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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程教育工作委员会

中老协远教字〔2021〕7 号

关于第五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立项的

通 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老年大学（老年教育协会）、各委员单位：

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老年大学（老年教育协会）申报

的老年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经全国老年远程教育科研和信息服务

中心组织专家评审、全国老年远程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会议）

审核通过，报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备案,同意安徽老年开放大学等

单位总计 167 个研究课题立项。

附件 1：第五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附件 2：第五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研究课题论文格式要求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程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1 年 0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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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五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立项名单

（167 个）

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1 安徽基层老年远程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安徽老年开放大学

2 高质量远程老年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与保障研究 安徽老年开放大学

3 新时代远程老年教育新方法及新热点研究 安徽老年教育研究院

4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安徽老年教育研究院

5
推进老年远程教育

在新发展阶段的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研究
安徽繁昌老年大学

6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安徽繁昌老年大学

7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安徽省巢湖市老年教育办公室

8 如何进一步推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安徽省巢湖市

凤凰山街道老年大学

9 新兴技术背景下农村远程老年教育的发展与实践 安徽省巢湖市烔炀镇老年学校

10 如何持续推动高质量的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安徽省巢湖市老年教育办公室

11 如何加强远程老年教育学科专业建设 安徽省巢湖市老年大学

12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合肥市庐江老年大学

13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14 老年远程教育课程建设探究——以教学设计为例
上海市宝山区

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公室

15 提高“网络学习圈”学习品质的实践与探索
上海市闵行区

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公室

16
开发三类微课程

提升社区教育服务能力的课题研究

上海市松江区

石湖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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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17 探索远程老年教育“医养教”新模式研究
上海市松江区

石湖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18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发挥远程老年教育作用的研究

上海市松江区

洞泾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19 运用智能技术助力远程教育课程建设的研究
上海市松江区

洞泾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20 新兴技术背景下农村远程老年教育的发展与实践 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老年学校

21 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松江区

泗泾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22 远程老年教育课程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研究
上海市松江区

泗泾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

23 “互联网+”老年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上海市徐汇区

华泾镇社区（老年）学校

24 “互联网+”下老年远程教育发展探究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老年学校

25
推动数字化老年远程教育学习资源创新与运用的

实践研究
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老年学校

26
街镇老年学校远程直播教学质量保障的

探索与实践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老年学校

27 票证文化促进莘庄老年远程教育的发展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老年学校

28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闵行区

江川路街道老年学校

29
依托“互联网+”

助推社区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老年学校

30 如何加强远程老年教育学科专业建设 上海市石门二路街道社区学校

31 学习团队建设助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上海市天目西路街道社区学校

32 新时代远程老年教育新方法及新热点的实践研究 上海市芷江西路街道办事处

33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共和新路街道老年学校

34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

远程老年教育学习形式的实践与思考
上海市彭浦镇社区学校

35
为社区养老插上智慧的翅膀——

基于老年远程教育在社区睦邻点的推动实践探索
上海市新桥镇老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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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36
给农民传送技术 为大地播撒黄金——

牡丹江老年大学远程教育课程服务乡村振兴调研
黑龙江省牡丹江老年大学

37 老年远程教育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的探索研究 吉林省老年大学

38
探索后疫情时代下的

吉林省老年远程教育发展路径
吉林省老年大学

39 高质量远程老年教育课程建设与保障研究 长春老年大学

40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集安市老年大学

41 “互联网+”老年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石家庄市老年大学

42 如何持续推动高质量的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石家庄市老年大学

43
如何运用远程老年教育

助力老年学员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
福建老年大学

44 新时代远程老年教育新方法及新热点研究 福州市老年大学

45 如何进一步推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台江区老年大学

46 新兴技术背景下农村远程老年教育的发展与实践 闽侯县老年大学

47 农村“养老服务+远程老年教育”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海东老校

48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东鲤老校

49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圣殿老校

50 如何加强远程老年教育学科专业建设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圣殿老校

51
推进老年远程教育

在新发展阶段的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庄头老校

52 高质量远程老年教育课程建设与保障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下山后老校

53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庄头老校

54 新兴技术背景下农村远程老年教育的发展与实践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曾埭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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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55
如何运用远程老年教育

助力老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东鲤老校

56
如何运用远程老年教育

助力老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西门老校

57 新兴技术背景下农村远程老年教育的发展与实践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西门老校

58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老教办

59 新时代远程老年教育新方法及新热点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西溪寮老校

60 如何进一步推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西溪寮老校

61 高质量远程老年教育课程建设与保障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老校

62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型厝老校

63 后疫情巩固发展农村老年远程教育的思考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64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

65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

66 农村“养老服务+远程老年教育”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

67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

68 探索远程老年教育“医养教”新模式研究 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

69 基层老年远程教育的一种创新形式 福建省晋江市老年大学

70 探索远程老年教育“医养教”新模式研究 福建省龙岩市老年大学

71
推进老年远程教育

在新发展阶段的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研究
福建省三明市老年大学

72 加强老年远程教育 推进积极老龄化 福建省三明市老年大学

73 “互联网+”老年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福建省石狮市老年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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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74 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远程老年教育体系 福建省德化县老年大学

75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福建省德化县老年大学

76 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报告 山东老年大学

77 如何持续推进高质量的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山东老年大学

78 如何加强远程老年教育学科专业建设 泗水县老年大学

79 新时代远程老年教育新方法及新热点研究 青岛西海岸新区老年大学

80 基层网络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山东省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老年大学

81 如何加强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学科建设
山东省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老年大学

