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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学协字[2021]21 号

关于召开第十四次全国老年教育
理论研讨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由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主办，老年教育学术委员会和河南省老

干部大学共同承办的第十四次全国老年教育理论研讨会定于

2021 年 6 月下旬在河南郑州市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讨会主题

本次理论研讨会的主题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讲话精神，总结《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贯彻实施经验，分析新形势下老年教育发展面临的

新问题，办好人民满意的老年教育。

二、研讨会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7 日下午报到，28—30 日 3 天会议，

7 月 1 日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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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雅文大酒店；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地德街 16

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东门）

酒店联系人：郭方霞；前台电话：0371-60679999。

三、参加会议人员及会议规模

参会人员为省（副省级城市）、地（设区市）和县（市）老

年大学（老年教育委员会、老年协会）、高校和企业、部委老年

大学分管校长，理论研究部门负责人，荣获优秀论文等级奖作者，

会议规模 160 人左右。

四、研讨会主要议程

1、表彰第十四次全国老年教育理论研讨会优秀科研成果；

2、听取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刁海峰常务副会长主题报告和有

关专家学术报告；

3、研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在老年教

育中的措施；

4、交流老年大学办学经验；

5、参观考察河南省老干部大学。

五、研讨会有关费用

1、往返路费、住宿费自理。住宿收费标准：单间 480 元/

天；双人标间 190 元/天/人。由于酒店单间较少，原则上单间安

排给有关领导和有特殊需要的同志，且双人标间不安排单住；

2、参会人员每人缴纳会议费 1200 元/人（含资料费 200 元/

人）；请于 6 月 20 日前汇至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汇款信息：银行户名：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青年湖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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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号：11190301040000095

财务联系人：张冉 联系电话：13693245262

汇款时请注明开票抬头及税号等信息；汇款留言注明“十四

次理论研讨会会务费”字样。

六、会议其它事项

1、接到本通知后，请认真填写会议回执（见附件一），务必

于6月20日前将会议回执连同会务费汇款凭证复印件（或拍照），

反馈至老年教育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地址：南京市白下路 314

号 11 楼；邮政编码：210001；电子邮箱：njbx314@163.com。

联系人：丁以昌，联系电话：13815853771；徐来，联系电话：

13705164594；

2、河南省老干部大学会务联系人：李东华，联系电话：

18568729296；

3、根据有关规定，研讨会原则上不安排接送站。（到达郑州

后前往酒店的交通见附件二）；

4、根据当前防疫要求，请参会人员佩戴口罩，须持健康码

入住酒店。

附件：1.第十四次全国老年教育理论研讨会获奖征文名单

2.参会人员报名回执单

3.参会人员行程信息回执

4.到达郑州后前往酒店的交通（推荐乘车路线）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

2021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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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四次全国老年教育理论研讨会获奖征文名单

特别奖（14 项）

《老年教育现代化特殊性分析》王江/白锐/哈尔滨老年人大学

《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推进老年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魏立

田/孟璿/吉林省老年大学

《天津市老年大学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潘望远/齐兰芬/天津市老年

人大学

《上海市老干部大学课程体系建设研究》周鸿刚/王媛/唐婧/郑安格/

上海市老干部大学

《关于老年教育教学问题的几点思考》王玉珍/金陵老年大学

《紧紧围绕“宗旨”推进新时代老年大学发展》刘 璟/江苏省老年大

学协会

《试析社会力量办学的生机与活力》陈勇/江苏省老年大学协会（江

苏青春老年大学）

《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促进老年大学向广度和深

度延伸的几点探讨》陈美行/徐州老年大学

《权威、合成、规范、务实的管理体制——马鞍山市老年教育委员会

给予的积极启示》汪永年/马鞍山市老教委

《老年教育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研究——以厦门老年大学老

妈妈关爱团为例》厦门老年大学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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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程现代化为抓手推动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卢育红/刘淑

睿/广东省老干部大学

《思政必行 方得正道——从广西老年大学思政课的实践谈老年大

学如何抓好思政课》何天维/邓如河/广西老年大学

《用习近平教育思想领航老年教育现代化新征程：老年教育现代化路

径探析——以重庆市老年大学为例》刘 庆/重庆市老年大学

《坚持以人为本 抓好四支队伍建设 为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工

作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白向华/陕西老年大学

一等奖（30 项）

《“微课程”在老年教育中的开发与应用》王美微/黑龙江老干部大学

《抗疫期间我国老年教育的繁花百态与形式创新》齐兰芬/天津市老

年人大学

《后疫情时代老年教育的课程创新与实践——以河北老年大学乐龄

健康课程为例》张福仁/赵欢/宋惠敏/河北老年大学老年教育研究中心

《我国老年教育转型发展：理论重构与策略选择》马丽华/华东师范

大学

《问题与对策：改善老年大学资源配置 缓解“一座难求”办学困局》

万蓉/上海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探讨》韩曾俊 余小平/合肥老年

大学

《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老年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当涂县老年教育探索

