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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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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近年来,国内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主体、内容、方法、发展困境、解决策略

等方面。已有研究成就与不足并存,未来期待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方面均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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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独特优势和优良传统,是政

治工作、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社会工作的生命线。习

近平总书记对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他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1]。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国际形势看,各种

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锋更加频繁;从国内形势看,普惠

式改革转向攻坚式改革,整合社会共识的任务日益艰

巨。因此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对国家稳定、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

生活质量不断改善,老年人平均寿命相对延长,人口

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据2019国家统计年鉴,全国

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1.9%[2]。我国老龄化程度已

经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针对一个人口占比如此之大

的社会群体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

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
一、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在老年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积累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以“老年”“思想政治教

育”为主题关键词进行联合检索(2020-12-04),得到

文献总量为120多篇。对文献进行分析可知,老年思

想政治教育是相对比较新的课题,相关论文数量在

2018年之后出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可以预见,未来

相关发文量很大可能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现有的

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群体主要包括城市老年人、
离退休人员等,实施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包括老

年大学、老干部局等,针对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容涵盖国情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教育、政治教

育、时政等。
研究内容方面,学者们主要从老年思想政治教育

的意义、主体、内容、方法、问题与对策等方面展开

研究。
(一)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学界对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作用认识较

为一致,均充分肯定了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学者们分别从宏观、微观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宏

观层面,如张国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和平演变我国的步

伐随着全球化进程在加速,且手段越来越隐蔽,通过

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效防范错误言论、虚假信

息等对少数老年人的迷惑和误导[3]。孙爱萍认为加

强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凝聚广大老年人及社会

各界力量,促进社会安定团结[4]。微观层面,如穆光

宗认为对老年人开展国情教育可以让老年人树立自

信、自尊的意识,形成积极老龄观,创造老年价值[5]。
此外,如张先飞、姜璠等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认为加强

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丰富老年教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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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

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基本

要素,老年人作为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得到

了学界的一致认定,但是对于老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

界定,不同学者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叶忠海认为老

年大学是我国开展老年教育的主体及重要形式,老年

大学作为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应担负起主体

责任[6]。周绍斌指出社区在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中

优势明显,是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主体[7]。李

德高提出发挥老年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桥梁纽带

作用,依靠老年人自己教育自己[8]。还有的研究者提

出顺应信息技术和社会发展,不断丰富老年人思想政

治教育主体,如司开林提出最大化发挥新媒体功能,
加强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平台建设[9]。

(三)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学者们认为老年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应包括

理想信念、国情、优秀传统文化、时事政治、法律法规

等。如季枫认为老年人思想教育应包括马克思主义

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政策教

育、法制教育和老年权益观教育、老年道德观和幸福

观教育、老年心理健康教育、社会角色转换理论教

育[10]。张婷认为应弘扬自立自强、参与互助的新型

老年文化,开展积极养老观、科学养老观教育[11]。
(四)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常见的老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包括疏导教育法、
激励教育法、感染教育法、案例教育法等。其中,疏导

教育法如吴钢波提出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谈

话、家庭走访等形式,与老年人开展对话,加强与老年

人的沟通[12];激励教育法如陈春勉提倡“以教促学”,
发挥老党员在社会阅历、理论功底方面的优势,对青

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等[13];感染教育法如李晓丽提出将思想政治教育因

素蕴含在老年人文体活动内容设计中,老年教育的课

程设计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方向等[14];案例教

育法如贾玉环提出组织老年人参观改革开放成就展、
实地参观农业公司等,用改革开放成果教育老年人,
坚定他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15]。也有

学者如朱诗立、孙百亮等提出老年人关心关注的焦

点、痛点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力点,通过解决老年

人实际困难可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五)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从国家政策视角,如刘桂

