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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逻辑、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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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老年教育是老年教育从时间范畴出发的教育形式在社区空间范围内的体现。通过文献检索和时

空分析比较发现，国际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研究基本以实证为基础，重点探究的老年教育运行管理服务、需求和效

果反馈等议题，对于学习群体需求和协同服务的模式也较为关注; 国内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研究对多元主体的运

行协同实践研究相对较少，尚缺乏运行机制建构方面的研究，同时，对协同发展的研究也相对缺乏。据此，提出

研究空白及展望: 有关社区老年教育运行主体的研究较为零散，应加强合作性主体研究 ; 对社区老年教育运行整

体的机制并未过多关注，应进行真正的协同机制研究 ; 过多关注社区老年教育的管理属性，应强化对老年学习者

群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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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区老年教育是老年教育从时间范畴出发的教

育形式在空间范围内的体现，实际上是管理者和实

施者将老年教育放入社区这一社会最基本的地域构

成单元内，针对老年人实施的一种接受教育和开展

学习的高效形式［1］。如今的社区老年教育，已经成

为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

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社区老年教育

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产物，能够保障老年群

体积极转换角色、获得学习权利和维持生存发展能

力，极大促进社会和谐; 另一方面，它是老年人与社

会良性互动的体现，能够培养人、塑造人和提升人的

生命价值，实现人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2］，同时还能

发挥老年人力资源功能，解决国家养老负担问题。

在国际上，社区老年教育起源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主要依托社区建立自我

管理模式，形成老年教育组织;国内社区老年教育的

开展可以溯源至 20 世纪 80 年代，目前主要依托政

府投资，建立老年学校，总体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

段”［3］，开展模式也相对较为单一。

二、国外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研究的内生逻辑

( 一) 国内外社区老年教育的内涵研究

国际上的学者主要基于不同的国别、种族以及

性别等特点对社区老年教育开展了独特的要素界
定:在面向的群体上，包括多种族、多层次、多类型的
老年人群;在开展的目的上，探究如何增进长者照
顾、改善社区关系［4］、与社区中他人的相处［5］、改善
代际关系［6］等;在开展的教育内容上，包括老年居民
健康教育计划［7］和运动项目［8］、自学记忆训练［9］等;

在教育途径上，则通过社区之间［10］、在线网络［11］或
是社区生活中心［12］等来进行。可以看出，国外研究
者对社区老年教育的认知比较多元化，在教育目的、

教育内容、教育途径界定上也比较丰富多样。

国内的研究认为在社区中开展老年教育的目
的，是为融入全民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建
设［13］，提升老年人的生命价值、生活质量，丰富老年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促进家庭、社区和谐与社会
稳定［14］;教育内容包括道德、历史、养生、法律、文
化、生活、职业技能等种类多样的文化教育培训活
动［15］;教育途径是利用和整合社区现有教育资源开
展老年教育活动［16］。相较国外研究而言，国内社区
老年教育研究主要缺失的是对少数民族地区老年群
体教育的研究、不同年龄段的老龄化教育、生死观教
育和代际教育内容的研究、未纳入社会其他教育资
源的研究。

( 二) 国内外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研究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

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寿命被极大延长，老年群
体迅速扩大。在福利和救济观念的影响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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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欧美国家兴起了社区教育运动。引起研究者
们注意和兴趣的是发端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
的社区学院，它针对的人群类型多样，范围很广，除
了接收有志于未来进入普通本科大学继续求学的青
年人群以外，还面向期望接受休闲培训的社区人群，

这部分人群涵盖了相当大一部分的老年人群。此
外，西方社会公民运动中维护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权
益呼声日益强烈，一些社区学院在政府资助下，积极
开展老年教育研究，主题包括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

认识、对老年人接受教育和社区学院开展老年教育
必要性的澄清、社区学院开展老年教育的策略
等［17］。英国于 1976年由第三年龄创始人彼得( Pe-
ter Laslete ) 创立了著名的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 《教育老年学》) 期刊，创刊后开始刊登社区老年教
育运行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如 1976 年 Ｒappole G．
H．在该刊上较早介绍了社区老年教育的运行模式
开展基本情况［18］。

国内社区教育运行研究起源于 21 世纪初。随

着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提出，加上我
国于 2000年正式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19］，国家开
始意识到，仅仅依托过去老年大学、老年学校等机构
开展老年教育活动，已难以满足和谐社会的构建需

要和城乡社区街道广大普通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2004年，《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 教职成〔2004〕16号) 发布，提出要在社区中开
展老年教育，大力支持老年教育由原各地区的老年

