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把课堂搬进老人的生活区， 老人真正做到活到

老学到老 本版摄影 何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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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升住养老人的生活品质

和学习质量，本市正积极探索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专业社

会机构加强养老机构的运行管理。

一批专业机构的引进，对养老机构

开展养教结合工作发挥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使住养老人的教学活动

更加规范有序。

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为养

教结合学习点建立了完善的管理
制度。 他们按照年度、季度和月度

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并由社区学
校为教学、日常管理、活动组织等

提供支持和协助。该中心以需求导
向配置软硬件资源，完善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养教结合学习点载体建
设，街道为中心专门配置了养教结

合多功能室， 投入 30多万元配备
了投影仪、笔记本电脑、教学白板、

音响、多媒体视听设备等，并结合

老年人的身心特点， 购买了一批
“适老性”的课桌和座椅，确保老

年人在学习过程中安全、舒适。 为
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多样需求，该

中心还将服务的老年人群体划分
为长者照护类、 日间照料类和居

家养老等三类， 根据老年人的不

同需求，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服
务。针对住宿在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长者之家的长者照护类老年人，中
心提供的则是“以养为主、以教为

辅”的服务。

松江区石湖荡镇敬老院在社

区老年学校“健康荡里行”教育项
目的支持下，中医养生类课程被送

进敬老院。谷阳医院的特聘养生专
家围绕“四季养生”主题，为敬老院
里的住养老人提供养生教育培训

活动，而且还签订协议，预留一位
专家医生的电话，方便老年人的咨

询。 一年来，养生课堂深受老年人
喜爱，且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老人的

生活质量。 当老年人发生伤病时，

还可以咨询医生或者让医生课上

问诊。

首席记者 王蔚

上海首创把学习点建到养老机构和日间照护点———

养教结合 老人天天盼上课

在申城的养老院、日间照护点，竟然
还活跃着一支送教上门的教师队伍。他
们把课堂搬进老人的生活区，让老人真
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来自市教委的最
新消息，截至目前，上海共建有 471 个养
教结合学习点，其中的 187 个已建成标
准化学习点。

上海首创的养老与教育相结合模
式，提升了住养老人的生活品质，为无法
走进课堂或社区活动点的老人们提供了
教育服务，既丰富了住养老人的精神生
活，也提升了高龄老人的生活品质和生
命价值。上海在发展积极养老、文化养老
和快乐养老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引进专业机构
服务老年教育

    预约上午 10点钟的采访，老人 9点多

就等着了。而且还准备了答问提纲，写了满
满一张纸。胡俊求，1923年生人，扬州中学

毕业后考入上海的大夏大学。她记得很清
楚：“我最先读的是商学院的银行专业，我

们那个院长是个外国人，讲一口英语，我英
语比较差，和家人商量后就换到了法学院

的经济学系。”

胡老太太 96岁，生活在徐汇区斜土街
道敬老院里，退休前是原卢湾区副食品公

司业余学校的教员。“那时，淮海路上许多
商店的经理都是我的学生，我教三角、几

何、代数，他们当干部的要补初中文凭。”
她说。

老人摊开一叠奖状，2015年至 2018年
连续四年获得“好学员”光荣称号，2015年

还被评为院里的文明老人。她说的“好学
员”，是指本市正在一些养老机构、日间照护

点推行的养教结合学习点评选出的学习达
人。胡老太可不简单呢，她还是个写诗能手。

“我不搓麻将，倒不是肉痛输钱，而是不能坐
得时间太长。钱对我来说已经没啥作用了。”

她说，“你看，这张课程表一直放在我的枕头
边上，这就是我每天的盼头。上午 9点半到

10点半一节课，下午 3点到 4点一节课。周

一上午是沪剧，下午是时政；周二上午是电

视远程教育，下午是健康与卫生；周三上午
是手工，下午是心灵鸡汤；周四上午是医疗

咨询，下午是茶道；周五上午是唱歌。双休日
没课。我不太喜欢沪剧，就这堂课我参加得

少，其他课我都是全勤的。”
“前几年她一直是班长，去年才退。”斜

土街道敬老院办公室主任何惠康说，“我们

院里的养教结合项目已经被评为标准化学
习点。本着养中有教、以教助养、寓教于乐、

乐学颐养的办学宗旨，目前我院有住养老
人 69人，生活不能自理老人 31人，自理、

半自理老人 38人，参与学习活动的老人达
到 33人，占自理、半自理老人的 86.8%，其

中，最高年龄的老人为 96岁，最小年龄是
一位 57岁的残疾人，平均年龄 85.9岁。为

了满足住养老人学习的要求，我们积极与
斜土街道社区学校沟通，社区学校领导对

我院养教结合工作也非常重视，认真选派
了 5位热心老年教育且有爱心、有教学经

验、有责任心的老师来院里上课，其中有在
职的也有退休的专业教师。同时，根据开设

的课程，我们院里自己也配备了 6位工作
人员分别担任茶道课、心灵鸡汤等课的教

学和辅导工作。”