青等学者认为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更侧重青

少年,对老年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从社会视

角,如孙百亮等学者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老年人只要

享受晚年休闲生活即可,对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不够

重视[16]。从个体视角,如朱志远等指出有的老年人

认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与自身关系不大,更倾向于

选择实用技能或娱乐休闲的课程[17]。
二是教师队伍有待加强。现有的教师队伍中专

业思想政治教师严重匮乏,大部分思政专业师资集中

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尤其农村地区专业教师

不足,老年思想政治教育者更多是村委会工作人员,
对思政教育工作认识不够全面深入,老年思想政治教

育基础差。此外,翟美玲等学者指出对思想政治教师

工作 评 价 标 准 不 够 明 确,导 致 教 师 工 作 积 极 性

不高[18]。
三是老年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不强。无论在生

理上还是心理上,老年人都与年轻人有所区别,他们

在学习动机、学习能力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而现有的老年思想政治教育未能准确契合老年人群

体特殊性和个体差异性,教育实效性降低。如孙百亮

认为现有的老年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 联 系 不 紧 密,不 能 解 决 老 年 人 思 想 上 的

困惑[16]91。
四是体制机制保障不到位。如施健提出地方的

教育局、民政局、文化局、街道等均是老年教育主管部

门,造成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归口不一、分工

不明确、发展不均衡等问题[19]。
(六)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是课程教学方法多元化。如刘桂青认为要尽

量避免枯燥的授课形式,推动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的

结合,促进互动形式在老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

用[20]。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如孙百亮提出要在

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师资力量方面给予支持,为老年人

聘请德才兼备的思想政治课教师[16]91。三是加强体

制机制建设。国家层面应建立党委统一领导,行政、
政工干部为骨干,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承担的老年思想

政治教育机制;社会层面,社区、开放大学系统、各级

老年大学、养老院、老年协会等组织应通力配合,构建

全社会共同支持的老年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管理体系。
二、研究进展与不足

(一)进展

通过对国内近年来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梳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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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看到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在不断发展和

进步的,相关研究逐渐深入和细化。
一是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断拓展。从马克

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政

策教育为主,到增加法制教育(如老年人权益观教

育)、生命教育(如老年心理健康教育、社会角色转换

教育、养老教育)等,已经越来越丰富。
二是对老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研究不断深入。

学者们不仅认为老年大学是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体,还开始关注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在实施老年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学者们也开始以开

阔的目光探究新媒体在实施老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重要作用。
三是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近年来,学者们不仅使

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经验总结法,还开始倾

向于实证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的不断改

进,完善了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体系,有利于更

加全面深入地分析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
(二)不足

尽管对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但仍然能够发现有些研究还可以继续深

化、细化,研究方法也可以更加多元化。以下从研究

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分析现有研究存

在的一些不足,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改进。

1.研究对象方面

现有研究大多数关注的是离退休干部、老年大学

学员等在城市生活的老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而对农

村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略显不足。物质方面,与
同一地区的城市相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

后,农村老年人生活条件还有待进一步改善。思想方

面,一方面大多数农村老人受传统农村文化影响,较
为保守,加之农村老人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还有部

分老人存在封建迷信思想,导致农村老年人很难准确

理解领会国家政策,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来源不稳定,一旦他们身体状况出现问题或

遇到重大变故,就容易出现消极情绪,并且有些农村

老人长期处于空巢状态,消极情绪缺乏畅通的排解渠

道,很容易产生焦虑、悲观甚至抑郁情绪。因此,加强

农村老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利于帮助农村老人适

应时代发展,还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但是已有的研究对农村老年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对农村老年思想政治教育

现状的调查研究还比较缺乏。

2.研究内容方面

已有研究突出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而对新时代老年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研究和创

新研究略显不足。一是需求研究不足。老年思想政

治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促进国家稳定、社会

和谐,还在于关注并满足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但

是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现
有研究更多关注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但是鲜有学

者对现有的教育内容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契合度进

行分析,如老年人对哪些内容更加关注,哪些内容更

加能够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现有的老

年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增加哪些内容等。二是创新

研究不足。已有研究对老年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

创新研究较多,而对内容的创新研究明显不足。

3.研究方法方面

现有研究更多采用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方

法,而基于数据分析和具体案例的实证研究较少,研
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多元化。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作为教育科学研究的一种,应从教育实践出发,做到

