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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半径从职场缩小到家庭，与时代
脱节、日常生活枯燥乏味、价值感的缺失、孤独
与空虚感蔓延等，基本构成了当下多数老人的
生活困局。

在抽样实地访谈中，市教委倾听到这样一
些声音：“60岁、70岁还不算老。”“老年大学、老
年社区基本以养生、陶冶情操为主，但其实我们
更需要一份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老年教育
的供给主体基本上是老年大学，主体单一。”“老
年课程重数量轻体系、重休闲轻赋能、重娱乐轻
价值”……

很多老年人反复传达一个诉求：退休，是生
活的新开始，也是就业的新开始。但数字时代
老年人就业信息不对称、再就业技能的薄弱以
及无法适应智能化生活方式转变等，在他们眼
里都成了一座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技能”“技术”字眼被反复提及。基于抽样
实地访谈和全市38个区县12717名老年人问卷
调查分析，市教委描摹出清晰的老年人学习诉
求轮廓，职业院校于是进入老年教育视野。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进行课题研究发
现，职业院校开展老年教育具有专业优势、师资
优势、地域优势、组织优势，配备有专业特色明
显的教师队伍，具备较强的课程开发能力，有专
业多样的教学设施设备，有遍布全市各区县的
完备办学体系。

“过去，老年教育属于‘慢跑’赛道，现在把
职业院校作为新生力量加入其中，发展态势明
显提质增速。”课题组认为，如今老年人对教育
的细分层次有了更高的追求，推动职业院校服
务老年教育，符合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本质规律和老龄化时代发展需要。

基于对职业院校服务老年教育的前瞻性认
识，我市加大老年教育的研究力度——

坚持老年教育姓“教”。先后立项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城乡
统筹背景下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第三空间路径
研究”，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十四五”规划
重点课题“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职业院校老年教
育资源供给模式的实践研究”、“重庆市老年教
育城乡统筹发展研究”等系列课题，系统开展职
业教育服务城乡老年教育发展的理论探索，明
确职业教育赋能老年教育的时代价值、实践路
径。

坚持老年教育姓“老”。重庆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依托较雄厚的教育研究实力和专业优势，
设立“老年教育研究中心”，先后遴选和聘请了9
名专兼职老年教育研究人员，组成一支专业素
质高的研究队伍，持续开展老年教育政策研究、
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坚持老年教育增“职”。2010年就申报立项
了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中等职
业学校服务社区成人教育发展策略研究”、重庆
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院校
参与社区教育的策略研究”等多项课题，带领职
业院校开展社区老年教育研究。

精准对接老年教育需求
职教切入老年教育“赛道”

老年教育增“职”夕阳生活添“彩”

如何在手机上找到最佳出行
路线？怎样才能剪好窗花？如何
预防网络诈骗？烘焙、冲咖啡有
哪些技巧……所有问题在“桑榆
尚学”老年美好生活教育课程都
能中找到答案。

通过5年的研究、探索、实践、
验证，市教委基于“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积极老龄观，融合终
身教育理论、职业教育课程理论，
提出“教育增值老年人美好生活
能力和生命价值”的核心理念，推
出“桑榆尚学”老年美好生活教育
课程理论框架。

“进入小程序，我们可以看到
403路公交车还有10分钟就到站
了。”在智能手机类课程中，老师
将公交线路查询、天气预报查看、
网上预约挂号、电子相册制作等
智能生活小技巧一一道来，“牵”
着老年人的手跨越“数字鸿沟”，
引导他们过上“智”生活。

在很多老人心里，“桑榆尚
学”老年美好生活教育课程是实
现再就业的“入场券”。“责任觉
知”大类课程细分为时事法制类
课程、社会工作类课程、家政服务
类，帮助老年人通过一技之长开
启“后职业”生涯；它是美好生活
的“调味剂”——“活力生活”类课

程“端出”文化艺术类课程、传统
工艺类课程、园艺花卉类课程三
道“大菜”，让空气中弥漫艺术的
芬芳、阳光的味道；它是智慧生活
的“领路人”——“信息素养”类课
程带来智慧生活类课程、智能手
机类课程，帮助老人了解新事物、
体验新科技，积极融入智慧社会；
它还是老人们的健康“助理”——

“保健养生”类课程包含养生保健
类课程、医疗护理类课程，带来最
科学、最全面的养生知识，护航老
人身心健康。

我市瞄准自知力、生活力、数
字力、创造力四大类，为职业教育
赋能老年教育指明了方向、目标，
不遗余力地解决当下老年人的数
字困境、就业困境。

“我们的课程点击量峰值高
达上万次。”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桑榆尚学”课程体系集成文
字、图片、声音、短视频等媒介优
势和纸质读本、手机、电脑等载体
优势，在彰显职业教育特色的同
时满足全市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
求。经过5年的努力，初步建成由
10类150门核心课程的数字课程
资源和8类20门核心课程的纸质
课程资源。

