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开老年函〔2020〕2 号 

 

关于开展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办学体系 

老年教育现状调研工作的通知 

 

各分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成教育部职成司《关

于委托组织开展推进老年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研究与实践项目

的函》相关要求，国家开放大学组织开展了“老年开放大学建设标准

研究”课题，其中老年开放大学办学现状研究是课题研究的重要基

础，为更好的掌握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办学体系举办老年教育

的现状，决定面向全国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办学体系开展调

研工作。 

请各分部积极支持、配合，高度重视本次老年教育现状调研工

作，并认真填写、精心组织，如实填报和回答有关问题，确保调查

数据真实可靠，便于完成课题研究工作，促进老年教育发展。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调研主要内容 

1.老年教育的基本现状； 

2.老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3.老年教育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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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访谈、实地调研等方式进行。 

1.问卷调查。由各分部负责统计所属办学体系内的地市、区县

级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举办老年教育的情况，并以省校为单

位来填写调查问卷。 

2.座谈访谈。基于问卷调查的情况，针对重点或者集中的问题，

有针对性的召集相关人员开展深度访谈。 

3.实地调研。组织调研组考察、了解终身教育发展较好的省市

在老年教育发展方面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 

三、时间安排及联系方式 

1.请各分部积极部署调研工作，组织本省、地市、区县级开放

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进行老年教育发展现状的统计，认真填写调

查问卷（见附件 1），并在 7 月 15 日前完成问卷填写工作；同时参

照案例体例（见附件 2）撰写并提交老年教育的典型案例。 

2.请各分部通过网络方式填写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网址：

https://www.wjx.cn/jq/83545338.aspx），并将典型案例以可编辑的

word 文档形式发送邮件至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联系邮箱：

276378138@qq.com。 

3. 赴部分省市实地调研，时间另行通知。 

4. 联系方式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刘海波，13635288252； 

国家开放大学：杨晓泽，010-66490702。 

 

附件：1.全国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体系开展老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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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情况调查问卷 

      2.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体系开展老年教育的 

           案例体例 

 

 

 

 

                                      国家开放大学 

2020 年 7 月 1 日 

 

 

 

 

 

 

 

 

 

 

 

 

 

 

国家开放大学校长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20年 7月 1 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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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体系开展老年教育 

工作情况调查问卷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     邮  箱：___________________ 

 

一、基本情况      

1. 老年教育工作开始于_____年，已成立的老年教育机构名称            ， 

机构审批单位_____________,本校负责老年教育工作的部门           。 

2.开展老年教育的场所面积共______平方米，教室______间。 

3.本校教职工共______人，其中从事老年教育工作的共有_____人。在从事老年教育

工作的人员中，专职教师______人；管理人员______人；外聘教师______人. 

4.外聘教师来源（可多选）_______。 

A.返聘老同志       B.高等院校兼职教师   C.社会文艺团体从业人员    

D.有所擅长的老人   E.随便请来的人       F.其他（请注明）_________   

5.老年教育师资队伍中（含专兼职及外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________%，本科学

历________%，大专学历_______%，其他学历________%。 

6.截止到 2020 年 6 月底，本校组织的老年教育的线下培训班级_____个，班级培训数

_____人次；组织线下培训讲座_______场，线下讲座培训数_____人次；共计线下培

训总数_____人次。其中 2019 年度线下培训班级_____个，班级培训数_____人次；

2019 年度线下培训讲座_____场，线下讲座培训数_____人次；2019 年线下培训总数

共计______人次。 

二、体制机制及政策保障       

7.老年教育在本校的办学定位______。 

A.公益性社会教育   B.盈利性培训   C.日常行政工作   D.其他 

8.老年教育工作的办学形式是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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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独立办学   B.合作办学，合作方有_____家。   

