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3, 10(3), 726-734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3094  

文章引用: 郑滢. 终身学习背景下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活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3, 10(3): 
726-734. DOI: 10.12677/ar.2023.103094 

 
 

终身学习背景下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活动

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郑  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6月27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5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6日 

 
 

 
摘  要 

在终身学习背景下老年人自主参与学习活动是积极老龄化的一种表现。本文基于CGSS2021年数据，对于

3342份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采用有序逻辑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将

人口特征、个体认知能力、社会保障和居住环境等纳入分析模型分析其与老年人群体是否自主参与学习的

关系。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与我国老年人自主参与学习的实际情况，最终可以基本了解到我国老年人群体自

主参与学习的意愿与频率仍较低，而我国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表现在人口特征、个体认知

能力、居住环境三个方面。据此，本研究在终身学习背景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地关注不同老年人的学习需

求，多元化老年人学习渠道并积极推动老年教育的普惠性发展，营造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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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of older adults in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context of lifelong learning is 
a manifestation of active aging. Based on CGSS2021 data, this paper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among 3342 elderly groups. 
This study uses an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dividual cognitive ability, social security, and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a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model to analyze whether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elderly group’s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Combining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we can finally un-
derstand that the willingness and frequency of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are still low,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are in three aspec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dividu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liv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lifelong learning, this study proposes 
to focus on the learning needs of different elderly people, diversify the learning channels of elder-
ly people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education to create a social 
atmosphere of lifelo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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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构建服务全民

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而针对终身学习，则要重点抓住老年人、

青少年等群体，通过终身学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老龄事业，明确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党和国家印发的诸多政策文件均对老年教

育作出了决策部署并提出了明确要求。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明确提出：“老年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和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

的意见》，中也明确了“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当前，伴随

着全球老龄化浪潮，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1]。 
在终身学习背景下老年人自主参与学习活动是积极老龄化的一种表现，本文基于 CGSS (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 2021 的数据，抽取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样本，考察个体认知能力、社会保障和居住环境是否为

老年人自主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合国家政策与实际情况，以期理解老年人自主参与终

身学习的影响因素，并尝试提出可持续性建议。 

2. 文献回顾 

近年来，学界对老年教育的关注度越愈渐增加，同时关注到老年教育的途径除了通过开放机构进行

学习外，更多有老年人通过自主学习意识参与远程教育、社区教育或是主动参与社会活动等来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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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NKI 上搜索主题为“老年学习”的北大核心与 CSSCI 文章，总共仅出现 221 篇，整体研究量较少，

且该领域中的权威认知不足。“学习”是更强调主动性的一种行为，老年人自主参与学习的行为应从老

年人自身、政府、教育机构及社区得到重视，助力构建好终身教育体系及学习型社会的形成。 
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时，均运用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方

法，探究的对象是不同层次的老年人群。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关于老年

人自主参与学习影响因素的多种观点，这些观点为老年人自主学习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建议。如胡杨名，林

慧(2022) [2]从积极老龄化角度出发，主要从健康，保障和社会参与 3 个方面分析影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

况的因素，并建议丰富社会活动和互联网教育，使更多的老年人能够积极融入不断发展的互联网社会。李

宗华等(2011) [3]分析了城市老年人对社区参与意愿，得出文化程度，年龄，性别以及社区组织活动频率等

因素对老年人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以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个人特征变量中是否参加过社区活动以

及是否有良好的社团组织是影响老年人参与意愿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学者张晓、许玲等(2019) [4]等构建

了一个老年人自我导向学习的框架，该框架涵盖了学习动机、自我管理、自我监控和社会交互环境四个方

面，旨在帮助老年学习者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求。这些理论观点都强调了老年学习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

重要性。研究表明，老年学习者不仅是积极践行终身学习理念的人，更是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通过改变

生活态度，实现了终身学习对人生发展的推动作用[5]。老年人群体的自主参与学习意愿和行为受到多重

因素的相互影响，因此研究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对于积极推动老年人参与全面终身学习体

系、响应终身学习政策、促进老年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将以

终身学习的视角来探讨老年人自主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目前，国外关于老年自主学习意愿及相关

因素的研究成果较多，而针对我国老年群体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本文通过筛选出 CGSS2021 调查数据中