大学群体向城乡普通老年群体拓展。从这一时期
起，研究者们展开了对中国社区老年教育管理方面
的探究，如张永( 2019) 回顾性地评析了中国当代社
区老年教育样态、内涵、学习平台、文化营造和工作
者队伍建设等运行现状［20］。

三、国内外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研究的阶段和特
征

( 一) 文献搜索和筛选
通过 CNKI ( 中国知网) 、WoS、EＲIC 国 ( 境) 内

外等三大数据库，对有关社区老年教育的所有文献
展开搜索，国外文献时间跨度为 20 世纪 70 年代至

今，国内文献时间跨度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此
外，将社区老年人的健康教育研究也纳入检索范围，

最终检索出来的论文、硕博论文等国内文献共计
296篇，国外文献共计 101篇。

( 二) 文献历史主题阶段
1．国际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研究主题变化
( 1) 20世纪 70—80年代:以服务项目为主的探

究
这一阶段国际社区老年教育主要产生以实证为

基础的老年教育服务项目引入和概述的研究。这些

服务既有来自政府的项目，如美国伊利诺斯州尚佩

恩县政府于 1980 年开展的黑人老人和社会服务机

构人员的培训［21］;又有来自高校的项目，如 1982 年

新泽西州一所两年制大学联合学院和罗格斯大学
( Ｒutgers University) 老龄研究所( Institute of Aging)

合作开展对社区老年人提供课程使用情况的项目研

究和实地测试［22］; 也有来自社区自身的服务项目，

如 Bryant，ＲD( 1985) 提出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对未

来老年人进行继续教育的基本服务［23］，以及社区对

老年居民实施健康教育计划［24］; 还有来自政府和社

会协作的服务项目，包括美国德州社区学院老年人

学习项目等不同主体的服务项目［18］，这在一定程度

反映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对社区老年教育在

运行方面的早期管理经验。

( 2) 20世纪 90年代:以服务项目和效果评价为

主的运行探究

这一阶段，美国、加拿大等地研究者不断开展社

区、社区大学服务对老年人影响的研究，认为社区应

该通过项目方式鼓励老年人的参与［25］。除此之外，

国际社区老年教育开始涌现大量的关于各类型项目

评价和效果反馈的研究，几乎所有的以实证为基础

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社区中开展老年健康教育之

后的效果评估反馈，如 Mcelhinney，J．( 1995) 研究了

以社区为基础的防止老年人跌倒的教育计划，并进

行评估［26］; Scogin F．等人( 1992) 研究了自学记忆训

练项目对社区居住老年人的影响，并发现其中的潜

在用途和效果［27］。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社

区老年教育运行中服务项目需求和评价的总结。

( 3) 21世纪之后:有关服务项目、学习者需求和

效果反馈的运行研究

进入 21世纪之后，服务项目上依然是国际社区

老年教育运行中的重点关注主题。通过社区协作和

伙伴关系开展老年教育成为一种方式和途径，如
Tiamiyu M． F．等人( 2001) 提出要使政府、基金会、非

营利组织和其他组织联合致力于增加社区服务的可

用性、可及性和充分性［28］。一种方法是通过资助机

构，鼓励学校与社区合作( 即学校—社区机构协作)

以及社会力量( 民间团体、志愿者) 参与; 另一种方

法是代际教育服务，在社区中开展与同质年龄组教

育具有互补性的代际教育战略，培养一种新的老年

人视角的社区合作伙伴和教育之间的多代人学习模

式［29］。

同时，研究者更加重视对于学习者需求满足的

研究，这也是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管理的动力之一。

英国的 Bowman H．等人( 2002) 对 9 名 50 岁以上的

社区成年人进行深度访谈，探究了他们对政府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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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的反应［30］; 美国的 Laanan 等人 ( 2003) 调

查了老年人选择社区大学的原因，其中包含学习者

对社区老年教育学费、地理位置、课程和时间安排等

运行管理的要求［31］。

对于社区老年教育效果反馈和评价方面，仍然

主要集中于对老年健康教育的效果反馈，分别为生

活质量、饮食、健康教育和各类健康锻炼计划等［32］，

这些研究均为社区更好地通过与医疗卫生机构协作

管理运行改善老年健康教育、提升老年人的幸福生

活质量和品质指数奠定基础。

总体来说，国际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研究基本都

以实证为基础，在社区中重点探究的是老年教育运

行管理服务、需求和效果反馈等议题。同时也发现，

随着时间的进展，国际研究者对社区老年教育学习

群体需求和协同服务的模式更加关注。

2．国内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研究主题变化
( 1) 20世纪 90年代:以服务项目为主的探究

