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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加快，社区老年人的健康教育需求日益增长，传统健康教育模式在内容适配性、互动性和个性

化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局限。在此背景下，基于终身教育理念探讨如何运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优化社区老年人健康教育体系，

以促进健康老龄化。通过梳理终身教育理论、健康教育发展现状及 AI 技术在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进展，构建以用户需求为

核心的系统框架，优化教育功能与评估机制，并结合实践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设计涵盖五大核心模块，旨在提供便捷、高效、
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服务，以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与自主学习能力，不仅有助于弥补传统模式的不足，还为构建智能化、普惠

化的社区健康教育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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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全球老龄化进程显著加速，中国

尤为突出。截至 2023 年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已超过 2．96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1．1%，预

计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超过 38．8%，增速远超欧美

国家［1－2］。社区作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场域，承担

着健康教育的重要职责。当前社区健康教育存在内

容单一、形式单调、互动性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老

年人多样化的需求，亟待创新。终身教育理念主张

学习贯穿生命全程，与人工智能( AI) 技术在数据处

理和个性化推荐等方面的优势结合，为提升健康教

育实效性提供了可能。旨在构建 AI 赋能的社区老

年人健康教育系统框架，设计功能模块，借鉴现有实

践经验，分析其优势与挑战，并提出发展建议，以丰

富老年教育学和健康教育学理论，助力健康老龄化

社会建设。

一、文献综述

( 一) 终身教育理论在老龄化背景下的发展

终身教育理论强调学习贯穿生命全程，促进个

人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在老龄化日益加

剧的背景下，终身教育的意义尤为凸显。《“十四

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

推动老年教育资源数字化与适老化，为智能化体系

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3］。在老龄化日益显著的背景

下，终身教育的内涵不断深化，老年人参与终身学

习被证实不仅能有效获取新知，更能延缓认知功能

衰退，增强社会联结，从而提升晚年幸福感与生活

满意度。现有研究对人工智能如何赋能终身教育，

尤其是在社区老年人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尚待深

入探讨。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目标已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促进老年人全

面发展。
( 二) 社区老年人健康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社区是老年人健康教育的核心场所，但现行模

式存在诸多不足。当前的社区老年人健康教育内容

倾向于同质化，缺乏针对不同老年人群体特征的个

性化设计。教育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与趣味性，难

以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兴趣。同时，社区健康教育资

源分散于不同机构，整合程度不高，导致资源利用效

率低下，服务效果有限。此外，传统健康教育模式往

往侧重知识普及，缺乏有效的行为干预策略和持续

性的效果追踪评估机制，难以真正促成老年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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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切实转变。这些问题限制了教育的精准性与

吸引力，亟须创新路径。
( 三) AI 技术在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进展

AI 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覆盖

辅助诊断、风险预测及个体化管理等［4］。在健康教

育中，AI 通过个性化内容推送、高效风险评估及沉

浸式学习体验，展现出突破传统瓶颈的潜力。例如，

智能推荐系统可根据用户特征优化教育内容，虚拟

现实技术则提升学习互动性［5］。当前 AI 在健康教

育领域的应用仍处于发展初期。当前面向社区老年

人群体的系统化、规模化应用研究仍较为薄弱，将聚

焦 AI 与终身教育的融合，探索其在社区健康教育中

的实践路径及潜在挑战，同时关注适老化设计及相

关伦理风险［6－7］。

二、理论基础

( 一) 终身教育理念

终身教育理念提供了核心指导思想，其核心在

于教育不应受限于特定年龄或阶段，而是贯穿个体

生命全程，以促进个人持续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
该理念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

出，强调学习的终身性、全面性和包容性［8］。随着全

球老龄化趋势加剧，终身教育的应用价值在老年群

体中尤为凸显。研究表明，老年人参与持续学习不

仅能帮助其获取新知识，还能通过刺激大脑神经可

塑性有效延缓认知功能衰退，同时增强社会交往，缓

解孤独感，从而显著提升晚年生活质量［9］。以此为

理论基础，将终身教育理念融入社区老年人健康教

育系统，构建一个支持老年人持续学习、健康管理和

自我发展的智能化平台，通过 AI 技术实现动态内容

调整，推动积极老龄化。
( 二) 健康行为促进理论

健康行为促进理论是设计健康教育系统的重要

依据，源于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认为个体健康行

为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认知、人际互动和环境因

素。在设计健康教育系统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通过提升老年人的健康认知、增强自我效能、营造支

