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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

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化服务开始投入应用，过去

传统的老年人学习和教育方式也因数字化生活

的改变发生着相应变化。2012年中组部等 16部

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文化建设的意见》、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老年教育发展

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2020年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

康发展的意见》均提出，要运用互联网等科技手

段开展老年教育，为全体老年人创造学习条件、

提供学习机会、做好学习服务。但在我国当前

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数量众多的社会背

景下，仍然有不少老年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因此，要提高老年人对智能化应用的

操作能力，引导老年人了解新事物、体验新科

技，积极融入智慧社会，彰显生命价值。

对于国家而言，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化适应

力是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激发老龄社会活

力和构建老龄友好社会的重要基础，但对于老

年人个体而言，增强其在智能社会中的数字化

适应力，是自身学习智慧的体现。20世纪 20年

代起，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戴维·韦克斯

勒、卡特尔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人即使到了晚

年，智力、记忆力等认知能力仍有继续发展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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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甚至创造力还会有所增长，其学习智慧的适

应程度总体来说不会发生太大下降；进入 20世

纪中叶之后，西方学术界对老年人学习智慧进

一步予以关注，麦克拉斯基提出，老年人具有应

对、表现、贡献、影响和超越的基本性、内驱性、

精神性和发展性的需求，表明老年人的学习适

应力是其内生需要之一；伯迪和布尔顿·刘易斯

提出，老年人的学习要经历“内涵理解—内化知

识—调节和形成新认知”阶段，有效地展现了老

年人的学习智慧能力。通过对老年人学习智慧

内涵研究的追溯，发现学习适应力是学习智慧

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对于数字化学习，学习

智慧同样能够使老年人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更具

有心理适应性和生理适应力。因此，本研究试

图通过学习智慧视野，探究老年人在互联网社

会中表现出的数字化学习适应力程度和需求，

并从社会、教育和个体等角度提出一定的改进

建议，以增强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二、基于学习智慧的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

应力概念与维度框架

（一）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概念界定

1.老年人。目前，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

人的界说有不同标准，我国一般按照中国人生

理功能发生退行性变化的年龄特征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规定，将 60岁

作为老年的起始年龄。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

年龄跨度的划分为低龄老年人（60～69岁）、中

龄老年人（70～79 岁）、高龄老年人（80 岁以

上）。根据这一结论，本研究中将参加数字化学

习的“老年人”界定为：60岁以上相对健康、有学

习能力和一定活跃性的老年群体。

2.数字化学习。20世纪末，杰·克罗斯首次

提出由大量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应用程序等

学习资源汇集成的高度综合集成的数字化学习

场景。之后，我国引进了数字化学习理念，许多

学者对数字化学习的概念内涵、学习目标、实施

手段和学习方法展开探讨。目前，国内外有关

数字化学习内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数字化学习

的方式性、环境性、自主性和关系性方面，学者

们均认为数字化学习对教育多样性和从教到学

的转变具有中心地位。基于此，本研究将数字

化学习定义为：学习者充分利用计算机、通信、

网络等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资源进行的移动学

习、体验学习等学习活动。

3.适应力。适应力也可以称作适应能力，其

原义是指生物体等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于新需要

或适宜于新环境、新情况的能力。燕国材认为，

适应力是表现在个体对环境变化的接受、顺应、

融合与平衡过程中的一种心力。诸多学者认为，

现代社会的适应对个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提出

了更高要求，是一种“创造性适应”，常通过“应

激—反应—纠错—学习—调适”的过程而习得。

据此，本研究对数字化学习适应力的界定为：个

体应对数字化教育与学习环境时产生的应激、

接受、顺应和调适的一种过程性心力。

（二）老年人学习适应力维度设计

自数字化学习产生后，国内外对老年人的

数字化学习状况也十分关注，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一是学习内容，包括教授老年人学习计算

