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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老年教育研究已成为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中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担当。
目前尚未有文献对我国老年教育四十余年的研究进行梳理，故采用文献计量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以准学科的视角，

构建发展脉络、理论样态和学术支撑的分析框架。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展望: 领域交叉性强，亟待增强理论原

创研究; 研究力量分散，亟待建立“学术共同体”; 研究范式单薄，亟待发展独立范式方法; 学术话语缺失，亟待扩大

研究成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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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各

地老年教育实践的发展，我国老年教育理论研究也

在不断深化，这期间，研究队伍逐渐形成，研究成果

逐年增加，学术交流活动也日渐频繁。从教育学的

发展性质和过程来看，老年教育已经成为大教育学

科中成人教育学的分支领域之一; 从教育学的特点

和标准来看，老年教育具备归属于研究教育规律和

实然教育的科学特征。根据德国教育学家沃尔夫冈

·布列钦卡( 2003) 的划分，老年教育可被归为研究

实践操作原则、方式的实践教育学中的一类。［1］国

际上，从 1991 年开始，英国第三年龄创始人彼得·
拉斯里特( Peter Laslete) 提出第三年龄框架理论，标

志着老年教育已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地位。［2］反观中

国的老年教育，历经多年的发展，从实践到理论方面

已有了相对丰富的积累，但目前教育学界并没有正

式承认老年教育的分支学科地位。因此，有必要以

准学科的视角对我国老年教育四十余年的发展脉络

和理论样态进行梳理，这将有利于我国老年教育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可为将来老年教育学科的进一

步构建和完善终身教育领域的研究起到支撑作用。

二、研究动态

目前，有不少学者对老年教育的研究进程进行

了一定的探究，包括: ( 1 ) 对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的回

顾。但该领域并没有成为社会上、学术界关注的主

要焦点，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视角单一、研究内容过于

分散、自身内涵与成熟程度有待提高; ［3］( 2) 对老年

闲暇教育的研究。主要对老年闲暇教育的基础理

论、区域实践、不同载体等进行探索; ［4］( 3 ) 对老年

教育研究的综述。主要对老年教育研究的阶段、［5］

内在属性、［6］功能定位、［7］发展模式［8］等进行了探

讨。当前有不少学者对我国老年教育不同时间段的

研究从学科系统、全时间段和全文献搜索的视角进

行述评，导致缺失理论体系上的部分“拼图”。因

此，本研究拟通过对期刊文献、专著和硕博论文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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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式的挖掘，对四十年来中国老年教育研究进行分

析，以此来探究中国老年教育的发展概貌。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框架
按照一门学科的发展规律，通常都是从对象、任

务和方法三个层面进行探究，［9］然而由于我国的老

年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并未成熟，故本研究从脉

络分析、理论样态和学术支撑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以

探究其是否具备“准学科”的内在属性，其中涵盖了

对对象、任务和方法的探讨。
( 二) 样本来源与筛选

通过搜集与梳理 1979—2020 年间 CNKI 包含

有“老年教育”或“老年人教育”的全部期刊文献和

硕博论文，同时，在超星电子图书中的“读秀学术搜

索”中收集有关“老年教育”或“老年人教育”的全部

专著，剔除其中包含的通知、征稿信息、纪实文学、书
画作品展示等无效文献。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本研究共获得 1 495 篇期刊论文、110 本专著、125
篇硕士论文和 4 篇博士论文( 表 1) 。

表 1 老年教育研究文献量

文献类型 期刊论文 专著 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总计

数量 1 495 110 125 4 1 734

(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实

证研究。涂端午 ( 2009 ) 认为，文本分析有多种方

法，其中之一是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既进行

定量描述也包含定性阐释。［10］计量分析主要结合使

用 Excel 和 CiteSpace 文献挖掘工具绘制可视化文献

图谱，定性分析则使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深度解读。

四、研究结论

( 一) 发展脉络

截至 2020 年 1 月，我国的老年教育文献呈现出

逐年递增的趋势( 图 1) 。对年份和发表文献数两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回归方程 y = 1． 1316e0． 1453x 计

