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ADULT EDUCATION
2018/01 中国成人教育

新 视 野XIN SHI YE

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加剧和积极老龄化的
倡导，社会越来越关注老龄化事业的发展。老年人
学习是老龄化事业的一部分，是实现积极老龄化
的主要途径。研究者和学者也逐渐关注老年人学
习，并对此做出深入探索和分析，从老年人学习的
理论基础、学习内容、学习策略等进行了阐述。但
是这些研究成果比较分散，需要对这些学术成果
进行系统性梳理。现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关于老年
人学习的文献，并对相关期刊论文和博硕论文进
行整理和分析。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2017 年 9 月 20 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高

级搜索”为平台，分别以“老年人”和“学习”、“老
年”和“学习”、“高龄”和“学习”为篇名，不限制时
间段，不限制期刊来源类别，搜索期刊论文；再用
同样的方法搜索博硕论文，共得到 354 篇期刊论
文，43 篇博硕论文。通过对这些论文的内容进行
分析研读：与医学相关的论文，如《高饱和脂肪饮
食对老年大鼠学习记忆和脑 Aβ 生成的影响及
机制》等；涉及到老年人的其他研究，如《体验式学
习应用于老年护理课的教学研究》；会议通知、机
构简介和重复稿件等。删除这些不符合研究内容
的论文后，剩余 126 篇期刊论文，20 篇博硕论文。

本文以这部分论文为研究对象，对每篇论文
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与分析、研究结

论与讨论以及前四个方面的内在逻辑性进行精读
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搜集的所有文献整理和分析，研究者

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老年人学习状况：老年
人学习的理论基础、老年人学习需求和价值、老年
人学习障碍、老年人学习内容、促进老年人学习的
策略、老年人网络学习。

（一）关于老年人学习的理论基础研究
关于老年人学习的理论基础主要集中在博硕

论文中，大多数研究者的理论基础包括终身教育
理论、需要层次理论、毕生发展理论、积极老龄化
理论等。［1］［2］［3］［4］［5］终身教育理论是指贯穿人终生
的教育历程，从出生到死亡，包括婴幼、儿童、青少
年、青年、中年、老年的所有正规、非正规、非正式
的教育；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领域。终身
教育包括老年教育，老年学习更强调在老年教育
中老年人主动学习，无论在正规、非正规教育中还
是家庭、社会教育中，老年学习都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把需要分成生理需要、安
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
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对于老年人来
说，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样需要安全、被尊重、达到
自我实现等，我们也要关注老年人的需要，尊重老
年人的需要，来促进老年人的发展。毕生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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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诠释为个体的发展是毕生的；个体发展是多
维度、多方向的；发展由获得和丧失的结合组成；
发展存在很大的个体可塑性；个体的发展是由多
种因素决定的。它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儿童、青少
年、成人和老年人，而且包括正常人、罪犯和低能
人的心理发展。积极老龄化是指当人步入老年阶
段时，提高个人生活品质为目的，最大效益创造健
康、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积极老龄化首先强调
了老年人的积极主动性，认为老年人是可再度为
社会做出贡献的。其次，它对老年人的关注不仅仅
停留在健康层面，而是扩展到了参与和保障这两
个视域更宽的层面。积极老龄化是对老年人生活
起到了巨大影响，为老年人重新选择生活和学习
提供了有利支持。另外，孙兴美［6］提出老年人学习
的理论基础还有成人学习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
论；殷金梅［7］提出老年人学习的理论基础还有学
习型社会理论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肖海燕［8］和李红［9］关于老年人学习的理论基础都
有马克拉斯基的五种学习需求理论。

（二）关于老年人学习需求和价值的研究
我国研究者对老年人学习需求的研究主要侧

重于对老年人学习目的、学习需求内容、学习需求
的影响因素、学习的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在老年
人学习目的方面，江曼莉、郭月兰［10］的研究表明，
各年龄段的老年人最大的学习目的是增长知识技
能和锻炼身体；李红［11］、肖海艳 ［12］的研究表明，老
年人学习的主要目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孙兴
美［13］、岳瑛［14］等的研究也指出，老年人学习需求目
的是超越功利之上的高级需要，学习意愿强烈。在
老年人学习需求内容方面，得出结论表示老年人
最喜欢学习医疗保健类、书画摄影类、音乐类、休
闲娱乐等［15］［16］。与孙兴美总结的老年人的学习需
求内容具有多样性是一致的。在老年人学习需求
的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者主要把影响因素分为社
会人口统计因素和非社会人口统计因素。社会人
口统计因素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
况、经济收入等；非社会人口统计因素有：学习
内容、上课时间、课堂环境条件、教师的资质及
授课方式等。［17］在社会人口统计因素中，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居住地、退
休前的职业、身体状况等不同程度影响老年人的
需求选择；在非社会人口统计因素中，学习内容、
自身学习能力、学习的兴趣程度、教师的授课方式
与态度等影响老年人学习需求选择。在老年人学
习的价值方面，老年人学习有益于中老年人的身
心健康，对实现健康老龄化社会有促进作用［18］；老

