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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影响愈来愈深，学习
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支持，数字化技术发展
也是满足终身学习需求的有效支撑。在终身教育的
浪潮中，智慧泛在的数字化学习体系提供了优质、
均衡、丰富、便捷的学习支持[1]。教育数字化的发展
给教学带来了更多的可选方案，实现了便捷、开放、
高效、个性化的学习，丰富了教与学的选择。近年
来，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数字化转
型包括技术、业务和人本三个层面的转型[2]，通过系
统协同推进，服务于学习者的终身学习和全面发
展。老年学习者作为学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
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然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
学习对老年学习者提出了新的挑战，诸如思维理念
的更新、学习流程的重构、学习评价的多维化等都
需要老年学习者学习、了解和适应，需要老年学习
者具备数字化学习力。数字化学习力的发展能够有
效破解老年数字鸿沟难题，并能够较好地适应数字
化学习的全过程。目前，学界对老年数字化学习力

的研究非常缺乏，因此，本文就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的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构建做一些探讨，以期为老年
数字化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发展提供较好的方法和
路径。

一、老年数字化学习面临的挑战
数字化学习时代是技术赋能的知识时代，知识

时代显著的特点就是知识的应用和创新。老年学习
者也身处数字化学习时代，也有知识学习、应用和
创新的迫切需求，而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则
是不可或缺的[3]。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生活
数字化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的落差使部分老年
人成为数字化传播时代的“弱势群体”，老年群体面
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凸显[4]。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本
质上是“知识鸿沟”和“认知鸿沟”。数字鸿沟的存
在，阻碍了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形成和发展。
（一）数字化学习知识和能力（技能）断层形成

的学习挑战
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知识和能力是影响老

年数字化学习的重要因素。老年学习者作为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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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对老年数字化学习质量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
数字化学习面临较大挑战，突出表现在数字化学习的知识和能力断层以及数字化认知模式差异化两个方面。
通过分析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内涵和理论基础，依据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保障措施和目标，构建老年数
字化学习力发展模型，并探索未来发展路径，以期更好地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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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主体，利用数字化学习知识和能力构建适合老
年学习者个体发展的知识网络，对于老年学习者而
言至关重要[5]。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很多老年学习
者对数字化学习存在某种“抵触”情绪，参与数字化
学习的意愿不强烈[6]。数字化学习知识是老年学习
者参与数字化学习并形成数字化学习力的前提。数
字化学习知识是在实践中关于数字化学习规律的
认识。老年学习者由于数字化学习实践参与率低，
可实践样本较少，因此对于老年数字化学习认识还
存在不足。但数字化学习知识作为一般概念而言，
已经具备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广泛的共识。目
前，老年数字化学习知识发展方面普遍存在如下问
题：（1）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知识获取途径不畅；
（2）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知识（内容）针对性不
强；（3）参与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知识供给主体
不足；（4）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知识网络没有形
成；（5）数字化学习知识的适老化表达不够。关于数
字化学习能力，知识具有行动导向特征，老年数字
化学习能力就是较为明显的例证，知识的学习是为
了促进能力的发展。目前，老年数字化学习能力发
展存在如下问题：（1）数字化学习知识与能力转换
率不高；（2）数字化学习加工过程的节点不畅通；
（3）数字化学习协同、加工体系尚未形成；（4）适合
老年数字化学习的工具和方法普及度和适用性不
够；（5）数字化学习迁移场景不多；（6）数字化学习
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评价不完善。数字化学习知识和
能力断层对老年学习者造成了较大的学习阻碍，需
要予以重视。
（二）数字化认知模式差异化形成的学习挑战
老年学习者的认知模式是指老年学习者对信

息获取和处理加工的模式。认知模式作为人和外界
交流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认知模式的改
变对人类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信息技术作为扩展
人类感知官能的技术，其发展必然会影响人的信息
获取方式和能力[7]。认知模式形成行为习惯，进而形
成比较稳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老年数字化认知包
括知识传递、信息交流、工作和学习等各个方面，特
别是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
信息处理方式、生活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需要产
生联动作用。老年学习者认知模式在数字化时代需
要不断改变才能适应数字化发展，享受数字化、智
能化发展带来的便利。段虹等[8]认为大数据分析通

