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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年教育是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关老年教育可及性和均等化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可及性视角，通过问卷调查考查浙江省老年教育在空间可及、内容可及、形式可及三个

层面的基本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年教育空间主要分为老年大学、公共机构和媒体渠道，三者在空

间可及性上存在差异；内容可及性方面，老年人对数字场景中新媒体的学习兴趣和掌握度存在差异，老年数

字教育公共资源的内容可及性欠佳；从形式可及性看，教学主体服务和辅助活动都会影响老年人对老年大学

的总体满意度；街道和社区老年教育服务点、养老机构组织的学习活动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对公共机构老年

教育的满意度；经常通过媒介渠道获取资讯的老年人对媒体渠道老年教育的满意度较高。本研究有助于丰

富公共服务可及性理论，为创新发展老年教育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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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教育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及性和均等化是评价公共服务的重要标尺，但老

年大学入学难、社区老年教育开展不足、面向老年

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够等问题，凸显出老年教育

可及性、均等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

目前，学界对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侧重

微观个体层面的社会参与理论、需求层次理论（耿

燕川等, 2021），或侧重社会宏观视角的终身教育理

论、福利理论、赋权增能理论等（仝婷婷等 , 2023；
高利平, 2024）；实践层面多关注老年大学，对其他

公共机构、媒体渠道等探讨较少，不足以反映老年

教育全貌。本研究基于可及性理论，将个体微观行

动与宏观社会结构有机联结起来，从服务的覆盖

（供给）与使用（需求）层面，调查浙江省老年教育在

空间可及、内容可及、形式可及三方面的现状和影

响因素。供给端涵盖老年大学、公共机构、媒体渠

道等老年教育空间及其包含的教育内容；需求端侧

重了解老年人对各类老年教育形式的可接受性（满

意度）。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公共服务可及性理论，

为完善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发展老年教

育提供政策参考。 

一、文献回顾
 

（一）老年教育研究

当前老年教育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类主题：

一是老年教育现实需求和供给现状（李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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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涉及老年教育网络、教育模式、管理体制、

面临困境等（孙韵杰等，2024；王争录等，2024）。其

中，老年教育网络和模式研究主要关注老年大学建

设标准、课程资源开发和班级管理等，发现老年大

学存在资源供给有限、分配不均、课程体系设置不

完善、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丁哲学，2017；李健等，

2019）。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教育、高校和大

众传媒等其他老年教育形式研究逐渐受到学者重

视（马良生，2015；马丽华等，2022；申红，2002）。李

盛聪（2024）探讨了社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重要

意义，认为其存在主体分割、内容分割和专业人员

短缺等问题；高威等（2023）认为，老年教育网站是

老年人的重要学习空间，知识检索、知识链条、知

识类比等是老年教育网站适老化建设的关键。二

是基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协调

发展。张雪燕等（2024）基于均衡发展视角，从教育

机会、教育支持和教育质量维度考察老年教育满

意度影响因素和机制。程仙平（2021）基于发展指

数视角，从老年教育机会、教育投入、教育质量和

教育公平等维度构建老年教育评价指标体系。赵

一红等（2025）从社会认同视角出发，认为老年人对

教育服务的需求涉及个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建议突破单一的教育服务，转而提供灵活多样的服

务形式和内容，从“结构—文化”双元视角推动老

年教育服务体系供需协调发展。三是关注银发经

济和信息化浪潮交汇融合背景下的老年教育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吴遵民等（2025）认为银发经济

