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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政教育 

 

1. 闵绪国,龙钰.思政课“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内在逻辑、核心要

求和实现路径.中国大学教学,2025(4):29-36. 

思政课所传递的思想理论、观念观点,只有通过学生积极主动、自主自觉的

思维运动才能成为其观念系统的稳定构成部分,才能以良好行为习惯外显和持续

强化,而这些都离不开学生对思政课内容的解读、选择、整合、内化和践行,离不

开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需要深刻把握国家意志与个体

需要的一致性,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还原为学生对

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需要坚持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统一,实现师生

关系的和谐。应当树立平等理念,增进思想和情感的双向互动；应当激发学生内

生动力,使接受思政课教育教学成为学生内在需要；应当根据学生实际确定思政

课教育教学的目标、内容、方法,增强适切性；应当提升学生自我教育能力,促进

思想政治素质的持续提高。 

关键词：思政课 思想政治教育 主体性作用 思想政治素质 

 

2. 任翠.“政治要强”: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的首位要求.教育理论与实

践,2025,45(6):49-52.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而“政治要强”是思政课教师的首要素养、

时代要求、鲜亮本色、政治灵魂,“政治要强”的主要表征为政治信念要强、政

治立场要强、政治人格要强、政治纪律要强、政治职责要强。要实现“政治要强”,

新时代思政课教师要始终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保证、以深厚的理论修养为前提、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为导向、以强大的政治能力为保证、以多样的实践体验为抓手,

更好地发挥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新时代 思政课教师 政治要强 政治信念 政治立场 政治人格 政治

纪律 政治职责 

 

3. 李丹,徐晓风.“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探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43(3):138-144. 

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思政课”理念要求思政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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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贯通、改革与创新相结合、主导与

主体相协同,树立“大格局”、构建“大课堂”、拓展“大资源”、写好“大文章”。

透视当前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主流,但依然存在组织协同性

不足、场域联动性不强、资源支撑性不够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实践教学的思想

意识淡薄、保障机制阻滞、考核评价失衡。在“大思政课”视域下,深化思政课

实践教学改革,要坚持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思维,构建全周期、全要素、全社

会协同育人新格局。 

关键词：“大思政课” 思政课 实践教学 改革路径 

 

4. 齐道喜,黄衍川.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然·应然·将然.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43(4):143-148. 

在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数智技术作为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数智技术的应用必须服务于思

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纵深发展,应从明

晰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效和存在问题角度呈现赋能的“实然”。从探讨

赋能的生成动因角度明晰赋能的“应然”,包括顺应时代发展、满足党和国家事

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需求。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高校应通过数

据导航分析预测学生情感变化、依托智能技术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新生态、加强信

息保护与监管、构建激励性动态评价机制及标准等优化路径探索赋能的“将然”,

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吸引力,助力学生成长为时代新人。 

关键词：数智技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赋能 

 

5. 颜佳华,高超.关系、机理、向度:人工智能驱动高校思政课教学范式

转 变 及 模 式 创 新 . 湘 潭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2025,49(1):127-132. 

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是高校思政课教学范式的具体实现方式。推动人工智能

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要坚持“范式自觉”,明确高校思政课由传统教学

范式向智能教学范式转变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方法逻辑与思维逻辑；高校思

政课智能教学范式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规定目标样式与遵

循,并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凝聚共识与行动力；要注重发挥高校思政课教

学范式转变创造的发展空间与开辟的发展方向,即把握高校思政课教学关系的变

革构建教学模式核心理念,把握高校思政课教学育人价值拓展教学目标,把握高

校思政课教学方法论要求升级教学程序,把握高校思政课教学生态创造智慧教学

环境,把握高校思政课教学治理要求统筹推进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政课” 高校思政课教学范式 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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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肖福赟.人工智能驱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内在机理、风险挑战

与应对之策.电化教育研究,2025,46(5):103-107+115. 

