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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铃响了，河北老年大学教学楼里，老人们有的还在热烈讨论刚学的知识点，有的慢慢

起身，推推老花镜，把笔记收拾进布袋。

受疫情影响，10月中下旬，省市老年大学才陆续开课。

记者对老年大学走访发现，教室里5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逐渐增多，老年大学也不像我

们想象中的刻板，时髦的陶艺、无人机、瑜伽课走进了课堂，而且这些课往往开班就能报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上学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变化

中的老年教育市场会迎来什么？

老年教育，不止是重新走进课堂

■采访手记

找到抚慰自己

内心的东西
在省市老年大学采访的几天，记

者被老年人求学的劲头所感动。
有头发花白的老人，眼神不好，

记拳头大小字体的笔记，有高度近视
的老人端着本子站到黑板前抄写要
点，有人戴着助听器用手机拍摄老师
的示范，还有人下课了留在教室反复
练习。

学乐器，他们指法僵硬；学书
法，他们拿笔的手不太稳；学舞蹈，
她们下不去腰；学声乐，他们气息不
匀。没关系啊，这里的学习不是为了
考试和谋生，每一位老人都认真从所
学中，找到抚慰自己内心的东西。

邓桂芝的本意是到石家庄市老年
大学学画画，她递给副校长张纯的一
张名片，让张纯极力想把这位河北交
响乐团前首席小提琴家动员为这里的
老师。张纯成功了。

老年大学提供的课时费并不高，
邓桂芝答应成为这里的老师是因为，

“作为同龄人，我懂他们，教更多人
学习乐器，不是把每个人培养成大
师，哪怕能提高大家的音乐素养也是
好的。”

在石家庄市食品公司做售货员
时，刘念军心心念念的职业是老师。
退休后，她在省老年大学学了12年
的书法后小有名气，成为这里的一名
书法老师。

下课后，有学员围着刘念军请她
把字体拆解打个模板，刘念军伏在讲
台上，一笔一画帮学员写下来，“相
比挣多少课时费，我更享受站在讲台
上的感觉。”

沈莉说起仅有的三次演出，眼睛
闪亮，张硕立拉起小提琴的架势，好
像已经站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老年人，从学习中感受到一种满
足和肯定，甚至能发现自己从未开发
的潜能。

马跃珠从老年大学学会的钢琴伴
奏，父母演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视频，在省国资委桥西离退
休干部处短视频迎“七一”活动中，
拿了个一等奖。这小小的荣誉让一家
三口兴奋了好几天。

侯建平退休后，撂下拿了几十年
的针管，拿起了画笔弹起了琴，以前
她可从来没想过自己还有这方面的天
分。6年学习，她的油画作品《夜色
斑斓》今年参加美国第四届天空艺术
年度在线大赛，入围并参展；她和另
外几位老人合奏的《军队进行曲》，
参加了中加音乐永不停息线上音
乐会。

老年人，在聚集的课堂上，又回
到了有组织的团队中。

张硕立作为小提琴班的班长，有
一天家里有事来晚了，同班同学有人
递给她老花镜，有人帮她打了杯热
水，这种昔日同事间才有的温情让她
回想起来还鼻头发酸。

沈莉结识了更多的京剧爱好者，
他们相约在公园练习，相互监督学习
进度，为彼此的一个发音反复纠正，
沈莉的老同事都问她怎么这么忙活，
她说，“我找到了新世界！”

老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阶段。

让老去的生活变得更有品质，精
神世界的斑斓从来都不能缺席。

文/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56岁的沈莉涂着红指甲，穿一件
翠绿的毛衫，精心修饰过的眉毛，满
头黑发，在石家庄市老年大学声乐班
里，这样的打扮并不突兀。

“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年龄
在 50 岁—59 岁之间。”石家庄市老
年大学副校长张纯介绍，在这里上
课的7000多人次学生中，还有三分
之一年龄在60岁—69岁之间。

尽管老年大学的招生年龄以50
岁作为入学门槛，但实际上在老年
大学开办之初，这里一度是真正的
老年大学。

1987 年 河 北 老 年 大 学 成 立 ，
1988 年招收了第一届学员。1991
年，赵文华分配到这里工作时，当
年学校招收了近千名学生，“年龄大
多在60岁往上。”她回忆。

如今，赵文华担任河北老年大
学的副校长，她感慨，近些年的老年

大学，学员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包
括年龄、学历、男女比例等，学校的
办学理念也有了很大不同。

60岁的马跃珠，2013年到老年
大学学习，还是受父母影响。

上世纪70年代，马跃珠的父母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1992年退休
后，老两口一起到河北老年大学学
国画，“上学后，老两口比上班还忙
活，到点就骑三轮车去上课。”马跃
珠说，2013年，她也退休了，他们
一家三口常骑三轮车、电动车分头
出发，在省老年大学不同的教室里
上课。

