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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执行与评价应在我国教育方针的宏观引领下，加强

微观研究，充分审视老年大学发展现状，明确老年人身

心发展规律和老年大学建设规律。但当前老年大学研究

主要依托于老年教育事业，缺乏对老年大学这一主阵地

的深入探究。尤其是较多的学术研究聚焦理论探讨，没

有深入老年大学开展实地调研，容易导致政策决策缺乏

科学性。

三 是 政 策 决 策 缺 乏 针 对 性 。 我 国 老 年 大 学 建 设 存

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城乡资源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老

年大学建设地方化、特色化明显。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

后，很多地方政府照搬照抄教育政策，并未结合地区发

展制定精准化的教育政策，这使得众多老年大学建设定

位不清、特色发展不明，老年大学建设逐渐同质化。

（二）老年大学协同治理制度不尽完善

老年大学是老年教育的主要供给形式，高质量的老

年大学是多元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老年大学仅依靠国

家政策的支撑难以实现有效发展，必然需要多元主体的

协同与合作。但从老年大学发展现状看，老年大学协同

治理制度也存在较多不完善之处。

一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由于多元主体协同发展不

足，使得老年教育政策制度缺乏高效的协同治理机制，

主要表现在老年教育统筹发展的顶层规划、经费投入和

师资配备等保障性制度，以及各类老年教育资源建设标

准、考核规范等操作性制度。[7]

二是从沟通交流机制看，老年大学各供给主体间沟

通不畅，缺乏合理的交流机制。从横向协同看，政府、

高校、社会及市场组织等主体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没有

建立科学的资源整合和分配机制，资源供给重复交叉等

问题严重。从纵向协同看，教育行政部门缺乏上下联动

机制，使得教育政策执行存在偏差，影响老年大学的建

设与发展。老年大学管理队伍与教师队伍沟通不及时等

问题，也影响管理和教育工作的开展。亟需建立沟通协

调机制，畅通沟通交流渠道，提升老年大学工作效能。

三 是 从 老 年 大 学 管 理 制 度 看 ， 一 方 面 ， 老 年 大 学

的 外 部 治 理 协 同 不 足 。 由 于 多 方 治 理 主 体 权 责 划 分 不

清、职能交叉等问题，使得老年大学管理效能较低。多

元主体应整合发展优势，为老年大学建设提供更多的增

值服务。另一方面，老年大学内部管理制度不到位、不

细致。老年大学发展规划、教学管理规范、教师管理规

范 、 日 常 管 理 规 范 等 治 理 方 案 的 制 定 与 执 行 都 需 要 校

长、教师、学生等微观主体的广泛参与，进而提升其工

作和学习热情。目前，由于多元主体协同管理不足，使

得老年大学制定的管理方案不够细致，老年大学内部治

理困难重重。

（三）老年大学支持服务机制不尽健全

我国老年大学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师资、经费、设

施等要素多向城镇市区聚集，基层社区及农村教育资源

匮乏。如何妥善处理好老年大学资源配置成为老年教育

高质量发展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是老年大学资源配置机制不尽合理。当前我国老

年大学存在校际、城乡、区域资源配置不科学不合理的

现状，老年大学的师资建设总量不足，且存在专业水平

不高、流动性较强等问题。老年大学经费来源单一、且

支持力度不足，难以支撑起老年大学规模发展的现实需

要。老年大学基础设施建设参差不齐，教学基础设施存

在严重短缺，教学场地如舞蹈室、书画室、微机室等数

量不足，基础设施不健全，乐器、体育用品、电子多媒

体设备等教学辅助训练器材短缺，远不能满足现有学员

的基本学习要求，使教学水平受到严重影响。[8]

二是老年教育教学服务不尽完善。当前部分老年大

学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多以高等院校为参照，老年群

体的老年教学服务考虑欠缺，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

的不灵活也直接导致老年群体接受难度大，制约了老年

教育教学的有效性。由于学习对象的异质性，老年群体

的教育教学服务应更加多元化、精准化、个性化和灵活

化，以服务老年人个体发展、实现综合能力的提升。

三是现代化信息技术支持不尽充足。强化技术支持

赋能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老年大学建设的目标追求。

随着人工智能的变革与发展，信息技术已逐步走入老年

人的学习和生活，影响老年群体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但

老年大学的信息技术支持不足，尤其是教师教与学生学

的 层 面 缺 乏 技 术 的 支 撑 ， 难 以 为 老 年 人 学 习 提 供 真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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