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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办学模式,在资金来源与使用、学员与师资、学
校管理层、课程设置与报名、社交与活动、非正式环境教学等方面,均有独具特色的经验和做法。澳大利亚

第三年龄大学的办学模式为我国老年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一是以平等理念吸引老年人近悦远

来;二是依托大课堂扩延学习空间范围;三是老有所为激发老年人蓬勃活力;四是依托非正式环境教学助

力老年人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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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人生被划分为四个相继的年龄期:儿童

及青少年期(第一年龄)、职业及谋生期(第二年龄)、
退休期(第三年龄)和依赖期(第四年龄)。其中,第三

年龄是人生另一个关键期,这时人们既有丰富的阅

历,又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按自己意愿,自由探索,共
享知识,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缩短依赖期的期限。

全球范围内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为满足老年人

群对终身学习和社会融入的需求,第三年龄大学

(UniversityoftheThirdAge,我国称“老年大学”)为
老年人群提供安心舒适的学习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

学习活动,使其提高生活质量、增强精神力量。这一

老年教育供应模式经过数十年的实践获得了国际社

会的广泛认可,颇具价值影响力。
一、第三年龄大学的典型办学模式

全球第一所第三年龄大学于1972年在法国图卢

兹成立,依据当时法国政府颁布的法令,退休人员可

以在传统高校的教育系统中进行学习,从而形成了最

初的法国模式(UTA)。1981年,法国模式传播到英

国剑桥,经过本土化发展,演变出英国模式(U3A)。
在英国,很少甚至没有传统高校等外部来源的支持或

资助,老年人群以自助的形式组织学习小组,同伴之

间相互分享并教授知识。伴随着老年教育事业的蓬

勃发展,第三年龄大学的办学模式不再是“一枝独

秀”,逐渐形成了“群芳争艳”的可喜局面,“‘文化混

合’模式、北美模式、南美模式和中国模式”[1]多点开

花,实现了对法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的超越,走出了立

足本国实情和特点的第三年龄大学办学之路。
(一)法国模式

1968年,法国政府通过一项法规,要求高校将其

社会服务功能扩展到周边社区。即高校要提供更多

的社区教育,这为法国模式的发展创造出积极的政治

氛围。1971年,法国《终身继续教育法》的实施标志

着学习权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以保障[2]。1972
年,法国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后更名为图卢兹第一

大学)专门为当地退休人员开设了一门老年病学课

程,标志着法国第三年龄大学的产生。
法国模式对任何超过退休年龄的人群开放,无须

提供任何资格证明,不设置考试项目,并且费用始终

维持在最低水平。课程活动总体上包括各种公益演

讲、大学课程、学习小组、运动健康、游学项目等,课程

内容多涵盖人文艺术领域,由高校教职员工授课,学
员在通过课程学习后可获得学分,进而取得正规的高

校学历。办学经费主要是由高校资助,并提供办学场

地,其他的部分费用由法国地方政府直接提供财政补

贴[3]。到1975年,法国模式已经传播到其他法国高

校以及比利时、瑞士、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欧

洲国家的大学校园,对其他各国的老年教育产生深远

影响,如“韩国的成人教育院、美国的高龄夏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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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长寿大学”[2]202 等。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法国内部,开始发展出

不同的老年教育方式,其中包括由地方政府直接创

建、脱离高等教育系统等。高校从最初只关注老年人

群到开始扩大注意范围,涉及家庭主妇、失业人员和

残疾人士等其他在教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
UTA模式的重命名鲜明地反映出这一变化,例如改