这一阶段的国内社区老年教育体现出与国际社

区老年教育 70年代初始研究时相同的特征，即以社

区中开展的健康教育计划为主的实证探究特征。陆

晓农和徐玉衡( 1994) 依托镇江市健康教育所和街

道卫生所测评了社区老年人开展的健康教育效

果［33］;赵燕萍( 1999) 介绍了开展社区老年人健康教

育的内容和形式［34］。可以说，健康教育这一服务模

式是保障社区良好运行的重要途径之一。

( 2) 21世纪 00年代:进行服务、模式、功能和路

径的探究

进入 21世纪之后，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日渐兴

起，但依然集中在社区老年健康教育上，其中包括对

城市社区中老年健康教育方法的探究和方式的分

析、如何在社区中开展老年健康教育的做法和体会。

此外，研究者们还注重对农村社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社区的调研［35］，期望通过提高社区老年人健康的服

务质量，改善服务模式，起到改进社区与老年人关

系、提升社区治理效率的作用。

有研究者也开始探究社区老年教育的运行模式

及发挥功能的问题，提出了在城市社区老年教育发

展过程中建立“养、医、为、学、乐”模式［36］，构建“赋

权增能”为核心的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管理模式，或

是用社区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来提升老年人的教育参

与能力和改善社区老年教育环境［37］。

运行路径是社区老年教育治理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研究者提出以下路径:宏观层面的路径包括从思

想层面改变老年教育观念，从政府层面加强立法工

作;中观层面路径包括从社区层面实施资源整合和

共享;微观层面提出在社区中开展如老年“十分钟

健康小课堂”等［38］。

( 3) 21世纪 10年代:注重社区老年教育综合运

行管理机制的深入探究

这一阶段，国务院办公厅等多部门发布了系列

政策如《关于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 ( 2016—2020

年) 的通知》( 国办发〔2016〕74 号) 等，提出要建立

社区老年教育办学网络，体现出由民政部等主导下

的老年大学要由孤立式运行模式逐渐向社区拓展的

网状式治理模式转变，因此，社区老年教育研究者们

开始积极关注整体运行的管理情况。

第一，在社区老年教育管理模式层面。一是提

出以政府为主导的运行研究。比如政府从顶层设计

出发，开展“增权赋能”和“养教结合”。前者通过
“个体主动”与“外部推动”两种模式的相互合作来

协助老年群体［15］;后者是应对我国当前人口高龄化

和空巢化形势的重要模式。二是以社区为主导的运

行模式研究，主要是通过社区构建老年学校、社区学

习共同体、体验学习等，探索“多对多”合作模式［39］。

三是以院校为主导的模式研究。一方面，各老年大

学、老年开放大学、职业院校立足社区、培育示范点、

以点带面，利用院校的丰富资源，发挥示范点辐射作

用;另一方面，依托学校远程教育信息服务平台推动

数字化老年教育模式创新，使老年学习者学习途径、

内容和形式的选择更加多元化［40］。四是以民间为

主导的模式研究。一种方式是“社工+义工”服务社

区老年教育的联动模式［41］; 另一种方式是工作室方

式引领的老年教育。第五种是多元协同运行研究。

研究者们认为应构建由政府、社会、市场、个人全面

参与的多元化社区老年教育模式［42］，如形成“政府

主导、部门协同、资源共享、志愿者服务、老年人广泛

参与”的社会化老年教育新模式［43］，有研究者认为

还应该加入高校、企业、民间等组织来协同创新［44］。

第二，在社区老年教育运行机制层面。研究者

们主要关注的是运行机制的联动性、服务性、多元

性、互动性和有效性。程仙平( 2019) 认为要构建老

年教育公共服务精准化“服务链”，形成老年教育的

公共需求表达机制、多元供给联动机制、信息技术支

持机制和动态质量监测机制［45］。其中，联动机制涉

及社区资源、教育平台、学习共同体教育支持联盟之

间的联动［46］; 服务机制涉及社区老年教育师资队

伍、志愿者服务网络的建设等;质量监测机制涉及老

年人教育权益保障等。

第三，在社区老年教育功能定位层面。研究者

们发现社区老年教育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功能，即外

在功能和内在功能［47］。外在功能包括学习型社会

和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精神文明的建设、

教育本质的回归、社会效益的提升以及终身学习理

念的践行;内在功能是对老年人自身发展的促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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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老年人教育学习权利的保障、素质的提升、生活质
量的促进、继续社会化的延续、人生价值的完善和实