过重构认知模式去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
惯，这就说明老年学习者的认知模式主观上需要主
动认识，客观上需要技术推动，做到主客观一致。但
由于种种原因，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存在恰恰证明
了数字化学习在老年群体中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
间。究其原因，从老年人主体角度来看，一是生理机
能衰退，二是代际交流贫乏，三是对互联网的“不信
任感”[4]。老年学习者对数字化学习环境、方式、模
式、工具等接触不多、运用不熟，导致无法改变原有
的认知习惯。这不利于数字化学习的普及和推广，
同时也不利于老年数字化学习的高质量发展。

二、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研究概述及构建的理论
基础
（一）相关研究概述
学习力，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佛睿斯特

（Jay W. Forrester）于1965年在《一种新型的公司设
计》一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习力逐渐成
为一项前沿的管理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企业管理和
企业文化领域[9]。目前，关于学习力的研究已经具有
一定规模，尤其是学者对学习力的内涵和要素进行
了深入研究，这给本研究带来了较好的启发。沈书
生等 [10]认为学习力是涉及人的性格、生活经验、社
会关系、价值观、态度与信仰等方面的综合概念。邹
云龙等 [11]认为学习力是从管理学研究发端后转向
教育学领域，侧重从行为取向理解，重点关注学习
者对外在世界的改造力，而学习能力是传统教育学
的研究视角，侧重从能力取向理解，重点关注学习
者自身的能力构成和发展。贺武华[12]认为学习力是
对学习者的学习动力、能力与品质进行自我改造、
创新与发展等的一个综合性描述。杨欢等[13]认为学
习力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生命本质能量，是终身学习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文献梳理发现，学习力并
非简单、单一的品质或能力，而是复杂的、综合的能
力。不难看出，学习力与学习能力关注的侧重点不
同，“学习力”是“学习能力”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
无论是“学习能力”还是“学习力”，从根本来说，其
研究对象和内涵都是内在统一的，都是围绕学习者
的能力发展问题展开的[11]。

虽然目前学界对学习力的内涵说法不一，但仍
可找到相通之处，突出表现在：（1）从学习过程和成
效看，学习力是助力学习者终身学习、高质量学习
的核心要素，体现出学习活动过程的动态性、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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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终身性，突出了学习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体现
了较好的学习成效；（2）从人的发展看，学习力是助
力人的终身学习发生和发展的，能较好地保持终身
学习的动力；（3）从学习活动过程看，学习力体现在
学习活动过程中，而且是动态调整和发展的；（4）从
学习效果看，学习力促进学习者学习高质量发展，
促进学习者知识结构优化和知识网络体系形成，促
进知识内化和学习迁移；（5）从创新发展看，学习力
能够较好地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迁移和发展，在培养
创新思维的同时发展创新能力。

关于学习力的构成要素其实在很多学者的研
究中已经得到体现，如钟志贤等 [14]提出的学习动
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学习效率和学习转化力等
五个核心要素。还有学者认为学习力主要包括学习
动力、学习毅力和学习能力三部分[15]。裴娣娜[9]提出
学习力结构模型的三层次和六要素，第一层次是人
的基本素质（包含三要素：知识与经验、策略与反
思、意志与进取），第二层次是实现人的发展两个基
本路径（包含两个要素：实践与活动、协作与交往），
第三层次是人发展的最高境界（包含一个要素：批
判与创新）。国外比较权威的包括英国ELLI项目的
“七要素说”（变化和学习、关键好奇心、意义形成、
创造性、学习互惠、策略意识、顺应力）、克拉克斯顿
（Guy Claxton）的“四要素说”（顺应力、策应力、反省
力、互惠力）以及威廉·柯比（William C. Kirby）的
“综合体说”（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
效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16- 17]。由于学习力的研究
对象和领域等存在差别，再加上没有统一的机构或
组织提出划分标准和依据，因此，关于学习力的核
心要素构成，不同的学者观点不尽相同。