沈莉曾是石家庄炼油厂的工
人，退休前她在工厂负责看仪表，
工作三班倒。因为睡眠不足，总是
看起来挺疲惫，那时她最不喜欢母
亲在家唱老旦，“觉得烦”。

退休后，她怀念工厂里有同事、

有组织的生活，但又觉得自己坐不住
的脾气不适合老年大学的书画班，选
来选去，就京剧还熟悉点，不过，她绕
过老旦，学唱青衣。

她和同班同学去公园吊嗓子，
对着镜子练，6个月功夫，沈莉因为
表现突出，被选入了市老年大学京
剧表演团。

市老年大学迎元旦晚会、裕彤
体育馆夜场表演、重阳节京剧专
场，沈莉掰着指头数她参演过的场
次，这些最多不过百十名观众的演
出，在沈莉眼里，都是一名普通人
的高光一刻。

“你看我现在，脖子也长了，腰
也直了，走路带风，说话有劲儿，
人不就得活个精气神儿？”沈莉说
着，特意挺了挺腰身。

这些步入老龄的学生，走入老
年大学有着不同的出发点。

62岁的张硕立说，老年大学帮
她把儿时的梦圆了。

回忆起中学那把40元钱的小提
琴，张硕立的眼神还有些不舍。那
把琴只学了一个月就搁置，此后她
的人生进入上班、家庭的快车道，
自己的兴趣爱好被越压越小。

2018 年，得知石家庄市老年大
学开设了小提琴课，张硕立马上报
名。本来只打算学会拉两首曲子，
学了两年，张硕立迷上了琴，给记
者讲着学琴要点，说着说着就把胳
膊架起来，姿势摆出来。

68岁的王艳瑶说，老年大学让
她提高了音乐鉴赏能力。

小提琴班，和王艳瑶年龄相仿
的老人不少，很多人都在帮子女带
孩子，“我算了算，退休后，人生也
就一万多天。长度咱管不了，厚度
我说了算。”王艳瑶说，以前看音乐

会，就听个热闹，“就会说，啊，真
好听，怎么好听，说不出来。”

现 在 ， 她 知 道 一 场 演 出 中 ，
乐队的座次由乐器的音效决定，
她开始观察小提琴演奏者的姿势
和 力 度 ， 从 细 节 去 评 判 演 出 的
效果。

11月11日，省老年大学服装设
计班，老师在PPT上演示如何制作
男士衬衣的衣领，清一色的女学
员，大多戴着花镜，认真在笔记本
上画图写笔记，还有学生带来了自
己的半成品，请老师点评。

现代社会物流如此便捷，为什么
还要费力地学手工制作衬衣？对这一
提问，有学员笑了，“年轻人，技不压
身听过吧？想做什么样子自己能决
定，这乐趣你体会不到。”

那种乐趣，可能隐藏着细致生
活的美感。

“跟着我的手，来，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11 月 9 日，石家庄
老年大学舞蹈课上，透亮的大镜子
对面，二十多名学员正跟着舞蹈老
师的手势下腰。每一位学员都努力
而认真，她们挺胸收腹的站姿有着
这个年龄段少有的挺拔。

翻看老年大学的课程表，可能
年轻人也会感叹：真时髦！

这里既有传统的声乐、书画、
时装表演等传统课，也有瑜伽、小
提琴、无人机等年轻化的课程。这
些新潮课程尤其受欢迎，石家庄市
老年大学舞蹈班，往年网上报名一
开通，只需10分钟就能满员。

每年，这些课程有保留的传统
课，也会调整一部分。“上世纪 90
年代初，老年大学最火的课程是微
机、太极拳、卫生保健、缝纫等。”

赵文华回忆，这些课程的火爆和时
代特点有很大关联，比如当时计算
机开始普及，但家庭购买力还比较
弱，老人想学会用计算机，在老年
大学缴纳几百元的学费就能实现。

二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提高，人们的生活状态在
变，老年人的上学需求也在变。

近几年，省老年大学增设了陶
艺、模特、情绪管理等课程，报名
人数逐年递增。

“过去，老年大学开设的专业，
传统课程居多。现在开设的课程，
跟上了时代变化。我们会调查老年
人的需求，老年人需要什么，我们
开什么课。”赵文华介绍，比如，他
们今年为摄影爱好者开设的无人机
班、抖音创意视频等，往往一开班
就招满，明年还准备和河北女子学

院合办开发新课程。
看到这两个班的名字，我们可

能想当然认为前者是妥妥的大爷
班，后者是阿姨班，实际上已经开
课三周的无人机班，男女学员比例
达到了1∶1。

田景明是无人机班的第一届学
生，退休后他在市老年大学学了两年
摄影，一直琢磨着学习无人机航拍，

“一听说省老年大学要开无人机班，
就赶紧来报名。”田景明说，负责教学
的是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
无人机老师，除了教飞行技术，还给
老人上无人机飞行的法律法规课，

