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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银发浪潮的来临,老年思政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时代开展老年思政教育既是优化老年人价

值观的需要,又是改良家庭教育的需要,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新时代老年思政教育可以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家风家教家规和红色主题文化为特色内容。新时代老年思政教育可通过加强老年教育课程思

政、抓实老年大学课堂教学、推广老年游学活动、建设社区老年学习团队、加强老年志愿者服务等路径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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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老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

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老年人这一特殊

群体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

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
将老年思政教育与我们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及近现代

的时代变迁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老年思政教

育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家风家

教家规教育、红色文化教育。纵览当下,人口老龄化

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做好老年人

工作对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国务院于2022年发布了《“十四五”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在老年

大学覆盖面方面,到2025年要达到每个县(市、区、
旗)至少1所,同时鼓励老年教育机构开展在线老年

教育等,这既是我国老年教育发展新的里程碑,又是

发展我国老年思政教育的历史机遇。
二、新时代开展老年思政教育的意义

(一)优化老年人价值观的需要

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包括对价

值的实质、构成、标准的认识,这些认识的不同,形成

了人们不同的价值观[2]。价值观决定着价值取向,健
康的价值取向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举止。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

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

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

归。”[3]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作当代中国人的核

心人生价值观,就要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老年

人虽然社会阅历丰富,但依然有不断更新价值观的需

要。目前我国的老年人群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还非常低,绝大多数仅仅是初小毕业,通过老年思政

教育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科学、合理的价

值取向,不仅对老年人自身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
于老年人教育后代,帮助后代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是

不可或缺的。
(二)改良家庭教育的需要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础的单元,是一个人人生的起

点,是每个人吸收养分的来源,也是每个人成长的第

一空间。老年人作为家庭中社会阅历最丰富的成员,
在家庭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教育既是

摇篮教育,也是终身教育。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

活节奏的加快,现代年轻人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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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便把对子女的教育、生活照顾等责任转嫁给自己的

父母,家庭中的隔代教育压力不断凸显。因此,家庭

教育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在教育系统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而家规、家训与家风则是家庭教育的最

基本的形式。前辈的言传身教对于后辈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深远的影响。好的家规、
家教、家风既是家庭教育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家庭

教育发挥作用的结果。只有有了好的家规、家教、家
风,其他层面的教育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因此,家
规、家教、家风对于其他层面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基础

作用[4]。由于传统教育经验的局限,老人在家庭教育

中的示范作用有限。这就需要老年思政教育帮助老

年人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将正确的思想和价值

观念等融入家庭教育之中,帮助后代塑造良好的性格

和品行。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据统计,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将

达到3亿,占人口总量的21%,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

也将达到15%以上。2027年我国将正式进入深度老

龄化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老人比例超过18%。老

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等

各方面带来巨大挑战。针对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一基本国情,老年人成为

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而和谐社会

的建设一定要以思想政治为基础,因此,在老龄化日

益严重的情况下,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对构建和谐社会

就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老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

容就是指导老年人的思想建设,规范老年人的人生

观、价值观,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和谐发展,从根

本上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新时代老年思政教育的基本内容

(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思想层面看,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孕育

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优秀内容。精忠报国、振
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

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

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

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

华传统美德[5]。

从政治层面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是传统文化中最重

要的部分。着力引导老年学员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不是简单轻松就能完成的,需要付出艰辛的

努力,要克服重重风险和挑战,老年思政教育要培养

老年学员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民族自信心,做懂自尊、
有自信、能自强的中国人。

从教育层面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老年教

育方面也有非常多的优秀典范。“活到老学到老”,平
凡的一句话,是做人的大意境。古往今来,用其一生

践行这句古语的名人,不胜枚举。一言以蔽之,终身

学习的时代已然来临,其精神内核与老年人“活到老

学到老”的内涵是紧密相连的。
(二)不可或缺的家风家教家规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主旋律,其内容是指一个家

庭的所有成员共有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言行表现

的总和,也是家庭成员品格、文化素养、道德情操、人
际关系的具体体现。[6]家教是指家庭内部家长对子女

的言传身教,家长通过自己的善言善行来教育子女做

人做事的道理。好的家教对于子女一生是至关重要

的。家规的含义则是指一个家庭所规定的行为规范、
生活准则,是教诲子孙后代如何自我成长、安身立命

的重要依据。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它改变了家庭结构和行为

方式,现代的家庭模式已与传统模式大相径庭,有些

传统的家规、家教、家风由于封建的烙印太过强烈,与
现代人有了情感上的隔阂和认同上的疏离,部分已被

淘汰。但是,俭以养德、书山有路勤为径、惩恶扬善等

等这些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优秀家规、家教、家
风,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是
中华文明的结晶,需要全社会的每个家庭传承和发

