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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双重背景下,
 

运用泛在学习资源,
 

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适合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有助于老

年人享有更优质的晚年文化生活,
 

提升晚年生活品质,
 

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以60岁以上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
 

运

用计算教育学原理,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
 

研究和分析老年群体对文化活动的需求及影响,
 

探讨泛在学习资

源在老年群体文化生活中的社会互动、
 

群建共享和认知递进.
 

结果表明:
 

老年群体对艺术活动有着强烈的需求,
 

当

文化活动丰富的情况下,
 

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往往表现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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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lif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ir
 

later
 

years,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progress.
 

This
 

study
 

took
 

the
 

elderly
 

group
 

over
 

60
 

years
 

ol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computation-

al
 

education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needs
 

and
 

influence
 

of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he
 

elderly
 

group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and
 

explore
 

the
 

role
 

of
 

ubiquitous
 

learning
 

resources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group
 

building
 

and
 

sharing,
 

and
 

cognitive
 

progression.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elderly
 

group
 

had
 

a
 

strong
 

demand
 

on
 

artistic
 

activities,
 

and
 

when
 

cultural
 

activities
 

were
 

abundant,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tended
 

to
 

b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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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
 

对社会各领域及各行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也即

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
 

截至2019年底,
 

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已达2.54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18.1%;
 

预计到2025年,
 

我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人;
 

至21世纪中叶,
 

老年人口将达到或超过4亿人的

峰值[1].
 

如何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及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既是社会热论的话题,
 

也是学界必须探

索的课题,
 

需要人口学、
 

社会学、
 

教育学、
 

经济学等诸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共同关注.
 

国内外教育实践表明,
 

关注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和内心世界,
 

开展多样化的文化教育活动,
 

充分激发老年人自身的资源优势,
 

调

动他们参与文化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有利于帮助老年群体不断提高生活质量,
 

让老年群体尽享桑榆生活之

乐,
 

过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问题提出

早在2015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明确提出了“确保全纳、
 

公平的优质教

育,
 

使人人可以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2].
 

此外,
 

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提出将教育和学习贯穿到整个生命周

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3].
 

欧盟也提倡正视和承认老年人的学习需求,
 

并为老年人提供教育

机会,
 

鼓励老年人参与到各类的学习项目中,
 

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以应对老龄化挑战[4].
 

我国针

对老年群体出台了一系列教育学习的规划和政策,
 

提出了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
 

老有所依、
 

老友所为、
 

老有所健”的生活模式.
 

在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中强调了文化养老的重要建设方向,
 

明确提出应面向老年人开展数字技能及文化艺术培训,
 

让更多老

年人能享有更优质的晚年文化生活,
 

积极适应和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教育部在2018年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提出,

 

要以软件及数据为基础,
 

将外部变量转化

为内生变量,
 

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
 

引领教育现代化,
 

继续推动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创新

发展,
 

构建智慧教育生态体系.
 

对于老年群体而言,
 

老年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势在必行且尤为迫切,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老年群体的社会活动大为减少,
 

而线上学习途径的传播迅速,
 

其覆盖范围逐步

扩大,
 

老年群体也已加入到线上线下学习的浪潮之中.
 

与此同时老年群体借助无边界的线上学习资源以及

网络超链接的方式,
 

明显提升了其获取信息及资源的便利性.
 

很多老年人为能更好地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

发展和时代需求,
 

更好地融入社会,
 

对获取新的知识充满期待和渴望.
 

基于此,
 

老年群体的继续教育及精

神文化生活应该得到重视,
 

创建及创新老年教育课程资源、
 

文化资源,
 

推进老年群体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共

建共享,
 

符合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要求[5].
 

通过学习活动衔接而形成的社会知识网络,
 

人人均可获取学习机会从而实现终身学习,
 

老年群体也不例外.

1.1 泛在学习资源

信息技术为现代教育注入了强大的能量,
 

呈现出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和多媒体化的技术特点,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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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育资源的开放、
 

共享、
 

交互和协作.
 

余胜泉等[6]提出网络及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泛在学习成为重要的

学习形式,
 

学习者和教师在泛在学习环境下的分离使得泛在学习资源成为了支撑个体有效学习发生最关键

的依托,
 

因而将学习资源围绕学习者的具体需求来进行结构化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实现针对学习需

求的开放共享、
 

结构化组织、
 

生成进化、
 

情境适应和社会知识网络连接等[7].
 