算出相关指数 Ｒ2 = 0． 8418，表示老年教育研究的一

元多项式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也说明了年

份和发表文献数两变量之间具有线性关系，84． 18%
可以用来预测和解释未来老年教育文献将逐渐增多

的向上变化趋势。
1. 以实践为主导的研究经验探索期 ( 1980—

1998 年)

1982 年 2 月，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

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目的是为了保障建国后

一批年事已高的老干部退居二线后的社会地位、福

利待遇等问题。同年 7 月，我国组织代表团参加了

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开始意

识到在“现在和将来，我国的老年人数都比世界各

国的多”。干部制度的改革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直

接促使我国政府开始关注老年教育，并批准由老龄

问题全国委员会制定各类方针、政策、规划以及组织

开展调查研究，全国亦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了许

多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开始进行老年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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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背景下，1991 年，我国首次出版了由贾岩和中国

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联合编写的老年教育专著《老年

教育与美育》，［11］集中论述了老年教育离不开美育

的引导，老年人在参加教育时应具备审美心理、审美

思维等。1994 年，王荣纲等人出版了《老年心理与

教育》一书，是我国首次对老年生理与保健、心理与

卫生和老年教育的关系进行论述。［12］1998 年，中国

老年大学协会教育研究组和哈尔滨老年人大学联合

编著出版了专著《老年学校教育学》，［13］对老年学校

的课堂教学主体、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

方面进行了研究。期刊文献方面则相对较少，基本

以老年教育教学方面的课程设置、教学原则等经验

总结为主。这一阶段涌现出的大批研究主要是基于

老年教育的课堂教学实践经验而展开的理论探讨，

为之后老年教育研究领域的拓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2. 以公平为反思的研究对象扩大期 ( 1999—

2003 年)

20 世纪末，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理念已成为一

种国际社会的新趋势和新思潮，改变着人们的传统

价值观念和学习思维方式。此时，我国的老年教育

虽已开展多年，但设立的老年大学基本集中在大中

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1999 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

化社会，国家对老年教育工作更加重视，国务院批转

了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

要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同年，武汉市新洲区教

委成教科、［14］邓荣汉、［15］刘道福［16］等单位和个人发

表了一系列有关农村老年教育的文章，对国家和地

方农村社区老年教育工作薄弱的现状进行了反思。
有研究者提出，应依托成校开展社会和社区的老年

教育探索。［17］我国在 20 世纪末首次出现农村社区

老年教育的研究文献，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老年

教育自开展以来长期忽略农村和社区老年教育。此

后，大量研究者开始反思老年教育公平性问题，更多

地关注老年教育受教群体和受教机会的差异性以及

受教内容的丰富性问题。
3. 以比较为模式的研究视角转换期 ( 2004—

2009 年)

2004 年，国际第三年龄大学协会第 22 届代表

大会在上海召开，境内外的代表共同探讨了“老年

人的继续学习———传统和创新”的中心议题。［18］同

年，在澳门举行了老年教育大会，出版了大会论文集

《21 世纪亚洲地区老年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

洲地区的老年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现状进行了一定

的研讨。［19］这两次重大会议的召开，使我国开始掀

起从外部视角和模式看待老年教育的热潮，国( 境)

外的老年教育比较研究文献在此阶段大幅度增加，

主要集中在对日、美、英等国老年教育模式和实施方

法等的介绍和引入上，如楚良勋( 2006 ) 、［20］杜智萍

( 2006) 、［21］王旭( 2007 ) 、［22］应方淦( 2007 ) ［23］等人

发表了系列国际老年教育文章。2009 年，顾秀莲主

编了《中国老年教育的国际背景研究》一书，首次全

面从国际视野详细地对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应对及老

年教育的兴起、历程、特点、基本经验等进行了描述

和介绍，成为专门研究国际老年比较教育的一个重

要节点。［24］这一阶段的老年教育研究体现出了多学

科的参与和国际视角的融入，因此，其研究模式和范

式也得以拓展。
4. 以理论为探索的研究开放创生期( 2010 至今)

2010 年之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

划( 2010—2015) 》中提出要“重视老年教育”。2013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要“充分发挥开放大学作用”，利用遍及全国

