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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社会背景下老年教育体系构建的策
略研究：四省市老年学习现状的

调研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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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不同地区老年人群学习需求与学习参与的实证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对老年阶段的学习意

愿普遍较低。调查还显示现有教育体系提供的老年教育明显匮乏、经费支持严重不足、信息渠道严重不

畅、教育场所开放力度明显偏小。同时，不同老年群体在学习意愿与所获支持方面亦呈现迥异的状态。

构建适应老龄社会的教育体系，需要立足于终身教育的视野，并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理念的指引

下，重视多样化、开放型的老年学习资源与机会的提供，同时依托信息技术平台，建立以老年人需求为本

的终身学习体系，以保障所有老年人学习机会的均等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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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趋势，而积极应对并破解人口老龄化的困境，努力实现从人口负债

向人口红利的转化，也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从“老化”向“优化”的转变路径中，教育与

学习对老年人以全新姿态投入社会并更好应对高龄化社会的到来具有积极意义（WHO，2002）。但从

现实的状况来看，我们对“老有所学”方针的落实并不乐观，老年大学“一座难求”，老年教育缺口巨大，

供需矛盾突出，已成为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朱昌俊，2019）。因此，如何在老年大学招生名额有限的前

提下，在仔细把握老年人学习需求的基础上，构建适应性更强、对象范围更为宽广的教育体系，而非仅

局限于老年大学的有限范围进行顶层设计，由此回应老龄社会背景下有不同需求的老年人对教育提出

的期待，也已经成为实践推进中亟需应对的政策议题。

从过往的研究文献来看，对老年生活的态度及参与老年学习的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积极老

龄化的推进（Hannah, et al., 2017）。在对待老年生活的态度方面，相关研究发现，所有年龄的人们均对

老年生活持消极态度（Butler，1969；Koyano, Inoue & Shibata Hori，1987；Nelson，2004）。我国老年人对待

老化的态度处于中等的水平。还有研究发现，人们对待老年生活也可能因地域的不同而迥异。

Hori和 Cusack（2006）发现加拿大的被调查者大都持积极的态度，他们将老年生活理解为扩展社会视

野、丰富人生阅历及提升个人智慧的过程。Asiret等人（2017）的研究亦发现，土耳其的年轻一代对老

年人和老年生活的观点普遍持积极态度。与之相反，日本则倾向于关注老年生活的消极方面。我国的

相关研究则显示，老年人在对待老化问题及老年生活的态度上，呈现出比较温和与正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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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老年人的学习参与来看，一些研究表明，实现人生价值、服务家庭、增强社会交往、提高生活

质量等均是老年人参与学习的重要动机（韩伟等，2018）。国外的早期研究还发现（Hiemstra, 1972），老
年人群更倾向于学习那些能够帮助自身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的内容，如帮助生活自理、解决家庭面临的

困难等；林丽惠（2006）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健康自主是老年人最重要的学习需求。黄富顺

（2009）、江曼莉（2015）等人的研究也表明，除了养生保健、家庭辅助之外，与人际关系密切有关的表达

性需求，也是老年人最愿意学习的内容。Purdie和 Boulton-Lewis（2003）通过访谈与问卷了解老年人的

学习需求及障碍，结果发现老年人认为最不重要的学习内容是科技知识，最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则是与

交通、健康有关的内容，阻碍他们参与学习的最大问题则是身体上的失能。通常情况下，参与老年教

育的群体，其健康、安全与休闲的学习需求都能在课程中得到满足，但科技方面的需求却因基础薄弱

而较难实现。Xi和 Cha（2018）在南京的调查则发现，成年子女的态度、学习费用、健康状况、教学形

式、学习诉求、学习目的、喜欢的课程、满意度等因素都会影响老年人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最后是关于老年群体的整体终身学习状态的研究。先行研究表明，老年群体参与的终身教育活动

主要集中在培训班、各类讲座和兴趣班等，阅读书籍、参与社区学习则是主要形式（乔爱玲、张伟远、

杨萍，2019）。而基于新型社交技术形成的终身学习则成为了当下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关键要素。从

2011年至 2016年的 5年间，英国通过网络参与学习的 75岁以上老年人从 20% 增长到 39%，而 65岁到

74岁的老年人则从 52% 增长到 74%。Xie（2017）对我国老年人运用计算机参与网络学习的情况进行了

调查，发现缺少技术指导是造成无法依托信息技术平台进行学习的主要障碍。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有关老年生活的态度呈现出时代与地域文化的差异；在老年学习的

