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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莫道桑榆晚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为霞尚满天

每日清晨，都是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最热闹的时候，

或是自己乘坐公交车，或是儿女开车给送到学校门口的老

年学员们会聚在一起，奔赴各自的班级，满怀期待地上课。

“握笔不要太用力，要自然而然地落在纸面上。大家

抬头看，我先示范一下。”“我们来讲一下高音部分的发声

技巧，大家记一下，回头在家可以多练习练习，有什么不会

的可以在群里问我。”“后背挺直，两腿并拢，脚尖绷直，慢

慢转过来。对，保持好姿态，注意表情管理。”

“我们这里有声乐、舞蹈、器乐、书法、篆刻、剪纸、直

播、摄影等课程，学员们非常认真，大家都很珍惜学习时

光。”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来报名上课的人非常多，

很多学员刚到这里学习，会选唱歌、跳舞、智能手机上网等

门槛较低的课程，慢慢适应学校氛围、有了一定基础后，便

会升入中级班、高级班，跟名师学习。“热门课程都抢着报

名，而且只要时间能穿插开，每位学员都会报好几个班，争

取让自己多才多艺，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在老年大学寻找快乐在老年大学寻找快乐

今年59岁的尉迟西翎头发微卷、身着旗袍，说起话来

慢条斯理，一举一动尽显优雅魅力。她笑着告诉记者，“在

老年大学里学习，让我感受到了身心绽放的状态和重新融

入集体生活的快乐。”

刚刚退休时，尉迟西翎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也经历了

一段时间的失落和不适应。她来到老年大学学习声乐，希

望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音乐可以抒发情感，也能陶冶心灵，老师选的歌也都

很好，各种风格都有，在上课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得

到了治愈。”说起自己上课时的感受，尉迟西翎的脸上挂上

了笑容。“同时，我也感受到了被呵护、被照顾的感觉，虽然

我们年纪大了、退休了，但是社会依然关注我们，有老年大

学这么好的地方让我们学习，非常温暖。”

在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音乐类的课程是最多的，分

类、分级也较细。学习声乐的体验感很好，于是尉迟西翎想

再学一门课程。“我想振奋自己，所以去体验了非洲鼓的课

程，一节课下来，我感觉自己释放了很多负面情绪，鼓声让

我震撼、让我放松，这种感觉，是做其他事难以体会到的。”

体验课结束后，尉迟西翎立即报名学习，并爱上了非

洲鼓这门课程。由于学员都是零基础，课程从基础知识、

手势开始学起，老师非常用心，确保所有人都能跟得上，让

大家在鼓声中感受力量和律动。“我觉得非洲鼓特别适合

老年人释放情绪，尤其是像我一样不适应退休之后生活节

奏的人，还有心情郁闷、情绪敏感的老年人，都可以过来试

试。上完课整个人会变得特别快乐、畅快，就好像又恢复

了年轻一样。”每节课结束时，尉迟西翎和同学们都笑容灿

烂。

在老年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尉迟西翎觉得自己变

得和以前不一样了。“重回上学时光，让我获得了精神滋

养，我更爱生活、爱自己，并且开始试着享受生活了。”在这

里，她不仅学到了技能，还结识了伙伴。“我们感受到了被

接纳，重新找到了归属，得到了内心的快乐。这种变化不

仅是发生在我们老年人身上，也会影响每一位同学的家

庭，进而影响全社会。”

不想毕业的不想毕业的““银发银发””学员学员

“以前这里还是汽车厂老年大学的时候我就来上课，

从52岁退休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未间断。”今年75岁的王淑

玲告诉记者，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汽开校区的原身是长春

汽车厂老年大学，23年来她一直坚持在这里学习电子琴。

“刚退休时，我觉得没着落，就想给自己找点事干，曾

经干过小买卖，但是太辛苦了，并且也不适合自己。有一

次，无意中发现这里有个老年大学，我马上就报了名，可能

是因为性格外向，经常组织活动，所以很快就被推选为班

长。”作为班长，王淑玲责任心强，每次上课都要提前做好

准备，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尽全力为老师和同学服务。

在学习中更是认真、执着、有毅力，每天都坚持练琴，学习

老师安排的曲目。

“可能是一直上学的关系，我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王

淑玲表示，她家离学校比较远，每天早上要倒两趟公交车才

能到学校，但她却从没觉得累。“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我早

已升入电子琴高级班，早就可以毕业了，但我一点都不想毕

业。学校里的老师专业、年轻、热情，课程丰富多彩，跟老师

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在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书法老师刘永新看来，老年

大学也带有社交属性，“同学们上课十分认真，下课了还

凑在一起讨论，学校变成了交友平台，很多学生来了就不

想毕业。”

今年67岁的刘永新带两个班、60名学员。由于学员

水平不一，也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他精心挑选适合

大多数人的教材进行教学，并拍摄上课时书写的过程，把

录像上传到网上方便学员反复学习、随时学习。

“我的班有位学员已经85岁了，他这么多年一直都很

热爱书法，特别执着，来到学校了就不想走，书法技艺也很

高，前段时候学校组织书画展，他的作品也参展了。他的

儿子很支持，给他买了十刀纸，他还拿到学校来分享给别

的学员。”刘永新告诉记者，因为学校招收的学员入学年龄

通常在50岁以上，只需提交相应材料注册报名，然后选课

学习，对毕业没有硬性要求和规定，一年学费只需要几百

元，所以不少学员融入了学校生活后都不愿意毕业，就一

学期一学期地跟着学下来了。“来学校学习可以学完一门

课程再学另一门课程，这样就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新老学

员经常一起上课、一起锻炼、一起参加各种活动，都不再孤

单了。可能这也是大家伙儿不想毕业的原因吧。”