城乡的开放大学远程网络系统创办“老年开放大

学”，［25］以更好地服务于城乡普通社区和街道的老

年人，促进教育公平，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一方

面，大量研究者开始利用远程教育理论对老年教育

实践进行深入研究。2011 年，蔡钒等人首次对温州

电大参与社区老年教育实践进行了个案研究。［26］之

后，研究者们从远程教育在老年教育领域的教学模

式、［27］服务模式、［28］实现路径、［29］课程体系构建策

略、［30］存在的问题［31］和优化对策［32］等实践方面，探

索“互联网 +”时代全国电大( 开放大学) 系统如何

更好地服务老年教育的发展问题。［33］另一方面，老

年教育研究者们开始尝试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框

架，大量的专著在此阶段涌现，占四十多年来出版的

全部专 著 的 80%。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是 同 济 大 学 于

2014 年组织了一批国内顶尖老年教育研究者撰写

出版了老年教育系列理论丛书，从多学科视角对我

国老年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尝试解

决老年教育理论研究滞后的问题。这一阶段的老年

教育，既依托远程教育创新实践模式进行各类微观

层面研究，又试图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建构老年教育

宏观学科理论体系，促进了老年教育研究在创生中

进步和发展。
( 二) 理论样态

对老年教育所有文献按照题名和关键词进行初

步内容分析，将其划分为“精神意识—管理制度—
实践技术”三个理论维度: 精神意识维度包含政治

和伦理视角，管理制度维度包含法律、市场与经济、
社会与管理视角，实践技术维度包含教育教学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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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医学、技术视角。通过不同维度和视角进行探

讨，进一步分析老年教育理论研究的状态和创新

情况:

1. 老年教育研究精神意识理论维度: 引领和指

导的功能

( 1) 政治视角下

主要表现为老年人思想教育的研究。例如，如

何做好老年教育中的思想政治工作、［34］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老年教育。［35］2000 年之后，国家

