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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提高老年教育覆盖率、赋予老龄群体学习权利的同时，数字化学习给老年学习者带来新问

题。老龄群体在参与数字化学习过程面临中等程度的外部性和内部性两种类型障碍。提升老年学习者的信

息素养、增强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营造终身学习氛围，成为消解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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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龄化时代，老龄群体的学习问题是积极老

龄化的重要内容。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学习

为老年教育发展提供了新载体与新思维，提高了老

年教育覆盖率，极大地满足了老龄群体的终身学习

需求，有效地促进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在对老龄

群体数字化学习的一片赞誉声中，我们忽视了老年

学习者的数字 化 学 习 效 率 与 效 益 等 问 题。实 践 证

明：数字化学习除了给老年教育、老龄群体带来诸

多 “福利”，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矛盾，即数字 化 学

习障碍。国内外有关学习障碍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

领域，伴随着终身教育理念成为民众的普遍 共 识，

非学龄段的人群学习障碍备受关注。进入２１世 纪

以来，有关老年学习者学习障碍问题引起国内有关

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基于实证研究，以问卷调查为

基础，从若干个案中总结提炼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

障碍症状表现及影响因素，寻求问题解决的路径。

一、研究背景与方法

数字化学习有效地打破了时间、空间、容量的

限制，有效地促进了学习资源共享和交汇，节省了

学习者学投入，使得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

任何知识”成为现实。然而数字化学习的实效同人

类预期值仍存在一定距离，人类正承受着一系列因

数字化而带来的学习障碍。

（一）数字化学习障碍概念内涵

数字化 学 习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 概 念 最 早 出 现

于２０００年，指 “一种基于网 络 环 境 的，具 备 了 从

提供动态信息、获取教学资源，到允许学习者参与

复杂的交互式虚拟教学活动等多种功能，通过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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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支持信息传递，而且支持经由信息的探索和应

用以获取新知识的虚拟环境，为教育者和学习者提

供了强化教学和学习经验 的 机 会”［１］。目 前，数 字

化学习处于学习者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选择和使用社

会性软件为学习提供服务，进行自 我 导 向、自 主、

创 新 性、交 互 式、协 作 式、建 构 式 学 习 的 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时代［２］。数 字 化 学 习 改 变 了 学 习 的 时

空概念，实现了学习资源共享，赋予了社会成员终

身学习的权利，有效地扩大了教育公平。

老龄化社会，数字化学习在达成老龄群体的终

身学习需求上存在可能与可行，但数字化学习对学

习者的学习基础、学习心理以及信息素养有特殊要

求，这对老年人而言，提出了诸多挑战。依据学习

障碍的概念内涵，本文认为数字化学习障碍是学习

者数字化学习的 “负面”影响因素，直接制约着数

字化学习效果 和 学 习 收 益。相 对 于 普 通 成 人 学 习

者，老年人因生理、智力和情感的特殊化缘故，其

数字化学习处于更加复杂的情境，受到自身、社会

和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面临着更多障碍。

（二）研究方法

如上所言，数字化学习障碍是推进老年教育事

业发展必然要正视的问题，有效分析老龄群体数字

化学习障碍有助于分析学习障碍来源，提高解决问

题的针对性。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老年

学习者，影响老年群体数字化学习。根据已有研究

和调查结果，本研究将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简

单划分为两类，即外部型学习障碍和内部型学习障

碍。其中，外部型学习障碍指老龄学习者在参与数

字化学习时面临的外部现实条件妨碍其参与或有效

学习的问题与困难，主要包括数字化学习的外部支

持条件。内部型学习障碍指老龄学习者在参与数字

化学习时存在自身条件起阻碍作用的问题，主要包

括身体健康问题、记忆力衰退、技术操作中的障碍

以及已有知识基础薄弱等。

本研究以文献资料为基础，选择若干名在学老

年人访谈，编制完成了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

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学习障碍量 表 和

学习障碍描述等内容。学习障碍量表包括信息素养

障碍、心理障碍、生理障碍等多维度，问卷信效度

良好，总体α信度为０．９１，结构效度为０．７８。采

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老年学习者发放问卷２８５
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４２份，回收率为８４．９１％。该