与思考》胡庆甫/当涂县老年教育委员会

《对基层老年学校建设“最后一公里”的初探和建议——基于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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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县（市、区）的调研》钱自海/左哲夫/安徽省老年大学协会

《新时代老年教育“双嵌入”模式的济南实践与探索》温洪军/肖建/

济南老年人大学

《市（地）级老年大学办学理念研究与实践》宋正树/孙泽浩/潍坊老

年大学

《老年教育立法工作研究——以<山东省老年教育条例>立法前期准

备工作为例》吕德义/王海勇/王太进/山东老年大学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大学生命教育课程设置探究》贾华/淮安市

老年大学

《老年教育现代化的苏南实践》王少东/苏州市老年大学

《中国老年教育发展历程中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研究》周朝东

/金陵老年大学

《人文学科在老年教育中的缺失及对策》魏平/常州老年大学

《新形势下老年大学社团建设现状与对策浅析---以抚州市老年大学

为例》刘松/江西省抚州市老年大学

《积极老龄观和老年大学教育》费国良/浙江省宁波老年大学

《福建省农村老年远程教育课程需求调研报告》福建省老年大学协会

《老年大学“公开研究课”的价值取向初探》薛根生/龙志斌/长沙市

老干部大学

《老年大学有效应对“一座难求”的策略研究》梁 雪/湖北省老年

大学

《老年大学办学规模与条件探讨》龚启良/襄阳市老年大学

《强化学科意识 努力推进老年大学学科建设》方祥华/武汉市洪山老

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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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教育资源配置的国际视野》王友农/广州老年大学

《中国老年教育研究现状分析》王卫东/钟楚英/广东省老干部大学

《“一带一路”框架下老年大学在政策沟通中的原则和方式》林金炎/

潮州市老干部大学

《发挥优势 挖掘潜力 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广西老年教育新发

展》张起/覃晓思/广西老年大学

《新时代老年大学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周炜/刘蕙铭/重庆老年大学

《新时代我国老年教育发展趋势与策略思考》陈明建/重庆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在深度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资源整合的对策研究》张泽林/成都

市锦江区老年大学/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欠发达地区老年教育状况调查》吴廷述/贵州省老年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

二等奖（50 项）

《浅议老年大学的教育教学管理》杨书章/北京市东城区老年大学

《浅谈老年生命教育》姜淑华/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老年大学

《试论老年大学教学规律与一般学校教学规律相比之特殊性》姜金屏

/哈尔滨老年人大学

《辽宁省老年教育基本情况及对策分析》刘凤满/辽宁老干部大学

《造就老同志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杨朔/吉林省老年大学

《终身教育体系视域下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课题》谢保群/天津市老

年人大学

《新时代我国老年教育供需矛盾分析与对策研究》宋惠敏/赵欢/河北

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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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老年大学在线教学的现状与对策研究》林万新/石家庄市

老年大学

《后疫情时期中国老年教育的展望》陈赛/河南省老干部大学

《老年教育机构助力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的实践与思考》董成利/

上海崇明瀛通老年大学

《 新 时 代 关 于 老 年 教 育 教 材 建 设 的 相 关 研 究 》 崔 晓 光 /

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学院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老年教育专职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以松江

区老年教育专职教师为例》游赛红/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成人中等文化技

术学校

《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老年教育运行机制的实践》马丹宇/杨 艳/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学习办

《新时代老干部大学党建工作的探索与思考》查正和/孙梦蕾/刘恩/

上海市老干部大学

《积极拓展老年教育的社会功能 推进老年人的“再社会化”的研究》

刘勇/阜阳市老年大学

《社会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应对举措——以安徽省马鞍山市为例》

马鞍山市老年大学

《合肥市包河区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研究报告》张玉琼/李琼/包河区老

年大学

《老年大学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创新构建研究》刘晓晨/济南老年人大

学

《党建工作对提升老年大学办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的成效与作用》

高霞/李光升/潍坊市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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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教育对老年期社会化的促进作用分析》宋正宽/李婧媛/山东老

