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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年教育数字化是老年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老年教育数字化已取得一定成果，如老年大学教育资

源的整合和共享、适合老年人的在线学习平台和应用软件的出现等。同时，也存在问题，如老年人接纳

新技术能力较弱，容易遇到操作困难和理解挑战，以及“数字鸿沟”问题等。老年教育数字化的发展路

径应包括优化老年数字化课程资源，考虑老年学习者的需求和特点，提供个性化学习内容和充分的社交

互动机会；另一方面，应加强社会各界的参与度，包括政府、科技公司、教育机构、志愿者等，共同推

动老年教育的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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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for the age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education 
for the aged. The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such as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universities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emer-
gence of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s and application software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elder’s weak ability to accept new technologies, easy to 
encounter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and understanding challenges, and the “digital divid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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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digitized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should include optimizing the digi-
tized curriculum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considering the nee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learners, provid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content and sufficient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interac-
tion;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technology companie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volunteers, etc., to jointly pro-
mote the digitization of elder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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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老年人的数量和所占比例逐年上升的

同时，网民数量也在稳步增加。根据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6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109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60 岁以上网民群

体占比为 13%，老年网民规模达 1.4 亿”[1]。在数字医疗、交通和服务等数字化产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互联网也不断在老年群体中渗透。老年网络参与人数逐年增长，所占整体网民比例整体也呈增长趋势。

通过老年教育学习使用网络和老年教育数字化成为了解决老年人学习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老年教育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接触和使用数

字化教育资源和工具，例如在线教育平台、智能教学辅助设备等。这些数字化工具为老年人提供了更为

灵活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满足了他们多元化的学习需求。然而，老年教育数字化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

挑战。老年人对于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和使用熟练度普遍较低，这使得数字化教育资源在老年人群体中的

普及程度并不高。同时，老年人学习需求和特点也与其他年龄段群体存在差异，需要针对性地开发适合

他们的数字化教育产品和服务。 
数字化技术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资源和便利，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智力水平、延缓认知退化，

并增强社交互动。但老年教育数字化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本文旨在探讨老年教育数字化的

发展路径，以期为推动老年教育数字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2. 老年教育数字化的现状分析 

2.1. 老年教育数字化取得的进展 

目前，我国老年教育数字化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纷纷推出针对老年人的在

线学习平台和应用软件。如中央国家机关老年大学资源共享平台整合了外交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和科技部等多部门老年教育资源，通过视频和直播等方式进行线上分享和交流，取得较多关注。我国老

年人还可通过网上老年大学应用程序了解线上课程，该网络教育平台专注于老年教育，提供了丰富多样

的课程，包括健康养生和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课程，旨在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学习需求。该平台程序页

面设计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点，较为直接简洁，课程也反映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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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慕课 MOOC 平台也提供老年护理等和老年人直接相关的课程。上海还专门设计了老年教育

慕课平台，提供了在线互动、学习社区等功能，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线上的互动环境。一些社区和机构

也开展了老年人数字技术普及活动。例如，一些图书馆和社区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的计算机和智能手

机培训课程，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的网络技能。深圳图书馆曾举办了中老年读者智能手机公益培训初阶班，

帮助老年人熟悉基本的手机功能，学会使用手机的微信、线上就医及娱乐软件等常用软件功能。昆明主

城多个社区也开展过数字生活进社区公益计划，不仅帮助老年人使用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而且同时进行

预防诈骗的宣传。全国多地类似活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数字技能水平，还促进了他们的社交互

动，增强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一些地方政府还开展了老年人数字技术培训和普及计划。如宁波市人民政

府在 2021 年公开了关于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日常应用普及行动的通知，从行动目标、重点任务、工作步

骤和保障措施四个方面明确普及行动的目标宗旨和落实办法。 

2.2. 老年教育数字化存在的问题 

尽管老年教育数字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老年人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和理

解能力相对较弱，他们可能会遇到在使用数字化设备和软件时的操作困难，以及理解和适应数字化教

育模式的挑战。老年人对于手机等设备的接受能力和使用熟练度普遍较低，这使得数字化教育资源在

老年人群体中的普及程度并不高。其次，尽管数字化教育资源获取较为平等，但老年人仍可能因为经

济、地域、教育程度等原因，无法获取到合适的数字化教育资源，这导致了数字鸿沟的问题。“数字

鸿沟”指新兴信息通讯技术，特别是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在普及和应用上的不平衡现象。这