人工智能驱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要理清智能技术嵌入思政课教学创新引

领、学理支撑的逻辑理路,正视人工智能融入思政课教学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风

险及算法偏见影响、隐私伦理安全风险及数据共享局限、主体角色异化风险及认

识外包陷阱。要按照教育的逻辑考量智能技术,以旗帜鲜明的价值导向驾驭智能

技术,以回归原点的教育智慧创新技术赋能,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提升师生智能素

养,从而实现高校思政课教学“思政育人”的目标。 

关键词：人工智能 高校思政课 教学改革 内在机理 实践对策 

 

7. 张彦青.“大思政课”视域下“社会大课堂”的规范化建设.思想理

论教育,2025(2):72-78. 

“大思政课”的推进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大课堂”。推进“社会大

课堂”的规范化建设,需要聚焦建设标准、实施路径和操作规范等方面,遵循客观、

合理的标准,依据“大思政课”应有的育人标准、逻辑规范和实施要求开展建设。

“社会大课堂”的规范化建设应该遵循政治方向性、价值引领性、科学指导性、

分层类型化等基本原则,并在实践中增强建设的专业化水平,推进社会资源的标

准化建设,探索“大思政课”教学的模式化实践,规范“社会大课堂”评价指标,

建立健全有序运行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大思政课” “社会大课堂” 规范化建设 

 

8. 熊富标.高校思政课智慧课堂:技术驱动、融合探索与创新之维.思想

理论教育,2025(3):64-70. 

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催生了智慧课堂这一

教育形态。它的互联数据化、深度交互性、管理精准性和学习个性化等鲜明特征

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创新机遇。高校思政课在实体形态、平台形态和管理形态等

智慧课堂样态上持续探索,不断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取得了显著成效。

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向深度和广度迈进,以及思政课向讲深讲透讲活

维度的发展,智慧课堂的智慧性不仅体现在纯粹技术层面,而且体现在技术、管理

和生态三大智慧性的融合和生成上,形成真正的“智慧思政”教学体系。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 智慧课堂 教学创新 

 

9. 赵继伟.评判高校思政课有效教学的三个关键点.学校党建与思想

教育,2025(3):21-25. 

要推进高校思政课有效教学,必须致力于挖掘本土资源,改变以往仅从西方

“有效教学理论”研究该问题的路向,代之以“重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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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好”来评判。重视不重视表现在思政课教师是否重视思政课这一社会实践活

动,是否重视自己的思政课教师身份,是否重视研究学生、教材、教法,是否重视

根据学生、教材、教法实际上好思政课,是否重视思政课实践教学。适应不适应

是指思政课教师是否适应思政课教学的客观要求,是否适应思政课教师的岗位要

求,是否适应学生、教材、教法,是否适应与其他课程形成协同育人合力,是否适

应将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做得好不好涉及教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

研得好不好、行得好不好、引得好不好。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 有效教学 重视不重视 适应不适应 做得好不好 

 

10. 董方.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三重向度.学校党建与思想教

育,2025(4):31-34. 

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增强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

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关键在于解决好“为谁教”“教什么”以及“谁来教”

的问题。其中,“为谁教”体现了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课程定位,要立足目标向

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服务。“教什么”彰显了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课程内容,要着眼内容向度,增

强思政课内容的思想性、生动性和时代性。“谁来教”展现了高校思政课改革创

新的课程主体,要聚焦主体向度,发挥思政课教师“为学、为事、为人”的关键作

用。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 改革创新 三重向度 

 

 

 

＊＊＊＊＊＊＊＊＊＊＊＊＊＊＊＊＊＊＊＊＊＊＊＊＊＊ 

 

二、学历教育 

 

1. 黎晖,陈旻.新时代高校英语教学与英语翻译方法探究——评《高校

英语翻译教学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25,45(6):F0002-F0002.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科技、文化、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力度持续加大,取得

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但时代是处于动态发展的,我们不能满足于当前的成果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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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不前。翻译是两种语言间信息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跨文化交

流的桥梁、跨文化沟通的纽带,准确把握未来高校英语教学的发展趋势,扎实开展

高校英语教学与英语翻译方法探究,是新时代高校英语教学实践与发展的新热点

之一。 

关键词：英语翻译方法 高校英语教学 经济全球化 

 

2. 文婷.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英语国别文化类课程教学研究.教育教

学论坛,2025(3):13-16. 