目前，对于学习力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
对于数字化学习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老年数字
化学习力的研究非常稀少，需要引起重视。老年学
习者具有一般学习者的共性，同时也有其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老年学习者与一般学习者存在生理、心
理和社会等影响因素的不同，还有年龄、思维模式、
认知方式、生活和工作经验、学习动机与期望以及
相关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等的不同。现在老年数
字化学习方式由传统的面授逐步转变为线上线下
混合式学习。老年学习者学习过程是信息加工和处
理的过程，借助于数字化学习的工具和方法，不仅
要全过程、多维度地记录老年学习过程和学习行为

数据，还要形成可回溯、可分析的学习过程环路，以
便更好地诊断学习效果和优化学习行为。老年数字
化学习评价和迁移是评价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老
年学习效果一般不通过纸质化考试的形式体现，更
多的是实际运用。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学习迁移。老
年学习迁移是对所学知识的重组性迁移，基于实际
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利用已有知识与新知识联系，
面对真实的问题情境，创造性地利用知识和技能，
并在学习迁移过程中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达到学
习目标。正是由于老年学习者的特殊性，其学习力
构建也具有特殊性。老年学习力侧重学习能力、协
作能力、学习品质、学习毅力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老
年数字化学习力相比于老年学习力而言，则更加强
调数字化学习情境下的学习力发展，突出表现在以
数字化环境为基础，借助数字化学习工具培养数字
化学习的系列能力和品质，尤其关注混合式数字化
整合和加工能力的培养。

综上，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是学习力的一种表现
形式或类型，与学习力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目前
聚焦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研究较少，老年数字化学
习力研究应更加突出在研究对象上，以老年学习者
为研究中心，以老年数字化学习为研究重点，以发
展老年数字化学习力为研究目标。
（二）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构建的理论基础
1.体验式学习理论
体验式学习理念源于杜威的“从做中学”“学习

即生活”的“经验理论”，该理论认为学习是经验的
不断改造和重组的过程[18]。库伯提出了体验式学习
的六项特征：学习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学习是
以经验为基础的持续的过程；学习是适应社会的整
体过程；学习包括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学习是一
种创造知识的过程；学习需要解决因观点不同所产
生的冲突[18]。老年学习者学习力构建基于体验式学
习理念，注重学习过程行为优化，基于老年学习者
的基础经验和专业水平等，通过知识、技能和情感
的培养进一步适应数字化学习社会的发展，与数字
化学习环境相互作用，利用经验和知识，在真实的
问题情境中不断重构知识，促进知识创新和学习迁
移。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培养的基点是工作经验、生
活经验和原有知识基础，通过体验和经验不断重组
知识、创造知识，在此过程中促进数字化学习力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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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是以“活动”为逻辑

起点和中心范畴来研究和解释人的心理的发生发
展问题的心理学理论[19]。该理论认为，人类的学习
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来进行的间接过程。活动是发展
变化的，而人的发展是个体与共同体互动的结果，
即主体通过文化制品（如工具、文字等）与客体环境
双向交互的过程[20]。在老年群体的社会学研究领域
中，活动理论认为“参与社会活动”这一环节在老年
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主加入相关活动可
以有效预防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身体衰老、社会地
位改变等产生的负面影响，活动理论推崇老年人主
动地加入或组织社会活动，从而达到一种有效的群
体交流形态[21]。老年学习者为了适应信息社会的发
展参与数字化学习。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构建过程
是在老年学习活动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老年
数字化学习是一系列学习活动的集合，是基于数字
化学习环境的学习，学习环境是沉浸式、融合式的。
老年学习者基于真实的问题情境和学习任务，通过
数字化学习工具与数字化学习环境深度互动。该系
统包括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环境、老年学习共
同体，以及支持学习发生的工具、规则和协作等要
素。因此，活动理论能够较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老年
数字化学习的过程和方式，能够更好地促进老年数
字化协作学习，促进老年数字化深度学习，以此促
进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培养。