种不平衡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类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以及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之间，而且还深入到每

个国家的内部，体现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2]。老年人获取数字化教育资源存在较明显的地

区、城乡和教育程度差别。上海等发达的一线城市数字化教育资源较多，宣传较充分，其他地区难以

获得相关信息。各类关于数字技术培训和宣讲的课程和活动也基本集中在城市，以图书馆为主要基地。

许多网上课程并未考虑到老年群体中不同的受教育水平差异，容易出现课程对部分老年人过于困难的

问题。 
就受教育者的学习需求而言，老年人可能对于学习新技术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兴趣，对于数字化教

育缺乏持续性的参与度。部分老年最初因为新鲜感和好奇心尝试数字化学习，但因为缺乏长期的学习

动力而并未坚持学习。老年学习没有升学追求和压力，其学习更多源于自我实现的需求，受内部学习

动机驱动。对老年大学学员的一项调查发现，近八成老年学习者，认为其能有效提升学习效率和质量。

然而，仅有 34%的老年学习者在数字化学习中设定了较明确具体的学习目标和计划。同时，尽管数字

化学习具有诸多便利，但仅有 35%的老年学习者能够克服时间和精力上的困难，定期学习。值得注意

的是，近六成的老年学习者在学习过程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并额外关注与该课程相关的知识信息。

但在学习保持方面，仅有不到一半的老年人能够排除干扰，专心学习[3]。根据该调查，老年学习者总

体对数字化学习持积极态度，愿意尝试这一学习形式，但实际上的学习效果并不如预期。数字课程能

够激发老年学习者的兴趣，但难以使学习者专注长期地学习。此外，该研究的调查对象是老年大学或

学院的学员，学习主观能动性较强，一般性的老年群体学习动力和效果很可能低于上述调查结果。老

年学习者未能持续参与线上学习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线教育缺乏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而这种社交互动

是老年人在学习中非常需要的一部分。老年教学数字化发展需进一步明确老年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根

据老年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动机建立起学习动力保持机制。从学习内容、平台到互动等方面适应老年

人实际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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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年教育数字化的发展路径 

3.1. 优化老年数字化课程资源 

数字化课程资源是当前重要的老年教育资源，具有资源丰富、开放共享和改革迅速的优势。通过多

途径和多方式的数字化课程建设，老年人能够在熟悉数字化课程这一内容的同时，掌握信息载体即多种

电子设备的使用办法。同时，老年数字化课程的优化与共享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抹平数字鸿沟。数字化

教育资源的质量和可用性是影响老年人学习的重要因素。发展老年数字化课程资源需充分考虑老年学习

者的需求。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和特点与其他年龄段群体存在差异，需要针对性地开发适合他们的数字化

教育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教育的教育内容需要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和需求，开发和优化老年教育的数字化

内容。这包括但不限于：生活技能学习、健康知识普及、文化娱乐活动等。 
数字化课程资源优化尤其需要注意提供个性化学习内容，老年学习者并无统一的学习目标，学习需

求差异较大，对个性化学习内容有潜在需求，如对本土化课程的需求。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中心，

而教育数字化则是以学习者为中心。这种方式能够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学习需求，有利于他们的学习效

果。通过数字化教育平台，可以提供智能化的学习推荐和定制化的学习计划，根据老年人的学习进度和

兴趣，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反馈。教师是老年数字化课程开发的核心力量。课程开发能力对教师至

关重要，包括创新意识、职业责任感、求变求新的心理特质，以及教学经验、工作经验和社会感知的综

合体现[4]。此外，教师还应具备数字化课程设计、实施、环境构建和学习活动设计的能力，以满足老年

学习者的需要。 
智能化数据统计和分析使数字课程资源专门化的实现可能性较大。数字化课程的相关版面设计也需

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进行优化和设计，例如字体大小、配色、教程步骤等。在数字化课程的学习过程

