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您孜孜不倦的教诲，
由衷地道一声谢谢！”“忘不了
老师的辛勤耕耘、无私奉献，愿
新学期继续跟着你学习。”“老
师的为人、所做的教学课件，堪
称典范，十分感谢！”……近日，
随着老年大学的课程学期结
业，迎来暑假，许多90后年轻
老师们也收到了七八十岁爷爷
奶奶级别“学生们”的感谢信。

“被‘狠狠’感动了！”老年大学
里的年轻“小”老师们分享道，
在长辈们身边，年轻的他们收
获了更多的尊重和成就感。而
老人们更学会了不少新鲜事
物，会用新技术新手段，让晚年
生活更加舒适、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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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师”教得有趣
“老小孩”学得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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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年人上课，怎么叫，怎么教？听听青岛市老年大学“小老师”的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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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事物层出不穷，老年人
个性化学习需求爆发。去年秋
季，青岛市老年大学教务处忙着
招老师，新增无人机航拍、小提
琴、油画等特色课程，丰富课程体
系，满足多元需求。

新鲜事物不能落下老年人，
新技术新服务对提升老年人生活
质量大有帮助，而这些离不开年
轻人的帮助，“这方面的教育培
训，需要大批青年人才加入进来，
我们要给他们创造广阔舞台。”青
岛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市老年
大学校长王青海说。

老年大学教育队伍年轻化是
一件好事。年轻人朝气蓬勃、思维
活跃、敢于创新，授课方式更加灵
活、有趣，能给老年大学带来更多活
力，让“夕阳红”更“青春”。尤其是
年轻人对智能技术更加熟悉，他们
当老年大学老师，有助于帮助老年
人更好地融入智能生活。对于年轻
人来说，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以及

“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也能够助
力自身更好成长。老年大学提高
教师待遇，健全成长机制，畅通晋
升渠道，让参与老年教育的年轻人
有发展、有奔头，使他们安心从教、
舒心从教，在更好服务老年人的过
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相关链接

鼓励年轻老师
服务老年大学

“忘年交”
畅游中华文化

“你们觉得，最早的梯田出现在南
方还是北方？”“学长们是不是去过很
多古镇，谁来分享一下都去过哪里？”
在青岛市老年大学《文化之旅》的课堂
上，33岁的由守勇老师正滔滔不绝地
带着“学长们”遨游祖国大好河山，畅
谈历史文化知识。

2021 年来到青岛市老年大学教
授这门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
由守勇最近刚刚带出了一届“毕业
班”。“《文化之旅》这门课创立了以‘云
游中国，漫话文化’为主题的教学方
法，详略得当地介绍中国各省市的名
山大川、历史遗存等相关知识，较为系
统、直观地展现各地的历史、地理、人
文等相关知识。”由守勇告诉记者，这
门课的学制是两年，算是老年大学里

“知识含量”比较高的一门课，非常受
喜爱旅游地理、文化历史的老年朋友
的欢迎。“我是学旅游出身的，虽然对
这些知识都比较熟悉，但最初来上课，
压力还是比较大，有点紧张，觉得知识
讲深了、浅了都不合适，要专门创新一
套课程。”由守勇回忆，为了激发大家
的兴趣，他以课件为蓝本，穿插多种音
视频材料，把相应的文化知识转换成
通俗易懂的语言，增强了学习的趣味
性，让“学长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
多元文化，享受学习过程。

单是对老年学友的称呼，他就想
了好几种，最终觉得“学长”既尊重又
亲切。“学长们年龄比我高很多，班里
最年长的有 80 岁，70 多岁的也有不
少，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智慧，有
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成就，更展现出了
超出我想像的对知识的渴望，学习态
度非常积极认真！”由守勇感叹道，这
门课的知识量比较大，他并不要求学
长们都能记住，来课堂上放松心情、增
长知识就已足够，但是很多学长却坚
持记笔记、要课件，积极参与课堂讨
论，做好课后复习，也会经常在学习群
里分享感想和体悟。

