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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迈入老龄社会的大门，文化养老作为一种创新的养老模式，不仅能够有效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极大地推动了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与产业化进程。然而，当前文化养老在实践中面临

着一系列挑战，包括文化养老资源供给、文化养老服务质量、老年人参与文化养老的积极性、文化养老

专业人才队伍等。据此，提出了完善文化养老体系的具体建议，包括组织建设、设施建设、社会环境、

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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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entrance of the aging society in our country, the cultural endowment, as an innova-
tive elderly care model,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meet the growing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greatly promote the soc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old-age services. 
However, the current cultural elderly care is facing a series of challenges in practice, inclu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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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of cultural elderly care resources, the quality of cult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enthusi-
asm of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elderly care, and the team of cultural elderly care pro-
fessional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ultural elderly 
care system, including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facility constructio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olicy support. 

 
Keywords 
Active Aging, Cultural Elderly Care, System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老年群体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凸显，

文化养老已成为继康养结合之后老年人又一重要的养老需求，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

养老服务与文化、旅游、科技、生态等多个产业实现了深度融合，各地政府、养老机构及慈善组织纷纷

探索文化养老的新业态、新模式，将文化活动融入日常养老服务之中，这对于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挑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在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我国积极致力于老年事业的发展，

依托深厚的传统孝道文化，持续推动文化养老产业的繁荣发展，旨在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努力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也体现了社会对老年人的深切

关怀与尊重。 

2. 积极老龄化与文化养老的理论概述 

2.1. 积极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它强调老年人在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过程中，应尽可能获得最佳的

健康、社会参与和保障机会。这一理念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它不仅涵盖了健康老龄化的核心思想，还

拓展了其外延。2002 年，鉴于全球人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以及老年人身体功能和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

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正式倡导了“积极老龄化”的理念[2]。然而，当前社会上对

“积极老龄化”的理解往往局限于“老有所为”，即老年人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但实际上，它的内涵远

不止于此。2022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在《规

划》中，设有“践行积极老龄观”专章，包含创新发展老年教育、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丰富老年人

文体休闲生活等内容。在我国[3]，“老有所为”的现象主要集中在老干部、老专业科技人才和老知识分

子等群体中，但他们仅是老年人口中的一部分。相比之下，“积极老龄化”是一个面向所有老年人的概

念，意味着无论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年人，都应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 

2.2. 文化养老 

文化养老是一种侧重于满足精神层面需求的养老模式，其核心在于促进情感交流、思想碰撞，同时

确保老年人拥有健康的体魄与乐观的心态。这种养老方式鼓励老年人展现个性、追求独立，享受生活的

乐趣，旨在引导他们以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拥抱晚年，充分发挥生命潜能，实现个人价值[4]。文化养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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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与弘扬，更是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从马斯洛的“需

求层次理论”出发，人的需求是多维度且逐层递进的。养老需求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当物质与安全等基

本需求得以满足后，老年人自然而然地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交互动、获得尊重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

求。这意味着，在晚年生活中，老年人依然渴望人际交往的温暖、社会认可的尊严以及个人潜能的发挥。

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在应对养老问题时，必须逐步关注并满足老年人在更高层次上的

文化需求。这表明，“文化养老”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3.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文化养老存在的问题挑战 

3.1. 文化养老资源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均 

文化养老作为一个旨在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策略，其成功实施不仅要求凝聚社会各方的

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还需要有与之相匹配且高效运作的体制和机制作为支撑[5]。然而，就当前

的现实情况而言，文化养老这一理念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和足够重视。尽管社会各界对于老年人物

质生活的保障已有一定的认识和实践，但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关怀与支持上仍存在明显不足。由于缺乏系

统的规划和统一的指导，各种旨在促进文化养老的方法、措施尚处于摸索阶段，尚未形成一套科学、规

范且行之有效的体系。这不仅限制了文化养老活动的广泛开展，也影响了其实际效果的提升。更为关键

的是，在没有建立健全文化养老工作机制的情况下，文化养老的实施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挑战和

困难，存在诸多漏洞和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表现为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活动内容的单一乏味、参与人员

的积极性不高等，都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和满意度。 

3.2. 文化养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一是文化养老的宣传引导工作尚显不足。自“文化养老”理念被提出以来，主要局限于民政、老龄

等少数部门的推动与研究宣传，缺乏其他政府部门及广泛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这导致“文化养老”的

理念尚未深入人心，专业有效的宣传渠道也相对匮乏。部分老年人仍受传统观念影响，重视物质供养而

忽视精神抚慰，其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匮乏”现象，这与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发展趋势极不相称

[6]。“文化养老”作为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亟需各部门协同合作，形成合力，并吸引社会、企业、

家庭及个人的广泛参与。二是文化养老的内容与形式尚显单一。尽管文化养老在我国的发展步伐较快，

但许多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依然较为匮乏，休闲方式相对单调。城镇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生活相对丰富