和老年教育互通可以实现经济逐利性和教育公益

性的融合发展。吴结等（2025）探索老年教育赋能

银发经济的作用机理和实践路径，认为银发经济和

老年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新兴

经济形态和新兴教育形态。还有学者探讨数字技

术和人工智能给老年教育带来的深刻变革，认为要

着力创新老年学习空间，拓展“人工智能+老年学

习”新服务，以促进信息技术服务老年学习现代化

（张高飞等，2021），并从赋能场景、智能平台等方

面提出推进人工智能赋能老年教育模式变革的实

施举措（曾光等，2024）。 

（二）公共服务可及性研究

美国安德森（Anderson，1968）最早提出“可及

性”概念，认为公民有平等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的基

本权利，可及性包括服务的“覆盖”和“使用”两

个层面，是用户对实际享用服务及获得服务便捷程

度的评价，具体包括服务设施与资源的地理可及、

经济可及与时间可及，以及使用者的能力意识等。

可见，可及性概念离不开客观层面服务设施的时空

可达性，以及服务需求者对服务获取、满足程度的

主观判断。潘查斯基等（Pechansky & Thomas，1981）
将“可及性”理解为患者需求与公共卫生服务系

统之间的适配程度，提出包含可获得性、可适合性、

可承受性和可接受性等评价指标。托马舍夫斯基

（Tomasevski，1999）聚焦教育服务，构建了包含可

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的“4A”
框架，用于评价和保护个体的受教育权。

2000年后，我国学者将可及性理论引入公共

服务研究领域。王前等（2015）提出包含可获得性、

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维度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可及性评价框架，认为可获得性更多聚焦

设施和服务的种类和数量，可接受性重在对空间距

离、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的考量，可适应性主要考

察对服务需求和内容的适时修正和调整，可接受性

可通过顾客满意度进行评价。黄沙沙（2020）认为

可获得维度包括财政供给、基础设施、人力资源，

可接受维度包括公众对产品、活动和服务的满意

度，可适应维度包括公众参与、动态调整。其中，

可获得性是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评价的基础，可接

受性是关键，可适应性是核心。崔娜（2021）从提高

可获得性、保障可匹配性、完善可承受性层面 ,提
出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路径。冯献等（2021）
提出可达性和可负担性指标，从距离、时间和经济

可及性等考查居民的获得能力。刘文艳等（2023）
认为可获得性和可接近性指能否满足公众需求和

公众能否接触并使用，可适应性指是否根据公众需

求调整服务。王英等（2010）认为老年教育可及性

分供方可及、需方可及、教育成果可及，建议从老

年教育机会、质量、投入（资源）和目标（公平）等维

度构建老年教育发展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

综上可知，可及性理论在公共服务领域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不仅能评估公共文化服务成效，也是

检验政府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标准。2017年，党

和政府首次明确将老年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范

畴，可及性理论也逐渐被用于老年教育领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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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采用包括供需两维的“4A”分析框架，即可

获得性（availability）、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可接

受性（acceptability）和可适应性（adaptability）。有学

者建议突破这一分析框架，认为可基于社会现实构

建老年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王英等，2010）。
目前，老年教育可及性研究仍存在如下探索空

间：第一，对老年教育可及性探索总体不足；第二，

老年教育供给方不仅是老年大学，还包括社区、公

共文化机构、媒体等，已有研究往往局限于考察老

年大学，忽视其他供给方；第三，老年教育可及性研

究涉及对评价指标的探讨，针对某地区开展老年教

育综合评价的实证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可及性理论，提出老年教

育需考虑空间可及、内容可及、形式可及。空间可

及、内容可及是考察老年教育供给端，空间可及偏

向“可获得”和“可接近”，是对距离、时间、信

息获取便利的评价；内容可及对应 “可适应”，包

括对教育内容调整、公众参与的评价；形式可及包

括老年人对老年大学、公共机构、媒体三类老年教

育形式 “可接受性”（满意度）的评价。通过问卷

调查，本研究旨在探究两个问题：一是浙江省老年

教育在空间可及、内容可及和形式可及层面的现

状和样貌；二是探究老年教育满意度（形式可及）的

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问卷第一部分调查老年人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还关注老年人对老年教育的

观念，如“老年人受教育是基本权利”“老年学习

能提升生活质量”“老年学习可提高社会适应能

力”（选项 1=不赞同，5=非常赞同，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887）。
问卷参考可及性 4A框架测量指标，调查老年

教育空间可及、内容可及和形式可及（见表 1）。
空间可及借鉴了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和