动态发展的泛在学习资源的

建设和组织为实现开放、
 

共享、
 

规模与个性均衡的教育服务提供了有效支撑,
 

能为不同需求的学习主体精

准地提供学习资源和服务,
 

有助于因材施教教育理念的实现[6].
 

曹培杰[8]认为泛在学习在打破学校围墙壁

垒的基础上,
 

将网络与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场景变成了泛在的校园,
 

突破了传统面授的模式,
 

构建了智能、
 

感知的学习环境,
 

发展了因时而异、
 

因地而异、
 

因人而异的泛在学习形态.
 

泛在学习实现了将资源呈现在

不同移动终端上,
 

实现了资源间动态语义的关联,
 

并支持社会认知网络的动态生成与共享,
 

形成泛在学习

环境与传统学习环境的互补局面,
 

进而极大地拓展了传统课堂[9].
 

泛在学习是能够以最接近人类本真学习

状态的一种学习模式,
 

实现学习主体按需、
 

适量的个性化学习过程,
 

将成为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实践途径

之一,
 

若能有效匹配各类资源与需求,
 

将更好地提高学习主体的学习绩效[10].
在终身学习的倡导下,

 

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国情,
 

国家针对老年群体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教

育学习的规划和政策.
 

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各地也因地制宜地启动了老年群体的终身学习及在线教学,
 

至此我国老年群体的终身学习将迎来规模空前的在线教育实践.
 

积极探索面向老年群体的在线学习模式与

途径,
 

建立健全老年群体线上教育体系,
 

广泛开展数字技能和文化艺术培训,
 

是我国积极老龄化(即用积极

的态度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建设方向.

1.2 计算教育学

计算教育学是在教育大数据的基础上,
 

将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到教育教学中.
 

计算教育学是基于数据密

集型研究范式下的新兴交叉学科,
 

通过技术赋能教育,
 

解释教育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活动与问题,
 

揭示教

育复杂系统的内在机制及其运行规律.
 

围绕教育服务计算、
 

教育主体计算、
 

教育情境计算、
 

计算教育伦理

等核心任务,
 

开展相关研究与实践,
 

助力实现人才培养的个性化、
 

教育管理的精准化及教育评价的科学

化[11].
 

现代信息技术成为驱动教育变革的关键性力量,
 

突破了传统同位集中式的教育教学的时空局限.
 

“互联网+教育”呼吁在传统的学校形态、
 

教学组织方式、
 

教育供给模式下协同在线教育新业态进行发展与

创新[12].
 

智慧教育通过技术赋能教育变革,
 

通过人机协同作用实现优化教学过程进而实现学习主体的美好

发展,
 

是未来教育范式的良好取向[13].
 

其真谛是让学习主体获得适宜的个性化学习服务与美好的发展体

验,
 

同时也让教师能够施展高成效的教学方法,
 

构建人机协同的数据智慧、
 

教学智慧和文化智慧体系,
 

从

而完成不能到可能、
 

小能变大能的美好愿景[14].
教育部办公厅在2021年7月发布的《关于广泛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教育培训的通知》中指出,

 

“充

分发挥教育培训在帮助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中的作用,
 

通过广泛开展惠及老年人的智能技术应用培训,
 

促

进老年人更新观念,
 

提高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能力,
 

使老年人愿用、
 

能用和乐用智能技术,
 

为老年人跨

越‘数字鸿沟’提供教育支持服务,
 

共享智慧社会带来的便利性、
 

快捷性和智能性,
 

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

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计算教育学在老年群体在线教育及艺术文化学习中的应用尤为重要,
 

不仅能助推社

会的积极老龄化,
 

也能助力老年群体的晚年幸福生活.
 

可见,
 

在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的今天,
 

针对老年群

体适应现代信息技术促进下的教育发展,
 

满足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和自我实现等需求,
 

构建终身学习体

系,
 

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计算教育学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老龄化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1.3 文化养老促进积极老龄化

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加,
 

文化养老已逐步成为老年

群体的一大养老诉求.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老年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国家着力于老年文化建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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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作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
 

同时将老年群体作为公共文化的重点服务对象,
 

并针对老

年群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以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15],
 

这也体现了老年群体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全国老龄办、
 

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老年健康服务

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要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不断提升老年人在健康方面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

感.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情感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5个层次.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老年群体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
 

老年群体对受尊重和自我实现

的需求进一步扩大.
 

