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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群体智慧学习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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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００）

　　摘 要：当前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中国已全面推行终身教育体系，把积极老龄

化作为应对老龄化趋势加剧的国家策略，以充分发挥老年群体的认知潜力。老年群体智慧学习是一种有效

的学习方式，有利于提升老年人学习的效果和促进实现积极老龄化。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和内容分析法，对积

极老龄化和智慧学习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对老年群体智慧学习发展趋势进行总结与展望，以期为

老年智慧学习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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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１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了人类

社会进入长寿时代，人口老龄化成为不可逆转的

全球性趋势。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历经

半个世纪，得到了中外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积极老龄化理论的不断丰富

和对老龄化问题认识的提升，人们的思想观念得

到转变，研究视野更加广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的讨论和认识经历了从“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

化”到“积极老龄化”的阶段转变。在当今网络时

代，全面发挥网络科技信息的应用是有效最大化

促进教育创新的重要利器，终身教育就是要满足

每个社会成员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要，使他

们在不同的阶段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和平台获取

学习的机会与知识技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以

至于不被淘汰。在一定程度上，老年教育不仅是

终身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

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以积极老龄化为前提，

以终身教育为理念，重新审视老年人的学习必将

有利于老年人教育的改革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与内容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对收集到的资料及相关内容进行分

析。描述性统计方法是通过对现象的调查和研

究，运用图表或数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简化

和分析，并对数据的分布状态、数字特征与随机

变量之间的集中趋势和离中趋势关系进行估计

和描述的一种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

研究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

其实质是对信息内容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即从有

意义的词语和句子中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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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析的过程也是一个推理的过程。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积极老龄化、智慧学习为主题关键

词，通过对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进行文献检

索（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０日），从文献发表的

年度、关键词、研究领域及相关内容四个方面进

行分析。

　　三、数据分析

（一）文献数量和发布时间

在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中，以核心期刊和

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为检索条件，以积极老龄化、老

年人学习和智慧学习为检索词，共检索到２５１条

结果。并以文献发表的年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如图１所示。

图１　相关文献年度数量发布

从图１可以看出，积极老龄化和智慧学习的

相关研究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积极老龄化相关研

究在起步阶段发表的相关文献较少，在２００２年

以后呈逐年上升之势，尤其是２００６年以后上升

趋势明显。智慧学习相关文献发表从２０１１年开

始起步，并快速上升，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达到顶峰，

２０１８年数量有所下降，２０１９年重拾升势。总体

而言，近１０年积极老龄化和智慧学习的相关文

献数量远远超出以往前１０年的数量。这说明伴

随着对终身教育理论认识的提升，对积极老龄化

和智慧学习的研究也越来越火热，且得到广泛高

度的重视。二是近１０年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积

极老龄化和智慧学习的相关研究已进入研究视

野，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理论研究成果，只是相关

研究成果还停留在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上，对相关

的实证研究和实践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也说

明积极老龄化和智慧学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并有着巨大的研究潜力和广阔的实践空间。

（二）关键词

关键词用于表达文献主题内容，是分析相关

学科概念可靠的关键性指标。对关键词的检索

和对文献内容的分析能够科学地反映当前的研

究状况。比如高频关键词就能够反映某研究领

域或一段时间内的研究状况和热点，而对关键词

的收集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某研究领域或

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图２　关键词主要类别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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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知网所收集到的２５１篇文献中的关

