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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目前上海户籍 60岁以上老年
人已达 500多万。相比较，沪上普通
高中生总人数不到 20万。也就是
说，即便有 5%的老人想上学，老年
教育报名人数也远超高中生总数。
而且，现在上海各类老年大学的起
始招生年龄一般都下延至 50岁。如
果再不“限学制”“限课程”，老年大
学肯定会“吃不消”。这也是当前亟
待解决的另一个难题。

王厚勤说：“老年人想学到老，
这是好事，但也要量力而为。我倒
觉得，老年大学线下学习的报名条
件，不妨对年龄上限做适当的规定，
比如定在 70岁或 75岁。从某种意
义上说‘身体也是学习的本钱’，报
名上学的老人，身体必需要好，否则
也会产生安全隐患。虽然学校为我
们免费购买了保险，但病怏怏或走
路不方便，上学也会变成负担。”

王正勇说，目前松江区老年大
学已对招生对象作了较严格的限
定，女性必须年满 50周岁，男性必
须年满 60周岁，而且必须是退休人
员，另外还必须是 75周岁以下且身
体健康人员。对于 75岁以上仍有学
习需求的老人，引导他们到就近的
街镇老年大学社区分校和学习点参
加学习。
事实上，对于那些腿脚不便，或

有各种急慢性疾病的老人，有时正
常的上下学、听课和参加班集体活
动，都会存在诸多困难。为了便于行
动不便的老人也能同享学习的快
乐，市教委表示，上海正在发展远程
老年教育，推动线上线下教学融合。
上海老年大学开播了“乐学大讲
堂”，邀请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
开设了“抗疫专题”“时事政治”“健
康养生”等老年群体喜爱的专题系
列，至今已拍摄了 69讲，所有的内
容均通过网络及电视播出，为全市、
全国甚至全球的老年朋友提供公益
性的优质教育资源。据统计，“乐学
大讲堂”收看人群遍及全国，还辐射
至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的华人群
体，收看人次已超过百万。

要破解“老儿郎”上学难，还应
充分挖掘现有普通学校、职业学校、
成人学校等各类学校和文化馆、体育
场、活动中心等单位潜在的教育资
源，采取联合办班、委托办班、设立分
校等多种教育形式，开展适合老年人
特点的多样化教育。众人拾柴火焰
高。只要凝聚更多社会资源和各方
力量，就一定能让越来越多的
“老儿郎”快乐地背起书
包上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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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成了精神家园
“学校好、老师好、课程好、同学好。”王厚

勤一连用了四个“好”来形容在松江区老年大
学的求学经历，许多老年人把老年大学当成
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礼拜见不到老师和
同学，心里就会觉得空落落的。他说：“退休至
今，我学过古代经典阅读、写作与欣赏、中西
式点心制作等。以前我是不进厨房的，自从学
了西式点心后，我做的蛋糕和面包，小外孙女
可爱吃了。但我做的花卷就一般了，可能还学
得不到位，真想再报名学一次中式点心制作。
但我也知道，大家都占着学位，这个班就永远
没法招新生。”有一年，王厚勤报名进了“红楼
梦阅读班”，学额是 35人，没想到开学第一堂
课，班级里一下子来了 70多个老人，第二次
上课时又变成了 80多个人，教室里根本挤不
下，正常报了名的人也无法安心听课，学校只
得将没报上名的老人请到楼上的大教室，通
过视频转播的方式听课。

63岁的徐伟，拥有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学
历，退休后进了松江区老年大学。“我在 2016
年进了声乐基础班，两年毕业后升入提高班，
原本去年要毕业的，但因为疫情的原因拖到
今年底才毕业。我家住在白洋苑小区，15分
钟就能走到学校，每次去学习，大家都开心得
不得了。现在限报两门课，我还报了一门钢琴
团队课，等明年春季班招生时，我再去另选一
个喜欢的课。”徐阿姨说，她所在的钢琴团队
班，有点像是专门为不想“毕业”的老人量身
定制的，这个班的学员都是从钢琴基础班开
始，再到提高班，结业后大家又都不想离开这
么好的一个集体，学校就动员他们成立学习
团队，以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方式开展教学
活动，学校提供学习场地。大家每周到校聚一
次，回回琴或排练些小节目，也可以称是“钢
琴老人”的小圈子吧。

圆满解决“只进不出”
“原有的钢琴、古筝、书法等课程，学制一

般是五到六年。这么长的年限，很难保证老年
学员能够坚持学完全部课程。因此，在综合考
量各方面的因素后，我们对有些课程的学制
做了重新设置。比如，钢琴、古筝课程，设置了
基础班、提高班和即兴创作班；书法课程是以
楷书为基础班，以草书和行书为提高班，再设
了一个创作班，学制都定为两年。这样，这些
课程的学额一下子就变丰富了，可供更多的
老人自选相应的课程。”松江区老年大学常务
副校长王正勇介绍，该校的探索是从“限学
制”开始的，再从“限课程”入手，提高老年学
员的报名几率。他说：“为了保证新生的就学
机会和入学率，就需要彻底打破‘只进不出’
现象。我们规定每位学员限报两门课程，还采
用了网络报名方式，学员可以报几门课、应该
报什么级别的班级，都由系统自动设定。另
外，每学期的招生信息、开设课程、学额数等
详细信息都会发在网上，让老年教育也更加
公平、透明。”
松江区老年大学校长周明说，让老年学

