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鞍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2 016-10，18 ( 5 ) : 91 － 93


新加坡乐龄教育发展新动态及其启示

王 冰
(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 教育系，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 人口老龄化问题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为应对此问题，新加坡将乐龄教育视为缓解人口老

龄化问题的重要策略之一，近期在乐龄教育的开展方面又呈现出新的动态，主要体现在实施机构、资金投入、
课程设置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这些新动态将为“十三五”期间我国老年教育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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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乐龄教育发展新动态

( 一) 实施机构

新加坡高度重视乐龄教育的重要体现之一就

是设立相应的机构来促进乐龄教育的顺利开展，

目前机构日趋完善，工作职责更加明确，这将为乐

龄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新加坡就已成立高级委员会来应对老

龄化的问题。1999 年开始构想将成功老龄化理

念纳入到国家公共政策之中。2004 年成立人口

老龄化问题委员会，目的在于为新加坡人口老龄

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做准备。2007 年成立人

口老龄化部长级委员会，职责是协调政府各部门

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问题［3］。
目前主要负责实施乐龄教育的是社会发展、青年

及体育部和活跃乐龄理事会两个部门，前者的主

要职责是提高人们为乐龄生活做准备的意识，保

持积极的生活方式以及继续为家庭和社会做贡

献，将新加坡建设成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国家; 后

者的主要职责是向国人推广活跃乐龄的理念，与

社区及商业团体携手为乐龄人士提供各种服务，

同时还开展相应的教育活动。
( 二) 资金投入

资金是乐龄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强有力保

障。根据当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新加坡对于

开展乐龄教育的资金投入从未中断。第一笔资金

可以归结为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向活跃乐龄

理事会下拨 2 000 万元的“黄金时机基金”，用于

资助乐龄人士从事义工、终身学习、拓宽社交网络

等活动。2011 年第一笔基金期满以后，新加坡又

拨了第二笔款。此外，2015 年新加坡还决定在未

来三年拨款 2 700 万元支持“创新学习 2020”策

略，主要用于支持培训机构创新学习环境，如开发

网上课堂培训模式，培训机构和雇主等可以参加

课程与交流会，探讨如何借助科技来推动新的学

习模式［4］。2016 年起，新加坡每季度为低收入

年长者最高发放 750 元的乐龄补贴［5］。这些基

金的持续注入以及补贴的发放体现了新加坡对乐

龄教育的高度重视，为乐龄人士解决了后顾之忧，

使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的保障，这样他们才能够

有更多的精力参与学习活动。
( 三) 课程设置

新加坡乐龄教育的课程设置一直是以实用性

和趣味性为主，但近期在二者的基础之上又体现

出多样性与时代性的特点。如活跃乐龄理事会近

期推出的“乐龄优学堂”主要是为 50 岁以上乐龄

人士提供短期课程，目的在于提升乐龄人士的生

活技能和对文化艺术的欣赏能力，涉及保健、激

励、理财、工作、安全、美食、旅行、怀旧、文化、了解

新加坡这十大领域。每一领域还包括若干分支，

如在保健领域，涉及假牙护理、养生、癌症预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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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知识［6］; 在激励领域，以贴近生活、热爱生

活为主，有的乐龄人士在阳台种植如杨桃、龙眼等

热带水果，并与他人一起分享种植经验［7］; 在技

术方面，主要涉及电脑、手机的使用等。此外，由

于新加坡地处东南亚，属儒家文化圈，且华人所占

比例较高，据新加坡 2011 年人口统计［8］，华人所

占新加坡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为 74．1%，因此乐

龄教育的对象大多是华人，所以课程设置还颇具

东方特色，如中国水墨画、折纸、剪纸、京剧、气功、
中国书法初级( 包括春联) 等。

由此可见，乐龄教育的课程几乎涵盖乐龄人

士衣食住行的各个层面，乐龄人士可以根据自身

的需求来选择相应的课程，有广泛的选择空间，课

程不仅丰富多样，而且与时俱进，具有明显的时代

气息，很受乐龄人士的欢迎。这些课程不仅可以

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帮助他们重塑信心，找到生

活的乐趣，同时还可以在充实自己的同时与其他

乐龄人士一起分享学习的快乐，有助于形成“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良好氛围。
( 四) 政策制定