机、软件、平板电脑等，以适应日趋变化的现代

社会；二是学习途径，通过数字化养老社区、网

络学习平台、自带设备（BYOD）等新媒体提升老

年人的数字化学习能力；三是学习方式，通过制

订老年计算机培训计划和开展课程的方法来使

老年人数字化学习更成功；四是学习成效，发现

技术教育对老龄一代的有益之处，如能为老年

人带来连接感、满足感、实用性和积极的学习体

验。据此，本研究在对老年人、数字化学习和适

应力概念进行释义的基础上，梳理出老年人数

字化学习适应力包含适应力方式、适应力环境、

适应力学习自主性以及适应力关系等关键要

素，再结合研究者对数字化学习中教学方法、学

习环境和元认知三个最重要的研究主题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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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确定数字化学习适应力的影响因素包括环

境、方式、资源、关系、心理等，最终将老年人数

字化学习适应力划分为两大方面六个基本维

度：一方面是数字化学习外部适应力，包括数字

化学习环境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设施适应力、数

字化学习资源适应力、数字化学习方式适应力；

另一方面是数字化学习内部适应力，包括数字

化学习心理适应力以及数字化学习评价。

三、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的数据采集

与分析

（一）研究设计

为探究当前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现状

与困境，本研究尝试编制老年人数字化适应力

现状的评价指标问卷，检验老年人数字化适应

力情况。除基本信息题项外，调查问卷各条目

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和多项选择相结合的方

式；同时，也采用开放式的问卷题项对研究对象

进行了调研，以深入了解老年人对数字化学习

的需求、意见和建议。考虑到老年人的生理疲

劳性和使用电子设备填答问卷的操作熟练性问

题，在与社区老年开放大学的管理人员进行前

期沟通后，最终将题项设计为 23题，尽量控制在

老年人回答问题产生倦怠之前的时间范围内。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星网络问卷方式展

开，并且运用 SPSS工具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差

异性检验和相关分析，具体的调查对象主要是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老年开放大学及下属街道

的老年学校、绵阳市社区大学及下属的社区老

年教学点的学习者，共计发放问卷 918份，回收

问卷 918份。其中，问卷设置了“您所在的学校

有没有采用网络方式上课？”的问题，共计有 411

份问卷回答所在学校实施了网络教学，因此，此

次对数字化学习适应力的调查有效问卷认定为

411份，占全部老年学员的 44.78%。但是，通过

对所在学校未开设网络教学的老年学员进行的

题项跳转性调研发现，未参加网络学习的 477名

老年学员中，有 227 人回答“愿意参加网上学

习”，占比 47.6%，并且这部分老年人对未来参与

数字化学习提出了建议和期望，因此本研究纳

入了这部分老年人的建议并进行定性分析。

此外，还将问卷中的李克特五级量表类题

项进行了信效度检验。从结果来看，总体的标

准化信度系数为 0.858，信度系数的取值范围在

0~1，越接近 1可靠性越高，因此本次问卷的总体

信度非常好；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看

出，KMO检验的系数结果为 0.892，KMO检验的

系数取值范围在 0~1，越接近 1说明问卷的效度

越好；根据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也可以看出，本次

检验的显著性无限接近于 0，无显著差异，说明

本次问卷符合效度标准，适合进行问卷调研后

的分析。

（二）研究结果

1.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基本情况描

述。在学习地点上，发现老年人开展数字化学

习的地点绝大部分是家里，其次是学校，这与近

两年来发生的疫情有极大关系，学校为了保障

老年人的安全，通常安排老年人在家里进行网

课学习，而且现今电子设备普及率高，也足以支

撑老年人在家中进行方便学习。在学习途径

上，发现老年人主要通过微信来进行数字化学

习，其次是各类网上App，如抖音和 b站等，而现

今通过网站和QQ学习的已经比较少。在学习

设备上，发现排名在前的主要为手机，手机作为

当前一种便利的电子通信设备，对老年人来说

同样也非常方便。在资源获取途径上，发现老

年人进行数字化学习时，更多依赖的是老师推

送和同学的互相发送，自己在网上寻找学习资

源的行为相对较少，这说明老年人的数字化学

习目前仍然比较被动。在内容类型上，发现老

年人进行数字化学习时，更偏好文化艺术类、休

闲保健类的课程，而对于公民素质类、实用技能

类和教育研究类的课程关注较少，在“其他”的

选项中有一部分老年人提出了“投资理财类”的

学习内容需求，这反映了当前数字化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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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缺乏社会问题解决的意识。在资源喜爱