内容上则表现出工具理性与感性表达需求之间的差异；从终身学习的状况来看，基于新技术的网络学

习在老年人中的推广十分迅速，但技术的掌握与障碍也使得多样化的终身学习仍然具有上升的空间。

那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教育体系建构的角度，当前我国的老年教育应如何具体展开？以

往的相关研究显示，大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是老年人在老年大学中的学习状况，很少从终身教育的立场

分析老年教育体系建构的问题。有鉴于此，立足于终身教育视角的老年教育体系建构的实证调查，对

于新时代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先导与实践推进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

基于终身教育的视角，本研究对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的学习参与情况进行调查，并关注他们在利

用各种教育资源时对社会所提供教育资源的意见与需求，从而明确老龄社会教育体系完善的发展方

向。在整合以往积极老龄化、生产老龄化、终身教育等方面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编制了《适应老

龄社会教育体系完善研究的调查问卷》，其中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对老年生活持有的态度、参与老年学

习的需求与现状、对完善现有教育体系的期待等几个部分。

鉴于我国在人口老龄化、教育均衡化以及老年教育的推进方面存在着东西差别和城乡差距，为了

兼顾地区的差异性和研究的周期性，最后确定了北京、上海、四川、广西等四省市作为开展调查的区

域。四省市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均从终身教育的视角对老年教育进行了相应布局，并已在实践层面

取得成效。如北京市不仅注重老年人“老有所学”的理念，还通过志愿服务、学习团队等形式推动老年

人参与老年教育实践并推进“老有所为”的举措；上海也明确将终身学习理念列为“十三五”期间该市

老年教育的发展议程。四川则特别重视各类终身学习机会向老年人的开放，广西壮族自治区更是鼓励

老年人“发挥其经验优势、智力优势、技能优势，利用其所学所长服务他人、奉献社会”。

2018年 11月至 2019年 10月期间，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四川、广西的部分地区的不同年龄人群

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1 60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 1 395份，有效回收率 87.18%。其中，55岁以上人群

数量为 976份。本研究重点关注老年人群对老年教育的认识与参与情况，因而，55岁以上人群的数据

构成了本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调查主要通过纸质问卷的方式展开，由各地研究人员向被调查人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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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现场发放，对于阅读存在困难的老年人群，则由调研员通过阅读指导与问题提示等方式完成问卷。

问卷经编号整理后，统一用 SPSS软件进行整理与分析。老年人群的具体年龄分布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55岁以上被调查对象的分布情况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地区 人数 百分比

55—59岁 245 25.1% 北京 268 27.5%

60—64岁 338 34.6% 上海 160 16.4%

65—74岁 300 30.7% 四川 254 26%

75岁以上 93 9.5% 广西 294 31.1%

总人数 976 总人数 976
 
 

 三、调查结果

 （一）老年群体参与老年教育的意愿

1. “老有所学”与“老有所为”的意愿不高

本调查设置了对于老年生活态度的选项，其中涉及老年人是否愿意学习（老有所学）、是否愿意再

从事工作（老有所为）或认为老年不再需要学习、也不再需要工作等选项。就调查结果来看（图 1），被
调查群体对老年阶段参与学习的意愿普遍不高。其中“老年生活应以休息娱乐为主”和“没什么需要

学的”两个项目，有近 52.6% 的被调查对象表示赞同；这一比例与愿意坚持学习的选项相比要高出

19.5个百分点。在“老有所为”的选项上，对于“即使不缺钱，也要尽可能工作，体现个人价值”的选项

则赞同的比例更小，只占了被调查人群的 6.8%。由此可见，大多数老年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认知仍停留

在较为消极的状态，积极老龄化与生产老龄化的观念尚未深入老年群体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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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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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即使不缺钱，也要尽可能工作，体
现个人价值

图 1    老年生活观点统计图
 

2. 养生和家政是老年教育最受欢迎的学习内容

就意愿学习内容而言（图 2），健康养生排第一，其他则依次为家政、现代科技、现代养护与教育

等。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希望通过学习获得健康养生知识的意愿更为强烈。此外，对于即将或已

