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总是处在社会需要和科学逻

辑的交叉点上（陈燮君，1991，pp.308-316）。根据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预计到 2025年，我国将

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周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口占比将逼近 20%（国家统计局，2021）。

2021年10月18日发布的《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报告

（2019—2020）》显示，截至 2019年末，我国老年

大学数量约为 76296所，同比增长 22.7%（人民网，

2021a）。时隔 1个月后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在“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基础上，加快发展

老年教育，“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人

民网，2021b）。新时代背景下，从学科层面探讨老

年教育，既是急剧增长的老年人口精神文化需求的

现实体现，又是新时代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更是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迫切

需要。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

行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进行初步探讨。

一、新时代呼唤老年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新时代背景下，老年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具有以

下四个方面的历史必然性。

1.老年教育内涵丰富的必然要求

早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克尔勒（Kehrer
F. A.）就指出，“老年人如果不能学会对自己的衰

老过程有正确的认知和实践……那就需进行充分的

训练（老年教育）”（kehrer，1952）。1976年，彼特

森（Peterson D. A.）提出老年教育是“为适应老龄

化”而进行的“专门的教育领域” （Peterson，

1976）。1990年，格伦迪宁（Glendenning F.）等人对

此提出质疑，指出批判教育老年学（Critical
Educational Gerontology）应以解放、改造和良知为概

念基础（Glendenning et al.，1990）。人们对老年教育内

涵的理解，已越来越彰显出人性和生命的力量。

新时代背景下，究竟应如何理解老年教育，这

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以大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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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领，以终身教育为视野，尊重老年人文化康养

的现实需求，以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生命的完善为不

竭追求，弱化单纯依靠年龄对“老年”进行定义，

突出老年群体区别于成人的超然性，以及服务于全

社会所有人的终身性特征，立足于多学科视野去理

解老年教育。这就需要把老年教育进一步提升到学

科层面进行探讨。我们只有把对老年教育的理解纳

入到老年教育学，才能深刻地揭示出老年教育的丰

富内涵。

2.老年教育理论深化的必然要求

我国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以实践为主导

的经验探索期（1980—1998年）、以公平为反思的

对象扩大期（1999—2003年）、以比较为模式的视

角转换期（2004—2009年）、以理论为探索的开放

创生期（2010年至今）四个时期（江颖等，2021a）。

学界主要在老年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概念与本质、

特点与属性、目的与功能、理论渊源等）、老年学

习、老年学校教育、国际经验引介与启示等方面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探

讨和厘清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进一步明确研究取向。综观已有成果，老

年教育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老年教育实践，这直接

影响了新时代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进程。究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国内老年教育研

究基本采取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鲜少对老年教

育本身的生命与生活价值取向进行研究。我们亟需

在强调老年教育社会价值取向的同时，重视老年教

育的本体价值，促进老年人个体生命的发展。

二是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综观近年来CSSCI
期刊刊发论文可知，自 1998年开始，与“老年教

育”密切相关的文献至今仅有 87篇，其中仅有一

篇关于“老年教育学”的论文，博士学位论文也仅

有 8篇①。可见，学术期刊对老年教育学主题的关

注度较低，我国老年教育理论研究大多囿于对现状

经验的总结和对相关政策的解读，深层次的理论研

究成果仍然较少。

三是进一步开展跨学科研究。目前我国老年教

育研究缺乏大教育学视野，亟需进行跨学科研究，

应充分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医学、经济学等

多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

总之，老年教育理论研究亟需进一步提升到老

年教育学学科建构与发展的高度（ 罗 炳 权 等 ，

2008），才可能为老年教育理论发展与实践推进提

供更加完备的学科知识体系指导。此外，老年教育

研究在历经近 40年的摸索与改革之后，更需形成

理论发展的整合效应，逐步实现老年教育学由多元

向一元共识的现实转变（岳瑛，2009）。

3.老年教育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实践层面我国老年教育主要在政策制度、立

法、教育体系改革与完善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日臻完善。自 1982年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开始，我国的老年教育政策经历了从初创探索、列