形式上，发现老年人进行数字化学习时，更加偏

好视频类的学习，

其次为文字材料、

图片、动画等，这也

说明老年人仍然喜

欢形式活泼和直观

方便的学习资源。

在偏好时长上，发

现绝大部分老年人

都认为参加数字化

学习最合适的时长

是 1～2 个小时，少

量 老 年 人 选 择 了

2～4 小时，说明对

于老年人来说，将

上网学习时间控制

在两小时以内是最

适合的。在学习偏

好时间上，发现老

年人认为最合适的数字化学习时间是上午，其

次是下午，最后是晚上，这说明老年人喜欢在一

天中精力最旺盛的上午参加数字化学习。在学

习喜爱方式上，发现老年人最喜欢在老师的指

导下开展班级集体学习，其次为自学，再次为

组成学习共同体开展小组学习，这说明尽管学

习场所被转移到了网络虚拟空间，但老年人仍

然依赖于传统学习方式。在学习障碍上，发现

老年人认为数字化学习的主要障碍是视力障碍，

其次为缺乏互动、缺乏上网经验与技巧、学习资

源太少、感到生理疲劳、没有时间、缺乏兴趣等，

这说明身体机能的衰退对老年人数字化学习

的积极性和热情影响最大，同时缺乏上网的

操作经验和技巧也影响了老年人的数字化学习

体验。

2.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差异性检验和

相关分析。根据表 1独立样本 t检验的结果，可

以很鲜明地看出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维度

在性别、学习领域和年龄上的差异情况。

第一，在性别上的差异情况。数字化学习

环境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设施适应力、数字化学

习资源适应力、数字化学习方式适应力、数字化

学习评价以及数字化学习心理适应力在性别上

的差异检验均明显大于 0.05，说明不同性别的老

年人对于这些维度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从得分

均值比较情况来看，不同性别的老年人在各项

指标上均体现出了较为满意的水平，其中对数

字化学习方式适应力的满意度水平最高，对数

字化学习设施适应力和数字化学习评价的满意

度水平最低，但是均处于“满意”到“一般”水平

之间。再细探性别内部的差异，发现在数字化

学习环境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设施适应力、数字

化学习方式适应力、数字化学习心理适应力上，

女性满意度均高于男性满意度；在数字化学习

评价上，男性和女性的满意度一样；在数字化学

习资源适应力上，男性的满意度高于女性。由

类别

差异检验

维度

性别

学习

区域

年龄

男

女

区老年大学

街道社区

老年学校

≤60

61~70

71~80

≥81

数字化学习

环境适应力

（1题）

得分

均值

2.1

2.01

1.99

2.1

1.96

1.97

2.43

3

p

0.54

0.279

0

数字化学习

设施适应力

（1题）

得分

均值

2.23

2.22

2.23

2.2

2.15

2.21

2.62

2.5

p

0.966

0.73

0.007

数字化学习

资源适应力

（1题）

得分

均值

2.03

2.09

2.08

2.14

2.05

2.05

2.46

2.25

p

0.639

0.495

0.007

数字化学习

方式适应力

（1题）

得分

均值

1.23

1.17

1.19

1.06

1.21

1.14

1.19

1

p

0.594

0.003

0.646

数字化学习

评价

（3题）

得分

均值

6.68

6.68

6.62

6.95

6.57

6.64

7.49

6.75

p

0.985

0.193

0.097

数字化学习

心理适应力

（3题）

得分

均值

5.87

5.4

5.39

5.63

5.45

5.5

4.76

7.75

p

0.371

0.573

0.33

表1 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差异性检验

注：李克特量表五级赋值情况，1——非常满意，2——比较满意，3——一般，4——比较不满意，5——非常不满

意，均值越低，满意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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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明，老年人对于数字化的学习方式已经慢