经退休的老人而言，由于闲暇时间日益增多，抽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后代处理家务的愿望也日趋

强烈，因此对家政知识和现代养护与教育的需求也较为旺盛。与之相反，被调查群体对于“人文艺术”

“游学”等与日常生活需求相脱离的学习内容则兴趣不高。另外，伴随现代生活中各种技术工具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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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应用，老年人对现代科技相关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强，这已成为第三受欢迎的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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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意愿学习内容统计图
 

 （二）老年群体参与老年教育的现状

1. 在不同教育情境中的学习

（1）在终身教育场所参与学习的时间不多

从终身教育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群的学习参与，不应局限于老年大学或社区教育，而应融合于各种

类型的教育活动之中。为此，课题组调查了在各类终身教育设施或场所中的学习情况（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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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种场所参与学习时长的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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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群体每月在各类学习场所花费的学习时长整体较短，在各学习场所的学习时长每月不足

5小时。按设施排列前三位的分别为“街道社区学校、文化中心或乡镇成人学校的活动”，“老年大学

的正规课程”，“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美术馆、文体活动中心的活动”。可见，老年群体在社区学

校、社区学院或老年大学等常规设施参与学习最为普遍，其间亦通过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馆或借

助报刊杂志等媒体资源进行学习，而接受大中小学及校外教育机构组织的教育活动的则很少。

（2）利用手机与社交媒介学习的时间较长

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为老年人的在线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新的技术手段不仅拓宽了传

统老年教育的广度，而且还为受时空限制而无法参与学习的老年群体拓展了学习的空间与机会。对电

子设备拥有情况的分析表明（图 4），被调查群体大多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等电子设备，同时具备进入

网络端口的一定条件。调查结果表明，相比传统学习途径，新闻网页、微信群、公众号等更受老年群体

的喜爱与欢迎，并已成为老年群体参与学习的常用媒介。如图 5所示，被调查群体每天利用手机、微

信进行学习的时长明显多于电脑，其中有 27.2% 的老年人每天使用手机获得各种学习信息的时长在

1—3小时，另有 21.3% 的老年人每天有 1—3小时通过微信获取各种信息。
 
 

30.20%

79.90%

12.60%

2.60%

16.50% 14.80%

28.40%

7.70%

0%

电
脑

智
能
手
机

平
板
电
脑

电
子
阅
读
器

收
音
机

/M
P3

互
联
网

 (网
络

)

家
用

 W
IFI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图 4    电子设备拥有情况的统计
 

 
 

58.40% 

25.10% 

13.90% 

1.70% 

0.90% 

36.10% 

38.90% 

21.30% 

2.80% 

0.90% 

35.20% 

32.80% 

27.20% 

3.60% 

1.2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0 小时 

1 小时以内 

1~3 小时 

3~5 小时 

5 小时以上 

手机 微信 电脑 

图 5    电脑、微信、手机学习时长的直方图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年 第 6期　　改革与发展

82



 

无论是电子设备的拥有还是线上学习的时长，都说明被调查群体对于通过技术促进学习持欢迎态

度，且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拥有了“互联网+”的入口，这使得线上与线下学习的融通成为可能。整体而

言，老年群体基本具备了在线学习的条件，而未来的学习参与则可能朝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2. 老年群体参与老年教育的基本特点

（1）教育费用支出低

就教育费用的支出问题进行的调查发现（图 6），被调查老年人每月在各类学习活动中无费用支出

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近一半（43%），而在有费用支出的人群中，每月用于教育支出 1—100元的人数

又占了总调查人数的 36.5%，月教育费用支出在 100元以上的仅为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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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教育支出情况
 

（2）教育费用支出以个人支付为主

如图 7所示，对教育经费支出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面临的是个人支付能力有限、各类

经费补贴不足的困境，能够获得政府/社区或单位补贴的老年人仅占 15.6%。
 
 

47.6%

39.1%

11.2%

7.5%

4.4%

0% 10% 20% 30% 40% 50%

个人支付

没有费用

政府/社区补贴

子女支付

单位补贴

图 7    教育经费来源统计图
 

（3）对学习信息的获得感不佳

从信息渠道获取的个案百分比排列来看（图 8），当下终身教育活动的信息获取虽然渠道很多，但从

社区、村委会、电视报刊等官方渠道获取信息的仍不在多数，这说明官方宣传的力度不够大，渠道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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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畅通；另有不足一半的被调查者是通过自己打听的方式来获取学习信息的。这表明老年群体具有主

