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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大学课程融入生命教育的教学实践与探索

———以老年大学课程苹果手机与生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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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作为老年生命教育的引导者和重要推进者,通过创设有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帮助老年学习者树立正

确的生命观,促进老年学习者重现生命价值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以老年大学课程苹果手机与生活为例,

运用案例分析,积极探索“知,探寻生命的意义”“情,感受生命的真实”“行,体验生命的精彩”和谐统一的教

学模式,助推生命化课堂的有效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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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教育家叶澜教授曾提出:“让课堂焕发出生

命的活力”,这几乎成了中国教育界最具感召力的声

音。叶澜教授从更高的层次———生命的层次,用动态

生成的观念提出重新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构建新的

课堂教学观。这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对师生共

在的课堂生命质量的关注[1]。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老年大学担任苹果手机与生

活的课程教学,通过把生命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有机

结合,在教学中融入生命教育,让学员在润物无声中

感受到生命教育的滋养,激发学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对生命的热爱,感悟生命真谛,提高生命质量,绽放

生命光彩。本文以老年大学课程苹果手机与生活为

例,结合教学实践探索生命教育融于课程教学的教育

模式和教学体验,探索创设有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
思考教师作为学校生命教育重要推进者的意义和

责任。
一、目标定位和价值追求

(一)目标定位

《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

出,老年教育“以提高老年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为目

的”。因此,老年大学应以课程教学为抓手,改变一般

老年大学以传输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目的、以满足老年

学员身心健康和兴趣爱好为需求取向的课程教学,以
丰富和发展老年学员的生命为起点,增强教学过程的

生命内涵,强调课程教学的导向性、整体性和过程性,
加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不断促进老年人生命价值的

体现和提升。
(二)价值追求

生命教育作为教育的价值追求,要求教育回归到

人的本质生活,感悟生命,以激发人的生命活力、体认

生命的真谛。教育的价值追求影响着教学目标的设

定、内容的选择、教学的风格、课堂的氛围及师生的关

系等,教育投射蕴涵着教育者的主观意趣,这种主观

意趣内含着教育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预设[2]。
当学员们在学期初走进教室,看着他们携带新一

代的高端手机,笔者都替他们的新潮时尚感到高兴,
替他们优渥生活感到幸福。然而,询问他们的手机操

作水平时,获得的基本回答还是停留在手机的简单操

作上。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手机是子女买的,平常也只

是用手机打打电话、发发微信,其他很多功能都还不

会。如果问子女,他们中有的子女在国外,遥不可及;
有的即使在身边,也是没时间或者没耐心。通过访谈

得知,其实很多老年学员内心都想把手机灵活地操控

于手指尖,渴望跟上这个时代,通过手机与亲人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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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让手机带来更便捷、更美好的生活。由此可见,
他们的学习需求是强烈的、学习热情是很高的。一般

来说,热爱学习新技能的人是不愿自甘落伍的人,是
不愿被社会淘汰的人,他们肯定是一群热爱生活、追
求美好,让自己充实、让生命丰富、让价值不断发挥

的人。
作为一名苹果手机课程的授课老师,职责是开展

苹果手机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但教学的职责不仅如

此。从生命的视角看教育,教师不只是知识的传递

者,任何课堂也不只是教师展示娴熟授课技巧的舞

台,而应将课堂看作激发每位老年人生命活力的场

所。老年学习者也不只是在接受教育,更是作为一个

完整意义上的生命去体验和创造精神世界的个体[3]。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通过书籍、学术资料以及网站收集有关生命教育

及在老年大学课程中融入生命教育的相关文献资料,
并对文献进行分析研究,从中获得启示,为本研究的

开展奠定理论基础。
(二)质性研究法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与学员面对面的接触及线上

线下的沟通交流,真实地了解学员的学习状态和过

程,了解生命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和

变化。
三、教学模式与案例分析

(一)教学模式

教学中怎样融入生命教育? 教学应是认知因素、
情感因素和行为因素辩证统一的过程。因此,融入生

命教育的课堂教学应是追求知、情、行和谐统一的教

育模式。其中,“知”是从感知的角度入手,从知识的

层面融入生命教育;“情”是从情感的视角出发,用情

感触动生命教育,用生命教育触动情感;“行”则是从

体验的视角出发,引领学员提升并享受获得感。

1.知———探寻生命的意义

生命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北京师范大学生

命教育研究中心肖川教授指出,生命教育在学校的落

实,需要教育者拥有更高的教育智慧和更纯粹的精神

境界。因此,教师本身对于生命的信念与态度,以及

个人的生命观与人生观非常重要。只有教师全身心

投入,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动去激发、唤醒学员,才
能产生生命的共鸣。作为一线教师兼老年教育管理