“可接近性”评价的空间指标、时间可及、获得便

利等内容（崔娜等，2021；冯献等，2021），调查老年

大学的地理可及、时间可及、信息可及，以及老年

人参与社区、养老机构、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服

务空间和媒体教育空间的教育情况。

内容可及的测量主要对应“可适应性”，考虑

用户需求调整和消费习惯差异等指标。本研究参

考社会变化可适应（韩小威等，2021）、用户反馈可

适应（韩小威等，2021）、参与兴趣（冯献等，2021）
等指标，调查老年大学线下教育内容可及性（课程

数、课程内容），尤其是数字时代下老年人对新媒

体技术、老年数字公共资源的学习参与程度，如老

年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手机支付和手机拍照等

的兴趣。

形式可及主要对应 “可接受性”，参考公共

文化服务活动满意度的测量（黄沙沙，2020；王前等，

2015）。本研究主要考察老年大学、公共机构和媒

体三类老年教育形式的“可接受性”（满意度）。

老年大学教育形式满意度的测量包括求学便捷性、

学习费用、报名方式、师资力量等 20道题。此外，

公共机构老年教育形式涉及社区居委会、党群服

务中心、养老机构、公共文化场馆学习活动等 7道
 

表 1    问卷维度与变量设计

维度 指标 测量题目与数量 一致性系数

教育空间可及性

老年大学 地理、时间、信息可及（4道题） /

公共机构空间 街道和社区、养老机构、公共文化机构等教育参与（7道题） 0.905

媒体教育空间 报纸杂志、广电节目、网络资讯等参与情况（3道题） 0.827

教育内容可及性

老年大学教育内容 课程数、课程内容（2道题） /

新媒体内容 智能手机使用、手机支付等（6道题） 0.921

老年公共数字教育资源 老年大学线上资源、浙江云上老年大学等参与情况（4道题） 0.792

教育形式可及性

老年大学教育 2个因子（20题） 0.884

公共机构老年教育 满意度（7道题） 0.924

媒体渠道老年教育 满意度（3道题） 0.932

　注：由于分类变量的特性，部分信效度指标（内部一致性系数）不适用，本研究通过重测信度和内容效度补偿验证，表格中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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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媒体渠道老年教育包括老年人收听（看）广播

电视节目、阅读纸质内容和网络资讯 3道题。 

（二）施测与分析

本研究在 2023年 6月至 2024年 7月期间正式

施测。研究者对杭州地区的老年大学开展现场调

查，通过问卷星收集宁波、绍兴、台州、温州等地

区的数据。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418份，有效回收

率 88%。 男 性 82人 ， 占 19.6%； 女 性 336人 ， 占

80.4%。 65—69周岁老年人居多 ，共 118人 ，占

28.2%；60—64周岁 116人，占 27.8%，55—59周岁

占 17.1%。整体文化程度较高：大专及以上 267人，

占 63.9%；高中 /中专 117人 ，占 28%；初中学历

32人，占 7.7%。

本研究利用 SPSS22.0软件分析数据。采用描

述统计方法分析浙江省老年教育的可及性，进而采

用回归分析探究老年教育形式可及的影响因素。

问卷包含李克特量表（50题）、单选题（5题）和多

选题（1题），信效度检验根据题型特点分别采用不

同 方 法 。 李 克 特 量 表 信 度 检 验 结 果 可 接 受，

Cronbach's α系数≥0.7（见表 1）。由于分类变量的

特性，部分信效度指标（如内部一致性）不适用，本

研究通过重测信度和内容效度补偿验证。 

三、研究发现
 

（一）教育空间可及性 

1. 老年大学可及性

在“信息可及性”方面，数据显示，老年大学

报名信息来自“朋友推荐”的近一半。其次是来

自“老年大学宣传”，占 20.6%。可见，老年大学

在教育信息和资源推广方面仍存在不足。此外，互

相推荐是老年人参与老年大学教育的重要途径。

在“交通可及性”方面，选择“公交车”出行

的最多，占 41.9%；其次是“地铁”，占 24.4%；再次

是“自行车” ，占 16.7%； 9.8%老年人选择“步

行”。从所需时间看，“15—30分钟”居多（近

40%）；其次是“31—60分钟”，占 38.3%；12.9%的

老年人需耗时“1小时以上”才能到达老年大学；

9.1%老年人“15分钟以内”可达老年大学。由此

可知，浙江省在积极打造“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工作，老年大学这一公共文化教育设施和资源