入国家五年规划项目、形成法规到纳入终身教育体

系的过程。近些年，国家继续加大对老年教育的重

视力度，连续出台老年教育和老龄工作的专项发展

报告与意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老年教育的基础

普及工作，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终身教育体系闭环。

二是我国老年教育立法日益受到重视。迄今为

止，我国国家层面还未有专门的老年教育立法，地

方层面仅天津市和徐州市颁布了老年教育条例，但

1996年制定并经四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2016年制定的《老年教育发展

规划（2016—2020年）》均提出了“人口老龄化国

情教育”“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等论断（李洁，

2021a），可见老年教育的立法越来越重视老年教育

本身的特殊性。

三是我国老年教育体系逐步健全。《老年教育

发展规划（2016—2020年）》颁布以来，全国各地

纷纷出台了各种行动计划和实施意见，形成了基本

的治理体系、内容体系和运行机制体系（曾珊等，

2021）。目前在我国老年教育体系改革逐步向终身

教育体系迈进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健全并完善老

年教育体系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总之，我国老年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如国家专项立法缺位、政策

制度落实不力、老年教育体系整体效应发挥不足、

老年教育发展动力不够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亟需老

年教育学的理论指导。新时代的老年教育学要立足

于我国老年教育实践，强化老年教育的实证研究，

处理好老年教育学与老年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

4.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完善的必然要求

教育学自 1901年传入我国后，在 20世纪经历

了发生、初建、重建、破坏、再建的历史变革（侯

怀银，2020a）。进入21世纪，教育学一级学科不断分

化，并随之涌现出诸多二级学科和研究方向，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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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富多元的学科群（侯怀银，2021）。我国的教育学

从兴起（1984—1999年）、独立研究（2000—2003
年）到深化发展（2004年至今）（侯怀银，2022），

一直紧贴时代脉搏，不断为时代发声。新时代背景

下，一直内含在成人教育学下的老年教育学亟待提

升到教育学二级学科门类中。

早在 1989年，熊必俊等人在《老年学与老龄

问题》中立足老年学立场，较早提出“老年教育

学”的概念，并就此分析了老年教育学、老年教育

与老年教育事业之间的关系和现状等（熊必俊等，

1989）。2008年，董之鹰在《老年教育学》中，不

仅界定了老年教育学，而且就其研究领域和发展模

式进行了探讨，还尝试构建了老年教育学的学科理

论体系（董之鹰，2008）。2013年，叶忠海主编并出

版了“老年教育理论丛书”②，从多学科视角聚焦

老年教育研究，并构建了老年教育学的学科体系。

在其《老年教育学通论》中，他具体就老年教育的

基本概述、发展历程、理论基础、内涵与性质、体

系、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评价、发展趋势等方

面进行了探讨（叶忠海，2014），并在其发表的《中

国老年教育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等论文③中也就

老年教育学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从已有研究来看，我国学者虽然就老年教育学

科层面的探讨较少，但把老年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的共识（李洁，2021b）。

我们亟需把老年教育从一个“研究领域”上升到

“学科”的高度，从而确立起老年教育学在我国教

育学学科中的特殊地位，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老年教育学。

二、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需要厘定六大问题

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问题是一个“尚未完成”

的命题，即具备学科成立的条件，但尚不成熟。依

据成熟学科的标准看，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亟待解

决的问题包括概念界定、学科定位、学科性质、研

究对象、研究范畴、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等。

1.老年教育学的概念界定

目前国内学者对老年教育学概念的界定少有涉

及。我们通过梳理文献发现，老年教育学的界定视

角主要有三种：

第一，立足于社会功能去界定。例如，希姆斯

特拉（Hiemstra R.）指出，老年教育学是成人教育

学和社会老年学新的共同研究领域，是探讨老年教

育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学科，旨在对衰老进行

感知训练基础上，相信并尊重人类的无限潜能，刺

激老年人的自我学习（Hiemstra，1981）。

第二，立足于教育立场去界定。例如，李洁提

出，老年教育学是为进一步促进老年人的自我实

现、社会关系、健康和潜能发展的一种教学理论
（李洁，2021b）。

第三，立足于国家文化去界定。该视角下的老

年教育学界定各有所异。目前德、美、英三国比较

重视老年教育学研究。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

的德国“整合老年教育学”（Integrative Geragogy）
和美国“教育老年学”（Educational Gerontology）
均强调跨界和整体思维，而英国“批判老年教育