动获取学习信息的意识，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老年群体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
 
 

47.4% 

37.6% 

32.3%  

17.4%  

9.4%  

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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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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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亲
朋
、
邻
居
介
绍
的

社
区
居
委
会
或
村
委
会
工
作
人
员
通
知
自
己
的

自
己
打
听
的

在
网
上
看
到
的

通
过
电
视
报
刊
看
宣
传
知
道
的

其
他
渠
道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图 8    信息渠道的统计图
 

（4）参与学习依然面临多重障碍

老年人参与学习面临着教育供给、个人和家庭三个层面的问题。调查显示（图 9），有 61.5% 的老

年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学习障碍。其中，40.1% 的老年人面临着“现有的课程不能满足需要”“没有学

习机会”“承担不了开销”等教育供给障碍；39.9% 的老年人则面临着“没时间”“身体状况不允许”“没

信心学”“不愿意学”等个人障碍；另有 16.8% 的老年人面临来自家庭层面的障碍。
 
 

39.5%

18.8%
16.3% 14.3% 12.7% 11.3% 10.0%

5.2%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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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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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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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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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需
要

没
有
时
间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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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况
不
允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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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中
的
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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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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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机
会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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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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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的
开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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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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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学
习

缺
少
家
人
的
支
持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图 9    学习障碍的统计图
 

（5）学习满意度一般

对已经参加各类终身教育活动的老年人的学习满意度进行的调查发现，影响他们学习满意度的因

素可以归为三类：（1）环境保障，如学习氛围、硬件设施、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应用、课程费用、学习场

所等；（2）学习过程，如教师知识储备、学习内容、课时安排、学习形式、学习同伴、同学关系、师生交

流等；（3）学习结果，如预期学习目标、实际学习收获等。从图 10可知，被调查群体对学习氛围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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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高，另外，对学习场所的便利性、教师的知识储备、硬件设施三项的满意度也较高。但对预期目标

的达成、实际的学习收获以及师生交流三方面的满意度则相对较低。
 
 

95.5%
80.1%

69.3%
77.5%

82.1%
80.6%

75.6%
69.3%

61.1%
60.9%
59.6%

51.0%
47.7%

57.0%

0% 20% 40% 60% 80% 100% 120%
学习氛围好

硬件设施良好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全面应用

课程收费合理

便利的学习场所

教师知识储备丰富

适当的学习内容

适当的课时安排

多样化的学习形式

多样的学习人员

同学关系和睦

充分的师生交流

达成预期的学习目标

有实际的学习收获

图 10    学习满意度的统计图
 

 （三）不同类别人群参与老年教育的差异

研究还发现，不同地区、不同居住地的老年群体在参与教育活动上存在多种差异。

1. 地区差异

（1）北京地区老年群体获得的教育经费补贴最高

卡方检验表明（图 11），四地老年人获得的教育经费来源方面，除单位补贴外，其他各项上均存在显

著地区差异（其中，政府补贴、个人支付两项 p=0.000，子女支付项上 p=0.001）。其中，北京地区被调查

老年人的政府/社区补贴率最高，广西老年人的政府或社区补贴率最低。在个人支付方面，上海地区被

调查老年人最高。广西地区被调查老年人的子女支付率最高。
 
 

政府/
社区补贴

单位补贴 个人支付 子女支付 没有费用

北京 16.01% 4.25% 15.69% 4.90% 59.15%

上海 9.72% 3.47% 82.64% 2.78% 1.39%

四川 11.27% 3.87% 51.41% 5.63% 27.82%

广西 3.59% 4.25% 45.10% 11.76% 35.2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北京 上海 四川 广西

图 11    不同地区老年人教育经费来源统计图
 

（2）上海老年群体在终身教育场所中的学习时间最长

对四地被调查老年人在不同终身教育场所中的学习时间进行的 F检验显示（表 2），除了老年活动

中心内的学习讨论活动外，他们在其他学习场所中的学习时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中小学、幼儿园