价值研究与事实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

结合,参与性研究与控制性研究相结合。但是目前很

多学者都是通过概括国内部分地区老年思想政治教

育的现状,对老年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笼统的、宏观的

介绍,更倾向于定性研究。同时,在分析老年思想政

治教育存在的问题时,现有的研究也多是进行宏观概

括,缺少以某一地区或者某一老年大学为例,以实际

数据为基础,进行具体案例的分析和研究。
三、研究展望

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一个与教育教学实践

紧密贴合的研究领域,也是需要教育研究重点关注的

话题。未来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期待在以下四个

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解决老年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授环节和接受

环节中,传授者和接收者在认知上的误区,深入研究

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是否符合老年人教

育需求、自身特点和时代发展方向等,探讨老年思想

政治教育供需是否匹配。如通过调查了解老年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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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课程学习的动机、期望通过课程学习达到什么样的

目的、倾向于怎样的学习方式、期待哪些类型的学习

活动等,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提高老年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效性。
二是解决农村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够充分

的问题。农村老年教育是老年教育中较为薄弱的一

环,而农村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农村老年教育中的

薄弱环节。社会上普遍对农村老年教育不够重视,尤
其是对农村老年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
农村老年群体相对于城市老年群体拥有自身不同的

特点,通过加强实证研究,了解农村老年人参与学习

者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家庭状况、个人兴趣、学习

效果等,探索如何以农村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将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内容纳入农

村老年教育课程等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是解决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研究不够深

入的问题。教学质量和教育效果取决于教育者的素

质。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存在着专业人员匮乏,部分教师素质不够高等问题,
但现有的研究鲜有从师资队伍建设的视角去研究老年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策略,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

伍建设仍需深入研究,如老年思想政治专业教师准入

门槛如何设置,什么样的教师对老年人具有说服力,老
年人对教师有何种期许和要求,教师的评价标准如何

科学设置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是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方法应不断趋向

多元化。通过对近年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论文的

系统分析,传统研究方法运用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
是仍占有主导地位,量化研究比例仍然偏低。期望今

后定量研究方法进一步被学者们重视,倡导思辨研究

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老
年思想政治研究方法的应用将更加规范、科学、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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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theDomesticResearchon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ducationfortheElderly

HUPan
(SchoolofLiterature,LawandEducation,AnhuiOpe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theelderlyisanimportantpartof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ducation.Inrecentyears,domesticresearcho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theelderly
hasreceivedmoreandmoreattention,andimportantprogresshasbeenmade.Theresearchmainlyfocuses
onthemeaning,subjects,content,methods,developmentdilemmas,andsolutionstrategiesofideological
andpoliticaleducationfortheelderly.Existingresearchachievementsanddeficienciescoexist.Inthefuture,

newprogressisexpectedintermsofresearchobjects,researchcontentandresearch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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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alStrategicSelectiontoPromoteCommunityEducationintheNewEra
JIANi

(NormalCollegeof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416000,China)

Abstract:Communityeducationplaysavitalroleingrassrootsgovernance.Thegovernmentaccelerates
thedevelopmentofcommunityeducation,whichisnotonlyneededtoeffectivelysolvemanyproblemsinthe
currentdevelopmentofcommunityeducation,butalsotoimprovetheabilityandlevelofgrassroots
governancetocontinuouslymeetthepeople’sgrowingneedsforabetterlife.Combiningwiththeneedsof
communityeducationdevelopmentinthenewera,thegovernmentshouldfocusonspeedinguplegislation,

improvingsystemsandmechanisms,scientificformulationandplanning,integratingandminingresources,

andstrengtheningteam building,etc.,tosolvethecurrentoutstandingproblemsinthedevelopmentof
community education,andto develop community educationin astandard,scientific,healthy and
sustainableway.

Keywords:government;communityeducation;strategic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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