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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近十年来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现状及趋向，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以2010~2023年中国知网

(CNKI)收录的259篇学术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发文量的时间、发文机构、作者共现、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聚类和关键词突现角度分析，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主要有社区老年教育内涵及相关概念研究、

社区老年教育模式探究、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构建、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研究，展现未来社区老年教

育发展趋势，提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课程研究、教师授课方式研究，以及发展机制的针对性研究，以期

为社区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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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community-based geriatric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past decade, the article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study 259 academic journals in-
cluded in the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CNKI) from 2010 to 2023, and analyzes them in terms of 
the time of the volume of the articles, the issuing organization, the author’s co-occurrence, the 
co-occurrence of the keywords, the keyword clustering and the keyword emergence, which re-
flects the hot spots of this field of research. It mainly includes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of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2059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2059
https://www.hanspub.org/


郭明月 
 

 

DOI: 10.12677/ar.2024.112059 425 老龄化研究 
 

community-based geriatric education and related concepts, exploration of community-based ge-
riatric education model, 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ion system, and research on pop-
ulation aging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show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mmuni-
ty-based geriatric education, and proposing that curriculum research, research on the way of teach-
ers’ lectures, as well as targete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
thened in the futur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
munity-based geriatr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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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得老年群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提出，社区

老年教育属于终身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也被人们所普遍认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二十

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

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1]。2023 年 11 月 17 日，在 2023 中国国际老龄产业高峰论坛上，

提出去年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2.8 亿，占比达到了 19.8%，今年会超过 20%，这意味着进入到中度老

龄化阶段，未来还会加速发展，到本世纪中叶可能会有 5 亿老年人，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

加深，进一步推动完善社区养老对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谐、推动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2.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样本，在处理时，先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选用高级检索模

式，以“社区老年教育”为关键词，时间节点设置为 2010 年 01 月 1 日~2023 年 10 月 31 日发表的文献，

总数为 707 篇文献，除去新闻、报纸等与研究内容不符的文献，最后人工筛选出剩余有效文献为 259 篇。 
CiteSpace 软件是近年来文献数据可视化分析的热门软件之一，具有综合性性、动态性的特点，主要

用于研究某学科领域的热点、趋势等分析。本文旨在用 CiteSpace 对我国社区老年教育进行科学可视化分

析，明晰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现状及热点，并提出对策。 

3. 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现状分析 

(一) 发文量的时间分析 
从发文量时间可以洞悉某一领域的总体发展趋势。如图 1 所示，在 2010 年~2023 年 10 月 31 日这段

时间里，从年度发文量进行分析来看，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可以大概分为三个时间段，2010~2015 年为

缓慢发展阶段，这段时间总体发文量较少，2016 年~2020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这段时间总体发文量迅速

增加，其中 2020 年发文量达到最大为 41 篇，这段时间的快速增加与我国出台的相关政策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在国家层面，2016 年，我国为进一步推动老年教育科学发展，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贯彻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务院也颁布《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为社区老

年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2020 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的通知，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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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保障其发展。在地方层面，各地也相继出台与社区老年教育有关的相关法规条例如《江苏省老年人权

益保障条例》《山东省老年教育条例》等，由于国家发展的需要，所以社区老年教育这方面的研究也得

到了进一步发展，因此，2015~2020 年这段时间总体发文量得到了极大增加。2021 年至今处于发展较为

稳定，由于 2023 年检索时间截止 10.31 日，并非全年发文量，预估 2023 年的发文量为 36 篇，整体趋势

平稳趋向于上升，以上表明社区老年教育属于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未来学者对于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

仍会继续深入且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 
 

 
Figure 1. 2010~2023 annual publications on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图 1. 2010~2023 年社区老年教育年度发文量 

 
(二) 发文机构分析 
发文机构指的是某一领域研究的专责机关。本文选取发文篇数 ≥ 4 的机构呈现，如图 2 所示。其中，

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发文量最多，共发表 7 篇；接着是四川开放大学，共发表 6 篇，然后是西南大学和

