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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区老年教育的现状及问题探析 
◆曾  珊 

（北京开放大学）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作为
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和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老年教育发展规
划》《九部委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要营造全民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城市，2018 年底，老龄化比例超过 24.5%，居全国
第二，老年人口抚养系数高达 38.1%，即每两名劳动力就需要抚养一名
老人，北京已经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北京亟待大力推行社区老年教育，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从而实现和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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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教育作为一种公益化教育形式，不但能“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更能让终
身教育落到实处，真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
重要抓手。 

一、北京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 
据预测，到 205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例将从 2000 年的 7.5％上升到 30.4％。上世纪 50 到 70 年代，
北京每 5 至 10 年增加 10 万老年人口，而到 80 年代以后仅需 2
到 3 年，可见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之迅猛。 

北京老龄化进程迅速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是生育
率的大幅下降。上世纪 50 年代北京市的平均出生率为 37.6‰，
60 年代为 27.5‰，然而从实施计划生育的 70 年代开始，人口出
生率骤降到 14‰左右，1979 年、1989 年到 1999 年，人口出生
率从 13.67‰到 7.49‰，再低至 0.90‰，稳步递减；另一方面是
随着北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和晚年的养生保
健，北京人口的平均寿命也比预期延长；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有大规模青壮年人口迁入，现已进入老
龄化阶段。 

二、北京社区老年教育的意义 
北京老年人口数量高速增长，使老年人在教育、医疗、保险

等方面产生了更多的需求。而开展社区老年教育，可以扩大教育
的覆盖面，推进社区老年群体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是提
升老年市民素质、丰富精神生活、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工程；可
以改善人际关系，促进社区祥和，是提升文明程度、促进社区全
体成员沟通融洽的关键途径；还可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区稳
定，是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三、北京社区老年教育的现状 
社区老年教育在实践中探索，在发展中提升。社区老年教育

的服务对象从“离退休干部、职工”扩大到“各个层次的老年人”；
教育内容也从“愉悦生活、增强体质、丰富知识、拓宽视野”提
升到了“提高老年人自身生命价值和生活质量”；北京的老年人
由“个人”向“社区人”转变，社区老年教育已呈现自发走向自
觉、无序步入有序的转型，社区老年教育的视角空前广阔起来。 

1、北京社区老年教育制度章程的逐渐完善 
社区老年教育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有关社区老年教育管理的

一系列“目标”、“制度”、“章程”等陆续出台。北京市相继颁布
了相关法规和政策，包括《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
规划》、《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
《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北京市关于
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等，为北京社区老年教育规范化
发展打下了监视基础。 

2、北京社区老年教育机构的逐年建立、模式逐步健全 
杨启村认为：社区老年教育是以社区为单位[2]。为丰富居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除已经建立的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外，北京市教
委又依托北京开放大学设立了北京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各区教
委也依托社区学院设立了老年开放大学，乡级行政单位也大部分
组建了不同特色的老年培训队伍。2019 年 6 月，北京开放大学
还联合多家单位发起了社区学习服务联盟，形成“教、学、乐、
为”相统一的社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 

北京社区老年教育突出以社区为主体的老年教育模式，引进
优质资源，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不同地区展了教育形
式丰富多样的社区老年教育。 

有的把握重点，培育典型；有的资源共享、联合办学。有一
定经费支持的社区，还成立了种类繁多的活动队伍，教育内容和

活动形式丰富多彩，老年人的参与度较高，还定期出版诗集、刊
物，激发大家的学习能力和掌握知识的潜力。 

四、北京社区老年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应对思路 
作为全国社区老年教育示范城市，北京社区老年教育起步

早、发展快，存在不少的亮点，但仍有颇多不足。 
1、社区老年教育需求意识不足 
绝大多数老年人目前还没有意识到步入老年后应该从多方

面充实自己，始终保持学习，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适应社会。
可见，社区老年教育从提高老年人自身意识入手是推动社区老年
教育工作的开展一个重要方面。 

2、社区老年教育观念落后 
黄淑萍指出：社区老年教育旨在提高老年人的素质和优化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老年人向社会化发展[3]。提高社会各
界对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仅有助于减缓因人口老龄
化加剧导致对北京的负面影响，也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
福度。 

3、社区老年教育内容陈旧 
目前北京社区老年教育“我讲你听”、“我读你记”的传统教

育模式普遍存在，且容陈旧、发展滞后，并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教
育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
进程。笔者认为，改善教育理论不足、教育思路保守、活动场地
局限、经费紧张等问题，才能推进社区老年教育向灵活、多样、
多元化发展，顺应时代，面向学员，迎合需求。 

4、社区老年教育覆盖面窄 
数据调查发现，社区老年教育的人群主要有低龄老人、高知

老人和高收入老人等。究其原因，是老人的自信度问题、对知识
的渴望度问题和经济支撑度问题等。而从扩大教学宣传力度着
手，让更多老年人深入了解社区老年教育的内涵和意义，同时加
大课程设施的层次化管理，从娱乐到专业，入门到高精尖，不同
需求，不同能力可以有不同选择可有效转变这一现状。 

5、社区老年教育专业服务水平低 
目前的北京社区老年教育仍然存在形式主义，本着完成“文

件精神”或是“上级要求”的心态，点到为止，没有做到有的放
矢，针对老年人的需求开展教育工作；施教人员水平高低不一，
层次参差不齐，导致对老年人的吸引力不强。而不断寻找新意，
做到精益求精、尽善尽美地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要，是未来北京
社区老年教育的工作重点。 

6、政府对社区老年教育投入不够 
目前社区老年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的地位不高，受重视程度

不够。大多数社区老年教育活动的开展，只能用民宅做活动用房，
白炽灯代替摄影灯，报纸当宣纸使用，场地物品轮流使用已是屡
见不鲜，一些新型的教育思路更是无法施展。而要创建真正意义
上的学习型社会，加速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进程，需要政府进一
步加强对社区老年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在政
策上给予倾斜和引导。 

综上所述，社区老年教育作为构建学习型社会搭建平台、满
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培育老年人与时俱进和维护社会和谐
发展的社会事业，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大课
题。社会应该直视问题和不足，在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积极
主动地推动社区老年教育事业发展，为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建设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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