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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国家，老龄化人口的比重在逐步增加

政策辩论的焦点是如何解决老年人的广泛需求

教育领域的辩论，以新兴的方法和场所来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要

受到社会的积极回应。我们还强调终身学习可以在各社区和社会

用。 

 

  

 

 

  

 

支持

支持支持

支持老年

老年老年

老年教育

教育教育

教育政策的新

政策的新政策的新

政策的新意愿

意愿意愿

意愿

如何定义或判定一个人是否为

否进入老年的决定要素（Phillipson, 1998

人的多样性。诸如“批判教育老年学

                                                            
1
该节许多内容均改编自 Findsen & Mark

以及研究基础深表感谢。 

1 

老年人逐渐形成的教育需求老年人逐渐形成的教育需求老年人逐渐形成的教育需求老年人逐渐形成的教育需求    

学习型城市项目协调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

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 访问助理教授）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教授） 

老龄化人口的比重在逐步增加， 这一现象影响着未来国家政策的落实方向

政策辩论的焦点是如何解决老年人的广泛需求， 包括经济安全、健康、工作和休闲

以新兴的方法和场所来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要。这样他们能

我们还强调终身学习可以在各社区和社会在政策的实施推广

意愿

意愿意愿

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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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老年人未有明确定论。按生物学上的界定，

Phillipson, 1998）。此外，以生理衰退为表征的老龄化

教育老年学”等领域力求更全面、细致的理解老龄化及其可能性

                     

Findsen & Mark（2016）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他们为本政策简报

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荣誉高

现象影响着未来国家政策的落实方向。

工作和休闲。我们强调在

他们能通过制定出政策感

实施推广中发挥重要作

，年龄并不是确定是

的老龄化模式无法记录老年

理解老龄化及其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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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sen，2005；Laslett 1991；Phillipson 2000 Tornstam， 2011）。 

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老龄化也有不同的体验。基于各自规范的文化和国家法律定义领取退休

金并进入退休状态。有些人十分赞同纳什利特（1991）的第三年龄观，即老年人对工作和育儿的

责任减少，闲暇时间增加。在这种大环境下，原先只想维持现有生活状态的老年人不再满足于现

状，他们积极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追求终身的发展和丰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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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社会中，终身学习的观念已经取代了成人教育（详见 Findsen & Formosa，2011；

Findsen & Mark，2016；Mark，2013；Ogden，2010）。通过政府政策，一些国家已经声称终身学

习是一种权利。这被认为是一种实用的政治辞令，通常没有终身学习的资助（更多内容详见 Bowl，

2014；Findsen & Mark，2016；Schuller & Watson，2009）。然而，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许多政府机

构在其政策工作中没有充分理解或承认终身学习（相关实例请见 Openjuru，2011 citing East 

Africa）。 

在国际上，有四个关于终身学习的政策普及、以及地理和文化的变化关键议题。此外，在涉

及推进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这四个议题之间也相互影响和碰撞（详见 Findsen & Mark，2016），具

体来说： 

1.

1.1.

1.经济

经济经济

经济提升

提升提升

提升。

。。

。终身学习目标旨在加强个人、社区以及社会的经济职能。终身学习这一政策提

升了城市、地区与国家在全球化市场中的竞争力（Davey & Cornwall， 2003； Rothwell et al.，

2008）。政府为提升个人职业技术水平提供资源，以此，人们可以发掘潜力，保障个人经济水平。

另外，在新的全球化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企业发展与革新被重视起来（Findsen & Mark，2016）；

然而，老员工所累积的许多经验知识似乎并未引起年轻一代员工的兴趣与注意。老员工常常只是

象征性地被提及他们对企业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因为他们早已被边缘化或已排除在正式员工之

外（更多详见 Longworth，2006）。此外，各国政府都不得不考虑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而导致的养

老金费用增长的问题。另外，这些养老金是否发放充足也是个问题（更多详见 Croissant，2004；

Rofman，Fajnzylber & Herrera，2010）。在英国，《马尔默特报告》（Marmot Report）（详见 Marmot 

et al.，2010）揭露了尽管为减少养老金不足开展了 20 年的运动，但仍有许多老年人难以脱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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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个人发展