9.老年教育办学体系共有______级，其中地市级办学机构有_________个（如没有，

可填“0”，以下相同）；区县级办学机构有_________个；街道/乡镇级办学机构有

_________个；社区/村级办学机构有__________个；服务养老机构/为老服务企业/其

他有________个。 

10.老年教育“康养学游”示范基地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建立时间______，面

积_____平方，经费投入_______万元。 

11.当地政府在__________方面对本单位老年教育工作给予支持。（可多选） 

A.土地供给    B.经费支持   C.税收优惠     D.贷款及其政策  

E.人员编制    F.办学指导、宣传渠道        G.其他（请注明）_____ 

12.在经费投入方面，平均每年老年教育经费为_______万元。政府投入累计______

万元，其中 2019 年投入______万元；单位自筹累计______万元，其中 2019 年投入

______万元；社会捐助累计______万元，其中 2019 年收入______万元；其他（请注

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课程设置与教学组织 

13.老年教育开设课程（可多选，并按热门程度由高到低排序）______________。 

A.工作或生产技能类（如学习一门可用于找工作的技能）   

B.现代养护与教育类（如照顾婴儿、幼教，护理等）     

C.家政类（如烹饪、编织、养花等）     

D.现代科技类（如手机、ipad 使用、摄影等）  

E.人文艺术和文化教育类（如书法、画画、京剧等） 

F.健康养生、医疗保健类（如中医养生，保健操等）     

G.游学类（如国际旅游文化、古镇等） 

H.生命教育类（如关于自我实现、生命过程及意义、价值追求等）  

I.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 

14.老年教育已开设课程的形式，其中： 

A.网络教学，占比_______%       

B.面授教学，占比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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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电视广播教学，占比_______%  

D.线下讲座（活动），占比：_______%    

E.其他____________（请注明），占比：_______% 

15.老年学员学习评价与考核的主要方式（可多选，并按常用程度由高到低排序）

____________。 

A.笔试    B.平时作业   C.学习成果   D.考勤  E.其他（请注明）________ 

16.老年学员学完课程有无学分积累_______。 

17.学分累积，会基于学分对老年学员进行哪些激励__________。 

A.报读本校其他课程时减免一定学费   B. 发放奖杯、证书等 

C.报读本校其他课程时免修一定学时   D. 发放实物奖品 

E.作为报读更高层次课程的必备资格   F.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 

18.针对老龄服务从业人员的教育： 

A.学历教育（专科），开设专业（按招生人数由多到少排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上述专业最近一年度招生共______人。 

B. 学历教育（本科），开设专业（按招生人数由多到少排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上述专业最近一年度招生共______人。 

C. 非学历培训项目（按招生人数由多到少排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上述项目最近一年度招生共计_____人。 

四、“互联网+老年教育”建设 

19.老年教育网络平台名称：__________________，网址：__________________，截

至 2020 年 6 月底，累计访问量______人次，总注册用户______人，其中 2019 年访

问量累计______人次。 

20.老年教育网络平台有无数字化学习资源______，数字化学习资源共_______分钟，

_______个（段）。 

21.老年教育数字化资源建设平均每年投入________万元。 

22.数字化资源的主要来源渠道_____________。（可多选） 

A.自建   B.购买  C.整合共享   D.其他__________ 

23.老年教育网络平台数字化资源学习浏览情况（按浏览量由高到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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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A.工作或生产技能类（如学习一门可用于找工作的技能）   

B.现代养护与教育类（如照顾婴儿、幼教，护理等）     

C.家政类（如烹饪、编织、养花等）     

D.现代科技类（如手机、ipad 使用、摄影等）  

E.人文艺术和文化教育类（如书法、画画、京剧等） 

F.健康养生、医疗保健类（如中医养生，保健操等）     

G.游学类（如国际旅游文化、古镇等） 

H.生命教育类（如关于自我实现、生命过程及意义、价值追求等）  

I.其他（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 

24.老年教育微信公众号名称：_____________，是（订阅号/服务号），总关注数______

人，总阅读数______次；微信小程序名称_____________，总访问量___________人

次。微信公众号与小程序等是否具有招生报名、教学教务管理、学习交流、活动开

展等功能_________。 

25. 是否有______（是/否）老年教育学习的 APP ，名称为____________，总注册人

数_________人，总阅读数_________次。 

26.其他老年教育新媒体账号名称（如微博、抖音等）：_______________。 

五、其他    

27.贵方在老年教育工作实践中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或成就。 

28.贵方在老年教育工作实践中遇到过哪些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29.为更好地推动老年教育工作发展，请问贵方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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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体系开展老年教育的案例体例 