为“休闲时间大学”(UniversityofLeisureTime)和
“跨龄大学”(Inter-AgeUniversity)等。

(二)英国模式

1981年,法国模式传播至英国剑桥时发生了重

大变化,拉斯莱特(PeterLaslett)和康尼(NickConi)
在剑桥地区成立发展委员会,不依靠高校,采用一种

不区分施教者与受教者的方法,自由组成不同的学习

小组,互相教授知识和技能,为期一周的示范课程大

获成功后逐渐形成英国模式[4]。为了区别于法国模

式,“第三年龄大学”在英国的缩写从原本的“UTA”
变为了“U3A”。

“英国第三年龄大学是自治自助,由成员自愿付

出努力经营的组织”[5]。在英国模式下,每个第三年

龄大学都是独立运行的,并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管理委

员会管理,对老年学习者仅收取最低会费,课程开设

地点既可以是学校教室,又可以是社区礼堂、图书馆

和私人住宅,授课时间灵活,课程种类繁多,教学方式

可协商,不设入学要求或考试,使得老年人群有机会

与志同道合的新伙伴相处。老年人彼此知识经验的

传递和分享使得整个教育过程实现了老年人技能的

释放,探索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新路径,提高了地方

资源利用的效能[2]204-205。
(三)中国模式

1983年,山东省率先创办了第一所具有中国特

色的老年大学,标志着我国老年学校教育迈出了第一

步。随后全国各地相继开办老年大学,中国老年教育

开启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1988年,中国老年大学

协会(ChinaAssociationoftheUniversitiesForthe
Aged,简称CAUA)成立,组织全国各地老年大学开

展协作与交流,作为全国性非营利组织,协会组织校

际信息沟通,扩大老年教育覆盖面和宣传力度,推动

老年大学规范化建设,在发展老年教育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中国模式下的老年大学采取由政府主导的自上

而下模式,因而与政府亲密度更高,具有较为稳定的

工作人员、较为充裕的财政投入和较为严密的层级管

理机构,多以注册制形式来管理学员,师资队伍由高

等院校等退休人员、部分在职人员和自由职业者构

成[6]。老年课程内容通常划分为七类:保健、体锻、学
习(包括文学、历史、地理和外语)、技能(包括信息技

术、金融、烹饪和园艺)、艺术(包括书法、绘画、音乐和

舞蹈)、爱好(包括旅行、摄影和集邮)和政治话题[7]。
为适应老年人群的学习需要,中国老年大学教学不断

尝试新方法、整编新教材、策划新形式、创造新品牌,
丰富了老年教育的内涵,包括但不局限于提供场地和

设施、组织考察和访问、举办展览和比赛等。
二、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办学模式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是基于英国模式(U3A)
发展而来,在不依靠政府或专业机构支持的背景下,
挖掘利用社会成员特别是老年人群在教学和管理中

的丰富经验,以支持学校办学和运作管理。在过去数

十年来,虽然澳大利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

第三年龄大学的数量和老年学员的人数却不断增长,
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群在社会中的地位,这证明了老年

教育事业在澳大利亚的适用性和繁荣发展的可持续

性,扭转了整个社会对人衰老的消极看法。
(一)发展缘起

人的衰老难免伴随着状态下滑,例如:身体免疫

功能变差、精神状态逐渐萎靡、疾病频发等,但是老年

人有能力去逆转、去发挥积极作用。已有研究证明,
生理衰老的影响是可以改变的,例如:通过合理的饮

食和运动,肌肉骨骼系统会产生有益变化[8]。随着年

龄的增长,健康且积极的老年人会继续保持他们对智

力方面的兴趣,倾向于维持甚至提高自己的各项认知

功能,这种精神刺激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有
助于他们延年益寿。

有研究者曾经对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年龄在75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群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访谈,调查发

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将变得越来越依赖他人;
社会普遍认为老年人依赖性的增强是不可逆转的,但
是老年人群似乎更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能够

维持老年人群的独立性,并适当地刺激他们的精神机

能,这对社会发展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经济利益[9]。

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老年人口的比例迅

速增加且持续上升。然而,社会鲜少关注到老年人群

的教育需求,而且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会问题日益增

长,老年人群深受困扰。基于以上原因,澳大利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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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第三年龄大学于1984年在墨尔本成立。
(二)资金来源与使用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援助