年大学

《新时期老年大学师资现状与需求的调查研究——以山东老年大学

为例》傅立民/马瑞/山东老年大学

《中国老年大学国际开放交流的探索研究》孟凡军/王蕾/烟台天马维

拉斯老年大学

《发挥社区教育中心优势，推动老年教育进一步发展》江宁区老年教

育协会

《当代老年大学弹性学习模式的建构研究》许振华/南通市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规范化建设的探讨》唐朝双/徐州老年大学

《普通高校兴办老年大学优势的制约因素与提升举措》彭建华/卜建/

王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老年大学

《教师团队型授课的初步探索》陈玉杰/冯新民/金陵老年大学

《我国老年教育管理体制研究及思考》崔华/盐城市老年大学

《试论老年大学回归教育本源的若干问题——兼论老年教育培养功

能及其培养规格》王亮伟/常州老年大学

《把握“三农”问题,搞好农村远程老年教育课程开发》胡德江/ 上饶老

年大学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农村老年教育发展——来自浮梁县农村老年教

育调查的思考》杨昔文/景德镇老年大学

《大行德广抓思政 未雨绸缪铸思魂——新时代老年教育思想政治

理论课探微》温学贤/李志人/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老年大学

《老年生命教育实践与课程优化研究》李天心/温州城市大学（温州

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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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难求”怎么破？——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资源需求与

供给分析》刘丹峰等/福州市老年大学

《厦门老年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的做法与体会》李龙波/厦门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线上教学常态化发展与对策研究》潘永明/厦门老年大学

《积极老龄化视野下的老年生命教育策略初探》余芳/武汉市江岸区

社区教育学院

《规范开班设科 推进学科建设》陈小安/任银发/武汉市汉阳区老年

大学

《后疫情时期老年心理保健系列网课创新研究》郑晓边/华中师范大

学老龄问题研究中心

《对新形势下老年大学课程设置和建设的思考》/黄云博/陶崔未/武

汉市东西湖区老年大学

《让老年教育更加公平更有质量》梁烈/广州老年干部大学

《潮州市老年教育新型养老模式的发展路径与提升对策研究》陈先哲

/广东省潮州市老干部（老年）大学

《坚持政治建校 发挥思想教育主阵地作用》邢智勇/重庆市大足区

老年大学

《聚焦薄弱 补齐短板 推进区（县）老年教育城乡协调发展——来自

重庆市部分区（县）老年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杨 璞/重庆市万州老年大

学

《发展网络老年教育的思考》周德念/牛键蓉/成都桂溪老年大学

《自主管理 科学管理 创新管理——成都市老年大学规模化教学管

理的实践与思考》曾徐乡/成都市老年大学

《发展农村老年教育的调查研究》遵义市道真自治县老年大学/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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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

《老年学员性别失衡问题的成因及利弊分析和应对措施》亢欢虎/陕

西省宝鸡华厦老年大学

《关于宁夏老年人学习需求的调查研究》宁夏老年大学

《深刻认识疫情形势下做好老年教育工作的意义 积极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以新疆老年大学为例》任梓荣/新疆自治区老年大学

三等奖（90 项）

《践行文化自信创新老龄教育》梁彩萍/魏节/北京市海淀老龄（老干

部）大学

《推进哈尔滨市老年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白锐/哈尔滨老年人大学

《以美、日两国为代表的西方老年远程教育对吉林省老年远程教育发

展的启示》郑娟娟/吉林省老年大学

《地市级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实践》李亚波、张岭/长春老

年大学

《大力提升学校领导力推进新时代老年大学转型发展——从辽源市

老年大学办学实践说起》肖振安/辽源市老年大学

《积极拓展老年教育的社会功能推进老年人“再社会化”》杨紫艺/

四平市老年大学

《高等院校兴办老年大学的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董静/河北老年大

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河北省老年教育需求与供给》王国贞/裴文琪/

段皖毅/河北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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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发展老年远程教育的探究》王伟/内蒙古老年大学

《规范教师教案是老年大学优质课堂的基础》张晟/内蒙古巴彦淖尔

老年大学

《山西老年大学学员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山西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和评估机制》黎婧/河南省老干部大

