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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1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显示，中国 60岁及以上

人口为 26402万人，占 18.70%。现在国家提出了建立“完

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作为终身教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教育，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有着

重要的地位。老年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现

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

倡导优质养老，提高老人素质，缓解人口老龄化的负

面影响已成了为大家共识 [2]。根据国家中长远教育改革与发

展规划的要求，从中国老年教育的现状出发，要进一步提

高老年人教育的高度，深化发展老年人教育，扩大老年人

教育的发展范围 [3]。在此背景下，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成为

老年教育的新方向和大趋势。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是指老

年教育的功能从单一向多样发展，管理模式由统一向分散

转换。

以老年教育为路径，让全社会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意

识。现有的优质养老是以“养、医、为、学、乐”为一体，

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所需，还充分满足老年人的

学习需求。老年教育的发展保障了其教育权利的实现，又

发挥了老年教育“一人学习、影响一家、带动一片”的影响，

充分发挥老年教育的特点，使全社会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

的影响。

中国的养老模式已从原来的“老有所养”，到现在的“老

有所乐”。促进老年人的终身全面发展正在成为是中国养

老教育的核心所在。老年教育多元化可以满足老年人学习

生活的需要，满足多层次精神发展的需求，给老年人的终

身学习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在现代教育评估环节，评估标准被强调需要与发展目

标保持一致。老年教育的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逐渐

提高。传统的物质养老已经随着退休保障制度的完善逐步

得到保证。精神养老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老年教育

作为提升老年精神生活的重要环节，其标准也在渐渐提高

当中，从早期的老年情感需求到现在的老年人追求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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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和意义。老年教育的多元发展可有效地促进老年人完

善自我，完成重新社会化过程。

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更好地指导了老年教育理论的深

入研究，有助于深入思考老年教育的研究热点，从不同层面

理解国家对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区服务和养老金模式等

方面的政策法规等。

的深度

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强调在多个层面上建设教师和工

作人员队伍。在教师层面上，侧重师德、师风的建设。不仅

要求教师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还要求教师能够热心于老

年教育，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在课程设置层面，设置更加

多元的教学目标和适应多层次的教学计划安排。

老年教育内涵是发挥老年人的积极性，激发老年人自

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意识。老年教育多元发展使

老年教育并不仅局限于在老年大学上课学习，还包括各种创

新性教学组织形式，如社区活动、老年讲堂等。老年教育逐

渐涵盖老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健康管理、消费理财、数字

化生活等。老年教育的内涵由此变得具体和触手可及。

在《“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中，将“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专列一章；文中提出扩

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推动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办学。多元化

老年教育从供给侧方面得以拓宽老年教育的范围，老年人能

够参与各种课程和学习中，精神生活得到极大丰富，生活的

幸福指数得以提高。

多元化发展保障老年人受教育权利，使不同层次的老

年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从城市中心区的老年大学到乡村的

社区学校，都被覆盖于立体化教育体系之中。老年教育的多

元化要求充分开发各种资源的潜力，加强统筹管理，全面普

及老年教育 [4]。

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强调建立以基层需求为导向的老

年教育供给体系，优化老年教育布局，促进基层老年教育与

当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需要利用全社会的力量，开发

各类教育机构，广泛使用互联网技术为老年教育提供学习渠

道，使老年人能够方便快捷地接触到教育资源 [5]。

大力发展社区老年学校

老年教育的社区化能更切实地满足本地老年人的文化

生活需求，便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社区教育微环境的建立

给老年人提供了学习和展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平

台。现在遍布于城市和乡村的社区老年学习正在建立中，其

扎根于基层和服务于基层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

老年教育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

远程教育使各类患病老人和居住偏远的老人能够很好

地利用教育资源，完成自我提升和自我教育。老年教育的多

元化包括了教育资源的多元化和教育手段的多元化，充分利

用数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教育手段多样化，老年教育不仅仅

是上课学习，还包含各种教育资讯的数字化普及。

加强老年教育资源的整合和开发

老年教育的形式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这些都需要各种教学资源的配合。利用好这些

资源可以使老年教育多元化落到实处。

老年教育作为国家的战略任务，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

老年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多元化发展的途径。通过建

立适合社会各层次的立体化老年教育体系，有助于积极应对

社会老龄化给我们所带来的挑战，也对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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