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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老
年教育，市委主要领导到厦门老
年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把老年大
学办好，用心用情服务好老年群
体，通过老年人在学习中不断进
步、更加健康、享受快乐，共同推动
厦门这座城市更健康、快乐、文明、
进步，为厦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作出新的贡献。这也是厦门
老年大学正持续奋进的目标。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有机会参
与老年教育的学习，今年3月，在
厦门老年大学的积极努力下，厦
门市委文明办、市委老干部局、市
教育局联合出台《关于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老年
大学教学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要求各区利用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
老年大学教学点，推进基层老年
教育工作开展，提升各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的文化内涵，为我
市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增添新
亮点。这意味着，市、区老年大学
将与遍布全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强强联合，把老年教
育办到老年人的家门口，激活文
明载体新功能。

厦门老年大学一直将提升
老年教育覆盖面，满足更多老年
人对老年教育的需求放在心上，
并在近年来不断推出新举措。
如，推进“互联网+老年教育”，加

大线上教学力度，开设31门网
上课程，两年多来累计观看人数
已达18万多人次；积极探索多
种形式办学，与象屿慈爱老年养
护中心、建发溢佰养老中心、泰
康之家·鹭园等养老机构合作开
办“养教”结合的老年学堂等。
厦门老年大学的特色做法、创新
经验，还多次登上中国老年大学
微信公众号、《中国老年报》等全
国性媒体平台，对外讲好厦门老
年教育故事。此次《指导意见》
出台的背后，同样有厦门老年大
学服务更多厦门老年人，立志将
老年大学办到老年人家门口的
拳拳之心。如今，岛内外已有数
十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建立了老年大学教学点，计
划于明年实现全覆盖。

站在厦门老年大学教学楼
向外望去，正在兴建中的厦门老
年大学扩建项目已初具规模。
该项目仅用19个月就完成项目
一期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下
半年一期新教学区投入使用，全
部建成可同时容纳3000多名老
年学员上课。在全市各界的关
注与支持下，厦门老年大学将以
更昂扬的奋进之姿与城市并肩，
有效增加老年教育资源供给，让
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努力
培育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
新时代“三有”老人。

文/本报记者 郭睿
通讯员 戴伟
图/本报记者 林铭鸿（除署名外）
厦门老年大学2022年秋季学

期开学已近一个月。这所拥有
128个教学班、学员5000多人次
的学校，开设有养生保健、生活艺
术、文学语言、舞蹈健身、音乐戏
曲、智能应用、书画篆刻等7大系
列98门课程。班级数量比一所中
学还多，厦门老年大学之“大”，名
副其实。

厦门老年大学的“大”，是个渐
进的发展过程。过去十年，中国社
会老龄化进程加快，也是厦门老年
大学学员数量及教学班数量成倍
增长的十年。新时代老年人需要
怎样的晚年生活？在厦门老年大
学，答案在每一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里，在每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里。
老年人在这里学手机摄影、玩新潮
乐器、写诗词歌赋、赏舞蹈剧目……
因为老年大学，他们的生活更加丰
富、热烈、充满希望。

老年教育，是终身学习体系的
最后一块拼图，也是老年生活的调
色盘。一座城市如何看待老年教
育、怎样发展老年教育，映照的是
这座城市的民生底色和文明程
度。今年重阳节来临前，本报记者
带您走进厦门老年大学，看厦门老
年教育工作如何为老年人续写“校
园故事”。

桑榆未晚霞满天
厦门老年大学努力让更多老年人实现不断进步、更加健康、享受快乐的美好生活

厦门老年大学提供给学员的不仅是
“兴趣班”“提高班”，办学37年来，这所学校
始终坚持政治建校，率先将思政课作为公
共必修课纳入教学计划，并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
念教育，成为老同志思想政治引领的“新高
地”。

“学校鼓励大家多参与思政课程，这些
课程内容对老年人来说很有必要，让老同
志能够保持政治坚定、思想常新。”学员陶
洪生说。在厦门老年大学，思政教育还通
过参观学习、举办书画摄影展、文艺汇演等
多种形式展开，老年人通过参与校园活动
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守初心担使命。

思想上的收获和进步，化作老年学员
奉献社会的热情，并在厦门老年大学第二
课堂圆梦。第二课堂是老年大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实
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办学目
标。近年来，厦门老年大学不断提升第二
课堂发展水平，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加强学
员社团建设，支持鼓励社团学员参与疫情
防控、基层治理、关心下一代、送文化下基
层等志愿服务。

老妈妈关爱团，是厦门老年大学最早
建立的学员社团之一，成立三十多年来，
充分发挥亲情帮教的特殊作用，引导、帮
扶失足青少年，关爱智力障碍儿童，已成
为全省知名的老年志愿服务品牌。老妈
妈关爱团老团长刘爱治说，近年来厦门老

年大学为老妈妈关爱团的发展注入了许
多新能量。“在学校的帮助下，我们从厦门
老年大学学员中招募了一批有爱心、综合
素质高、相对年轻的老妈妈，实现了队伍
建设的提质升级。”刘爱治说，“帮教活动
方面，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也邀请了学
校教师参与帮教活动，通过教做面包、刻
水仙花等技能型课程，帮助被帮教对象更
好地走向社会，特别是与共建单位市公安
局收容教育所合办的丝网花培训班，已坚
持多年，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老妈妈们
也积极在课堂上当助教。”

依托第二课堂，银发志愿力量在厦门
老年大学熠熠生辉。去年，厦门老年大学
在10个学员社团全部建立了兼合式党支
部，以党建引领学员社团工作，引导老年学
员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今年，厦
门老年大学整合学员社团志愿服务力量，
成立了厦门老年大学志愿服务总队，10个
社团分别成立了10支志愿服务队，引导老
年学员充分发挥学有所长的专业优势和阅
历丰富的经验优势。总队成立不久遇上疫
情，学校及时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核
酸采样检测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活动。