键词进行统计和归类分析，如图２所示。共有７６

个关键词出现，将关键词频次达到２个及以上的

按类别整理统计，以频次的高低依序排列后发

现，社会参与、老年教育、人口老龄化、健康老龄

化、老年人、智慧学习、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智

慧学习空间、互联网教育等占了很大的比例，这

些高频关键词反映了我国目前积极老龄化和智

慧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由这些面积大的中心

节点所构成的领域中，说明大部分研究者比较关

注老年教育、老年人健康、互联网时代教育、智慧

学习等。另外有１３个关键词只出现了１次，处于

网络图的边缘位置，比如个性化学习、人工智能

等，表明这些领域还处于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待

于更深入的研究，但也有可能代表这些领域成为

未来研究的方向。

（三）研究层次

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是将与决策有关的要素

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地分解成若干层次，进行

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一种综合性评价决策方法。

本研究将收集到的积极老龄化和智慧学习的２５１

篇研究文献通过层次分析分成８个研究层次，如

图３所示。

图３　积极老龄化与智能学习相关文献各研究层次占比

根据图３可知，积极老龄化和智慧学习的相

关研究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社科，１４０篇，占

５６％），工程技术（自科，２３篇，占９％），政策研究

（９篇，占４％），行业指导（９篇，占４％），基础与应

用技术研究（自科，４篇，占２％），职业指导（社

科，４篇，占２％），高等教育（４篇，占２％），其他

（５８篇，占２３％），可以看出工程技术（自科）、政

策研究与职业指导（社科）相关文献也占有一定

比例，总体而言积极老龄化和智慧学习相结合的

文献研究比较鲜见。

（四）研究内容

采用内容分析法，以积极老龄化、智慧学习、

Ａｃｔｉｖｅａｇｉｎｇ、Ｓｍａｒ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为主题关键词，通过

对中国知网、Ｓａｇｅ、Ｗｉｌｅ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等国内外数据

库进行文献检索，分析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群

体智慧学习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１．积极老龄化

（１）积极老龄化的概念提出。积极老龄化是

世界卫生组织在２００２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

龄大会政治宣言》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积极老

龄化主要是指老年人通过发挥个人潜能和独立

性、维持身心健康来优化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

保障机会，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更高，生活更舒

适、更有尊严、更有价值的过程。［１］其中“积极”是

指促进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

公益事业活动，而不是仅进行体力活动和工作劳

动。积极老龄化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并不将人

口老龄化视为一个难题，而是要求以一种积极的

心态来看待老龄化，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优势和潜

能。它注重老年人的人权，尊重老年人的选择，

要求消除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让老年人融入社

会而不是被社会排斥，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做喜欢

做的事，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促

使老年人从社会的负担转变为社会发展的

动力。［２］

（２）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及特征。世界卫生组

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三个关键要素是健康、参

与和保障，也称之为三大支柱。［３］在积极老龄化

的提法出现以前，很多人认为应对老龄化的终极

目标是寿命的延长，而积极老龄化把老年人应对

未来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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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老年人传统认识的一种转变，以“尊重”“权