3.情境学习理论
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将学习者的角色意识与知

识体系构建过程置于具体的应用情景和社会实践
中，旨在提高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该理论认为人类的学习行为涉及社会层面，并
蕴含社会活动的意义[22]。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
与学习情境的良性互动，学习过程是参与式的、协
商的，也是生成性的。因此，情境学习理论强调知识
的社会性建构，注重学习共同体和知识网络体系的
建设。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与情境的深度融
合，情境学习理论更加关注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
自我成长和社会性关系建构。老年数字化学习是基
于数字化情境的学习，通过数字化学习理念和方式
构建适合于老年学习者的学习情境，以问题解决情
境和场景构建为基础，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协作
力、学习意识力和发展力以及迁移创新力的提升。

4.知识建构理论
知识建构（Knowledge Building）理论是由玛琳·

斯卡德玛丽亚（Marlene Scardamalia）和卡尔·伯雷
特（Carl Bereiter）两位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
建构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一般的建构主义教学
以完成系列任务和活动为导向，学生对为什么进行
这些活动缺乏理解，属于“浅层”建构；而知识建构
理论推崇的是“深层”建构，它是以发展学习社区内
的公共知识为目标，学生需要积极、共同承担认知
责任[23]。老年学习者也是积极的认知者，是知识的
创造者，老年学习是深度的意义学习。知识建构对
于老年学习共同体参与社区公共知识建构，以及获
得知识和技能的更新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知识建构
理论能够通过“深层”建构知识提升老年学习者数
字化学习的质量和层次，尤其是对老年数字化学习
意识力、认知调控力和学习保持力等有着较好的促
进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联通主义学习理论、能力层次
结构理论、新建构主义理论、信息加工理论等对老
年数字化学习力构建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保障措施及目标
（一）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基础保障措施
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基础保障包括保障

主体、学习理论支持、基础环境和学习过程等。保障
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学校、行业企业等，各主体间
形成合力，既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的正常开展，同
时也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
以满足老年数字化学习需求为出发点。如政府通过
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障老年学习者学习权
利；社会通过整合资源，灵活运用数字化手段为老
年学习者提供社会学习环境、场所、师资和资源；学
校通过对老年心理和生理的研究，基于教育教学规
律和学习理论研究老年数字化学习特点，针对性开
展课程和教学研究，促进老年学习群体深度参与数
字化学习；行业企业通过自身优势，构建灵活化、市
场化运行模式参与老年数字化学习系统建设，如企
业老年大学、行业老年大学等，提供多种学习选择，
丰富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学习接入，通过构建协同的
保障机制和体系，促进老年数字化学习的可持续发
展。学习理论支持：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发生和发
展需要学习理论的指导，包括知识建构理论、联通
主义学习理论、体验式学习理论、活动理论、情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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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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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理论、能力层次结构理论等。从学习理论再到学
习方法和学习任务设计，做到有章可循，以此促进
老年数字化学习的科学化水平，达到预期的学习目
标。基础环境：基础环境是老年数字化学习的环境
保障，没有基础环境老年学习者也就无法参与数字
化学习。因此，要重点做好数字化设施的完善和数
字化学习环境的构建，为老年数字化学习提供基础
条件。学习过程：学习过程往往能较大程度影响学
习结果。老年数字化学习全过程需要系统、科学设
计和规划，如学习目标设计（知识、技能、情感态度
等目标）、学习活动设计、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式
选择、学习策略选择、学习社区建设、学习共同体组
建、学习效果评价等。这些都为老年数字化学习力
构建提供了过程设计，为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更好地
发展提供过程依据，以适合老年学习者的数字化学
习过程为引导，提升数字化学习力。
（二）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目标
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目标，包括终身学