多样，然而农村地区的文化养老状况则较为薄弱。受限于文化设施和场所资源的不足，老年文化活动大

多局限于唱歌、广场舞、棋牌等休闲娱乐层面，而缺乏对文化学习的深入探索以及志愿服务等精神层面

的追求，未能充分发扬老年人的自我价值。 

3.3. 老年人参与文化养老的积极性有待提高 

尽管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已经提出多年，且文化养老被视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但仍有

部分老年人对文化养老的认知不足。他们可能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养老观念中，认为养老就是享受清闲、

颐养天年，而忽视了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同时，文化养老资源的分配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尤其是

在城乡之间。城市地区的老年人相对更容易接触到丰富的文化养老资源，如老年大学、社区文化中心等，

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则可能面临资源匮乏的困境。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限制了部分老年人参与文化养

老活动的机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7]。当前，部分文化养老活动的内容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歌

舞表演、健康讲座等传统形式上。这些活动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但难以

覆盖和深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兴趣爱好和求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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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文化养老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新时代文化养老的精准落实与持续推进，离不开一大批具备专业素养和服务热情的专业人员的共同

努力。这一领域的健康发展，首先面临着专业人才匮乏的严峻挑战。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从事文化养老

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这一缺口不仅限制了文化养老服务的覆盖面和深度，也影响了服务

质量的整体提升[8]。更为棘手的是，这一行业的人员流动性较大，许多从业者因缺乏职业认同感和稳定

的发展前景而选择离开，这无疑加剧了人才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些宝贵的专业人员往往难以获得

系统且专业的培训机会。另一方面，文化养老作为一项旨在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促进其身心健康的大

工程，目前提供的学习资源和活动形式却显得相对单一，难以全面覆盖和深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精神

文化需求。许多活动还停留在传统的歌舞表演、健康讲座等层面，缺乏创新和深度，难以激发老年人的

参与热情和持续兴趣。 

4.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文化养老的体系建设路径建议 

4.1. 加大政策支持与文化养老设施建设 

首先，政府应着手制定并实施一项专门针对文化养老的专项规划。该规划需清晰界定文化养老的发

展目标、明确列出重点任务，并提供详尽的保障措施，旨在为文化养老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这一规划将作为文化养老事业发展的蓝图，引领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其次，加大文化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应增加对文化养老领域的财政拨

款，用于建设适合老年人参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和设施。在规划过程中，需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分布特点与

实际需求，科学合理地规划文化设施的布局与规模，确保每位老年人都能便捷地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

再者，推进现有文化设施的适老化改造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包括对文化设施进行无障碍设计，增设

必要的辅助设施，从而提升老年人使用这些设施的舒适度和安全性。通过这些改造措施，文化设施将更

加贴合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友好、便捷的活动环境。 

4.2. 加强老年教育和文化养老服务 

首要任务是完善老年教育网络，强化老年教育工作。通过加强老年教育，不仅能够提升他们的文化

素养和自主学习能力，还能激发他们主动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为此，应积极推动镇区老年学校的建设

与发展，力求构建一个覆盖城乡、全面覆盖的老年教育体系，确保每位老年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资源。为了更贴近老年人的兴趣和需求，需要不断拓展文化服务的内容与形式。这包括提供多元化的文

化产品和服务，如弘扬传统文化的课程、探索现代科技的讲座、丰富的图书阅读资源、文化沙龙交流、

精彩的文艺演出、书画摄影创作、健身操舞课程以及便捷的在线课程等。这些多样化的服务将满足老年

人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现代智能背景下，通过开展智慧助老行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老年

人提供更加智能化、便捷化、多样化的文化养老服务[9]。例如，平台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在线学习平

台和文化娱乐 APP，让他们在云端进行深度学习，让中老年人紧跟时代步伐。 

4.3. 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营造尊老社会氛围 

为了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方面，社区积极为老年人搭建多样化的社会参与平台，举办书

画摄影展、音乐沙龙、文体表演、知识讲座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以满足他们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同时，积

极鼓励老年人自发组织文化活动，成立自己的团队，积极参与社区的文化建设，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

的社会参与感和归属感，还能让他们在文化活动中找到乐趣，享受晚年生活。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

社会宣传和家庭支持，激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活动。这不仅能让老年人在参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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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还能让他们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加强宣传教育也是提升文化养老

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文化养老的理念和重要性，提高全社会对文化

养老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同时，各社区联合组织举办文化养老主题宣传活动，吸引更多老年人关注和参

与文化养老事业。对于在文化养老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进行表彰和宣传，树立典型示范，

以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文化养老的行列中来。 

5. 结语 

总之，文化养老作为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促进社区文化

建设、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加强对

文化养老的重视和支持，推动文化养老的创新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文化养老服务。同时，还需要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我国文化养老的国际化发展。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目标，让老年人在晚年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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