对退休老年人的思想意识和思想问题更加重视，研

究者们认为老年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群体，［36］

其实施路径包括了坚持科学发展观引领和指导、［37］

大力推进学习习近平思想等。［38］

( 2) 伦理视角下

探究的是有关老年人生命价值、精神需求、态

度、信念和生命历程等，目的是通过正确的价值取向

和追求，构建老年和谐人生和精神家园。［39］

2. 老年教育研究管理制度理论维度: 运行和规

范的作用

( 1) 社会和管理视角下

老年教育是社会运行框架和制度中的重要一

环，同时也脱离不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社会层面的管

理体系对其的制约: 第一，宏观层面。诸多研究从理

念上对人口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龄

化、老年人再社会化做出探索，［40］期望老龄事业能

通过老年教育更上一层楼，［41］逐步形成老年福利的

“新常态”。［42］地域上，必须构建老年教育支持服务

体系。［43］治理上，老年教育是一项普惠性和公益性

的国家养老服务项目，不仅关涉到贫困问题，［44］还

牵涉到社会的微治理和微服务。［45］第二，中观层面。
社会工作者参与老年志愿服务［46］对于老年教育的

开展亦有极大的帮助。第三，微观层面。老年教育

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从学习对象

需求出发，实施组织管理和机构服务，为老年人提供

公平的教育机会和适合的教育资源，促进老年人的

学习发展，彰显老年人服务社会的贡献和价值。［47］

此外，老年教育还应提升质量，构建质量监控和保障

体系。［48］

( 2) 市场和经济视角下

老年教育经历了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政府主

导办学到后来社会力量投资参与办学的历程。2000
年初就有研究者认为，老年教育应在养老服务的基

础上实现产业化。［49］张国茂( 2019) 发现，老年教育

实际在现今是处于“供给机构数量不足、供给资金

不足”“一座难求”［50］的供需不平衡的境地。［51］因

此，改革动力应以“供给侧推动”为主，“需求侧拉

动”为辅，满足我国大量的老龄化人群的潜在学习

需求，强化老年教育优先供给。［52］

( 3) 法律视角下

主要集中在对老年教育政策存在的立法缺陷、
内容体系缺失等问题的研究，包括中国的老年教育

政策法规颁布与执行起步较晚、［53］立法缺乏立足

点、体系不健全和内容不完善、［54］区域发展不均衡、
对老年人教育需求认知不充分和资金短缺［55］等问

题。因此，老年教育政策上应坚持“权利本位”“机

会均等”“自由选择”等构建原则。［56］

3. 老年教育研究实践技术理论维度: 交叉和复

合的实践

( 1) 教育和心理视角下

第一，学科和教育类型。研究涉及信息 /数字素

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法制道德教育、文化传统教

育、营养卫生教育、艺术休闲教育等老年教育类型，

这些应用与老年教育发展息息相关。第二，心理健

康。主要关注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面临的心理健康

问题，探讨心理压力和情绪认知等。［57］第三，管理和

服务 模 式。研 究 者 们 对 于 班 级 授 课 制、［58］ 学 分

制、［59］多元化发展、［60］本土化教学、形式创新、学习

共同体［61］以及近年来提出的“游学项目”的创设开

展［62］也十分关注。第四，学习思想。老年教育研究

经历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探讨老年教育是否为一种

家庭的代际学习［63］和长期存在的历史传统，［64］到

90 年代受国际终身学习思潮影响认为其是终身学

习的阶段。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老年

教育主旨由过去的文化休闲精神生活取向转变为面

向全社会积极开展的终身学习取向，鼓励老年人退

而不 休，持 续 不 断 地 学 习，再 次 积 极 参 与 社 会 建

设。［65］第五，教学策略。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原则

和模式，进行适合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教学范式的设

计，［66—67］按照学习需求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第六，

课程开发和建设。根据教育学理论提出体验式、进

阶型和个性化的老年课程分层模式，用以构建老年

大学中的课程形态、专业形态、系科形态等。［68］ 同

时，适应网上教学开展微课程资源的设计开发。［69］

第七，教育机构。主要围绕成人学校、老年大学、开

放大学、社区老年大学、农村成人学校开展研究。第

八，理论研究。早期研究者们认为老年教育研究应

该集中在学科和专业提升上。进入 2000 年之后，对

老年教育理论追溯和创新途径有了一定关注，如对

中国传统“孝”文化视角下的老年教育模式重构研

究，［70］以及从西方古代西塞罗的思想来探讨老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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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71］第九，软硬件资源建设。对于教育教学资源