习、个性化学习、智慧学习和体验学习等。老年数字
化学习促进了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提升，数字化学习
力提升又更好地为老年学习者自身提供数字化学
习服务。提高数字化学习效率和质量，目的是老年
学习者自身发展和自我完善，满足老年学习需求，
促进老年学习者终身学习、个性化学习、智慧学习
和体验学习。这些既是理念，同时也是目标和方法。
因此，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提升对于促进老年学习者
终身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四、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模型建构
学习力对于老年学习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对

老年学习者自身而言，能较好地适应数字化发展，
促进知识更新；对政府而言，促进学习型社会、终身
学习体系构建，促进教育公平；对学校而言，更好地
促进学校的师资力量建设、资源建设，提升服务社
会的水平；对于相关教育行业、企业而言，可以更好
地参与老年学习平台和资源建设，提供咨询服务，
增强市场适应性，教育企业可以通过对能力要素
（资源、知识与技能）及时调整、改进以及整合，实
现与数字经济环境的动态匹配，从而获取可持续
的竞争优势[24]。
（一）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内涵及核心要素
根据文献梳理，关于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内

涵，笔者更倾向于综合能力说。老年数字化学习力

发展的落脚点仍然是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的提升，
其核心要素也呈现出老年学习者特有的特点，如学
习毅力和保持力。由于是数字化学习，老年学习者
相对而言对数字化学习接触较晚，因此学习毅力和
保持力显得尤为重要。再如学习协作力，老年学习
者对基于网络的协作学习方式接触较少，学会协作
能帮助老年学习者更好地解决问题，建立良好的沟
通渠道。 笔者在《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实施策略探
讨》一文中对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做了界定，即老年
学习者以数字化学习环境、资源、平台和工具等为
基础，利用数字化学习方式开展数字化学习的多种
能力和素质的综合体现，并进一步给出了其要关注
的关键要素，包括学习意识与动力、学习毅力品质、
学习能力和素养、学习迁移与创新、学习者元认知
水平和元认知策略、学习协作与会话等[6]。本文根据
调研分析进一步将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划分为以下
七个核心要素：学习认知调控力、学习意识力、学习
毅力、学习协作力、学习保持力、学习发展力和学习
迁移创新力。本文根据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保
障措施和目标构建了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模型，
具体如图1。

（二）老年数字化学习的核心学习支持系统
根据图1，大圆和小圆之间是老年数字化学习

的核心学习支持系统，包括专家师资库系统、学习
数据分析与管理系统、学习平台与资源系统、学习
支持服务系统等。

专家师资库系统是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培养的
重要保障。师资库中的教师既要深耕专业领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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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要研究老年学习者生理、心理特点以及学习特
点等。师资组成应是多元的，学科应是多样的。针对
老年学习需求构建专家师资库，师资选择范围不限
于学校，可以是政府工作人员、社会培训人员、行业
企业专家等。应秉持大人才观，尽可能地将人才汇
聚到师资库，为老年学习者提供教育教学服务。

学习平台与资源系统是指为老年学习者数字
化学习和学习力培养提供服务的平台和资源，既包
括通用平台和资源，又包括定制化、本地化开发的
老年学习平台和资源。平台要关注适老化改造，能
促进知识网络节点的联通，具备帮助老年学习者建
立体系化知识的导航和索引功能；资源要有针对
性，按照老年学习者特点建设学习资源，依据传播
学等原理开发语音、视频、文字等多样化的呈现方
式，开发要注重实用导向、实践导向、素养提升导
向、过程管理导向等[25]。利用平台优化资源推荐方
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学习数据分析与管理系统是指对老年学习者
数字化学习行为数据做跟踪统计，提供学习诊断
大数据，精准服务老年学习者 [26]。学习数据分析不
仅包括学习行为数据分析，还包括外在学习环境数
据以及老年学习者与教师特征数据。将所有可能影
响学习的因素尽可能考虑进来作影响因子分析，通
过对因素权重设置，分析和预测学习行为和效果，
有针对性地管理学习数据，让数据为老年数字化学
习力培养提供精准诊断和服务，优化教与学，提高
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学习支持服务系统是支撑老年数字化学习的
物质基础。信息化教与学越来越依赖现代信息技术
条件，对教与学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是学习
支持服务系统必须重点关注的要素。学习支持服务
系统分为技术层面和学习层面的支持服务 [6]，技术
层面应优先予以重视，否则会影响老年学习者数字
化学习积极性和数字化学习的发生；学习层面更多
地关注知识表达和呈现，应更加关注老年知识基
础和结构，加强知识点的编排和设计，通过学习
支架的有效引导，帮助老年学习者较好地完成知识
学习。