持性环境和优化服务可及性来促进其健康行为的积

极转变。具体而言，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应用该理论。
一是提升健康认知，系统提供科学、易懂且个性化的

健康教育内容，如慢性病管理和膳食建议，帮助老年

人提升健康素养; 二是增强自我效能，AI 驱动的健

康评估工具和实时反馈帮助老年人了解自身健康状

况，增强自我健康管理的信心; 三是营造支持性环

境，构建社区交流平台，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互动交

流，营造互助支持的氛围; 四是优化服务可及性，通

过多终端支持和适老化设计，确保老年人能够便捷

地获取健康教育服务。
( 三) 互动协作理论

互动协作理论源于社会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

强调个体通过与环境及他人的互动与协作构建知识

和能力。在健康教育中，该理论突出个体与系统、个
体与群体的动态关系，认为多向互动能提升学习效

果和行为可持续性，应充分发挥这些互动作用，提升

整体效能。具体而言，一是促进个体与系统的互动。
通过简洁直观的界面设计和互动功能，AI 分析用户

行为并优化内容推送，增强老年人的使用体验，确保

系统满足其需求。二是促进个体之间的协作。构建

社区交流平台，鼓励老年人分享经验、互助支持，形

成学习共同体，提升社会归属感和行为动机。三是

实现系统整体效能。通过个体与系统、个体之间的

互动协作，AI 整合数据和资源，构建智能化、个性化

和普惠化的健康教育系统，从而提升老年人的健康

素养，服务健康老龄化社会建设。

三、AI 赋能社区老年人健康教育系统设计

( 一) 系统整体框架设计

设计了一个以社区老年人为核心的智能化健康

教育平台，融合终身学习理念与现代技术手段，满足

老年群体的健康教育需求。该平台以五个层次构建

完整框架。一是用户层明确服务对象，包括社区老

年人及参与健康教育的社区工作者、医护人员和志

愿者，强调以老年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 二是功能层

整合五大核心模块，涵盖个性化学习推荐、健康风险

评估、虚拟互动体验、健康数据监测及社区交流功

能，确保系统满足老年人健康教育的核心需求; 三是

数据层汇集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健康记录、学习行为

数据及社区资源信息，为智能化运作提供支持; 四是

技术层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知识图谱、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和物联网等前沿技术，保障系统的

创新性与高效性; 五是平台层通过 Web 端、移动应

用程序、智能终端设备及社区服务中心的多元化载

体，确保老年人便捷接入服务［10］。
( 二)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为满足社区老年人的健康教育需求，本系统设

计了五个功能模块，利用现代技术提升教育效果与

用户体验。一是个性化学习推荐模块通过分析老年

人的健康状况和学习偏好，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内容，

并根据实时反馈动态优化学习路径; 二是智能健康

评估模块为老年人提供在线风险评估工具，用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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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填写问卷、上传报告或连接设备获取个性化健

康建议; 三是虚拟互动学习模块运用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和游戏化设计，打造沉浸式学习场景，如疾病体

验、健康操演示和知识问答，提升参与度和趣味性;

