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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养结合，“银龄”老人展风采

老年教育是满足老年人精神
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我国教
育事业和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早在2021年发布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
作的意见》就提出，将老年教育纳
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扩大老年
教育资源供给。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助推我省老年
教育加快发展。多元主体参与，
使得我省老年教育正在形成新格
局，老年教育氛围日渐浓厚。近
日，记者走进多家老年教育机构，

“有所学、有所乐、有所用”的文养
结合新气象让老年人绽放风采。

培养“研究生”
反哺老年教育

“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
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
……”5月16日，在吉林省老年大
学2号楼的声乐课堂上，一曲悠
扬动听的《鸿雁》合唱让人忍不住
驻足聆听。正在上课的边桂荣老
师今年72岁，在吉林省老年大学
授课已有十余年，作为国家一级
演员，桃李满天下的她在老年大
学讲课却有了不同的体验。“我们
的学员年龄跨度大，有着30岁的
年龄差，大家的想法、需求都不一
样，80%的学员都是零基础，得从
最基础的发声、呼吸、说话开始
教，还得用浅显易懂的话语表达，
让大家更容易接受。”

2017年10月，吉林省老年大
学研究生院正式揭牌成立，李晓
慧是首届声乐研究生班的学员，
2019年毕业后，她便积极参加学
校组织的师生进社区、进养老机
构的“双进”公益活动，成为一名
文艺志愿者，致力于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化惠民活动。“现在每周我
都要到社区讲五节课，还担任多
个艺术团体的节目指导。基层老
年人也有文化需求，需要有人把
知识送到他们身边。我们走进街
道、社区和养老院，给老年人上
课，指导他们排演节目，也会组织
慰问演出，很受欢迎。”

“从零基础的小白到能流畅
地弹奏几十首曲目，还多次参加
各种演出，在这里我终于圆了儿
时的梦想。”68岁的张薇薇是省老
年大学名曲班的学员，她表示，这

里的课程设置很合理，学起来很
“解渴”，老师的专业水准高，教学
时非常有耐心，还会迎合老年人
的喜好，教大家《浏阳河》《绣金
匾》《我爱你中国》等民族乐曲，极
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学
校丰富多彩的活动也为学员搭建
了展示自我的平台。

“老年人也要追求诗与远方”
是今年68岁的刘长兴最常说的
话，作为省老年大学诗词研究生
班的学员，他的退休生活很丰富，

“每周到学校来上课学习，跟着老
师去采风，还要去街道社区给别
的老人讲课。”

“应趁桑榆犹未晚，再凭老笔
赋新章。”这是刘长兴写的《老年
大学习诗有感》其中的一句，也是
他对老年生活的展望和期许，在
老有所学、发挥余热中，他找到了
自己追求的“诗和远方”……

为助推老年教育事业普及发
展，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社区，
更好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从2018年起，吉林省
老年大学开展“双进”公益活动，
即社区、养老机构文体骨干进大
学，省老年大学师生进社区、进养
老机构。活动以学校老年教育志
愿讲师团为主力，通过“百师千
课”进基层、开辟社区幸福课堂等
多种途径办法，相继在长春市内
88个社区免费投放声乐、书画、舞
蹈等46门课程，培训了来自264
个社区和养老机构文体骨干
3400多人次，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老有所学、服务社会的校风校训。

“老年教育志愿讲师团的人
员几乎都是学校研究生院的学
员，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专业课，
还增加了老年教育学、心理学和
实践课等内容，以便他们毕业后
更好地教授学问。”省老年大学教
务处张馨月说，目前学校在长春
市内25个社区挂牌成立社区老
年学堂，老年志愿者总人数已超
过400人。“像学员李晓慧就经常
活跃在长春市内十几个社区、医
院做公益送课服务，甚至在深圳
探亲期间也主动与当地街道衔
接，为劳动社区老年大学奉献音
乐党课、教唱红歌、在万人歌唱中
担任策划和指挥。可以说，我们
的‘双进’活动取得了超乎预期的
外延外溢好效果。”

教育方式延伸
养老快乐不停

走进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汽
开校区“和研悦社”服务点，几位
学员正在挑选土鸡蛋。“我们都买
过，比外边强。我们到这不只是
上学，学校活动也特别丰富。”声
乐班的刘万玉今年 65 岁，虽然

“学龄”不长，但歌唱技巧突飞猛
进，他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参与
学校的各项活动。“每个月的生日
会我都参加，参与表演，给过生日
的同学送上祝福。”

刘万玉说的生日会和土鸡
蛋，是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和研
悦社”服务的一部分。该校在
2020年成立时，“和研悦社”就一
并成立，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集旅行社、合作社、供销社“三社
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为学员
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和学习机
会。

张巍以前在吉林省老年大学
学习诗词，2023年听说任萌萌老
师在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教民族
舞，便慕名前来报名学习。“我也
尝试过在学校的‘和研悦社’买一
些土特产，物美价廉，品质也有保
障，这是其他学校不具备的一
点。”通过一年的学习，张巍坦言，
自信心得到提升，人也变得非常
有活力了。“在社区老年大学学
习，环境非常好，有些七八十岁的
老学员还在坚持学习，他们也感
染着我，鼓励着我，人就要活到老
学到老。”

“和研悦社”的研学课程，作
为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校内课堂
的延伸，成了深受学员喜爱的又
一学习途径。56岁的杨卫红是非
洲鼓班学员，今年3月，她报名参
加了研学活动，在6天的行程里
到了庐山、景德镇、三清山、望仙
谷等景区。一路上，杨卫红不仅
收获了友谊，还通过学校随队的
研学老师、摄影老师的讲授，学到
了很多摄影技巧和人文知识。