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培养需要个性化、及时有效
的数字化支持服务，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老年学习
者在学习过程中提升数字化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
能力，达到能力培养目标。

（三）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核心要素分析
根据图1，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七个核心要素

为学习认知调控力、学习意识力、学习毅力、学习协
作力、学习保持力、学习发展力和学习迁移创新力。

认知调控力是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基础要素，
主要包括老年学习者元认知水平和能力。元认知是
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学习过程中反思、理
解、操纵和调节认知活动的能力[27- 28]，包括两个组成
部分，即知识和规则[29]。元认知是老年学习者对学
习的反省认知，是对数字化学习活动的自我意识和
自我调节。老年学习者元认知是一种认知思维活
动，是认知能力的一种反应或表现，调控的对象是
老年学习者自身的学习活动，通过调控认知活动
影响老年学习者学习认知。埃夫克利德（Efklides）提
出元认知有三个子成分：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
和元认知技能[30]。综合不同学者表述，老年学习者
数字化学习认知调控力主要包括对学习认知活动
的知识、调节、体验、技能和评估等方面综合能力。

学习意识力是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动机的
重要表现。这里的学习意识力主要包括学习的自主
意识和学习动机两个方面。老年学习者的学习意识
力主要包括对数字化学习活动的注意力、感知力、
创造力、关联力等。注意力包括老年学习者对数字
化学习活动要有一定的兴趣，并积极关注数字化学
习的工具和内容，适应数字化学习方式；感知力包
括老年学习者对数字化技术的感知能力，时刻关注
并参与体验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学习机会和模式的
变化；创造力是老年学习者基于兴趣和学习目标，
利用学习活动开展知识创新；关联力是老年学习者
基于需求驱动，主动寻求数字化解决问题方案，利
用工具互联、人机协同、学习共同体、知识网络等之
间的关联，促进知识重组和创新。

学习毅力是老年学习者顺利完成数字化学习
目标的基础保障。毅力是一种持续的驱动力，驱使
人们通过长周期的努力达成目标。学习毅力一直以
来被认为是影响学业表现提升和学习能力发展的
重要非认知因素，学习毅力是学习者在未来生活发
展中的重要能力[31]。对于老年学习者而言，学习毅
力是影响数字化学习力的重要因素。老年学习者对
于数字化学习接触较晚，适应需要过程，学习过程
中难免会有或多或少的挫折，这时学习毅力显得非
常重要。老年数字化学习毅力体现在遇到困难或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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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时表现出来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不怕困难、勇于
面对问题；学习自信心强；有学习的目标和计划；善
于利用信息技术寻求学习支持；坚持健康良好的数
字化学习习惯，促进学习毅力的持续增强；等等。

学习协作力是影响老年数字化学习的重要因
素。数字化学习借助学习网络，网络社会空间的交
流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协作能力是社会与情感能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协作一直被认为是学习者发展
的关键指标和核心素养[32]。老年数字化学习过程中
的协作主要是为了完成学习目标和人际交往目标
而进行的信息交换，从形式看，可以是学习资源协
作、学习工具协作、学习信息协作。作为数字化学习
的参与者，老年学习者也应该积极参与知识生产与
分享。知识流通和创新需要所有学习者积极交流与
协作。老年数字化协作力包括数字化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为了达成学习目标而进行的多种协作，包括
主体间、主客体间等协作支持，如学习者之间的协
作、学习者与教师之间的协作、学习者与技术支持
者之间的协作。协作过程是共享知识和资源的过程。

