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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乐：家门口的幸福乐园

银龄时光老年大学坐落于华
西社区三所家属院居民健身小广
场东侧，二层小楼入口台阶较缓，
设置了不锈钢护栏及无障碍坡
道，以方便学员出入。

舞蹈教室里，学员随着老师
的口令轻盈起舞；非洲鼓教室里，
10多名学员围坐一圈，双手敲击
出欢快的节奏；伴着音乐，太极拳
班学员们动作流畅，刚柔并济。
他们的热情与专注，丝毫不逊于
年轻人。

“真是太好了！没想到晚年
还能在家门口实现儿时的梦想。”
63岁的梁淑梅感慨万分。梁淑
梅家离学校仅几步之遥，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自幼热爱唱歌跳
舞的她，在这里重新找回了童年
的乐趣。“这里的课程我一次都没
落下。能在这个年纪上学培养兴
趣爱好，我可得珍惜机会。”她满
怀感激地说。

58岁的李宗英则用“满腔热
血”来形容自己当前的状态。自
从加入非洲鼓班后，她家时常有

鼓声回荡，从最初的拍大腿、敲枕
头、敲塑料盆到如今熟练地敲击
非洲鼓，李宗英的学习热情被彻
底点燃。她不仅为自己设定了年
底登台表演和学会识谱的目标，
更享受每一次敲击带来的快乐。

“这课程开得太好了。”67岁
的曹杰振是手机摄影班学员，退
休前就购买了智能手机，但只会
基本的操作。看到别人用手机拍
出精美的照片和视频，他心生羡
慕。上了社区老年大学后，他掌
握了不少摄影技巧，拍摄的作品
得到大家的赞扬。

据负责老年大学日常管理的
社区工作人员张朋彩介绍，目前
老年大学开设了书法、模特、舞
蹈、太极拳、非洲鼓、手机摄影、健
康养生等7门课程，深受居民喜
爱。尤其是手机摄影和非洲鼓这
些课程，报名人数远远超过了教
室容量。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
学校不得不分批授课。即便如
此，每次上课教室都座无虚席，走
廊上也常常站满了听课的学员。

社区老年大学助绘养老新图景
□本报记者 李霞/文 禹舸/图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升，许多老年人已不再局限于“老有所养”的基本需求，而是热切
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充实晚年。老年教育正悄然成为
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然而，面对老年群体高涨的学习热情，市
场上现有的老年教育服务显得捉襟见肘，老年大学往往供不应
求，一座难求。

为破解这一困境，为社区老年人开辟一片求知与展现自我
的新天地，今年4月，卫东区优越路街道在华西社区创新性地推
出我市首家社区老年大学——“优越路街道银龄时光老年大
学”。这一举措极大满足了周边老年人的学习需求，让他们得以
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免费探索新知、掌握技能，尽情享受丰富多
彩的银龄生活。

这所家门口的老年大学有哪些课程？老人们在这里的学习
体验如何？这种社区老年大学模式是否可以复制？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7月26日探访了优越路街道银龄时光老年大学。

老有所为：爱心点亮银龄课堂

作为优越路街道2024年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银龄时光老年大学自创办
以来，始终紧密围绕老年人的兴趣与
需求，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充实师资力
量。短短3个多月，课程从最初的4门
扩展至7门，学员也从70余人增加到
150余人。

谈及社区老年大学日益扩大的吸
引力，优越路街道工作人员张兆宇说，
这离不开无私奉献的老师们。街道
经费紧张，他们怀揣对公益事业的热
爱来到这所特殊的大学，不计报酬，
仅凭一颗温暖的爱心默默耕耘、传递
知识。

在 7月 26日的摄影课堂上，经验
丰富的王仲平老师以其独特的教学方
式赢得了学员们的喜爱。他巧妙地运
用水笔上的条形码、饮料瓶上的配料
表、帽子边缘的标签，乃至教室角落空
调柜机上的型号说明等日常物品，向
学员展示手机的近摄功能。“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鼓励学员动手
拍摄体会一下。

授课时尽量避免专业术语，注重
实际操作。针对学员特点，王仲平坚

持每节课程围绕一个明确主题展开，
确保内容的独立性，学员即使偶尔缺
席，也能轻松跟上后续课程。

老年大学的舞蹈班主要教授民族
舞蹈，动作看似简单，但是想要做好并
不容易。舞蹈班老师曹华说，刚开班
时可谓困难重重：学员年纪偏大，乐感
不强，大都没什么舞蹈基础。不过好
在大家学习都很刻苦，很少有人中途
退出。为尽快让学员掌握舞蹈动作要
领，她与几位骨干学员先抽空跟着电
脑学习，学会后再根据学员的实际情
况进行改编教授。她还通过班级微信
群分享舞蹈视频及要领，方便学员复
习巩固。

太极拳班级的刘运才老师则以其
独特的分层教学法和尊重个体差异的
教学理念赢得了学员们的尊敬与爱
戴。他认为老年人学习太极拳重在开
心与健康，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追求
动作的整齐划一，而是根据每位学员
的兴趣和身体状况进行个性化指导。
在这样的氛围中，学员们不仅学会了
太极拳的基本动作和要领，更在相互
学习交流中收获了友谊与快乐。

不断探索：助绘“老有所学”新图景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
加速，老年人的需求结构正悄然转
变。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
2023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已突破2.9亿大关，占总人口的21.1%。
在此背景下，发展社区老年教育事业
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教育现代
化、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更是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提升晚
年生活质量、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举
措。

“我们社区的老年人学习热情高
涨，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与渴望。”华
西社区党委书记樊晓鸽表示，面对创
办老年大学过程中遇到的“师资难”

“管理难”“经费难”等挑战，他们正积
极探索解决方案。未来，社区将根据
老年人的学习兴趣和需求，设计更多

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活动，在传授知识
与技能的同时，增强对老年人的吸引
力、影响力和凝聚力，让老年人在这里

“学有所得，乐而忘返”。
在优越路街道组织委员王玉看

来，老年大学的成立不仅极大地丰富
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培育了
一批热心公益的居民骨干。他们在社
区志愿服务和文化活动中积极奉献，
成为一支推动社区基层治理不可或缺
的力量。未来街道计划加强与市老年
体协、卫东区文化馆等相关部门合作，
共同提升老年教育的办学质量和服务
水平，通过示范化、规范化建设，推动
老年大学向更多社区延伸，实现教育
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进一步满足
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学习需求，
为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贡献
力量。

◁学员在学习非洲鼓

王仲平为学员讲授手机摄影技法

学员在教室里排练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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