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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飞速发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新时代，我国的老年人口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随之愈发

严重，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很多老人由于自身社会地位的降低、家人陪伴太少、长期缺乏与

人沟通等，心理健康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此，对老年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缓解他们的心理问

题，也能够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这对于老人自身进步、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有着很大的现

实价值。本文针对现阶段我国老年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制度体

系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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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edical standards,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nd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is be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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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nd more serious, which has caused a series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Many elderly people 
have grea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due to their reduced social status, too little family companion-
ship, and long-term lack of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Theref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for the elderly can not only alleviate thei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but also further improve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to the elderly’s own progress, 
family harmony, and social harmony. In view of some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this paper makes innovative thinking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methods, educational contents,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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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同样也

是老龄人口巨大的现代化，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

了 2.62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8.70%，而全国老龄办预测未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会持续加深，到 2050
年老年人口将达到 4.1 亿，老龄社会的现状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施舍积极老龄化战略来全面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1]。老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受年龄、身体素质、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经常

处于弱势地位。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与社会生活脱轨，逐渐边缘化，甚至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从而

产生不良的负面思想，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果不能及时地对这类群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将会产生

严重的社会影响，甚至会拖慢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2]。 

2. 现阶段开展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2.1. 有助于坚定老年人的理想信念 

部分老年人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就进入了养老阶段，而枯燥乏味的养老生活经常使老年人出

现理想信念缺失、迷失自我的情况。社会活动范围的缩小使他们逐渐失去了求知欲，并不能对飞速发展

的现代社会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并做出正确的判断，久而久之很多老人为了寻求自我安

慰和寻找精神寄托去信仰宗教。而有很多不法分子借机在这类老年群体中宣传邪教思想，误导理想信念

不够坚定的老年人，利用这些老年人成为他们破坏社会和谐发展的工具。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引导他们学习先进的思想，不仅能够增强他们对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而且能提高他们辨别

是非的能力，不被错误的观点或虚假的信息所误导[3]。 

2.2. 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水平 

由于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大部分老年人都未受过高等教育，这也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具

有良好的道德素质，部分老人在公共场合“倚老卖老”做出不文明举动的事情时有发生。前几年，“扶

不扶”的事件引起众议，由于部分老年人缺乏诚信意识，只顾自己的私欲，甚至诬陷帮助自己的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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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件导致很多年轻人再遇见需要帮助的老年人都会思考再三，而不是立马上前进行帮助。不少老年

人在养老的同时会帮工作子女照看孙子孙女，如果爷爷奶奶不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水平，孩子们耳濡目

染也会受到很大的不良影响。可见，对老年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4]。 

2.3. 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素质 

很多老年人在退休后会产生内心空虚感和失落感，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机能的持续下降也会让他们更

加焦虑、易怒、悲观，具体表现为越老越固执己见，心理承受能力降低等等。如果不加以重视，消极情

绪就会演变为心理疾病，这对老人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5]。通过对老年群体进行

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养老观、人生观、生死观，能让他们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

提高自身的心理健康素质，继续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 

3. 现阶段我国开展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问题 

3.1.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片面追求形式 

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关于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法律法规，缺乏有力的上层制度保障

和政府的决策支持。尽管现在各地方对老年教育发展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规划蓝图，但是这只是针对老

年教育这一大类，并没有细分到具体的老年思想政治教育，这导致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缺少具体的实施意

见和政策支持，这对于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地方

对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有些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他们的老年思想政治教育还处

于空白的状态，农村和城镇之间老年思想政之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落差。 
由于顶层设计的缺乏，各地在开展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没有统一的规划标准，也就导致各地的

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处于混乱的局面，没有组织性、系统性。老年教育问题涉及多个主管部门，例如，在

有的地区，同样的问题常常涉及到教育局、民政局、文化局、社区街道等多个部门，导致部分地区对老

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划分不清，归口不一，很多工作变得形式化的，效率低下。这样的多部门分管，容易

导致各个部门对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不高，活动开展过程复杂，沟通和管理不便。各个部

门常常只是将老年教育作为本部门的一份工作，工作上缺乏一定的连贯性，思想观念落后，各个部门的

职责不明确，很难形成合力。顶层设计的缺乏导致很多部门和群众不能意识到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性，思想认识不足的老年人就不会去主动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也就是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开展不足的

根本原因。 

3.2. 服务群体不明确，教育资源未充分利用 

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对象已经由原来的退休干部这一小群人向全社会的老年人群体拓展，老年

群体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目前，各地对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以各种培训平台的形

式为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娱乐性，缺乏系统性和规范化的培训。此外，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未

体现出明确的需求导向，社会对老年教育的关注不够，一些老年大学和老年社区尽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

源，却未将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资源浪费的情况时有发生，专门围绕老年群体所开发的学习资源只是

“纸上谈兵”[6]。 
老年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学素养等对教学质量的好坏起关键作用，对老年思想政治教

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老年教育教师综合素质水平良莠不齐，有的仅仅只

是照本宣科，完成任务。具体表现为：部分教师并未深刻认识到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浮于表面，仅仅对老年群体讲解思想政治的理论知识，常常使课堂枯燥无味，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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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为老年群体普及先进的新闻及国家政府发布的政策。长此以往，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不利于老年人

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甚至会增加部分老年学员的抵触心理，使得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上加难。 

3.3. 思想认识不到位，学习方式单一 

传统的思想教育工作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这样的教学方式比较单一枯燥，教学效果也并不是很好。

