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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突出的高值。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尤为严重，随着疫情的不稳定和不确定，老年远程教育的发展在我国尤为迫切和必

要。本文研究了老年远程教育质量的现状及挑战，积极探索老年远程教育质量改革和发展路径，为新时

代老年教育发展提供可借鉴、可指导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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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
nomic level, the degree of aging in China has reached a prominent high value. In recent years, Chi-
na’s aging is particularly serious. With the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epidemic, the devel-
opment of network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necessa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atus quo and challenges of network education quality for the elderly, actively 
explore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network education quality for the elderly, and pro-
vides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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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年远程教育现状及挑战 

随着经济不断深化发展，老年教育是当今社会中的热点话题之一，老年教育的需求量也是在不断的

攀升中，这是新时代中国国情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积极的社会老龄化事业和搭建终身学习教育体系非

常重要的环节。从上个世纪国家大力发展以电大为代表的远程教育开始，互联网技术在教育的各个领域

发挥出了显著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老年远程教育不可或缺的技术力量。近年来，随着电大教育体系不

断深化改革，全国广播电视大学陆续更名为开放大学，我国老年教育正在逐步通过“开放大学”的融入，

借助“开放大学”远程教育系统建立和完善远程老年教育系统，老年教育系统实现了“远程教”的办学

新模式[1]。全国依托开放大学的远程办学体系和已搭建相当健全的办学网络，为深入开展远程老年教育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后盾。老年学员可以通过线上教学，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海量的知识体系和众多

的师资力量，在面对远程教育时，更能以方便、节省时间等优点赢得老年学员的喜爱。然而，远程老年

教育在发挥自身独具优点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老年学员面对互联网等新技术，使用起来的方

便性和可操作性较弱，互联网技术更新换代较快，老年学员群体对其更新换代变化的适应性还有待进一

步提高。可见，老年教育教学质量改革进程中，计算机远程网络技术能够恰当地优化老年教育体系。老

年远程教育在办学过程中有较好的互联网系统资源优势，然而在发展的道路上，依然存在一定的挑战。 
(一) 老年教育立法尚不完善，老年教育尚不具备专门相应法律法规。老年教育立法是至上而下的法

律规范，是老年教育法律总纲，其应该理清老年教育的体制机制建设、目标任务、原则措施等内容，具

体的操作性、确定性和适应性都有待进一步完善，老年教育的立法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已

经开始慢慢渗透到老年教育发展中的各个方面，阻碍了老年教育的发展和呈现的理想效果。 
(二) 老年学员的学习积极性需要进一步引导，学习能力需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也是信息化时代不断

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互联网等先进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方式不断促使老年学员适应新的学习媒介、学习观

念、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老年远程教育加强势在必行。然而，老年群体由于年岁高、适应新鲜事物的

能力退化，特别是技术更新较快的互联网。总的来说，通过互联网技术等展开的教学形式，老年学员普

遍接受能力较弱，且遇到困难时，老年学员群体可能弃网而不学的现象会层出不穷，这也突出的影响了

老年远程教育的发展和推广[2]。 
(三) 老年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和健全。我国老年教育事业大多依靠政府零散且不具有连续性

和常态化的非专项资金来支持老年教育机构，不具有长效机制的经费支持。 

2. 老年远程教育质量改革探索 

老年远程教育在新时代得到了各方重视和高度支持，我们在开展老年远程教育的同时，不断对其进

行深化和改革，使其能够更好地为老年群体提供实时、实事、实务的远程教育资源。我们在遵循这一研

究标的同时，不断探索老年远程教育质量改革，初步探索出能够量化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综合指数，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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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表示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mprehensive index of distance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r the elderly 
图 1. 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综合指数 

 
图 1 中，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综合指数 = 老年远程教育投入指数 × 老年远程教育参与指数 × 老年远

程教育成效指数[3]，各指数所对应的二级指数界定了指数对应的指标，如“个人投入指数”为二级指数，

其所对应的指标为“个人学习情况”。通过设计各个指标所对应的调查问卷，将数据收集后，利用上述

公式，可以计算出某个区域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综合指数情况，从而掌握区域内老年远程教育质量发展情

况，进而推进地区、国家老年远程教育事业发展。 

3. 老年远程教育质量发展路径 

(一) 进一步完善老年教育法律法规，创新老年教育体制机制 
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保护老年群体的合法利益，老年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接受老年教

育和享受老年教育带来的红利[4]。然而，我国有关老年教育的法律法规中，针对老年教育权益保障的规

范并不成体系，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规范保障老年教育成为主流教育；已有的相关老年教

