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总第 8520 期! ./01234546!./789:;<=>?@'(
社区版

周刊

2024年7月24日~7月30日

本期 8(

第 F-831期

70 余门课增强居民归属感

谈及开设“助老课程”的初衷，天平街

道社区学校常务副校长林凤慧坦言， 天平

街道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 有的老人在退

休后因无法合理调整心态， 产生了心理困

扰，“我们希望通过打造‘知心’课程，帮助

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

早在 2022 年，学校以“古树名木保护”

为主题打造特色课程， 鼓励老年居民成为

“古树名木保护”志愿者，通过摄影、绘画等

形式， 讲述社区百余株古树名木背后的故

事，并编撰知识读本，提升他们对社区的归

属感。 时隔两年，林凤慧告诉记者：“我们从

未停止对课程的探索，如今依托徐汇社区教

育‘一街一品’项目，以‘古树名木保护’课

程为起点， 已推出多个精品体系， 涵盖 70

余门课程，惠及数千老人。 ”

采访期间， 林凤慧拿出一幅幅绘有社区

街景、历保建筑、园林景观的作品，她自豪地

说：“这些都是我们老年学员的作品。 ”其中一

幅宋庆龄故居庭院的绘画， 是年过八旬的居

民张寿华所作。 回想往事，张老记忆犹新：“我

在天平街道住了近 30 年，曾是中福会儿童艺

术剧院的舞台美术设计， 也在上海戏剧学院

兼任美术教师。 以前我一直没机会学习电脑，

2007年退休后，我发现社区学校有电脑课，就

重新当起了学生。 ”

张寿华的艺术从业经历也被迅速传开。

于是在学校邀请下，他从“学员”变为“教

员”， 开始担任国画班兼职教师， 一教就是

17 年。对于这份坚持，他笑着说：“社区学校

给了我双重收获。 一是成就感，这里的学生

大多是零基础的老人，大家亦师亦友，一起

通过美术陶冶情操。 二是对社区更有归属

感，绘画让我们对社区有了更深的认识。 ”

绘画班班长奚敏对此深有感触：“上班时

每天都匆匆而过，直到退休后我加入绘画班，

通过它提升了我发现美的能力， 才意识到生

活在这里是多么幸福， 退休后的生活可以这

么精彩。 ”除了绘画班，“人文行走·手机街拍”

“煮茶话天平”等课程也深受老人追捧。 林凤

慧笑着说：“很多学员称赞， 社区学校让他们

实现了人老心不老！ ”

“网红课程”实现居住舒适感

“知心”的同时，林凤慧也希望通过社区

教育切实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 她带领社区

学校老师参与“四百”大走访，走进老人家中

了解需求。 走访中，大家发现有的老人喜欢囤

物，导致居家生活环境脏乱，甚至严重影响了

生活起居。 于是，提升老年人居住舒适感，成

了学校的又一目标。

2023 年，学校将“收纳进社区，助力社区

治理”申报为“一街一品”品牌项目。 适老家庭

型收纳、 多胎家庭扩建和公共空间收纳内容

的实施，给更多居民带去一种生活理念、一种

生活态度。

开课的同时， 学校也鼓励授课老师和

学员成为志愿者， 帮助有需要的老人提升

居家养老环境。 然而正当大家热情满满准

备开展服务时，却接连吃了“闭门羹”。 其

中有位独居老人， 家里已几乎没有落脚

处， 就连床上也堆满 50 年来囤积的各种

物品，平时只能蜷缩在杂物堆里的一张躺

椅上睡觉。“第一次

来到老人家时，看到

这样的居住环境，我

们都流泪了。 ” 授课

老师说， 虽然大家都

表示愿意为她服务，

但老人的家人却断然

拒绝。“那一刻我们

意识到， 在教方法的

同时， 更要帮助老人

树立正确的生活观。

因为这不仅是一项技

能， 更是一种生活态

度。 ”

居民范静在退休

后成为收纳课学员， 并将成果运用到父母

家。“以前我父母家堆满东西，我妈还一直

叫我不要弄，就这样将就着住。”她回忆道，

自己根据课程所学，按照老年人易看见、易

拿取、易放回的标准，花了几天的时间对父

母家进行整理。 后来，母亲一进门就称赞：

“家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 ”