组织的教育活动 F=11.105，大学中面向学生的教育活动 F=32.350，老年大学的正规课程 F=29.207，传
统老年远程教育 F=15.682，街道社区学校、文化中心或乡镇成人学校的活动 F=44.553，图书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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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等场馆活动 F=7.897。其中，上海老年人在各类终身学习场所中的参与时间均最长，尤以街道社区

学校、文化中心或乡镇成人学校中和各类学习场馆、场所中参与的百分比最为突出。
 
 

表 2    各地老年人参加终身教育场所学习活动的统计表

街道社区学校、文化中心或乡镇成人学校的活动 参加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美术馆、文体活动中心的活动

没有参加
5小时
以内

5—10
小时

10—15
小时

15小时
以上

没有参加
5小时
以内

5—10
小时

10—15
小时

15小时
以上

北京 81.34% 15.44% 2.24% 0.75% 0.00% 82.84% 12.10% 2.17% 0.74% 0.00%

上海 39.60% 33.85% 7.93% 6.29% 0.66% 69.54% 16.99% 4.68% 1.84% 0.00%

四川 64.96% 21.66% 5.49% 1.90% 3.47% 74.02% 17.50% 1.89% 0.39% 1.55%

广西 88.78% 9.12% 2.07% 0.00% 0.00% 89.46% 6.60% 2.68% 0.00% 0.68%
 
 

（3）广西老年群体对学习老有所为的相关内容更感兴趣

对不同地区老年人意愿学习内容的卡方检验发现，在生产或工作技能学习、现代养护、现代科技、

游学四项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其他各项学习内容上差异不明显。广西地区被调查的老年人对

学习生产或工作技能、学习现代养护与教育内容两项上的意愿最高（分别为 37.1% 和 47.3%），四川地

区老年人对现代科技内容上的学习意愿最高（54.3%），而北京地区老年人对游学兴趣最高（42.2%）。

2. 居住地差异

（1）城区被调查者参与老年教育的意愿较强

对不同居住地被调查者的参与老年教育意愿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如图 12所示，皮尔逊卡方值为

83.727，自由度为 12，显著性概率 p=0，表明不同居住地的老年人在教育参与上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城区、城乡接合部、乡镇、农村等四类居住地的被调查者普遍认同“老年生活应以休息娱

乐”为主，但城区的被调查者对老年参与学习的意愿较为强烈，如有 42% 的人认为“老年人仍要坚持学

习，‘要活到老学到老’”。这可能与城区教育设施相对完善、被调查者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对终身学

习的意义和价值较为认同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乡镇和农村地区对“老年人仍要坚持学习，‘要活到老

学到老’”的认同率亦分别达到 29.3% 和 14.9%。这又与近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使乡村各级各类教育得

以迅速发展有关。特别是“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课程，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需要”方针的实施，

使得乡镇和农村人口的教育观发生了很大改变，学习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老年生活应
以休息娱乐

为主

老年人没什
么需要学的
了，不学习
一样过得好

好的

老年人仍要
坚持学习，
“要活到老学

到老”

老年人如果
不缺钱，就
不要工作了

老年人即使
不缺钱，也
要尽可能工
作，体现个

人价值

城区 39.80% 7.70% 42.00% 4.90% 5.60%

城乡接合部 64.40% 8.90% 13.30% 11.10% 2.20%

乡镇 37.30% 13.30% 29.30% 10.70% 9.30%

农村 45.70% 18.10% 14.90% 11.30% 10.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城区 城乡接合部 乡镇 农村

图 12    不同居住地人群参与老年教育的意愿差异
 

（2） 城乡接合部人群所获经费支持最少

关于教育经费的卡方检验显示（图 13），不同居住地人群在各项教育经费来源方面也存在着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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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p=0.000）。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的被调查者的来源于政府或社区补贴的教育经费仅占 2.04%，不仅低

于居住在经济、教育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区，同时也低于农村地区的被调查者。城乡接合部作为接近

城市并具有某些城市化特征的乡村地带，同时也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过渡地带，在老年教育的政策制

定和实施中往往最容易被忽视。但由于其地跨城乡、房租廉价，加上管理薄弱，大量外来人口集聚于

此，现状却是他们很难享受到与当地人相同的老年教育福利。
 
 

政府/
社区补贴

单位补贴 个人支付 子女支付 没有费用

城区 12.10% 4.80% 53.07% 6.30% 25.04%

城乡接合部 2.04% 6.00% 44.00% 2.00% 46.00%

乡镇 9.09% 4.76% 27.38% 9.52% 50.00%

农村 12.32% 1.27% 21.10% 8.44% 58.2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城区 城乡接合部 乡镇 农村