扬,而老年人作为家庭中阅历最丰富的成员,一个家

庭的家风、家教、家规的创始者及践行者,对优秀家

规、家教、家风的理解和实践就成了首要任务。
(三)赓续传承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

容,指的是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党的革

命历史、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积淀和凝聚[7]。老年

思政教育中的红色文化教育就是对老年人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可遵循寓教于乐的原则,
结合重大节日和纪念日,游览革命景点的方式对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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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开展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教育。
红色文化教育的具体方式可以根据老年学员不

同层次的特点,进行红色教育的合理分层,细化活动

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可在基础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年

学员中开展“明党史、知党情”教育,主要开展“革命歌

曲”歌咏比赛、征集“最美红色格言”等活动,让每一位

学员通过唱响革命歌曲,诵读经典格言,确立人生航

向,激励他们时常诫勉自己,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文化水平适中的老年学员中开

展“感党恩、跟党走”教育,侧重于目的性强、风格鲜明

的“红色”主题,如巡礼革命教育基地,聆听革命传统

报告,参加扶贫助残等丰富直观的教育形式,“感党

恩、跟党走”,把思政教育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结

合起来。
四、新时代老年思政教育的实施路径

(一)加强老年教育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意味着课程内容不应该仅限于传统思

政课程的内容。教师应该把诸如价值观、世界观、道
德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家风家教家规、红色文化等

丰富的内容自然融入专业课程中,在专业教学过程中

嵌入思政元素,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

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对学生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使老年人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正

确的价值引领,为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新的道

路。从而避免生硬地在课堂上加入一些让学生听起

来很突兀的思政观点,在讲授课程过程中将思政元素

与专业课知识完美融合,解决好“两张皮”问题。例

如,向老年学员宣传家风家教家规,可以发挥课堂教

学主渠道作用,构建家风家教家规思政育人的优良、
特色课程体系,将家风家教家规融入教材研发的整个

过程,体现实用性、适老性、地域性,加强家风家教家

规特色教材的开发、打造家风家教家规思政教材体

系,把家风家教家规中蕴含的爱国教育、品德示范和

价值观塑造功能内化为课程内容,促进家风家教家规

与专业课教学完美融合。老师们在专业课中生动形

象地诠释理论,将理论知识和家风家教家规故事有机

融合,讲得亲切有味、生动活泼,把爱国情怀、优秀品

德、文明习惯植入老年学员的心中。
(二)抓实老年大学课堂教学

1.思政微课堂,增加教学感染力

遵循“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怡情操、促进健康、

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以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形

式,开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的思政微课堂。思政微

课堂要讲究短小精悍,课件设计要求精巧。打造一批

思政微课堂精品课程,使思政课真正发挥培根铸魂、
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针对老年大学学员的年龄和

心理特点,可以充分利用课前十分钟授课,力求让学

员有所获、有所悟。同时,思政微课堂要紧扣时代脉

搏和现实需要安排思政教学计划,坚持方式方法创

新,不仅由老师来讲,同时也培养班长、党小组长成为

领学人、主讲人,通过收看微视频、宣传政策理论、交
流时政要闻、回忆党史、讲述故事、传唱红歌等鲜活形

式,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调动学员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让老年人从中感悟思政道理、接受思想

引领。

2.思政大讲堂,开阔学员眼界

定期举办公益性思政大讲堂,由专家围绕党的创

新理论、中华优秀文化、家规家训、红色文化等专题进

行辅导,让“课外课”更具针对性和吸引力。一场好的

思政大讲堂可以拓展老年学员的知识面,拓宽他们的

眼界,甚至可能改变他们的思维模式,每一场新奇的

讲座都有可能变成他们人生中的一块新大陆,借此进

一步提高道德修养、升华思想境界。

3.思政实践课,增强课堂凝聚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思政教育

要通过实践,加深学员对知识的理解。除了传统的课

堂讲授,增加课堂之外的相关活动也很有必要。比

如,通过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乐谱、照片、书籍、文章、
报刊、信件等文献性红色文化资源,多维度、全方位展

示党的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杰出人物、奋斗精神;通过

革命旧址和文物等实体性红色文化资源,生动、鲜明、
直观的重现中国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通过现代影视

和文艺作品等艺术性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立体真实

展现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等,从而更好调动老年学

员学习红色知识的积极性。
(三)推广老年游学活动

老年游学作为老年教育的一种新兴形式,为老年

人创造一种崭新的学习体验。在2018年首届世界

老年旅游大会上,国际老年大学协会主席弗朗索瓦·
维拉斯教授提出:“老年游学是老年教育的创新方式,
老年学员可以参加老年大学的课程并感受游学目的

地的文化和自然景观。”[8]老年游学是课堂的拓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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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老年游学的目的其实是教育,它不是简简单单