的全覆盖有待提升。

在“时间可及性”方面，老年人每周学习时长

以“2—4小时”居多，占 53.1%；其次是“4—6小

时”，占 24.2%；“2小时以内”占 11.2%。就年限

而言，累计学习时间“3—6年”的占 36.4%；其次

是“1—3年”，占 29.2%；“6—9年”的占 14.8%；

部分老年人（占 13.2%）达“9年及以上”；6.5%老

年人求学“1年内”。由此可知，老年人是“老”

学员，是老年大学的“忠实粉丝”。 

2. 其他教育空间可及性

数据显示，“上网了解自己感兴趣的知识”（M=
3.83，SD=0.864）“阅读报纸杂志书籍”（M=3.47，
SD=0.919）“收听（看）知识性强的广播电视节目”

（M=3.39，SD=0.969）等是老年人获取资讯和学习知

识的常见方式。可见，媒体在助力老年人获得教育

资源、实现老有所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老年人参与街道和社区（M=2.24，SD=
1.130）、党群干部服务中心 （M=2.34，SD=1.241）、
图书馆、文化馆（M=2.56，SD=1.130）等公共文化机

构的学习活动，总体“参与较少”和“一般”（平

均得分 2分以上、3分以内）；“几乎不参与”和尚

未涉足的教育空间（平均得分 1分以上、2分以内）

包括高校教育场所（M=1.93，SD=1.073）和养老机构

（M=1.91，SD=1.073）。 

（二）教育内容可及性 

1. 老年大学线下教学内容

就课程数而言，老年人一般学习“1—2门”，

占 53.1%； 其 次 是 “ 3—4门 ” ， 占 30.4%； 学 习

“5—6门”的占 10.8%；少数老年人（5.7%）求知欲

强，学习“6门及以上”。

就学习内容而言，老年人最喜欢的课程为健康

护理类（如医学保健、老年护理等，提及次数占

35.2%）、生活技能类（如烹饪、摄影、手工艺术等，

提及次数占 29%）、文体活动类（如歌咏、舞蹈、模

特等，提及次数占 26.7%）和信息技术（如电脑、智

能手机运用等，提及次数占 9%）。 

2. 数字时代的教育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智能手机、

人工智能等智能产品和服务日益普及。数字技术

全面嵌入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数字化场景层出不

穷，构筑起数字生活新图景。因此，消弭数字鸿沟、

提升老年数字素养成为老年教育的重要使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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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调查老年人数字技能的学习兴趣和掌握程度

发现，老年人对其总体是“非常感兴趣”，尤其是

手机拍照、手机支付等日常生活所需数字技能；老

年人掌握视频剪辑、网络安全等数字技能最弱（见

表 2）。
  

表 2    老年人对新媒体教育内容的兴趣

新媒体

应用类别

学习兴趣或掌握程度（%）

已学会
不感

兴趣

比较

感兴趣
一般

非常

感兴趣

智能手机 18.2 0.7 25.6 22.0 33.5

手机支付 21.3 1.7 17.5 21.5 38.0

网络购物 19.1 5.0 17.0 23.0 35.9

手机拍照 18.9 0.2 19.4 21.8 39.7

视频剪辑 13.2 3.6 21.8 32.5 28.9

网络安全 16.0 1.4 18.9 34.4 29.2
  

3. 老年公共数字教育资源

本研究调查老年公共数字教育资源的知晓度

和参与度发现，老年人对老年大学线上教育平台相

对熟悉，“偶尔参与”和“参与较多”的老年人分

别占 55.3%和 26.1%；对于“浙江云上老年大学”