者,在教学中,应有目的地探寻生命的意义、贴近生命

的需要,在内容和形式的选编设计上,把关注生命、尊
重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的内容渗透于手机教学

的知识点中。例如,在讲解手机存储空间的管理时,
渗透了“断舍离”的概念,引导学员卸掉不必要的负

累,选择精简、有效、极致的生活方式;在讲解手机“萌
拍”功能时,引入了“无龄感”的概念,引导学员抛开自

己年龄的约束,保持并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平时教

学中会积极捕捉生命教育的契机,当观察到老年学员

上课往往比正常开课时间到得早,会充分利用课前5
~10分钟的时间,在教室里和学员们进行面对面地

交流,适度引导学员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或人生感

悟。这样的做法不仅能激发学员生命的潜能,提升学

员生命的品质,同时也让教师从交流与反馈中对所从

事的教学价值进行探索和反思。

2.情———感受生命的真实

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育的艺术不

在于传授知识和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教
师以生命教育触动情感,鼓舞学员对知识和技能的探

寻,激励学员的学习行为,让每一个生命体内蛰伏的

力量被自然而然地唤醒,引导学员通过手机的学习探

寻更美好的生活,让学员对自身追求的表达焕发出生

命的分量。在教学中,应尊重每一位学员的特性,积
极创设平等、赏识、关爱的课堂氛围,寓情于教,用心

去发现每一位学员的内在需求和情感色彩。苹果手

机与生活课程属于一门技术性课程,学员在使用手机

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很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也

增加了师生间的有效互动。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线
上、线下多向交流与沟通,不仅解答他们的技术问题,
更是通过从相遇到相知的真诚交互,使师生间慢慢扩

大彼此的生命空间。当教学逐渐成为一种走进心灵

的教学的时候,每个灵魂与生命就会开放并舒展。课

堂中,当笔者和这些虚心求学的长者们对上眼神的时

候,彼此间的思想、情感在课堂上得以分享与激发,总
有琴瑟共鸣之感,课堂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所以,每
次教学后,很多学员都会道声“谢谢老师,收获很多。”
作为教师也会感到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这种感觉不

仅来自学员学有所获后传递给教师的一种感染,也是

教师在与学员的精神建构中真切感受到的生命的内

在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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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体验生命的精彩

意大利学者巴蒂斯塔莫迪恩在其《哲学人类学》
一书中指出“在人的活动中有一个持续的要求不断超

出已经实现的结果的张力,也就是一个超越、向前的

冲动,一个指向最高水平的意志。”也就是说,“人是一

个向着无限性不断进取和超越的动态的、开放的、未
完成的存在。”老年学员走进课堂获取提升自身知识

和技能的机会,从生命的角度审视,这是以一种内在

追求的方式突破现实的状态、实现个体超越的过

程[4]。每学期第一次上课,笔者都会询问学员学习苹

果手机与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基本上都是

“跟上信息时代的节拍,让生活更时尚、更美好”。“教
育即生活”,人的生活过程就是在追求更好的生命存

在、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样式。所以,笔者在教学中注

重学员的学习体验和实践,注重学习展示和成果分

享:每次课前都会询问学员的实践应用反馈;课堂中

会让学员进行练习测试,巩固学习操作技能;学期末

让每个学员展示一件手机创作的作品或分享一项手

机的成果体验……以行为实践检视所学效果,让学员

真正体会到手机带给生活和生命的精彩,感受自身存

在的价值。经常听到学员反馈,“学会手机支付,既便

捷又省钱”“学了隔空投送,终于解决了之前大视频无

法顺利传输的问题”“通过大众点评软件选择到了满

意的聚 会 餐 厅,让 我 们 的 老 同 学 聚 会 锦 上 添 花”
“iMovie剪辑制作留下了我人生的大片”……他们分

享智能手机在生活中的美妙体验、展示自己的作品、
学习更多的手机操作技能……那都是生命个体突破

原有的生活方式实现个体灵动、鲜活的展现,走向更

为开放、时尚的社会前沿。
(二)案例分析

作为老年大学的教师如何通过教学带给老年学

员们更美好的生活? 一部手机,看起来只是一个电子

产品设备,是否应该赋予这个设备一定的“温度”,让
手机除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外,还要体现其作用于