国家开放大学各发表 5 篇。从发文机构的类型看，主要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 
 

 
Figure 2. From 2010 to 2023,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n community pension education 
in China 
图 2. 2010~2023 年我国社区养老教育研究发文机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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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文作者共现分析 
CiteSpace 中的作者共现分析可以看出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强度和互引关系[2]，将时间划分设定为自

2010 年 1 月起至 2023 年 10 月止，时间切割设置为 1 年，节点类型设定为“合作作者”，精简设定为

“Pathfinder”，其它选项保持不变，开始运行得到 2010~2023 年社区老年教育合作网络图谱，如图 3 所

示。图 3 左上角显示的节点数量 N 共 218 个，连线数量 E 为 72 条，网络密度为 0.003，可以看出，作者

之间联系较为简单且较多的为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单位，与外来机构的作者联系较少，由此可以推断出，

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者虽然存在少数联合撰写，但主要还是以个人发表为主，该领域的研究暂时还没有

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作者群落，作者之间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Figure 3. Cooperative network map of authors in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图 3. 社区老年教育作者合作网络图 

4. 社区养老教育研究热点、演进与趋势分析 

(一)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可以展现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关键词重复次数和中心性的高低可以反映出某研究学者关注的

焦点，因此，关键词和重要性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频数越高，重要性也就越强。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将时间划分设定为自 2010 年 1 月起至 2023 年

10 月止，时间切割设置为 1 年，精简设定为“Pathfinder”，“Threshold”设置为 5，即选择出现频次 ≥ 
5 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 2010~2023 年我国社区老年教育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4 所示，从绘

制的网络密度和规模来看，节点共 225 个，连线 383 条，密度为 0.0152。社区老年教育高频关键词如表

1 所示，表明社区老年教育领域具有较强的延展性。由关键词中心性和关键词频次推断可知，“老年教

育”“社区”“社区教育”这三个关键词的节点规模最大，说明学者主要围绕着这几个大方向进行相关

研究。此外，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依次还有终身教育、教养结合、开放大学等。根据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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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现知识图谱及关键词高频次分析可以看出目前该领域研究主要围绕老年教育以及社区展开，在此基础

上进行多元化展开，涉及到社会工作、发展、课程建设等众多领域，研究较为分散，且发展具有较强的

时代性特点。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图 4. 社区老年教育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表 1. 社区老年教育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年份 词频 中心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老年教育 
社区 

社区教育 
终身教育 
教养结合 
开放大学 
老龄化 
社会工作 
策略 
老年人 
现状 
实践 

发展路径 
城市社区 
课程建设 

2012 
2013 
2013 
2013 
2018 
2018 
2014 
2016 
2017 
2014 
2015 
2011 
2012 
2019 
2016 

115 
40 
38 
17 
12 
11 
10 
8 
7 
6 
5 
5 
5 
5 
4 

0.53 
0.28 
0.24 
0.09 
0.06 
0.04 
0.06 
0.04 
0.05 
0.05 
0.01 
0.05 
0.01 
0.01 
0.02 

 
2) 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通过从关键词，可进一步生成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5 所示。在 CiteSpace 软件

聚类知识图谱中，Q 值和 S 值是两大重要评价指标，Q 值表示关键词的聚类效果，值越大则关键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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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越好，0 < Q < 1，当 Q > 0.3 时表示聚类结果是显著的，通过软件我们得到的 Q 值为 0.5524，反映了

聚类结果较为理想。S 值表示检验聚类结果中单个聚类的同质性程度，网络同质性指标，S > 0.5 为合理

的，S > 0.7 为高效率，此聚类中 S 值为 0.862，表明聚类的图谱有效，能够进行下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根

据这些聚类看出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的核心议题，并进行分析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根据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可以得出，CNKI 数据库中关于我国社区老年教育高频关键词主要可