（由浙江政务服务网、浙江省委老干部局提供服

务），表示“听说过，但没兴趣”和“偶尔参与”分

别占 26.6%和 32.8%；对于由浙江省教育厅、浙江

开放大学联合开发的“浙学通（长辈版）”，近半数

老年人表示“没有听说过”，且四分之一老年人表

示“听说过，但没有兴趣”。总体而言，老年人对

老年公共数字教育资源知晓度和参与率不高，即老

年公共数字教育资源可及性偏低。 

（三）教育形式可及性

可及性概念的“可接受性”主要用于评价公

共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设施、内容和过程能否符

合用户期待，常采用满意度调查的方式。本研究主

要考察老年大学、公共机构、媒体三种教育形式的

可接受性。

老年人对老年大学教学的满意度普遍较高，介

于“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之间。从单项评

价看，老年人对老年大学的学费 （M=4.51， SD=
0.584）、师资力量（M=4.33，SD=0.607）、教育场地

（M=4.30，SD=0.658）、服务水平（M=4.29，SD=0.597）、
时间安排（M=4.27，SD=0.552）最满意。老年人对疫

情期间老年大学网络课程满意度不高，对线上教学

安排（M=3.96，SD=0.830）和教学效果（M=3.87，SD=
0.834）评价处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

这或许和老年人的求学目的有关，学习和社交是老

年人求学的两个主要目的，老年人希望借此获得社

会交往和互动机会。 

1. 老年大学教育可接受性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主要探究人口统计学变量、老年大学

服务满意度两个因子（教学主体和辅助活动）、老

年人对另外两类老年教育形式的满意度对老年大

学教育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多元阶层回归

分析法，将以上影响因素纳入模型（见表 3）。
在模型 1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男性倾向于对

老年大学教育形式评价高（β=0.165，p<0.01），老年

人的教育观念可显著正向影响老年大学教育满意

度（β=0.301，p<0.001）。模型 2纳入老年大学服务

满意度两个因子后的数据显示，老年人对老年大学

教学主体（β=0.566，p<0.001）和辅助活动（β=0.207，
p<0.001）的满意度可显著正向影响其对老年大学

整体的教育满意度。模型 3纳入其他两类教育形

式后的结果显示，老年人对公共机构（β=0.110，p<
0.01）和媒体渠道（β=0.127，p<0.001）老年教育的满

意度可显著正向影响其对老年大学教育的满意度。 

2. 公共机构老年教育可接受性及影响因素

老年人对各类教育机构及其教育形式的满意

度评价不一。评价最高的是老年大学的正规教育

（M=4.15, SD=0.620），这类老年教育具有系统性、

课程体系完善，更受老年人欢迎。老年人最不满意

的是养老机构（M=3.06, SD=0.836）和社区组织的学

习活动（M=3.06, SD=0.933）。老年人对养老机构、

社区的老年教育期待较高，但实际教育供给效果

不佳，存在较大心理落差。本研究通过多元阶层回

归分析方法考查公共机构老年教育可接受性影响

因素。

分析结果（见表 4）显示，在模型 1中，老年人的

老年教育观念（β=0.150，p<0.01）显著正向影响其对

公共机构老年教育的满意度。在模型 2中，老年人

在街道和社区老年教学点（β=0.327，p<0.01）、养老

机构的学习参与程度（β=0.202，p<0.05）显著影响其

对公共机构老年教育的满意度。但出乎意料的是，

模型 3的数据显示，老年人对老年大学教育的满意

度（β=−0.111，p<0.05）显著负向影响其对公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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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教育的满意度，即老年人对老年大学教育满意

度越高，对公共机构老年教育的满意度越低。
 

3. 媒体渠道老年教育可接受性及影响因素

多数老年人通过收听（看）广播电视节目、阅

读书籍杂志和网上浏览资讯等获取教育资源，但少

有研究关注老年人对此的满意度。本研究通过多

元阶层回归分析方法考查媒体渠道老年教育可接

受性的影响因素。

分析结果（见表 5）显示，在模型 1人口统计学

变量层面，老年人的教育观念（β=0.285，p<0.001）和
文化程度（β=0.128，p<0.01）显著正向影响其对媒体

渠道老年教育的满意度，即教育观念越积极、文化

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对媒体渠道老年教育满意度越

高。模型 2的数据显示，通过收听（看）知识性强的

广播电视节目（β=0.347，p<0.001）、阅读报纸杂志

书籍（β=0.378，p<0.001）、上网了解自己感兴趣的

 

表 3    老年大学教育可接受性阶层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p β p β p