利”为前提，以“健康、参与、保障”为支柱，旨在延

长老年人的寿命，并且帮助老年人独立自主，鼓

励老年人在能力范围内持续参与经济、社会、文

化等活动，保持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生活状

态。［４］身体健康已不再是安享晚年的标志，还应

关切老年人心理健康，老年人与老年劳动力都应

被社会、社区以及家庭接纳和认同。积极老龄化

在于凸显老年人的特质，充分发挥和挖掘老年人

的内在潜质，能够按照老年人个性化特点和需求

参与社会，参与学习和娱乐，在享有权利和政策

上得到更大的帮助、支持与照顾。［１］国外有学者

认为积极老龄化是应对老龄化的有效方式，是通

过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沟通、参与各类活动等

所建构的结果，老龄化并不单纯的指个体的衰老

和机能的老化。格根夫妇指出老年人步入老年

生活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面对的是新的社交圈

和新的参与社会的方式。［５］郭爱妹和石盈对格根

夫妇的建构论观点进行解读，认为传统的老龄化

观念有一种消极的取向，其关键不是对老龄化进

行美化和赞扬，而是通过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

积极看待生活、积极寻找自我价值、追求新的人

生理想和目标，去发掘“可能的世界”。［６］国内学

者认为积极老龄化体现的是老年人面对新生活

的一种新状态，是老年人乐观、积极、向上并保持

良好的精气神，对生活充满了新的追求，对社会

有了新的认识和向往并全身心投入社会、参与社

会，不断发挥自身价值。［７］邬沧萍和彭青云对积

极老龄化的科学内涵进行重新诠释，认为其真正

含义远远超过老有所为，并指出“积极”一词有其

特殊内涵，涵盖了老年人对社会、经济以及文化

生活的参与度和幸福感，也反映了国家政府、职

能部门、社会广大群众都应有所作为。［８］

综上所述，关于积极老龄化的涵义包含以下

三个方面：一是老年人经历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

具备丰厚的社会实践，具有宝贵的价值，是社会

的重要财富，老年人要提高对自身的认识，充分

发挥自身价值。二是人口老龄化体现了社会的

成熟，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受人口老龄化制约，它

们是可以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三是从对老

年人的关注出发，人口老龄化下老年人是社会活

跃的主体，在身心健康上要对老年人足够的关

爱，维护老年人权益和促进社会参与，齐心创造

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２．老年群体智慧学习

（１）智慧学习的内涵及特征。从收集的文献

数据得知，多个国家及名企ＩＢＭ较为关注智慧学

习，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内较少数研究

者对智慧学习环境和智慧教室感兴趣，对于智慧

学习的关注及研究也较少。各国学者对于智慧

学习内涵的理解存在分歧。Ｋａｕｒ认为，它是“利

用技术（多媒体、互联网、代理技术）以增强、丰富

和加速学习过程”。［９］Ｈｗａｎｇ指出它是通过利用

开放教育资源、智能信息技术（ＳｍａｒｔＩＴ）和国际

标准，使学习者的能力（基于行为改变）得以增强

的一种较为灵活的学习。［１０］Ｋｗｏｎ等人认为，智

慧学习是学习者使用通讯载体或媒介在不同场

合下进行学习等活动，通过相应软件程序和操作

系统平台，具有可视化、操作简便的多样化应用

程序。［１１］在英文中，由于对“Ｓｍａｒｔ”理解不一，使

得对“Ｓｍａｒ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理解也有不同含义。国内

研究者大多数将“Ｓｍａｒｔ”译为“智慧的”，而中文

“智慧”所表达的含义是“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

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１２］

在有关智慧学习的特征的研究中，最具影响

力的当属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提出的观点。即

将智慧学习归结为具有自我引导、积极进取、适

应能力强、资源丰富、技术嵌入五大特点。［１３］智慧

学习作为面向未来的一种新型学习模式，具有高

效的学习方式，匹配学习者个性化需求等特点，

是一种技术融合的、自然的、持续的学习。

（２）智慧学习方式。陈琳等认为智慧学习方

式是由多种学习方式所构成，是由创新学习、联

通式学习、跨界跨学科学习、新型主动式学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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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际化学习、泛在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构成，

是比原有学习有着更高期待，并要求人们付出更

多智慧并走向更大智慧的学习。［１４］陈志梅认为智

慧学习常见的学习方式有四种，分别是自主式学

习、联通式学习、沉浸式学习、众创学习，并对它

们作了详细的论述。

（３）智慧学习效果。研究发现智慧学习与传

统课程的学习效果有所不同，在智慧学习的模式

下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增强自主学习理

念、转变学习方式、提供个性化学习，对提高个人

学习成绩和掌握专业知识帮助更大。这主要是

因为现代的智能设备教学模式就是为了提高学

习者的学习效果而设计。智慧教学可利用提供

的信息平台资源和工具，方便学习者更好地开展

学习活动。因此，智慧学习不仅能增强学习者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而且能促进学习者的学

习积极性，从而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鲍乃源等

认为，智能化特征对于学习者产生一定影响，智

能化是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信息化环境

的支持下，以智能设备为载体，为学习活动提供

的各项服务，例如智能化的信息链接、资源推送、

学习评价等。智能设备在学习过程所提供的智

能化服务主要体现在测评科学化、实时化、互动

方式多元化、大数据支持下的智能推送、查看、传

送与保存便捷化的链接服务等方面。［１５］

（４）老年群体智慧学习。老龄化体现的不仅

仅是在生理和个体机能层面上，它是一个多元而

又较为复杂的群体，存在个体差异、文化差异、生

理需求差异、精神需求差异以及自我社会认同差

异，所具备的学习能力、社会观念、价值观等必然

也有所不同。虽然老年人在使用现代化科技网

络技能数量上有限，并且大多数老年人偏向于网

络信息的实用性，但是他们对网络学习平台和学

习使用的积极性很高。老年人认为要为他们提

供接触网络的机会，才能尽可能地保持与时代的

同步，并使他们获得愉悦美好的体验。袁凤燕认

为，开展信息化教育是推动老年人持续学习、融

入社会的有效方式，“互联网＋”背景下，老年人

信息化教育的策略可以从创新教学模式，重视兴

趣体验，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实施。Ｍａｔｔｉａ　Ｃａｔ－

ｔａｎｅｏ对１３５名意大利老年学习者进行调查，发

现在第三年龄大学对ＩＣＴ的使用率较高，信息通

信工具有利于他们的科学学习。Ｃｈａｆｅｔｚ．Ｐ．Ｋ等

通过对社区老年人调查发现，学历是影响老年群

体学习因素之一，具有较高学历的老年群体会有

读报看新闻的习惯，大部分老年人会通过观看电

视新闻获取信息。

３．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群体智慧学习

郭晓芳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老年人使用新媒

体的特点及作用，认为网络媒介载体能够促进老

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他们能够通过载体方便快捷

的获取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增添和丰富了生活元

素，有效扩大了相互沟通和交往的模式，并积极

促进老龄化。周军杰等提出，老年人在网络互动

中所预期的收益、自我效能感和归属感对老年人

社会参与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Ｋｕｒｎｉａｗａｎ发

现老年人对网络移动载体产品的使用较为生疏，

迫切希望产品开发者能够根据他们的特点给予

相关技术和操作上的帮助。

　　四、结论及启示

一是近１０年积极老龄化和智慧学习的相关

文献逐年增加，研究呈升温趋势，且得到广泛高

度的重视，取得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相关研究

成果目前还停留在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上，实证

研究和实践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现代科

技的发展，以积极老龄化、智慧学习为理念的老

年个性化学习特点的研究，还有着巨大的潜力和

广阔的实践空间。

二是从高频关键词分析，关于积极老龄化和

智慧学习研究的内容及方向是十分广泛的，都比

较关注研究老年教育、老年人健康、互联网时代

教育、智慧学习等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但是智慧

学习与老年群体相结合研究的文献较少，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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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尚有拓展空间。大多数研究者对积极老龄化