学”（Critical Geragogy）则更加突出老年人在社会

中的民主参与和生命解放的意义（李洁，2021b）。在

我国，《新编老年学辞典》中对老年教育学概念曾

做出明确表述：“老年教育学是通过对老年教育的

现象和问题进行综合研究，运用哲学、教育学、老

年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揭示老年教育的规律，

形成理性认识，指导老年教育实践，提高老年教育

的社会效益的科学。”（李旭初等，2009）但这一界

定目前尚未成为共识。

新时代背景下对老年教育学进行概念界定，这

是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安家之本，更是挑战所

在。我们认为，老年教育学是围绕老年人进行的，

以老年教育的现象与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

学科知识与资源，揭示老年教育规律，以达成追寻

生命意义与构建和谐社会目的的一门学科。

2.老年教育学的学科定位及学科性质

学科定位是某一学科与其他学科相较下的区隔

表述（艾·里斯等，2017）。老年教育学的学科定位主

要强调学科归属和学科定级的位置。在学科归属

上，老年教育一直属于教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

域，这决定了老年教育学应隶属于教育学学科。在

学科定级上，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目前主要包括学前

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 3个以“年龄”

为划分标准的二级学科，老年教育学至今为止，尚

未进入到我国教育学二级学科的阵营，在人口老龄

化程度愈发加深的现实境况下，这已非常不利于终

身教育体系的完善。我们应把老年教育学作为教育

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学科性质是一学科区别于他学科的质的规定属

性（曲波，2014）。已有研究对老年教育学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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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因角度不同而认识各异。就质的内在规定而

言，老年教育学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学，应具有教育

和康养的双重属性（张晓林，2021）。就学科间的相

互关系而言，老年教育学是老年学与教育学的交叉

学科与分支学科。就学科发展的归属与重要程度

而言，老年教育学当前正在由新兴边缘学科向成熟

独立学科转型。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老年教育学应综合教育和康养的双重属性，既是一

门基础理论学科，又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侯怀银

等，2020）。

3.老年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某一学科或理论所研究的特定事物

及其规律（张越等，2017）。按照教育学科群的一般

表述（薛滩，2011），老年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老

年教育现象和老年教育规律，但这种直接演绎和套

用的方式常被学界所质疑。为此，我们应对老年教

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准确定位。

第一，在坚持老年教育学特殊性的基础上，凸

显老年人内在生命的真切需求。老年教育一直以

“成人晚期教育”的状态归属于成人教育学范畴，

这不仅混淆了低龄期成人与老年人的差异，而且更

忽略了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的特殊教育需求。新

时代老年教育学要回归到老年人本身，细化老年人

的内在生命需求。

第二，在廓清老年教育学边界的基础上，强调

老年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终身性。随着老年教育被纳

入到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老年教育学的

研究对象亟需由单独的“研究老年人的教育现象和

规律”拓宽到“研究老年教育工作者专业化的、以

及面向所有人的超老化教育现象和规律”，将老年

阶段的特殊性提前为所有年龄阶段所预知，以缓冲

当前及未来老年型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第三，在夯实贯穿全民终身的老年教育的基础

上，强调老年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空间多样态性。老

年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不仅要注意普遍性与特殊

性、整体性与局部性的结合，而且要以终身教育为

视野，树立大教育观，既要关注普遍的老年教育现

象和实践，又要在不同国家、民族、城市、社区、

乡镇、农村等绝大多数空间中呈现出多种样态。

4.老年教育学的研究范畴

研究范畴是本质地反映研究对象矛盾运动的一

种规范系统性的原理化命题体系（龚怡祖，2013），

这是一门独立学科确立的衡量标准之一。我们认

为，老年教育学的研究范畴大致可依以下三方面逻

辑脉络展开。

其一， 基于老年教育的历史脉络梳理老年教

育学的研究范畴。虽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老年教

育的概念才确立起来，但中外老年教育的实践历史

却年深岁久。溯源其发展历史，无疑是新时代背景

下廓清老年教育研究范畴与边界的不二选择。

其二，基于多学科视角构建老年教育学的研究

范畴。老年教育学无法避开哲学、人类学、社会

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影响，更离不开老年

学、教育学、成人教育学等学科发展的积淀。我们

认为，老年教育学应建立面向多学科、跨学科视域

下的老年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老年

教育学的合理逻辑范畴。

其三，基于老年教育的时代样态创新老年教育

学的研究范畴。新时代背景下，人们组织和参与老

年教育的目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认为要始终

把好时代脉搏，以创新的态度和行动，在大教育学

视野指导下，构建迈向更加普惠型和终身型的老年

教育学研究范畴，从而更好地体现新型学科对时代

发展的主动适应与观照。

5.老年教育学的三大体系构建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必须给理论创新以广阔的

空间。随着国家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

体系提升为战略任务，新时代我们亟需为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老年教育学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奋力前行。