的 3342 名 60 岁以上老年人(样本>=60 岁)来进行相关研究，分别从个体认知能力、社会保障和居住环境即

个体、社会、社区等三个方面探究其是否能对老年人自主参与学习行为的产生显著影响。 

3.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选取 CGSS2021 数据(即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从 CSGS2021 数据中运用 SPSS20.0 软件来

筛选老年人样本，根据现行标准，在发展中国家 60 岁及以上的人群则可以划分为老年人群体，在软件中

选择个案，通过设置“出生年份<=1963”得出新的数据集，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共为 3342 份。整体

人口特征如表中所展示，男性 1597 人，女性 1745 人；在学历上，小学及以下频数为 1717，所占百分比

51.376%，初高中/职高/中专所占百分比 43.627%；大专/本科所占百分比 4.877%；研究生及以上频数为 4，
所占百分比 0.12%。其中小学及以下(51.376%)最高，研究生及以上(0.12%)最低；在政治面貌上，共产党

员人数为 512，所占百分比 15.32%；非共产党员的人数为 2830 人，比例为 84.64%；在户口性质上，居

委会所占百分比 51.257%；村委会所占百分比 48.743%。 
老年人个人的自评幸福与健康状况也从表 1 可以了解到整体情况，在 3342 份样本中自认比较幸福和

非常幸福的老年人为 2952 人，占比达到了 88%，我国老年人的幸福度是在不断增长的；在自评健康状况

中，认为身体“好”“很好”“非常好”的老年人仅为 430 人，占比 13%，有约 87%的老年人对自身健

康状况评价不高。接下来通过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学习充电？”了解老年

人一年内自主参与学习的频率，“从不”的频数为 2024，所占百分比 60.563%；“很少”频数为 603，
所占百分比 18.043%；“有时”频数为 334，所占百分比 9.994%；“经常”频数为 260，所占百分比 7.78%；

“非常频繁”频数为 116，所占百分比 3.471%；从该题回答情况可以了解到老年人群体在自主学习充电

的行为频率上有很大的差异性(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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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Overall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1. 总体样本特征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性别 
女 1745 52.214 52.214 

男 1597 47.786 100 

户籍情况 
居委会 1713 51.257 51.257 

村委会 1629 48.743 100 

最高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717 51.376 51.376 

初高中/职高/中专 1458 43.627 95.003 

大专/本科 163 4.877 99.88 

研究生及以上 4 0.12 100 

政治面貌 

群众 2791 83.513 83.513 

共产党员 512 15.32 98.833 

共青团员 31 0.928 99.761 

不知道 4 0.12 99.88 

民主党派 3 0.09 99.97 

拒绝回答 1 0.03 100 

充电学习频率 

从不 2024 60.563 60.563 

很少 603 18.043 78.606 

有时 334 9.994 88.6 

经常 260 7.78 96.379 

非常频繁 116 3.471 99.85 

不知道 5 0.15 100 

自评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 32 0.958 0.958 

比较不幸福 122 3.651 4.608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233 6.972 11.58 

比较幸福 2297 68.731 80.311 

非常幸福 655 19.599 99.91 

不知道 3 0.09 100 

自评健康状况 

非常好 82 2.454 2.454 

很好 191 5.715 8.169 

好 157 4.698 12.867 

一般 2691 80.521 93.387 

差 221 6.613 100 

合计  3342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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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说明 

3.2.1. 因变量 
本研究将老年群体主动参与“学习充电”作为因变量，CGSS 调查了老年群体在过去一年的空闲时

间里进行学习充电的频率。本文将“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学习充电？”设定为被

解释变量。将“是否参与学习充电”设定为二分类离散型变量，主要考察老年人的自主参与学习的意愿；

将“从不”“很少”“有时”“不知道”合并为“基本不参与”，将“经常”“非常频繁”合并为“会

主动参与”两类变量。前者赋值为“0”，后者赋值为“1”(见表 2)。 
 
Table 2. Basic summary of ordered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表 2. 有序分类因变量基本汇总 

因变量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是否参与学习 

0 = 基本不参与 2966 88.749 

1 = 会主动参与 376 11.251 

总计 3342 100.0 

3.2.2. 自变量 
自变量中包含个体、社会、社区三个方面。个体认知能力用问卷中 A49~A52 题来表示；社会保

障用问卷中 A61“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中的四个小题来表示。居住环境选取环境

模块下的 E36 题“在您家周围一公里(步行约 15 分钟)范围内的情况，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面的说

法？” 

3.2.3. 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即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状况、政治面貌等，以及老年人的幸福与

