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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学以及老有所乐，已成为当前社会需要

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老年大学作为向老年群体传播文化和知识的重要阵地，不仅能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还能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增强老年人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论文先简要概述文化养老的基本内涵，分析当前老年大学的具

体现状，之后就“互联网 + 文化养老”在老年大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拓展途径等进行探讨，旨在提升老年大学的文化养

老服务质量。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aging probl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How to enable the elderly to achieve a sense 
of dependency, learning and happiness in their old age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solved in the current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to spread culture and knowledge to the elderly, the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ultural literac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to adapt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summariz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endowment, analyzes the specific status quo of current universities for the elderly, and then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ternet + Cultural Endowment” in the education of universities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ways to expand it,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ultural endowment services of universitie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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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养老问题也随之成

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在当今物质生活不断满足和进步的

同时，老年人对于精神生活以及文化知识等方面的需求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如何调整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提升

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质量，让养老变享老等已成为当前社会急

需解决的问题。而近年来作为向老年群体传播文化知识、传

递精神力量的老年大学的应运而生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这一问题。通过老年大学的有效开展，老年人不仅可以很好

地适应社会，跟随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同时还可以促进

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提升老年人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然而，当前老年大学同样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比如

老年大学的普及与宣传工作不太到位，老年大学的师资力量

相对匮乏以及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不尽合理等。为顺应时代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老年大学应适时拓展新资源，开创新

渠道，打开新通道，通过借助“互联网 + 文化养老”的新

型方式来逐步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开辟老年大学文化养老

的新阵地，进而真正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

有所学以及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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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养老的简要概述
“文化养老”是一种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人文关

怀的养老方式，和单一的物质赡养方式不同，文化养老是在

以老有所养和老有所医为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所孕育出的一

种更高层次，更积极的养老理念，它不仅能够帮助老年群体

树立更加积极和健康的老年价值观和人生理念，同时还能让

老年人更有尊严，更具获得感，紧跟时代的步伐。事实上，“文

化养老”主要是以保障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为基本前提，

以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为出发点，以沟通情感，交流思想，

拥有健康身心为基本内容，以张扬个性，崇尚独立，享受快

乐，愉悦精神为目的的养老方式，其具有广泛性，群体性，

互动性以及共享性等的优势特点，旨在是满足老年人的心灵

和情感需要的一种养老方式 [1]。

3 老年大学的具体现状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

再纯粹地满足于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他们更期望自己的养

老生活能够更加丰富多彩，能够紧跟时代的脚步，不被社会

所淘汰，因此他们迫切地想要充实自己，寄希望得到精神以

及心灵等方面的慰藉。然而，现实社会中诸多因素都制约并

阻碍着老年大学的发展，老年大学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还有待

提升和完善。

3.1 老年大学的普及宣传工作不太到位
当前老年大学存在着教育的普及与宣传工作不到位的问

题。数据调查显示，中国老年人口多达两亿多人，而老年大

学的学习人数仅占老年人口数量的 3%，由此可以看出中国

老年大学的人均入学率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大部分

的老年人一旦步入老年生活，便会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产生

脱节，不论是思想意识，还是行为观念等都难免会和社会相

脱离，不能很好地与时俱进，适应社会。一方面主要是因为

当下老年人对于老年大学的认识不足，对老年教育所知甚

少，甚至不清楚老年大学的存在。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社会

面向老年群体的教育宣传工作并不到位，老年大学在社会上

的认同感以及普及度不一，总体缺乏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力。

3.2 老年大学的师资力量相对匮乏
当前老年大学还存在着教育的师资力量相对匮乏的问

题。由于老年大学自身性质的影响，教师队伍普遍存在着大

龄化，优秀年轻教师力量相对不足的现象。相较于青年教师

而言，老年大学师资队伍无论是教学创新还是教育理念的接

受程度，抑或是身体机能在教学过程中的反应等方面都敌不

过青年教师。当教学过程出现互联网层面的知识体系时，老

年大学暴露出的短板则更明显。同时在教师群体中，有的是

属于退休人员，有的是志愿身份，有的身兼数职，我们不能

否认老年大学师资团队整体素质较高，但也不能忽视群体的

特殊性质所带来的限制，使整个老年受教育群体的教育质量

参差不齐。

3.3 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相对僵化
当前老年大学中还存在着教育的课程设置相对僵化的问

题。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基本围绕兴趣出发，大多是一些书

法、绘画、摄影、戏曲、烹饪类的兴趣班，而结合当前容易

在老年群体发生的金融、计算机网络、新媒体、老年健康等

问题在课程当中很少涉及。老年大学的内容亟待丰富和深

化。兴趣是一方面，但还要切合老年人的生活实际。课程内

容的单一可以通过开展多种类型的课程得以解决，但教学形

式的僵化则需要更多的工作去解决。常见的老年大学授课方

式基本采用课堂面授的方式，这对一些身处偏远地区或不发

达城市的老年人来说，去参与老年大学的积极性会受到阻

碍。另外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很多人对新型的授课方式并

不熟悉，如空中课堂、现代化教育教学技能的使用，传统授

课形式的僵化和授课内容的单一等都将会导致老年大学教

学质量不容乐观 [2]。

4 “互联网 + 文化养老”在老年大学教育中
的重要作用

4.1 有利于增强老年人适应社会的能力
在老年大学教育中激活“互联网 + 文化养老”有利于增

强老年人适应社会的能力。据相关数据统计，现代社会的老

年群体大部分受限于历史原因，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

这也使得部分老年人的文化素养不高，对老年人的人生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教育水平不高，工作选择机会少，甚至产生