学

《澳大利亚第三年龄大学的发展特点及其启示——以墨尔本市 U3A

为例》刘茜/华东师范大学

《在抗击新冠病毒战役中再塑家国情怀——兼论老年群体的教育任

务》姜继平/上海大学老年大学

《开发教学新模式 开创老年教育新局面》王信泰/上海交通大学

《浅探新时代上海松江老年移动学习的挑战与对策研究》王芳/吴献

忠/上海开放大学松江分校

《中外老年教育主要模式的比较研究》陈琦/上海老年大学

《为老年教育委员会机构组织形式点赞——浅论探索创新老年教育

管理体制问题》周永海/安徽省舒城县老年教育委员会

《浅论老年教育养教结合的现状与发展——以合肥市老年教育发展

为例》陈 丽、袁文长/合肥老年大学

《人口老龄化视觉下“文化养老”的主体模式解析》缪有淮/肥东县

店埠镇镇西社区老年学校

《老年远程教育推进策略研究——主动学习的视角》曹颖/安徽老年教育

研究院

《对实现城乡社区老年教育全覆盖的一点思考——浅谈含山县老年

教育全覆盖的实践探索》胡延枝/含山县老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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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村老年教育的调查研究》谢荣华/安徽省老年大学协会

《以创新理论研究成果指导老年教育工作发展——安徽省马鞍山市

老年教育办学实践浅探》郭家强/马鞍山市老教委

《关于加强老年教育工作的几点思考》昌业伟/济南老年人大学

《新时代企业老年大学提高教学质量实践与思考》葛茹/济南铁路局

老年大学

《当前村居老年学校的困境及发展研究》金晶/马鞍山市雨山区老教

委

《创新三个课堂互动模式 促进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以青岛市

李沧区老年大学为例》孙光礼/青岛市李沧区老年大学

《老年教育下沉“社区发展”之对策》丁明/青岛市李沧区老年大学

《支部建在班上的潍坊实践与探索》刘军鹏/刘小娜/潍坊市老年大学

《农村社区老年大学的办学实践与探索》訾青武/赵志满/刘廷欣/诸

城市老年大学

《山东省老年教育发展趋势研究》孙峰/巨玉霞/山东老年大学

《加强老年大学的党建和发挥学员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有益探索》赵

晓南/烟台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烟台老年大学）

《“养教一体化”老年教育新模式的发展势在必行》谢汶真/山东省海

阳市老年大学

《人口老龄化对老年教育的新要求》孙燕/高欢/山东省平邑县老年大

学

《老年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之我见》郭跃华/张春煦/胜利石油管理

局有限公司老年大学

《提升老年人文化气质的途径探析——以济南市市中区老年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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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实践为例》李恭璋/张海凤 /济南市市中区老年人大学

《疫情防控背景下老年教育“线上教育”模式的思考》侯雷/枣庄老

年大学

《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中的老年心理探究》宋志华/老年教育杂志社

《青岛市老年教育发展调研报告》潘克选/胡孝强/青岛市老年大学

《建设“家门口的老年大学”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探索——

以淄博市及各区县老年大学实践为例》翟昀仪/ 淄博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互动式教学模式的探讨与实践》李春萍/崔於义/汤山老年大学

《江宁区老年大学学员结构研究》江宁区老年大学

《关于老年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徐家才/南京市六合区老年大

学

《让老年生命关怀在教育中得到充分体现》曹启瑞/淮安市老年大学

《优先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是我国老年教育现代化的奠基工程》朱

学标/苏州市老年大学

《县域老年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刍议》吉传稳/朱远垠/海安市老干

部大学

《增进民生福祉 补齐教育短板——试论老年教育与民生福祉的五个

关系》施布民/南通市老年大学

《提升教师素质 办好人民满意的老年大学---再从学习中共中央“4

号文件”谈起》唐晋元/徐州老年大学

《推进徐州地区老年教育协调发展的探索》王连生/徐州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社团建设的实践和思考》邹建东/南京市秦淮老年大学

《推进南京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李克平/董淑芬/南京

老年大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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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起点改革创新跨越发展----老年教育规范管理现状之浅析》朱

晓/万粉红/阜宁县老年大学

《城乡老年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王振亚/苏州

高新区老年大学校长

《新时期老年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的探索》薛二伟/常州老年大学

《有关互联网+老年远程教育模式的研究》于圣书/江西省鄱阳县老年

大学

《完善老字号机构治理体系为我国积极老龄化贡献力量》胡建中/景

德镇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和评估机制》易攀新/宜春市袁州区

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在积极老龄化中的作用》李高冲/宁波市老年大学

《疫情背景下老年大学“空中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戴碧宏/宁波

市鄞州老年大学

《走进新时代：老年教育融入社会治理的逻辑解析》许翯翯/温州老

年大学

《新时代福建老年教育发展实践与策略》福建老年大学课题组

《关于加强离退休干部“文化养老”需求的调研报告》莆田市老干局

/老年大学课题组

《关于积极老龄化的思考》万军/厦门老年大学

《老年教育网络课程资源开发的探索》贺佳妮/长沙老干部大学

《浅谈新冠肺炎疫情对老年教育的冲击及对策》杨世燕/怀化市老干

部（老年）大学

《湖北省老年人接受远程教育需求调查》 白德高/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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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大学