银发志愿者用爱心创建文明，用真情
奉献社会，为厦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贡献力量，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
值。“之前有帮扶对象重返社会开了餐饮
店，我们老妈妈组团去店里捧场。”刘爱治
说，“那个时候特别有成就感。”

在前不久学校召开的教师节庆祝大
会上，诗词写作课教师黄锦勋作为代表发
言，他说：“感谢厦门老年大学培养了我，
我是从这里起步登上诗坛。”黄锦勋曾在
银行从事技术工作，从小喜欢读诗，退休
后开始在厦门老年大学系统学习诗词写
作，并在恩师余元钱先生的推荐下，成为
思明区老年大学前埔南分校和海沧区老
年大学的诗词写作课教师。“老年大学为
我们提供了‘活到老学到老’的阶梯，”黄
锦勋说，“因为老年大学，退休后的我迎来
人生的新起点。”

厦门老年大学改变老年人晚年生活的
硬实力，藏在学校的课程表里。学校聚焦

“老有所学”，所开设的7大系列98门课程，
基本能够满足老年人各方面的学习需求。
这份课表也一直在动态调整，不仅课程总
量不断增多，科目设置也越来越科学，如将
部分相近课程优化成系列课程，及时淘汰
一些过时或不适宜的课程，增加满足老年
人需求和时代发展的课程，像玩转手机、手
机微视频制作、心理养生学等。

在学员心中，课程丰富的厦门老年大
学还有一种“魔法”，懂得老人心，也会给人
惊喜。今年秋季学期新增的两门课程——
电吹管和无极球，就切中了老年学员的心
头好，报名系统开放不到1分钟，学位就被
一抢而空。学员郑丽娟是电吹管课的首批
学员，开课首日，已是学校“老”学员的她仍

旧按捺不住激动心情。过去7年，她在学校
的声乐课上唱过歌，在这里掌握了弹奏尤
克里里、吹奏葫芦丝的技巧，如今她开始期
待有一天能带着电吹管走到舞台中央。

课程“秒杀”背后，是厦门老年大学服
务老年人学习需求的用心。学校教务处经
常主动与学员交流，了解老年人感兴趣的
学习领域及关注的话题，电吹管和无极球
就是从学员推荐中产生的。去年起，学校
课表中还多了一类新课——高级研修班。
以书画高级研修班为例，学校特邀在书法
与绘画上具有较高艺术造诣和学术水平的
名家来校授课，满足学员更高层次的学习
需求。这是厦门老年大学探索分层办学、
提高教学能力的有益尝试。陈小苇就是书
画高级研修班的学员，退休后为圆儿时学
画梦，她已在厦门老年大学求学9年，从一
名国画爱好者成长为市美协会员，其作品
也从学校的展览走向全市、全省乃至全国
的展览平台，她本人还被福建省终身教育
服务中心评为“百姓学习之星”。陈小苇的

“华丽变身”源自日复一日的锤炼笔墨，更
离不开厦门老年大学为她打开的艺术之
窗。“厦门老年大学师资雄厚，教学软硬件
都很过硬，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
接触到很多优秀教师，特别是得到了和书
画名家面对面学习交流的机会。”陈小苇
说，“这几年我就像海绵一样，在厦门老年
大学如饥似渴吸收艺术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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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庆是厦门老年大学中
医养生学社兼合式党支部书记，
成立于2014年的中医养生学社
是厦门老年大学颇受学员欢迎
的学员社团之一。学社不定期
邀请专家、名医来校开办讲座、
开展义诊，每次学员参与度都很
高。他告诉记者，老年人非常关
注健康问题，在厦门老年大学，
健康养生类课程都很热门。

随着老年人健康意识的不
断增强，厦门老年大学开设的中
医经络、中医体质养生等养生保
健类课程，健身气功、健康舞等
舞蹈健身类课程深受学员欢
迎。在他们看来，这类课程提高
了老年人自我健康保健意识，有
助于树立健康老龄化的科学理
念，今年，厦门老年大学还探索
开设心理养生学，每节课学员都
坐得满满当当。学员傅瑞金说：

“这门课开得很及时，老年人也
很需要心理健康层面的引导，特
别是一些刚退休的老年人可能
会存在心理上的不适应。”

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课程
设置，映照出厦门老年大学服务
老年人需求、关心关爱老年群体

的诚意。带着对未来老年教育以
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深
度思考，学校也在师资队伍建设
和老年教育理论研究上不断发
力，以此带动更高品质的教学。
如今，在学校任教的教师拥有本
科学历的占比超过70%，较2021
年提高了13%。师资结构也更加
年轻化，50岁以下教师占比达到
67%。在理论研究方面，厦门老
年大学理论成果频繁登上国家
级、省级老年教育理论研究榜单，
仅在去年举行的第十四次全国老
年教育理论研究会上，就收获组
织奖以及特等奖1个、二等奖2
个、三等奖1个、优秀奖5个。

厦门老年大学的进步发展为
厦门老年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带来崭新气象，全社会对老年教
育的支持也在推动学校走得更
远。厦门老年大学的师资全部来
自社会兼职，虽然课时补贴十分
微薄，但这些老师仍怀揣一颗敬
老爱心投身到老年教育事业中，
甚至薪火相传，曾在此任教的厦
门美术界前辈张晓寒、杨夏林等
名家，就感召了多位自己的学生
加入老年大学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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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老年
大学舞蹈、健
身类课程深
受学员欢迎。

▼厦门老年厦门老年
大学设有丰大学设有丰
富的音乐类富的音乐类
课程课程。。

▲健身气功班课堂。（厦门老年大学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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