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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年大学正在面临
的供给侧之困，已引起
相关部门和办学方的高
度重视。特别是那些门
庭若市、供不应求的办
学点，也在积极探寻解
决的良策。
上海老年大学原常

务副校长江晨清说，现
在基层社区学校虽然热
闹，但一般都能满足周
边居民的学习需求。“我
觉得，像跳舞、唱歌这样
的班，完全应该放在街
镇一级的社区学校。现
在有些老年舞蹈班，社
区学校和区级、市级老
年大学聘的老师是同一
拨人，造成了课程资源
的重叠。”江晨清认为，
市老年大学应该开设一
些区里和街镇开不了的
课。曾经有几个区的老
年大学想开红楼梦欣赏
课，但报名的学员三三
两两根本成不了班，只
得作罢。但市级老年大
学广告一打出，立即就
招到了 !"多名学员，这
门课也就顺利开出来了。同样，类似
新概念哲学、诗词概论等课程，属于
阳春白雪，放到社区学校不一定有
“市场”，统一由市级学校开课，生源
和质量都会有保证。“这有点像现在
推行的医院分级诊疗模式，对缓解
老年大学的生源结构性矛盾颇多启
示意义。”
上海老年大学科技分校负责人

王镇说，他们对于始终不愿毕业离
校的老年学员，专门成立了俱乐部，
以学科专业划分，老人们在完成了
规定课程后，不用再继续“留级”占
据学额，而是可以自愿进入俱乐部，
以交流学习心得和实践经验为主，
并由学员自己管理运作。这样的“编
外班”既满足了老人们爱学习、爱交
流的愿望，也可以将腾出的学额留
给新学员们。

也有业内人士提了一条妙招，
就是充分利用社会培训机构的场
地、师资等资源。尤其是那些针对青
少年的培训机构，一般是双休日和
晚上忙碌，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多为
空闲，这与老年班的节奏正好相反。
如果在白天将老年人吸引到机构里
来学习，并继续沿用“学员自费、政
府补贴”的办法，相信这肯定是件一
举两得的好事。 首席记者 王蔚

不肯毕业占据学额
在老年教育领域!有些"标

杆式人物#既是正能量!但有

时也会给基层办学带来困惑

“老年大学也会出现火热报名
场面，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社会现
象。”上海老年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江晨清说，现在“知识老人”越来越
多了，即便是老三届的，也是经过
正规初中或高中教育的，有着一定
的文化积淀，他们这个群体里，痴

迷于打麻将的少了，对精神层面的
追求多了，“文化养老”成了他们生
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
以，这也在客观上极大推高了老年
大学的生源数量。在我们这个城市
步入老年化后，越来越多老年人喜
欢读书、喜欢与校园和教育相伴，
这是社会的进步，是必须加以悉心
呵护和鼓励的。

但江晨清也表示，现在老年大
学“一位难求”，也与学籍管理模式
有一定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相当一
部分老年学员“不肯毕业”，长期占
据着本已紧缺的学额资源。

某区一位社区学院负责人告

诉记者，六年前，他们办了一届合
唱班，#$个学额分成两个班，按教
学计划，学制为一年，但六年过去
了，半数以上的学员为“留级生”。
一学年学完了，到了第二年又齐刷
刷地来报名了，连任课的老师也换
了两三个，学员却多为老面孔。“我
们就是喜欢来唱歌。”报名时大家
的异口同声，令招生老师也一筹莫
展。“尤其是声乐、舞蹈、书法这样
的班级，只要开出来，学员几乎赶
都赶不走。”招生老师的微笑中似
乎带了点烦恼。

出人意料的是，也有老年大学
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了一种矛盾

心态。一方面，社会要鼓励老年人
活到老学到老，另一方面，过于强
调“老年大学”这一条老有所学之
路，是否会有失偏颇？在老年教育
领域，有些“标杆式人物”既是正能
量，但有时也会给基层办学带来困
惑。比如，辽宁老干部大学有位学
员学了 %&年仍不想毕业，成都市
老年大学一位八旬“学霸婆婆”在
学长达 %! 年、拿了 ! 张毕业证，
浙江安吉老年大学有位学员 %'年
里始终甘当“留级生”等等。已不止
一次听到有老年学员喊出誓言，要
“打破他们的纪录”，此举是耶非
耶，对办学者来说其实都是两难。

老年大学!一座难求" !精神空巢"无处安放

“夕阳红”为何频遇“求学难”？

! ! ! !时值各老年大学、开放大学和社区学校
春季开学的日子，最近，有关老年班“一座难
求”的新闻充斥坊间，更有个别办学点出现
老年人凌晨三四点钟排队报名的现象。

老年教育，真的存在“求学难”吗？鼓励
和发展老有所学，这样的公益性事业还存在
哪些掣肘？

! ! ! !

