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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文化馆 2024年
“全民艺术学堂”频上热搜，“银发
主播班”很吸引眼球，这门课程教
些什么？银发学员们反馈如何？
近日，90后记者来到浙江省文化
馆，和50后、60后一起上课。

作为开班的第二节课，课程内
容相对比较基础，从复习直播话术
开始，引入介绍禁言、点歌、连线等
各种附加功能。这些技巧对银发
主播们而言，十分新奇。每个新技
巧都迫不及待亲自上手操练，课堂
上“哇，还能这样”的惊叹此起彼
伏，甚至有学员为了测试连线聊天
是否成功，一个跑到门外，一个坐
在教室，隔门对讲，仿佛小时候试
验土电话，玩得不亦乐乎。

为了适应老年朋友的学习习
惯，授课老师把操作步骤拆解得十
分细致，学员们也是个顶个认真，
频频举起手机拍照记录。

交流中，记者发现不少老年朋
友来上课，是为了和儿女“聊得
上”。“我老公和女儿公司都有直播
业务，自从上课之后，我们之间共
同话题多了很多，经常一起探讨直
播技巧。”从事业单位退休的沈阿
姨笑着说。

除了追赶年轻人的步伐，还有
不少银发主播是为了助力自己的
事业更上一层楼。家住杭州上城
区的年阿姨自己经营着一家服装
店，眼看着周围年轻人都开始做起
直播带货，她也有些动心，“孩子们

很支持我来上课，让我好好学，之
后学以致用。”申屠阿姨是一名公
益红娘，曾为几十对年轻人牵线搭
桥，她感觉到年轻人更喜欢抖音、
直播等网络交友方式，所以特意来
学习。“点鸳鸯谱也要与时俱进。”
申屠阿姨如是说。

课程设置实操环节，学员依次
上台演练直播话术，和其他用户连
线PK。大家落落大方，甚至播到停
不下来，台下的同学也没闲着，自
觉充当氛围组，互相加油打气。

据悉，这是浙江省文化馆首次
设立银发主播课程，课程刚一推出
便反响热烈，报名人数近700人（课
程限额30人），年龄范围从 45岁延
伸到 70岁，课程为期 8周，主要从
软件实操层面进行教学，内容设置
由浅入深，从直播间搭建，到中期
运营维护，再到借助巨量算数、抖
音热榜等工具进行直播复盘，覆盖
整个直播周期。

“增加银发主播课程，一方面
是为了满足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
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打破大众
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浙江省文
化馆工作人员周老师表示，一方
面把年龄限制下调至 45岁，另一
方面选拔 00后在读研究生作为授
课老师，希望通过与年轻人的交
流碰撞，让老年朋友更好地感受
时代脉搏。
（据《浙江老年报》徐雨阳 吴秀涓）

和子女“聊得上”帮人点“鸳鸯谱”

“银发主播班”里故事多
作为一种角色扮演类游戏，剧本杀以

其沉浸式体验及全程互动表演的特性在
青年群体中风靡已久，连日来记者采访发
现，如今在天津的一些社区，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开始主动接触并体验剧本杀。有
社会学专家指出，剧本杀吸引老年人的原
因，除了老年人自身不服老、想要跟上时
代、努力避免被贴上“思维僵化”的标签，
在他们看来，“国学剧本杀”也能够为老年
人搭建和孙辈沟通的新桥梁，让自己融入
年轻群体的圈子，显得更时尚。

天津和平区南营门街西宁道社区今
年已经组织大学生带老年人玩了两场剧
本杀。近日，志愿者们再次与社区老年
人邂逅“诗人之路”，重温文人诗韵，感受
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选用的
剧本名为《大唐风华录》，在南开大学、天
津医科大学学生的组织下，游戏中设定10
位唐朝诗人聚集天庭，参与天宫诗词大会
的游戏背景，采用情节设计、场景模拟、线
索推理等方式，按照剧本设定内容，通过
剧本提供的线索，破解重重关卡，完成游
戏。老年人沉浸剧本中，体验古人角色、共
情诗人心境，与文人墨客进行了一场古今
隔空对话和诗词洗礼，激发了广大老年朋
友们对诗词歌赋的学习兴趣和语言表达能
力，也为隔代教育孙辈储备了知识素材。

西宁道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原本
这些老年人和陌生人说句话都会害羞，
自从举办剧本杀活动，他们参加各类活
动的次数变得频繁，许多人在这里结识
了新朋友，学会了新知识。这些老人逐
渐变得开朗健谈，才艺表演说来就来，毫
不含糊。社区将继续创新活动载体，引
用当下流行的活动形式走进辖区老年人
生活，让年轻人的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
为老年人的生活增添更多活力。

（据《中老年时报》付殿贵）

老年人为啥青睐剧本杀

记者探访浙江省文化馆直播间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