 

为更好地了解和总结全国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体系开展老年教育的经验，

现向全国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征集举办老年教育相关经验的优秀案例。案例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若干维度，具体内容参见表格。 

一般而言，每个案例的描述，围绕缘起、现状、经验、未来发展计划、政策建议

等方面展开，字数为 2000 字左右，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

内容。 

案例描述维度 具体内容 

1. 老年教育的体制

机制 

（1）缘起 

（2）现状（体制机制、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经费来源，

可涵盖办学主体、经费投入渠道、人财物等资源的获得与

利用等方面） 

（3）评价（经验+不足） 

（4）政策建议 

2. 老年教育的办学

定位 

（1）缘由 

（2）现状（上级管理机构、老年教育定位、办学建设指

标、管理模式、运行模式） 

（3）未来发展规划 

（4）政策建议 

3. 老年教育的办学

体系 

（1）缘起 

（2）现状（体系的构成，构建体系的过程，参与体系建

设的主体及其关系等） 

（3）评价（经验+不足） 

（4）政策建议 

4. 老年教育的网络

学习平台 

（1）建设缘由 

（2）平台介绍（平台名称、网址、运营方、成立时间、

功能模块介绍、特色栏目举例、累计访问量、注册用户量

等，可附图片） 

（3）特色与成效 

（4）未来发展规划 

5. 老年教育的教学

组织形式 

教学组织形式（如面授教学、网络教学、电视教学、线下

体验学习等） 

（1） 采用某教学组织形式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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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现状 

（3） 实施效果 

（4） 政策建议 

6. 老年教育的学习

模式 

（1） 缘由 

（2） 实施现状 

（3） 实施效果 

（4） 政策建议 

7.老年教育的学习资

源 

资源（如视频资源、网络课程资源、文字教材等） 

（1） 缘起 

（2） 适老化资源建设介绍（建设方式、建设课程类别、

建设数量、建设流程、特色资源等） 

（3） 教材建设（建设方式、建设课程类别、建设数量、

建设流程、特色资源等） 

（4） 资源建设的成效和成果 

（5） 后续建设规划 

8.老年教育的质量监

控体系 

学习与教学质量的监控 

（1） 缘起 

（2） 现状 

（3） 效果 

9.老年教育的学习测

评与激励 

学习测评与激励的方式（如学习之星评比、荣誉授予，学

习等级测评等） 

（1） 采用某测评/激励方式的缘起 

（2） 某测评/激励方式的现状（内容、过程等） 

（3） 某测评/激励方式的效果 

10.老年教育的学习

成果认定 

学习成果认定方式（如老年学分银行、文凭或证书的授予） 

（1） 某文凭/证书的设置缘由 

（2） 实施情况（内容、过程等） 

（3） 实施效果（学习者反馈、社会反响等） 

（4） 政策建议 

（1） 老年学分银行的设立缘起 

（2） 老年学分银行的现状（内容、过程等） 

（3） 老年学分银行的效果（学习者反馈、社会反响等） 

（4） 政策建议 

11.老年教育的建设

指标体系 

（1） 缘起 

（2） 现状（建设指标、主要观测点等） 

（3） 建议 

请各分部根据当地老年教育的实际办学情况，结合地市、区县级开放大学（广

播电视大学）举办老年教育的情况，提炼已有经验，形成若干案例，并以省校为单

位将案例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前发送至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联系邮箱

27637813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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