大学英语融入课程思政,不仅是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重要举措,

也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专业人才,在各自领域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途

径。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英语国别文化类课程如“英语国家概况”“英美社会

与文化”等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大学英语面对的学生所学的专业,课程设置和

培养目标都不同于英语专业,针对学生学情和课程痛点提出基于先前知识融合转

化,增加中国文化呈现和批判性跨文化对比以及建设思政资源库等方面来改善教

材、教学和教师面临的挑战的问题。 

关键词：课程思政 非英语专业 国别文化. 

 

3. 张振东.当代审美经验变迁下艺术教育理念革新与教学实践研究.

中国大学教学,2025(5):33-41. 

在数智时代的新语境下,艺术教育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新局面,如何提升艺

术教育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力,从内生视角来创新艺术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成为重

要议题。基于审美经验呈现出新型样态探讨艺术教育理念和教学策略,从生活经

验的匮乏与“震惊”体验常态化、审美经验的异化倾向、拟像时代的全感官审美

等多个维度介入讨论艺术教育的议题。研究认为,基于“遵循审美发生机制”的

视角,通过实施“陌生化”教学策略、构建完整的课程体系、践行具身化审美实

践等引领艺术教育现代化发展,助推艺术教育理念革新与教学实践增效。 

关键词：审美经验 艺术教育 理念革新 教学实践 

 

4. 周利荣.基于人工智能导论课程的科学精神培育路径研究.电脑知

识与技术,2025,21(12):174-177. 

文章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特点和对课程思政的影响,阐述科学精神的

内涵和培育的重要性,探讨在人工智能导论课程中培育科学精神的具体途径。文

章旨在为人工智能导论课程的科学精神培育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智能时代 课程思政 科学精神 计算思维 编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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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 爽 , 刘 杰 , 黄 鹤 . “ 在 线 ” 时 代 招 生 宣 传 模 式 探 析 . 大

学,2025(4):25-28. 

高校招生宣传既是招生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作为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

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章通过对传统招生宣传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在线”时

代招生宣传模式的对比分析,结合北京建筑大学采取的招生宣传创新模式的实践

效果分析,对“在线”时代招生宣传模式提出了新思路,旨在探究如何通过创新招

生宣传策略,吸引更多优秀学子报考,以此提高生源质量。 

关键词：“在线”时代 招生宣传 新模式 

 

6. 陈奕皇,卢朝佑.新时代中国成人教育话语体系的 SWOT 分析.成人

教育,2025,45(2):9-15.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成人教育话语体系的发展不仅是建立健全中国现代化

教育制度的内在需求,更是提升全民族素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SWOT 分析结果

显示,我国成人教育话语体系既存在政策扶持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内部优势,也面

临成人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和学科特色不明显的劣势；既面临国际交流增多和技

术进步的外部机遇,也面临国外话语影响力大和市场虚假宣传带来的现实挑战。

展望未来,中国应从引领创新、内外兼修、国际发声和品牌建设四个方面着手,

进一步提高中国成人教育国际话语权,促使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成人教育话语

体系迸发出新的活力。 

关键词：成人教育 话语体系 SWOT分析 

 

7. 张玲玲,白晓晶,张惊涛.基于开放教育大数据的学生支持服务行动

方案研究.成人教育,2025,45(3):48-56. 

终身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有力支撑,其中,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支持服务是推动学业进展的重要保障。作为服务终身教育的主力军,开放

大学普遍缺少精细化掌握学生情况以提供支持服务的主动干预举措。案例校是一

所省级开放大学,通过三个学期的行动研究,形成了基于开放教育大数据的学生

支持服务六步骤行动方案,构建了交互式驾驶舱,呈现了每个学生的学业谱系图,

实现了对学生情况的整体把控、分类规划和细节关注。通过大数据区分出遗留生、

学困生、接近毕业学生等特定群体,明确学业风险预警,并提出将学生需求与利益

相关者对接、形成支持服务团队进行针对性干预和帮助的建议。 

关键词：开放教育 支持服务 大数据 学业预警 应用场景 

 

8. 许思琪.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与开放大学深度耦合的价值意蕴、内

在逻辑及创新策略.成人教育,2025,45(5):46-51. 