（1）老年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

学科体系是一门学科的基础和依托，关系到学

科的发展、人才的培养、资源的配置等方面（王孜

丹等，2019）。据笔者目力所及，已有研究者对老年

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主要是在学科建立的基本条

件基础上，依照学科成熟的内在和外在建制思路展

开的。其中，内在建制主要包括老年教育学的理论

体系和公认的学科范式；外在建制则包括专门学

会、独立科研院所、出版机构及刊物、大学中单设

的学院或学系等（岳瑛，2009；丁红玲等，2019）。也

有部分研究者参照学科群构建的框架，主要从教材

体系、知识体系、实践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

学科结构及学科群结构的建设探讨。比如叶忠海的

《老年教育学通论》和杨德广的《老年教育学》④就

属此种情形。

新时代老年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既要整合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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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成人教育学等学科以及终身教育等领域的已有

研究成果，又要参照研究范畴，积极开拓新的学科

发展领域，在坚持老年教育学为“老年人”理性服

务的逻辑起点上，最终回归到老年教育学对“生命

意义”追寻的逻辑终点，同时不断体现老年教育学

的“生命温度”。

（2）老年教育学学术体系构建

学术体系是一门学科的核心。其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思想、理论、知识、原理等，二是研究

方法、材料和工具等（谢伏瞻，2019）。学术水平的高

低决定了国家、集体、个人的总体思维水平和行为

特征（李永进，2016）。经过细致梳理发现，我国老年

教育学的学术体系构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学术研究成果助推学术范式萌芽。当前

老年教育学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董之鹰的《老年教

育学》、岳瑛的《教育学视阈中的老年教育》和叶

忠海主编的《老年教育学通论》，结合老年教育的

基础理论和实践成果方面的 15部著作⑤和学术论

文、课题⑥可知，学者们主要从基本理论、知识体

系、制度与管理、类型与关系四方面展开了学术体

系研究。

第二，多元学术训练助益学术人才队伍建设。

有研究者指出，从近年来我国出版和发表的老年教

育学术专著与期刊论文可知，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

更多是权威专家的审思，另外还有少量零散的合作

成果，但这种合作主要是师生、同事之间的内部合

作，而高校与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许道祯等，

2021）。可见，老年教育的学术训练仍缺乏多元主

体之间的联动效应。

第三，纠偏学术评价体系铸好学术风气。学术

评价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研究者与其研究成果在专业

领域内的学术承认度（姜春林，2018）。当前我国尚

未有专门的老年教育学术评价体系为老年教育的专

业化服务人才保驾护航，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

国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总之，新时代老年教育学学术体系建设要在学

术研究、学术训练和学术评价等方面扎根中国实

践，强化中国老年教育学的学术自主性，尊重原

创，鼓励创新，最终形成领军专家、中青年骨干、

本硕博学生、深耕实践的研究与工作人员、国外研

究者协同建设中国老年教育学的局面。

（3）老年教育学的话语体系构建

话语体系是一门学科深化发展的纽带。它包括

概念、范畴、原理及相应的言语表达方式等基本元

素。关于老年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目前学界还

未有研究者涉略，少数学者对教育学的话语体系建

设进行了研究⑦。我们认为中国老年教育学话语体

系的构建至少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 在中国经验基础上构建话语体系。中

国老年教育学应站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现实情境

和未来预测的全历史空间中凝练经验，不能神圣化

西方老年教育的经验，而应运用开放式思维研究并

形成我国老年教育的话语体系。

其二，在中国立场中构建话语体系。任何在学界

范围内引发争议和争论的学术观点和学术主张，都应

该严正当代中国的立场，即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

视野中，考虑当代中国老年教育学的发展路径。

其三，在中国贡献中构建话语体系。中国老年

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最终形成，依赖于独立的中国老

年教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因

此，我国的研究者要扎根中国老年教育的实践，加

速中国特色的老年教育学学科的构建进程，向世界

输出中国贡献。

总之，新时代的中国老年教育学应在充分借鉴

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域老年教育学

思想基础上，自觉夯实根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视角和胸怀，接续中国老年教育学传统，为世界贡

献中国的经典案例和真知灼见，真正创造属于国人

自己的老年教育学，在将中国经验向世界进行交流

的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教育学话语体系
（李政涛等，2018）。

6.老年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学科研究方法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重要标

