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学劲头足：
报不上名，盼“加个凳子旁听” 

“今年一共有 3100 多名老人

在这里上课，每节课都是爆满

的。”岳麓区老干部大学副校长

周娴静说，老年人入学的热情超

高，“每到报名的时候，早上四

五点钟，学校门口就排起了长队，

每天至少有 400 多人来报名”。即

便如此，还是有一些老人没报上

名，“这些老人会找到我，说‘哪

怕加个凳子旁听也可以’”。

同样火爆的还有开福区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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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 荣 老 年文化， 加强 老

年精神关爱，很重要的内容就

是发展老年教育。”全国老龄

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

玉韶在今年 9 月举办的第三届

中国社会养老创新发展论坛上

介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 到 2020 年， 全 国

县级以上城市原则上至少应有

一所老年大学，50% 的乡镇（街

道）建有老年学校，30% 的行

政村（居委会）建有老年学习点，

以各种形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

动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比例达到 20% 以上。

规划还指出，探索以开放

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建

设老年开放大学，开发整合远

程老年教育多媒体课程资源。

据了解，目前湖南已有老年教

育网站、网页和电视栏目 48 个。

远程老年教育直播室 7 个 , 接

收 点 2577 个。 湖 南老 年人学

习在线注册人数已达 2.8 万人，

访问人数接近 15 万。

此外，记者还从湖南省教育

厅了解到，湖南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将引导、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

力量参与老年教育，进一步建

好“老年开放大学”等终身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以教育信息化服

务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区建设，

以广大干部和离退休老同志的学

习，带动全体社会成员学习，共

同营造全民学习氛围。

活到老学到老，圆年轻时的梦，

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老人背上书

包上学堂，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好

处：学以致用。

去年10月9日重阳节，湖南

省人民医院创办的湖南老年健康

大学开课，主要教授身体和心理

健康相关的医疗知识。

湖南老年健康大学校长石小

毛记得，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

太，原本是湖南省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的病人。得知老年健康大学

开课，她瞒着家人，坐了一个小时

车赶到医院。当天的讲座结束了，

老太太还迟迟不愿离开。

“她跟一群老太太一起，把

授课的教授拉住，问了很多问题。

教授耐心回复，她们戴着老花镜，

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生怕忘记。”

石小毛说，短短一年，湖南老年

健康大学就招收了1000多名学生。

如今，湖南老年健康大学开

设了长寿健康生活方式班、老年

养生班、慢病自我管理班、失能

老人照护班等。“老年人注重养生，

但如今网上流传的健康类文章太

多，看着吓人；实在不放心转发给

儿女，他们也觉得烦。”长寿健康

生活方式班学员陈大姐说，如今有

了靠谱的养生知识来源，平常可

以跟老师请教，也可以跟同学

交流，心里特别踏实，“关键是，

现在我纠正孩子们的不健康生

活习惯，他们就再也不能用‘网

上的东西你不懂’这种话来忽

悠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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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老年大学是“铁打的营

盘铁打的兵”，龙志斌分析，这

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更

容易建立起社交圈，所以老人

对老年大学有很强的依赖性。

长沙是湖南省入读老年大学

最拥挤的地方。龙志斌介绍，长

沙市委市政府早在 2015 年就下

发了《长沙市老年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2016—2018）》，要求长沙

市各区（县）老年大学在 2018 年

前，必须达到每一年招收 5000

名学员的能力。目前，各区县都

在按照三年行动计划一一落实。

龙志斌还表示，为了让更多

为将来：扩建增招，发展远程教育

报不上名的老年人能够加入到学

习队伍中来，长沙市老干部大学

已于 2014 年开通了网络远程教

育，“面向全市基层乡镇（街道）

和村（社区）同步直播，老年人

在家也能享受到长沙市老干部大

学的优质教育资源，打造了一所

‘没有围墙的大学’”。

■记者走访

■花絮

老年人爱养生？不如去健康大学当“学霸”

记者从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了解到，至 2016 年，湖南省有县以上老干部（老年）大学 177 所，县
以下老年学校 1034 所，在校学员达到 32.8 万人。省市县三级直属单位老干部（老年）学习活动室
和村、社区老年人学习（活动）室分别为 2084 个和 6270 个，参加学习活动的人数全年达 70.4 万人。
在今年 3 月召开的全国示范老年大学表彰座谈会上，更有 11 所湖南的老干部 ( 老年 ) 大学获评“全
国示范老年大学”。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也在多所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进行了走访，看看
在这些地方，老人们又有着怎样的期盼和故事？