健康状况，包括自评幸福感及自评健康状况。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0.0 软件对 CGSS2021 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频数分析，

了解样本中老年人群体的基本特征。其次，本研究将因变量过去一年中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充电的情况

划分为“基本不参与”和“会主动参与”划为二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运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分

析，探究老年人个体认知能力、社会保障和居住环境同主动参与学习充电行为之间存在的联系及影响

作用。 

4. 实证研究 

有序逻辑回归结果 

模型一为基本模型，只加入了性别、户籍情况、政治面貌、最高教育程度、自评幸福感、自评健康

状况等控制变量；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个体认知能力；模型三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

加入社会保障这一自变量形成的；模型四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居住环境这一变量，模型五为在模型

一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个体认知能力、社会保障和居住环境这三个自变量。所有模型的显著性都通过了检

验，说明建立的有序逻辑回归模型是有效的(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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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有序逻辑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控制 
变量 

幸福与健康

状况 

自评幸福感 
0.407 0.397 0.61 0.227 0.227 

0.015 0.015 0.042 0.103 0.103 

自评健康状况 
0.608 0.605 0.41 0.482 0.476 

0.042 0.042 0.015 0.013 0.013 

最高教育 
程度 

大专/本科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838 0.82 0.838 0.848 0.83 

小学及以下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242 −1.243 −1.24 −1.249 −1.249 

研究生及以上 
0.435 0.466 0.438 0.354 0.384 

0.807 0.755 0.803 0.957 0.9 

户籍情况 村委会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441 −0.422 −0.443 −0.438 −0.422 

性别 男 
0.004*** 0.004*** 0.005*** 0.004*** 0.004*** 

0.359 0.366 0.357 0.361 0.366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0.888 0.882 0.922 0.924 0.949 

0.181 0.192 0.128 0.124 0.085 

共青团员 
0.62 0.62 0.599 0.602 0.584 

−0.695 −0.699 −0.747 −0.736 -0.789 

拒绝回答 
0.858 0.854 0.837 0.864 0.875 

8.39 8.301 7.947 8.489 8.62 

民主党派 
0.978 0.968 0.999 0.982 0.994 

0.051 0.075 0.003 0.042 0.014 

群众 
0.445 0.451 0.429 0.431 0.424 

−0.986 −0.98 −1.037 −1.025 −1.067 

自变量 

个体认知能力 
 0.015**   0.017** 

 0.049   0.048 

社会保障 
  0.578  0.582 

  −0.005  −0.005 

居住环境 
   0.009*** 0.009*** 

   −0.436 −0.433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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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是将多个控制变量加入到有序逻辑回归模型中形成的，分析其与老年人群体是否主动参与学

习的关系。据表 3 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情况对老年人主动参与学习具有显著影响，

政治面貌、自评幸福感与自评健康状况无显著影响。从性别来看，男性比女性老年人主会更多地去主动

参与学习；在最高受教育程度的结果来看，基于最高教育程度为大专或本科的变量，显著性P值为0.000***，

水平上呈现显著性，表示其对是否参与学习会产生显著性影响，以及 OR 值为 2.312，意味着最高教育程

度为大专或本科每增加一个单位，是否参与学习提高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等级的概率增加了 131.244%。而

最高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显著性 P 值为 0.000***，水平上呈现显著性，OR 值为 0.289，意味着最高教

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每增加一个单位，是否参与学习提高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等级的概率减少了 71.117%，

整体来说学历更高的老年人对于自主参与学习的意愿是更为积极的，但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

其基础性学习需求往往已经在未进入老年阶段就得以满足，因此在此积极自主参与学习的行为并不明显；

从户籍情况来看，居住于农村的老年人与是否主动参与学习呈现负相关，可一定程度上说明相较于农村

老年人，城市中的老年人更有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意愿。 
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将自变量个体认知能力置入进模型当中。有序逻辑回归数据表明，个

体认知能力这一自变量对老年人主动参与学习存在显著影响(P = 0.015**)，回归系数为 0.049，说明两者间

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个体认知能力，显著性 P 值为 0.015**，因此个体认知能力对是否参与学习会产生显

著性影响，OR 值为 1.051，可以判断个体认知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是否参与学习提高一个或一个以上

的等级的概率增加了 5.053%。 
模型三也是在模型一基础上加进了社会保障这一自变量。通过数据结果，可以看到性别、受教育程

度、户籍情况这些控制变量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仍具有显著影响；自变量社会保障参保情况对老年人主