图 13    不同居住地人群教育经费来源统计图
 

（3）城区老年群体利用手机等媒介的学习时长最长

对不同居住地人群利用不同设备学习时长的 F 检验表明，不同居住地人群在电脑学习时长

（F=18.484，P=0.000）、手机学习时长（F=27.461，p=0.000）以及微信学习时长（F=25.015，p=0.000）上均

存在显著差异。从表 3可见，城区人群无论是在电脑、手机还是微信上的学习时间，均高于其他三类

居住地人群，而农村地区被调查老年人在三类媒介上的学习时间均最短。这表明相比于其他人群，城

区老年人拥有更多的现代化学习入口，并且拥有更多的时间实际开展学习活动。对比之下，农村地区

老年人可能由于生活所迫，拥有相对较少的从事劳作以外的闲暇时间。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老龄社

会背景下的教育发展，需要相应加大诸如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表 3    不同居住地人群在电子设备与媒介上的学习时长统计表

　 0小时 1小时以内 1—3小时 3—5小时 5小时以上

电脑

城区 50.56% 28.50% 17.71% 2.09% 1.58%
城乡接合部 53.33% 24.44% 17.78% 0.00% 5.88%

乡镇 75.32% 15.58% 9.09% 0.00% 0.00%
农村 75.57% 19.00% 4.07% 1.36% 0.00%

手机

城区 26.89% 32.85% 34.14% 4.67% 1.45%
城乡接合部 28.89% 46.67% 17.78% 4.44% 2.22%

乡镇 42.86% 36.36% 18.18% 0.00% 2.60%
农村 57.47% 28.51% 12.22% 1.81% 0.00%

微信

城区 27.86% 41.38% 26.09% 3.54% 1.14%
城乡接合部 26.67% 51.11% 15.56% 2.22% 4.65%

乡镇 44.16% 40.26% 14.29% 1.30% 0.00%
农村 58.82% 29.41% 10.86% 0.90% 0.00%

 
 

（4）农村老年群体对生产或工作技能的学习意愿最强

统计结果表明（表 4），就意愿学习的内容而言，不同居住地老年人在生产或工作技能以及游学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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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而在现代养护与教育、家政、现代科技、人文艺术、健康养生等项目

上则不存在明显差异。城区被调查老年人对于生产或工作技能的学习意愿最低，在游学的内容上，城

市老年人的学习意愿则最高。而农村老年人在这两项内容上的选择均与城区老年人呈相反的倾向。
 
 

表 4    不同居住地人群意愿学习内容的统计表

百分比 百分比

生产或工作技能

城区 22.55%

游学

城区 35.28%

城乡接合部 32.56% 城乡接合部 23.26%

乡镇 30.14% 乡镇 26.03%

农村 40.72% 农村 20.81%
 
 

 四、老年群体学习参与现状的问题与思考

《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曾明确指出，“老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在当

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与完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趋

势，并实现老龄人口从劣势向优势的转化，已经成为我国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国

务院办公厅，2016）。深入研究与把握我国老龄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度了解老年人对于学

习的态度及当下的参与现状，对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本研究的实证调查可以发现，目前老年群体的学习参与现状存在以下特点：

其一，老年群体学习参与意识普遍不高。从老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的学习需求角度进行考察，可

以发现被调查群体的整体学习意愿普遍较低。中国素有老人颐养天年的传统观念，这使得老年人对于

自身精神文化层面的关注严重匮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现状与西方老年群体对学习生活持有的积极

态度不同，与同在东亚地区的日本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如有调查发现日本人的老年生活更多地是处在

一种停滞的状态（Hori, 1996）。上述特点也表明老年学习观具有明显的文化与地域差异。

其二，由政府提供的终身教育场所中的学习机会严重不足。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在各类由政府

举办的终身教育设施（主要指街镇政府举办的社区学校或老年教育中心）中的参与时间整体不足。同

时，在各类教育场所中所获得的教育支持与经费的资助也明显不足，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上述结果也

再次印证了以往有关老年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政府有力支持的论述（丁倩梅等，2019）。
其三，工具性的学习内容仍然是当前老年群体关注的重点，“互联网+”技术则为老年群体的广泛