以及资源整合有一定涉及，［72］同时，也有少量研究

关注师资队伍、教学团队［73］以及教师角色等。［74］

( 2) 医学视角下

健康教育成为老年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老

年教育中有别于其他年龄阶段的特征之一。在老年

阶段，不可避免的是需要通过卫生保健、医疗照顾、
家庭护理和指导等构成的健康支持体系来保障老年

人的健康，干预重大疾病的发生，其中包括营养教

育、［75］用药教育、养生教育等。［76］

( 3) 技术视角下

互联网的发展同样也影响着老年教育的变革。
大量研究开始关注数字化养老社区、［77］网络学习平

台、［78］微信公众平台、［79］移动智能终端、［80］自带设

备( BYOD) 等新媒体［81］ 在老年教育中的应用，同

样，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老年教育也进行着 MOOC

学习等［82］构想。
( 三) 学术支撑

1. 作者和机构合作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老年教育领域的核心( 重要) 研

究者绝大部分都处于“单打独斗”的独立研究状态，

唯一“组合”在一起开展科研的是“孙丹宇—王利

群—蔡新霞”等人的团队，其余均以两两合作居多，

如“程仙平—杨淑珺”“徐在福—陈亮”“徐会作—金

芳”“李钊—鞠健”“姚先国—黄燕东”等团队。还有

一些高影响力的研究者如叶忠海、李维民、岳瑛、李
洁、韩树杰、马伟娜等，重要的研究主要以个体研究

为主，其成果也相应体现出个体成果而非团队成果

特征。分散的研究力量导致老年教育研究长期处于

散沙状态，缺乏团队科研合作，也致使老年教育研究

难以产生高质量的成果。
在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研究的“发表数量”与

“引用”这两个指标已被科学社会学领域的众多学

者所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能够反映学术系统内

部学者地位的依据，也逐渐成为学术影响力评价的

关键性指标。［83］以老年教育研究发文( 专著) 量选择

TOP20 的机构作为研究热点机构( 图 2 ) ，发现其中

华东地区有 12 家机构、华北地区有 5 家机构、华南

地区有 1 家机构、东北地区有 1 家机构、西北地区有

1 家机构。华东师范大学的发文总量和总被引频次

远高于其他机构，说明其在老年教育领域长期以来

有深入的研究且影响力大，其论文的质量也较高。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开放大

学等从事远程教育机构的老年教育研究也具有较强

优势。另外，从篇均被引频次来看，解放军总医院从

医学角度开展的老年健康教育研究和复旦大学、兰
州大学以社会学角度开展的老年教育研究影响力最

高;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曲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从教育学角度开展的老年教育研

究的影响力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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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范式和方法

老年教育研究范式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

了老年教育学科体系构建的情况，本研究将老年教

育研究的范式按照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划分为三种

类型: 定量范式、定性范式和思辨范式。［84］本研究采

用中观层面的研究方法来分类。

表 2 不同研究视角下老年教育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研究视角

范式方法

精神意识维度 管理制度维度 实践技术维度

政治和

伦理视角

社会和

管理视角

市场和

经济视角
法律视角

教育和

心理视角
医学视角 技术视角

总计

定量

范式

问卷调查法 2 33 9 1 108 143 4 300
实验研究法 / / / / 10 143 / 153
计量分析法 / 8 5 / 17 14 1 45

定性

范式

文献研究法 2 25 6 13 101 11 2 160
访谈研究法 / 21 4 1 49 8 2 85
个案研究法 1 24 11 1 165 11 10 223
观察研究法 / 6 / / 6 3 / 15
叙事研究法 / / / / 2 / / 2
田野考察法 / 6 / / 24 / 1 31
比较研究法 1 16 5 10 114 4 3 153
历史研究法 / 1 / 5 22 / / 28
行动研究法 / / / / 3 / 1 4
质性研究法 / / / / 1 / / 1
经验总结法 2 10 2 / 61 37 2 114

思辨范式 思辨研究法 50 129 36 13 551 96 20 895
总计 58 279 78 44 1 234 470 46 2 209

注: 一些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以及专著采用了多种混合方法，分别计入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因此有一定的重复。

从表 2 可以看出，我国老年教育研究采用思辨

方法进行研究的数量最多，其次为问卷、个案、文献、
实验、比较、经验总结、访谈等方法。具体到不同研

究视角下的老年教育，教育和心理领域采用思辨研

究法最多，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紧

随其后，问卷研究法则主要集中于心理研究领域; 伦

理、政治、法律领域，社会、管理领域，市场、经济领域

以及技术领域的老年教育也主要以思辨研究为主，

个案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医学

领域的老年教育研究则主要以问卷和实验方法为

主，思辨为辅。由此可以看出，老年教育领域采用的

研究方法，除了医学学科领域具备严格遵守循证逻

辑的特性，绝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是问卷、实验和计量

等定量范式研究，其他的学科领域开展的老年教育

研究，主要集中在思辨范式的追求上，比较缺乏定性

或定量的实证研究。
3. 专业学术期刊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生产的构成部分，参与定义