动参与学习暂未发现显著影响作用。 
模型四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了居住环境这一自变量。结果显示居住环境的显著性 P 值为 0.003***，

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则居住环境对是否参与学习会产生显著性影响，其中 OR 值为 0.592，意味着居住

环境每增加一个单位，是否参与学习提高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等级的概率减少了 40.788%。可以初步判

断在不同的居住环境当中，如果有适合体育锻炼的地方，有更新鲜的蔬果选择，有足够的公共教育设

施且生活条件安全，邻里相处和睦，老年人则会对居住环境满意度更高，这类的老年人群体相较居住

满意度低的老年人群体更愿意主动出门或利用信息技术来参与学习充电，充实生活、提升自身的意愿

更为积极。 
最后模型五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及自变量，包括自评幸福与健康状况、性别、最高受教育程度、

户籍状况、政治面貌、个体认知能力、社会保障和居住满意度。首先根据似然比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

显著性 P 值 0.000***，水平上呈现显著性，表明该模型是有效的。在前面模型涉及的控制变量及自变量对

老年人是否主动参与学习的显著性并没有明显变化。可以预想的是，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其实会以

满足休闲娱乐需求为主要目的，或是表现为一种补偿性心理而进行学习，但已不是在探索更多的生存技

能和实用技术[6]，故此在本次研究中，老年人自评幸福和健康状况、社会保障参保情况与是否自主参与

学习尚未体现出显著性。总体来看，本研究与现有研究结果结论基本一致，2003 年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在一项调研报告中指出老年学习突出特点是低龄、健康、文化水平高等[7]，学者李琦、王颖(2021) [8]
在研究中论证了老年人参与学习是其自身特征、认知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与本研究选取

的自变量对老年人是否主动参与学习中的影响作用是基本一致的，本研究根据现有数据了解到，人口特

征(性别、最高受教育程度、户籍情况等)、个体认知能力及居住环境满意度对老年人主动参与学习具有显

著的影响作用(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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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CGSS2021 年数据，对于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合实证

研究结果与我国老年人自主参与学习的实际情况，可以基本了解到我国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的意愿

与频率仍较低。老年人因自身健康状态、身体素质、心理防御等内部因素制约，极大地对老年人自主参

与学习的意愿及行动产生了阻碍[9]，老年人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难被调动。老年人自主参与学习的其

次，我国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的影响因素表现在人口特征、个体认知能力、居住环境三个方面。从

实证结果分析来看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状况影响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的意愿；个体认知能力和

居住环境对老年人群体自主参与学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整体来说，男性、居住在城市、接受过高等教

育且在个体认知上普通话和英语掌握的水平更高，对居住环境满意度较高的老年人群体是有更大的概率

去自主参与学习活动的。 

5.2. 研究启示 

首先应针对性地关注不同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多元化老年人学习渠道。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学

习需求，我们需要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途径，以满足他们不同的学习需求。其次是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老

年教育模式，包括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健全相关制度规范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在推进老年

学习的实践中，应当特别关注那些具有特殊需求的老年人群体，如随迁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农

村老人等，以提高老年教育的针对性和全面性[10]，从而增强老年教育的公正性和效能。再次要注重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推动养老服务社会化进程。为了激发老年人群体的自主学习热情，社会和社区应该提

供多样化的场所和内容，以满足不同特征的老年人的需求。 
最后应积极落实老年教育的普惠性发展，营造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在当今强调终身学习的社会背

景下，我们需要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以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创造一个鼓励终身

学习的社会环境。从长远来看，国家应该加大投入力度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同时也要鼓励

社会各界支持开展各类活动以提高老年人自主学习的参与度。在确保老年人整体发展的前提下，应特别

关注他们在文化、健康、兴趣和社交等方面对老年教育的需求。为了促进全民终身学习，应建立与终身

教育相适应的老年教育体系，政府应当制定全面的普惠政策，并积极宣传政策内容，激发他们的自主参

与学习的热情，以鼓励更多的老年人自觉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同时需要结合老年人群体的覆盖范围，

持续扩大和调整老年教育学习点，深入到街道和社区，提高老年教育地点的普惠性，以确保更多老年人

群体能够平等地参与学习。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不断攀升，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老年教育的应有价值，填

补终身教育的短板，推动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科学

的完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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