育法律法规仅仅只是在法律上规范出来，缺乏实际的、具体的操作性；我国有一部法律为《老年人权益

保护法》，这部法律中，规范了老年人应该享有的众多相关权益，在受教育方面篇幅较少，教育的内容、

形式、组织都未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保障老年人的教育权利，

在国家层面，出台符合老年群体对学习、知识的迫切需求的专门法律总则；在各级政府和开放大学层面，

贴切老年学员实际，遵循老年教育相关规律，制定出相关法规、法则，创新体制机制，为老年教育发展

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条件。 
建立和完善老年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同时，创新发展老年教育发展体制和机制。整合多方社会资源，

建立城市顶层资源的统筹规划，将老年教育资源辐射至各市、区、县、社区和乡村等；不断吸纳各方教

育机构，统筹、合作、协调老年教育事业发展；建立和完善老年教育协作组织或机构，共同开发老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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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共享老年教育丰硕成果。在创新发展机制方面，积极吸纳和激励相关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老年教

育事业发展，由政府出资，采取多方合作方式，鼓励和资助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投身到老年教育事业中。 
(二) 创新老年教育发展模式，多方扩大老年教育供给量，尤其是远程老年教育供给量 
老年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国民体系教育，它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发展，老年群体对

于学习的渴望和需求逐渐显著而兴起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其特征表现为：老年教育不局限于有围墙

的校园内的学习，老年教育的类型更加丰富，老年教育的需求更加旺盛。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更加

重视老年教育，不断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投入，包括经费、师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增加专项经费，并将

经费划拨形成一种常态化、连续化、必须化发展[5]。各种社会力量也应该不断关注老年教育，加大老年

教育的各方投入和支持。目前，老年教育初步建立和形成了老年人自主教育、基层社区老年教育、学校

老年教育、远程老年教育、社会老年教育等五种形式的教育模式，这五种教育形式相互融合、互相渗透，

为老年学员朋友提供形式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方式，更能为实现老年学员各种个性化需求提供支持服务。

新时代的老年学员接受智能运用，更快实现了远程老年教育的普及和融合发展。充分利用开放大学的远

程教育教学体系，将远程老年教育辐射面遍及城市、社区和乡镇，为全面实现老年教育质量提升提供了

技术支持服务。 
(三) 加强老年教育远程课程体系建设，丰富老年教育精神内涵 
1) 重视老年教育特色课程和远程课程体系建设 
好的教育，一定在课程上富有相当特色和优势特征的，老年教育同样具有高度的特色专业需求和特

色课程需要。开发老年教育的特色专业和课程必须高度结合老年学员的身心发展规律和需求取向，其专

业和特色课程更应该富有多种类、多样化、易接受、易学习的特征[6]。老年教育远程课程体系建设是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当下的老年教育教师团队和老年学员同样具有相当的挑战性，教师不仅要将线下

特色课程合理的迁移到线上，以适应当下老年学员对于远程老年教育的需要，而且要不断地加强对远程

老年教育的实时教学情况得以追踪和反馈，有针对性地设计远程教育内容与选择教育形式，形成相对完

善的老年远程教育体系，实现远程老年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促进老年远程教育更加健康发展。 
2) 提升老年队伍师资力量建设 
教育发展高质量程度的根本是教师队伍的完善，不仅仅只是教师队伍数量，在教师队伍对学科知识

的理解和专业的精进方面显得尤为重要[7]。目前来看，老年教育的师资队伍也存在各种显著问题，专职

教师极其缺乏，聘请的兼职教师对于老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缺乏一定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多数老师局限

于讲授知识而已，讲授知识的随意性也非常明显，对于知识的把握和输出单方面的讲授现象凸显，老年

学员能否接受所教授的知识的问题考虑的少之又少，教学质量严重堪忧。老年教育机构用于授课教师的

专项经费奇缺，教师们的归属感难以得到满足，授课的积极性难以提高。为了实现更好发展老年教育，

首先，我们要整合人才优势资源，争取各方有利政策，提高教师报酬待遇，吸引更多的老年教育专业的

教师从事这项工作；其次，建立教师专家库，成立专职教师发展研究中心和培养一批骨干专业教师群体，

吸纳兼职教师群体，收编志愿者等相关社会力量和组织机构，共同建立远程老年教育师资力量群体。第

三，在开发老年教育的相关专业和学科的同时，不断引导和适应老年人的身心发展需求，积极精进教师

团队的综合业务能力。第四，不断探索老年远程教育教师团队激励机制的，深挖素质高、能力强、业务

精的专家型教师服务于远程老年教育，不断深化各类教师业务培训。 
(四) 夯实老年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老年教育良好的发展环境 
加强老年教育内部的基础性建设，包括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建设，如制度的完善、实践基地的成立、

组织机构的建设、老年群体和教师队伍搭建等。在不断搭建、构筑老年教育内部体系过程中，逐步地实

现终身教育体系和老龄事业体系的高度融合。老年教育是人的终身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学习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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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终身教育的最值得享受学习的阶段，也是国家老龄事业体系中的核心阶段。老年教育事业要更深更

远发展，不断创造老年教育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促使老龄事业体系长足、有效发展，不断促进老年教育

事业可持续、常态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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