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新时代老年教育的“渝中样本”
山城老年大学以“美好教育”为主线助推学习型城区建设

梦想课堂学员参观重庆科技馆

专家引领提品质
“美好教育”丰盈学员内心

在山城老年大学，课
堂和舞台不仅仅是留给学
校的老年学员，同样也面
向孩童。

利用现有场地、设施
设备和教师资源精心打造
的“梦想课堂”公益项目，
是山城老年大学为辖区内
6岁至12岁城市流动儿童
和贫困家庭儿童奉上的一
份礼物。项目的创新举
措、卓越成效受到了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
充分肯定，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合理规划工作定位，
聚焦老年教育、科学养老、
教育扶贫、社会事业等重
点领域，发挥示范和引领
作用，让优质教育资源服
务更多普通百姓，是老年
大学应有的社会职责与担
当。”学校负责人表示。

肩负社会责任，助力
社会发展，山城老年大学
正在将公益服务的道路走
得更宽更广。

近年来，学校积极搭
建各类平台，组织学员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远赴乡村，开展城乡老年人精神文
化扶贫活动；走进社区，进行义务拍摄、健
康讲座、写春联送祝福等活动；面向社会，
开展公益宣讲，举行各类公益演出、慰问
近百场次……

山城老年大学，真正将“学有所成，服
务人民，回报社会”的美好追求化为掷地
有声的实践行动，为培养“有作为、有进
步、有快乐”的新时代老人，推动渝中高质
量发展、创造市民高品质生活不断贡献力
量。

“1.7万余名老年人到校学习。”山城
老年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常常满
负荷排课，仍然难以满足迅猛增长的老
年学习需求。”

如何打破资源桎梏，化解难题？渝
中区山城老年大学用创新办学模式来作
答。

学校依托现有校区拓展老年教育阵
地，形成了以本校为龙头，街道分校为骨
干，社区教学点为基础的“一校多点全覆
盖，线上线下一体化”办学格局，基础服
务能力大大提升。2020年，学校在养老
服务中心（站）设置教学点，将线下教学
阵地延伸到基层最深处，延伸到老年人
家门口，走出一条社区共学养老新路
子。七星岗街道归元寺、石油路街道民
乐村等17个教学点被评为首批区级示

范性社区教学点。
同时，学校以远程老年学习平台为

支撑，整合区内数字化学习资源，开辟
“山城学堂”，建成“渝中区山城老年大
学”网站，提供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
开设云课堂，实行云管理……这场在全
市率先开启的“远程老年大学+社区教
学点”新模式探索，大大推进了区域老年
远程教育的落地实践，缓解了基层社区
老年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

截至目前，山城老年大学共有3个
校区，校舍面积1万余平方米，在校班级
400余个；学校网站推出1.38万个特色
视频资源，40 多个精品课程栏目和
6700多种电子期刊，“线上线下一体”的
老年教育资源正在惠及更多人群。

办好老年大学，必须有一支素质
高、有活力、较稳定的师资队伍。

近年来，山城老年大学打破办学
常规，招聘普通高校、海外艺术院校的
本科生、研究生、大学生西部志愿者到
校任教，创建大学生实践基地，鼓励青
年教师走上管理岗位，以年轻人的新
思想、新担当来实现老年大学的新作
为。更通过名师、专家引领，技能比
赛、公开课、课题研究等活动，提升青
年教师的职业素养与专业能力，助推
学校师资团队走向年轻化、职业化、品
牌化，为学校持续、优质发展增添动
力。

日益年轻化的教师队伍给老年大
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曾几何时，师
资流动性大，留不住人才成为困扰学
校发展的一大难题。这是老年教育职

称评审序列的长期缺失所致。
如何破题？山城老年大学选择积

极调研、建言献策、探索实践。
2013年，学校向重庆市职称改革

办公室提出“构建老年教育教师职称
评审序列”的书面建议。在重庆市职
称改革办公室领导的高度重视下，重
庆市老年教育教师初、中、高级职称评
审委员会相继组建，并受托负责评审
委员会日常管理，创新开启了重庆市
老年教育教师职称评审工作。

这一实践有效打通了老年教育教
师的职业发展通道，破解了制约老年
教育教师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
瓶颈问题，让年轻教师找到了职业生
命的增长点，对区域老年教育可持续
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线上线下一体化
破解老年人的“入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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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城渝中，是人口大区，也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此背

景下，渝中区始终坚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老年教育事业科

学发展”的指导精神，高度重视老年人受教育权益的保障，积极发展

老年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

成立于1986年的山城老年大学，作为渝中区发展老年教育的

载体支撑，30余年来始终坚守“政治立校、立德树人、服务发展”的

办学宗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加大资源配

置，革新教育形式，提升教育品质，见证着全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成

就，参与了全区老年教育孕育、延续、繁荣和升华的全过程。

进入新时代，为把渝中老年教育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学校

突出党建引领，彰显红色动力，探索“党建+老年教育”“互联网+老

年教育”新模式，以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学习型城区建设注入新活力、形成新生

态，打造出新时代老年教育的“渝中样本”。

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
反映，是学校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一踏入山城老年大学，浓厚的文化气息
便扑面而来，“山”的品格与精神被体现
的淋漓尽致。

“以山为魂”显学校特色，“集山之
韵”筑校园精神。学校凝练出“高山景
行，至诚博学”的校训，拟定了“创美好
教育，育银龄英才，助银发奉献，塑美好
生活”的发展愿景，更将“创美好教育”
的理念细化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美好课程，为美好教育赋能。学校
聚焦课程建设，构建了“美德、美体、美
言、美雅”“四美”课程体系，形成了100
多门个性化、开放式的线上线下课程系
统，分层、分类、多元的课程内容满足了
老年群体多样化、多层次的终身学习需
求。

此外，摄影专家罗大万、二胡艺术

表演专家杨昌龙、教育专家王世群、京
剧表演艺术家孙志芳等众多名师名家，
以主题沙龙、读书活动、公益演出、学术
研讨等形式，为学员带来高品质的学习
享受。

丰富的精神内涵丰盈学员内心，专
家的智慧让老年教育添彩。学校作为
重庆市专家服务基地，履行着发挥专家
作用、服务基层发展的使命担当。

据学校负责人介绍，由于学校特殊
的区位优势和突出的战略地位，使得学
校师生聚集了大批有突出贡献的专
家。因此，学校积极搭建专家与基层的
交流平台，组建名师工作坊，推进名师
名课进基层，促进与高校的智力合作，
引领专家与基层需要对接，为建设经济
强区、文明摇篮、教育高地积极奉献力
量。

专业化助力发展
年轻师资为老年大学注入活力

“我喜欢在山城老年大学学习。喜欢这里的环境和布置，喜欢这里的教学理念，喜欢
课堂上的氛围，喜欢管理人员的亲切与灵动。我希望做一个老年大学永不毕业的学生。”

——拉丁舞、交谊舞班班长 孙清莲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党和国家对老年人很关注，投入力度很大。山城老年大学硬件
设施如此现代化，师资力量也很强，真正是让我们老年人获得快乐、幸福的乐园。”

——舞蹈、语言表演班学员 戴梅

“我对学校有特殊感情，山城老年大学是我追寻梦想的又一春天。以前忙于工作，没
时间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现在有时间也有精力学一学所想所爱，感觉很充实也很愉悦。”

——声乐班班长 汪楠

学员聆听民法典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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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参加校园文化艺术节

校领导与部分青年教师研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