自卑心理。随着老年大学不断调整课程设置，增设英语、电

脑、理财、保健课程，一方面满足了老年人对于知识匮乏的

渴求，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重拾信心，跟上时代的步伐，让

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更好地适应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

社会 [3]。

4.2 有利于促进老年生活的丰富多彩
在老年大学教育中激活“互联网 + 文化养老”，还有利

于促进老年生活丰富多彩。老年大学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

都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教学过程也有很大的开放度和自由

度，在满足老年人学习和精神需求之余，还使得老年群体相

处和谐。老年大学根据所处环境可开设不同的课程类型，有

的群体有养生需求，我们便可以根据需求程度选择性开设科

目，对生活质量要求高的群体可安排愉悦身心、增进精神享

受的教学，如琴棋书画、摄影插花等。有的对知识的需求较

高，我们可以安排知识普及、现代科技、互联网使用等知识

型科目，从不同角度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因为教学方式的

多样性，老年大学生活也可摆脱传统的授课方式，可以灵活

使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工具，也可以采用线上教学方式，扩

大教育群体，丰富教育形式，让老年群体的大学生活不再单

一，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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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利于引导老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在老年大学教育中激活“互联网 + 文化养老”，有利于

引导老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青年群体、中年群体以及老年群体之间，个体利益与集

体利益之间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老年群体作

为社会群体中的一支，随着老年人年龄的日益增长，他们在

思想认识、行为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难免会和社会产生脱

节，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有些

老年人还会产生一些消极，悲观的心理。而老年大学的设立

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老年人调整心理状态，通过积极参加一

些文化课程，思想政治课程，时事课程等可以有效帮助老年

人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思想认知。此外，在老年大学中开

展的一些社会性质的公益活动，如为灾区捐款捐物，奉献爱

心等活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帮助老年群体，激励老年群体积极

向上，增强正能量 [4]。

5 “互联网 + 文化养老”视域下老年大学新
资源的拓展途径
5.1 加大老年教育普及力度，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在“互联网 + 文化养老”视域下拓展老年大学新资源的

过程中要注意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普及力度，积极引导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老年大学的宣传力度，加大

对老年教育的普及程度。一方面，老年大学应积极借助互联

网的优势作用，通过线上平台，互联网信息技术，甚至是报

纸等渠道来加大对老年大学教育的宣传和普及，增强老年群

体对老年大学，文化养老等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老年

大学还应积极争取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寻求当地政府的支

持和鼓励，来增加老年大学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丰富

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此外，老年大学还可以积极引导社会

组织，企事业单位，民间资本，公共教育机构等的介入来加

强老年教育，促进老年教育更好，更快发展 [5]。

5.2 加大师资力量建设工作，多渠道优化师资队伍
在“互联网 + 文化养老”视域下拓展老年大学新资源的

过程中还要注意加大师资力量建设工作，进而多渠道优化师

资队伍。老年大学教育离不开一支高质量、高素质、专业化

以及多样化的师资队伍。针对老年大学教师团队呈现大龄化

以及教师队伍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可通过校招或社招等的

方式来招募一些优秀的年轻教师来充实老年教育的师资队

伍，增添老年大学教师团队的活力。例如，老年大学可以通

过一些组织推荐，协调公立学校，艺术团体等友邻单位，来

招聘一些政治素质高、专业过硬的优秀教师，或者是一些受

学员喜爱、责任心强、专业精湛的教师等 [6]。

5.3 打造线上教育平台，优化老年教育课程设置
在“互联网 + 文化养老”视域下拓展老年大学新资源的

过程中同样还要注意打造线上教育平台，进而优化老年教育

的课程设置。随着社会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线下教

育方式已不能满足老年大学教育的需求，为拓展老年大学教

育资源和教学形式，扩大公共文化养老资源的普惠性，老年

大学急需改变当前的教学模式。一方面，老年大学可以通过

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来共享文化养老新资源，通过打造线上

教育平台，借助网站、微博、微信、App客户端等新媒体渠道，

来开通老年大学文化养老的新阵地。另一方面，老年大学还

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优化老年大学教育的

课程设置，通过开设相应的网络课程，空中课堂、微视频、

微解读等的形式来拓展学员的学习方式。除此之外，老年大

学还可以结合老年群体具体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认知水

平等的因素来合理设置教学课程，总之，老年大学要充分借

助线上这一教育平台的独特优势来将线下和线上教育进行

有效融合，进而开创老年大学教育文化养老的新形式 [7]。

6 结语
总之，老年大学应该打破之前单一的线下教学模式，要

通过“互联网 + 文化养老”这一新形式来拓展老年大学教

育的新资源和新渠道，开辟老年大学文化养老的新阵地，进

而逐步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真正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以及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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