中增加社交互动也有利于维持老年的学习需求。互动环节不仅加强了学习者与教师、同学和其他辅助者

之间的联系，而且有助于获得学习反馈，及时根据动态变化的学习需求调整学习内容。在线教育平台应

该提供丰富的互动和社交功能，鼓励老年人之间的交流和分享。可以设置讨论区、在线社群等功能，让

老年人能够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和建立社交网络。在线教育平台还可通过认证课程、学分制度等方式，

为老年人提供学习的激励和奖励，让他们感受到学习的成就感和社会认可，鼓励他们持续学习、自我提

升。为改善线上教学效果，线上课程需与线下课程有机结合，综合两者优势。线下的老年人提供数字素

养培训和活动需进一步推广，除基础的互联网使用技能、网络安全意识等方面的培训，还可同时进行数

字化教育的宣传，在提高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的同时激发他们终生学习的热情。 

3.2. 加强社会各界参与度 

目前，无论是数字化教学还是传统的老年教育，其办学主体都仍旧以老年大学和开放大学为主，政

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参与较少。老年教育的数字化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包括政府、科技公司、教

育机构、志愿者等。社会各界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支持、教育服务、志愿服务、照顾支持等方

式，推动老年教育的数字化。政府的政策有利于推动老年教育的数字化进程。政策可以从资金支持、技

术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为老年教育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保障。同时，政策也需要关注老年人的权

益保护，如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提供资金支持，推动老年人数字化教育设施的

普及和改善。同时，鼓励公私合作，促进跨部门合作，形成多方合力，推动老年教育数字化发展。办学

主体和参与者多样化有利于提供促使老年教育数字化的多方面资源，促进课程质量提升，增强不同线上

平台的竞争，增加老年学习者选择的多样性。 
除直接支持外，政府层面还可通过给予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加快数字化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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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通过鼓励企业高校等联合办学，可推动不同办学主体间的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与流动。在推

动老龄产业发展的同时需规范市场，提高准入标准，保证办学质量[5]。科技公司在提供基础设施和技术

支持上发挥重要作用。建设老年人友好型的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包括提供易于操作的设备、稳定的互

联网连接和用户友好的软件应用。通过数字化教育平台，教育机构可进一步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设计

智能化的学习推荐和定制化的学习计划，根据老年人的学习进度和兴趣，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反馈。

志愿者团队可以是了解线上学习内容的群体，也可以是较为熟悉数字化应用和具备相关知识的同龄人。

志愿者团队一方面可及时解答关于线上操作和学习内容的疑惑，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学习过程中的交流

互动，满足老年学习者的社交需求，缓解老年学习者可能存在的不自信的心理。 
加强社会各界参与度不仅直接增加了对老年教育数字化的投入，而且有利于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共建

以及优质资源的整合共享。数字平台的开发不同于传统课程的设置，需联合教师，软件开发人员和多媒

体编辑人员等人员共同设计，由于老年学习者学习需求的多样化，教师之间也需加强协作，实现教学资

源的共享，如老年大学可在现有基础上加强与其他高校、医疗机构以及相关医疗组织的合作，提高学习

内容质量。多办学主体的参与可进一步扩宽学习空间，使老年教育数字化平台不再局限于老年大学所办

理的线上课程，而是充分利用社区、企业、公共图书馆等设施和团体的线上平台和资源，并形成线上线

下课程的高效结合。 

4. 结语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老年教育数字化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老年教育数字化已

取得一定成果，主要体现在针对老年人的数字技术培训和数字化老年教育平台的搭建，但存在相关培训

非系统化和短期化的问题，且数字化平台的搭建也集中在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老年人在使用数字化教育

资源和工具时仍面临一些困难，老年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体验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这受到老年学习者

的学习能力，学习需求及学习资源质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推动老年教育数字化的

发展，包括优化数字化课程资源、加强社会各界参与度等。优化数字化课程资源需要从数字化课程的内

容设计、个性化学习支持、互动交流等多个方面共同推进。通过政策支持和多方合作参与，可以提供更

优质的学习资源，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促进老年教育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老年教育数字化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以实现老年教育的数字化转变和优质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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