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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 在当前的老龄化趋势下，如何缓解巨大的养老压力，如何更好地关照老年人的

生活越来越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而其中，社区老年教育作为重要一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老年人来说，这不仅是一

种教育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能丰富精神生活的社会互动。 社会工作因其专业价值观、专业理念、专业技术在社区老年教育

这一领域大有发挥。 从社会工作视角介入社区老年教育，以其助人自助、增权赋能的价值理念，引导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实
现自我价值，促进老年人与社区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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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现阶段我们所处的老龄化社会已是不争的事

实，并以加速的态势迈向重度老龄化社会。 而面临

的更严峻的“危机”则是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

会经济连锁反应。 如何让老年人安度晚年、如何让

老年人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如何让老年人享受

到更多的社会资源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挖掘老年人潜力，开拓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

业，释放老年消费，将“危机”转化成“先机”。 老年

教育便是其中的先机。 国务院早在 ２０１４ 年便发布

针对此领域的文件，要求大力融合发展社区教育与

老年教育，此后多方出台文件，社区老年教育逐渐开

始发展。 这一方式不仅可以使老年人释放消费潜

力，培育老年教育产业，还可以增加老年人社会参

与，广交益友，满足精神需求，也不失为一种新型养

老方式。 其发展背景有以下三点：
（一）传统老年大学教育资源紧张

当前，最热门的要属传统的老年大学。 政府主

导下的公益属性使其学费低价，大批老年人重返课

堂，更有甚者出现了“蹲点抢课” “多人团购”等现

象，可谓“一票难求”。 而社区老年教育处于刚刚起

步的状态，普及程度还不高，而政策扶持补贴力度

大，是目前的发展蓝海。
（二）人地矛盾凸显，社区资源闲置

对大部分城市来说，土地资源一直是阻碍发展

的重要原因。 过去的数十年间，房地产行业“火箭一

般发展”虽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也为日后人地矛

盾埋下了隐患。 地皮价格过高，疫情导致政府资金

短缺，一系列的问题导致政府没有多余资金来投办

老年大学。 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人地矛盾更是凸显。
与此相比，利用社区中现有的资源，就近就地在社区

中发展老年教育，不仅可以缓解人地矛盾，还能满足

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最大限度地让老年人融入社会。
（三）积极老龄化的要求

我国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规模大，所占比例逐

年上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我国的基本

国情。 而目前的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转型期

矛盾交织，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重，面临的困难远比

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更为艰巨。 与此同

时，在国家层面，政府高度重视，并将积极老龄化观

念写入“十四五”规划并以此作为国家战略。 坚持

政府主导、全民行动的策略方针，鼓励社会资本进

入。 发展社区老年教育既是在基本国情下作出的战

略规划，也是积极老龄化的要求。

　 　 二、文献综述

（一）老年教育发展脉络

老年教育的发展历史由来已久，大部分发达国

家的老年教育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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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美国老年教育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萌芽，并在

１９６５ 年颁布了法律，从法律上保障了老年人参与学

习的权利［１］。 在此后几十年，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

终身教育思潮的兴起为老年教育的蓬勃发展增添动

力，老年教育不再被视为福利待遇的衍生品，而是真

正成为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德国老年教育偏向于多

元化发展，不仅在课程设置上非常灵活，收取一定费

用，还可以促进老年产业发展。 日本老年教育也与

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

经济腾飞、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

诸多原因使得日本老年教育体系不断完善。 其老年

教育带有明显的福利属性，多由政府投资，并在 ８０
年代末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并

转化为促进国民生产的重要动力。 我国老年教育起

步较晚，一方面是由于政治经济原因，另一方面则是

我国较晚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问题并未引起注

意。 在当时国际老龄思想的影响下，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初国家才开展老龄工作，并于 １９８３ 年成立第一所

老年大学［２］。 在 ９０ 年代时，老年教育已经不再是一

种单纯的学术思想，开始真正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
并得到了有意识的发展。 此后几十年，国家连续出