有学者认为,
 

文化生活能帮助老年群体更好地找回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16].
 

因此,
 

应

多方协作采取有效措施,
 

推进老年群体的文化建设,
 

多举措保障老年群体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开展

老年群体适宜的文化活动,
 

丰富其老年生活.
 

从老年群体自身发展和学习需求出发,
 

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

适合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回应老年群体的教育和学习需求,
 

同时帮助老年群体更好地适应现代信息技术下

的教育发展,
 

让老年人参与到学习中,
 

享有更优质的晚年文化生活,
 

提升晚年生活品质,
 

推进老年群体文

化养老应是当前社会支持的重要内容.

一般而言,
 

文化养老是一种符合社会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养老方式,
 

老年群体在物质生活方面的

基本需求得到保障是文化养老的前提条件;
 

在精神需求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是文化养老的基础;
 

沟通情

感、
 

交流思想、
 

拥有健康身心是文化养老的基本内容;
 

享受快乐、
 

愉悦精神、
 

崇尚独立、
 

张扬个性是文化

养老的目的.

国内外众多的教育实践表明,
 

在学习活动及文化活动方面参与度愈强,
 

老年人的幸福感愈高、
 

生活满

意度也越高.
 

针对老年群体推广文化养老,
 

开展丰富的教育活动,
 

有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而出现

的诸多社会问题.
 

本文运用计算教育学原理,
 

通过泛在学习资源,
 

对老年群体文化活动的需要及影响进行

调查与研究,
 

旨在通过文化养老促进广大老年群体的学习与发展,
 

扩大老年群体教育和学习的范围,
 

创建

一个适应我国老龄社会的教育体系,
 

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
 

精神文化水平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样既

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体系,
 

更能将老龄压力转化为人口红利,
 

真正实现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

2 研究设计及数据处理

2.1 问卷编制与数据来源

2.1.1 问卷编制

以60岁以上老年群体为研究样本,
 

在重庆市、
 

成都市范围内进行,
 

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式,
 

调查和

分析老年群体对文化活动的需求及影响.
 

本研究在泛在学习资源的基础上,
 

对当前老年人文化生活进行

设计,
 

确定了调查问卷维度,
 

其中一级维度为艺术文化生活影响力,
 

二级维度包含实现自我价值、
 

满足

精神需求、
 

增强生理机能、
 

促进家庭和睦、
 

扩大交际圈5个方面.
 

基于分析,
 

对题目进行了筛选与剔除,
 

并对各维度中的指标进行调适,
 

最终所得艺术文化生活影响力描述框架见表1.
 

其中,
 

实现自我价值维度

共有7个题目,
 

总分35分;
 

满足精神需求维度共有6个题目,
 

总分30分;
 

增强生理机能维度共有6个题

目,
 

总分30分;
 

促进家庭和睦维度共有7个题目,
 

总分35分;
 

扩大交际圈维度共有4个题目,
 

总分20分.
 

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计分,
 

问卷题目中设计反向题目,
 

采用反向题目计分:
 

非常满意5分,
 

比较满意4分,
 

一般3分,
 

不太满意2分,
 

非常不满意1分.

2.1.2 数据来源

随机选取重庆市、
 

成都市两地的1
 

000名老年人为被试,
 

平均年龄65.22±4.50岁.
 

发放问卷1
 

000份,
 

收回问卷952份,
 

剔除无效问卷,
 

得到有效问卷918份,
 

有效率为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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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处理与分析

使用SPSS
 

26.0对问卷和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问卷得分总体情况;
 

通

过相关性分析探寻老年群体文化养老与艺术文化生活影响力各维度(实现自我价值、
 

满足精神需求、
 

增强

生理机能、
 

促进家庭和睦、
 

扩大交际圈)之间的相关性并建模.

3 结果与分析

3.1 问卷信、
 

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使用相同的研究技术重复衡量同一对象时,
 

得到可靠或稳定的研究结果,
 

即量表或测验的可

靠性或稳定性.
 