以归纳为在以下四个方面，分别是：社区老年教育内涵及相关概念研究，其代表词主要包括老年教育、

社区教育、社区等；社区老年教育模式探究，关键词主要包括教养结合、社会工作、开放大学、互联网+
等；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构建，关键词主要包括终身教育、发展路径等；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关键词主要有老龄化、老年人等。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 map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图 5. 社区老年教育关键词聚类图谱 
 

(1) 社区老年教育内涵及相关概念研究 
在近十年来，关于社区老年教育内涵及相关概念研究一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对于社区老年教育概

念我国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界定。陈乃林将“社区老年教育”界定为：以社区为特定场域，

以老年人群为特定对象，所开展的教育、培训、交流和有组织学习活动的总和[3]。李盛聪、李宜芯等人

将社区老年教育定义为在一定区域内的组织机构，根据老人的身心特点和社会的要求，充分利用区域内

各种资源、方式对老人实施全面教育和学习支持的活动[4]。张红霞指出社区老年教育主要是指利用社区

内部丰富的教育资源、文化资源，面向社区老年人群体，以推动老年人群健康发展与获得更好的社区教

育服务为目标开展各类教育活动的泛称[5]。乔维德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就是以社区内 60 周岁以上的所有

老年人为教育对象,依托社区资源开展的旨在提升社区老年人生命素养和生活质量的各类教育活动[6]。李

敏、刘华富指出社区老年教育是指依托社区开展包含学校教育、活动中心、居家入户教育等多种形式的

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教育活动的总和[7]。在涉及社区老年教育与老年教育的关系时，杜嵩泉和游璇指出

实际上，老年教育自走入社区的那一刻起，就与社区教育、社区活动、老年生活等社区中的诸多要素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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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一体，并不断突破自身形成以老年生活为依托的新的教育生活有机体[8]。于娜也同样指出，老年教

育的发展必须将社区放在主要地位，完善社区老年教育办学条件，加强重视社区老年教育，丰富社区老

年教育教学形式，加大社区老年教育宣传[9]。由此可见，学界对社区老年教育内涵的理解囿于社区教育

和老年教育的范畴，要么把社区老年教育看作是社区教育的一种，是社区教育在内容上的扩充；要么就

是认为社区老年教育是老年教育的一种，是老年教育在范围上的延伸。 
(2) 社区老年教育模式探究 
对社区老年教育模式的探索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方式，邬晶晶指出：

“教养结合”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老年教育是养老保障的重要组成，教育可以促进更好地养老，

解决老龄化问题；二是鉴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老年教育不但要以健康老人为对象，“需要照护的老人”

也应享有被教育的权利，要建立灵活多样的基层老年学习形式，让老年人能就近便捷快乐地学习，还要

将优质老年教育资源输送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家庭[10]。耿智利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应从赋权增能角度出

发，健全老年教育保障政策和措施，重塑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增加老年人的生活智慧，帮助老年人提高

生活质量，增加社会参与等，从而加快建设新型老年教育[11]。林隽提出“互联网+教育”应用于社区老

年教育，不仅可以有效化解传统教育模式、教学手段的局限，更能够极大地丰富社区老年教育的内容和

形式，创新、优化老年教育的教与学生态，较好地满足老年学员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进度、学习

方式等多方面的个性化需求[12]。张红霞强调“互联网+”、开放大学与社区老年教育的耦合关系，本身

就是一种新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是一种高效、开放的大教育模式，开放大学依托“互联网+”技术更加

突出了“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开放教育理念与模式。陈葛佳指出老幼耦合模式发展社区

老年教育，即在社区中建设老年人和幼儿的活动场所，让老年人和幼儿能够彼此陪伴，依托社区的力量

着重为老年人提供多元的学习和交流的媒介，让他们感受新生的力量，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实现个人

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5]。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大致形成了赋权增能的社区老年教育模式、职业学校和