除了让自家老人拥有更舒适的居住环

境，收纳志愿者们也给困难老人打造了“美

丽小家”。 最让林凤慧难忘的，是为一位阿婆

提供帮助。 阿婆在丈夫离世后，一直和患有

小儿麻痹症的儿子一同“蜗居”。 本就不宽裕

的居住空间里， 堆满几十年不曾清理的杂

物。“我们理了整整 4 天，并根据母子俩的生

活习惯对家具位置重新摆放。 直到整理完窗

前杂物，看到一束阳光洒进屋子，久未晒到

太阳的母子俩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那一

刻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

“智慧助老”提升银龄幸福感

在提升学员居住环境的同时，林凤慧和

社区学校的老师们也在走访中发现，尽管老

年人大多能掌握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但面

对近年来社会上推陈出新的各类自助设备，

很多老人还是因处处碰壁而远离。 比如，去

年上海首批推出的“Hello 老友亭”，能提供

刷脸一键叫车和 3 分钟免费通话等服务，但

居住在附近的老年人却只把它当作一把公

共座椅。 意识到这一问题后， 林凤慧决定：

“政府提供了这么好的设备和便利的生活方

式，我们一定要广而告之。可以通过开展‘智

慧助老’课程，帮助老人掌握这些智能设备

的使用方法，相信能够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

和幸福感。 ”

“智慧助老”要“智慧”地教，社区学校通

过“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并

为 65 户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教学服

务。 每一位来到课堂的学员，都会收到两本

精心制作的小册子。“我们考虑到老人的记

忆力， 把 Hello 老友亭和社区医院智慧云检

测系统的使用方法分别做成手册，让老人们

可以随时查看。 ”在编撰的过程中，授课老师

还对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操作都作了详细标

注。“力求简化每一个步骤，确保内容简明易

懂，让老人能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懂。 ”

在参加“智慧助老”课程之前，学员朱樟

德每次出门都会受困：在医院，无法熟练使

用自助挂号机；在超市，自助结账机繁琐的

界面让他手忙脚乱；在公园，不知如何启动

智能导览设备让他时常感到挫败。 当朱樟德

听闻社区学校开设“智慧助老”课程时，他报

名成为首批学员。 朱樟德感慨：“上完课才发

现，原来智能设备的操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

复杂，我也能拥有智能生活！ ”他的脸上洋溢

着喜悦， 仿佛找到了一把打开时代大门的

“金钥匙”。

社区学校的热门课程《爷爷奶奶的摩

登时代———智能手机之休闲娱乐篇》 曾获

第十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特色微视频评课

程。 学员胡家涛阿婆在摄影和视频剪辑方

面展现出的才能同样令人欣喜。如今，她不

仅能轻松应对日常的智能设备操作， 还成

为社区志愿者和老年文艺团队的“核心人

物”。 每次活动或排练，大家都会请她来记

录精彩瞬间。

令林凤慧欣慰的是，通过“一街一品”为基

层治理持续赋能，社区教育正成为连接个人与

社会的桥梁。许多学员在完成课程后，从“自然

人”转变为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人”，传递所学

知识，积极回馈社区。 这不仅是个人成长的表

现，也是社区教育力量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显体

现。“希望通过社区教育，在服务更多居民终身

学习的同时，也能更好地赋能基层治理。”林凤

慧期盼着社区教育的“新学年”。

高质量9:教育绘就“夕阳无>好”

“不愿老去”的他们，!!!"""###$$$%%%&&&
人们往往害怕岁月流逝、年华不再，但在徐汇

区天平街道，一群“不愿老去”的老人淡化“老年”

标签，保持年轻心态。 他们说，走进社区学校课堂

回归“学生”身份，是“让夕阳变得无限好”的奥秘

所在。

近年来， 天平街道积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大力传播社会新风尚，始终为提升社区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品质助力赋能，为天平美丽家园建设

增光添彩。 社区学校继“古树名木保护”“收纳进

社区”等“一街一品”项目立项后，又于近日启动

了“智慧助老进社区”系列课程，通过“线上 + 线

下”的课程模式，用有质量、有温度的社区教育内

容为银龄居民托起“稳稳的幸福”。 （本版图片由

受访者提供）

◆记者 陈玥 房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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