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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醫療水準提升、食品安全重視、生活品質提高及運動風氣盛行，近年來

人民平均壽命呈現上升趨勢。中國大陸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 60 歲及以上高齡者

口為 2.64 億人，占總人口比重的 18.70%。而對於 65 歲及以上高齡者口為 1.9 億

人，佔總人口比重為 13.50%，較之第六次全國普查數據上漲約 4.63%，其中 12

個省 65 歲以上佔比超過 14%（李沖，2020）。預計到 2040 年，65 歲及以上高齡

者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 20%。在高齡化趨勢日益明顯，中國大陸開始重視老

齡政策，《高齡者權益保障法》（中國人民代表大會，2013）即提出健全保障高齡

者權益的各項制度，改善保障高齡者生活參與社會發展，重視高齡者的知識、技

能，保障高齡者參與文化和社會生活。另外在《「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

養老服務體系規劃》（國務院，2021）中提到，為老人服務提供多元生態創新融

合發展，推動高齡教育培訓等措施。 

此外，在許多發展中的國家中，因人口老化現象，隔代教養與家庭關係逐漸

凸顯出問題，尤其在生活的安排與教育觀念如何協調，將形成重要的衝擊（John, 

et al，2011）。筆者意識到高齡社會下，高齡者為了能夠適應社會快速的變化，即

應該學習各種生活角色。鑒於此，高齡教育將成為當前政府亟需重視與推廣的策

略。本文試從探討中國大陸高齡教育的現狀，並針對目前的困境給予建議。 

二、高齡教育的意義 

黃富順（2004）提到人生任一階段均有學習的必要和可能，唯有學習才能因

應環境的改變，適應生涯的轉換，以滿足個人的成長需求。這樣的理論呼應了《聯

合國老年人原則》（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rsons）（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1991)提出的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實現與尊嚴五個要點，高齡

者應能享用社會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化、娛樂等資源，並參加適當的教育和

培訓方案。 

林麗惠（2006）指出高齡教育學的發展，指在透過系統化的教育將高齡知識

和其需求結合起來，提高高齡者精神和心靈成長，並鼓勵他們進行社會參與，以

使高齡者能夠體驗成功老化，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因此，高齡者學習能促使達

到成功老化，更能在晚年具有活力與積極樂觀的心態。而政府提供高齡終身學習

機會，非但能降低高齡人口的醫療保健和社會福利支出的負擔，更能減少其各種

適應問題的發生，提高健康高齡者人力資源再投入社會運用的機會與可能性（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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鐸嚴，2007）。 