学习保持力是指老年学习者保持一种良好的
数字化学习状态和习惯。这与学习毅力有所不同。
学习保持力像是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学习毅力
则更像是一种“爬坡”状态。学习保持力更需要调动
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和元认知策略的参与。学习保持
力要求老年学习者能够定期审视和维护这种状态
和习惯，在此基础上做微调，达到更高水平的学习
状态和习惯。学习保持是在学习目标分解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的，以目标引领学习活动和计划，日积月
累地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学习状态，诸如保持固定
的学习时间，处理好生活、工作与学习的关系，保持
良好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平衡好理论学
习与实践学习的关系，保持和维护好学习关系网
络等。

学习发展力是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培养的核心
能力之一。学习发展力的核心就是能力发展和素质
提升，学习能力和素质是决定学习质量的关键要
素[6]。数字化学习环境下，老年学习能力发展与学习
过程密切相关，并互相促进，相互影响。老年数字化
学习能力发展突出表现在对学习活动和项目的高
质量完成的系列能力，包括学习资源整合（如获取、
加工、价值评估等）能力、学习活动组织协调能力和
问题解决能力等。这些能力贯穿于数字化学习过

程，高质量的数字化学习又能正向强化这些能力，
促进能力的发展。

学习迁移创新力是老年数字化学习的主要目
标之一，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发展也是为了促进学
习应用、迁移和创新。老年学习者通过同化、顺应、
重组知识，利用知识关联达到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解
决和应用。老年数字化学习迁移力不仅包括知识和
技能的迁移，同时还包括道德和行为的迁移。虽然
有时候是“微”迁移，非常不明显，但是迁移确实发
生了。由此可见，学习迁移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这就需要用发展的眼光，通过过程性的任务和项目
帮助老年学习者达到正向学习迁移的目标。学习创
新是衡量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核心指
标。学习创新是学习的目标追求，也能获得更好的
心理体验，促进老年学习者的自我完善。老年学习
者的创新力发展是老年学习者为了更好地发展自
我，借助数字化学习手段，利用知识和学习网络对
相关事物进行改进的活动。老年学习者学习创新力
主要表现在创新的情境、探究的意识、创新的思维、
成品的设计与应用等阶段。在培养老年学习者数字
化学习创新力过程中，要重点关注老年学习者这一
创新主体，要针对性地研究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同时还要关注创新的载体构建、创新的过程引导和
创新的结果应用与评价。

五、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路径
（一）保障机制：完善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

基础保障体系
数字化学习力发展保障不同于传统学习的保

障，保障重点需放在数字化学习的设施、平台和资
源等方面，同时需将教师和学习者融入数字化学习
环境，作为重要的保障对象。数字化学习力发展保障
应根据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学习理念发展而不断变
化，不断满足教师和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老年数
字化学习力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保障系统，保障系
统的建设主体是政府、社会、学校、行业企业等。保
障系统应以满足老年学习者的数字化学习为目标。

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健康发展，需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建设保障体系：（1）政策保障，通过充分
调研、分析、论证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健全政
策保障；（2）组织保障，建立高效管理的组织体系对
于老年数字化学习推进非常重要，各责任主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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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共同参与建立工作联系组，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
的有序推进；（3）经费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的相关
软硬件设施、人员配备等需要经费的投入，因此，常
态化的经费保障更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整合各方
力量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发展；（4）资源保障，
建立高质量的数字化学习资源系统，以学习资源为
载体，为老年数字化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源选择；（5）
人才保障，主要包括参与老年数字化学习的管理团
队、教师团队、技术支持服务团队等，从多个维度构
建保障老年数字化学习的人才体系。老年数字化学
习力发展保障体系是一项服务于老年数字化学习
的复杂系统工程，要突出数字化发展导向。
（二）环境支撑：构建适合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