精品打造老年教育课程
用一技之长开启幸福生活

随着“桑榆尚学”老年美好生
活教育课程建设走向深入，市教
委以其为纽带，开启了新一轮“排
兵布阵”：42所市内高水平职业院
校为“主力军”，成为老年教育试
点单位；吸纳部分老年大学、社区
学院力量充当“神助攻”，进一步
整合学校个体资源优势；最终凝
聚四方合力，建立起“教育行政部
门主导、教育科研机构统筹、职业
院校为主体，其他老年教育机构
参与”的老年教育课程建设共同
体。

“桑榆尚学”老年美好生活教
育课程蹚出一条“赋能之路”。42
所老年教育试点职业院校遍地开
花，巴南职业教育中心开展了老
年教育舞蹈、书法、绘画等学习
班，累计培训千余人次；北碚职业
教育中心充分运用烹饪实训基
地，保证老年人学习体验常态化；
龙门浩职业中学校将本土历史文
化融入老年教育，拓展了历史教
育的覆盖面；立信职业教育中心
将花艺茶艺体验基地与老年教育
结合，丰富老年生活的精神涵养；
荣昌区职业教育中心提供“畜禽
养殖技术”“水果种植技术”“乡村
旅游服务技能”等实用技能培训，
满足农村留守老人的技能学习需
求……

“桑榆尚学”老年美好生活教
育课程蹚出一条“扩面之路”。市
教科院引导42所老年教育试点职
业院校与相关单位合作，向全市
40个区县城乡老年教育机构免费
赠送“桑榆尚学”老年教育纸质读

本64万余册，实现了赠书全市40
个区县全覆盖，并发送到农村、边
远和民族地区。

“桑榆尚学”老年美好生活教
育课程蹚出一条“圆梦之路”。线
下以“请进来、外出游学、送教上
门”等形式，线上组建“专业教师+
学生志愿者+学习老年人”的网络
学习共同体，引导老年人积极融
入智慧社会，深度体验课程应用
的教学效果。据不完全统计，近4
年有31600余位老年人进入到试
点学校重温了“学生梦”，有23700
余位老年人体会到了“送教上门”
的幸福，有64700余位老年人品
享受了“线上学习”的红利。

“贵院赠送的这批书，符合老
年人的实际需求，通俗易懂，可读
性、操作性强，深受老年人的欢
迎。”重庆市老年大学协会的感谢
信表达了多数老年人学习本课程
的感受。随着“桑榆尚学”老年美
好生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深入
推进，职业院校成为重庆市老年
教育资源供给的新生力量，重庆
在全国老年教育领域开创了由省
域职业院校统一建设老年教育课
程体系的先例，在全国职业教育
领域开创了职业教育服务老年教
育发展的省域实践，为省域推进
老年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
高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力提供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形成具有
重庆职业教育特色的“桑榆尚学”
老年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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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耕耘老年教育事业
擦亮具有职教特色的老年教育品牌

在老龄化社会程度日渐加深的时代背景
下，如何实现“积极老龄化”，重塑老年人的生命
价值，成为一项重大的民生课题。

党中央作出明确指示，“要积极看待老龄社
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老年是人的生
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
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我市立足老龄化社会转型的现实需求，把

职教切入老年教育“赛道”，通过建设“桑榆尚
学”老年美好生活教育课程体系，让老年教育增
“职”，澎湃出“教育+”的巨大能量，构建了市、校
两级职业院校老年教育办学网络，引领全国教
育科研、职业教育和老年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方
向，打通终身教育“最后一公里”。

“十三五”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老年教育工作总结会

职教学生为老年人开展插花培训

“桑榆尚学”老年美好生活教育课程“送教上门”

以“庆建党百年华诞、谱终身
学习新篇”为主题的重庆市 2021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于12月3
日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十三五”期间，全市以
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为载体，引导
推动各区县持续开展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活动；有序推动学历教
育、非学历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
教育的有效沟通与衔接；建设“重
庆终身教育网”，上线课程超过
11000门；开展“智慧助老”进社区
活动，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多
措并举积极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开幕式上，对荣获“2021年全
国百姓学习之星”“全国终身学习
活动品牌”“重庆市社区教育示范
区”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获奖
单位代表也结合社区教育和终身

学习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市
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
邓沁泉表示，下一步，重庆将充分
发挥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贴近群
众、办学灵活、全域覆盖的优势，
通过全民终身学习，形成助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强
大动能；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逐步扩大社会各群体教育
选择、终身学习的机会；依托社区
教育办学网络，完善覆盖城乡的
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切实办好家
门口的社区教育学院和老年教育
学校；努力搭建老年教育资源共
享和服务平台，打造一批社区老
年教育在线精品课程；充分发挥

“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
代表”等先进典型的带动作用，大
力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
时可学”的良好社会氛围。

重庆市2021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