新质生产力与开放大学展现出高度的内在契合与逻辑共生,两者共同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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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数

智时代形成了积极互促、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有鉴于此,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

与开放大学耦合的深层价值及内在逻辑,成为数智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议题。目

前,开放大学面临产教融合不足、教师数智素养不足和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等现实

挑战。为有效促进两者耦合,亟须采取精准策略:以服务新质生产力为导向,培养

高素质劳动者；培养数智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数智力”；强化数智协同,培养

面向未来的学习者。 

关键词：数智时代 新质生产力 开放大学 高质量发展 

 

9. 李艳莉, 卢文静. 论新时代成人教育学科转型发展的逻辑理路[J]. 

中国成人教育, 

新时代中国成人教育学科转型发展是中国成人教育学科自觉发展、立足哲学

社会科学之林、紧跟时代步伐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学科在

回应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需求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目标导向偏离、内生动力不足、

协同合作欠缺、结构布局不均等瓶颈以待突破。为此，中国成人教育学科需明确

基本思路和任务、深入挖掘基本理论、筑牢“三大体系”建设、革新研究范式、

培植高质量学术共同体及推动本土化与国际化进程。 

关键词：成人教育学 学科建设 转型发展 逻辑理路 

 

10. 周建力,柳海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时代意蕴、现实境遇与实

践路径.终身教育研究,2025,36(3):45-53.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长期存在的办学定位模糊、教育标准不统一及质量监管缺

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发展进程。《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

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统一采用“非脱产”名称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既是

破解高质量发展困境的关键举措,也是适应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高等教育

进入普及化阶段和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面临观念

更新滞后、制度体系失衡、资源配置不足、实践创新乏力及质量监管亟待加强等

多重挑战。基于此,应以教育理念更新为引领,通过健全制度标准、优化资源配置、

创新教学模式和完善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系统性改革,推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有

序发展。未来,相关研究应在“统一‘非脱产’”这一鲜明的改革标签下深入拓展,

为此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吸引更多的关注,共同推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

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普通高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统一“非脱产” 数字化转型 终身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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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职业教育 

 

1. 王建文,缪世林.高校非学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研究--以苏州

大学为例.继续教育研究,2025(4):24-30. 

非学历教育是社会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高校非学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以高质量发展要素为依据,全面分析了近年来高校非学历教育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通过对苏州大学非学历教育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了其高质量发展探索的六大因素,剖析其中的优势、劣势及其产生原因,并对新政

后进行的政策调整及现状进行了利弊分析,探讨近期的布局和规划；最后从六个

方面对未来非学历教育的发展进行展望,希望为其他高校非学历教育的发展和探

索提供相应的案例参考。 

关键词：高校 非学历教育 高质量发展 

 

2. 戴仁卿,杨凌.从“缺位”到“补位”:我国继续教育发展困境与立法

出路.继续教育研究,2025(5):1-6. 

继续教育作为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实施人才强国

战略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继续教育在国家层面的立法缺位,导致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中出现“脱嵌”现象。继续教育的立法缺失源于国家顶

层设计不足、立法研究理论滞后、现有规范位阶较低,在概念术语、理论范式、

分析框架等方面没有形成共识性的理论体系。我国继续教育的发展应注重顶层设

计,补位国家层面继续教育立法；加强理论研究,积累继续教育地方立法经验；补

齐立法短板,构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法律体系。通过借鉴

国外立法经验并进行本土化转化,推动我国继续教育立法进程,以实现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的“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目标,开创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继续教育 立法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困境 

 

3. 王强.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继续教育的使命、现实挑战与突破路

径.教育与职业,2025(4):77-82.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赋予继续教育帮助劳动者树立先进理念、掌握新知识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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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工具、提升创新能力等使命,但同时,继续教育也面临教学体系相对滞后、师

资团队难以匹配需求、数字化水平相对薄弱等挑战。对此,必须深化改革,创新自

身发展路径,通过推进区域产教深度融合以提升产业参与度、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以提升育人水平、加快数字化转型以优化教育供给,从而更好地满足产业转型发

展和劳动者个人发展的需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助力。 

关键词：继续教育 新质生产力 新型劳动者 数字化转型 

 

4. 孙懿宏,张菁,郭甜甜.家校社协同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价值意蕴

与实践机制.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45(8):13-16. 