学科，促进并表征学科规范与成熟的过程与程度。
老年教育研究尽管已存在多年，已经具备了学科主

题，成立了中国老龄协会等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但是

否具备标志着老年教育学科已成熟的专业性学术期

刊，尚值得商榷。此次分析排除出版的专著和撰写

的硕博士论文，有1 495篇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不同

的学术期刊上。根据布拉德福文献离散规律，大多

数关键 文 献 通 常 都 会 集 中 发 表 在 少 数 核 心 期 刊

中。［85］因此，研究者对 CNKI 中认定的 CSSCI、北大

核心等来源期刊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共计 294 篇老

年教育 文 献 发 表 在 核 心 期 刊 上，占 全 部 论 文 的

18． 1%。
发表老年教育论文的国内核心期刊( CSSCI、北

大核心) 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包含了教

育学、人口学、政治学、民族学等期刊; 其次为医药卫

生科技领域，其发表主要期刊为医学类期刊; 再次为

经济与管理领域，包含了经济学期刊; 其余的信息科

技领域、基础科学领域和工程科技领域的期刊也发

表了少量的老年研究文献。这些期刊绝大多数属于

“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类，如《成人教育》《中国成

人教育》《继续教育研究》等; “医药卫生综合”类的

期刊如《中国老年学杂志》《老年学杂志》则刊载与

老年教育中的健康教育相关的文章较多。

五、结论与展望

( 一) 领域交叉性强，亟待增强理论原创研究

老年教育研究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老年大

学或老年学校教育的开展而发展起来，但因其脱胎

于社会学中的老年学，根植于医学和心理学，借力于

管理学等其他多学科，最终被教育领域所“接纳”，

“破壳”于教育学，因此，老年教育研究从始至终都

难以摆脱诸多“外来学科”的影子，但凡稍具理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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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研究成果，都会借助于这些领域的理论或观点。
从现实来看，老年教育借力于教育学科的发展，势必

采用教育学的理论来为自己进行注解和诠释，然而，

它虽被归属于成人教育领域，研究者们的目光却更

多聚集在人生“第三年龄”之前的青年或壮年时期

的教育。近年来，随着社区教育研究的兴起，由于具

备一定社区空间属性，老年教育又被归并入社区教

育一同探讨，人们更多关注的却是“学校—社区—
家庭”教育，因而造成老年教育难以发展出自己的

理论; 老年教育同时又涉及健康福利、医养结合等问

题，势必又需依托社会学理论来进行老年教育热点

问题探讨。但老年教育在社会科学的老年学和医学

领域中亦处于“边缘”境地: 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更

关注老年群体的养老福利等重大社会问题，医学研

究者则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导致老年教育

在发展中始终面临着短板。
多年来，虽有不少的专著、论文进行了老年教育

的描述、比较、分类、细化和反思研究，但绝大部分都

是依托在不同学科基础上对老年教育的实践进行的

论述，缺乏自身的原创性研究。因此，随着实践的不

断深入，老年教育无论在发展的宏观领域还是教学

微观领域都需要适切性的基础理论指导，［86］这样才

能推动老年教育研究的跨越式发展。
( 二) 研究力量分散，亟待建立“学术共同体”
研究团队和顶尖研究者的加入是学科某一领域

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得以迅速提升的关键。由于老

年教育长期处于教育学科和社会学科中的边缘，难

以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故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也难

以在这一领域产生，学术积累也难以实现。近年来，

由于我国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才开始逐渐引起人

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域外”研究者进入这一领

域。相较于成熟的教育一级学科和相对成熟的二级

教育学科，老年教育研究多年来基本上为研究者们

孤兵作战、各自为政，没有形成有效的学术科研合作

团体，因而难以达到某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完善和

跟进，零散的体系和缺乏延续性的研究容易导致跟

进者在学术选择生涯中转向或逃离。此外，许多研

究者学术的主攻领域实际上并非老年教育，也导致

该领域难以出现长期坚持的、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构

建出具有深度、厚度和广度的系统理论体系，更遑论

在老年教育领域产生创新性、建树性成果。
有影响力的学科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应依靠团队