台文件加强管理并被放置在国家宏观现代化事业规

划中。 ２０１２ 年，在《宪法》修正中以法律的形式保障

了老年人受教育的权利。 时至今日，我国老年教育

仍以政府主导的老年大学为主，许多问题亟须解决。
（二）社区教育方兴未艾

欧美等国在社区教育这一领域发展较早。 最早

是由丹麦教育家柯隆威创办，此后社区教育运动开

始蓬勃发展，而各国对社区教育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１９４８ 年，英国殖民地事业署发表文章，把社区教育

定义为通过社区的发展使社区民众自觉自主地参与

社区发展［３］。 日本颁布的《社会教育法》认为社会

教育即社区教育，以终身教育为宗旨分年龄段进行

教育活动。 而美国的社区教育则含义广泛［４］，萌芽

于 １９ 世纪末的芝加哥，主要是面向弱势群体的职业

教育或作为升入高等教育的途径。 ７０ 年代之后，社
区教育才开始真正发展老年教育，联邦政府拨付经

费资助社区学院开发老年学习活动。 直至 ２０００ 年，
《美国老年人法案》在修订时才特别强调老年人学

习权应该落实在社区政策上，包括面向不同阶段老

年人的课程收费。
我国的社区教育发展缓慢，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市、县、村等三级网

络，为社区民众提供多元休闲的教育服务。 在我国

各种教育分类中，均不包含社区教育。 不同于发达

国家将社区教育作为衔接正式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承担了重要的教育功能，我国的社区教育并不作为

正式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也不衔接正式教育体系，只
是作为提供休闲娱乐的功能而存在。 社区老年教育

更是如此，从 ２０１４ 年起，这一领域才开始被学界广

泛关注，课程多以基础性的娱乐为主。

　 　 三、社区老年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内容单一形式化，缺乏针对性

１．中国社区的发展一直依赖于政府管理部门，
行政色彩浓厚，很多社区为了完成“绩效指标”，采
取简单省事的老年教育形式，即开大会、听讲座、搞
活动，内容主要是老年法律和健康保健知识［５］。 许

多老年人在参加活动后感到更加疲惫，丧失了再次

参加的兴趣。 有的社区教育学院只是挂靠了个牌

子，所谓的工作也不过是为了应付检查而不得不进

行的枯燥活动。
２．社区老年教育课程缺乏特色。 大部分课程与

老年大学并无二致，多为“娱乐休闲”性质，适合本

社区老年人特点的课程较少，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需

求。 社区中的老年群体差异较大，所希望接受的课

程不同。 一些素质高、文化高的老年人对精神生活

也要求高，希望开办一些高层次的活动，如黄梅戏、
葫芦丝等，多愿意与人交往，注重精神上的满足，接
受新事物的意愿强烈。 而文化层次较低的老年人更

重视对物质的享受，更倾向于广场舞、棋牌、喝茶等

活动，有部分老年人甚至只是为了打发时光，只愿意

与人闲聊。
３．老年线上教育平台尚未建立，缺乏现代化教

学手段和方式［６］。 对大部分社区教育来说，缺乏针

对性，既无专业配套教材，也没有高新智能设备。 即

使是引进高技术现代化教学手段，对大部分老年人

来说也难以操作，难以表达自己的需求。 而许多对

现代技术手段感兴趣的尚有能力的低龄老年人却无

法合理使用。 另外，分管主体的不同也是教育资源

难以实现共享的原因，有的是社区管，有的是老年大

学管，有的是没有人管，领导们只顾自己的业绩“好
看”，却忽视了老年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 师资力量薄弱，教师素质偏低

１．无论是在社区中还是在老年大学中，老年教

育都同样存在教师资源匮乏的问题，缺乏专职老年

教育教师人才，同时教师队伍整体老龄化现象严

重，缺乏年轻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 很多老教师

在上完课后力不从心，甚至需要社区照顾。 大部分

兼职教师来回奔波，无法将心思集中于一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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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更无法针对本社区内老年人的情况开展有针对