个人发展个人发展

个人发展。

。。

。个人发展与通识（成人）教育紧密相关，通常来说，由于个人发展具有个性化

的本质，其对于政府政策来说并不作为一项特权。并且，为了求知而学习知识成为了对于个体来

说十分重要的精神气质（Findsen & Mark，2016）。帮助个体发展的责任被传递给了独立的教育供

应商或者其联盟，使他们提供价格合理且适应现今潮流的课程。这些供应商通常与当地的学院和

大学有关联，但他们并不一定要与大学合作，比如美国的奥舍终身教育学院（Osher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es），或是一些参与年龄友好型大学的合作机构（Pstross et al.，2017；Talmage et 

al.，2016）。这些供应商的目的在于帮助满足那些老年人的需求以达成个人发展的目标，（例如教

会他们怎样使用电子设备），从而赋予他们以知识与经验，这些无疑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转

变（Talmage et al.，2015；Tornstam，2011；Pstross et al.，2017）。这些供应商还应与机构进行

合作，如政府、捐赠者以及基金会，从而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多样化的目标选择（Kawachi，2010；

Longworth，2006）。 

3.

3.3.

3.积极

积极积极

积极公民

公民公民

公民。

。。

。民主制度以及一些民主政策多依靠于见多识广并且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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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民主政策依赖于自我表达以及具有挑战性的精英分子的运动（Findsen & Mark，2016；

Welzel，Inglehart，& Deutsch，2005）。因此，批判性思维对于动员选民以及积极分子十分重要，

而且交流沟通的能力对于有效的表达观点十分必要。此外，社区参与度以及民主的加入并不仅限

于民主选举，也包括在当地社区，城市以及地区的参与服务的情况。对于老年人来说，学习成为

了一种获取知识以及技能的工具，以帮助他们成为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与志愿者（更多详见 Jackson，

2012；Pstross，Talmage，Peterson，& Knopf，2017）。 

4.

4.4.

4.社会包容

社会包容社会包容

社会包容/

//

/排斥

排斥排斥

排斥。

。。

。政府性的政策可以针对性地提高社会公平，公正对待市民终身学习的机会。

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组织，虽然进入和参与终身学习领域但在完成目标时存在有缺陷（Findsen & 

Mark， 2016）。少数族裔和移民，女性和性别中的少数派，残疾人和囚犯都可以加入这样的组织

（Findsen & Mark，2016；Jackson，2012； Patzelt，Williams，& Shepherd，2014；Zoukis，2014）。

例如，在美国的许多学院和大学为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成人提供学分，提供并授予参与学习的监

狱犯人学位证书（Patzelt， Williams，& Shepherd， 2014；Zoukis，2014）。 

 

政策与实践的影响

政策与实践的影响政策与实践的影响

政策与实践的影响 

  

 

随着退休不再是强制性，及许多国家人均寿命的延长，将会有更多地老年人参与到带薪工作

中。为了使这些老年人的时间与天分得以充分利用，各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一“新趋势”（Findsen 

& Mark，2016）。因此，应对各个年龄层的工作者加以鼓励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专业的发展与培

训（Lindberg & Marshallsay， 2007）。 

终身学习对健康有好处众所周知，尤其可以帮助老年人认识到健康这一问题（如 Sloane-Seale 

& Kops，2013）。对老龄化的政策表述很常见，并通常能在提高健康水平方面，有力支持像“积极

老龄化”、“高效老龄化”、“成功老龄化”这样的专业表述（Findsen & Mark，2016；Gonzales，

Matz-Costa，& Morrow-Howell，2015；Sloane-Seale & Kops，2013）。为减少老年人对国家福利项

目和服务的依赖，在政策制定上应注重传扬老年人的适应力与自主权（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1999； Findsen & Mark，2016）。此外，相关政策也应鼓励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的民主建设中

（Findsen & Mark，2016）。 

 

高龄成人

高龄成人高龄成人

高龄成人学习

学习学习

学习如何推进

如何推进如何推进

如何推进 

  

 

现如今，非正式学习和不正式的教育（如信息与通用技术）是老年人在终身学习中诠释角色

变换的常见学习形式。虽然正式教育有一定的优势，但混合学习及代代相传的学习模式也存在巨

大潜力。虽然现如今这些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势头猛烈，但这样的观念仍需得到进一步探索