随着时代变迁,青少年法治教育已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不仅重视法律

知识的传授,更追求法治素养的养成,这呼唤着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育人。家、

校、社作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三大实践主体,分别发挥着长期个性化引导、系统

性基础教育与辅助性渗透作用。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家校社应当明确自身职责

并增强协同性,达成一种动态互动、互为支撑的合作模式,共同探索家校社协同推

进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青少年法治教育 家校社协同 交叠影响域 动态互动 积极实践 

 

5. 李江楠 .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行动”进路 .教育理论与实

践,2025,45(14):22-26. 

学生的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离不开家庭教育场域、学校教育场域和社会教育场

域的通力合作。行动是唯一不具有功利性的人类实践方式,具有强大的教育集成

力。家庭、学校、社会是处于公共空间中的三大教育场域。彰显行动的人文价值

和功能以主动应对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以往家

校社协同育人中存在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目标的“异位”、家校社协同育人过程的

“孤立”和家校社协同育人结果的“冲突”等行动被遮蔽的现象,要以推动教育

回归原点为核心目标指向,以丰富沟通和交往方式激活在场活力,以确立共在关

系为本质提升育人品质,以行动为载体促进家校社跨界合作,全面彰显教育的行

动品格,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 

关键词：行动理论 家校社协同育人 教育原点 沟通与交往 共在关系 行动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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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区教育 

 

1. 程文.从“学习化生存”到“生存化学习”:终身学习理念的现实折

射.继续教育研究,2025(4):31-37. 

贯穿人一生的学习凝结着人们对于幸福人生、美好社会的无限遐想。回溯社

会发展历程,“学习化生存”成为人类物种延续、社会不断迁越的动力源泉。迈

入风险丛生的现代社会,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急迫,“生存化学习”构成现

代人境遇的普遍描述。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学习并未将人从现代性生存困境中

解放出来；相反,困于生存、囿于现实却成为学习的内在目的和限定条件。因此

只有重新审视学习之于人的本初意义,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作为价值原则,

才能将终身学习照进现实。 

关键词：终身学习 生存发展 社会媒介化 现代性 

 

2. 徐斌立.学习型社会社区教育数字化场景的创新实践--以浙江省为

例.继续教育研究,2025(4):44-49. 

探讨了在学习型社会框架下,浙江省社区教育数字化的实践与创新。强调了

建立在普及化、终身化、灵活性、多样性原则上的学习型社会对社区教育的影响。

通过“浙学通”项目实施了一系列社区教育数字化创变,诠释了数字化改革在推

动终身学习和提升教育资源均等化与个性化过程中的作用。探讨了社区教育数字

化的关键策略,包括技术整合、资源共享、激励机制建立和评估与调整的持续推

进,旨在建立一个包容、互助的学习型社区,支撑个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区教育 数字化改革 教育可持续发展 

 

3. 侯怀银 ,宋美霞 .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再出发 .终身教育研

究,2025,36(2):3-10. 

将终身教育学纳入教育学二级学科行列进行建设,既是顺应教育学科服务人

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是回应数智化时代教育变革的实践需求,还是突破传统教

育体系局限于学校教育的理论探求,更是完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必然追求。

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再出发,要求始终紧扣中国终身教育学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

向,严格遵循整体性、协同性、交叉性与实践性的原则,稳步推进终身教育学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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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建设,精准聚焦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和声誉水平的提升。

据此逻辑,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再出发,理应重构终身教育学的学科合法性,优化

终身教育学学科建设制度,完善终身教育学学科评价体系,进行终身教育学的超

学科建设。 

关键词：终身教育学 学科建设 高质量发展 

 

 

4. 邢贞良,史枫.基于终身学习的社区共学养老既有实践与未来发展

——第七届全国社区共学养老研讨会综述 .高等继续教育学

报,2025,38(2):43-48+56. 