问卷的信度为０．９１０，属于信度较高的问卷。量表

包括１６个题目，采用５点计分法，“完全符合”记

５分，“符合”记４分，“不清楚”记３分，“不符

合”记２分， “完 全 不 符 合”记１分，其 中，１－

１．８分表示无明显障碍感，１．８－２．６分表示有一点

障碍感，２．６－３．４分 表 示 有 明 显 障 碍 感，３．４－

４．２分表示有较强障碍感，４．２－５．０分表示有很强

障碍感。

二、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分析

（一）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概况

据统计，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平均分值为

２．９１，参考量 表 标 准 “２．６－３．４分 表 示 有 明 显 障

碍感”，可见，抽样调查的老龄群体数字化学 习 存

在明显的障碍感。

依据数字 化 学 习 障 碍 量 表 中 五 点 计 分 法 的 原

则，表１表明：在 被 调 查 对 象 中，３２．２３％的 老 年

学习者参与数字化学习处于有一点障碍感的状态，

３９．６７％的老年 学 习 者 处 于 有 明 显 障 碍 感 的 状 态，

１５．２９％的老年 学 习 者 处 于 有 较 强 障 碍 感 的 状 态，

共计９５．４５％的老年学习者在参与数字化学习中具

有不同程度的障碍症状。由此可知，多数老年学习

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数字化学习障碍。

表１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程度分布

项目
人数

／人

百分比

／％
有效百分

比／％
累计百分

比／％

无明显障碍感

有一点障碍感

有明显障碍感

有较强障碍感

有很强障碍感

总计

１１
７８
９６
３７
２０
２４２

４．５５
３２．２３
３９．６７
１５．２９
８．２６
１００

４．５５
３２．２３
３９．６７
１５．２９
８．２６
１００

４．５５
３６．７７
７６．４６
９１．７５

１００

　　 （二）内生型数字化学习障碍分析

由表２可知，信息素养成为了老龄群体数字化

学习内生型障碍第一要素，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５５



表２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内生型障碍

序号 障碍因素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信息素养 ２．２７　 １．１９５

２ 心理 ２．３０　 １．２２１

３ 生理 ２．３６　 １．１６９

　　一是生理因素。随着年龄增长，老龄群体的身

体机体组织和细胞步入退化衰老，生理变化使老年

学习者感到力不从心，生理因素成为老年人参与数

字化学 习 无 法 回 避 的 障 碍 因 素。研 究 表 明，人 类

“长时记忆 （或称信息贮存）很少随年龄发生变化，

与年龄 有 关 的 减 量 发 生 在 短 时 记 忆 的 获 得 上”［３］。

老年人数字化学习时会因短时记忆的下降而力不从

心，需要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与此同时，数字

化学习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如 “坐在电

脑前，看视频、点鼠标，时间长坐不住……很多操

作我们老年人不懂，就不想学，身体 吃 不 消”。记

忆力退化、体质下降、视听退化成为了阻碍老年人

参与数字 化 学 习 的 三 大 生 理 因 素 （表３）。调 查 发

现，面对日益发达和丰富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众多

老年学习者表现出高涨的学习热情，但在自然规律

面前他们望而却步，这也是在推进老年教育数字化

学习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表３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生理因素分析