性别（男） 0.165 0.001** 0.084 0.040* 0.083 0.039*

年龄 −0.036 0.466 0.025 0.531 0.014 0.723

文化程度 0.039 0.413 0.078 0.040* 0.065 0.082

教育观念 0.301 0.000*** 0.147I 0.000*** 0.108 0.006**

老年大学主体教学服务满意度 − − 0.566 0.000*** 0.525 0.000***

老年大学辅助活动满意度 − − 0.207 0.000*** 0.177 0.000***

媒体渠道老年教育满意度 − − − − 0.110 0.006**

公共机构老年教育满意度 − − − − 0.127 0.000***

模型摘要
R2 =0.146

F=17.611***
R2 =0.465

F=59.536***

R2 =0.488

F=48.750***

　注：表内 β 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p 值为显著性；* p<0.05；** p<0.01；*** p<0.001。

 

表 4    公共机构老年教育可接受性阶层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p β p β p

性别（男） 0.018 0.746 0.011 0.835 0.004 0.947

年龄 0.035 0.506 0.051 0.329 0.058 0.263

文化程度 −0.050 0.323 −0.028 0.584 −0.024 0.633

教育观念 0.150 0.003** 0.131 0.010* 0.118 0.028*

街道和社区老年大学教学活动 − − 0.327 0.001** 0.339 0.001**

社区的学习文化活动 − − 0.057 0.593 −0.027 0.802

老干部中心的学习文化活动 − − 0.097 0.226 0.103 0.201

党群服务中心的学习文化活动 − − 0.017 0.842 0.030 0.733

养老机构组织的学习文化活动 − − 0.202 0.038* 0.213 0.028*

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馆教育活动 − − 0.045 0.555 0.021 0.788

高校（职业学校）提供的活动 − − 0.085 0.278 0.095 0.226

媒体渠道老年教育满意度 − − − − −0.056 0.296

老年大学教育满意度 − − − − −0.111 0.048*

模型摘要
R2 =0.023

F=2.450***
R2 =0.092

F=3.717***
R2 =0.103

F=3.553***

　注：表内 β 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p 值为显著性；*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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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β=0.363，p<0.001）的老年人，对媒体渠道老年

教育的满意度较高。模型 3的数据显示，老年人对

公共机构老年教育的满意度（β=−0.139，p<0.001）和
老年大学教育满意度（β=−0.158，p<0.001）显著负向

影响其对媒体渠道老年教育满意度，即对公共机构

和老年大学教育满意度越低的老年人，对媒体渠道

老年教育时的满意度越高。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可及性理论视角，通过问

卷调查浙江省 418位老年人，考查该省老年教育可

及性基本现状和影响因素。

从空间可及性看，老年大学是老年人参与较多

的教育方式。对于街道和社区、图书馆和文化馆

等公共文化机构组织的老年人文化学习活动，老年

人总体参与较少或一般。高校是老年人几乎未涉

足的教育空间，正如马丽华等（2022）所言，高校助

力老年教育发展还存在动力缺乏、制度设计不足、

政策缺位等问题。媒体是老年人获取资讯和学习

知识的常见方式，在助力老年人获得教育资源、实

现老有所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老年大学“信息

可及性”方面，来自“朋友推荐”的近一半，其次

来自“老年大学宣传”。在“交通（地理）可及性”

方面，公共交通是首选方式，不到 10%老年人“15
分钟以内”可以到达老年大学，表明老年大学的覆

盖面还有待提升。在“时间可及性”方面，老年大

学学员大多是“老”学员。

从内容可及性看，老年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为

健康护理类（如医学保健、老年护理类等）、生活技

能类（如烹饪、摄影、手工艺术等）、文体活动类

（如歌咏、舞蹈、模特等）、信息技术（如电脑、智能

手机运用等）。李健等（2019）调查国内十所全国示

范老年大学课程发现，信息素养类课程设置普遍偏

少。王思瑶（2023）调研山东省发现，老年人对智能

技术课程（如手机使用）需求迫切，老年智能技术教

育有助于促进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本研究也发

现，近年浙江省老年大学热衷于开设信息技术类课

程，老年人对数字技能学习总体“非常感兴趣”，

对不同数字场景技能的学习兴趣和掌握度存在差

异，老年人热心学习手机拍照、手机支付等日常生

活所需数字技能。然而，线上老年教育资源的知晓

度和参与率偏低，即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的内容

可及性不高。

从形式可及性看，老年人的教育观念对其满意

度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就老年大学而言，男性对老

年大学可接受性评价高，老年大学主体教学服务、

辅助活动都会影响老年人对老年大学总体满意度。

街道和社区教育服务点、养老机构组织的学习活

动对公共机构老年教育满意度评价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文化程度高及经常通过广播电视、纸媒或