年人学习可以保障基本权利的需要、可以顺应终
身学习的趋势、是提升生命意义的关键［19］；老年人
学习价值是“自我超越：延续自我价值和内心宁静
平和”［20］。另外，王仁彧指出，老年人学习可以给老
年人提供生活知识，使老年人更好地认识生活、调
整自我，促进老年人生活内涵与功能的提升［21］；他
还指出，老年人接受学习可以使晚年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同时，老年学习者不仅是终身学习理念的
积极践行者，更是在终身学习理念的积极引导下
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态度，实现着终身学习促进人
生发展的真谛［22］。

（三）关于老年人学习障碍的研究
孙晓双［23］、张利远［24］等研究者在老年人学习

障碍方面主要从老年人个人、学校、家庭和社会等
方面进行分析。老年人个人学习障碍包括生理障
碍和心理障碍。生理障碍方面，随着老年人年龄的
不断增长，身体细胞和机能不断衰退，行动和反应
都会减慢，或伴随一定的疾病等；心理障碍方面，
老年人明显表现不自信，记忆力减退，感觉和知觉
也会减弱等。学校障碍主要表现为：学校硬件设备
不完备且城镇差距大，交通不方便；课程学习材料
有限，内容和形式不丰富，课程设置不合理，开发
能力也不足；学校师资队伍薄弱，教学方法单一，
整体教师专业素质差。家庭障碍表现为：需要照顾
晚辈，接送孩子上下学，做家务，导致时间不充裕；
家庭成员也不支持、不理解等。社会障碍表现为：
社会认识不足，对老年教育缺乏正确定位，经费投
入不足，学习权益难以保障，缺乏对老年人学习需
求的关注，学习资源也未充分开发。

（四）关于老年人学习内容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对老年人学习艺术类和保健类

做了分析，包括老年人学习钢琴、手风琴、声乐、体
育锻炼、英语等。华东师范大学硕士陈迪芸的硕士
学位论文《上海市老年钢琴学习调查及初级教材
编选》中，通过问卷法和访谈法，分析了老年人学
习钢琴的基本情况、老年人参与学琴的目的和在
学琴中遇到的问题，并从教师、学校、社会三个方
面对促进老年人钢琴学习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有
研究者对老年人学习钢琴的意义做了分析，通过
实验法和测验法得出老年时开始钢琴学习有利于
老年人视听材料加工速度和听觉材料工作记忆容
量的保持［25］。白卓灵［26］研究老年人学习手风琴的
方法和步骤与华东师范大学硕士陈迪芸的大致相
同，了解老年人学习手风琴的基本情况、学习兴
趣、学习动机、影响因素等，并提出对应建议。声乐
学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很大意义。研究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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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验组和对照组方法对学习音乐的老年人进行
调查和访谈，了解学习声乐对他们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得出结论：老年人学习声乐 4 个月后，幸福
感得到很大提高［27］。陈蔓琳［28］的研究也得出同样
的结论，通过问卷法和访谈法得出：学习音乐的老
年人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学习音
乐能够满足老年人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提高老
年人心理幸福感水平。老年人体育锻炼不仅能够
促进身体健康，还能够改善情绪［29］。首先，体育锻
炼可以改变老年人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速度，
达到延缓衰老和增加寿命的效果，促进老年人身
体健康。其次，体育锻炼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自我效
能感，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对生活的积极态
度，达到改善老年人的情绪。还有一些研究者研究
老年人英语学习，包括老年人自身心理上自信心
的树立、根据不同老年人学习动机的差异提供一
些具体的方法等，并向教师、老年学校、政府等提
出一些具体促进老年人学习英语的建议［30］。

（五）关于促进老年人学习的策略研究
为了减轻老年人学习障碍和促进老年人学

习，研究者从老年人自身、老年学校、政府和社会
等方面给予一些策略和建议。研究者针对老年人
学习自身提出一些策略和方法。研究者分别从生
理和心理方面提出建议。在生理方面，提出老年人
需要积极锻炼，增强体质，并学会利用科学技术，
保障多元学习方式并存；在心理方面，提出老年人
要培养学习兴趣，克服心理障碍，调整心态、肯定
自我，与他人进行沟通，寻找志同道合的学习伙
伴［31］［32］。在老年学校方面，建议建立规范性的老年
学校，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要，教学方法要灵活多
样，老年大学等机构需提升专业水平［33］，完善教师
师资队伍，实现资源共享，增加老年人学习机会，
使老年教育科学化。在政府方面，提出政府要健全
完善老年教育的管理体制［34］，需应着力促进老年
人学习的政策路径，完善老年教育在内的终身教
育体系，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制定保障老年人学习
权益的法规，完善以学习需求为中心的老年教育
内容与多元教育资源等政策供给［35］。在社会方面，
提出建设网络化分布学习场所，消除交通不便和
学习场所不足的障碍［36］。同时，有研究者建议构建
老年学习者的终身学习体系，整合可供利用的学
习资源，并建设学习型家庭［37］。