根据研究的现实条件的可能性,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和折

半信度进行信度的检验(表1).
 

结果表明,
 

总量表及分量表的信度水平在0.60~0.90之间.
 

根据统计学的

标准,
 

测验或量表的信度系数α≥0.90,
 

则表示测验或量表的信度甚佳,
 

0.80≤α<0.90表示信度良好,
 

0.70≤α<0.80表示信度较好,
 

0.60≤α<0.70为可接受的范围.
表1 《老年群体艺术文化生活量表》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结果

维度 题项数 Cronbach
 

α系数

实现自我价值 7 0.693

满足精神需求 6 0.712

增强生理机能 6 0.691

促进家庭和睦 7 0.692

扩大交际圈 4 0.677

总量表(艺术文化) 30 0.853

图1 老年人对艺术文化活动开展满意度现状饼状图

  从信度检验结果来看,
 

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度.
 

问卷效度的分析主要采用专家评定,
 

经过专家的评分与分析,
 

得出该问卷效度良

好,
 

所得数据可用于统计分析.
 

整体来看,
 

问卷的信、
 

效度符合统计学的要求.

3.2 老年群体艺术文化生活描述性分析

3.2.1 老年群体艺术文化活动开展现状与

满意度调查分析

对老年群体艺术文化活动的开展满意

度与现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结果见图1.
 

由图1可知,
 

对艺术文化活动开展现状非常满意的老年人占比最多,
 

为38.2%,
 

但是对艺术文化活动开展

比较不满意以及非常不满意的老年人占比也超过了1/4,
 

这一部分老年人的需求需要加以重视,
 

应是我们

致力于去改变和影响的群体以及未来需要突破的研究方向.

3.2.2 老年群体锻炼情况、
 

健康状况与家庭支持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
 

结合老年人平均锻炼天数与每日锻炼时长等要素计算得到老年人的锻炼情况,
 

结

合老年人睡眠质量、
 

基础疾病情况等要素计算得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并将老年人及其家属支持程度量

化,
 

标准化所有数据后,
 

分析其相关性,
 

结果见表2.
 

其中,
 

家属支持程度与老年人的锻炼情况和老年人的

健康状况均显著相关(p<0.01).
 

由此可见,
 

对于老年群体,
 

家属支持程度与他们坚持锻炼的心态息息相

关,
 

而其健康状况也与他们的锻炼时长及频率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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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老年群体锻炼及健康状况与家属支持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锻炼情况 健康状况 家属支持程度

锻炼情况 皮尔逊相关性 1

Sig.(双尾)

个案数 918

健康状况 皮尔逊相关性 0.966** 1

Sig.(双尾) 0.000

个案数 918 918

家属支持程度 皮尔逊相关性 0.646** 0.432** 1

Sig.(双尾) 0.000 0.000

个案数 918 918 918

  注:
 

**
 

表示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2 老年群体描述性文本中提取的频率词云

3.2.3 老年群体艺术文化活动需求的实证

分析

通过对成、
 

渝两地老年群体文化活动需

求的实证调查发现,
 

老年群体文化养老与艺

术文化活动影响力各维度(实现自我价值、
 

满足精神需求、
 

增强生理机能、
 

促进家庭和

睦、
 

扩大交际圈)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各二

级维度间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表3).
 

其中

满足精神需求及增强生理机能是老年群体

对艺术文化活动最为看重和追求的两大功

能.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群体对精神

生活的追求和期盼是比较强烈的,
 

认知也较

为统一.
 

这也与现实社会中老年群体参加文

化活动有利于帮助老年群体不断提高生活

质量,
 

过有尊严的晚年生活相符合.
 

老年群体对艺术文化活动在扩大交际圈方面的认可度和需求次之,
 

从

这一维度来看,
 

老年群体一般具有相对固定的交际圈,
 

对通过艺术文化生活扩大交际圈的需求不是特别迫

切.
 

总体来看,
 

老年群体对艺术文化活动的需求以及对该类活动带来的影响保持高度的认可态度,
 

当文化

活动丰富的情况下,
 

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往往表现更优.
同时本研究借助文本提取及频率统计分析工具,

 

从老年人对艺术文化活动开展的描述性文本中得到词

云(图2).
 