志（侯怀银，2020b）。老年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植根于

老年教育学特定的研究对象。据笔者查阅文献可

知，目前还未有专门针对老年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成

果。我们认为，老年教育学研究方法应深入思考以

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下前

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以现实和实践为基础，力

求发出时代的最强音。老年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需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时刻聆

听时代需求，不断推进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创新。

二是在借鉴与创新中辨证采纳多学科研究方

法。老年教育学要坚持多学科交叉的分析研究，充

分考虑迁移方法与其本身发展特性的适切性，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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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监督、反馈和评估迁移方法使用情况，探寻老年

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新领地，逐步构建起老年教育学

的研究方法体系。

三是在实证调查与理论思考中确立老年教育学

的研究方法。老年教育学建基于老年教育的实践，

应突出实证研究方法的指导作用。同时，老年教育

研究还要求其本质，规避定性研究方法“表面套

用”的怪圈。总之，研究者应融合质性研究与实证

研究之优势，科学研究并解决老年教育实践中的复

杂问题。

三、新时代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方略

学科建设本质上是从学科创生的指标和条件问

题展开，基于学界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陈燮

君，1991，p.233），评估其自立于学科之林的基本能

力。学科创生一般要经历意识萌发、理论准备、实

践展开、体系建构等动态调整过程（华勒斯坦等，

1999）。从学术领域看，学科建设主要从学科的内

在建制与外在建制两方面展开探索。从高校领域

看，学科建设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一是

优化学科结构与布局以形成有影响力的学科群，包

括高校的学科定位、学科规划、学位点设置、学科

门类设置等；二是集学科方向、梯队、基地及项目

等建设于一体，调整现有学科，提高学科建设水平
（侯怀银，2020b）。具体而言，新时代的老年教育学

学科建设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1.明晰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根本思路

新时代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根本思路是在树立

大教育学观的基础上，坚持问题意识和需求导向，不

仅要聚焦老年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处理好理论研究

与实践活动的关系，解决好学科内在建制与外在建

制的问题，而且要凸显老年教育学中“学”的凝练

和抽象，以此来建设一门全局化与特色化并举、现

实性与未来性共振的中国特色老年教育学学科。

第一，要在大教育学观下进行学科建设。老年

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指向所有人，主要包含以下三

方面内容。一是针对老年人进行的教育，要以老年

人的现实需求为标准展开实践活动，形成老年教育

学的教育和文化养老的知识体系与学术理论体系。

二是针对老年教育工作者进行的教育，主要指学校

老年教育、社区老年教育、家庭老年教育、远程老

年教育的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所涉及的与学科建设

相关的工作，如老年师资的培训体系、教材体系、

工作体系建设等。三是针对全民进行的老年教育，

旨在引导全民正确认识老年人，走进老年人生活，

进行“老化”的教育与引导，这也是新时代老年教

育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要增强老年教育学中“学”的内涵。老

年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主要关涉普通高校的学科建设

和老年大学学科建设两个层面。两者均需在学院或

研究中心建设、专业系科建设、课程与教学建设、

学术科研建设、学生与教师管理等方面聚力。其

中，学术科研是老年教育学专业化的核心要求，我

们需要在不断的学术训练与研讨中形成理论。学院

或研究中心建设、专业系科建设是主要阵地，老年

教育学要以专业和学系为抓手，在为老年教育的社

会实践提供理论引导的同时，推进其学术队伍的壮

大和完善。学生与教师管理、课程与教学建设是老

年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主体，我们需要在代际传承的

人才培养工作中不断夯实学生对老年教育工作的使

命感，以及在解决学生职业生涯困境的同时持续推

进全社会老年教育问题的解决。

第三，要着力推进老年教育学学科内在建制与

外在建制的协同发展。我们不仅要将老年教育学的

概念、观点、命题、内容、体系等内在建制问题上

升为老年教育学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最终形成

较为成熟并得到公认的话语表达方式，而且更需要

将老年教育活动与实践过程中的成果整合提炼，不

断归纳老年教育规律，丰富相关理论成果。可采取

的措施有：成立专门的学会、独立的研究院所，在

大学中单设学院或学系，创办专门的刊物和出版机

构，以及设立专门的科研基金项目等（ 岳 瑛 ，

2009）。以此为基础，我们就能充分发挥老年教育

学学科对老年教育和老龄化社会的理论解释与引导

作用，了解中国老年教育的现实境况，进而规划全

球老年教育的未来蓝图。

2.明确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

新时代老年教育学要成长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亟待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其一，形成公认的话语表达方式。已有研究对

