效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提升

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3．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发展老年教育也是构

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传统的教育体系，无

论在教育对象、教育时间、教育空间、教育方法上都

明显受限，而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所发展的老

年教育则可直接促进各类老年人群的全面发展，突

破以往传统教育的各种框架约束，使老年人群体综

合素质得以显著提升，同时随着终身教育体系的逐

步成型，也为老年群体的学习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

会。从我国当前的教育体系来看，老年教育作为终

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等同样不可或缺，甚至其作为终身教育

理念的“终端”环节，更是成为终身教育视域下学习

型社会建设的核心部分。因此正视老年教育工作的

实质性作用，明确其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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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也是我国老年教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

条件［2］。

二、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老年教育的发展

现状

1．老年教育发展速度快

开放大学所开展的老年教育工作已经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整体时机也相对成熟，尤

其是近年来我国老年教育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据

相关数据表明，在未来的 30 年里，我国社会老龄人

口将会以每年约 1000 万的数字持续增加，到 2050

年前后，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 4．8 亿人左右。严峻

的老龄化趋势加快了老年教育发展的速度，终身教

育视域下开放大学的老年教育发展已然成型，在未

来终身教育体系中也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教育方

式。
2．市场及教育模式的多元需求

现阶段，我国进行中的老年教育活动多是以各

级地方政府主办的老年大学为基准展开的。随着时

间推移，老年教育的场地、人员配备等方方面面，已

经无法满足广大老年群体的求学需求，加之部分老

年学员对教育模式的多样化需求，都对其整体实践

路径和实践方案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高要求。而终

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形式的提出，则可

以有效地缓解现阶段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老年

教育工作所面临的需求压力，其符合当今我国国情

和时代发展要求，尽管这一形式还处于起步阶段，但

其无疑是具备了良好的可行性和可靠性［3］。
3．良好的引导政策及法律支撑

良好的引导政策及法律支撑，为开放大学老年

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前，我国

各级政府对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高度关注，出

台了各种对老年教育有利的政策，甚至在国家层面

还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

意见》，要充分发挥开放大学作用以办好老年教育

的指导性意见，并配合《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

的意见》等相关条例规章，这些都为开放大学发展

老年教育铺平了道路。
4．开放大学与老年教育的高度契合

开放大学的办学思路是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基

础，配合网络学习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远程

教育模式，其理念是围绕“以学习者为中心”而形成

的相应教育服务体系。老年教育因为其受教群体的

特殊性，往往为了帮助老年学员能够“学有所成，学

有所悟，学有所乐”，就必须充分发挥现代化信息技

术手段的作用。因此，老年教育与开放大学办学思

路高度契合，这也为开放大学发展老年教育打下了

良好基础［4］。

三、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老年教育的发展

瓶颈

1．对实体办学缺乏统一客观的认知

通过前文对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发展老年

教育价值意义和发展现状的分析，其整体发展前景

还是比较乐观的。从目前来看，开放大学老年教育

工作的开展还面临各种问题，诸如“当地经济水平、
文化习俗，学校发展理念、资金投入，学员兴趣爱好、
社会反响”等方面，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其体系

中，整个社会对老年教育工作的实质性价值十分看

重，但由于受现实情况、思想理念以及具体运作等方

面，还缺乏统一客观的认知，在实体办学中要想按照

老年学员的意愿，真正落实每个项目和每一门课程，

目前还无法全面实现。作为开放大学和当地政府，

应该依据当地的优势条件，因地制宜地设计一些好

的方案，因势利导地开发一些好的项目，尽可能地满

足当地老年学员的学习需求［5］。
2．相关部门对国家政策理解不够深刻

当前，老年教育工作开展之所以困难重重，其主

要原因是相关部门对国家政策理解不够深刻。就老

年教育扶持政策这一项，我国已经先后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教育工作的意见》《老年教育发

展规划( 2016—2020 年) 》等相关政策; 而这些政策

内容条例基本都明确指出了后续我国老年教育的发

展方向和发展战略，但相关部门在实践中只关注了

其“所需要的”优惠政策和执行标准，而忽略了政策

的整体性和全局性内容，使得相关部门很难正确、全
面解读老年教育政策的具体内涵，理解层面的浅薄

认知造成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无法准确地响应国家

相关政策，从而影响了老年教育实践的工作效率和

工作质量［6］。
3．竞争性高且老年教育资源相对欠缺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市

场竞争性也随之增强。各种类型的教育培训机构也

应运而生，其中有一部分社会组织也在开展老年教

育活动，尽管他们打着“丰富老年群体文化生活和

提升老年人群生命健康”的口号，但更多的是以创

造经济效益为目的，这毫无疑问地扰乱了以政府为

主导的老年教育发展计划。就笔者所在的城市，以

政府部门为主导的单位只有三家，即以广播电视大

学为基地的老年开放大学、以老年干部局为依托的

老年大学、以卫生健康委为平台的老年电视大学，其

他多是一些民办培训机构，这些机构的存在对开放

大学老年教育的发展既有生源上的竞争，也有师资

上的竞争。再加上老年教育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事

业，从事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专门的老年课

程资源也严重不足。很多老年教育工作的从业者，

都是以“兼职”或“代课”的形式在进行，这种缺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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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指导的老年教育师资管理团队，直接影响了终

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工作的品质，对我

国老年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7］。

四、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老年教育的实践

路径

1．注重政府引导明确社会扶持的必要性

开放大学老年教育的实践路径必须先从注重政

府引导、明确社会扶持的层面出发，相关部门必须重

视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深刻认识、全面

解读相关政策的内涵，具体的操作过程必须按照开

放大学理念突出其开放的特征，以吸引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到实际办学活动中，让开放大学的老年教育