慢接受和适应，但在数字化设施方面学习机构

并未过多考虑老年人的需求，以致老年人对其

评价较低，从而影响总体感观和评价水平。

第二，在学习区域上的差异情况。数字化

学习环境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设施适应力、数字

化学习资源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评价以及数字

化学习心理适应力在学习区域上的差异检验均

明显大于 0.05、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数字化学习

方式适应力在学习区域上的差异检验小于 0.05、

具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不同层级区域的老年人

因为上课的形式而产生不同的认知和看法，越

是基层街道老年学校或教学点学习的老年人对

数字化越不适应，而在区域性老年大学学习的

老年人更加适应数字化学习。从得分均值和分

值范围比较情况来看，不同学习区域老年人总

体在各项指标上体现出了较为满意的水平，其

中对数字化学习方式适应力的满意度水平最

高，对数字化学习设施适应力和数字化学习评

价的满意度水平最低，但是均处于“满意”到“一

般”水平之间。再细探学习区域内部的差异，发

现在数字化学习环境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资源

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评价和数字化学习心理适

应力上，区老年大学（老年开放大学）学习者满

意度均高于街道社区老年学校（教学点）学习者

的满意度，这说明区一级老年大学（老年开放大

学）在数字化学习的环境、资源开发上做得比基

层街道的老年学校（教学点）更好，老年人也表

现出较高的适应力和满意度，这需要基层的老

年教育机构重点考虑改进。

第三，在年龄上的差异情况。数字化学习

环境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设施适应力和数字化

学习资源适应力在年龄上存在差异，显著性检

验结果分别为 0、0.007 和 0.007，都明显小于

0.05，而数字化学习方式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评

价和数字化学习心理适应力则不存在年龄差

异。从均值和分值范围比较情况来看，不同年

龄老年人总体在各项指标上体现出了较为满意

的水平，其中对数字化学习方式适应力的满意

度水平最高，对数字化学习评价的满意度水平

最低，但是均处于“非常满意”到“一般”水平之

间。再细探年龄内部的差异，发现在数字化学

习环境适应力上，越是低龄的老年人的满意度

越是高于中高龄老年人；同样，在数字化学习设

施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资源适应力和数字化学

习评价上，也体现出中低龄老年人的满意度高

于中高龄老年人的趋势；在数字化学习方式适

应力上，中高龄老年人的满意度高于低龄老年

人；在数字化学习心理适应力上，71～80岁的评

价最高，其次为 70岁以下的中低龄老年人，最后

为 81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由此说明，中低龄

老年人由于生理年龄比较小，学习能力和学习

兴趣较中高龄老年人高，对数字化学习环境、学

习设施、学习资源有较强的适应力，因此体现出

了较高的满意度和评价度；而中高龄的老年人

由于对网络这一事物的接受度较差，因此体现

出较低的适应性和满意度。在数字化学习方

式、心理适应力上，中高龄老年人反而高于中低

龄老年人，可能的原因在于，这部分老年人群参

加老年大学的学习时间较长，对其学习方式及

学习习惯比较熟悉，因此当学习转换到数字空

间时，中高龄的老年人出于对教师和学习同伴

的信任，产生了较强的适应性和满意度。

3.老年人数字化学习内外部适应力与学习

评价相关分析。根据下页表 2的相关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数字化学习环境适应力、数字化学习

设施适应力、数字化学习资源适应力三个外部

适应力自变量在 99%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数字化

学习评价因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且相关

系数都大于 0，体现为正相关关系；数字化学习

方式外部适应力自变量在 95%的显著性水平上

与数字化学习评价因变量存在相关性，相关系

数大于 0，也是正相关关系；数字化学习心理内

部适应力自变量在 99%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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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学习评价因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且