老年教育学内在和外在建制方面的学理探索取得了

一定成效。新时代老年教育学首先需要在概念界

定、学科定位及性质、学科研究对象与内容、学科

研究范畴和方法等方面在学界形成相对统一的学术

话语表达方式，更深层次地关注其学术生命的深

化，更主动地拓宽其研究视野，从而更好地为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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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学科建设服务。

其二，推进学科制度化建设。学科的制度化建

设主要包括学科建设的目标管理、学科建设现状的

实时监控、学科建设的评估与反馈三大方面。其遵

循全国性制度与地方性制度搭配原则，具体指标涉

及整体目标设定、大学系科与专业设定、本硕博学

位点设定、课程与教学管理、教材管理、科研课题

管理、人才培养管理、学科评价、制度保障建设、

老年教育工作资格认证制度建设等内容。新时代老

年教育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需要在已有基础上实

现扩展与延伸，趋向主流与核心，不断引领老龄化

社会走向科学合理。

其三，系统推进老年教育学的“学科群”建

设。学科群是一门学科在自身分化，以及与其他学

科不断交叉基础上形成的系统载体（施亚等，2016）。

叶忠海组织编写的“老年教育理论丛书”，为老年

教育学学科群的建设打下了基础。老年教育学学科

群建设既需继续延伸，深入到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

中去（林华等，2014）；又需按照一定的学科分类标

准进行细化与分层，并随时变化与调整，以完成其

动态与静态制衡（施亚等，2016）。我们尝试对老年

教育学学科群进行如下分类设计（见表1）。
表1 老年教育学学科群分类设计表

划分维度

主体
维度

客体
维度

老年主体
维度

他者主体
维度

形而上学
维度

社会中心
维度

时间维度

技术维度

空间维度

区域维度

相关学科

老年教育心理学、老年教育环境学、老年教育
生态学、老年教育卫生学、老年教育学习学、老
年健康教育学、低龄老年教育学、高龄老年教
育学等

老年工作教育学、老年研究教育学、老年全民
教育学、老年终身教育学、老年代际教育学

老年教育哲学、老年教育美学、老年教育逻辑
学、老年教育伦理学、元老年教育学等

老年教育人口学、老年教育社会学、老年教育管理
学、老年教育法学、老年教育经济学、老年教育文
化学、老年教育政治学、老年教育医学、老年教育
艺术学、老年教育人类学等

老年教育史学、老年教育未来学、比较老年教
育学等

老年教育政策学、老年教育制度学、老年教育
统计学、老年教育评价学、老年教育实验学、老
年技术教育学、老年教育督导学、老年教育测
量学等

家庭老年教育学、学校老年教育学、社会老年教育
学、社区老年教育学、城市老年教育学、农村老年
教育学、远程老年教育学、民族老年教育学等

世界老年教育学、海外（国际）老年教育学、（国
别）老年教育学、（洲别）老年教育学、跨（国/洲）
老年教育学等

其四，促进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文化氛围建设。

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是各成员间因共同的研究主题和

高频率的交流而自觉地集聚、磨合、凝练和超越后

形成的科学共同体（梁庆寅等，2016）。如叶澜教授领

航形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等。老年教育学

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应立足于其研究场域，跨学科团

结相邻学科带头人，以课程、教学和科研项目等为

抓手，开启全域研究的时代征程，营造浓厚的学术

文化氛围，不断增强学术成果的原创性和特色化。

其五，推进学习型社会的“老化”教育研究。

从广义上来看，老年教育学是针对所有人的终身老

化教育学科（李洁，2020）。老年教育不仅需要老年人

认识到自身的生存、生活、生命状态，以积极的姿

态应对老龄化；更要让老年教育工作者在“老化”