或协调支持,对老年学员仅收取象征性的年度会费,
用于支付包含运营组织、新闻通讯等在内的管理费

用。在课程教学中除了需要支付一定的材料费或者

特殊设备的租赁费之外,不收取其他费用。第三年龄

大学自筹资金,并且只有在不危及办学完整性和安全

性的条件下才去寻求外部财政支持。
一般而言,会费支出中占比很高的是办公室和教

室(会议室)这两类场所的租赁,以及为教室配备数字

投影、麦克风等设备采购或租赁的费用。相较于年轻

人,老年人流动性较差,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可

避免地经历越来越多的社会隔离,因而办公室和教室

基本定位于社区中心附近或容易通过公共交通工具

到达的地方。其他支出包括为所有活动开展而配备

的人身保险、版权费和表演权费、网站维护支出、印刷

和办公费用等。
(三)学员与师资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不限制年龄范围,对不再

从事全职工作的所有人开放,且要求老年学员坚持终

身学习的习惯和价值观,未到退休年龄却选择了或已

经被迫提前退休的这类人群对在第三年龄大学继续

学习的兴趣日益浓厚。
第三年龄大学将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老年人

以及希望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的老年人召集在一起,
秉承“依靠学员发展,为了学员发展”的理念,为他们

搭建分享和学习的平台。学员与教师之间没有明确

的界限,一位老年人可以在某一个学习小组中作为教

师组织教学,同时在另一个学习小组中作为学员积极

学习。教师实质上是对诸如语言、历史、哲学、瑜伽、
园艺、计算机等某个专业领域感兴趣的志愿者,自主

设计开发老年课程,自主设定课程学习目标,自主决

定教学方式方法,不收取任何薪酬。
(四)学校管理层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由学校管理委员会领导。
委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在校老年学员都有资格参选

和投票。以新南威尔士州第三年龄大学的管理委员

会为例(表1),该校管理委员会由10人组成(副校长

兼任其中一个区域的代表),委员中年龄最大的是76
岁,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均拥有丰富的第三年龄大学

管理工作经验,其中6位委员曾任职校长,2位委员

曾任职副校长。

表1 新南威尔士州第三年龄大学的学校管理委员会结构[10]

职位 性别 工作履历

校长 男
退休前,曾担任老年护理行业的经理;退休后,曾任职肯普西第三年龄大学管理委员会成
员,包括校长和副校长。

副校长/南海岸地区
代表

男
退休前,是一名小学教师,拥有成人教育学位;退休后,在肖海尔海岸第三年龄大学管理委
员会任职多年,包括担任校长一职。

秘书 女 参与第三年龄大学管理工作长达15年,曾担任悉尼大都会地区代表。

财务 女
拥有计算机和会计方面的研究生学历;参与社区组织工作长达40余年;霍克斯伯里第三年
龄大学学员。

马兰比季河/墨累河
地区代表

男
曾参与利顿第三年龄大学创建,并在其管理委员会任职副校长至今;农民,曾在多地担任水
稻市场销售业务委员会成员;曾在多个社区组织担任行政职位。

中海岸地区代表 女
退休前,任职商界;退休后,曾在史蒂芬港第三年龄大学担任校长一职4年,兼任讲师和项
目协调员。

东南地区代表 男 退休前,是一名教师和作家;退休后,曾在堪培拉第三年龄大学管理委员会任职副校长。

中 部/远 西 部 地 区
代表

男 曾从事巴瑟斯特第三年龄大学相关工作13年,期间担任3年校长,6年管理委员会委员。

北海岸地区代表 女
退休前,是一名物理治疗师;退休后,曾任职利斯莫尔第三年龄大学管理委员会秘书,从
2021年开始担任校长一职。

悉 尼 大 都 会 地 区
代表

男
退休前,是一名公务员;退休后,曾从事麦克阿瑟第三年龄大学相关工作11年,从2019年开
始担任校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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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管理委员会委员需要从事公益无偿工作,所
以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尤为重要,并且必须

遵循以下行为准则:团结合作、尊重礼貌(即杜绝任何

形式的对他人骚扰)、诚实守信、行事负责、遵守校规、
重视每一位学员的贡献、保护每一位学员的信息、适
当使用资金、尽快且私下解决矛盾纠纷等。

(五)课程设置与报名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的课程涵盖广泛主题以

适配老年学员的兴趣和需求(表2)。课程设置的次

数与频率各异,有些全年运行,而许多则运行时间较

短;有些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而有些则每月甚至

每季度一次。
表2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课程设置[11]

