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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正式学习场所为群众的学习提供支持古已有之，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国家对老年教育日益重视，

通过挖掘非正式学习场所如何为老年群体提供学习支持，能为社区进行老年教育提供实践思路。本文以

社会支持理论为出发点，茶馆内多样的组织形式与多元的学习内容能弥补正式学习场所的不足；茶馆从

物质支持、情感支持、陪伴支持、信息支持等方面为老年人非正式学习提供实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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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l learning places have long supported the learning of the masses. With the coming of the 
aging society, the state attach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By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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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ing how informal learning places provide learning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t can provide prac-
tical ideas for the elderly education in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social support theory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various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learning contents in the teahouse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formal learning places; The teahouse provides practical as-
sistance for informal learning for the elderly in terms of material support, emotional support, ac-
companying support, information suppor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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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中世纪欧洲的啤酒馆作为大众的公共空间是贫困者“初次城镇联系”和“可能了解就业”的场所。

在 17~18 世纪英国“报刊革命”影响下，咖啡馆消费群体经常以当时的报纸和小册子为谈资、交换意见

[1]。18 世纪末，以公共教育为主的图书馆、教堂、博物馆是公民探讨交流的场地[2]；澳大利亚政府为老

人设置“数字亭”[3]；英国 DIUS 发起“成人非正式学习运动”并致力于打造全方位的非正式学习空间

[4]；法国充满艺术气息致力于文化传递的地铁空间；中国的“第二课堂”[5]、轨交空间建设[6]等案例体

现不同国家对“第三场所”的重视及相应措施。在中国，从茶馆这方空间出发，包树芳(2012)指出，国民

政府为巩固统治、传播意识形态，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茶馆开展了重组与改良运动。旨在改良民众陋习、

教化民众。但后期转变为政府宣讲政令、控制群众思想的重要场所[7]。胡悦晗(2015)提及在民国这一特

殊时期，茶社、酒楼与咖啡馆成为当时各派人士商事议事、文娱自乐的“集体空间”，进行以个人为中

心社会关系的扩展与重构[8]。汪曾祺在《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中回忆，极差的校舍条件与有限的图书

馆位置使得茶馆成为理想的选择[9]。以上体现了不管是政府还是群众对非正式学习场所的肯定与利用，

特别是教育意义的这条隐藏线虽不显著却未曾缺失。但就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未有文献专门研究论述

茶馆作为非正式学习场所对老年群体提供学习支持。 

2. 非正式学习支持服务对社区老年教育的重要意义 

老年学校及教育机构以传统的课堂组织形式为主，教授书法、绘画、舞蹈等闲暇内容。老年人在茶

馆内无意识地信息导入要比有意识地信息识记迅速且广泛。川西茶馆在形式上满足社区老年人多类型交

往的需求，内容上碎片化、自由化的传播弥补课堂教育的不足。 
(一) 多种组织形式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 
罗素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个组织化的时代”[10]。以课堂组织为主的传统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主

体的个性发展，制约老年人主体性与创新能力。余胜泉，毛芳[11]将非正式学习的组织形式按人数多少划

分为四类，在茶馆有三种与之相吻合的组织形式。一是个体内省。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不断反思自身、

追求发展。此过程发生在通过不同方式获取信息、观察人或物以及行动学习等方面。相较于老茶馆这一

变化着的“社会”，学校的“生态环境”单一，无法为老人提供更多变数与思考。二是双人协作。在工

作或生活中，关系较为密切的两人之间的互动或相互影响，包括师生关系、顾问关系；面对面交流或虚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84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彭娟娟，何光全 
 

 

DOI: 10.12677/ae.2023.138848 5439 教育进展 
 

拟网络连接起来的对话、闲谈；同伴互助等。茶馆的协作发生在多主体间，通过对话，茶馆的故事得以

传播；老年人的视野得以开阔；摄影师、记者、访学者等的灵感也得以激发。三是实践团体。实践团体

指工作或生活场所中因相同的兴趣爱好聚集的非正式群体。实践团体是开放的、少规则的，没有精确的

形成目的和结束的日期。茶馆的包容性把顾客分为茶客(他们因“泡茶馆”的生活习惯聚在茶馆)和有目的

的活动团体(上班族、摄影群体、文化研究团队……)。不论各方目的与需求，茶馆都为不同学习型组织提

供场地与环境氛围。老年人从自身差异性出发，通过不同组织形式进行交流学习促进其身心协调发展。 
(二) 多元学习内容能弥补课堂教育的不足 
对人类来说，在非正式的学习场所获得的知识占个体所学知识的 70% [12]，课堂学习并不能满足老

年群体多样且实际的需求，以老年人生活社区为中心，合理规划与开发其周围的公共空间作为有别于课

堂的新型教育场所，补偿课堂教育内容的缺失。一是文化内容。“泡茶馆”是川西人习惯与文化的交融，

此种交融在实践中走向文化的宣传。当文化与组织结合，不仅是组织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而且推动组