新加坡乐龄教育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政策的保

障。政策的制定着眼于为乐龄人士创造学习条

件，如近期在乐龄教育的学费方面就明确指出对

50 岁以上的乐龄人士免费，但是 50 岁以下的乐

龄人士如果想学则需要交纳学费和材料费，如折

纸课程，学费和材料费共需 25 新元，其中学费 15
新元，材料费 10 新元［9］，自传课程需要 35 新元，

遗嘱课程需要 25 新元; 在招生人数方面，其班额

较小，学生人数大多在 8～15 人左右，一般不超过

20 人，如气功课程 8～10 人，最多 15 ～ 20 人; 在授

课时间方面，如写遗嘱课程，与之前的循环滚动课

程相比，近期多以短期为主，一个月上四次课，一

次课两小时，时间大多安排在中午，这样乐龄人士

既可以不耽误做其他事情，又可以在中午来学习，

一举两得。

二、对我国的启示

( 一) 加快发展老年教育

新加坡对乐龄人士的关注体现在社会的方方

面面，目的在于使乐龄人士能够积极生活，使国家

能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乐龄教育不仅使乐龄

人士自身受益，更可以减轻社会因老龄化而带来

的巨大压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最

快的我国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未富先老”的局面

已日益凸显。2016 年 10 月 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为我

国老年教育的开展指明了方向。《规划》指出: 目

前，尽管我国有“700 多万老年人在老年大学等机

构学习，有上千万老年人通过社区教育、远程教育

等各种形式参与学习［10］”，但是我国老年教育还

存在“资源供给不足，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保障机制不够健全”［10］等问题。因此，应加快发

展老年教育的步伐，积极整合各种有利于发展老

年教育的资源，扩大老年教育宣传力度，提升老年

人终身学习的意识，到 2020 年实现规划提出的

“以各种形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

年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 20%以上”［10］的目标。
( 二) 提升老年人终身学习的意识

在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新加坡从 2000 年

就开始倡导通过终身学习来提升雇员的受雇能

力。不仅如此，新加坡在 2003 年还提出“为就业

而终身学习”的口号［11］，这为新加坡乐龄教育的

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国也高度重视终

身学习，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2010—2020 年) 》第八章第二十三条中明确指

出要“重视老年教育”，“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这为“十三五”期间我国老

年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由于我国各地

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地方差异较大，尤其是在农村

地区，许多老年人对终身学习的认识不深，根本就

无暇顾及该怎样充实、快乐地度过自己的晚年生

活，因此开展面向农村的老年教育尤为重要。除

建立相应的老年教育机构或采取多种形式的老年

教育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提升这些老年人的终身

学习意识，充分调动这些老年人参与学习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双管齐下，结合

本地区特色，打造适合本地区老年人的教育。
( 三) 丰富老年教育内容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物质生活满足

的基础之上，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精神生活。新加

坡在开展乐龄教育过程中，注重课程设置的实效

性，即与乐龄人士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如何养

生、如何理财、了解医疗常识、安全常识、怎样做手

工、怎样做美食、怎样上网、怎样进行旅游攻略、怎
样写自传、写遗嘱等。这些课程的设置大大丰富

了乐龄人士的单调生活，使他们的闲暇时间得以

充分利用。当前我国老年教育的开展一般在老年

大学进行，课程的设置一般都以书法、象棋、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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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乐器等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的日益普

及，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再加之存在个体差

异、地域差别，不同经历、兴趣、爱好的老年人对课

程的需求也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课程设置方

面，要尽量丰富多样，且内容要与时俱进，只有这

样，才能大大提升老年教育的吸引力，使老年教育

的开展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 四) 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老年人力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充分

开发与利用这笔资源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捷径之

一。可以说，新加坡其“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地位

与其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密不可分的。新

加坡已于 1999 年将员工的退休年龄从原来的 60
岁延长至 62 岁，2012 年又将退休年龄从 62 岁延

长至 65 岁，这一年龄将逐步延长至 67 岁［12］，所

以“退而不休”对于新加坡许多乐龄人士而言很

正常。老年人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

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通过老年教育来充分发

挥老年人的“智力优势、经验优势、技能优势”，使

他们继续发挥余热，继续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真 正 实 现“老 有 所 学、老 有 所 乐、老 有 所

为”，这将对“十三五”期间我国老年教育新格局

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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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trend and inspiration of Singaporean
education for the senior citizens

WANG Bing
( Education Department，Boda College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 Jilin 136000，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ly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In order to re-
sponse to this problem，Singapore see sthe education for citizen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and it presents a new trend recently．It’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mplementing
agencies，funds input，curriculum offering and policy formulation etc．These new trends will provide some refer-
ence for the Chinese seni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Key words Singapore; education for senior citizens; new trend; inspiration

( 责任编辑: 刘士义)

39第 5 期 王 冰: 新加坡乐龄教育发展新动态及其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