    有专用教室，还要有多媒体视听教室；

要安排相对固定的课程，还要有一支专兼
职的师资队伍；老年人的听课出勤率要达

标，还要认真做好听课反馈。何惠康介绍，
这就是标准化养教结合学习点的基本要

求。“不过，许多老年人也有‘苦恼’，就是放
寒暑假是要停课的，天太冷、天太热，都不

能让高龄老人频繁有活动。这时，老人们就

会觉得特别没劲，特别想念上课，想念老
师。”何惠康说，徐汇区教育局和民政局对

养教结合工作非常重视，敬老院里对评选
出的“好学员”都会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

还会举行汇报演出等，展示老年学员的学
习成果呢。

常有高龄老人说自己是“三等公民”，
自嘲每天是“等吃、等睡、等死”。自从有了

养教结合学习点后，许多老人开心地说，现
在也是“三等”，只不过是每天等老师来、等

上课时间到、等同学一起交流。
据上海市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李学红介绍，本市将普遍开展养
教结合工作，在全市养老机构中新增 100

个养教结合学习点、100个标准化学习点，

探索开展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养教

结合工作，把养教结合工作向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延伸。随着养教结合工作的

深入推进，各申报养教结合学习点的养老
机构，在为住养、日托等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服务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老年人精神文
化建设，努力挖潜开发自身教育资源，让老

年人“老有所学、学有所乐”。

为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养教结合工
作，宝山区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各街

镇老年学校对学习点进行师资配送、课
程配送和管理指导。长宁区建立了由社

区老年学校或周边优质教育机构资源输
入养老机构的工作机制，专为住养老人

提供有针对性的订单式教育服务，比如，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养教结合学习点，
将老年教育对象分为长者照护类、日间

照料类和居家养老类，针对不同对象的
需求展开针对性的教育服务。金山区漕

泾镇敬老院学习点根据住养老人年龄
大、文化低的特点，从服务能力、学习资

源、教学活动、实践成效等四个方面，把
养与教有机地结合起来。

    市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社

说，本市已出台养老机构养教结合标准化学习
点建设的指导标准，其中的一级指标有服务能

力、学习资源、教学活动、实践成效等四项，二级
指标包括了服务保障、经费保障、制度保障、院

舍条件、教学设施、师资队伍、课程设置、教学形
式、教学规范、成果展示、特色明显、满意度等各

项指标。例如，对于课程设置，指导标准要求有

符合养老对象需求的学习科目不少于 3门，每
周学习一次，学员相对稳定。对于教学规范，要

求有教材或资料、有班级日志，包括学员名册、
教学计划、学习记录和小结等。对于满意度，则

提出机构住养老人参与学习比例占自理、半自
理人数的 50%以上，学员对机构养教结合的满

意度达 80%以上。
记者在采访时也发现，本市在大力推行养

教结合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困难需要各方协力解
决。比如，目前民政部门对养老机构的考核中无

“教育”（或教育延伸类项目）的指标要求，这就
使得一部分养老机构对开展养教结合的积极性

不太高。

民政是阵地，教育是内容。在养老院、日间
照护中心等属于民政部门行政管辖范围内开

展养教结合工作送教上门，这就需要进一步探
索和完善教育与民政的合作体制与运行机制，

建立起养教结合的经费保障机制和发展性评价
机制。

此外，推进养教结合亟需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完善养教结合资源配送方式。如何扩大老年
教育师资队伍、如何让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得以

更大范围的共享，都是当今养教结合需要破除
的瓶颈问题。张社提出，有必要建立起教育与民

政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必要加强专职、兼职、志
愿者师资培训，明确管理规范；有必要结合高龄

住养老人特点，开发更多“适老”课程，完善老年
教育课程资源体系；有必要建立起包括课程、教

材等方面的资源库，实现资源共享。可考虑将幼
儿园课程复制借鉴到养老院及日间照护中心，

多在愉悦性上下功夫，在趣味性上做文章，在多
样性上挖潜力，加快培育特色课程并加以推广。

首席记者

王蔚

建立标准化学习点

开发更多“适老”课程

“好学员”伴课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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