织良性发展。二是政治内容。根据维果茨基的社会建构主义：知识的内化是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

学校内，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人学习时都存在阶层局限性。不同群体交流能开阔视野，茶馆作为一个开

放的公共空间，人员多且流动性强，茶馆内消息传播、言论发表的氛围影响进出茶客的思想与认知，这

有别于课堂灌输式教学，能互通消息、建立公共舆论，在带动个人成长的同时对其周边的群体的学习起

到促进作用[13]。三是经济内容。茶馆的茶客除附近常客外以生意人居多，加之近代茶馆内多有闲散商户

聚集叫卖，与茶馆生意融为一体。不同于课堂上单一的反诈宣传，通过这种环境下的观察与熏染，老年

群体能更清晰地把握市场动向，合理安排自己的资金。 
除上述意义外，我们也能从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考证对利用咖啡馆等场所进行学习的优势：一是“咖

啡店效应”。据 BBC 研究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咖啡馆与图书馆、书店联合营业。场所内“恰到好处”

的噪声或其他刺激因素能够激发人们思维能力与创意。二是“社会促进效应”。咖啡馆正在工作的群体

能带动周边人学习的欲望。动态效应模型指出，压力与支持并存且相互影响。咖啡馆为人们的学习提供

环境支持的同时通过视觉刺激，使其他未发生学习行为的群体感受到压力，进而自主进入到学习或工作

状态。另外，空间内的视觉多样性能帮助陷入思维困境的人们打破僵局、发现问题的最优解[14]。 

3. 川西茶馆为社区老年非正式学习支持服务的实践探索 

民国初年，改良精英与政府参与戏剧改良，试以通过地方戏这一有力的大众娱乐形式影响人民思想、

教育群众。而今成都观音阁老板以“茶”为核心和起点，串联起优秀的本土文化，依托双流区社区教育

学院所搭建的平台培育了多个自主学习型团队。除观音阁外还有以红色文化为切入点的嘉禾红色茶馆、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推广阵地的悦来茶馆等都结合自身优势与特色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不同程度的

学习支持。国内学术界对社会支持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医

学、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社会支持从最开始“社会连接”到“人际关系的交易”再到“个体对支持的

感知”最后到“分类简化”，始终围绕主体、客体和介体(支持途径或手段)三部分构成[15]。目前学术界

对社会支持并未形成的定论，本文沿用学者张文宏、阮丹青(1999)的观点，他们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指出，

社会支持是指人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16]。美国心理学家安托露丝(Toni Antonucci, 
1994)曾把社会支持系统比喻为一个人的“人生护航舰”[17]。这里根据社会支持所提供资源的不同性质

可将川西茶馆的社会支持分成如下四类： 
(一) 老年非正式学习的物质支持：硬件设施齐备、环境古朴、消费低廉 
物质支持，指提供财力帮助、物资资源或所需要服务等，或者通过直接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又称

工具性支持、物资支持或实在的支持。个人运用并通过它满足表达的或实用的需求[18]。林南社会资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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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强弱关系来汲取、共享网络中其他成员拥有的资源[19]。现代社会，茶馆构建社会

关系网络的功能日益显著[20]。来自不同阶层的外地茶客与茶馆里老年群体间的交谈互动便在无形中进行

着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就硬件设施而言，茶馆提供适于交流的桌椅。在 2019 年 9 月，双流区社区教育

学院槐轩文化讲堂在区社区教育游学基地——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开讲，该讲堂旨在传播悠久的中国传统

文化，宣讲双流故事。设施上，茶馆的条件符合开讲授课的基本要求；环境上，不同于宋代起便流传的

插四季花、赏四时画，观音阁茶馆墙壁上至今还保留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典标语和墙画，这让经历过

这个时代的群体得到精神的共鸣。有人在总结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民众茶园失败经验中指出：茶馆内过多

的规训与课堂化布置并不贴合群众[7]。对普通群众而言，内部布置通俗更能达到教育的成效；经济上，

茶馆消费低是吸引市民的一个原因。观音阁对周边居民收费一元一天，对外来取材摄影的茶客一律收十

元每天。 
(二) 老年非正式学习的情感支持：缓解心理焦虑，实现老年人价值 
情感支持，指个体被他人尊重和接纳，或者说个体身处困境时所得到的情感上的安慰和帮助，又称

作尊重性支持、表现性支持、自尊支持。豪斯(House J.S, 1981)认为情感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是给予

他人共情、温暖、爱和信任[21]；布洛克(Bullock K., 2004)认为情感支持指尊重、爱与共鸣[22]。基于心

理学视角，国内学者李强(1998)认为，从社会心理刺激和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一个人通过