老年群体的描述关键词多为“机会”
 

“参加”
 

“希望”
 

“喜欢”,
 

可以看出无论活动开展现状完善与

否,
 

该群体大多数对艺术文化活动抱有憧憬、
 

积极的态度,
 

而“机会”对他们尤为重要.
 

同时,
 

艺术文化活动

中的“唱歌”
 

“跳舞”
 

“书法”
 

“旅游”等关键词均被高频提及.
 

因此应针对老年群体的兴趣和期待,
 

广泛开展

丰富多彩、
 

形式多元的文化活动,
 

以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
 

也整体上说明成、
 

渝两地老年群体参与文化艺

术活动的积极性普遍偏高.

3.3 老年群体艺术文化生活影响力的模型分析

要建立老年群体艺术文化生活的影响分析模型,
 

根据社会统计学有关要求,
 

首先需要探索以老年群体

91第6期     颜芬,
 

等:
 

泛在学习资源:
 

计算教育学在老年艺术文化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艺术文化生活影响为主题的总量表的关联性,
 

并分析该结构的相关性是否符合模型构建的要求.
 

本文利用

SPSS
 

26.0以及AMOS
 

7.0等软件探索了其结构的相关性(表3),
 

从结构的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
 

可

以建立老年人的艺术文化生活影响模型.
表3 《老年人艺术文化生活影响量表》各维度间及各维度与总量表间的相关矩阵

F1 F2 F3 F4 F5 总量表(艺术文化)

F1 1

F2 0.424** 1

F3 0.501** 0.413** 1

F4 0.342** 0.381** 0.471** 1

F5 0.308** 0.384** 0.308** 0.411** 1

总量表(艺术文化) 0.772** 0.773* 0.871** 0.691** 0.659** 1

  注:
 

F1为实现自我价值,
 

F2为满足精神需求,
 

F3为增强生理机能,
 

F4为促进家庭和睦,
 

F5为扩大交际圈.

在分析老年人群体文化活动结构构成的基础上,
 

根据结构方程原理,
 

对老年人艺术文化活动影响路径

的模型进行了理论假设,
 

尝试性地探讨5个子结构与老年人艺术文化生活影响的关联度(直接作用效应),
 

以求更好地反映出老年人艺术文化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为提高老年人艺术文化生活的质量提供有力的

理论支撑.

为了对理论构建的关联模型进行验证,
 

本研究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了统计处理与分析.
 

结果表明,
 

实现自我价值、
 

满足精神需求、
 

增强生理机能、
 

促进家庭和睦、
 

扩大交际圈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并且作用效

应存在差异性.
 

从建立测评模型的路径载荷系数(标准化估计)来看,
 

各个二级维度与老年人艺术文化生活

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图3).

图3 老年人艺术文化生活影响结构模型路径图

 

从标准化路径的结果来看,
 

满足精神需求的关联性最大,
 

路径载荷系数为0.88,
 

即老年人艺术文化

生活的作用对于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当变量每提高1

个单位,
 

影响力将提高0.88个单位.
 

其他子结构的路径载荷系数分别为自我实现价值0.40,
 

增强生理

机能0.66,
 

促进家庭和睦0.59,
 

扩大交际圈0.52.
 

整体来看,
 

满足精神需求和增强生理机能两个维度

结构在老年人艺术文化生活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
 

具有核心作用.
 

这也与现实中对老年人的实地调查以

及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基本相符,
 

表明该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出老年人艺术文化生活的内在联系,
 

具有一定

的实用性.

模型是否有效也可用拟合指标来加以评定.
 

拟合指标的卡方值对实际研究样本数量很敏感,
 

容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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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样本量大小的影响.
 