序号 项目 ｎ ％

１ 记忆力衰退 ２１５　 ８８．８４

２ 体制下降 １９０　 ７８．５１

３ 视听退化 １７６　 ７２．７２

　　二是心理因素。研究表明，网络学习者的心理

障碍因素主要来自于非智力因素［４］，包括不能有效

支持网络学习活动的价值观、态度、经验、自信心

等。动机持续性缺乏、自信心流失、焦虑情绪严重

是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心理障碍的三方面表现。老

年人虽然退居社会二线，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遭遇

时间、家庭等问题困扰，承担多重社会角色，难以

全身心投入学习。相较年轻人而言，老年学习者在

数字化时代呈现出更多不适应、不自信，心理上表

现出焦虑不安等现象，这些因素制约着老龄群体参

与数字化学习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着他们

的学习收益。

三是信息素养因素。信息化生存已是现代人新

的生活方式，信息素养极大地影响着个人的生活质

量。参与数字化学习，老龄群体的信息素养是难以

逾越的要素之一。调查显示，老龄群体的信息素养

表现出巨大差异性，如部分人老年人 “打字慢，电

脑不会操作”、部分老年人 “畅游在网络时代”。总

体而言，信息技能差、基础知识缺乏成为老龄群体

参与数字化学习的重要障碍。老年人技术操作困难

的原因主要有三类，即由衰老引起的认知、运动能

力的变化对计算机使用的影响；成长时代缺乏技术

使用的经历；老年期与社会疏远及社会对老年人技

术服务投资不足［５］。

（三）外生型数字化学习障碍分析

表４显示，有效的学习支持成为老龄群体参与

数字化学习的首要外部条件，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表４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外生型学习障碍

序号 障碍因素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学习支持 ３．７３　 １．４３０

２ 家庭支持 ３．６７　 １．３１５

３ 社会支持 ３．４２　 １．２０５

　　一是学习支持因素。学习支持服务是老龄群体

数字化学习的基础与关键。作为特殊的学习 群 体，

老年学习者在学习支持上需要更多关怀与服务。但

目前，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跟不上，无法满足他们

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资源投放、平台设计、在线互

动等方面忽视 了 老 龄 群 体 的 特 殊 性 需 求。访 谈 发

现，“学习平台资源丰富，但适合我们老年人学习

的不多，且缺乏给我们引导”，老年学习者指 出 在

线数字化学习平台存在 “青年化”倾向，亟待 “量

身定做”学习平台。

二是家庭支持因素。对继续参与学习的老年人

而言，他们在继续学习的同时仍要承担其他 角 色，

家庭支持与否成为他们参与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

面对多重角色的冲突，在不影响其他社会角色的同

时扮演好学习者的角色，处理好学习和家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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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这无疑对老年学习者是巨大挑战。