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23]。茶馆作为非

正式学习场所可减轻老年人在课堂学习的紧张感，营造出轻松、情景化的学习氛围。根据埃里克森心理

发展理论，60 岁以后重要的事件为反省和接受生活以促进其积极人格的形成，反之会出现对生活绝望的

消极人格。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功能业已退化，这间接导致村内集体的自我怀疑与封闭[20]。他们缺乏群体

归属感，渴望实现自我价值。此时可以帮助老年人摆脱困境的正式学习场所如老年大学、社区老年之家

等地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就机构而言，他们的场地承载量有限，报名名额上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以

致国内各地“老年大学”出现“一座难求”的盛况；其二，由于部分老年人信息素养不高，未能及时掌

握学校发布的相关动态，他们与求学名额失之交臂[24]。等让老年群体缺失与外部链接的机会。这需要民

间非正式学习场所积极发挥补偿作用。四川各地社区街道的茶馆是老年群体的聚集地，依托现有茶馆资

源做学习基地，能很大程度上解决老人“上学难”的问题。这种集体的空间更大程度上像耶克斯利的“士

兵之家”小木屋，他们在这里“阅读、写作、吸烟，并避免成为冲突不断的牺牲品”[14]。 
观音阁的“明星老头”刘大爷配合着摄影师摆姿势，事后彼此还要就作品进行交流。拍照似乎成为

刘大爷泡茶馆的一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刘大爷不再仅仅是一名普通茶客，作为摄影作品里的主人公，

他得到了其他群体对自己的尊重与信任，这种情感上的支持会让他更加愿意表达。 
(三) 老年非正式学习的陪伴支持：同伴学习与寓教于乐 
陪伴支持，指能够与他人共度时光，从事消遣或娱乐活动，或者提供个体得以放松或娱乐的时间来

帮助减轻压力反应，又称娱乐性支持。夸特利德(Cottlied, 1980)认为基于关系视角的社会支持，更多的是

一种人际的交流和社会能量的交换，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25]。维果茨基的活动论也

指出：人的心理是在人与人之间交往活动中发展而来。现代茶馆较之传统茶馆体现出极强的兼容性，主

要表现为：茶馆与说书唱戏、餐饮棋牌、旅游业等结合。人们从茶馆获得娱乐消遣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

的压力释放。老年人作为社会上实际孤独的个体，需要茶馆这类场所展现他作为社会人的一面，他们并

不满足于旁观者的角色，而是积极参与其中。茶馆作为一个组织者能进一步串联起群众与学习活动。王

迪(2009)的研究指出大众娱乐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工具，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从地方戏、

评书中接受关于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地方戏可以用来开民智，提

高人们的“道德”水准[26]。正如杜威所说“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参与度决定教育的成效度”。茶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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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及民间艺术表演的场所可以弥补老年群体过度的“闲暇教育”与社会参与程度的不足。 
2018 年成都市双流区第三届市民手机摄影比赛优秀作品在彭真观音阁老茶馆巡展并进行简短的颁奖

仪式。参加颁奖的市民还在观音阁进行了双流区社区教育市民游学体验。此类活动的举办，促进市民对

多样文化表达的关注，同时也为茶馆里的茶客带来精神享受，带动他们参加社区举办的活动的积极性。 
(四) 老年非正式学习的信息支持：化解矛盾、调解纠纷 
信息支持，即有助于他人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指导，又称建议支持、评价支持。豪斯指出评价性支持

(Appraisal support)可以对于他人的自我评价提供有用的信息[21]。“以茶评理”是茶馆特色，也赋予了茶

馆独特地位。通过不同茶客不同视角对某件纠纷的探讨与评价以解决双方争议。旧时，成都茶馆也是民

众用来调解纠纷的场所。民众间发生纠纷，当事人无法自行解决的便各邀约一帮亲朋好友到茶馆“评

理”，邀请当地头面人物出面仲裁。经过评理调解，纠纷双方最后在茶馆握手言和[27]。而今，公民维护

自身利益的渠道愈加广泛且正规，茶馆调解民众纠纷的功能日渐退出舞台。但在法理之外的情理中，公

共空间作为调解纠纷的历史舞台留给群众新的思考：是否需要在现存的公共空间中重建纠纷调解机制，

以作为官方调解的补充，缓解目前司法系统逐年提升的调解压力，进行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28]。 

4. 小结 

在构建学习型社会中，“处处可学”是一个理想状态，学习地点作为体制障碍之一对所有年龄段群

体的学习都产生影响[29]，尽管各种类型的自习室应运而生、保障民众受教育权的“最后一公里”图书室

应声而起，也无法对场所短缺的现状做到全面补偿。茶馆作为非正式学习场所支持老年人学习，一方面

是川西人民“泡茶馆”的习惯与茶馆实际数量、地理位置等因素都为茶馆成为老年人的非正式学习场所

创造条件；二是社会各种力量协同打造非正式学习空间的参与及配合程度会存在问题，基于此，社区可

以率先依托本地特有的场所打造本地特色非正式学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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