（六）关于老年人网络学习的研究
随着互联网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研究者

也逐渐把互联网应用于教育界，包括将互联网应
用于老年教育和老年学习中。研究者通过问卷法

调查了老年人对网络课程的参与行为和老年大学
门户网站网络课程，并提出建设老年人专用网络
课程方案，保障老年人无障碍参与网络学习［38］［39］。
针对保障老年人无障碍参与网络学习的方案，赵
洋对我国 35 个老年学习网站进行了无障碍调查
研究，分析了我国老年学习网站无障碍现状，研究
构建老年学习网站无障碍设计规范以及提出老年
学习网站无障碍设计和开发［40］。一些学者结合互
联网提出构建老年网络协作学习生态体系 ［41］、为
老服务网站［42］。关于“互联网 + 老年学习”的应用
研究，研究者介绍了微型学习和远程学习。对于老
年人微型学习［43］，首先分析在老年教育中开展微
型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微型学习的特点，
然后调查老年人微型学习现状，并对采集的数据
进行分析，试图提取影响微型学习的因素，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推进微型学习的建议和措施，为推进
微型学习在老年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一个实践路
径。对于老年人远程学习［44］，研究者使用自编问卷
调查了上海市老年人远程学习的条件、内容、方
式、影响因素以及学习的态度和愿望。

三、研究反思与展望
通过文献分析，认识到研究者分别在老年人

学习的理论基础、老年人学习需求和价值、老年人
学习障碍、老年人学习内容、促进老年人学习的策
略、老年人网络学习等方面取得了全面且深入的
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未来研究者需要在保持已有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展老年人学习内容、关注老
年人学习的心理需求、研究层次有待继续提高。

（一）扩展老年人学习内容
研究者对老年人学习内容主要集中于研究老

年人学习艺术类、保健类和书本类等，但是老年人
的学习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学习活动，更多老
年人的学习行为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老年人
在网上阅读过一篇文章后对他日后的某些方面产
生影响；老年人在邻居的帮助下学会养花；老年人
看电视节目了解一些时尚词语或语言并应用于日
常交际中，等等。但是，这些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
老年人学习行为经常被研究者忽略，大多数研究
者局限于研究发生在老年机构 （老年大学或社区
学院等）组织的课程或活动中的事件。在未来，研
究者的研究视野需要转向这部分被忽视的老年人
学习行为和内容，发掘隐性的学习内容，促进老年
人生活和学习和谐统一，有助于我国终身教育和
学习化社会的构建，有助于国家老龄化事业的发
展。

（二）关注老年人学习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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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心理学包括认知，情绪、情感和意志，需
要和动机，能力、气质和性格等。随着年龄增加，老
年人在这些基本心理方面会逐渐产生很多问题或
障碍，如认知方面感知觉的减弱、记忆力的衰退，
老年人由于退休产生的焦虑等情绪问题。但是，大
多数研究者仅在研究老年人学习障碍和促进老年
人学习的策略时涉及到一些关于心理方面的障碍
和建议。可见，研究者没有真正考虑过老年人学习
的心理需求，如老年人学习的心理需求目的、心理
需求价值、心理需求障碍、心理需求内容、心理需
求具体措施等。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学习目的
已经不再以升学或工作为主，而是为了实现人生
价值、提升生活质量，促使精神愉悦和享受。未来，
研究者需要关注老年人学习的心理需求，有助于
人们在关注老年人物质条件是否达到的同时关注
老年人是否对生活满意、是否感到幸福等。

（三）研究层次有待继续提高
通过对选出的 126 篇期刊文献进行核心期刊

类型统计，得出有核心期刊 25 篇，普通期刊 102
篇，核心期刊占期刊文献总数的 19.8％，并对文献
的作者进行学历背景统计整理，博士及副教授等
以上学历比较少。在筛选出的 20 篇博硕毕业论文
中，仅有一篇博士毕业论文———华东师范大学王
仁彧的《老年生活中的老年学习及其相关性分
析》，其余都是硕士论文，可见关于老年人学习的
研究还没有得到在读博士的关注和重视。因此，虽
然我国关于老年人学习的文献在逐年增加，一定
程度上显示老年人学习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但是，研究层次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随着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国家对老年人事业的高度重视
有利于推动我国研究者和学者更加关注老年人事
业，走向深度研究老年人事业发展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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