开放大学参与社区老年教育模式、养教结合社区老年教育模式、老幼耦合社区老年教育模式、“互联网+”
社区老年教育模式六种社区老年教育模式。 

(3) 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构建 
终身学习和社区老年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社区老年教育本身就是对终身学习理念的践行，终

身教育为社区老年教育提供理论指导[13]。高迪指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离不开老年教育，要实

现普惠公平、结构合理的高质量社区老年教育，就必须放眼于终身教育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大教育格局之

中。将终身教育视为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认为社区老年教育从教育理念、发展思路、资源融

通到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各个方面都受终身教育思想的指导，将社区老年教育作为老年教

育的主体和重点，是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社会载体和教育基础，认为在终身教育

背景下，社区老年教育应做到充分、均衡、可持续发展[14]。雒真同样指出社区是开展老龄教育的重要场

所，积极推进社区老年教育，对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并主张通过整合老年教育资源，健全

教育管理机制等措施进一步推动社区老年教育的多元发展[15]。吴艳也认为开展社区老年教育，树立老年

人终身学习的榜样，可以为社会营造良好的学习风尚，有利于终身学习理念的深入[16]。 
(4) 老龄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老年教育的个体价值就在于认知自我，革新自我，激发生命活力[17]。积极老龄化不仅强调老年人的

身体健康，也强调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意愿与权利，强调充分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随

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老年人数不断增加，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个性化。以老龄化为背景研究进一

步加强社区老年教育也是研究的重点。江孝松和肖铭指出坚持以积极老龄化理论为指导，对现有的老年

教育目标与内容、方式与方法、沟通与衔接、支持与资源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可以更好地教育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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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区和谐、提升生命质量，是对我国老年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和谐社会全面化构建的重大实践，

认为依托社区开展的老年教育是对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深度实践，积极老龄化理论为指导，构建有效的社

区老年教育路径是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深化，有利于推动社区文化繁荣发展，建设和谐社会[18]。路长明

等人认为，在积极老龄化理论的基础之上社区老年教育和社区治理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主张

从完善社区老年教育政策法规、创新课程体系建设、提升师资力量的发展对策，增强社区老年人参与社

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是老年教育[19]。 
(二) 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热点演进与发展趋势分析 
通过绘制关键词突现图谱可以展现未来的研究趋势，如图 6 所示。根据该图可知 2015 年之后的关键

词主要有教养结合、课程建设、老龄问题、老年大学、开放大学等。其中强度最大的是教养结合为 2.37，
在之后有课程建设、课程开发和教学模式相关词出现，且教学模式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 2021 年一直延续

至今，表明对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重视教育的手段的和形式，从侧面反映社区老年教育对质

量的发展重视。 
 

 
Figure 6. Keyword emergence statistics 
图 6. 关键词突现情况统计 

 
社区老年教育是在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人会关注到社区老年教育的重要性，社区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在推动建设学习

型国家中有着重要地位，在实践中，社区老年教育模式将继续得到不断的深化发展。 

5. 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 研究结论 
通过对 2010 年~2023 年有关社区老年教育主题的 259 篇中文期刊研究的可视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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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学者们对社区老年教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老年教育发展从体系化建设逐步延续到多元化融

合，内容的专业度和实践性也越来越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文献计量上看，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可以大概分为三个时间段，2010~2015 年为缓慢发展阶段，

这段时间总体发文量较少，2016 年~2020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这段时间总体发文量迅速增加，2021 年至

今处于发展较为稳定，整体趋势平稳趋向于上升，以上表明社区老年教育属于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未

来学者对于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仍会继续深入且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从规模角度分析，社区老年教育

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研究深度和广度会进一步扩大，老年教育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教育角度分析，随着互联网和养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社区老年教育的模式、资源、理论以及质量都

会不断进行创新，形成“多层次、多学科”的社区老年教育体系。 
从发文机构和研究者合作关系来看，在发文机构方面，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发文量最大；接着是四

川开放大学，然后是西南大学和国家开放大学。可以看出主要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而执行机构如养老

