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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层老年大学（学校）暨老年远程教育
共建教学点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安徽省老年大学协会

安 徽 开 放 大 学

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

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

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老有所学”行动方案要求，推

进我省基层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结合全省基层老年学校示

范校标准修订，并对老年远程教育共建教学点进行考评，安

徽省老年大学协会和安徽开放大学联合组织开展了调研工

作，选择老年大学（学校）共计 43 个调研点，重点是乡镇

（街道）老年大学（学校）和老年远程教育共建教学点。调

研组分为三个小组，分别于 2023 年 4 月中下旬对皖北亳州

和宿州、皖中蚌埠和安庆、皖南池州和黄山市进行了为期近

两周的大调研、大走访、大座谈。通过听汇报、查资料、看

现场、对指标等方式从基础设施、人员配备及培训、网站使

用、学员注册、线上教学、课程设置等方面对基层校和共建

教学点建设情况进行了详细调研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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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做法

2022 年，省委、省政府实施“老有所学”暖民心行动后，

我省老年教育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如今的老年大学（学

校），在圆梦老年人实现文化养老、学习养老同时，已经成

为党和政府联系百姓的重要渠道之一，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

体之一，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智库之一。通过此次实地调研，

充分反映出了老年大学（学校）的这些重要作用与价值。

（一）领导高度重视，严格落实工作。各地党委政府成

立专班贯彻落实老有所学行动方案。如亳州市由组织部门牵

头抓总，教体局等部门各司其责，老年大学、老年开放大学

系统协同推进；宿州市则由教体局牵头，联系老干局，老年

大学、老年开放大学系统共同推进。砀山县李庄镇成立了镇

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镇班子成员任常务副组长、相关站所、

学校、行政村（社区）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严格落实周调度、月统筹的工作格局，全力确保老有所学行

动向实里抓、向深处推。

（二）突出组织领导，提升办学效果。各地党委政府坚

持政治引领，强化思想建设，高度重视老年教育，指派专人

负责，精心组织安排老年教育教学活动。如池州市老年大学

组织老年学员学习党的政治思想理论，观看红色电影，利用

学校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等；各地老年

大学（学校）依托各类教育平台开展老年远程教育。如依托

安徽老年远程教育网、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程教育网、学习



3

强国等各类教育平台，加强老年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

理论学习融入老年远程教育。

（三）加大投入保障，改善办学条件。各地党委政府“建

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多元主体投入的经费保障机制。”

多渠道筹措资金，实施校园改造提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办学条件。如怀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落实工作，解

决老有所学和学校创建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人财物，增加预

算，扩大投入；怀远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于 2021 年将地

处老城区中心黄金地段，原卫健委办公大楼和县妇幼保健院

大楼(近 5000 平方)，整体划拨给老年大学办学使用。

（四）实现辐射延伸，建设基层学校。各级党委政府重

心下移，抓基层老年学校建设。如石台县丁香镇老年大学开

设了茶叶技能培训课，让学员们对茶产业有了更深的认识，

增强了对茶产业发展的信心。休宁县上前村学堂开展老年人

健康养生、思想政治教育等教学活动，力争将学堂打造成为

村内老年人文化养老的主阵地。可以说，各地乡镇、村老年

学校的普遍设立，开展的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把丰富的老

年教育资源延伸到了田间地头，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上老年

大学的愿望，真正达到了暖民心的行动意图。

二、几点体会

一是老有所学意识普遍增强。此次调研组奔赴江淮各地

均深切感受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干部群众高度重视老年教

育事业发展，利用地方一切资源创办形式多样的老年学校，

大力推进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各地群众也普遍接受了形式



4

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教育活动，有的地方基层老年教育开

展的如火如荼，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老年人学习的观念

深入人心。有的地方通过老年教育活动推动了地方社区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二是老年学校办学较为规范。各地基层老年学校根据省

老年大学协会制定的办学体系标准规范办学，各地党委政府

积极提供办学场地、教学设施、引进师资等，配备专门的办

学管理人员和教师队伍，积极有效地开展老年远程教育教学

活动，并紧密地和地方特色文化结合起来，为服务地方乡村

振兴战略添砖加瓦。虽然部分基层老年学校刚开始办学，但

是办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受到地方群众的欢迎，老年教

育大有可为、大展宏图。

三是地方教材编制因地制宜。部分基层老年学校组织当

地教师队伍编写系列教材，因地制宜，密切结合地方农业结

构调整、地方特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等，适时开设农技培

训课及各类具有本土特色的课程，如茶叶加工、非遗文化传

承、红色文化思想政治课、泉水鱼养殖产业、地方美食烹饪

等。地方教材编写呈现出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的画面。一方

面说明地方老年教育因地制宜、灵活开展，将全省各地所具

有的独特地方特色文化融入教材中，丰富了课程内容，延长

了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各地开展的老年教育具有较强的

朝气活力。

四是镇村联合办学成效显著。本次调研，我们发现由于

安徽南北差异较大，皖北平原一马平川、人口众多、交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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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集聚效应明显，江淮之间丘陵纵横、河湖星罗棋布，西