学习提供了重要途径。调查结果显示，当下老年群体更倾向于健康养生、家政等方面的学习内容，这

与以往相关研究发现的老年人在服务自身家庭、满足个人健康需求方面的工具性特征十分一致（韩伟

等，2018；王英，2009）。本研究还发现，现代科技相关内容在被调查群体意愿学习内容中排在第三（占

比 44.8%）。被调查人群大都具备了较为充分的“互联网+”的学习条件与基础，而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

通过新闻网页和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进行的学习无论是时间还是比重也最高，以上结果也再次印证

了网络技术的实际应用对于拓展老年学习的空间具有积极意义（Age UK, 2016）。同时，在老龄社会背

景下有效提升老年人的信息技术素养也应该成为今后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Riviven, 2020）。
其四，老年群体在学习信息的获得、学习条件的保障等方面的意识还较为薄弱。这与社区官方宣

传力度不够有关，因此，官方在老年群体经常使用的社交网络平台进行的信息传播还需加强。老年群

体参与学习目前仍然面临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体现在教育供给、个人、家庭等多个方面。未来需要通

过教育生态的整体调整或构建来破除障碍，以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的学习权利。

其五，对“老有所学”意愿、教育经费支持力度、想要学习的内容等还存在着地区、居住地等方面

的差异。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次调查发现城乡接合部老年人所拥有的资源与机会无论与城区还是农村

地区老年人相比，均差距巨大。同时，农村地区老年人更倾向于学习与从事生产和继续工作相关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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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内容，而城区老年人则对游学内容最为感兴趣，不同老年群体的学习需要应该成为未来为老人

提供学习机会时最需要关注的议题。

 五、适应老龄社会的终身学习体系的建构策略

基于以上对北京、上海、四川、广西等地的调查与研究，可以发现当下的教育体系确实存在着对老

年人学习参与的重视不足、宣传不够、老年教育的管理与支持系统不健全，以及正在构建中的终身教

育体系因为不甚完善而无法很好回应老年人学习需求等问题与弊端。未来很有必要从服务全民终身

学习的角度去构建适应老龄社会的教育体系，由此才能为老年人的终身学习提供更多的支持与保障。

 （一）加强宣传、促进参与，确立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教育理念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传统的惧老、厌老乃至恐老的观念仍然十分流行。调查发

现，老年群体对于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意愿不高，积极老龄化的观念并未被老年人真正认可。因此，需

要在理念与宣传层面重新树立对老年生命价值的认识。对此，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加强宣传，以使普通

民众能从正向的角度去理解、认识并肯定年老。同时还需要通过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典型形象的树

立、国外先进经验的介绍等，使社会公众更多地了解老年人的人生经验与智慧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

极意义。具体来说，在家庭层面，应动员家庭成员积极支持老年人的社会活动与教育参与，同时通过合

理分工，减轻老人的家庭负担，从而使他们的经验与才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平台发挥作用。其次应加强

对青少年进行尊老、敬老的教育，如在中小学课程中加入相应内容和相关知识，以使他们正确理解人

生的不同阶段及对社会产生的不同贡献。最后，则应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出发，强化老有所学、老有

所为的立场，即通过终身学习使老年人正确了解自身的价值及参与学习的重要意义。

 （二）加大保障力度，为老年人提供充足的学习机会

当前，老年大学依然面临“一座难求”的困境。加快老年大学的建设，扩大招生规模，是有效解决

供需矛盾的一条路径，但从终身教育的视角来看，老年群体参与教育与学习的场所还可拓展至社区、

文化及大众传媒等多种场所（王英、谭琳，2009）。调查显示，老年群体对现有的教育资源满意度一般，

尤其是教育经费支出还很低，而地方政府也难以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在城乡接合部这种情况更

为明显。因此，着眼于老人群体学习权保障的立场，并从更广泛的范畴重新审视并定位老年教育的作

用和地位，就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机构与组织加入支持老年教育的行列。加大经费投入，充分整合资

源，以为老年人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也是当务之急。具体策略则是开放各类教育平

台、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活动，如下午三点后及双休日的校园开放，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及体育场等

场馆的定时定点利用，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老年教育活动，等等。而充分结合信息化时代的特点，通过网络与手机终端为老年人搭建信息化平