员欢欢喜喜地“毕业”，这样的热闹场景深受
老人们的欢迎。每学期末，学校都会对结业班
学员颁发结业证书，组织结业班举行丰富多
彩的结业展示活动，让老人们感觉自己学有
所成，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学习成果，是到了
应该“毕业”的时候了，家人和亲朋好友也能
一同分享他们“毕业”的喜悦。近三年，学校的
结业率达到 100%，学员不肯“毕业”的现象
得到了解决，进一步盘活了学校的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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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上周，在静安
区闻喜路 716号，阿
姨爷叔们又多了一
个属于他们的学习
家园——静安乐龄
老年大学日前揭牌。
钢琴教室、多功

能教室、茶艺教室、
书法教室……走进
乐龄老年大学，映入
眼帘的是 7 间功能
齐全的崭新校舍。多
功能教室配备抽拉
式合唱台、舞蹈镜、
培训椅，满足音乐艺
术学习需求；钢琴教
室配备电钢琴、无线
话筒等，还原传统键
盘乐器教学的真实
场景；书法教室还有
交互式临摹台、书法
字帖排版系统等，科
技赋能书法教学。针
对老年人注重技艺
学习、追求艺术修养
等学习特点，学校开
发了声乐、钢琴、素
描等课程；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
个人涵养，学校开发了文学赏析、书
法、茶艺等课程。2022年春季学期，这
里将开设 20个班级，可供 480人报名
学习。
在这儿，智慧教室已经“就绪”。教

室的智慧系统分为生活、健康、学习三
大模块，可利用 VR设备、“健康云”交
互一体机等，模拟线上购物、出行、就
医等服务；能通过高清直播与高保真
无线拾音设备、纳米黑板等实现教学
直播、录播与协作式学习，为教学团队
研讨、交流、演示等场景提供支持。
据悉，上海市老年教育改革和发

展“十四五”规划提出了老年大学“倍
增计划”，静安乐龄老年大学是“倍增
计划”中全市范围内率先落成的老年
大学，也将打造成一所集多种学习场
景、学习方式于一体的新型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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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松江区广富林街道山水景苑的
王厚勤，今年 67 岁，是松江区老年大学
的学员。每周三和周四上午骑电动车去上
学，算准 28分钟路程，就可以坐进教室
里学习书法了。他说：“我学过很多课了，
但现在每人限报两门课，而且，学了两年
就要结业，不能再报同一个班了。这样也
挺好的，可以把宝贵的教育资源分享给
更多的老年人。”
时值岁末，上海市、区两级社区教育

单位探索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已经取得积
极进展，有效破解了老年教育中长期存在
的“一位难求”“课程资源总是僧多粥少”
以及“老年人永远不想毕业”等难题。

� � � �仇先生今年快 70岁了，退休后
一直想学点知识、技能。无奈此前报
了多次老年大学，均被告之学位已
满。如今，申城市、区两级老年大学根
据自身办学条件，出台了学员限报课
程的具体规定。老仇终于如愿，获得
了上海老年大学两门英语、一门声乐
共三门课程的学习机会。他说，一来，
老年大学改变了上学模式，原本“只
上学不毕业”的情况变了，老人们得
以更公平地报名、选课；二来，上海老
年大学构建了老年教育学习新模式，
不仅在课堂，在电视、在网络同样都

能获得优质的教学资源。
以前坊间戏说“上老年大学比

高考还要难”的现象正在悄然变化。
上海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
市，户籍 60岁以上老年人已占户籍
总人口的 35.2%。在经济发达、收入
较高的上海，老年人早已不再满足
于“老有所养”，而是追求“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老年教育成为大多
数老人的新需求。在此背景下，各类
老年大学“一位难求”的难题最为突
出。每年 12345热线都会接到众多
老年人的反映，称自己“上学难”。

老年人求学的数量越来越多，
课堂资源和教学资源有限，为解决
这个矛盾，上海正采取社会多元主
体举办老年大学的尝试。目前，除了
上海老年大学和各区级老年大学，
还有一批社会多元主体举办的老年
大学，包括中银网上老年大学、上海
市群艺馆老年大学、小白鸽舞蹈老
年大学、花样老年大学、星光摄影老
年大学和上海市军休老年大学等。

市教委表示，未来将努力打造
各类老年大学，使它们成为老年人
心中的“求知学园、温馨家园、健康
乐园、美丽校园”，让上海的老年人
内心充满着幸福感。

本报记者 王蔚 张炯强

� �适当限定报名条件

� �打造各类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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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课上，老师在
给老年学员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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