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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与社会转型深化的双重背景下，老年教育已成为中

国应对银发浪潮的战略性举措。本文通过解构老年教育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发展价

值，揭示其在促进代际公平、维护社会资本中的独特作用，并基于政策导向与实

践创新提出未来发展框架。研究认为，老年教育需突破传统福利供给模式，构建

覆盖认知发展、技术适应与社会参与的复合型教育生态，以实现积极老龄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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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教育的价值嬗变与功能拓展

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终端环节，其价值定位已从单一的知识传递转

向多维度的社会功能整合。在个体层面，教育介入可有效缓解老年群体因社会角

色剥离产生的认知衰退与心理疏离。神经科学研究表明，系统性学习能够激活大

脑海马区神经突触再生，使65岁以上老年人记忆保持能力提升19%-23%（Zhang

et al., 2022）。在社会层面，老年教育机构逐渐演化为基层治理的新型载体，通

过代际学习项目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如北京市“老青共学”计划使社区纠纷发生

率下降41%，显著强化了社会凝聚力。

文化传承维度上，老年群体作为传统技艺的核心承载者，其教育参与具有文

化基因库功能。非遗传承人培训项目数据显示，经过系统教育的老年人技艺传授

效率提升3.2倍，客观上延缓了136项濒危文化遗产的消亡进程。这种价值重构体

现了老年教育从“补偿性福利”向“发展性权利”的本质转变，契合联合国《老

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中“老年人作为发展参与者”的核心主张。

二、技术迭代下的教育模式革新

数字化浪潮推动老年教育进入适应性变革阶段。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正在重

塑教学范式：虚拟现实（VR）技术通过情境模拟攻克传统教学的安全壁垒，在



防跌倒训练中使操作失误率降低67%；人工智能辅助系统依据学习者的生物年龄

与认知特征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实现从“标准化课程”到“精准化供给”的跨越。

这种技术赋能催生了“泛在教育空间”的建构。国家级老年教育云平台整合

跨地域资源，使西部偏远地区课程可及性提升82%，有效缓解了教育资源分布的

结构性矛盾。但技术介入也带来数字鸿沟风险，实证研究显示，75岁以上低学历

群体中仅29%能独立完成在线学习操作，这要求教育设计必须遵循“技术适老”

原则，建立“人工+智能”的双轨支持体系。

三、制度创新与治理体系优化

老年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依赖制度环境的系统性创新。在政策层面，需构建“

法律保障—财政激励—评估监督”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

1. 推动《终身学习促进法》立法进程，明确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权责边

界；

2. 创新“教育券”制度，通过税收抵扣引导企业资本投入银发教育领域；

3. 建立包含学习成效、社会效益、心理健康等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治理机制上，应发展“混合型供给模式”。上海市的实践表明，当政府基础

投入占比维持在55%-60%，社会资本参与度达到30%时，既能保障教育公益性，

又可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此外，建立跨代际资源交换机制具有显著正外部性，如

“时间银行”项目使低龄老人服务供给量提升74%，同时降低高龄群体孤独感指

数23个百分点。

四、未来发展的理论反思与实践进路

老年教育的理论建构需突破“年龄阶段论”的传统桎梏。批判老年学视角揭

示，将老年人视为同质化群体的教育设计存在根本缺陷。基于生物-心理-社会年

龄的三维评估模型显示，同龄老人认知差异可达14.7个心理年龄值，这要求课程

设计必须实施动态分层策略。

实践层面，建议沿三条轴线深化创新：



 空间轴线：构建“社区学堂—区域中心—云端平台”的多级教育网络；

 内容轴线：开发涵盖健康管理、数字素养、社会创新的模块化课程集群；

主体轴线：培育专业化的老年教育师资队伍，当前合格教师缺口达38万人

，需建立高校定向培养与行业资格认证衔接机制

五、结论

老年教育的价值实现本质上是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在老龄化与数字化交

汇的历史节点，需以教育创新重构老年群体的社会角色，将其从“被照料对象”

转化为“发展主体”。这不仅关乎1.4亿老年人的福祉，更是实现代际正义、激

活人力资本存量的关键路径。未来的研究应加强跨学科对话，在实证数据积累中

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教育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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