南一隅又有绵延千里的大别山脉，皖南山川层叠、地势崎岖、

人口稀少且分散。安徽独特的地理地貌区域特征决定了老年

教育的开展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充分尊重并发挥地方的主

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如皖南部分地区镇村联合办学，成

效显著。由于人口稀少、居住分散，镇村联合办学或者镇老

年学校设立在比较大的村子上，既满足了上级办学要求又带

动了地方老年教育事业发展。因地制宜、积极灵活，根据当

地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主动适应地方办学，得到了群众的好

评，办学成效显著。

三、存在问题

一是办学条件设施有待改善。部分基层老年学校虽然成

立了，但是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办学条件较为简陋，老年教

育教学活动尚未充分开展，或者即将开展，受疫情影响尚未

来得及实施教学方案活动。有的基层老年学校利用地方综合

文化站、养老服务中心、闲置中小学校舍、党群服务中心等

场所办学，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尚无法达到《安徽省教

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加快推进老年大学（学校）建设的通知》

中的办学标准。

二是课程教材大纲有待规范。本次调研，我们发现由于

没有统一制定颁布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各地组织编写的

课程教材五花八门，形式多样，各自聘请专家学者编写或评

审教材，也因此呈现出课程、教材、大纲的编写缺乏统一的

格式体例和基本要求，内容质量层次不一、水平各异。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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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学校的教材建设也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现象，教学研究、

教学评估和教学质量监控都存在一定的漏洞。

三是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各地基层老年学校由于地

处广大的农村地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来源、教师储备等

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基层老年学校限于学员规模、待遇薪酬、

文化场所较少等各种因素，无法吸引更多的人到老年学校任

教，再加上老年学校的教师培训学习交流的机会较少，导致

部分老年学校师资队伍长期严重匮乏、建设滞后。部分基层

老年学校由于师资匮乏，课程开设不足，教学活动流于形式，

无法满足地方群众的学习需求。

四是教育经费投入有待落实。从走访调查的实际情况来

看，调研组所到之处无论是口头汇报还是文字材料，各地老

年教育经费都“纳入了同级财政预算”，但由于有些乡镇财

政收入较为薄弱、地方经济产业结构单一、人口集聚规模效

应不明显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老有所学行动方案中明确的

“县级以下公办老年学校，按 200 元/人·年标准拨付人均保

障经费”没有落实到位。

四、对策建议

一是改善办学条件设施。进一步整合盘活现有基层各类

办公用房、中小学闲置校舍、综合文化站、老年活动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等各类存量设施资源，推进基层社区服务中心、

文化体育中心等资源共享，实现一个场所、多种功能。同时

可依托现有老年大学（学校），挖掘办学潜力，扩大办学场

所，扩充办学容量。注重乡镇与行政村、街道与社区联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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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行资源共享整体推进格局。注重适老化设施改造，以

老年人为中心，围绕教学学习、课程内容、观看微课、上门

送教等便利老年人学习的角度，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地方老

年人教育参与率，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加入到老年教育活动中

去，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二是制定统一课程标准。聘请专家学者、一线教师、精

品课程教材获奖者、乡村能人贤人参与编写地方教材，保障

教材编写的科学性、规范性、教育性，结合地方特色文化，

深入挖掘地方优秀文化资源，重点开发建设一批能体现安徽

传统文化、地方特色的省级精品课程和优秀教材，并推广应

用。开发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老年教育线上教学资源，扩大

老年教育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便捷化、个

性化的学习需求。结合乡村治理和老年人的需求，广泛开展

农村实用技术和现代生活教育培训，挖掘地域特色课程资源，

开展民俗文化、非遗传承等课程教学活动，打造乡村老年教

育特色，服务乡村振兴。

三是充实师资队伍建设。建设一支符合基层老年学校实

际办学需求、相对稳定、以兼职教师为主体的高素质教师队

伍，吸收各类人才作为基层老年学校的教师充实到队伍中去。

加快培养老年教育教学、科研和管理人才，多措并举，通过

特设岗位、城乡对口支援等途径，建立专兼职教师登记、培

训等制度，培养一批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专兼职

教师队伍，促进老年学校师资队伍共建共享。积极开展省内、

省际间的老年教育交流活动，融入长三角老年教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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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长补短、优化师资队伍。建设好老年远程教育“三员”管

理队伍，定期开展师资、管理人员、“三员”队伍培训，不

断提升基层老年学校办学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学员提供优质

的教育教学服务。以建设师资队伍为抓手，进一步改善办学

条件，创建一批省级基层示范校，引领地方老年教育高质量

发展。

四是保障教育经费投入。进一步落实老有所学行动方案

中的财政投入政策，以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老

年教育发展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将基层老年

学校办学经费、专项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健全政府、

市场、社会组织和学习者等多主体分担和筹措老年教育经费

投入机制。政府举办的老年教育机构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完善经费投入机制和标准。各级政府要将老年教育机构纳入

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财政、税收、金

融、土地等优惠政策，统筹老年学校基本建设用地及基础设

施建设。同时拓宽老年教育经费投入渠道，鼓励行业企业、

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老年教育发展基金，捐资助学，支持老

年教育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