院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发文量较少。在作者方面，作者之间联系较为简单且较多的为一个机构或者一个

单位，与外来机构的作者联系较少，虽然存在少数联合撰写，但主要还是以个人发表为主，未形成较为

稳定的核心作者群落，作者之间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随着社区老年教育的由横向往纵向的发展，联

合创新研究将逐步成为主流，推动形成网络化、协同化的理论研究[20]。 
从研究主题上看，研究主题不断深入。一方面，是由于政策的支持和有关政府的重视，为该领域研

究提供了保障，能充分发挥社区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老年教育、社区教育、老年大学、终身教育、

老年化、互联网+和养教结合等领域是学者关注的热点。目前，社区老年教育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从宏

观角度来看，社区老年教育研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各个方面，多学科融合为其研究提供了

多样化视角。从微观层面来看，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热点由以理论研究为主逐步转向实践探索，尤其越来

越重视对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模式的研究，提出的解决措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研究紧跟时代的

脉搏，研究内容随着教育政策方针、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转变。如远程教育、“互联网+”教育、数字

化学习资源等的出现，促进了老年教育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的转变，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满足了老年人多

样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二) 建议 
(1) 跨学科领域协同创新，推动社区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 
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因此研究的数量和种类都偏少，社区老年教育研究亟须扩展视

野，应加强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开放协作为原则建立交流沟通平台，构建学术发展共同体，实现跨

学科、跨部门、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相互联系，充分挖掘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机会，深入进行学术

探讨，开拓思维，集中力量，提高研究质量，产生系统、持久、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推动我国社区老

年教育研究向科学化、多元化、前沿化发展，使老年教育的研究成果更具实践性。 
(2) 进一步加强课程研究，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我们从关键词以及研究热点可以看出，课程建设，课程开发等都是社区老年教育的重要环节，目前

随着我国老年群体的不断增加，需求也日益呈现多样化、个性化，而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时间较短，出

现了课程内容与形式单一，无法满足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需求的问题，大多数为集体教学，且主要以唱

歌跳舞为主，课程资源相对有限，无法真正照顾到老年人的兴趣，改善老年群体退休之后精神空虚等问

题。社区老年教育应该满足“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真正了解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对不同年龄阶段老年

人的特点进行充分研究，保障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发展程度的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发展权利，丰富学

校的课程建设，比如增加养生保健、时事政治等一些课程，同时在开展形式方面也应该加强对互动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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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娱乐形式的研究，避免知识性过强造成的课程枯燥。 
(3) 加强对教师授课方式研究，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社区老年教育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面临教师素质高低不一，缺乏优质教师的情况，而在社

区老年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作为教育者发挥着主导作用，应加强对教师授课方式的研究。具体来说，包

括以下几方面的研究：首先是教学内容、方式以及教学环节的研究，如何既做到根据老年人的相关需求，

又可以结合学习者自身的情况，做好社区老年教育过程中的设计者角色，其次是如何做好优质资源的汇

聚，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丰富资源，如何更好将这些优秀资源为老年人所用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最后，如何进一步加强教师和老年之间的关系，让教师成为老年真正的朋友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中，应加强对教师授课方式的研究，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切实保障教育教

学效果。 
(4) 加强对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机制的针对性研究 
社区老年教育作为广大老年人学习需求的基础性工程，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老年人全面发展的

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各地发展的经济水平，老年人口规模等差异，在未来的发展中进一步加强针

对性研究，同时应充分挖掘当地特色资源，避免千篇一律的发展机制。同时思考如何更好发挥市场和政

府的作用，做到统筹兼顾，调动国家、社会、家庭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加强管理，推

动和完善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机制。 
总之，本文通过对 259 篇有关社区老年教育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展现其近十年的发展状况，探明

该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新的研究热点。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研究样本筛选可能存

在偏差，全面性有待进一步完善。研究也表明，未来社区老年教育领域的研究之路仍然漫长而艰巨，未

来还需多加总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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