展的数字化学习环境
数字化学习环境特点突出表现在信息传输网

络化、信息处理智慧化、学习环境虚拟化、学习方式
个性化、学习过程管理可视化等方面。老年数字化
学习需要数字化学习环境的支撑。老年数字化学习
力发展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做出改变，合
适的教学模式对于老年学习者而言具有重要的作
用[33]。数字化学习环境是老年数字化学习发生和发
展的基础，能为老年数字化学习提供便捷的学习环
境，促进知识高效呈现和重组，提高知识加工的效
率。老年数字化学习环境建设包括数字化学习理
念、数字化学习设施、数字化学习平台、数字化学习
资源、数字化学习工具等。老年学习者首先要熟悉
数字化学习环境，体验数字化学习环境带来的便
利。在此基础上开展数字化学习，老年学习者可以
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自主知识建构，同时
以平台和资源为基础，可以更好地开展网络协作学
习，促进知识的有效联通，为知识创新提供条件。
（三）理念转变：老年数字化学习观的培养与转变
数字化发展给老年学习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

了挑战。数字化学习变革了老年学习模式，同时也
不断转变老年学习者的学习理念。老年数字化学习
理念转变是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的关键。有研究
认为老年人对于数字技术有着天然的保守心理，存
在与数字社会认知及知识结构的偏差，需要一个观
察和接纳的过程[4]。我们正处在从信息时代迈向智
能时代的节点，知识从内容到形式都在发生着巨大
的变化，更新、迭代、混合、嬗变成为常态，因此更需
要用动态思维、包容性思维、迭代思维、分布式认知

思维、互联网思维看待数字化学习[34]。老年数字化
学习观的培养和转变既需要从事老年教育的施教
者做出相应的改变，同时更需要老年学习者的积极
改变。数字化学习时代，老年学习者需要主动转变
学习理念，主动接受数字化学习这一“新样态”，为
老有所学、终身学习赋能。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
需要数字化学习意识力的支持，要有主动利用数字
化学习平台和资源的学习行为，这样才能更好地利
用智能化数据反馈和优化学习行为。数字化学习时
代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习者的学习模式和知识组
织方式，老年学习者应当积极参与数字化学习，主
动选择、善于联通、主动建构知识，更好地实现老
有所为[34]。

六、总结与展望
本文以老年学习者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老

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面临的挑战分析，进一步明确
了研究重点。数字化学习力可以更好地促进老年数
字化学习质量提升，通过构建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
展模型，并对模型中的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构建的基
础保障、核心学习支持系统、核心要素以及发展目
标做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老年
数字化学习力的发展路径。老年数字化学习力提升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调，共同参与。突出数
字化学习理念和技术在老年学习模式变革中的重
要作用，同时以老年数字化学习力的核心要素培养
为重点，为老年数字化学习力发展助力。老年数字
化学习力模型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下一步我们将
重点研究该模型的适应性，在老年数字化学习实践
中检验和优化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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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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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elderl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igital learning for senior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lderly digital learning 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knowledge and skill gaps in digital learning and differentiated digital
cognitive patterns. B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elderly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this
thesis constructs a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based on its guarantee
measures and goals, and explores future development paths, with the aim of better promoting the
enhancement of elderly digital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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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云：革命传统文学作品教学“陌生化”及解决对策———以凤凰职教语文为例

Defam iliarization in Teaching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 and Its Solutions

—Taking the Chinese Course of Phoenix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MA Guo- yun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uxi Open University, Wuxi, 214011, Jiangsu）

Abstract：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 have unparalleled advantages in spreadi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promoting revolutionary spirit. However, in the curren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las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re is "defamiliarization" in teaching,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eachers to
adapt their teach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o the teaching of 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eachers ca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 by setting up teaching
task groups, conducting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developing more locally-based curriculums.

Key Words：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 Chinese course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defamili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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