性的教学。
２．教师素质参差不齐。 老年人更加需要教师的

人文关怀，即真正关心爱护老年人。 不仅需要教师

在专业知识方面过硬，更需要教师道德素质高尚，在
教会老年人知识的同时，也能满足老年人心理需求，
促进老年人社会融入。 当前大多数教师是文化课教

师，社区经验少。 同时，针对老年教育教师缺乏相关

方面的培训，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水平不能满足老年

教育的需求，教学的方式方法单一。 大部分老年教

育课程属于“小众”技艺，如民族舞、书法、国画，而
针对这些科目的培训还没有普及，甚至找到一名长

期任教的教师都比较难，导致部分教师的技艺停滞

不前。
３．教师的激励机制、考核机制不健全。 从事老

年教育的教师大部分为兼职，缺乏职业晋升通道，甚
至工资没有保障。 这也使部分教师对教学工作不上

心，教学质量低下。 特别是对于首次接受社区老年

教育的老年人来说，一旦首次体验不好，那么参加后

续活动的意愿就会大大降低。
（三） 资金来源不足，责任划分不清

１．由于老年教育体系尚处在发展初级阶段，教
育制度化仍然没有实现。 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缺乏专

门的老年教育资金，更不用说作为分支的社区老年

教育。 社区教育发展的资金审批困难，社会市场资

本准入困难，这也就造成了其发展一直缓慢停滞。
２．部分地区只注重“指标任务”的完成，导致资

源重复浪费，出现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
空有老年大学、社区老年教育的壳子，但门把手上却

早已布满了灰尘，导致老年教育形同虚设。
３．懒政怠政导致责任划分不清，政府与社会两

头关系没有理顺，不知该分属谁管。 怎样管理、怎
样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也是拦住发展的一只猛虎，虽
说是面向全体老年人，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精神

健康却也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出现意外事故谁

负责？ 有没有配备医生？ 这些都需要制定统一的

最低标准。 尤其是在山东老年教育资源紧张的某

些地区，甚至限制报名人员的身份，要求是“体制

内退休”人员。
（四）城乡发展不均衡，社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城乡发展不均衡一直以来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痛

点。 不仅仅是在教育上，还有医疗、住房、交通等诸

多方面，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均衡，资源大量集中在城

市地区，这就导致城市社区发展较好，老年人可享受

的教育资源多。

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大，原有的社区形态

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去往城市，绝大部分留下的是

文化层次较低的老年人，首先考虑的也是温饱问题，
空闲时间较少，对于继续接受教育的倾向性并不强，
对社工较难认可，农村社区老年教育难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较差，可利用的资源少，许多

社区虽然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但并没有可利用的资

源，在转为线上课程时，网络操作及配套的基础设施

对老年人来说又有困难，体验感并不好。

　 　 四、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老年教育的可能性

（一）专业价值观与社区老年教育相契合

社区老年教育意味着老年人将在社区内接受教

育、参加活动。 老年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选择

性地报名适合自己的课程，参加活动。 这充分体现

了老年人社会融入主动性。 其核心理念是增权赋

能［７］，通过不断学习解决自身的问题，提升生存能

力，适应社会生活。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是“助人自助” “以人为

本”，强调“利他主义”，不仅要帮助服务对象走出当

前困境，更要挖掘服务对象自身的优势和潜能，为其

链接资源、增权赋能，改变自卑、无用等错误的认知，
帮助其树立理性信念，提升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由此来看，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与社区老年教育所

提倡的理念具有一致性，都重视服务对象的积极参

与，都尊重服务对象自我的价值和优势，都强调提升

服务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发展的主动性。 因

此，借助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开展社区老年教育，
无疑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尝试。

（二）专业技术有助于提高社区老年教育服务

质量

社会工作服务人员是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并且

持证上岗的专业人员，多元灵活的服务方式和与老

年人相处的恰当形式对发展社区老年教育是十分重

要的。 在帮助制定课程、走访调研的同时，还可以为

老年人提供心理疏导、关系构建等帮助。 真正满足

老年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情感需求，切实提高

社区老年教育服务质量。
（三）专业呼吁有助于政策倡导与创新

社会工作者是社会资源的链接者、整合者，可以

通过专业手段为社区老年教育提供多样化的社会资

源。 国务院在 ２０２１ 年年末发布了关于印发《“十四

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从多个方

面详细规定发展内容，包括常驻社会工作者、建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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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型社区、优先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 社会工作