的“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游”是实现“学”这个终极目

标的手段,挖掘好“游”的内涵,拓展开“学”的外延,
“游”与“学”紧密结合,通过旅游实践巩固学习成果,
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提升,把所学的在实践之中进行

检验,使学员的体验感、参与感更强烈,学得更深、游
得更透、玩得更好。

老年教育的主办机构应该在教学计划中设计完

整的游学课程,课程的主题要明确,在分析游学的优

势和困难以及研究老年人的思想实际和经验兴趣的

基础上,开发出与游学课程相适配的游学路线,深入

挖掘游学路线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内容,要有利于老年

人在沉浸式的游览中享受学习的乐趣,让思政教育变

得真实生动,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和启发性,可以帮助

老年学员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增强获得感、价
值感、荣誉感以及归属感,构筑中国精神,增强文化自

信,激发老年人的民族自豪感,唤起老年人热爱祖国

的美好情感。
(四)建设社区老年学习团队

培育和组建社区老年学习团队是开展老年思政

教育的重要抓手。在社区老年学习团队中,个体成员

从集体智慧中获得浸养。这种非正式的学习方式的

学习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它对于提高老年居民的学习

能力和扩大老年思政教育的影响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社区老年学习团队按一定规程,选定的学习内

容、指定的学习地点、固定的学习时间,在相互平等与

尊重的前提下,成员之间进行自由、深度、富有建设性

的沟通、交流和互动,通过思想的碰撞和协调一致的

行动,提升团队的整体智慧和行动能力[9]。

以思政内容为特色的社区老年学习团队,不仅增

添了社区老人的生活学习的乐趣,而且推动了社区秩

序综合整治的改善、延展了社区服务功能、丰富了社

区文化活动内容,有益于营造社区和睦相处的良好氛

围,促进社区和谐和维护社会稳定。
(五)加强老年志愿者服务

老年学员凭借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以及

更加充足和自由的时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有着

独特的优势和自身的特点。在老年学员对社区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得到提升的同时,也能够给社区志愿服

务活动注入更多活力,是社区内值得进一步发掘和利

用的宝贵的人力资源。最近几年,从各种社会活动中

可以看到老年志愿者作为一股新兴有正气的力量,正
在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出现

了他们的身影,其规模正在不断壮大。老年志愿者特

别是老党员要做表率、树形象,充分发挥老同志的政

治经验、工作阅历、声名威望等无可比拟的优势,诠释

责任和担当,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参与到社区志愿

服务活动当中不仅能够有利于自身实现价值和获得

精神满足,更是为积极面对老龄化做出了具有重要意

义的实践[10]。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展老年思政教育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老年思政教育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

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关系到家庭教育

的成败和价值观的塑造。通过老年大学课堂教学、老
年游学营、老年社区学习团队、老年志愿者服务等诸多

路径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树立正确的

家风家教家规教育、通过红色文化教育统一思想,将会

对老年思政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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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adventofthewaveofsilverhair,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theelderly
hasreceivedmoreandmoreattention.Thedevelopmen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theelderly
intheneweraisnotonlytheneedtooptimizethevaluesoftheelderly,butalsotheneedtoimprovefamily
education,ortheneedtobuildtheharmonioussociety.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theelderly
intheneweracanbecharacterizedby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familycustoms,familyrules,

andredthemeculture.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theelderlyintheneweracanbecarriedout
bystrengthening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theelderly,graspingtheclassroomteachingofthe
elderlyuniversities,promotingtheelderlystudytouractivities,buildingthecommunityelderlylearning
teams,strengtheningtheelderlyvolunteerservices,and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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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evelopmentofChina-typemodernizationsnotovernight.Itrunsthroughthewhole
processoftheCPC’scontinuousstruggletoachieve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whichhas
gonethroughthedevelopmentprocessfrom “industrialization”to “Four Modernizations”andthen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thusforming “China-type modernization”.Compared with western
modernizationandtraditionalsocialistmodernization,China-typemodernizationhasthebasiccharacteristics
suchashugepopulation.TopromoteChina-typemodernizationintheneweraandnewjourney,weshould
notonlytaketheCPCastheleadingforce,theroad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sthedirection
ofprogress,andregardingthepeopleatthecenterasthecorepurpose,butalsotakethecomprehensive
deepeningofreformandopeningupasthedrivingforceengine,andpromotingthespiritofstruggleasthe
means.Besides,wealsoneedtoproperlyhandleanumberofimportantrelationshipssuchastop-leveldesign
andpractical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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