■声音

开放创新，老年人求学也有“互联网+”

李斌 (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副院长、社会学家）

就在几十年前，中国的老

年人 还是 保守、封闭的形象。

如今，老年人求知欲高涨，对

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变强了。

“信息时代来临，他们身处其中，

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时代的强

烈变化。”李斌说。

“老年大学的火爆，反映的

是老年人不再局限于退休养闲

的层面，而是更多地开始关注

自我，需要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活。”在李斌看来，当今社会，

绝大多数老人不再为吃穿发愁，

他们势必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

足—— 这 就 涉及“ 文化 养 老”

的问题。而老年大学的兴起，

正好满足了老年人要实现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更要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需求。

针对老年大学“一座难求”

的现象，李斌也建议，除了报

名老年大学，参加社区里的老

年活动中心也是不错的选择。

同时，老年群体对精神生活的

热切需求，仅仅靠一两所大学

是不够的，希望能调动社会资

源，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比

如社区搞活动培训，社会团体

举办各类适宜老年人的主题活

动等。

编后

自1984 年，湖南第一所民办老年大学——长沙老年大学开

课以来，湖南的老年教育工作至今已到“而立之年”。与之同时成长、

随时代不断进步的，还有我们的老人们。

从过去退休后的一日三餐、读书看报，再到帮衬儿女、含饴

弄孙，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设计第二人生”：前半生为子女、

为家庭；后半生，努力让日子“过得有滋味”。

“学习是最好的养老”，这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的共识。精神

世界丰富多彩，身体健康硬朗，生活的幸福感也会油然而生。我

们欣喜地看到，党和政府都在践行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

加大了对老年教育的投入，同时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服务老年教

育。在新时代里，我们也期待老年教育能取得更多好成绩：比如，

继续探索线上线下课程的结合，聚集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和社区

辐射，让老人们不再“一座难求”，轻松上大学；让越来越多的

社会组织、志愿团体加入进来，共同为老年人创造“老有所学”

的环境和条件等。

■专家

文化养老，彰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部大学。“目前共有 4720 位老年

人在这里上学，80 岁以上的就

有 200 多人。”说起大家的热情，

校长孙家骥说，还有学员家住长

沙县，也会风雨无阻坚持每天来

上课。

而芙蓉区朝阳街道向韶社区

的老人们也不甘落后。“我们社

区 200 多位老人，除非身体条

件不允许，几乎所有的老人都加

入了社区文体活动队。”向韶社

区主任王新告诉记者，社区文体

活动队里，90% 都是老人。

学习不含糊：接受新知，
摄影烘焙美图样样行

别看是老年人学习的地方，

课程却也是丰富多样，除了传统

的舞蹈、声乐、绘画、书法、排球、

门球等项目，如今，时尚动感的

健美操、广场舞，修身养性的瑜

伽、太极，还有不落后于年轻人

的摄影、计算机、烘焙，甚至是

颇要“底子”的京剧以及乐器等

课程，也受到了老年学员的欢迎。

岳麓区老干部大学副校长周

娴静告诉记者，这些老人一进校

就不想毕业，学习的劲头十足。

“摄影班有个江阿姨，学了十几

年了，仍然乐在其中。” 周娴静

说，除了摄影班，江阿姨还报了

PS 班和声乐班，前两天为了修图，

江阿姨还“加班”到凌晨两点。

面对有难度的科目，老人们

学起来也不含糊。湖南师范大

学离退休工作处处长王齐告诉

记者，学校老年活动中心有一位

85 岁的学员，“他今年报了三门

课，学起电脑来都很利落，他说

这是为了完成年轻时候的心愿”。

向韶社区主任王新对老年人

的年轻心态十分感叹。“我们社

区有位 93 岁的老人，身体非常

硬朗。他加入了门球队，只要去

门球场，准能看到他。”在王新

看来，平常老人们组建的广场舞

队经常参加比赛，书法班的老人

们一到过年就免费写春联送给

大家，每天都有事情做，“这些

活动让老人们过得很充实，身

体得到锻炼的同时，精神文化生

活也丰富了许多”。

（上接 A04 版）

陶笛精致
小巧，且容易
上手，也是老
年 大 学 里 的
“韵味”课程。

多 媒
体技术也
惠及到了
老 年 人。
绘画课上，
老师现场
作 画， 投
影仪将全
过程投影
到大屏幕
上， 直 观
清晰。

就算老了，也要跟得上时代。
老年学员学起电脑来，可一点都不
含糊。

老人家新学生：耄耋之年为何不肯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