（Findsen & Mark，2016）。 

如今社会对老年人的表述已从单纯的看护人角色过渡到了高效参与中。例如，老年人有更多

的机会，可以通过志愿活动、企业家活动、艺术家活动及民主参与的形式高效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如果这样的高效性能分别使个人、社会及经济受益，那对老年人学习机会及相关学习项目的支持

很有必要（详见 Allen，2008；Findsen & Mark，2016；Pstross，Talmage，Peterson，& Knopf，

2017；Schuller & Wats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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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多样性

扩大多样性扩大多样性

扩大多样性 

  

 

通常在老年人的终身学习项目中，民主多样性的程度很低，尤其是在美国。虽然在这些学习

项目中女性参与者通常占了大多数，但在美国由学院及大学提供的项目往往更青睐受过良好教育、

拥有一定财富的白人学生（Hansen，Brady，& Thaxton， 2016）。再例如中国台湾，社会经济地位

处于中低等的女性往往更能参与到终身学习中（Chang，Wu，& Lin，2012）。也有许多其他使终身

学习参与度有失公允的例子。因而政策发展应有必要避开现有的主要人口，朝着促进终身学习得

以均衡分配的方向制定（Pstross et al.，2017）。 

 

  

 

城市与地区的作用

城市与地区的作用城市与地区的作用

城市与地区的作用 

  

 

2012 年，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就城市与地区在促进老龄化社会终身

学习方面扮演的角色作用，并发布政策建议。政策建议强调相关社会机构应朝着支持形成一个参

与度高的且公平合理的老龄化社会方向转变。这一指示突出了寻求发展的政策与实践的六个关键

方面，包括： 

• 对社区大学和职业培训中心在培训老年人改变员工技能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 对支持终身学习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进行社区及培训中心任务的再分配； 

• 为终身学习、员工发展及社区建设重建图书馆； 

• 为终身学习设立相关健康设施； 

• 根据《年龄友好型社区相关倡议》，在老年人中建立合作网络关系； 

• 开展在线教育促进终身学习及提升社会质量。 

 

以

以以

以地域

地域地域

地域为基础的老年教育综合发展

为基础的老年教育综合发展为基础的老年教育综合发展

为基础的老年教育综合发展 

  

 

通过上述六个关键方面发生的改变，能够有效增加老年对社会的包容度、个人的满足感和身

体的健康，从而使其能够在这技术泛滥的全球市场中找到更合适的角色。 

同步性在如今已经被证实为跨地域、跨制度、跨年代的学习性社团组织活动的基础。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也证实，无论是在小的邻里之间、镇甚至城市以及更广的区域范围这样

高度复杂的系统中，所有的因素将会催化每个人的基本技能和个人学习的机会。 

这种结构性的改变将在政策上和策略上使老年人有利于获得额外的投资资源。正如麦克阿瑟

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表明（2012: 1）：“尽管教育很重要，但它太短暂并在年级小的时

候就被灌输了太多。”为此，应该鼓动老年人对终身学习的方案进行更多的投资。在美国，如今，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千禧一代和 X 一代的投票者相比，老年人参与投票的比率呈下降趋势

（DeSilver，2017；Fry，2017）。因此需要制定一项同时包含老年人和年轻人参与民主事项的制度，

并且隔代的互相学习将是必不可少的（Pstross et al.，2017）。 

在老年人的生活中，终身学习不是短暂性。这是一个周期性和经验积累的过程，并且从年轻

的时候就开始了，但这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众所周知，全球的教育体系都相对发达（Bengtsson， 

2009）。因此，通过政策、研究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改善终身学习，特别是在后天的学习上，仍然

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应该努力推动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将上述意见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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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测站可以帮助推广和验证创新解决方案。 

我们学习型城市网络联盟中的专家能够： 

•为校长级别的大学领导人、包括市长在内的城市领导人、以及行政官员、国家和区域内政府

的政策决策者进行宣传。 

•通过制作一份独立报告和一个活跃的网站，吸引慈善部门参与并发展其主要理念。 

•通知并聘请当地的商界领袖，他们可以帮助确定教育和技能需求，并提升年轻人的创业精神。 

•确定基金会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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