网络渠道获取资讯的老年人对媒体渠道老年教育
 

表 5    媒体渠道老年教育可接受性的阶层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p β p β p

性别（男） 0.050 0.331 0.004 0.785 −0.001 0.944

年龄 0.006 0.904 −0.015 0.319 −0.008 0.473

文化程度 0.128 0.008** 0.058 0.000*** 0.034 0.001**

教育观念 0.285 0.000*** 0.037 0.015* 0.023 0.032*

收听（看）知识性强的广电节目 − − 0.347 0.000*** 0.383 0.000***

阅读报纸杂志书籍了解资讯信息 − − 0.378 0.000*** 0.392 0.000***

上网了解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 − 0.363 0.000*** 0.374 0.000***

公共机构老年教育满意度 − − − − −0.139 0.000***

老年大学教育满意度 − − − − −0.158 0.000***

模型摘要
R2 =0.115

F=13.400***
R2 =0.920

F=672.955***
R2 =0.961

F=1115.912***

　注：表内 β 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p 值为显著性；*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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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高。此外，三类老年教育形式的满意度评价

之间存竞争关系，对老年大学、公共机构老年教育

满意度较低的老年人，倾向于对媒体渠道老年教育

的满意度评价更高。 

（二）政策建议

结合研究发现，参考国内外老年教育经验，本

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拓宽多元渠道，增加老年教育空间可及性。

这包括参考国外老年教育办学经验，通过政策引导

与资金扶持，鼓励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广泛参与老

年教育事业，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资源整合与技术

赋能，推动实体教育空间与虚拟教育平台的有机融

合：一方面，整合优化老年大学、社区教育、开放大

学等线下教育资源，推动设施共享与服务下沉；另

一方面，完善线上教育平台建设，构建覆盖城乡的

老年教育网络体系。二是结合时代特点，提升老年

教育内容可及性。这包括充分考虑老年人需求，兼

顾传统文化和数字技能两种教育内容：一方面发挥

老年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优势，丰富其精神

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着力开展数字时代老年人的媒

介素养教育，帮助其融入数字社会、掌握数字技能、

参与数字生活、共享数字红利、提升生活质量。三

是基于用户体验，加强老年教育形式可及性。这包

括结合老年人居住条件、身心特点，创新老年教育

方式，鼓励在家庭和社区场域的代际互助教育，如

社区可探索“一老一小”共同教育的方式，形成

“医养教”一体化方案，以体现教育的包容性和全

面性，提升老年人对老年教育的满意度；加强老年

大学、公共机构和媒介的有机融合，共促老年教育

发展。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教育空间、教育内

容和教育形式可及性的内涵界定与可及性 4A框

架的对应性仍需加强；二是对机构参与老年教育关

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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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lderl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Service Accessibility

WANG Wei

（School of media and law, NingboTech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  Elderl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ny  nation's  public  service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the  equalizat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elderly  education.
From the "accessibility"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lderly  educ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through  spatial  accessibility, content  accessibility  and  form
accessibility with a survey metho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lderly education space includes mainly
elderly universities,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media channels,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in
terms of spatial accessibility. For content accessibility,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ests and mastery
of  new  media  learning  among  the  elderly, and  the  content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digital  education  needs  improvement.  For  form  accessibility, both  the  teaching  and  ancillary
activities of elderly universities affects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by the elderly towards them. The learning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elderly education service points in local communities and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elderly's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institution education.  The elderly  who often obtain information through media channels  have a
higher satisfaction score with elderly education through media channels. This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enriching  the  theory  of  public  service  accessibility  and  providing  policy  reference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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