生活乃至生命的有温度、有厚度、有深度的价值? 在

教学中,笔者通过时时渗透、适时引入等多种教学方

法,融入生命的、有温度的情感元素,比如亲情、关爱、
幸福等,让手机在指尖下流淌出温暖,让课堂教学充

满温情,让生命绽放精彩。

1.案例一:别样的亲情号码

亲情,永远是人类生命中无法割舍的情感,每个

人都渴望亲情常在。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
际关系逐渐发展为通过手机在虚拟交往。怎样让硬

邦邦、冷冰冰的手机变得温存、贴心,不失人间冷暖,
有爱与被爱的气息? 笔者在教学时总会不经意间赋

予手机一定的“温度”。比如,手机通讯录的使用,看
似简单,不少老年学员也都会进行号码存储、删除等

操作。但是,当询问他们是不是希望亲人的号码在手

机通讯录里具有特殊的地位? 想不想拨打家人电话

时更省时、更便捷? 怎么样让家人的号码在来电显示

和拨打时更具特色? 学员们的眼里闪过了丝丝亮光,
那亮光透露着的信息是:手机尽管是个人自己的,但
他们渴望通过手机与亲人发生更多的情感上的联系。
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中就顺势借用了“亲情号码”这个

概念,通过手机通讯录中“亲情号码”的个性化设置,
让这个号码拥有别具一格的铃声、图片,甚至记录了

号码主人的生日和相关备注。同时赋予常用号码的

特殊地位,指导学员将亲人的手机号码添加到“个人

收藏”以实现快速拨打。学员们纷纷感叹:“以后拨打

家人电话就便捷多了!”“来电一响,我那可爱的小孙

子、小孙女的头像就显示在手机屏幕上,感觉像是小

孩在叫我一样!”“小小的手机通讯录原来暗藏玄机!”
……听着他们快乐的感言,笔者感到很欣慰,手机里

藏的不仅是玄机,还有一份感情。

2.案例二:实时的暖心关爱

大城市中老年人的子女在国外或省外生活和工

作的比例比较高,很多老年学员们因为子女不在身边

或是子女工作繁忙等原因疏于联系。作为父母,无论

子女身在何处,心里都牵挂着子女,他们很想获得子

女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信息。如何让手机拉近父母与

子女的关系,如何借助手机让老年学员们更多默默地

关注自己的亲人? 除了讲授电话、微信等常用联系方

式的知识外,在教学手机其他App时,笔者会时时渗

透亲情的关联。比如,教学时钟App时,讲到世界时

钟,引导学员添加子女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内容,可以

让他们精准地知道子女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教学

天气App时,讲到其他城市的天气,也适时引入添加

子女或其他亲人所在城市天气的内容,让老年学员们

随时关注亲人当地的天气,关注亲人的生活;教学微

医App时,也会建议学员们把家人的身份信息录入

在“家庭联系人”中,以在必要时为家人就诊提供预约

服务……手机 App建立了老年学员与亲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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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慰藉着他们孤单的心灵和脆弱的情感。

3.案例三:幸福的印记时光

在几年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老年学员对

拍照、摄像及后续的照片和视频的呈现方式有浓厚的

兴趣。学员们很希望把个人、家人及和朋友团聚、旅
游,以及给孙辈拍摄的照片和视频通过不同形式留作

记忆或分享他人。怎样让照片和视频呈现得更有意

义,让照片和视频体现出浓浓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在教学相机App时,介绍了全景照的拍摄技巧,在亲