并且老人们由于年龄、社会阅历的影响，大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教教育。除此之外，老年思想政治教

育还缺乏明确的指向性。老年群体与青少年群体不管是在心理层面还是生理层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老

年人的学习动机与学习能力大多较为特殊，当前阶段的老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老年群体

的个体差异及其特殊性，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缺乏实效性[7]。 
进入新时代，我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面向老年教育的相关技术也被广泛运用于电脑和智能手机之

中。尽管智能手机和电脑已经走进了老年人的生活中，但并非每一个老年人都能够熟练地运用。因此，

在计算机、智能手机等高科技设备助力老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不能针对老年人的特征进行创新

和修改，就无法有效开展老年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4. 现阶段加强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路径探究 

4.1. 转变观念，创新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为了更好的开展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结合新形势，主动研究当

代老年群体的心理需要与价值导向，这是提高其针对性、实效性的重要方法。其次，要重点加强“信仰、

信念、信任、信心”四信教育，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心理需要，有针对性

的进行创新。例如，为空巢老人、丧偶老人提供人际交往学习及心理辅导课程；为留守老人提供自助养

老、互助养老、生活自理等方面的课程。另外，还要创新教育方法，改变老年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即实

现从简单说教到先进科技的引导，从批评警戒到感情熏陶，从普通号召到典型示范，从理论说教到寓教

于乐的过程，不仅要实现对老人精神上的鼓舞，更要致力于解决好老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开展老年

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地避免单调乏味的开展方式，这会让老年人对思想政治丧失学

习兴趣，从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在对老年人进行政治教育时，应将摒弃传统教学中不好的方面，

再将其与现代社会的高科技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可以利用多媒体将教学相

关的画面投射出来，从而帮助老年人减少大量的文字学习，从而让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兴趣，还能通过观

看新闻联播、法制教育栏目来了解最新的社会情况和掌握先进的思想政治知识。在老年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师生双方进行双向沟通，既是学生自身探寻真相的过程，又是教师不断获取信息，不断优化教

学实践的过程。这种双向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其核心是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态度，对教学中的重

点、难点和学生感兴趣的热门话题进行研究，参与讨论，进行辩论，让学生在自己的参与中，得到一种

积极的情绪体验，从而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从而增强他们的综合应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8]。 

4.2. 加强师资培训，形成较为专业的师资队伍 

在开展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老年人学习的积极性与教师和组织人员的专业程度直接相关。

现阶段，我国专门从事老年教育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由于薪资待遇不高，工作性质不稳定，这些教师

一般都是以兼职为主，在从事自己主业之余来帮助老年人学习，陪伴老年人。这就更加迫切地要求调动

全系统的资源，加强共享。一方面，老年大学应将已有的教师资源运用到老年思想政治教育中，解决教

学场所和教学质量的困难。另一方面，老年大学也应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的优势，在政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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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种形式的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培训，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老年思想政治教育

训练系统。在思想观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等方面，加强对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

理论素质的提高。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尽早建立起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交流互动的平台，使所

有人都能在此交流和讨论自己的经验，为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帮助[9]。 

4.3.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合理的经费保障体系 

法律法规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依据，也是调节社会矛盾的根本。为了保障老年教育活动的开展，应当

为老年教育提供必要的政治和法律上的支持。在法律层面上，一方面，我国的养老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

的制度安排，搭建好老年教育系统能够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立法手段，鼓励和扶持

各种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参与老年教育，使各类高校同老年大学的衔接更加紧密，使老年教育更加社

会化、市场化。从发达国家老年教育的发展模式来看，老年教育的发展依赖于政府支持与推进。在政府

层面上，需要牵头组建“老年教育工作委员会”，统筹各类高校、社区和街道的资源。鉴于老年人在退

休前的职业、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和退休收入等方面存在差异，由他们自己来负担教育和训练的成本是

非常不实际的。因此，构建由各级政府、养老机构和学生本人共同承担费用，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的体

制，是促进老年思想政治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应鼓励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社会组织和个人对老年教育的投入，并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支持[10]。为了保证老年群体的思想

政治教育能够按时、有效地进行，要根据当地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有关的政策和法规，建立起以

省、市财政为主的老年社区教育资金投入保障体系，并按照一定的人均标准，提供专门用于该地区发展

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费。 

4.4. 综合多方面社会力量，有效利用社区平台 

当前，我国的老年教育主要以开设老年大学为主要渠道，教学方式比较单一，再加上学校的办学条

件所所限制，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往往仅能顾及共性而不能针对老年人的特殊情况，满足他们各自的教育

需求。为此，应积极组织和鼓励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个人到老年大学、社会福利院、乡镇敬老院、

养老服务中心等提供帮助。各个社区可以根据社区自身的实际情况，有效利用当地的教育资源，开展适

合老年人的人性化的教育活动。例如，社区为老年人举办各种专题讲座、知识讲座和法制教育课程；老

年协会，如老年体育协会，夕阳红艺术团，老年书画协会等，定期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宣传老年保健、

老年医学、老年营养、老年体育等。帮助老人增长见识，陶冶性情，提升文化修养，养成科学的老年道

德观、幸福观、奉献观、是非观和知行观。 

5. 结语 

重视并加强老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让老年群体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其影响力

小到每个家庭的幸福生活，大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老龄社会背景下，深入开展老年群体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迫在眉睫，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我们也应有新作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完善，共同致力于

我国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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