第七届全国社区共学养老研讨会以“中度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共学养老的新发

展与挑战”为主题,探讨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会议基

于终身学习理念,倡导社区共学养老作为老年学习的核心方式和老年教育的推进

载体,强调以学习促进生命成长、赋能社会关系。会议形成共识:社区共学养老不

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策略,更是实现个体生命价值、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

载体。未来需通过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与社会协同,推动老年教育从“普惠覆盖”

迈向“优质均衡”,为建设“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学习型社会提供理论框架

与实践指南。 

关键词：老年学习共同体 老年教育 终身学习 社区共学养老 

 

5. 何光全,贾巧枝.终身教育体系何以实现泛在可及——论成人终身

学习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5,37(3):69-77. 

当前我国在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过程中存在突出短板,亟须通过探

索和构建完善的成人终身学习社会支持体系进行弥补。所谓成人终身学习社会支

持体系,是指由若干社会支持要素以一定联接方式构成的对成人终身学习具有社

会支持功能的有机整体或系统。构建成人终身学习社会支持体系应坚持三大原则:

一是以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为目标导向,二是以全面构建泛在可及的终

身教育体系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为问题导向,三是以服务个体提升和社会进步需求

为发展导向。成人终身学习社会支持体系的主体内容应包括经济支持、政治支持、

文化与教育支持、制度支持、信息和技术支持、心理支持等六大方面。该支持体

系的构建应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和力量,使其成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

核心构成,并为我国早日建成教育强国和全面形成学习型社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关键词：终身教育体系 泛在可及 成人终身学习 社会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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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老年教育 

 

1. 侯怀银,张慧萍.延迟退休政策背景下老年教育的转型发展之路—

—以教育公平为视角的考察.现代远距离教育,2025(1):3-10. 

本文聚焦延迟退休政策背景下老年教育的转型发展,以教育公平为视角展开

研究。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及延迟退休政策出台,老年教育面临新契机与新挑战。

在政策影响和作用层面,延迟退休政策通过四重机制重构教育体系:平等公平理

念驱动老年人力资本再开发、补偿公平机制优先弱势群体教育资源供给、差异公

平原则延伸“老龄-老化”教育对象、综合公平导向创新多维教育评价系统。然

而,其转型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一是教育体系滞后削弱平等性公平,二是资源分配

失衡弱化补偿性公平,三是赋权增能不足制约差异性公平,四是评价体系不健全

阻碍综合性公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构建包容生态推进机会均等、联动资源

缩小补偿差距、精准赋能实现差异发展、完善评价促进综合提升等相应路径。 

关键词：延迟退休政策 老年教育 教育公平 

 

2. 尹洪禄,李薪琰,刘珂.老年大学健康养生类课程供给诊断与优化策

略 — — 基 于 健 康 素 养 提 升 的 视 角 . 高 等 继 续 教 育 学

报,2025,38(2):49-56. 

加强健康养生类课程建设,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背景下愈益重要。深入剖析老年大学健康养生类课程

供给情况,揭示了当前课程供给与老年人健康素养提升需求之间的差距。运用需

求分类理论和成人学习理论,对学员需求评估、课程性质研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四方面优化策略,分别是准确评估学员需求、明确课程目标,

深入研究课程性质、优化教学设计,创新课程供给模式、丰富课程资源,完善课程

评价体系、促进持续改进,为老年大学优化健康养生类课程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

实践指导。 

关键词：健康素养 老年大学 健康养生类课程 课程供给 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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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媚.我国一线城市发展老年智慧教育的突破路径研究.继续教育

研究,2025(1):43-49. 