“不光学会飞，还得按照规矩飞。”
在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上，两

所老年大学都请来专业课程设置
团队。

石家庄市老年大学和河北师范

大学合作，声乐课的设置以及课程进
度，听听专家的意见，总归错不了。

比如老人热衷的合唱团，报名
人数总是居高不下，除了开设合唱
一团、二团，石家庄市老年大学还
自设了考级，初级班的学生可以考
入参加演出的合唱一团，二团的学
生作为候补队员，这极大调动了老
人们的积极性、求学心。

有的老人，一旦报名入学就着
迷，一年年反复报名不肯毕业。新学
生和已经学习过一两年的老学生，已
经不能用同样的教学内容。针对这种
情况，省老年大学就设置了初级班、
提高班、研究班、创作班，满足不同水
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

有人说，老年大学不以就业和
考学为目的，是不是教学就是带老
人娱乐？

省老年大学国画山水课老师王
顺兴，退休前在河北师范大学教了
一辈子年轻人，他认为，“教老人，
正是寓教于乐。”

省老年大学美术系一名工作人
员说，她旁听过心理课，老师让每
一位老人画一幅画，其中一位老人
画了两条格外粗壮的腿。老师分析
说，您在家一定是位顶梁柱，话音
刚落，老人就擦起了眼泪，“老师说
的太对了，我太累了。”

退休后的老人，面临身份和生
活节奏的转变，还要处理好与子
女、孙辈的关系，并不是想象中退
休一身轻的状态。情绪管理课，教
老人如何管理情绪、处理三代人的
关系。工作人员说，这门课上课
时，教室的学生多到坐不下甚至要
站着听。

有人形容上世纪90年代老年大
学开班，堪比幼儿园报名。

求学的老人为了一个上学名
额，凌晨2时就拎着板凳去排队，拥
挤的老人还曾差点把报名处的桌子
挤翻。网上报名改变了曾经拥挤的
场景，更重要的是，省市老年大学的
扩容。

“这两年，我们每年招收学生
6000 人次。”张纯介绍，和普通大学
不同，这里的量词用的是人次，这是
因为，每名学生允许报3门课程，不
设限时，会有好学的老人一个人报
七八门课。

石家庄市老年大学从原青园街
办学点搬迁至体育大街新校区，教
学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每一层楼道、
厕所都设置了方便老人行走、蹲起
的扶手，教室更是以前的数倍之多。

河北老年大学通过与河北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从过去不
足2000平方米的办学场地，扩到89
亩的校园，可接纳3万名老人入学。

石家庄市老年大学设置了 8 个
系、38个专业、303个教学班，省老年
大学开设了6个院系、21个专业、近
380个教学班，个别热门专业还会有
一座难求，但有求学需求的老人基
本都能报上名。

不仅如此，老年大学为方便老
年人就近入学，正在向区级铺设。
石家庄市老年大学的新华区、裕华
区、桥西区、长安区等分校都已开展
招生，加上体育大街和青园街校区，
可容纳3万多名老人上课。

然而，这些增加后的数字，和我
们身边的老人总量相比并不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全
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5388 万人，
然而只有800 万人在相关教育机构

里学习。
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到2020年，以各种形式经
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年
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20%以上。

2017 年底，石家庄 60 岁以上老
人就有 175 万之多，即使以 60 岁作
为统计起点，“以各种形式经常性参
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总
数的比例”也不过3%。

老年教育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让老人老有所
学，学有所用，需要打通老年人入学
的最后一公里。

这一公里到底卡在哪儿？
老年大学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到公园里发放老年大学招生简
章，一年400元的收费，被打太极的
老人嫌贵。习惯节俭的老人并不是

每个人都愿意掏钱上课。
但同时，老年大学的无人机和

小提琴等课程，都需要自带设备。
在开设这两个班之初，老年大学还
略有顾虑，实际开班后，学生自带的
设备比老师教学用的还要好。生活
水平提高，退休金也跟着水涨船高，
自然有了更强的经济实力采购上课
所需。

老年人对待老年教育有着截然
不同的态度。

另一方面，在任何一个居民小
区，工作日在楼下溜达的老人，大多
手中会牵着一名学龄前儿童。上小
学的孙辈，也多由退休老人承担接
送和做饭，这些占用了老人大量时
间，也让他们望学兴叹。

“改变观念，走出家门，到老年
大学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拓展
新的社交圈。”赵文华呼吁。

石家庄市老年大学，一位下课后的老人正在研究课程表。
本版图片均由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摄

①河北老年大学，一位老人走到讲台前

抄写笔记。

②小提琴班上的学生下课后自行练习。

③石家庄市老年大学古琴班上的学生。

④声乐班上的老人，写拳头大小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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