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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老年群体摄影旅游文化增强沈阳人文内涵 
石峰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沈阳开放大学）  辽宁沈阳  110000）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 21 世纪全球三大主要社

会问题之一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沈阳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较早的城市之一，多

年来人口老龄化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面对日益突出的老龄化

问题，我市应根据老龄化问题的现状及其对经济文化素质的影响，

积极制定科学的指导方针和政策。 

当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老龄人

群文化生活成为沈阳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重要内容和决策意

志的时候，服务于老龄群体文化生活便成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义不

容辞的责任。建立老龄人群文化服务体系，将老龄人群文化生活纳

入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范围，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政府作为代表公共

利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公共机构主体，其理想目标是以

能够营造一种任何人，包括老龄人群都能在其中之一找到与自己的

精神追求相合拍的活动与场所，并能最大限度满足其需要的氛围，

从而实现提升沈阳文化品质的目的。 

一．摄影系列微课程为基础主导，率先深入社区老龄群体 

目前我市老龄群体的现状是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受到一定程

度制约，社会总消费相对减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偏弱；另一方面，

老龄化的加剧对整个社会的心态产生影响，造成社会活力不足、动

力缺乏，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制约影响。 

老龄群体的特点是空闲时间充裕、精神层面容易空虚，易产生

孤寂感，喜欢与有共同语言的同龄人聚集排遣生活空虚感；对于过

去未习得的知识、技艺经历的失落感等；并且还有希望探索异域风

情、开阔眼界的内心渴求等。 

而目前老龄群体的文娱矛盾现状是，国泰民安的社会背景下，

努力劳作了大半辈子的退休老人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娱需求与社会

零散、不规范、各自为营、社会公信力参差不齐的没有形成整体统

一的文娱机构、平台的矛盾。社会上多以个人需求为导向开展零散、

无组织或组织性差的文娱活动，由此呈现的问题屡见不鲜。举例说

明，老龄人反诈骗能力较差，参加旅行社被胁迫购物、诈骗钱财等

事例频见报端。 

前期摄影课堂进社区可以充分发挥社区的融合功能，以社区为

依托，开辟覆盖城市，方便老龄人群参与的文化活动场所，吸纳老

龄人群参与社区文娱活动，结成共学共娱集体，和谐相处，逐步融

入主流文化之中。已形成的共学共娱团体可逐步吸纳到高校的摄影

面授课程中来进行课程进阶与答疑，集体设备采购等流程。开发摄

影系列微课程，创建以政府为扶持主导的摄影微课程进社区授课活

动，保证不同社区、不同课时的教学内容、质量是相同一致的，从

而避免了不同教师授课水平、内容不一致导致的教学效果良莠不齐

影响学习者的理解与积极性，保证了课程进度的同步性。同时微课

程这种视频课程在视觉上直观的呈现全部内容和流程，避免了社区

课堂摄影设备的缺失导致的内容不全面问题，直接降低了授课成

本。 

二．体验VR沉浸式虚拟景区，模拟拍摄过程 

通过建设 VR 沉浸式体验教室，可使学习摄影课程的老龄人群

提前感受旅游景区环境，通过 VR 虚拟课堂导游提前讲解景区文化

特色，提前预习了解自身感兴趣的景区文化与拍摄内容等。VR 沉

浸式体验除了计算机图形技术所生成的视觉感知外，还有听觉、触

觉、力觉、运动等感知，甚至还包括嗅觉和味觉等，也称为多感知。

并且根据人的头部转动，眼睛、手势、或其他人体行为动作，由计

算机来处理与参与者的动作相适应的数据，并对用户的输入作出实

时响应，并分别反馈到用户的五官。头戴 VR 头盔沉浸体验课程，

平时书本上平面的内容变成立体的、形象的、色彩丰富的图像，让

学习者们仿佛置身于大海、宇宙中。强烈的画面感触动记忆神经，

让知识记忆更容易更牢固，让课堂氛围更轻松，老龄人群的学习兴

趣更浓烈。通过教师端的管控系统，可以把控教学进度，知识讲解

和畅游体验相结合，寓教于乐。开展 VR 虚拟课堂不但满足了老龄

人群的兴趣文化需求，了解了最新科技动态，并且也繁荣了沈阳城

市文化生活品质。能使老龄人群文娱生活不再仅限于打扑克、看电

视、聊天等单调的活动状态。 

三．开展摄影采风游学活动，寓教于乐，促进经济文化协同发

展 

提升沈阳市老龄人群文娱活动品质的关键点就是要走出去，由

政府、高校联合构建老龄群体游学平台。以政府主导扶持，高校作

为依托的针对老龄群体的摄影游学平台本身具有极大的社会公信

力，这种为老龄群体量身定制的专属摄影旅游学习服务，专业性、

便捷性、可靠性极佳。 

前期的摄影微课进社区授课活动已集结了大基数的老龄学习

意向群体，为后期的摄影游学活动奠定了大量人群基础。通过前期

学习活动已形成的老龄兴趣团体更倾向于同活动圈的集体游学活

动。同时，政府、高校的权威性联合可使老龄群体规避游学市场乱

象，例如一些旅行社拿到团费后提取其中一部分费用便甩手给其他

机构执行，这些转包后的合作单位可能不正规。还有老年人参团被

加价是旅游市场中存在的潜规则之一，尤其是一些热门景点是“被

加价”的重灾区。一些购物为主的团队游产品，一般会因为老年人

购买能力不强而“被加价”，加价范围少则几百元多则翻倍。老年

人参团游价格差异还有一些情况，有的是比常规团队价格要低、甚

至低出很多的产品，往往存在购物等消费陷阱，以低价诱骗老年人

上当。这些鱼龙混杂的乱象归根结底其实是一种变相歧视，因为这

些行程中购物点、自费项目较多，旅行社从根本上就认定了老年人

消费能力弱，不能给他们带来理想的提成收益。以上种种现象这些

都是弊端。 

结束语： 

老龄群体摄影游学课程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

理念和人文精神。通过寓教于乐的边旅游边学习的摄影教育课程提

高老龄群体的知识文化素养和精神食粮的富足，创造一个宽松和谐

的活力空间，维护和发展老龄群体所表现出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

需求的特殊性。举办以老龄游学为主题的特色摄影游学作品展，进

一步宣传老龄群体摄影游学文化品牌，引导老龄人群文化生活追求

更加贴近现代城市潮流文化，向城市注入活力的同时，实现城市文

化丰富多彩的繁荣。当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够以一种积极与

主动的行为，切实将老龄群体文化生活纳入城市公共文化管理范

围，提供公共摄影游学课程服务，并得到广大老龄群体踊跃参与的

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城市的文化品质是优秀的。因为这个

城市文化表现出的一定是一种关爱老年群体的和谐文化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