台，同时统筹现有各种信息渠道为老年教育提供个性化教育课程，也是新时代开展老年教育的新路径

与新方法。

 （三）回应老年群体学习需求，立足“需求为本”创建老年学习体系

立足需求，是老年教育能否受到欢迎并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构建适应老龄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

内容。面向老年人的学习需求，不仅意味着教育基础设施与学习资源的提供与开放，同时也需要站在

老年人的立场，对各类教育学习场所予以重新检验与审视，以确保它们能有效适老、助老。从被调查

群体意愿学习的内容来看，大多数人倾向于老有所乐，也有对家政方面的较高学习需求，这也在某种程

度上体现了老年人的老有所为，即为家庭为社会发挥余热的积极意愿。在实地调查中还发现，多数社

区能基于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进行课程开发，但在具体的学习方式上，则还需要加强对老年群体身心

特点的研究。老年教育固然也是教育的一种类型，但它的特殊性决定了老年教育在师资、课程、教学

过程、教学方法等方面与普通教育存在明显差别。因此需要基于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去开展调查研究，

以使教育过程与教育要素，能真正适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与年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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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立信息技术平台，拓展老年人的学习空间

调查表明，当下的中国老年人大多拥有了完备的通讯设备与网络系统，而网络的便利性与拓展性，

则可以为未来的老年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与空间。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各地政府及社会组织应该更

加重视网络建设，更多创建优质的线上学习资源平台。在硬件建设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强化老年人对

网络应用技术的掌握，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垃圾信息的处理、防骗意识的培养等。其中，对老年人特

别关注的健康、养生、家政等学习内容尤其需要做到精挑选、广覆盖、深推广。

 （五）注重老年人的教育公平与学习权保障

从本质上来看，老年教育是对老年人学习权予以保障的重要体现，其中当然也涉及教育公平的议

题。调查显示，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老年教育的经费支持力度、学习的获得、教育过程的实施

等依然存在着显著差异。为此，基于终身教育理念的老年人学习权保障，还需要重点思考以下问题。

其一，应深入分析影响老年群体学习的障碍，从舆论、制度、经费等方面给予调整与支持，以尽可

能多地为老年人提供学习机会；同时，这种机会应可以破解来自教育供给、家庭和个人等因素的限制，

成为现实可得的学习机会，而这也是保障所有老年人学习机会均等的重要条件。换言之，若要进一步

保障老年人的学习权，至少还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增加老年教育的经费投入，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

组织和学习者等多主体分担和筹措老年教育经费的机制”（国务院，2016）。其中，将基层社区老年教育

的经费纳入地区政府的财政预算，并探索官、民多渠道筹集老年教育经费的路径，则是保证老年人的

学习意愿不因经济原因的影响而低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二，尽可能提供差异化的学习内容与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更精准的教育服务。老年人因不同的

生活处境，对学习必然会产生不同需求。因此构建一个能够真正适应老年人需求的教育体系，就必须

立足差异，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差别化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维度。

其三，为弱势老年群体及面临困难的老年学习者提供更多支持与补偿。调查显示，缺乏充足时

间、身体状况不允许、家庭生活困难等是老年群体参与学习的主要障碍。对于身体状况不佳的老年

人，应提供网络线上学习途径。而对于那些没有时间、家庭生活困难的老年人，除了提供尽可能多样

及免费的教育之外，还需要整个社会为老年人的生活与福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与支持。

（吴遵民工作邮箱：zmwu@dedu.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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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Aged in the Aging Society: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Willingness and Situation of Learn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Old Age in Four Provinces and Cities
Wu Zunmin1    Wang Lijia1    Deng Lu2    Yang Keke1

(1.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Faculty of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of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the learning needs and particip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illingness and actuality of the elders to learn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felong educa-
tion system.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urveyed groups are generally low in willingness to learn in the old age, and
they prefer the learning content of “the old people have fun”. The surveyed population, dominated by the elderly,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ly involved in the existing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and is facing difficulties in terms of fund-
ing  support,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insufficient  openness  of  educational  venues.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
groups are learning content and gains for the elderly. There is a different state of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
cation system for the aging society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old can learn” and “the old can d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opening of divers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the elderly,
relying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platforms. Also, it’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to ensure equa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different elderly groups.
Keywords：aging population；education system；lifelong education；learning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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