工作覆盖面更广，让更多的老年学员从中受益。为

确保办学场地、从业人员以及教育资金的支持，开放

大学必须快速与当地政府进行对接沟通，在政府部

门认同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政策法规，尽早落实相关

优惠政策和各类资源支持。并充分寻求社会扶持以

发挥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比如，通过开展趣味性的

老年教育系列活动讲座，通过各类媒体报道各类老

年教育活动成果，积极向大众宣传老年教育工作的

实质性价值，使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工作得到社会大

众的认可，以此为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工作的顺利开

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8］。
2．建立完善的老年教育资源学习平台

老年教育资源学习平台的建立和完善，是开放

大学开展老年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

中，必须明确开放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差异，其最

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形成远程教育

的教学模式。因此，在开展老年教育工作时必须对

现有教育技术和现代化网络技术进行实时结合，搭

建功能完备的网络教育平台，从各方面、多渠道来整

合老年教育资源。平台内容不是越丰富越好，而是

要结合老年学员的学习需求和学习意愿，要尽可能

地“接地气”，注重不同地区开放大学老年教育的需

求差异，各地开放大学要实时根据现行相关政策，建

设与时代同步的老年教育网站，确保广大老年学员

能够直接通过登录开放大学的官方网站快速、全面

地了解老年教育内容，并且能亲身参与到开放大学

的老年教育活动中。重视老年学员对资源学习平台

的使用熟悉程度，不仅可以通过面授课给老年学员

示范操作流程，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上传相关操作

的小视频、小程序，让每一位老年学员都能熟练掌握

平台的使用技巧，让他们更方便、更快速地获取相关

的学习内容，达到第一时间满足自身需求的目的［9］。
同时，在丰富和整合老年教育资源方面，各地开放大

学要在老年教育工作开展期间，尽量多收集老年学

员的学习困惑、学习需求、学习建议等一手资料数

据，根据老年学员自身学习特点以及学习需求，合理

构建教学内容，以最大化满足老年学员兴趣爱好为

目标，完善课程结构，有针对性地对学习资源进行全

方位、综合性整合［10］。
3．突出“线上线下”优化专业教师队伍

合理运用移动教学手段，突出“线上线下”相结

合教育方式，也是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工作得以顺利

开展的重要保障。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难以让老

年学员体现“从做中学”的乐趣，而枯燥的网络学习

方式又无法实现教育的时效性，更不能准确满足不

同老年学员的学习需求，所以必须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才能确保老年教育工作的实用

性和实效性。比如，开放大学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

趣味性和实用性较强的课程班，如摄影、手工、烹饪、
面点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在面授课堂上老年学员

可以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在实践基地可以锻炼学

员的动手操作能力，巩固所学知识。又如计算机操

作、保健养生、书画艺术等课程，既可以通过面授课

堂吸收教师传授的知识要点，又可以通过网络来丰

富和完善课程知识，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

方式，既可以帮助学员更好地理解相关课程知识，也

有效降低其学习过程的困难度［11］。再好的课程，离

不开专业的教师。在教师队伍优化方面，可实行

“两条线管理”: 一方面，招聘和培养一批能力较强、
专业过硬的专职教师团队; 另一方面，招聘社会上专

业能力突出的“兼职”教师，并适度扩大老年教育的

教师队伍，周期性地对老年教育教师以及相关管理

人员做实时专业的培训，从而使开放大学老年教育

的实践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4．开发多元教育模式满足学者需求

以社区为基地，可以开发多元教育模式，满足不

同老年学员的个体需求，这也是开放大学实施老年

教育的重要场所和绝佳平台，以及帮助老年学员快

速投入学习状态的关键因素。以社区为基地，不仅

能让每一位老年学员参与学习，还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其邻里或亲朋，这样对老年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根据相应的社区平台设置高

效的老年教育课堂，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不同老

年学员的基本需求和求学意向，为开发多元的教育

模式打下基础。同时，利用社区学习平台，也可实时

宣传，扩大其影响力，充分发挥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工

作的功能作用，为更多老年群体参与终身教育学习，

“打通最后一公里”［12］。多元教育模式的开发，也

要注重培养老年教育群体的学习兴趣，根据老年学

员兴趣爱好方向开展多种类型的教育活动; 同时结

合开放大学特点，积极完善老年教育学习成果评价

体系，并对完成学业的老年学员颁发结业证书以充

分调动其学习兴趣; 根据老年教育实际创新教育模

式，确保老年学员始终处于热情高涨的“学习状态”
中，使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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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更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终身教育视域下开放大学老年教育

工作的开展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学校

和广大老年学员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在老年教育

实践工作中，注重政府引导明确社会扶持的必要性、
建立完善教育平台并丰富教育资源、合理运用网络

移动教学突出线上线下结合教育方式、开发多元教

育模式满足不同求学者个体需求等方面的措施，可

以有效地推进我国的老年教育工作，使开放大学老

年教育实践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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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Path of Elderly Education in Open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Hu Liqiang Zhang Xiaojie
( Changxing College，Zhejiang Ｒ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Changxing 313100，China)
Abstract: The elderl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peopl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open universities to de-

velop elderl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but also can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aging problem of the society，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th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value，sig-

nificance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elderly education in open universiti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of elderly education，that is，

the lack of unified and objective cognition of the entity school running，the lack of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policy b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he high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relative lack of education resources etc． and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to clarify the so-

cial support，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fect elderly education resources learning platform，highlighting“online and offline”optimiza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development of multiple education model to meet the needs of scholars and other practical paths of elderly education．

Key words: Lifelong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ies; Elderly education; Practice path

61

继续教育研究 Continue Education Ｒesearch No．2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