备受认可
教学体系更系统

“前段时间在课堂上介绍山区贵州，
我通过青岛和安顺对口帮扶城市入手，
拉近彼此距离，而后通过大家熟悉的茅
台酒、大小七孔景区等，引入茅台酒的酿
造及喀斯特地貌的相关内容，再谈到特
别的自然风光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以及
历史等，学长们都非常感兴趣，听得津津
有味，我也很有成就感，觉得一定要更加
努力备课、讲课。”在由守勇心里，能够得
到学长们的认可是最大的快乐，教书不
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寻找价值的过
程。“以前有位学长告诉我，他们一开始
以为我是学校的行政人员，压根没想到
是专业老师，但后来随着一次次系统授
课，他们对年轻老师的信心越来越足。”
听到这样的认可，由守勇也很激动，他计
划利用暑期时间再梳理一遍课件知识，
查缺补漏不断教研，等到新学期继续带
领学长们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从学期结业后，由守勇就不断收到
学长们的信息，有感谢和不舍，有美好的
回忆，“老师的执着和认真授课的形象时
时在我脑海里浮现”“两年来收获好多，
每堂课都是跟着老师去深度游，了解了
平原湖泊，进入了皇家宫殿，拜访了小桥
流水人家，真是吐不完说不尽的美好感
受”……还有的学长第一时间和小由老
师分享旅途美景和视频，说是“跟着课堂
去旅行”。这些都让由守勇很有成就感，
看到学长们学以致用，用学到的知识丰
富生活和旅途，他说：“看到学长的进步
和自我的提升，这是我最大的满足与收
获，我将一直努力，更好地完成教育使
命！”

不仅这门课，在青岛市老年大学教
学楼内，书画班、舞蹈班、智能手机班等
教室都坐得满满当当，讲台前，都是一张
张活力十足的年轻面孔。青岛市老年大
学积极探索老年教育新思路、新模式，有
效促进教学过程科学化、规范化，中青年
教师安心教学，用心服务，用适老化、个
性化的课程设置，获得了更多老年学生
的点赞。

教学相长
老年教育开阔视野

“叔叔阿姨们，这首《我的祖国》你们
拉得太好了，一听就是在家练习了。”讲
台上，二胡老师冯玉泉一边播放乐曲，一
边分析讲解。26 岁的他从天津音乐学
院毕业，已在青岛市老年大学教学两年，

“幽默活泼、认真负责”，是两个班的老年
学友们对这位年轻老师的评价，对冯玉
泉来说，他一直被叔叔阿姨的学习劲头
感动着。

“我从小学琴，知道其中的苦和难，
叔叔阿姨年纪大了，手指不灵活，但仍然
认真、刻苦地坚持练习，确实令人感动。”
冯玉泉告诉记者，他在教学时总是把表
扬和鼓励放在首位，大大提高了叔叔阿
姨们的自信心，每次他们有了不错的进
步，他还会称赞他们为“老师”。冯玉泉
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年轻人的
精力、活力、创造力，将这门二胡音乐课
教得“不一样”，“我们以传统曲目和流行
曲目相结合的形式，结合叔叔阿姨们的
兴趣，把那些耳熟能详的红歌、流行歌
曲，学会学好，既提高了他们的琴技，又
陶冶了情操。”他说。

“崔老师，你看，这个字我怎么也写
不好。”在书法课堂上，43岁的崔淼老师
耐心地逐一解答着老年学友的疑问，她
的课也备受喜爱。有一年冬天，崔淼上
课有点咳嗽，下课后竟收到十几条消息，
都是学员们发来的咽炎秘方，顿时让她
感动得红了眼眶。“他们既是学员，也是
长辈，我们亦师亦友，我想一直留在这
里，也是因为这份情谊。”她说。

以前学书法，学员“点菜”老师教。
但是，书法需要系统教学，东一榔头，西
一棒槌，不利于领悟要领。现在，导课、
讲评作业、传授技巧、欣赏作品，崔淼有
一套系统的教学计划，基本功稳扎稳打，
循序渐进。如今，崔淼的学员中，近 20
人进入老年大学书画院，具备专业水准，
还有不少经过培训，走上讲台，加入老年
大学教师队伍。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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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守勇老师（中）和“学长们”合影。 二胡老师冯玉泉（右）在教学时总是把表扬和鼓励放在首位。

扫码了解市老年大学
秋季招生信息

本报编辑部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新闻热线：82888000

印务中心电话：68688658印刷：青岛报业传媒数字印刷产业园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琴岛律师事务所 侯和贞、王书瀚、王云诚律师印务中心地址：青岛市祥源路831号

邮政编码：266101 发行电话：82880022广告咨询：66988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