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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校合作背景下老年健康教育的主动应对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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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中国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老年群体的健康服务的需求不断释放，现有的老年健康教育存在一定的被动性，

而社区教育和高校教育均存在一定的缺陷，社校合作进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健康教育带动健康养老，养教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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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

家，据最新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止 2020年，我

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64 亿，占总人口的 18.7%；

其中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9 亿，占比已达 13.5%。而重庆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701.04 万人，占 21.87%；其中 65 岁及以

上人口为 547.36万人，占 17.08%[1]。重庆已经步入深度老龄

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但是中国老龄化进程仍在迅

速发展，从步入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仅用不到三十年时间，

远远快于欧美和北欧等国家。据专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老

龄化已处于快速增长期，2025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将

突破 2.1亿，到 2050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预计达到 3.8 亿，

占比接近 27.9%[2]。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迈入老年人口队列更

替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群体步入老年阶段，拥有一

个孩子的父母将成为老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

推移，他们的是对居家照料、心理慰藉、安宁疗护等健康服

务的需求将不断释放[3]。

1 老年人健康（管理）教育的必要性

如果说以上内容是在介绍老年人健康教育的现实需求，

那么我们现在还可以来看看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

1.1 健康管理的概念

老年人健康教育，其实是指针对老年人健康管理方面的

教育，这个“管理”可以是对自己身体和心理的管理，也可

以是对自己同为老年人的家人、朋友、邻居等身体和心理的

管理。

健康管理（Health Management）理念最早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核心是对个人及人群的各种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

面监测、分析、评估、预测，并进行计划、预防和控制，旨

在调动个人、集体和社会的积极性，鼓励、促使和帮助人们

主动采取行动改善和维护健康，从而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卫生

资源来满足健康需求，它是一种前瞻式的、持续的维持健康

的过程[4]。

随着人们工作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

社会疾病谱的变化和各种慢性病的多发，老年群体对自身身

体健康越来越重视。而传统的疾病治疗重在医疗救治而忽视

了疾病的预防，导致很多比较严重的病症在发现时再去寻求

诊疗方案为时已晚，为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伤痛和疾病

经济负担。

1.2 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危机和健康管理的紧迫性

根据健康管理的内容，其可分为：有管理的保健计划的

效果评价；健康教育及其效果评价；精神健康管理；糖尿病

的强化治疗与效果评价；健康素养的测试方法与具体应用；

慢性病保健与健康促进项目等。在国内，中老年人群是糖尿

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多发人群，基于此关于慢性

病方面的健康管理研究主要是针对老年人。众所周知，如果

老年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和其他的慢性病，且缺乏一定的治

疗和应对的专业手段的话，一旦发病，会使他们的生命处于

非常危险的境地。

2 老年人健康（管理）教育的充分性——社区老年

大学的发展状况

老年大学是以老年人为教育对象，有相对稳定的教育场

所的，开展相对规范教育活动的开放性的社会教育，是我国

开展老年教育的主体及重要形式，老年大学作为我国开展老

年教育的主体，研究其发展过程及面临的困境，可以明确我

国老年教育的现状，发现老年教育的问题，优化老年教育的

发展[5]。

但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总量急剧增加、老年人口结构不断

变化，老年教育需求呈多元化发展趋势，老年健康教育需求

得不到满足，老年大学也面临着发展困境：第一，老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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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教育理念滞后。有研究表明，我国仅有 21.5%的老年

大学都以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务

社会作为办学理念，较少开设关注老年个体生命价值和自我

完善方面的课程；第二，老年健康教育目标定位不清。教育

目标是指培养的人应达到的标准。培养教育目标的基本来源

应是学习者的需求、社会生活的需要及学科发展的需要。我

国老年大学仍停留在养老保健的层面上，对于老年人力资源

的开发，以提高其社会参与能力，重视不够，忽视了老年教

育的社会功能。此外，老年大学不重视老年学习者的个体心

理需求，缺乏对老年人智慧品质的培养，对老年人的精神发

展关注不够[6]。

3 社区教育与高等教育合作的必然性

3.1 享受社区生活，建立和谐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处于巨大的变革中，涉及到了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文化、人口等

多方面。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适应这种变革，享受幸福生活，

社区教育与高等教育合作，培养了他们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终

身学习观念来适应社会的转型，有利于建立起和谐社会，也

能让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升生活质量，

3.2 生活水平提高，人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更加注重于健康、文化、精神

等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他们迫切需要社会能够给他们提供一

个学习、服务和教育的平台，而社区教育与高等教育合作能

够有助于这个平台的早日建成，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满

足老年人对新知识、新医学的追求。

3.3 高校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支撑社区教育具有先天的优势

第一，高校的教育资源极为丰富。相比之下，社区教育

资源及教育设施极为有限，甚至还没有建立起开展社区教育

的配套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教育与高等教育合作能够

有利于社区教育队伍建设及社区教育质量的优化；第二，高

校的教学管理经验较为成熟，能够很好的指导社区学校开展

教育教学管理，尤其是在教师管理、课程制定等方面实现社

区学校走向有序规范的道路；第三，高校的文化优势较为突

出，能够引领和塑造社区精神，能够确保社区教育实现协调

健康持续的发展。

4 社校合作的主动健康研究策略

第一，基于社校合作的各方面优势及当前我国老龄化日

趋严重的态势，使健康教育的学习与生活融合为一，将优质

的健康教育服务体系融入社区老年教育，在完善社区老年健

康教育的同时注入相关的高校健康教育活动与服务资源，以

健康教育带动健康养老，养教互融。既满足养老需求又满足

老年教育需求，实现社区老年教育与高校健康资源的最大化

利用。

第二，立足于主动健康管理的教育理念，增权赋能、提

升老年群体的积极主动性。社区和学校都应激发和挖掘他们

的内在潜力与优势，从而提升其健康教育的积极主动性，助

力实现老年群体的自我增能，即通过自我发现与挖掘内在潜

能或在外界的支持与帮助下，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健康的养老

生活服务，还要求培养与提升老年人主动承担维护自身生命

健康的责任与能力；同时，强调以健康教育等学习的形式，

促使老年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健康教育文化活动，实现老年群

体在健康教育方面的增权赋能，正确认识自我价值，增强自

信与积极主动性，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7]。

第三，以健康养老为基本保证、以文化学习为根本追求、

以养教结合为切入点的社校合作的老年教育，其基础就在社

区，健康教育资源就在高校。社校合作的实质是优质教育资

源下沉，高校在社区的支持下，为老年人举办健康教育专题

讲座，提升老年人营养、运动、疾病防控、心理调适、社会

适应和参与等各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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