现等。

第四，在社区老年教育需求层面。研究者通常

从老年教育管理机构、老年教育工作者和老年群体
等三个角度对需求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剖析。老年

教育管理机构和老年教育工作者的需求通常紧密联

系在一起，例如，杨宜娜 ( 2020) 通过开展社区工作
服务小组介入老年人学习需求的研究，发现会产生

一定的成效［48］。在老年群体的自身需求方面，发现
社区老年教育的供给存在一定问题，如忽视老年人

实际文化需求、仅限于提供休闲教育或健康教育而
职业技能类、深度文化知识类课程相对缺乏等［49］。

可以看出，国内的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研究随着
时代的变化，从关注社区老年教育服务项目开始，到

关注运行模式、运行功能和需求等。近十年来，为了

满足社区老年教育的功能定位和满足不同主体的需
求，体现出多元主体协同运行研究的初步萌芽。

四、中国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研究的空白及展望

( 一) 有关社区老年教育运行主体的研究较为
零散，应加强主体合作性研究

多年来，国际上运行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政府、民间力量、院校以及社区开展老年教育的实践

研究上，同时也发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办学主

体特征，即自主办学、民间力量办学居多，政府和院
校主体参与办学比较少，表现出自成体系的特征［3］。

国内社区老年教育主体研究相对而言，主要反映的
是对政府职能的研究，虽然也涉及部分社区、民间力

量的主体办学实践论述，但并未从一个整体和合作
的视野来进行综观性研究。因此，有必要站在系统

角度加强对社区老年教育不同多元主体运行的功能

及需求研究，探索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定位与前行
方向。

( 二) 对社区老年教育运行整体的机制并未过
多关注，应进行真正的协同机制研究

多年来，国内外已经对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管理
中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运行中的服务、效果

及评价反馈、学习者需求、运行模式、功能、路径等，

但研究者并未对其进行运行机制进行真正研究。周
兴国和李子华( 2008) 认为，教育管理中的“机制”有

三种样态:一是制度; 二是系统论的观点; 三是博弈
论观点［50］。也就是说，教育管理系统内机制是协调

各部分之间关系发挥作用和功效的运行方式。在之
前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仅仅就社区老年教育管理运

行中的各项要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运行机制的作
用和功效综合构建方面却关注极少，因此，需要加强

对社区老年教育的运行机制方面的研究，通过联结、

合作、协调等途径，构建出多维度和多视角的网络

体，达成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最大效益。
( 三) 过多关注社区老年教育的管理属性，应强

化对老年学习者群体的关注
在社区老年教育的运行中，发现通常更重视的

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属性研究，比如来自政府、社区等
方面的管理。在当前十分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治理成为比管理更为重要的

手段和途径，对于社区老年教育而言，同样也适用。

过去我国的社区老年教育运行呈现出多元化和浓厚

的行政管理特征，如今研究者们逐渐开始探究网状
式治理运行机制。老年学习者群体作为利益相关者

群体，在整个管理运行的网络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是长期以来老年人群体却在社区老年教育相

关管理运行研究中被忽略，成为“沉默”的群体。社

区老年教育的运行不能缺失作为教育和学习主体的
老年群体，让他们能在社区老年教育运行管理的研

究中占据一席之地。

五、结语

社区老年教育的运行关乎我国老年教育的良好

发展，这种运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能以简
单的“1+1= 2”来解决，要想社区老年教育的运行发

挥作用，必须通过与社区中老年教育紧密联系的各

个不同利益主体、不同要素和部分之间的相互补充、

相互协调来完成，这对于系统研究社区老年教育运

行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尤其是对于研究
社区老年教育中不同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这一复

杂的、多要素交错影响的问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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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form of education within the space range of community starting from time do-

main． Through literature search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ime and space，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lderly education research is large-

l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operation，and mainly explores issues such as operation management service，demand and effect feedback issues of the communi-

ty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The research also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of learning group and collaborative service pattern．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opera-

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is limited by actual development，so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researches on the practice of multiple group cooper-

ative running．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multiple groups，and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is inadequate． Therefore，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gap and prospect． First，the research on the operating group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is relatively scarce，so such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econd，the overall mechanism of the elderly education in the community re-

ceives little attention，so study of real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should be conducted; And finally，excessive amount of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man-

agement attribut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so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group of elderly learners．

Key words: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munity; Elderly education; Operation research; Comparison

18

继续教育研究 Continue Education Ｒesearch No．2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