朋好友聚会时可以利用iPhone的全景拍摄获得横向

最大视角,可以把场景拍得更开阔,更能体现现场团

聚时一起享受的幸福时光,用相机将这一刻的美好定

格。介绍了动态摄像中抓拍静态照片的小技巧,老年

学员们异常兴奋,他们经常会给孙辈们摄影,特别是

孙辈们表演才艺或嬉戏玩乐时,以前不知道摄影同时

还能拍照,会为了拍照中断摄像,现在知道了这一技

巧,可以完整拥有摄像的同时抓拍照片了! 相机App
的各种小技巧,让学员们在拍摄照片或摄像时,更好

地记录下生命中的每一个温馨的瞬间,将曾经的点点

滴滴定格成一份幸福的印记。美篇 App的教学,让
学员们将记载下来的照片和录像通过图文、音乐、视
频等形式组成一个个篇章,岁月静好,时光永恒。这

些美好的印记,不仅成为学员们日后的回忆与留念,
也将成为晚辈的思念与追忆。

四、教师角色与感悟反思

(一)教师角色

信息技术架起了与家人、与社会、与时代沟通的

桥梁,带来了更时尚、更便捷、更美好的生活。苹果手

机与生活的课程教学不仅让学员们获得了技术改变

生活的力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引领着学员们用心

去感知、印记生命的温情美好和神圣珍贵。
教师是知识技能的传授者和传播者,也是生命教

育的引导者和推进者。肖川教授曾从生命教育作为

教育的价值追求、作为教育的存在形态、作为教育的

实践领域三个层次阐释了生命教育的内涵[5],让我们

进一步感悟,真正的教育是关注人生命的教育。教师

实现生命教育的重要路径之一———生命化课堂的创

设,引导老年学习者感知、感悟与体验,从而让他们的

老年生活更有意义、更加幸福也更有尊严,这是极有

价值的事情。
(二)感悟反思

由于老年人对文化知识的需求各异,老年大学开

设的课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开设的课程也因课

程性质、学员情况的不同,融入生命教育的方式和途

径也是不尽相同。从事老年教育教学的教师应坚持

生命教育和老年教育的有机结合,深入思考生命化课

堂的创设,不断探索老年生命教育的规律。
对于教师而言,首先要进行生命教育的相关学

习,只有不断学习、再学习,才能不断提升文化素养和

情感修养,树立积极向上的生命教育理念,掌握生命

教育的方法,才能拥有更多的生命自觉。在教学实践

中,教师要有意识地以生命教育的视角挖掘课程内容

中生命教育的元素,把生命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结合

在一起,探索、创造具有生命活力的教学,使课堂充满

情怀与律动,使教育自觉地服务于生命成长。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用生命去滋养生命,用生命去碰撞生命,
用生命去灿烂生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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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Learning:TheNewPerspectiveofAdultLearningResearch
WANGXiaosu,FANLiyu

(SchoolofSocialEducation,Jiangx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Nanchang330046,China)

Abstract:Thepaperelaboratestheextendedlearningtheoryanditscoreviewpoints,analyzes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extendedlearningtheoryandadultlearning,andobtainsthreenewcharacteristicsof
adultlearning:becomingthelifelonglearnerswithcontinuouslearningabilityattheindividuallevel;getting
ridoftheroleofthe“lonelyknowledgeseeker”attheinterpersonallevelandbecomingthecollaboratorswho
seekthewin-winsituationandlearnfromeachotheratthecommunitylevel.Inaddition,thepaperasloputs
forwardsthreeenlightenmentsoftheextendedlearningtheorytoadultlearning:creatingtheextended
learningenvironmenttoimprovethelearningexperienceandresultsofadultlearners;usingthetacit
knowledgeofadultlearnerstoservetheadultlearningprocessoftime-spacetransformation,andplayingthe
guidingroleofformativeinterventiontopromotethereconstructionandimprovementofthelearningactivity
system,soastomakeupfortheneglectofadultlearningresearchonadultlearnersthemselvesandmakethe
adultsbetteradapttothecomingoflifelonglearningera.

Keywords:extendedlearning;adultlearning;learningcommunity;tacitknowledge;formativeinterven-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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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eachingPracticeandExplorationofIntegratingLifeEducation
intoUniversityCurriculumfortheElderly:

TakingtheCourseofAppleMobilePhoneandLifeasanExample

WANGChunxia
(ShanghaiJing’anDistrictAmateurUniversity,Shanghai200040,China)

Abstract:Astheguideandimportantpromoteroflifeeducationfortheelderly,ithasgreatpractical
significanceforteacherstohelptheelderlylearnerstoestablishthecorrectviewoflifeandpromotethe
elderlylearnerstoreproducethevalueoflifethroughcreatingthedynamicclassroomteaching.Takingthe
courseofAppleMobilePhoneandLifefortheelderlyasanexample,thispaperusescaseanalysistoactively
exploretheharmoniousandunifiedteachingmodeof“knowing,exploringthemeaningoflife”,“emotion,

feelingthetruthoflife”,“action,experiencingthewonderfulnessoflife”,soastopromotetheeffective
creationoflife-oriented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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