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研学部
负责人王然告诉记者，“和研悦
社”专注于寻找全国优质资源，为
老年学员量身定制打造康养产
品，提供高品质的旅行研学体验，
自 2021 年至今已举办近 300 场
研学活动。区别于常规旅行团的

走马观花，研学旅行更注重让学
员们在游中学、在学中乐，例如江
南研学时安排了评弹、苏绣等文
化体验。

此外，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
也在多措并举，使校内教育向更
宽、更广的范围进行延伸。68岁
的常书国自从参加了手机剪映课
程的学习，掌握了更多的剪辑技
巧，以往他只用手机记录小孙女
的成长以及一些旅行记忆，如今，
他将课内知识灵活运用到课外，
通过朗诵、拍摄、剪辑、配乐一条
龙的制作，将自媒体账号“地质宫
的情怀”做得风生水起，在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为广大
网友讲述老地质宫和吉林大学的
温情故事。

在省政府积极推动“文养结
合”深入开展的当下，吉林省社区
老年大学不断探索校内老年教育
向校外延伸出“1+N”的多种可能
性。

养老院里办“大学”
足不出“户”学知识

用过早餐后，杨叔穿上外衣，
准备去上课，这也是他最快乐的
时刻。不到9点，音乐教室里已
经坐满了同学，大家两两同桌、有
说有笑，一些用功的“学生”拿着
歌谱，反复哼唱练习。

“上课！”9点整，音乐老师张
桂兰走进教室，“今天咱们继续学
习歌曲《春风十万里》，注意吐字
要清晰，感情要饱满……”张老师
熟练地弹起了电子琴，学生们全
情投入地唱了起来。

“在整个长春市我走了多家
养老院，最后选择了这里，因为这
里有老年大学，我喜欢唱歌，音乐
课能让我的兴趣爱好得到满足。”
杨老告诉记者，他来祥祉圆养老
院不到一年，不仅参加了老年大
学里的音乐课，作为“男高音”，还
成了园区里“夕阳小乐队”的主
唱，养老院里组织的很多大型演
出都有他的身影。

张桂兰老师也是这里的入住
长者，在祥祉圆已经7年有余，作
为音乐爱好者，有着多年的音乐
学习经历在老年大学里担任了音
乐老师。“我今年已经80多岁了，
谁能想到80多岁的老人还能当
音乐老师！但是你看，我的学生
们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天天
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享受晚
年美好的人生，又热闹又快乐！”

相较于唱歌班的激扬，隔壁
绘画班显得格外安静。看起来娴
静优雅的徐阿姨正在老师的指导
下画一幅水粉画。“我来养老院3
年多，正好咱们老年大学有绘画
班，我就报名了。刚开始学时，我
一点画画基础都没有，但是很快

就从画画中寻找到了乐趣。”徐阿
姨虽然80多岁了，但通过在老年
大学里学习，感觉自己身体状况、
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在家里得
不到的快乐，在学习中得到了。

此时，绘画班同学王叔也在
认真作画。91岁的他戴着老花
镜，拿着画笔调好色调后，在画板
上仔细描摹。说起养老院里开设
老年大学，曾是大学教授的王老
感慨颇深：“养老院里能够开设老
年大学是非常难得的。很多老年
朋友都愿意学习，我们能够在养
老院里有这么一个‘足不出户’就
能上大学、学知识的机会，多么宝
贵啊！我们大学里开了各种各样
的学习班和兴趣小组，这种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状态
让大家又找回了青春活力！”

2021年6月，博远·祥祉圆养
老养生产业园与吉林开放大学合
作正式成立吉林开放大学祥祉圆
教育教学基地。老年大学总面积
3200平方米，共设立绘画、摄影、
书法、声乐、模特、舞蹈、中医养
生、心理、茶艺、手机智能课等16
门课程，满足长者多种学习需求，
大学设有多媒体教室、心理咨询
室、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等多
功能教学场地。自学校开办以
来，有超过2万名学员在此参加
学习。

谈及在养老院里开办老年大
学的初衷，祥祉圆工作人员刘学
表示：“祥祉圆老年大学开办主要
面向园区在住长者提供的‘精神
赡养服务’，我们有专家教师、志
愿者教师，还有几位长者教师。
将老年大学建在养老机构里，是
博远·祥祉圆独具匠心的精心布
局，更是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之
举，做到学中有养，养中有学，学
养结合，以学助养，将学习融于长
者的生活，极大丰富了长者的精
神文化需求，让长者在学习中得
到充实，获得满足，让养老生活成
为期待。”

多年来，我省积极推进学习
型城市建设工作，不断提高建设
水平，多元主体参与已形成我省
老年教育新格局。截至目前，我
省正在加快发展社区老年教育，
共有52家联合办学单位；推进高
校老年课堂建设，现有开设老年
课堂高校和职业院校共计49所；
省、市老干部局所属的各老年大
学也有了较大发展，全省已初步
建起了省、市、县、乡镇（街道）、村
（社区）五级办学网络体系，覆盖
率达到80%……未来将进一步释
放教育资源，扩大老年教育覆盖
面，构建符合我省实际特点的老
年教育发展模式。

吉林日报记者 韩玉红 吴茗
马贺 于悦

72岁的边桂荣老师在吉林省老年大学授课十余年，帮助广大老年学员用歌声唱出幸福晚年。
吉林日报记者 韩玉红 摄

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的研学课程延伸到省内外，在游中学，在学中乐。
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