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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龄课堂照见文明高度
●胡日恒

漫步校园，能够真切感受到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在教育创新方面的
诸多努力。

创新思政课堂。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始终将政治性作为老年教育
的首要属性，将思想政治引领作为办学方向，围绕健康老龄化教育、安全
教育等主题按月开展思政课，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丰富课程体系。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多措并举拓展教学形式，构建
以第一课堂为基础，第二、第三课堂为延伸的教学体系，不断提升老年学
员学习获得感和满意度。同时，抓好第一课堂，形成以书画摄影、信息技
术、文学语言、医疗保健、声乐戏曲、体育舞蹈、器乐艺术、综合应用 8大
系、37门专业课程为支撑的课程框架体系。

丰富社团活动。成立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合唱团，组建“夕阳红”志
愿服务队，引导老年学员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市老年大学志愿服务
组织化、品牌化、长效化发展。组织社团参加艺术厅北街社区第41个全
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演出并与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联合开展“警惕
诈骗新手法 不做电诈工具人”活动、组织朗诵学会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文
联举办的朗诵展演活动。组织老年大学合唱团参加呼和浩特电视台

2025年元宵节晚会节目排练。
展望未来，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已有清晰的规划。
学校将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建设，针对学员的个性化需求与兴趣爱

好，精心调整课程布局，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全面提升课程品质。在浓郁
校园文化氛围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校园环境建设力度。积极策划各类文
体活动，如文艺汇演、书画展评、体育竞技、知识竞猜等，丰富学员们的
课余生活。同时，加强与全国其他老年大学的交流与合作，互相借鉴经
验，共同进步。定期举办学校间的互动交流，包括学术研讨、文化艺术
盛典、友谊赛等，共同开发或引进特色课程，运用信息技术促进资源共
享。秉持以学员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关注学员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
问题。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引导学员为社会贡献力量，展现老年学员的
时代价值。

“一片暖阳照桑榆”。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将持续聚焦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全面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学校、进课堂，持续提升老年教育办学质
量，办好人民满意的老年教育，为新时代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踏入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的大门，一阵悠扬
的歌声传入耳中。循着声音走进声乐教室，只见
学员们精神饱满，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练习发声，
专注程度丝毫不输年轻人。隔壁时装表演教室
里，学员们身着精致服饰，步伐优雅，自信地展示
着风采。舞蹈教室里，学员们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翩翩起舞，舞姿轻盈，丝毫看不出岁月在他们身上
留下的痕迹。

“我年轻时就非常喜欢唱歌。退休后，就想着
报个班，系统学习歌唱表演，自从加入了呼和浩特
市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每堂课我都参加，一方面是
想充实退休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圆年轻时的
梦想。”今年68岁的李钢，是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
合唱团的成员。他说，在老年大学不仅能增长知
识，还为我们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台，让老年人在
空余时间有去处，能够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生

活品质和幸福感。
今年 54岁的寇丽娟是一名剪纸爱好者。“我

一直很喜欢传统艺术剪纸，所以这次报名选择了
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的剪纸班，和志同道合的伙
伴们一起学习，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了。”寇丽娟
表示，自己是零基础入门，老年大学的课堂不仅专
业，课程时间也更人性化，下午 3点上课，5点下
课，学习的同时还不耽误接孙子放学。

“老年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办好老年大学
是满足老同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重要平台，也
是党和政府凝聚老同志、关爱老同志的桥梁纽
带。”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校长杜兰介绍，近年来，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老年教育工作，老
年大学师资力量不断增强，教学质量明显提高，社
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不断擦亮的老年教育品牌深
受全市老年朋友的认同和喜爱。

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选聘优质师
资，学校通过严把选聘关与考核关，建
立了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资源库。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选聘思想政治好、
业务素质高、教学经验丰富、乐于奉献
老年教育事业的教师入职。完善管理
框架，通过签订服务协议、召开教师
会、制定教师行为规范等管理办法、观
摩教学、推门听课、举办教学成果展等
形式，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
学能力。

在强化师资建设的同时，学校还
十分注重校园文化培育。通过开展校
园文化活动，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积
极推动老年教育教学成果的转化，为
建设“美丽青城、草原都市”贡献银发
智慧和力量。以校园文化活动为抓
手，持续擦亮特色品牌，开展了多项主
题活动，全面激发老年教育活力，打造
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校园文化活
动品牌，通过艺术形式传播了好声音、
传递了正能量。

“摄影班的很多学员都很有天赋，
拍出来的作品非常棒，接受能力也很
强。教学时我会和他们交流心得，在
聊天中了解他们的需求，这样有助于
开展接下来的教学工作。”呼和浩特市
老年大学摄影班教师黄伟表示，在他
任教期间，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多次
组建专业化、高素养的师资团队，定期
开展教学研讨与技能培训，确保课程
内容与时俱进，教学服务精准适配老
年学员需求。

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不仅展现了“老有所学”的生动图景，
更彰显出首府对老年群体精神需求的重视以及对城市发展的人
文关怀与长远眼光，丈量着一个社会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刻度。

在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和
精神需求备受关注，老年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呼和浩特市紧
跟时代步伐，深耕老年教育事业，从老年大学专业课程的增设，到
优质师资的选聘，都体现出对老年教育的重视。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走进课堂，学习书法、绘画、音乐、计算机等课程，不但能够更新
他们的知识体系，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还能推动其积极参与社

会活动，使其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在时代潮流中保持活力。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呼和浩特老年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仍

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有限的学位难以满足众多老年人的学
习热情。另一方面，教育内容和形式还有创新空间。此外，老
年教育师资队伍有待壮大。

为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呼和浩特市应加大对老年教
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新建或扩建老年大学和社区老年
教育机构，增加学位供给。同时，深入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开发
更多贴合老年人生活实际、兴趣爱好的课程，如智能手机应用、

健康养生、传统文化传承等。此外，还可以开展专业培训，吸引
和培养一批热爱老年教育、专业素质高的教师，鼓励青年志愿
者参与老年教育，充实师资力量。

深耕老年教育是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
要举措。呼和浩特市在老年教育方面已迈出坚实步伐，但仍需
不断探索和完善。期待在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呼
和浩特市的老年教育能够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让每一位老年
人都能在学习中享受晚年的美好时光，在时代的春风里绽放独
特芳华。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呼和浩特市老年大学的教学楼，校园里便热闹起来，学员们的活力与欢声笑语交织出一曲别样的“青春之

歌”。如今，越来越多老年人不再满足于平淡的养老生活，纷纷走进老年大学，开启充实多彩的晚年学习旅程，畅享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

有所为的生活。

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8亿。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老年大学这座“银发学府”正以独特方式回应着时代课

题——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累计培养学员超1.2万人次，专业课程从12门扩展至37门，银发课堂持续扩容的背后，折射出新时代老

年人从“养老”到“享老”的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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