三是社 会 （文 化）支 持 因 素。就 社 会 氛 围 而

言，制约老龄群体参与数字化学习的因素繁杂，尤

其是目前，全社会 “人人学习”的终身教育氛围尚

未完全普及，制约了老龄群体参与数字化学习的积

极性。很 多 民 众 对 老 年 人 学 习，尤 其 是 参 与 “高

端”数字化持怀疑和不解的态度，认为 “学习是年

轻人的事情”。

老龄群体参与数字化学习不可避免存在学习障

碍，老年学习者面临的数字化学习障碍既有自身制

约因素也有外部制约因素。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

碍是老龄社会中数字化赋予时代的挑战，也是促进

信息技术与老年教育深入融合的重要议题。

三、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的消解策略

数字化学习赋予了老龄群体学习能量，扩大老

龄群体的学习空间和学习机会，提高老年教育的覆

盖面，然而这种新型的学习方式依然给老龄群体带

来一系列学习障碍，因此，有效消解数字化学习障

碍是推动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

（一）营造氛围是消解老龄群体数字化学 习 障

碍的前提

终身学习是人类社会的生存之本，是人们在知

识经济时代应有的生活态度，终身学习文化更是老

龄化社会的动力内核。终身学习文化重在培育学习

意志、培养 学 习 精 神，实 现 “学 会 认 知，学 会 做

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数字 化 学 习 作 为

促进 “老年人融入社会、融入时代、融入群体，提

高生命质量，积极参与社会，发挥自己的睿智和才

能，展现人生的价值和新的生命力”［６］的重要途径，

应秉承终身学习的文化蕴涵，促进老年学习者的终

身学习和全面发展。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对促进老龄群体数字化学

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塑造 “人人学习，时时学

习，处处学习”的社会氛围对包括老年学习者在内

的社会成员有着潜移默化影响。其一，积极运用大

众传播媒介，倡导终身学习观，营造敬业勤奋、崇

尚知识的社会风气，打造全民学习的大众文化，形

成老年人 “学、为、乐”的数字化学 习 环 境 氛 围。

其二，积极提升家庭文化氛围以支持老龄群体数字

化学习，加强家庭成员对在学老年人的人文 关 怀，

注重培养家庭成员终身学习的意识，鼓励老年人积

极参与社会活动。其三，形成政府支持老龄群体数

字化学习的政策环境，树立典型学习榜样，合理规

划老年人教育事业发展。

（二）提升能力是解决老龄群体数字化学 习 障

碍的核心

显而易见，老龄群体遭遇数字化学习障碍与其

自身数字化学习力呈显著相关，为此提升老龄群体

数字化学习 能 力 是 破 解 数 字 化 学 习 障 碍 的 有 效 途

径。信息化社会倡导人人平等，“但具有信息素养

的人具有捷足先登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够比缺乏足

够信息的人做出更为理智的决定”［７］。数 字 化 学 习

力是指学习者能够有效地使用数字化学习工具、具

有数字化学习意识、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和 服 务、

相互合作沟通的数字时代的学习能力，也是能够熟

练地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的能力”［８］

就老年学习者而言，提升能力是消解学习障碍

的核心。其一，激发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动机。学

习动机是推动老年人参与终身学习活动的内驱力，

学习动机的强弱直接影响老年人学习进程的稳定性

和持久性。唯有充分激发老年学习者的学习 动 机，

方可调动其数字化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培养老龄群

体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其二，提升老龄群体信息素

养。强化老年学习者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帮助他们

提高使用计算机的效率，减少使用计算机时的内心

焦虑感，有 利 于 提 高 他 们 的 数 字 化 学 习 能 力。其

三，提升老龄群体自主学习能力。应注重数字化学

习策略指导，通过师生交互、同辈互助，优化数字

化学习技术指导，逐步提升老年学习者的自主学习

能力。

（三）强化服务是干预老龄群体数字化学 习 障

碍的保障

数字化学习主要基于网络资源的自学。网络能

够传送优质的教育资源，却无法很好地传递学习中

的人际关怀。故此，强化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支持

服务是提升数字化 （下转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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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目标是科研创新团队党组织建设产生凝聚

力的动力。因此，高校科研创新团队要根据党组织

的工作任务，按照细化、量化、科学化的要求，合

理确定工作目标，推行目标管理，把软任务变成硬

指标，将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融入支部的目标管理

体系中；要建立责任机制和目标机制，强化科研团

队抓党建的 “主业”意识。在管理体制方面，高校

科研创新团队党组织要着力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创

新党组织生活的方式方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参

观考察、党组织共建、形势报告会、技能竞赛等形

式加强对党组织成员培训的实效性，大力发展青年

科技骨干加入党组织。在工作绩效考核评估 方 面，

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党组织要按照支部自评、党员自

评、业绩考察等歩骤，坚持定性与定量、适用性与

科学性的原则，围绕科研创新团队的中心工作，兼

顾党建和科研二者的成效进行考评。

总之，党组织生活是党的生活的重要内容，其

质量直接影响着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的发挥。加

强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党组织建设，要始终围绕科研

和党建的中心工作，根据自身特点，找准团队建设

和党组织建设的最佳结合点，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正确处理好总体要求与分类指导、重点突破与

整体推进关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针对性与实

效性的统一。只有这样，这一特殊基层党组织才会

充满生机和旺盛活力，为高校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

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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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７页）　学习质量有效途径。其一，积极

开发适合老龄群体学习特征和个性需求的数字化资

源，合理安排在线资源的播放速度与时间等，以营

造资源丰富的、人性灵活的学习环境，有利于降低

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障碍。其二，加强适合老年

学习者的数字化学习技术研发，开发简单易学、可

视化的在线学习互助平台有助于降低老龄群体对信

息技术的陌生感，增强在线学习的交互功能，减少

其独立学习的孤独感。其三，强化数字化学习过程

的监控辅助，及时掌控老年学习者的学习状况，快

速有效解决他们数字化学习过程中的困难与疑惑。

综上，数字化学习在满足老年人特殊学习需求

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基于老年学习者的终身学习个

性需求，开发适合他们的学习资源，提供合适的支

持服务，逐步克服老龄群体参与数字化学习的障碍

因素，将在老年人继续社会化领域中扮演日益重要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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