留恋课堂慰藉情感
这里不仅是一所学校$一

间教室$一个课堂!更是老年

人抵抗和度过漫长孤独晚年

生活的情感"避难所%

在老年大学的管理者看来，这
里不仅是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
个课堂，更是老年人抵抗和度过既
漫长又孤独的晚年生活的情感“避
难所”，每一次上学和相聚都是他
们的节日。“门外人想进来，门里人
不想出去”，这样的另一种“留恋围
城”效应，是社会其他地方所不具
有的。在如今的一些老年大学，学
额紧缺的矛盾似乎在短时间内很
难解决，因为，对有些常年的“留级
生”老人来说，一旦毕业离校，就很
可能意味着再也回不来了，这势必
又会加剧老人们的心里情感虚空。
“我们班里已经成功两对了。”

李阿姨家住古北地区，每周去上学
半天，报的是摄影班，她说的“成
功”，指的是班上已有两对“('后”喜
结连理。“我们班 )"多个人，两年的
同窗情谊，让大家就像是一家人。平
时谁生病了，或谁家里发生了重大
事情，班长就会召集同学们去关心
和慰问。特别是对于几位孤寡同学，
大家更像是他们的亲兄妹。有时，谁
做了些好点心，也会带来让全班品
尝。”李阿姨说，摄影班常常要外出
实践，有时还会结伴出去旅游采风，
班长就会特意让异性孤寡老人结
对，让他们一路上互相慰藉，日久生
情自然是难免的事，这或许也是老
年大学的特殊“成果”吧。

据记者了解，孤寡老人因为上
了老年大学而找到另一半的现象，
在各校时有出现。“现在全日制大
学都允许在校大学生谈恋爱甚至
结婚生子，我们老年大学还有什么
理由阻止老年人黄昏恋？相反，如
果老年人能在课堂上找到一个老
来伴，这也是为家庭、为社会行善

积德啊。”某社区学院班主任郁老
师说，老年人也是社会人，也会有
矛盾和复杂的一面，比如，学校就
碰到过几个“花嚓嚓”的老头，心思
不在学习上，眼睛专门盯着一些丰
韵犹存的女学员。“说出来别人可
能不相信，还有子女打到教室里来
的，直指某个老头破坏人家的家
庭。不信你去翻翻报名表，那些坐
在同一个教室里的夫妻，其中就不
乏老公怕老婆被人勾引走，老婆怕
老头外插花的，盯在身边会更放心

一些吧。”他说。
江晨清说：“至少我在当校长

时，是不提倡把课堂当成相亲场所
的。黄昏恋是好事，但既然报了名
来上学，就要‘以学为主’。当时也
有班长向学校提出，可否搞搞单身
学员的相亲活动，我们觉得，这样
的活动放在学校里不太合适。毕竟
我们是办学，过多地参与到老年人
的私生活中，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情，而且还容易引发一些不必要的
家庭矛盾。”

终身学习生源不均
也不是每所老年大学都

供不应求!市一级的老年大学

学位长期饱和!区一级也比较

热门!基层则相对好些

对于老年大学的学位紧张现
象，江晨清打了个比喻，就好比名
牌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强、课程
丰富、办学质量高，成为学生和家
长紧盯的目标。“这就是说，也不是
每所老年大学都供不应求，主要是

市一级的老年大学学位长期饱和，
区一级老年大学、社区学院也比较
热门，而基层的社区老年学校则相
对好些。”江晨清说，这个问题也已
存在了多年。

“随着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推
进，全区 *'多个街镇社区学校会
更加注重对社区居民的教育，其中
就包含老年人的终身教育，从而把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吸引到各级各
类老年教育的课堂里来。”闵行区
教育局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科科
长隋明介绍说，区一级的老年教育
主要集中在闵行区社区学院及其
分院里，向下延伸到各街镇的社区

学校和分散在各社区的终身教育
社会学习点。即便在同一个区域
内，不同街镇的老年教育资源供需
状况也呈现不同特征。虹桥、七宝
等地区的老年教育资源比较紧缺，
而在马桥、吴泾等街镇里有求学需
求的老年人相对要少许多，但在总
体上，全区的老年教育资源还是基
本能满足社会需求的，还没有出现
有些中心城区老年教育学额“一位
难求”的窘境。

这样的“生源不均”现象也同
样地出现在上海老年大学科技分
校。学校负责人王镇老师说，科技
分校有点特别，就是前来就学的老

年学员普遍文化层次比较高，退休
前大多为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或
知识分子，学校为他们开设了木工
制作、青花瓷绘画、计算机等课程，
一学期也就 +''多名学员，人不算
多，这可能也与学校的招生和开课
定位有关。“要说老年大学人满为
患，也不全是如此，但向往进老年
大学的老同志在增多，这是事实。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就是学费
吧，上一门课一个学期才 *'' 多
元，学校补贴给每个班的课程费用
倒要好几百元呢，那么便宜的课到
哪里去找啊。还比如科学饮茶课，
学校还要贴进茶叶钱呢。”他说。

首席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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