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只用了 21 年,且有进一步加快的趋

势,从深度老龄化社会到超级老龄化社会,我国将只用 10 年左右时间。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发展老年教育,既是我国长期发展战略,也是国家复兴、民族繁荣、

民生幸福的社会基础。一线城市,处于我国老龄化发展、应对、治理的第一线,

老年教育智慧化发展成为必然选择。深圳的超前布局探索的经验,为我国一线城

市老年智慧教育的发展提出四点突破路径建议:树立教学第一的老年智慧教育办

学理念,以学习需求为中心统筹配置老年智慧教育资源,以课程(体系)为核心配

齐配强老年智慧教育教学要素,以向世界提供老年教育公共产品的战略魄力坚定

发展老年智慧教育。 

关键词：老年智慧教育 一线城市 路径建议 课程 老龄化 

 

4. 吴峰,余年年,仲彧欣,熊军.老年教育背景下积极老龄化量表的编制

与测量.开放教育研究,2025,31(2):88-97. 

为因应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提出了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大力发展老年

教育,实现养老与教育相结合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传统的积极老龄化量表基

于养老视角编制,忽略了老年教育,编制新时代下积极老龄化量表对于推进积极

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自多个老年教育机构的老年人作为研究

对象,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生成由自理能力、社会参与、

心理智慧、经济保障、健康生活、老年学习六个维度组成的适合我国老年人的积

极老龄化量表,验证了积极老龄化与老年教育相关这一结论。研究发现,我国老年

人的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身体健康状况与其积极老龄化水平显著正相关。

我国老年人在经济保障、老年学习和社会参与等维度的平均得分较低,未来政策

可重点关注。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 老年教育 终身学习 量表 

5. 刘述,尹尚菁.从边缘走向融入:我国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价值、困

境与进路.两岸终身教育,2025,28(1):9-17. 

我国作为全球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仍有大量老年人在数字化社会边缘

徘徊,全面和持续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是一项需要长期研究的重要议题。从时

代、社会和国家发展视角看,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包含丰富的价值意蕴:数字素养

是数字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内涵,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既是数字社会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先手棋,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基石。

为突破我国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通过发掘多方力量、开辟

多种渠道激发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的主观意愿,打破数字接入壁垒创设老年数字

友好环境,共建数字素养提升的良好社会生态,协同塑造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新

貌。 

关键词：数字素养 数字技能 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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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立新,梁晶晶.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老年教育财政投入效率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25,45(5):19-27. 

高质量教育体系既是筑牢教育强国的稳固基石,又是驱动国家教育事业长足

发展的核心引擎。提升老年教育的财政投入效率,不仅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必

然之举,更是引领老年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聚焦 N 市下辖的 10

个区(县、市),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首先对 2023 年该市的老年教育财政投

入效率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构建 Tobit 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老年教育财

政投入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N市老年教育财政投入效率普遍较低,且各区

存在较大差异；从影响因素来看,政府关注度、城镇化率及老龄化程度均对老年

教育财政投入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对此,需要科学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持续优化

财政投入结构、改进纯技术和规模效率、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体系等,以提升老年

教育的财政投入效率,推动老年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老年教育 财政投入效率 DEA-Tobit 

 

7. 戚志明.智慧养老社区中老年教育生态系统构建与运行机制.教育

与职业,2025(3):80-88. 

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将老年教育融入智慧养老社区已成为我国老

年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基于智慧养老社区老年教育面临的发展困境,构建

智慧养老社区中老年教育生态系统的教育资源、学习环境、服务模式和技术支撑

四要素理论模型。进一步应用该模型,提出建设多元化与动态化更新的教育资源、

打造智能化与人性化并重的学习环境、发展差异化与社区化融合的服务模式、提

供安全化与高效化并重的技术支撑等策略,为智慧养老社区老年人群体打造全方

位、多层次、个性化的老年教育生态系统,并从资源整合、环境需求、服务创新

和技术协同四个维度分析智慧养老社区中老年教育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以期为

智慧养老与老年教育的深度融合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智慧养老 老年教育 生态系统 运行机制 

 

8. 江颖.老年教育的空间价值及其实现.教育与职业,2025(4):60-68.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必须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营造出对老年人友