者应把握好机会，助力社区教育发展。 因为其本身

的学科特性，扎根基层，又可链接上层资源，所以在

介入社区老年教育时，可以随时发现其问题所在，为
社区项目争取资源，还可呼吁政策创新。

　 　 五、社会工作视角介入社区老年教育的路径

探析

　 　 （一）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开发社区特

色课程

人才队伍建设是社会工作深层次介入的关键因

素。 当前的社区教育负责人员大多还掌管社区中的

其他事务，分身乏术，缺乏专业技能，因此建立专业

人才规划社区老年教育刻不容缓。
１．可以在社区中设置社区社会工作者岗位，由

专业专职的社会工作者规划设计具有本社区特色的

课程项目［８］。 社会工作者在设置课程、开展项目之

前，详细调查了解本社区的老年人情况，评估本社区

老年人需求，了解他们的意愿以及经济水平，与授课

教师交流，共同开展适合本社区且具有特色的老年

人课程。 针对现代高新技术使用困难这一情况，社
工一方面耐心引导老年人如何操作，辅助教师课堂

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对设备生产企业建言献策，开
发老年人模式，改进使用。

２．社会工作者应开设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作
为社区老年教育的一部分。 针对部分“无权”的老

年人，不仅可以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等三大方法组织各种形式的老年教育活动［９］，提高

老年人的生活适应能力，帮助有困难的老年人链接

各种资源，运用空椅子等谈话技巧缓解老年人的孤

独心理，转变思想，更好地面对生活，还可以举办社

区体育赛事，带领老年人开展体育锻炼，加强社区凝

聚力。
３．建立透明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本积

极投身到社区教育中。 购买服务过程公开透明，并
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并发挥群众

的监督作用。 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发挥好市场调节

杠杆的作用，有效配置资源，提高教育和服务的质

量。 同时加强与党建、社区网格的联络，做好意识形

态的引领，充分利用好“党员之家”，发挥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共同打造居民的“精神高地”。
（二）通过社区老年教育加强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也是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服务过程中必

须考虑的问题。 而社区老年教育是加强社区治理的

一个重要载体［７］。
１．老年人在接受社区老年教育的过程中，能够

提升生活适应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 在此过程中，
通过小组活动、志愿服务等加强社区凝聚力，真正让

老年人认为自己是社区的一分子，对社区的治理建

言献策，发挥自我主动性，为社区治理贡献力量而不

是被动等待管理。
２．在课程设计上，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社区实

际情况开展民主管理课程，让老年人都能意识到社

区治理的重要性，增强民主意识，重拾民主权利。 社

会工作者要协助建立健全民主协商机制，通过社区

教育明确治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普及民主治理，实
现对社区的有效管理。

３．优化政府购买服务和市场准入制度，让社会

组织也有机会参与社区治理，并凭借其专业能力提

高社区治理水平。 社区治理从本质上是政府公共管

理职权下放。 有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是当

前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让社会组织能够焕发活力参与到新时代社区

治理中来，但在下放职能的同时，必须做好评价体系

监督。
（三）拓宽社区教育经费来源，整合教育资源

１．老年教育在我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地位

低下，很多老年人受制于现实情况没有接受继续教

育的意愿。 社会工作者应根据实际情况，充分调研，
灵活地安排时间，让老年人能够在闲暇之余进行社

会参与。 社会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现有社区资源，进
行阅读分区，打造专属的老年阅览区，向政府建言献