课程类型 主要包括

讲座类 特定主题

艺术和电影类 绘画、摄影、艺术史、影视赏析等

计 算 机 和 数 字

技术类

微软系统、iPad使用、办公三合一、数

字技术等

音乐类 乐曲赏析、乐器弹奏、合唱等

讨论类 社会时事、语言文学、书籍阅读等

娱乐类
简易游戏、舞蹈、手工、瑜伽、太极、麻

将等

健康和行为类
记忆锻炼、思维专注力提升、孤独感

缓解等

  课程实行集中注册制,独立运行,由课程负责人

招募班级成员。课程负责人多由教师担任,不会获得

报酬,但是班级将补偿他们在招生过程中所花费的任

何合理费用,例如教具、影印等。每个班级自主选举

一名财务,负责向参与者收取费用,支付与运行课程

相关的费用。课程负责人是课程所有活动的关键,要
从对某一主题有特定兴趣的成员中遴选,并且愿意与

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也有能力激发他人

的兴趣、聚集其他成员一起学习。老年学员在报名课

程前必须对照自查清单逐一确认,具体内容如表3
所示。

部分热门课程还设有等候名单。当在读学员发

现课程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或者出现了健康问题导致

辍学时,等候名单上的成员可以按先后顺序依次转入

该班学习。等候名单每年更新一次。

表3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自查清单内容[12]

自查内容 具体问题

学员资格
注册编号是什么? 学员资格有效吗? 有

无收据证明?

课程基础
是否满足课程标注的基本要求? 是否清

楚学科特点?

作业完成 能否按时按量完成课程作业?

出勤情况

能否按时上课? 会否因为家庭紧急情况、

个人健康原因或照顾孙辈等事宜导致缺

勤并影响课程学习?

学费付款
是否清楚学费金额和付款渠道? 是否了

解退款规则和流程?

  (六)社交与活动

在涉及成人教育的项目活动中,认知兴趣通常是

最重要的因素,紧随其后的是社会接触。澳大利亚第

三年龄大学倡导以“人”为导向,营造“相识”的环境,
鼓励老年学员与人交往并结交新朋友。第三年龄大

学因此设有午餐会和一系列户外活动项目,包括:欣
赏巡回演出和芭蕾舞剧、听音乐会和歌剧、公路散步

和骑行、参观历史遗迹等,其中部分活动是与澳大利

亚国家信托联合运行。
午餐会设置在每周固定时间,信息定期发布在官

方网站、电子公告以及校园布告栏,老年学员无须预

约,只要自带水杯和午餐,支付2美元左右的出席费,
不仅能获取相应茶水或咖啡,更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伙

伴围绕感兴趣的主题亲切交流。通过系列午餐会活

动的举行,引导老年学员享受学习过程,使学习逐渐

演变成为一种老年人群的生活方式。
(七)非正式环境教学

一般而言,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租赁的教室只

能容纳大约四成的课程,因此必须在该地区的社区活

动中心、教堂、俱乐部和私人住宅中开设剩余课程。
换言之,授课地点通常是在教师自己的家中或者是免

费开放的社区礼堂。这样的授课方式可使学校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
非正式环境教学与学习为师生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性,同样满足了他们的教育需求。作为一种新颖的

教育方法,非正式环境学习也招致了一些疑虑,例如:
没有正规教学经验或学历背景的教师可能难以在学

生面前树立信誉和形象;在家庭和社区开办的课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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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缺乏教育的“氛围”。
三、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的办学特点与启示

在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的办学模式下,老年学

员自助学习,相互提供支持,进行知识和技能的交换,
鼓励老年人老有所为,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

态,丰富老年教育的内在价值取向。
(一)以平等理念吸引老年人近悦远来

全球范围内针对老年人的教育机构多以“大学”
命名,例如:中国的老年大学、美国旧金山的退休学人

大学、韩 国 的 延 禧 老 人 大 学、以 色 列 的 人 人 大 学

等[2]213-215。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虽然以“大学”命
名,但是与传统大学基本不存在联系,在正式的信函