为此本研究还采用了GFI,
 

NNFI,
 

CFI,
 

IFI,
 

RMSEA 等拟合指标来评价模型,
 

根据统计学参考规定:
 

GFI,
 

NNFI,
 

CFI,
 

IFI 通常在0~1之间,
 

越靠近1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
 

而

RMSEA 最好在0.08以下,
 

越接近于0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
 

由表4可知,
 

从拟合指标的整体情况来

看,
 

各项拟合指标都基本上达到了统计学的参考要求和标准,
 

说明该模型良好.
表4 老年群体艺术文化生活影响结构关联模型拟合指数(n=918)

拟合指数 X2 df P X2/df NNFI CFI IFI GFI RMSEA

9.211 4 0.1 1.781 0.922 0.931 0.922 0.921 0.072

4 加强老年群体文化活动的建议与措施

4.1 适老化改善,
 

精准提供学习资源和服务

积极老龄化社会的构建不仅需要给予老年人丰厚的物质待遇,
 

同时需要提供充实的精神食粮,
 

在满足

与幸福中适应时代发展步伐,
 

进而实现“老有所为”[16].
 

老年群体的空闲时间很多,
 

但目前文化养老及相关

教育活动资源与渠道较为匮乏,
 

许多老年人急迫地想要参与社会事务,
 

学习新的社会知识与技能,
 

丰富精

神文化生活.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老年群体且积极推动文化养老的发展,
 

但由于种种原因,
 

文化养老供给依

然不足,
 

不能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的需求.
 

泛在学习资源的建设和组织能够为老年群体中学习者的不

同需求提供精准的学习资源及服务,
 

促进学习资源优质化、
 

动态化和精准化的发展,
 

有助于实现学习资源

和服务的适老化改善.
 

因此,
 

针对老年群体的文化活动,
 

通过线下线上的融合模式,
 

基于泛在学习资源实

现学习者群体智慧的共享和学习工具的共享,
 

并进行适老化改善,
 

推动文化养老的发展,
 

精准提供学习资

源与服务,
 

才能有效解决老年群体对文化养老及相关教育活动的需求.

4.2 智慧助老,
 

利用互联网络拓宽文化养老渠道

在线教育是老年学习生态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也成为拓宽文化养老渠

道的重要途径.
 

要充分运用计算教育学原理,
 

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开放共享,
 

引领教育现代化,
 

继续推动

老年群体的终身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老年群体文化养老需求与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创新融合,
 

不

断拓宽智慧养老发展渠道,
 

构建老年群体智慧教育生态体系.
 

如共建共享老年群体的专业网络课堂,
 

将

深厚广博的优质文化资源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在吸引老年群体参与的同时,
 

简化操作程序,
 

进一步提

升完善老年群体参与学习资源和文化活动的便利性.
 

如深化人脸识别功能、
 

语音识别功能等技术在线上

操作环节及课堂学习中的运用,
 

畅通老年群体链接线上云端学习的渠道等.
 

面向不同对象、
 

不同层次、
 

不同时空的老年群体,
 

针对其身心特点及具体需求,
 

结合在线教育平台开展相关文化活动及教育教学活

动,
 

完善符合老年群体身心特点的线上文化教育服务体系,
 

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老年群体的覆盖面、
 

增加

老年群体惠及面,
 

推动构建老年群体体系化、
 

多元化的多维立体文化养老体系.
 

可以说,
 

文化活动及学

习体验的动态、
 

优质发展,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种社会互动、
 

群建共享、
 

认知递进的深度学习理念,
 

对文化养老的深化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4.3 多方联动,
 

助益文化养老的社会环境支持建设

目前,
 

老年群体自发性的文化活动较为常见,
 

但缺少体系化的文化养老模式.
 

为促进文化养老的实

践与发展,
 

关注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和内心世界,
 

帮助老年群体不断提高生活质量,
 

充分发挥文化养老

的意义及作用,
 

应进一步加大社会环境支持力度:
 

一方面,
 

做好顶层设计,
 

强化政策支持,
 

营造良好的

政策环境.
 

文化养老的广泛开展与相关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
 

宏观政策和具体政策的支持是推动文化养

老实践与理论研究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
 

多方联动,
 

集聚多方力量,
 

促进老年群体的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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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
 

创建文化养老的良好基础,
 

丰富老年群体艺术文化生活.
 

发挥政府、
 

社区、
 

学校、
 

家庭、
 

企业等

多方合力,
 

构建文化养老多维立体联动机制,
 

这有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的支持.
 

因此,
 

亟待建立多方社会

主体共同参与、
 

适应社会发展、
 

适合老年群体需求的社会支持体系,
 

以推动文化养老有效、
 

良性、
 

健康

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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