好的居住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数字环境,是推动全社会形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重要举措。从哲学视角了解老年教育空间存在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

行老年教育空间价值判断,通过对老年教育的空间结构演化与秩序重构最终得出

实现其空间价值的具体路径,包括:倡导城乡一体的空间融合、致力资源均衡的空

间正义、构建终身学习的空间体系、坚持精神意向的空间关怀以及实现数字引领

的空间弥合。 

关键词：老年教育 空间价值 存在 判断 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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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孙小莉,白滨,黄倩红.我国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数字障碍研究——基

于 一 项 北 京 市 社 区 老 年 人 数 字 素 养 的 调 查 . 职 教 论

坛,2025,41(3):94-102.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素养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基本能力。随着我国老

龄化加剧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老年人数字化素养水平不仅关系到老年群体适

应社会、参与社会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体系和友好型社会建设。基于

老年人信息社会的数字化生活适应与数字素养需求,开展社区老年人数字素养调

查,探析老年人的数字认知、数字技能水平与数字障碍。研究发现,老年人更倾向

于将与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数字技能纳入数字素养范畴,学习意愿强烈但认知不

足,老年人的数字技能水平与经济、工作状态显著相关。为增强老年人应对数字

化社会的挑战,应加强对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培训、为老年人提供心理与社会支

持,促进老年人数字融入与素养提升。 

关键词：老年人 数字素养 数字障碍 数字技术 

 

10. 屈曼祺,李宝敏,李家成,马丽华,王敏.数智时代老年人数字素养现

状调查与提升建议——以上海市 10925 份样本为例.终身教育研

究,2025,36(2):65-72+97. 

数智技术的迅速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产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与经济发展方

式,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规模庞大的老龄人口和过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

逐渐形成了老年人与数字化革命式发展之间的“数字鸿沟”。由此,研究老年人数

字素养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本研究基于老年人数字素养六要素框架开发调查工

具,面向上海市老年群体进行大规模调查,开展基于 10925 份样本的数字素养总

体分析与组群差异分析。通过把握上海市老年人真实的数字生活现状,面向不同

主体提出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建议,促进老年人适应当前的数字社会,进而促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与人民城市建设。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 老年人 数字素养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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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放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方法介绍 

各位老师、同学： 

上海开放大学图书馆藏有丰富的数字图书资源，包括中国知网镜

像（学术期刊、博士、硕士论文）、超星资源库（图书、期刊）、博看

期刊网（休闲类期刊）、人大报刊资料镜像（期刊、索引）等。为便

于广大师生查阅，现将上海开放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使用方法整理

如下： 

第一步：进入上海开放大学图书馆主页 

 方法一：输入网址 http://lib.sou.edu.cn/。 

 方法二：进入学校网站 http://ptyd.pte.sh.cn，点击上方的“上

海开放大学普陀分校”进入开大子站，在网页下方点击“上海开

大网上图书馆”。 

第二步：点击“数字资源”栏目下的“中国知网”、“超星资源库”等

链接。 

 

特别提醒： 

1、校外访问时请先登录“VPN校外访问系统”，使用方法为：进

入上海开放大学图书馆主页，点击右下方的 VPN 校外访问系统，或者

直接输入网址 https://222.66.89.177，使用开大统一身份认证帐号

登录。首次在某台电脑上登录 VPN 时，系统会要求安装一个加载项，

或提示阻止了一个窗口，请务必选择“安装此加载项”，并耐心等待。

进入 VPN系统时，系统若提示“此网站的安全证书有问题”，选择“继

续浏览此网站”即可。 

2、“博看期刊网”提供手机移动阅读服务，使用能够上网的手机、

平板电脑等设备，访问 http://www.bookan.com.cn/stvulibwap，输

入帐号 stvulib/stvulib，即可浏览博看期刊网提供的畅销期刊。 

3、没有开大统一身份认证帐号的老师请联系教务处杨勇老师。 

 

http://lib.sou.edu.cn/
https://222.66.89.177/
http://www.bookan.com.cn/stvulibw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