和宣传中使用第三年龄大学的首字母缩写“U3A”来
代替,以免老年学员错误地将第三年龄大学与聚集学

术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联系起来。这表现出澳大利

亚第三年龄大学平等的理念,因而吸引了具有各类教

育背景的社会成员。平等的理念同样体现在引导老

年学员以自助形式展开学习的过程中。在自我管理

的办学模式下,“老年人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学习,
不再被制度化的教育压迫”[13],以第三年龄大学为渠

道,一方面乐学不殆,另一方面诲人不倦,最大限度地

满足老年人群的学习需求。
(二)依托大课堂扩延学习空间范围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的“课堂”不仅仅是在教

室或者会议室,更多的是在社区或家庭。教育场所从

户内延伸至户外,从学校延伸至社区,打造老年教育

“大课堂”。以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为指导理念,加
强与社区的合作,整合社区内丰富的教育资源,发挥

社区中办校兴学的优势,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和教师资

源,有效满足老年人对学习便利性的诉求,使老年教

育实施折射出社区地域特色和老年人生活日常,提升

老年教育的办学容纳率、课程质量和教育内涵。

1998年,澳大利亚第三年龄网络大学(U3AOn-

line)成立。线上老年教育的模式为老年学员提供了

更自由的学习环境和更完备的学习资源,打破了时间

与空间的界限和束缚,使老年学员成为活跃的学习

者,使用信息技术,对学习成果加以实际应用,对过往

经历加以重温讨论,逐步扩展自己的知识库和交际

圈,最终增加学习的动力和参与度。
(三)老有所为激发老年人蓬勃活力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依赖老年学员自身的知

识和能力,教育者与学习者的角色时常互换,学习过

程体现自助性和合作性,课程设置、场所安排和资源

配备都基于老年学员的实际需要或偏好以及现有资

源。“很可能有些老年人总是会选择久坐不动的活

动,而不是那些需要更多智力投入的活动”[14],这样

的举动不利于老年人群健康状态的延续。提倡老有

所为,合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引导老年学员“动态成

长”,向社区内外拓展,参与社会,积极开发生命的潜

能,显著提升生命的意义,这既是老年教育的必要之

义,又体现其内在价值。
(四)依托非正式环境教学助力老年人融入社会

教育的生态环境覆盖面包括学校、家庭、自然环

境、各类场馆等一切可以发生积极学习行为的场所。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在非正式环境下将“人、场所、
活动”三个维度整合为彼此联系、相互融通的整体,将
老年学员个体与其当前所处的环境共同融入经过设

计的正式与非正式的一切活动之中去,既可以增强老

年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感悟,又能丰富现有的学习

内容与形式,更会帮助老年人迅速融入日新月异的城

市发展,乐享退休生活。“在老年教育活动开展过程

中,对老年人的生活应对、变化适应和社会参与能力尚

缺乏系统、专业的指导和训练”[2]219,将非正式环境学

习融入老年教育,整合一切显性与隐性的活动和经验,
可以有效弥补校内学习的有限性,营造生机蓬勃的学

习氛围,更好满足老年人群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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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andEnlightenmentsofSchool-running
ModeofAustralia’sUniversityoftheThirdAge

JIYingfei
(ShanghaiPutuoSparetime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PutuoBranchofShanghaiOpen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Afteryearsofdevelopment,Australia’suniversitiesofthethirdagehaveformedamature
school-runningmode,accumulatinguniqueexperienceandpracticeinvariousaspectssuchasfundingsources
anduse,studentsandteachers,schoolmanagement,curriculumdesignandregistration,socialactivitiesand
informalenvironmentteaching,etc..Theschool-runningmodeofAustralia’suniversitiesofthethirdage
providesinspirationand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China’ssenioruniversities.Firstly,itattractsthe
elderlyfromnearandfarwiththeconceptofequality.Secondly,itoffersconnectivitybothinsideandoutside
theclassroomtoexpandthescopeoflearningspace.Thirdly,itstimulatesthevitalityoftheelderlywiththe
senseofworthiness.Fourth,ithelpstheelderlyintegrateintosocietybybuildinginformalenviron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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