关注较多，对老年群体的智慧学习研究较少，对

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更少。为此，利用积极老龄化

的视角进行老年人智慧学习的研究，要立足于老

年人特点，结合现有技术条件，创建适应于老年

人学习的网络智能载体，将老年人智能学习扩散

到生活实际的研究层面上，进一步挖掘老年人学

习，无疑在主题上会有所拓展。

三是从研究层次分析，对于积极老龄化和智

慧学习相结合的研究比较鲜见，相关研究主要体

现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政策研究、行业指导等

方面，对于老年群体智慧学习的实践应用、评价

研究以及解决存在问题的策略研究较为缺乏，在

国内不同地区对老年人教育重视程度还存在

差距。

四是从研究内容分析，老年教育中智慧学习

研究逐年上升的态势明显，研究者对积极老龄化

与老年人智慧学习的研究主要还是以思辨方法

为主，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研究者在研

究方法上尚有完善空间。立足实际，通过问卷调

查、访谈、数据分析等方法的运用，将有助于分析

老年群体智慧学习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揭示智慧

学习的内容、方式及效果。

参考文献：

［１］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ｉｎｇ：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

ｗｈｏ．ｉｎｔ／ａｇｅ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ｉｖｅ＿ａｇｅｉｎｇ／ｅｎ／．

［２］李　光，李红霞．积极老龄化视域下我国老年

继续教育发展探析［Ｊ］．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１８

（１０）：９９－１０２．

［３］邬沧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理论诠释［Ｊ］．老

龄科学研究，２０１３（１）：４－１３．

［４］张译之．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教育模式

的建构［Ｊ］．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３）：

１３２－１３４．

［５］Ｇｅｒｇｅｎ，Ｍ．＆Ｇｅｒｇｅｎ，Ｋ．Ｊ．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ｇｉｎｇ．ＩｎＪ．Ｆ．Ｇｕ－

ｂｒｉｕｎｅｔａｌ．（ｅｄｓ）［Ｍ］．Ｗａｙｓｏｆａｇｉｎｇ：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８：２０６．

［６］郭爱妹，石　盈．”积极老龄化”：一种社会建构

论观点［Ｊ］．江海学刊，２００６（５）：１２４－１２８．

［７］董之鹰．２１世纪的社会老年学学科走向［Ｊ］．社

会科学管理与评论，２００４（１）：６７－７３．

［８］邬沧萍，彭青云．重新诠释“积极老龄化”的科学

内涵［Ｊ］．中国社会工作，２０１８（１７）：２８－２９．

［９］ＡｂｔａｒＫａｕｒ．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３－１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ｓｉａ．ｎｅ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ｄｆ＿

ｐｔ／［Ｓｐｅａｋｅｒ％２０５－１］Ａｂｔａｒ％２０Ｋａｕｒ．ｐｄｆ．

［１０］Ｄａｅ－ｊｏｏｎ　Ｈｗａｎｇ．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Ｂ／

ＯＬ］．［２０１３－０３－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

ｓｉａ．ｎｅ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ｄｆ＿ｐｔ／［Ｐａｎｅｌｉｓｔ％２０３－２］

Ｄａｅ－ｊｏｏｎ％２０Ｈｗａｎｇ．ｐｄｆ．

［１１］Ｓｕｎｇｈｏ　Ｋｗｏｎｅ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ｍａｒ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Ｗａｙ［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３－

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ｓｉａ．ｎｅ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ｄｆ＿ｐｔ／［Ｐａｐｅｒ％２０５－１］Ｓｕｎｇｈｏ％

２０Ｋｗｏｎ．ｐｄｆ．

［１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字典（第１１

版）［Ｋ］．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６５２．

［１３］ＭＥＳ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ｅｒｉｓ．ｏｒ．ｋｒ／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ｅｎｇ＿２０１１＿ｗｐａｐ．

ｐｄｆ．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１４］陈　琳，王　蔚，李冰冰，杨　英．智慧学习内

涵及其智慧学习方式［Ｊ］．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１６

（１２）：３１－３７．

［１５］鲍乃源，董玉琦，李美琳．基于智能设备的大

学生学习现状调查研究［Ｊ］．现代远距离教育，

２０１９（１）：９０－９６．

９３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Ｗｉｓｄｏ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

Ｌｉｕ　Ｊｉａ－ｊｕｎ，Ｗａｎｇ　Ｐａｎ－ｘ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Ｊｉ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Ｎｏｗａ－

ｄａｙｓ，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ｆｕ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ｔａｋ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ｉｎｇ，ｓｏ　ａ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ｓｍａｒ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责任编辑：刘奉越）

０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