策，引进助听设备。
２．建立社区老年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充足的资

金保障是社区老年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源泉。 各级

政府应根据每个社区具体情况，如现有资源、老年人

口数量、社区资金来源等设立专门财政预算，视每年

情况不同拨付社区老年教育经费。 同时，多方面拓

宽资金收入，鼓励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进行爱心捐

赠，设置激励机制，实现经费保障多元化。
３．整合社会上现有的教育资源，联合高校、公益

机构，为学生设立实习岗位，积极参与，招募志愿者

队伍，积极投身社区老年教育中。 鼓励高校心理热

线开通老年人专线援助服务，同时让身体符合条件

的老年学员走出社区，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不断

拓展“第三课堂”，防止课堂形式单一化。 针对教师

流动性大的情况，社会工作者可以联合居委会挖掘

本社区潜在人才［１０］，以其自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调

动老年人参与积极性，同时又可补充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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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完善法律保障，促进社会良好风尚

形成

１．国家应完善相关老年教育法规，就发展现状

而言，国务院尚未出台统一的标准服务规模，市场准

入门槛、政府职责、法律责任等都处于模糊的界限。
应尽快制定《老年教育法》 ［８］，成立统一监督平台，
畅通举报渠道，打击市场乱象。 社会工作者也应积

极建言献策，促进法律的完善。
２．整个社会尚未形成重视社区老年教育的氛

围，因此有关部门应利用各种媒体，宣传老年教育的

意义，营造终身学习的氛围。 让整个社会意识到开

展老年教育的重要作用，正视老年社会的到来，激发

老年人参与社区教育的积极性，也是为我们自己创

造未来。 地方政府应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条例并纳入

地方事业发展规划。 社会工作者有责任为社区老年

教育的开展创造良好氛围，同时呼吁更多老年人积

极参与，并让其意识到重要性。
３．政府要完善社区老年教育的考核指标。 当前

的中国社区行政色彩浓厚，部分社区为了完成“指
标”，应付“考核”，忽视了发展质量，这就要求政府

有关部门制定详细的可操作指标，而不仅仅是笼统

的要求，并对教师提出考核要求，让行动真正落实。

参考文献：
［１］李洁．美国老年教育立法及其启示［ Ｊ］ ．河北师范大

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５（１）：７９－８４．
［２］吴思孝．我国老年教育的历史追溯与未来展望———

基于政策发展视角［Ｊ］ ．成人教育，２０１９（６）：４２－４８．
［３］黄云龙．社区教育的中外比较［ Ｊ］ ．上海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２（１）：１１８－１２２．
［４］邵艾群，王练练．美国社区学院对我国城市弱势群体

社区教育的启示［Ｊ］ ．成人教育，２０２３（６）：８８－９３．
［５］韩莹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老年教育的实践探索

［Ｊ］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６）：５２－５４．
［６］周睿．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老年教育的策略探讨

［Ｊ］ ．住宅与房地产，２０２３（１９）：９４－９６．
［７］程仙平，杨淑珺．社区老年教育治理的路径选择［ Ｊ］ ．

教育探索，２０１６（８）：１２７－１３２．
［８］廖敏．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老年教育问题研究［ Ｊ］ ．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８（３）：２４－２６．
［９］项婷婷，傅春燕．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老年教育的实践

探索———以宁波市北仑区坝头社区为例［ Ｊ］ ．宁波开放大学

学报，２０２１（４）：３２－３５＋４０．
［１０］路长明，闫静静．社区老年教育助力社区治理的实

践路径探析———以积极老龄化为视阈［ Ｊ］ ．成人教育，２０２２
（７）：３８－４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 Ｙｉｈａｎ　 Ｘｕ Ｃｏｎｇｄ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Ｌａｗ，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１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ｌｄ ａｇｅ ｉｓ ａ ｍｕｓｔ－ｔａｋｅｎ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ｏｎｅ ｏｆ 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ｇ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ｓ ｌｉｖ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ｏｐｉｃ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 ｒｏｌｅ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ｎｋ．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ｆｕｌｌ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ｉｔ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

ｕｅ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

ｐｏｓｅ ｏｆ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ｌｆ－ｗ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ｓｅｌｆ－ｅｎｅｒｇｉｚ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

—７４—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老年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