教育基础上，科学合理地为老年人赋权增能并进行

规划设计；而且还需让其他公民包括婴幼儿、青少

年、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地传承中国传统孝老文

化，对老年人身心特点进行了解等。总之，在终身

教育与学习型社会背景下，“变老”应成为每一个

人终其一生了解、感受、学习的重要话题，这也是

老年教育学对生命的终极引导与伦理价值所在。

3.处理好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三对关系

新时代的老年教育学建设应着重处理好以下三

对关系。

（1）老年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方面，要处理好老年教育学与教育学学科的

关系。老年教育学沿着成熟的教育学学科的发展轨

迹进行自身学科建制无可厚非，但是若不加批判

地全盘嫁接则会遮盖老年教育学本身的特殊性，同

时也会失去其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学科独立性。

教育学学科应作为其理论发展的来源和引导而存

在。这其中尤其要处理好老年教育学与成人教育学

的关系。在我国，老年教育一直被归为一种成年晚

期教育的形态。与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从普通

教育学中分离出来一样，且老年是成人阶段具有跨

时空意义的阶段，因此，老年教育学应该更加自

信、快速地成熟起来，不断深入到老年型社会场域

中解决更多实践性难题。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老年教育学与分支学科、

交叉学科的关系。老年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关涉对老

年教育学本体中部分特征和对象的研究，而交叉学

科关涉对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外延研究。

当前“老年教育基本原理”“老年教育史学”“老

年教育课程论”“老年教育教学论”等分支学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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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交叉学科却发展羸弱。老年

教育学要始终坚持“主心骨”的核心统领，继续开

拓如“老年教育评价学”“元老年教育学”“老年

代际教育学”“老年健康教育学”等分支学科的新

领域，不做分支学科全覆盖的徒劳之功；同时，在

研究思路和途径上应借鉴其他学科，发展交叉学

科，跳出老年教育学的学科局限，创新老年教育学

的学科视野，完善老年教育学的学科体系。

（2）老年教育学研究与老年教育理论和实践的

关系

老年教育学研究是专门针对老年教育研究在学

科层面的探讨。老年教育研究大体包括老年教育理

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大方面。长期以来，老年教育

研究就以解决现实的老龄化社会问题而存在，彰显

出更强的应用性。老年教育的实践研究成果层出不

穷，丰富多样，但是其理论成果的创新速度及其对

实践引导的效率却始终跟不上实践的节奏。新时代

老年教育学理论研究要加快步伐，用好老年教育实

践成果，在老年教育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中，寻求

老年教育学的学理逻辑，形成其学科特色。

（3）老年教育学的中西关系

新时代中国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中

外关系，尤其是中西关系。为进一步规范学科范式，

我们有必要借鉴和吸收中外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有

益成果。当前，国外关于老年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多来

源于1976年英国著名老年教育专家彼特森（ Peterson
D. A.）创办并出版的《 Educational Gerontology》中
（江颖，2021b），我国学者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