82 高质量远程老年教育课程建设与保障研究 潍坊市老年大学

83 探索远程老年教育课程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寿光市老年大学

84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青州市老年大学

85 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远程老年教育体系 诸城市老年大学

86 如何持续推动高质量的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高密市老年大学

87 如何进一步推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昌邑市老年大学

88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安丘市老年大学

89
整合资源 共建共享

推动基层老年远程教育健康发展
临朐县老年大学

90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昌乐县老年大学

91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潍坊市寒亭区老年大学

92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潍坊市坊子区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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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93 如何进一步推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潍坊市潍城区老年大学

94 如何持续推动高质量的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威海市老年大学

95
推进老年远程教育

在新发展阶段的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研究
荣成市老年大学

96
推进老年远程教育

在新发展阶段的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研究
威海市文登区老年大学

97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乳山市老年大学

98
推进老年远程教育

在新发展阶段的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研究
济南老年人大学

99 基于空中课堂拓展老年远程教育途径研究 济南老年人大学

100
推进老年远程教育

在新发展阶段的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研究
济宁老年大学

101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菏泽市老年大学

102 “互联网+”老年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成武县老年大学

103 如何持续推动高质量的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郓城县老年大学

104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曹县老年大学

105 新时代老年远程教育实践服务乡村振兴 临沭县老年大学

106 农村“养老服务+远程老年教育”新发展 临沭县老年大学

107
如何运用远程老年教育

助力老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
烟台老年大学

108
推进老年远程教育

在新发展阶段的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研究
招远市老年大学

109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莱阳老年大学

110 新时代远程老年教育新方法及新热点研究 烟台市牟平区老年大学

111 如何运用远程老年教育助力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东营市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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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112 农村老年远程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东营市老年大学

113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东营市东营区老年大学

114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云岩区老年大学

115
如何运用远程老年教育

助力老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
贵州省南明区老年大学

116
花溪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开展远程老年教育的探索与思考
贵州省花溪区老年大学

117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观山湖区老年大学

118 如何进一步推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贵州省息烽老年大学

119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修文县老年大学

120
“互联网+”背景下

农村老年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展望
贵州省清镇市暗流镇人民政府

121
农村老年远程教育队伍建设亟需解决的

问题及对策
贵州省清镇市滨湖街道办事处

122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清镇市王庄乡老教办

123 基层老年教育现状及发展需求研究 贵州省清镇市清镇市红枫湖镇

124 如何持续推动高质量的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清镇市犁倭镇

125 农村“养老服务+远程老年教育”研究 贵州省清镇市流长苗族乡

126 如何进一步推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贵州省清镇市站街镇

127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清镇市新店镇老年教育

128 新时代远程老年教育新方法及新热点研究 贵州省清镇市巢凤街道办事处

129 探索远程老年教育“医养教”新模式研究 贵州省开阳县老年大学

130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正安县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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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道真自治县委组织部

132 红花岗区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贵州省红花岗区老年大学

133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赤水市老年大学

134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仁怀市老年大学

135 如何推进基层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习水县老年大学

136
如何运用远程老年教育

助力老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
贵州老年大学世纪分校

137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

138 农村养老服务+远程老年教育研究 贵州省德江县老年大学

139 如何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贵州省万山区老年大学

140 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远程老年教育体系 贵州省沿河县老年大学

141 新时代远程老年教育新方法及新热点研究 贵州省碧江区老年大学

142 基层老年教育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贵州省黔西南州老年大学

143 如何进一步推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贵州省黔西南州老年大学

144 如何进一步推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贵州省册亨县老年大学

145
如何运用远程老年教育

助力老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
贵州省普安县老年大学

146 “互联网+”老年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贵州省贵阳市

息烽县流长镇人民政府

147 疫情常态下老年教育办学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

148 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建设研究 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

149 探索远程老年教育课程质量建设的研究 广州市增城区老干部(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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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150
浅谈如何运用远程老年教育

助理老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
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

151
老年远程教育与课堂教育融合发展的

理念、策略初探
重庆市老年大学

152
新时代远程老年教育开展代际融合互动课程的

必要性研究
重庆市老年大学

153 “互联网”老年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重庆市老年大学

154 如何持续推动高质量的老年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重庆市老年大学

155 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远程老年教育体系 重庆市老年大学

156 探索远程老年教育“医养教新模式研究” 渝北区老年大学

157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万州老年大学

158 如何加强远程老年教育学科专业建设 北碚老年大学

159 推进基层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建设实践与探索 大足区老年大学

160 适应时代要求，推进基层老年远程教育健康发展 大足区老年大学

161 探索远程教育“医养教”新模式研究 大足区老年大学

162 如何进一步推动远程老年教育队伍发展 忠县老年大学

163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远程老年教育发展研究 荣昌区老年大学

164 智能手机在老年大学远程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秀山县老年大学

165 运用远程老年教育助力跨越 “数字鸿沟” 九龙坡区老年大学

166 推进老年远程教育在新发展阶段的融合发展共建 渝中区山城老年大学

167 新时代远程老年教育新方法及新热点研究 开州区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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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五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研究课题论文格式要求

研究论文（报告）以 3000～4000 字为宜，最多不超过 5000 字。

论文应有内容提要（200 字左右）、关键词（3～5 个）。

文稿一律用 A4纸双面打印；正文用小 4 号宋体字，行距固定值

24；页边距上下、左右均为 2.5 厘米；左上角方格内用 5 号楷体字注

明“第五届全国老年远程教育研究课题”字样。

正文最后须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及职务（职称）、联系电话、电

子邮箱、通讯地址、邮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