當前社會愈趨關注和關心高齡者的精神健康，高齡教育的推展將有助於解決

人口老化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保障高齡者終身學習權利，並提升其受教育機會與

創造價值。 

三、中國大陸高齡教育現況 

中國大陸高齡教育政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高齡教育政策嘗試探索

期。自 20 世紀 80 年代起，開始關注高齡者退休後文化教育活動，但多數以退休

幹部為主要對象；第二階段高齡教育政策進入調整發展階段，高齡者享受教育權

利，逐漸在法律政策層面得以肯定；第三階段則是教育政策法規體系逐漸形成，

社會主體需求多元化，政府機構開始豐富老年教育的形式和內容。此後，眾多省

市陸續發佈地方性高齡教育行政法規，力求為老年人賦權，高齡教育相關政策法

規體系逐漸完善（孫立新、姚艷蓉、葉長勝，2022）。基於中國對高齡教育政策

的重視，因應人口老齡化到來，筆者彙整相關文獻後，整理出中國政府提出高齡

教育的推重政策與執行情況如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6；於淩雲、黃渺

萍，2022；黃靜瀟，2015；韓民，2011 年 12 月 12 日）： 

1. 2000 年，中國進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政府發佈了高齡教育。 

2. 2001 年，把高齡教育納入老齡事業發展計畫綱要，提出要豐富高齡者的精神

和文化生活； 

3. 2008 和 2011 年建立 34 個，共計 68 個國家學習型社區示範區； 

4. 2015 至 2021 年政策高效集中期，這期間人口老化加劇。政府加大對高齡者

的關注度，並在推進社區教育發展的意見中，提出「大力發展高齡教育」之

政策，以提高社區教育服務高齡者的能力，應提出要加快發展具有中國特色

的高齡教育。此後國家對高齡教育的重視達到了頂峰。此後，陸續訂定高齡

教育的政策，並宣導發展高齡教育，擴大高齡教育供給，支持和鼓勵高齡教

育創新。 

5. 2017-2020 年，依據《老年教育發展規則-2016-2020 年》，在福建省、廣西壯

族自治區、河南省、遼寧省、廣東省、四川等省發布。 

6. 截至目前為止，福建省、上海市、河北省、江蘇省、湖南省、陝西省、山東

省以及太原市、寧波市等省市，相繼頒布推進終身教育和社區教育發展的條

例。 

四、中國大陸高齡教育的啟示 

近年來，中國各地的許多地方推展高齡教育，建立老年大學、社區教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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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教育機構以及縣、鎮（街）、村教學點以滿足高齡教育的需求。推展到目前為

止，筆者在文獻中發現中國大陸高齡教育普遍存在以下限制： 

(一) 地方政府重視不夠,各部門責任不明確 

楊波（2020）討論了政府推出高齡教育政策，但各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在政

策執行中所持的價值、立場和執行力度直接影響著政策執行效果。高齡教育政策

包含教育部、全國老齡辦和其他部門。高齡教育政策諸多部門，沒有明確界定各

主體和部門的作用。每個部門之間責任不明確，互相推諉可能會阻礙政策的執行

（於淩雲、黃渺萍，2022）。 

(二) 高齡者負面思考，對高齡教育認知不足 

曾珊（2019）研究提出部分高齡者認為只要身體健康就是安享晚年，沒有形

成終身教育的意識，主動參加學習教育活動的積極性不高。有些人誤以為高齡者

參加教育活動只不過是他們消磨時間、找點樂子的方法而已。他們沒有認識到高

齡者參加教育活動對維護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健康、家庭福利以及社區的社會和平

與穩定的意義。丁可蒙、郭麗娜（2021）認為受教育程度、年齡及傳統觀念的影

響，導致 70 歲高齡長壽自認是自身反應遲鈍，缺乏靈活性，給他們教學是一種

浪費。因此，在缺乏主動性也不願意參加下，接受高齡教育的需求就不高。 

(三) 城鎮農村人口文化程度差距大，地區發展不平衡 

高齡者教育的可用資源嚴重不足，部分退休幹部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而普通

民眾更無緣接受高齡教育的機會。由於學習需求會受到其社經地位、受教水準、

退休前職業等因素影響（Londoner，1990），而當前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地區的高

齡者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形成高齡教育機會的不充分和不平衡現象。由於各縣、

市、鄉和各行業在高齡者教育方面的進展水準存在很大差距，高齡者教育的可用

資源嚴重不足（葉祖庚、龔德標、韋劍、文陳瑩，2020）。李鋒（2020）則提到

2017 年農村「大專及以上」比例為 3.47%，相當於 2000 年全國平均水準 3. 81%，

足見城鄉平均文化水平差距 20 年之多。 

(四) 課程內容對老年學習需求的契合度不足 

王妍（2021）在研究中提到，目前高齡教育體系很難滿足社區高齡者的教育

需求，尤其在高齡教育課程建設、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出現巨大缺口，足見高齡

教育受益面不足，供求矛盾依舊突出。馮一偉（2019）研究也提出目前中國大陸

高齡教育停留在休閒娛樂活動的階段，但隨著時代發展，對於老年來說，他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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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學習到關於手機軟體應用和教育子女的生活技能。由此可見，教育供給與老