四是健康数据监测与反馈模块通过对接可穿戴设备

实时采集数据，结合物联网和时间序列分析技术，识

别健康风险并推送干预建议，如提醒运动或就医; 五

是社区互助交流模块构建线上互动平台，促进老年

人经验分享与情感支持，智能推荐活动并支持社区

管理。这些模块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知识

图谱、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实现，借

鉴了今日头条的推荐机制、平安健康的评估实践、华
为运动健康的数据监测模式以及糖豆 APP 的社区

运营经验［11－14］。
( 三) 系统内容资源设计

系统内容资源以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为导向，提

供科学、易懂且持续更新的教育素材。内容主题包

括慢性病管理、心理健康指导、健康误区澄清、养生

知识及生活方式建议等，全面覆盖日常生活需求，呈

现形式多样，包括图文信息、短视频、音频课程、互动

教学和 VＲ /AＲ 体验，满足不同偏好［15］。为确保权

威性，系统整合专业机构、医学专家及权威平台的优

质资源。同时，鼓励老年人分享经验，但需经过严格

审核。内容更新机制注重时效性，定期根据用户反

馈和数据分析优化，确保实用性与吸引力。
( 四) 系统交互方式设计

系统交互方式设计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使用习惯

和技术能力，力求操作便捷且适老化。界面设计简

洁明了，采用大字号和易读字体，方便老年人识别。
语音辅助功能支持输入、导航和内容播报，降低使用

门槛。同时，适老化设计体现在柔和的色彩搭配、简
化的动画效果和明确的反馈提示上，避免视觉干

扰［16］。为提升可及性，系统支持电脑、手机、平板、
电视和智能音箱等多种接入渠道，并与社区已有平

台对接，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线下支持和工作人员协

助，确保线上线下服务无缝衔接。
( 五) 系统评估机制设计

为验证系统有效性并推动持续改进，建立全面

的评估体系，涵盖用户体验、学习效果、健康改善、技
术性能、经济价值五个方面。

用户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收集老年

人的使用感受和改进建议。学习效果评估采用知识

测试、行为日志分析和问卷调查，衡量教育内容对知

识掌握和行为改变的影响。健康指标评估通过长期

追踪健康数据，观察系统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改善

作用［17］。技术性能评估关注系统的稳定性、响应速

度、安全性及扩展能力，确保运行可靠性。成本效益

分析综合考量投入成本与健康效益、社会效益的关

系，评估系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评估结果定

期反馈至开发团队，用于优化设计，并为政府和社区

组织提供决策依据，助力健康老龄化目标实现。

四、案例分析: 现有老年人健康教育系统实践经

验与优势

为完善所设计的健康教育系统，我们考察了平

安健康、Keep 和糖豆三个典型 APP 平台，分析其在

老年健康教育系统中的应用实践，总结其经验与优

势，提供可借鉴的路径与策略。
( 一) 平安健康 APP : 专业服务支撑下的健康管

理典范

平安健康 APP 是一款综合性健康管理平台，凭

借其“健康助理”和“家庭医生”服务，在个性化健康

管理领域表现亮眼。该应用结合先进技术与医疗资

源，为用户提供线上问诊、健康评估以及量身定制的

健康管理方案［18］。其系统实践经验与优势主要体

现在其背后强大的医疗团队支持、全天候在线服务

以及多样化的健康管理工具等方面，这些优势为老

年健康教育系统提供了借鉴基础。尽管其界面设

计、操作逻辑更偏向中青年用户，不利于老年用户便

捷使用，但其在服务模式和内容组织上的优势为老

年健康教育系统的构建提供了结构性经验。
( 二) Keep APP : 数据驱动与个性化推荐的健身

教育典型

Keep APP 专注于健身，根据用户的身体状况、
运动目标和兴趣，提供个性化的健身课程推荐，同时

结合数据跟踪和在线指导优化用户体验［19］。其系

统实践经验与优势体现在用户画像的精准性、课程

内容的丰富性、互动设计的流畅性等方面，为用户提

供了高效的学习和锻炼路径。尽管 Keep APP 的课

程强度和节奏更适合年轻用户，但其内容分层设计

与行为引导机制为构建老年人健康教育的内容体系

与行为干预路径提供了有效借鉴。
( 三) 糖豆 APP : 社交驱动与社区互动的老年教

育平台

糖豆 APP 以广场舞教学和社交功能为主，深受

老年用户欢迎，其社区平台成为老年人互动的重要

场所［20］。该应用通过教学视频、活动组织和用户内

容分享，成功激发了老年人的参与感和社交热情。
其成功在于精准捕捉老年人的社交需求、营造活跃

的社区环境、鼓励用户共同创造内容。这种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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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区互助交流平台提供了宝贵思路，可以通过