合作。正如西方新闻传播学中著名的议程设置理

论，最 初 由 马 克 斯 韦 尔·麦 库 姆 斯 ( Maxwell Ma-
Combs) 等人提出，大量学者历经 40 多年不断跟踪

和拓展研究，最终形成庞大的理论体系。［87］老年教

育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共同体”: 在某位学者提

出理论之后，立刻有人跟进，联合攻关，展开更为细

致和深入的延伸研究，这样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产

生有影响力的成果，而非过往某一理念提出后，缺乏

后继者对其进行扩展和完善，最终只会湮灭于历

史中。
( 三) 研究范式单薄，亟待发展独立范式方法

周光礼( 2007 ) 认为，学科成熟的内在标志，是

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学科主题以及卓有成

效的研究方法。［88］老年教育研究范式多年来并未把

研究方法放在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绝大部分为传

统的、思辨性的、一般层面的研究。我国著名老年教

育专家叶忠海曾言，老年教育“各地区基础性统计

工作十分薄弱”，因此，采用实证量化的方法进行研

究就变得异常困难。老年教育研究从三十多年前开

始，除了医学中对老年健康教育通过严格精确的循

证范式来验证因果、回归等定量关系之外，采用教

育、管理、社会等视角的研究总体上始终停留在经验

性的介绍和解释上，而论证、验证等实证研究范式未

发展起来，即使进入 21 世纪之后，引用、介绍等层次

的研究仍然层出不穷。即使某些研究中采用了定性

范式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多集中于比较研究、个案研

究以及文献研究，而其中的个案( 案例) 研究也多局

限于经验性的案例描述，而非真正采用规范研究范

式的程序所做出的调查。老年教育是一个实践性很

强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的研究方法导向不是以研

究对象为主的事实验证和理论抽象的数据论证，而

是以工作实践或规律出发的现象解释或阐释，因而

也导致老年教育在越来越重视实证方法的教育大学

科领域中难以立足，自然无法与外界研究者进行沟

通和平等对话。
老年教育研究需要与时俱进，摒除重结论轻过

程的思想，转入重验证而非论述的方向。在近十多

年来我国教育界日益倡导实证研究范式的背景下，

根据老年教育缺乏自身理论体系的现状，可以选择

采用从研究问题这一具体研究作为逻辑起点，通过

观察、经 验 概 括 和 归 纳 推 理，得 出 理 论 的 研 究 范

式。［89］近年来，混合研究方法兴起，这也成为老年教

育研究方法今后的指向。以规范的研究范式，扎根

的研究程序做出实证研究，利用方法从现象中去寻

找理论，才有可能产生有力度、有深度的原创理论。
( 四) 学术话语缺失，亟待扩大研究成果影响

具有自身的学术期刊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我国

老年教育自从进入教育大学科领域之后，各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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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表的文章通常出现在成人教育或是普通综合教

育的某些专栏中，抑或出现在社会学中的某些期刊

专栏中。国外老年教育蓬勃发展，早已创办了诸如

Educational Genrontology ( UK) 的 SSCI 专业期刊，为

老年教育新兴领域不断增长的文献贡献权威。［90］反

观我国的老年教育研究，大部分话语难以获得相应

的学术期刊支持。长久以来，老年教育研究领域并

没有真正产生出一本属于自身学科或准学科性质的

专业期刊，这也是长久以来研究者们不认同老年教

育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是将老年

教育作为成人教育学科或是终身教育领域的附属领

域。学术期刊的缺乏，也反向导致学术话语的缺失

和空白，致使老年教育发展滞后，其最重要的原因是

缺乏相应的学术研究平台来扩大、展示和宣传老年

教育最新成果。对比社会科学中的老年学研究，则

已经发展相对成熟，从一开始就有自身专门的学术

期刊用以博文载道，有专业的社会老年学研究者进

行研究，从而影响力一直存在。而老年教育只能进

行着有限的学术积累和学术传播，导致老年教育在

教育学科中的影响力长期微弱。
老年教育要拓展和扩大影响，有必要不断构建

自己的学术专属领域和创办自己的学术专属期刊。
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的老龄化国家，对于

老年教育的基础理论十分重视，这与这些国家的研

究者能将自身的学术话语展示和发表于专业的学术

期刊上有极大关系，从而产生如德国的“老龄教育”
理论、美国的老年教育现象学和老年教育生态学、韩
国的“老年死亡教育”理论等影响力重大的基 础

理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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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ratric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up: Context Analysis，Theoretical Pattern and Academic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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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980s，the research on the geriatric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ifelong learning society． At present，there is no literature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geriatric education
more than 40 years in China，so the methods of bibliometric and text analysis are adopted to construc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evel-
opment context，theoretical pattern and academic sup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si-discipline．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follow-
ing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the fields are highly intersected，and it is urgent to enhance the original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re-
search force is dispersed，and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n“academic community”; the research paradigm is weak，and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the independent paradigm method; the lack of academic discourse urgently needs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the geriatric education in China; context analysis; theoretical pattern; academic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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