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 0，但是为负相关关系。这

说明老年人数字化学习的内外部适应力均与其

数字化学习评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但是，外部

适应力如果满意度越高，那么对数字化的评价

也就越高，因此要更加关注数字化外部环境对

老年学习者的重要性；内部适应力水平如意愿

度、兴趣度、感受度、疲劳度认同越高，那么对数

字化学习的现状评价就越低，因此也要更加关

注老年人关于数字化学习的动机。

4.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的定性分析。

本研究将未参加过网上学习的老年人和参加过

网上学习的老年人的意见与建议一并纳入此次

的总体调研中进行分析，发现老年人对数字化

学习主要有以下几点希望：第一，希望尽可能开

展线下教育。尽管许多老年人或多或少已经参

加过网课学习，但是仍表现出对传统线下课堂

的喜爱和偏好，并未将数字化学习作为首选的

学习方式。他们认为，这主要源自三个方面：一

是数字化学习互动差，缺少学习氛围，缺乏学习

交流；二是数字化学习不够直观，接受度较差；

三是由于视力等原因，容易造成生理上的不适

应。第二，希望先多学习网络操作知识。对于

部分老年人而言，开展数字化学习的主要困难

在于不会操作电子设备或者是操作困难。由于

网络基础知识差，他们难以适应老师的上课进

度，严重影响了上网课的体验感。第三，希望改

善 网 络 设 施 设

备。在数字化学

习进程中，许多

老年人提出了改

善网络设施设备

以及提升网络速

度问题。这些问

题造成老年人网

课学习时的使用

困扰，同时影响

着他们数字化学习的积极性。第四，希望提升

网课的质量。许多老年人愿意主动接受网课，

但仍然提出一些改善网课质量的建议，如线上

学习和线下学习相结合、网络与课堂相结合、增

强网络课程趣味性等。

四、提升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水平的

改进策略

通过对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的定量和

定性分析发现，老年人参加数字化学习仍存在

一定的困难。因此，在我国老龄化社会日趋严

重的现实情况下，关注老年人的数字化学习需

求，针对老年教育信息技术进行关怀性和人文

性的改造，优化老年人对数字化时代学习的具

身体验，是未来老年教育数字化发展及变革的

重要趋势。

（一）增强老年人的数字化学习素养

进入数字化社会后，信息技术所扮演的角

色及其对老年人学习等各方面的影响很难被忽

略。缺少正规和长期的信息素养培训和学习，

加剧了老年人与其他代际的认知鸿沟，也拉大

了老年人与整个社会的数字距离，间接使老年

人成为“信息孤岛”中的群体，在面对数字化学

习时产生恐慌感和抵触感。调研中发现，尽管

已有不少老年人参加过老年大学或相关学校开

设的网课学习，但在关于是否愿意参加网课学

习的意愿性调研中，仍有 24.3%的人表达出不愿

意上网课的态度；而对所在老年大学或相关学

数字化学习评价

数字化学习环境适应力

数字化学习设施适应力

数字化学习资源适应力

数字化学习方式适应力

数字化学习心理适应力

数字化学习

评价

1

.593**

.586**

.691**

.108*

-.250**

数字化学习

环境适应力

1

.447**

.624**

-0.019

-.150**

数字化学习

设施适应力

1

.624**

0.06

-.124**

数字化学习

资源适应力

1

0.062

-.143**

数字化学习

方式适应力

1

-0.069

数字化学习

心理适应力

1

注：**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2 各维度间的皮尔森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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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没有开设网课的老年人而言，其意愿度表现