智能推荐和互动支持增强老年人的归属感。
综合来看，平安健康、Keep 和糖豆三大 APP 平

台从医疗整合、数据驱动和社交互动等不同维度展

现了健康教育系统的优势实践。成功的平台无不强

调个性化服务的精准性、技术应用的智能化、互动设

计的吸引力和用户体验的优化性。这些经验为设计

AI 赋能的社区老年人健康教育系统提供了重要参

考。我们应结合社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吸取这些

平台的优势，同时改进其不足，打造一个更贴合老年

人特点的智能教育服务平台。

五、AI 赋能社区老年人健康教育系统的启示与

挑战

基于上述典型案例与实践观察，AI 赋能的健康

教育系统在社区老年人健康促进中展现出广阔前

景，但也伴随一系列挑战。下面从实践启示与潜在

挑战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 一) 实践启示

1．个性化与精准化教育内容

平安健康 APP 与 Keep APP 的实践表明，借助

于 AI 算法可实现教育内容的智能推荐。通过分析

老年人健康数据( 如血糖、血压) 与学习偏好，系统

可推送个性化课程 ( 如糖尿病管理) ，满足其多样

化、个体化需求，提升教育实效。
2．社交互动与学习动机激发

糖豆 APP 成功体现了社交驱动的重要性。互

动式 AI 技术( 如自然语言处理、虚拟现实) 的应用，

营造了更富趣味性的学习环境。例如，语音交互系

统可模拟对话式教学，虚拟现实( VＲ) 则提供沉浸式

健康体验( 如模拟心脏病症状) ，有效激发学习热情

和参与积极性。这种趣味性设计弥补了传统教育的

单调性，增强老年人学习过程中的归属感与成就感，

提高持续参与度。
3．多渠道接入与普惠性拓展

平安健康 APP 和糖豆 APP 均支持多终端接

入。借助于智能手机、音箱、社区终端，AI 系统可

打破空间限制，使优质健康教育资源得以广泛触达

不同背景老年人群体，特别是在数字弱势群体中提

升可及性。
4．实时监测与干预闭环

通过可穿戴设备与系统联动，平台可实时监测

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和学习行为，并提供动态反馈和

干预建议。例如，当检测到异常健康指标时，系统可

推送运 动 建 议 或 就 医 提 醒，形 成 健 康 管 理 的 闭

环［21］。此功能不仅增强了个性化干预的精准性，还

为社区健康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持。
( 二) 潜在挑战

1．数字素养与技术适配问题

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普遍较低，且对新技术的

接受程度由于教育背景、健康状况等因素存在差异。
这使系统的可接受性设计成为关键挑战。需通过适

老化界面和线下培训提升老年人的技术适应性，否

则可能加剧数字鸿沟。
2．数据隐私与信息安全风险

系统运行依赖于老年人的健康数据，涉及高度

敏感的个人信息。若数据管理不当，可能引发隐私

泄露或滥用风险。学术界强调，需采用加密技术和

严格的合规机制确保信息安全，否则将限制系统的

推广应用［22］。
3．伦理风险与人文关怀平衡

AI 应用的智能化特性可能引发伦理问题，如

过度依赖技术导致人际互动减少，或算法偏见对某

些老年群体( 如低收入者) 产生歧视。应在系统中

嵌入伦理框架与人文关怀机制，实现技术与情感的

平衡。

六、结论

在终身教育视角下，设计了一种 AI 赋能的社区

老年人健康教育系统，应对老龄化背景下的健康教

育需求。该系统整合个性化内容推荐、健康评估、互
动学习、数据监测与社区交流等功能，有效提升老年

人的健康素养和生活质量，为健康老龄化社会建设

提供支持。案例分析验证了技术应用在提升教育效

果和参与度方面的潜力，凸显智能化、个性化和普惠

化服务的价值。系统推行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数字

技能差距、数据隐私保护、技术与人文关怀的平衡、
成本控制及政策规范完善。上述挑战表明，在技术

创新的同时，需注重适老化设计、安全保障和可持续

发展。未来建议深化试点研究，验证教育与健康效

益，并完善伦理与法律框架，确保技术服务于老年人

福祉，助力构建包容、健康的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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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Ｒesearch on an AI－empowered Community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Lifelong Education

Chen Chengyun1 Li Shengnan2

( 1． Meizhouwan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Putian 351119，China;

2． The First Hospital of Putian，Putian 35110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global aging process，the demand for health educa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communities is increasing． Traditional

health education models face limitations in content adaptability，interactivity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Against this backdrop，this study explores how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can optimize community－based health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lifelong education，aiming to promote healthy ag-

ing． By reviewing lifelong education theory，the current state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health education，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user－centered system framework，refines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incorporates case studies for analysis． The study designs

five core modules to provide convenient，efficient and personalized health education services，enhancing health literacy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capabil-

ities of the elderly． This research not only addresses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odels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and inclusive community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Lifelong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elderly in communities; Health education; Healthy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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