老年教育学的国际学术争鸣中。同时要立足中国国

情，深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以敬老文化为基

础，汲取中国老年教育的实践经验，推进具有中国特

色的老年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成果。

4.做好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外部保障

费孝通认为，学科外在建制的标准主要有5个：

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

心、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费孝通，2001）。当前，老

年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外部保障亟需从以下几方面继

续发力（杨德广，2018；丁红玲等，2019）。第一是加强

老年教育学会建设。近年来，地方层面的老年教育

协会纷纷创立，已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时下紧

迫的任务是亟需在国家层面加强老年教育学会建

设。二是加强专业研究机构建设。目前亟需在国家

和地方层面进行老年教育研究机构的创建，特别是

在大学设立老年教育研究机构，以构筑老年教育研

究平台。三是加强大学老年教育学系科建设。特别

要加强以老年大学和开放大学为主体的老年教育专

业和学科建设。四是加强图书和期刊出版方面的建

设。目前特别要以终身教育和成人教育相关期刊为

主力，同时借力综合性大学学报共同推进老年教育

专门期刊的建设，真正形成其核心话语阵地。此

外，在老年教育的法律制度层面和政策保障层面，

都应将老年教育学学科建设列为重要且优先的内容。

综上所述，新时代的教育学人应承担起自己的

学术使命，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推进老年教

育学学科建设，使老年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成

为教育研究和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进

一步完善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实现学前教育学、普

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

育学、老年教育学等贯穿人一生的各类教育学的协

调统一。

注释：

① 该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检索条件是：以“老

年教育”为主题词，来源类别为 CSSCI期刊和博士论文，

检索时间截至2021年11月30日。

② 本系列丛书出版于 2014年，包括《老年教育学通

论》（叶忠海）、《老年教育心理学》（张永等）、《老年

教育管理学》（张少波等）、《老年教育经济学》（金德

琅）、《老年教育社会学》（张东平等）、《海外老年教

育》（齐伟钧等）。

③ 叶忠海的相关论文具体包括：《老年教育若干基本

理论问题》（2013年）、《中国老年教育发展的若干基本问

题》（2017年）、《中国老年教育 40年：成就、特点和规

律性》（2018年）。

④ 杨德广主编的《老年教育学》为全国老年教育师资

培训教材，主要论述了老年教育的研究对象、老年教育的

目的与意义、国内外老年教育发展历程、老年教育的理

论、老年学员的身心特点、老年教育教师队伍的教学艺

术、老年教育的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等，介绍了老年大学

的 5种类型及其管理体制与办学特色，阐释了社区老年教

育的办学模式与管理体制。

⑤这15部著作分别是：《老年心理与教育》（王荣纲

等，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老年学校教育

学》（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教育研究组、哈尔滨老年人大

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老年教育概论》

（陈福星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和谐社会与老

年教育》（郑令德等，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高

龄教育学》（黄富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8 年版）、

《老年教育学学理探索》（金陵老年大学，南京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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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中国老年教育的国际背景研究》（顾秀莲，中国

妇女出版社 2009年版）、《老年教育策论》（施祖美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中国老年教育探索与

实践》（孙建国等，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中国老年

教育学若干问题研究》（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课题组，阳光

出版社 2012年版）、《老年教育学读本》（赵俊芳等，学

习出版社 2017年版）、《中国老年教育学》（王清爽等，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中国老年教育理论研究与

国际对接：2013—2016》（林元和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8年版）、《中国老年教育新论》（马伟娜等，浙江

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中国当代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叶忠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⑥ 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为准，在整个“十三五”规

划和“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16—2021年），与“老年

教育”相关的课题主要有：“老年教育助推积极老龄化实现

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欧阳忠明，2020年国家一般）、

“新时代城市老年人自主学习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虞红，2019年教育部重点）、“城乡老年教育均衡发展监测

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程仙平，2019年教育部重

点）、“适应老龄社会的教育体系完善研究”（吴遵民，2018
年国家重大）、“我国老年教育资源短缺的协同发展研究”

（王剑波，2018年国家一般）、“教育溢价视角下老年人的幸

福测度与实证研究”（孙立新，2018年国家一般）、“中国老

年人‘精神性’的教育建构研究”（李洁，2018年国家一

般）、“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教育体系的构建研究”（徐旭

东，2018年教育部重点）、“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供给体系建

构研究”（张鹤，2018年教育部重点）、“面向老年人的

MOOC设计与应用路径研究”（赵姝，2017年国家青年）、

“城乡统筹背景下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第三空间路径研究”

（姜伯成，2017年教育部重点）、“中国普惠性老年教育推进

路径及策略研究”（国卉男，2016年教育部重点）。

⑦关于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论文主要有：《构建教育

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冯建军，2015年）、《我国教育学话

语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刘旭东，2016年）、《论中国教育

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刘旭东等，2018年）、《教育

学中国话语体系的世界贡献与国际认同》（李政涛等，2018
年）、《中国文化传统与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叶澜

教授专访》（叶澜等，2019年）、《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

构：问题与路径》（丁钢等，2021年）、《教育学中国话语体

系的大教育学建构》（侯怀银等，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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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Key Issues to Be S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riatric Pedagogy in the New Era

HOU Huaiyin, ZHANG Huipi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of geriatric pedagog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enrichment
of the connotation of geriatric pedagogy, the deepening of the theory of geriatric pedagogy, the development of
geriatric pedagogy practice and the perfection of the subject system of pedagogy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the conditions for establishing a discipline of geriatric pedagogy in China have not been mature yet, so it is urgent to
define and demonstrate the core issues of geriatric pedagogy, such as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subject
orientation, subject nature,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categor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construction of geriatric pedagogy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focus on four aspects. Firstly, for the basic idea, we should
set up a grand pedagogy view, adhere to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demand orientation, sol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s of the discipline, and highlight the connotation of“science”in geriatric
pedagogy.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main task, it is necessary to form a recognized way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subject group”, create an
academic community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of geriatric pedagogy, and promote the study of“aging”education in
a learning society. Thirdly,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iatric pedagogy and related subjects,
geriatric pedagogy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eriatric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geriatric pedagogy. Fourthly, in terms of external guarantee, we should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geriatric
pedagogy by establishing geriatric pedagogy academies and profess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eriatric education departm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ation of geriatric
education books and period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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