得更低，有 52.4%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网课

学习。这说明对老年人开展数字化学习有待进

一步宣传普及，而前提是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化

学习素养。老年人数字化学习适应力的提升，

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除了

在家庭中需要子女的帮助和引导外，还需要政

府、社区和老年教育机构联动：由政府制定缩小

老年人与社会数字鸿沟的政策，提供资金保障

老年人的信息素养权利；由老年教育机构为主

导搭建数字化信息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学习资

源和学习场所；由社区联合社会力量或老年教

育机构定期举行老年人数字化培训，开展各类

新媒体、软件使用方面的教学；由社会媒体多方

位宣传老年数字化学习的重要性，鼓励老年群

体主动适应并融入数字化环境中。

（二）开发便利的数字化学习操作平台

要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化学习适应力，引导

老年人在网络中自由学习、交流和分享，提高老

年人的网络参与感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在调研

中发现，老年人由于视力障碍以及不熟悉网上

设施操作等原因，在数字化学习中面临重重困

难，导致网上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度不高。因

此，除了增强老年人的数字化学习素养外，开发

便利的数字化学习操作平台更加符合老年人的

现实需求。比如，根据老年人的学习情况和实

际使用功能，综合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

点，如作息时间、疲劳极限以及视力限制等，使

操作平台尽可能简化、操作方式尽可能简单、人

机交互尽可能友好、页面显示尽可能简洁。同

时，学习操作平台应打造成依托互联网、大数

据、移动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互联化、感知

化、泛在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新型融合性教育

形态和教育模式，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教育

机构资源连接起来，形成“1库N网”的综合化老

年教育数字化学习服务平台，既连接学历教育，

又连接非学历教育，还可以通过全民终身学分

银行为老年人提供学习成果的认证、存储、转换

和兑换等服务，提升老年人参加数字化学习的

积极性。

（三）丰富老年数字化学习资源

在当前老年人的课程学习内容中，文化艺

术类如唱歌、跳舞、书法、器乐、摄影等占据了绝

大部分的比例，反映到对网络课程学习的偏好

中，也是同样的趋势。可以看出，老年人学习内

容长期以来局限于以自我需求为主的文化娱乐

课程体系中，忽视了以人的生命价值发展为需

求和满足社会变迁为需求的课程导向。在数字

化学习资源内容提供上，部分教育机构仅仅是

将过去传统的线下课程内容搬迁到线上，老

年人体会不到新鲜感，更可能因为数字化开展

方式的限制而对原有课程感到不适应。当前，

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发达国家，其在线老年教育已

经跳出了补偿性老年教育的思维，从社会变迁

需求的角度出发，开展老年人退休前的适应性

教育和二次职业教育，为老年人提供更广泛的、

符合时代需求的学习资源。老年人是主动积

极的社会个体，而非被动消极的接受者，因此应

该从建构主义的逻辑基点出发，引导老年人将

数字化学习的个体需求转向社会需求，将单向

指引转向双向互动，将娱乐至上转向生命体验，

提供不仅满足老年人自身需求的文体保健类学

习资源，还提供能适应社会和个体发展的职业

技能、金融理财、生命哲学等优质的多元化学习

资源。

（四）推进线上线下学习体验融合一体化

本次研究的重点调研对象是已经参加过

数字化学习的老年人，结果发现老年人在学习

设施适应力和数字化学习评价上的满意度最

低。而对于尚未参加数字化学习的老年人来

说，未来的意愿度也尚未过半。这说明亟待改

善老年人的数字化学习体验，为老年人营造出

一种富有人文关怀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因此，

要推动信息技术融入老年教育教学全过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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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第一，通过老年大学

或老年学校与社区、文化机构等紧密合作，创建

示范性老年教育虚拟体验基地，如构建O2O课

堂教学模式、体验式探究学习模式等，让老年

人在听讲和体会的过程中，达成完整的线上线

下学习体验的深度融合。第二，通过“康养学

游”“学养结合”“游养结合”等方式，引入企业

力量，积极开发面向老年人的线上线下、养教结

合的主题服务项目。第三，以网络课堂为出发

点，以社区服务为载体，将两者紧密结合。一方

面引导老年人运用网络课程当中学习的知识

服务社区和社会，另一方面组织具有专业或技

术特长的老年人进行在线志愿服务，满足老年

人的被需求感，进而提升老年人数字化学习的

积极性。

（五）培育老年人数字化学习兴趣共同体

老年人参加学习的最主要目的之一是再次

寻找自身的价值感和存在感，而社会交往是老

年人参加学习时能体验到的最大乐趣和维持人

际关系脉络的重要支持。在调研过程中，一些

老年人提出，参加数字化学习时缺乏与老师和

同学的互动，这也成为老年人数字化学习中感

到不适应的障碍因素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采用培育数字化学习兴趣共同体的方式。

比如，将老年人以班级为单位，划分兴趣小组或

互助组，成立网络学习社区。通过成立数字化

虚拟学习兴趣共同体，将知识学习转移到线上，

既可以让老年人进行同辈交流和同龄互助，开

展问题探讨、知识分享和学术交流，消除老年人

对数字化的恐惧感和距离感，也能激励学习群

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行为，激发合作积极性和

参与活力等。研究发现，如果让老年人重新获

得决策权和责任感，能极大地提高他们的活动

水平、生活满意度以及其他可测量的行为和态

度。数字化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就是使老年人获

得更多的自我控制感、价值感和幸福感，使其在

信息社会中获得更优质的生活，从而推动构建

老龄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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