《论如何有效开展老年生命教育》朱明月/天门市老年大学

《关于老年大学学科建设的思考》李家亮/武汉市蔡甸区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学科、专业与课程关系初探》邬希婧/陈德光/华中农业大

学老年大学

《探索党建新路子 推动办学上台阶》任银发/陈小安/黄业辉/武汉

市汉阳区老年大学

《文化养老——中国式养老服务的最佳选择》刘谦/张诗荣/武汉大学老年大

学

《关于开展老年游学活动的调研报告——以广东省老干部大学为例》

欧波/广东省老干部大学

《坚持“先行示范”标准 努力打造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圳样本》

梁丽丽/深圳市长青老龄大学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老年生命教育的实施策略研究》何睿

衡/陈丽华/广东省江门市老干部大学

《广西老年大学普及应急救护知识的实践与思》周芯/经克/关淑妮/

广西老年大学

《以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为载体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实效性

的研究与实践》师 勇/重庆市大足区老年大学

《城区老年远程教育的布点与实施研究》陈龙茜/重庆市渝中区山城

老年大学

《试论实行“多元化”老年教育办学形态是拓展社区老年教育工作的

有效途径》汤传学/北碚老年大学

《“后新冠时代”老年大学课程改革的初步思考》李兵/四川资中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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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学

《学习贯彻《规划》精神切实推进学校发展》李诗白/成都高新区中

和街道老年大学

《搞好基层老年教育是老年教育发展的根本出路》周淑秀/贵州省贵

阳市云岩区老年大学

《余庆县关于三级老年远程教育工作网络研究报告》刘忠群/贵州省

遵义市余庆县老年大学

《党建引领夯实公益基础“三大特色”深化教学改革——西安老年大

学党建和学员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有益探索和实践经验》王国庆/西安老

年大学

《浅谈民办老年教育的创新发展之路》衡拜绪/张红/宝鸡华厦老年大

学

《加强老年大学规范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李新珂/渭南市老年大学

《延安老年教育发展的实践探索与思考》郭耀林/延安老年大学

《发展社区老年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以榆阳区发展社区老年教育

为例》惠振苏/李建军/榆林市老年大学

《西部地区基层老年教育发展缓慢的成因及对策——以天水市为例

调研》董丽萍/天水老年大学

《党建引领初心，教学践行使命，扎实走出一条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新路子》施晓靑/宁夏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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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报名回执单

学校名称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身份证号 职务 级别

报到时间 手机号

备注

开票信息

汇款单位 或个人汇款姓名

发票抬头 税号

汇款日期 电子邮箱

联系人 手机

附件 3：

参会人员行程信息回执

姓名 性 别 单位及职务

发票抬头 税号或单位代码

住宿要求
单 间 双人标间合住 是否服从调剂

身份证号 手机

到达信息
航班（火车）班次 到达时间 达到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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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回执请务必于 6 月 20 日前将回执连同会务费汇款凭证复印件

（或拍照），反馈至老年教育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白

下路 314 号 11 楼；邮政编码：210001；邮箱：njbx314@163.com（回执表

格可复印）。

附件 4

到达郑州后前往酒店的交通（推荐乘车路线）

一、郑州火车站

1、乘坐地铁 1 号线至会展中心站，从 B1 口出站后，乘坐

S168 路公交车至河南省老干部大学站下车。

2、郑州火车站打车至目的地雅文大酒店约 15 公里。

二、郑州东站

1、乘坐地铁 5 号线（外环运行）至众意西路站，C 口出站

后向北步行约 50 米，乘坐 S168 路公交车至河南省老干部大学站

下车。（或出地铁站后直接步行至目的地，约 1000 米）

2、郑州东站打车至目的地雅文大酒店约 10 公里。

三、郑州新郑机场

1、乘坐机场城际铁路至郑州东站，后参照上述路线至目的

地。

2、乘坐地铁城郊线（2 号线）至黄河路站，站内换成地铁 5

号线，内环运行至众意西路站，后参照上述方式至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