圆年轻时的梦想圆年轻时的梦想 追赶时代的步伐追赶时代的步伐

“汽开校区成立的时候我就报了声乐初级班，刚开始

上了8节课，感觉非常好，就一直学到了现在。”今年64岁

的学员顾立新笑着说，“学校不仅环境好、服务好，老师也

很有水平，我们进步很快。”

说起上老年大学的初衷，顾立新打开了话匣子。退休

之后，她常常会和朋友一起聚会，看着朋友们大展歌喉，她

十分羡慕。“我不会唱歌，也不敢上去唱，所以我就想来老

年大学学声乐，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站在上面自信地唱歌。”

起初，在上课时学员们都比较紧张、拘谨，不敢展示自

己，但是老师的耐心鼓励和悉心教导让大家一点点有了勇

气。“老师教得特别好！他会整体考虑我们的水平，根据每

个学员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导，尤其注重基础的发声技

巧，不会讲很多理论，而是一点点教会我们唱每一首歌。”

顾立新说，他们在玩中学，也在学中玩。

慢慢地，声乐初级班的90余位学员都学会了不少曲

目，以前没人敢上台演唱，现在都主动展示自己的歌喉。

“老师还教我们识谱、视唱，说这样我们以后什么歌都能

唱。现在每次和朋友、家里亲戚聚会，我唱歌一点也不怯

场了，像《送别》《女儿情》都是我的拿手曲目。每次演唱，

大家都夸我唱得好，家里小辈们还要跟我学呢！”顾立新十

分自豪。

为自己圆梦是很多“银发”学员入学的初衷，也是他们

学习下去的动力。“这些年科技飞速发展，大家都在用智能

手机，我也想学，但年纪大了，反应慢、记性差，手也不好使

了，总用不明白。”学员常先生今年72岁，他说他和老伴儿

都有个梦想，就是希望能玩转智能手机、当个主播。“这不，

学校开了手机操作、手机剪辑和直播课，我从最简单的操

作开始学起，把老师讲的都记在小本子上，每天都翻一

遍。”现在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拍摄、剪辑视频了。

正说着，常先生掏出手机想让记者帮着看看手机里剪

辑制作好的短视频为何无法保存。记者拿着手机一个步

骤一个步骤地慢慢为他讲解。帮他解决后，老人家把手机

揣进了斜挎包里，高兴地笑了。

“以前大家都觉得老年大学就教琴棋书画这些艺术类

的课程，但现在学校的课程多着呢，都很贴近我们老年人

的实际需求。”常先生希望通过学习能接触到更多新鲜事

物，追赶上时代的步伐。这不仅是他的期望，也是许许多

多“银发”学员的期望。

老年教育前景广阔老年教育前景广阔

退休后求学圆梦、上学后不想毕业，其实折射的都是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下老年人对充实精神生活的强烈需求。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

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我

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由中国

老年大学协会牵头编制的《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报告

（2019—2020）》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老年大学在校学

员总人数约为1088万人。

“老年人对学习这方面的需求很大，包括我自己家的

亲属，很多老人都有这个意愿。”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校长

于淼告诉记者，在她的办学、教学过程中，很多老年人都对

上学这件事做出积极的反馈。

“我们学校是一所以公益为宗旨的非营利性老年学习

服务组织，也是践行和推广吉林省民政厅提出的‘文养结

合’幸福养老新模式的重要载体。”于淼表示，学校现有注

册学员10000余名、在籍教师300余名，组建了音乐、舞蹈、

摄影、传媒艺术、运动健康等七大学院及党史、国学、金融、

法律、健康、智能手机应用、芭蕾舞、篆刻、非洲鼓、架子鼓

等系列大讲堂，可以满足广大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

老服务需求。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

工作的意见》提出，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扩大老年教育资

源供给。依托国家开放大学筹建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

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平台。这从政策层面给了

像于淼这样的老年教育行业从业者一剂“强心剂”，让他们

有了更明确的发展目标——推进老年教育由“娱乐型”向

“赋能型”转变，实现思想赋能、健康赋能、技能赋能，引导

老年学员立足家庭、社区、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从被动养老

转向主动养老，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助

力家庭幸福生活，助力社会文化教育养老事业发展。

“做一个探索者”，这是于淼给自己的定位。“我想给老

年人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让

老年人的内心更丰盈，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希望能

把这种心态传递出去，进而影响、帮助更多老年人过好老

年生活。”

如何让老年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于淼给出了自己

的答案：“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老年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能参与进来，整合多方资源，这样才能服务更多老年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爱上老年大学 乐享老年生活
本报记者 马贺 于悦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关于什么是“高
品质老年生活”“如何乐享老年生活”等话题逐渐成为
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满足老
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老年大学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各地老年大学（学校）常常出现
的“一位难求”正反映了这一现象。那么，老年大学究
竟有何魅力？上老年大学到底学些什么？哪些课程比
较受学员欢迎？本报记者对话多位高龄“学生”，探寻
众多老年人热爱“上学”背后的答案。

学校每个月都会为当月过生日的学员举办集体生日会，
在现场，学员们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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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师刘永新正在为学员们上课。

声乐班学员在认真记录老师讲解的知识点。

全部由学员组成的同心芭蕾舞团已经参加过许多文艺演出。

身着统一服装的民族舞学员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舞动
身姿。

非洲鼓教室里，学员们正在学习敲击的节奏和韵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