年需求不符。 

(五) 缺乏具有高齡教育背景的專業師資和志工團隊 

徐敏華、梅兵、裴建華（2020）提到，老年大學的兼職教師一般來自退休人

員返聘、中小學教師和高校教師兼職、自由職業者兼任等多種途徑，大部分兼職

教師對高齡者學習的特點和特性把握不夠深入。周延軍（2021）指出沒有足夠的

專業人員，尚未形成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熱情高、服務好的師資隊伍。王妍（2021）

也呼應到，目前高齡教育的志願者，基本上是高校大學生、青年教師，或是具備

一技之長的社區居民，多以活動臨時招募組織而成，缺乏專業性、穩定性、規範

性。 

五、中國大陸高齡教育限制的解決策略 

根據上述陳列之存在限制，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因應策略建議參考，以期有助

於中國大陸高齡教育發展，提高高齡教育品質，幫助高齡者適應身份轉換，擁有

更美好的老年生活。 

(一) 政府做領頭羊，各級單位明確責任 

為了讓高齡教育在現實生活中得以實施，賦予政府權力和建立制度保障都是

必要的。各地方政府加大高齡教育工作的執行力。各級單位明確責任與義務，提

出具體可行的規章制度和流程，保障高齡教育政策順利實施。 

(二) 各地方、區域資源統整，因地制宜發展高齡教育 

各地發展狀況不一，所提供財政與資源能力各不相同。政府增加高齡教育經

費的投入，各地方統整區域的資源進行充分使用，如與各地區內的社會企業、學

校，邀請更多資本進入高齡教育行列，形成互幫互助的良好關係，成為高齡教育

特色示範點，激活高齡學習市場。除此之外，現在互聯網已經普及，透過互聯網

上課，方便高齡者的活動，也能增加接受高齡教育的人數。透過教學資源整合，

消除或減少弱勢人群參與的障礙，將使高齡者更有動力參與學習。 

(三) 引導高齡者學會正向思考 

高齡者應改變自身固有的負面想法，年齡不應成為學習阻礙，接受教育適用

於所有人，不分年齡。McGuire（2017）證明了高齡終身教育有助於宣傳老化知

識，促進對高齡者對老化的積極態度，促進高齡者樂觀情緒，重塑形象。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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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宜重視和大力支持，做好高齡教育宣傳工作，使高齡者對高齡教育改觀，理

解高齡教育的價值與意義。  

(四) 課程規劃參考高齡者意見，帶動高齡者學習積極性 

由於文化差異不同，為高齡者開設的課程應根據每個地區的高齡教育需求進

行調整。在城市和大都市地區強調互聯網和手機的使用，例如微信等軟體的使用

教學；在農村地區則應進行農業栽種和家禽飼養的培訓，內容做到簡單易懂。此

外，課程的設置也可以讓老年公民參與討論並提出建議，以提高其參與教育過程

的意願。除了能提高高齡者參與社會外，更能建立終身學習的良好習慣。 

(五) 培訓專業的師資與團隊，瞭解高齡者學習特性 

為滿足高齡教育發展需求，教學者需要瞭解高齡者學習特性，亟需建立完整

的高齡專業師資培訓，提供高齡教學者有系統性的增加高齡教育的專業知能。黃

富順（2008）從老化與學習的觀點指出，隨著高齡者個體的老化，不僅影響他們

身體組織的功能，也會對其學習動機、能力、反應時間和學習需求產生影響。建

立完善的考核機制，職位晉升標準，激發 教師的積極性。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參

與到高齡教育的團隊。另師資可就高齡教育與高校進行交流，研討，使實務與學

術齊頭並進，促進高齡教育良好的「血液」迴圈。  

六、 結論 

中國大陸高齡人口眾多，高齡教育事業道阻且長，需要政府、社會、家庭多

方一起努力，形成高齡學習乃至全民終身學習的社會氛圍，諸多裨益。隨著高齡

社會的需求，高齡學習在高齡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筆者相信通過學習的

過程，高齡參與者將獲得一種新的態度和一套新的生活價值觀，以及提高他們目

前的生活品質。他們會因此獲得更多的知識、經驗和成長。期望高齡者可以享受

愉悅的老年生活，從而達到成功老化、活躍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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