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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学界中已经有不少有关抗击年龄歧视的研究应用和干预措施，但是善意年龄歧视(benevolent age-
ism)仍然是较为隐蔽且不易被理解和认识。本研究旨在检验消除养老相关专业本科生中善意年龄歧视的

创新教学法的有效性。两个班级(分实验组和对照组)一共79名本科生参与并完成了本研究。其中实验组

的学生会接受包括课前小测、系统的概念介绍、形式丰富的课堂举例、小组项目式课堂活动、作业分级

从简到难、以及为学生提供细致且个性化的作业反馈的教学框架进行为期11周的教学，而对照组则采用

常规教学方法。通过混合设计方差分析(Mixed-design ANOVA)的方法来检验本研究使用的创新教学方

法是否对两组学生在课程开始前和结束后的善意年龄歧视的得分情况有所影响。结果表明，实验组学生

在经过11周的学习后，善意年龄歧视量表得分显著下降。本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创新教学方法可以一定程

度上帮助减少养老相关专业学生中的善意年龄歧视，这对于树立学生正确的尊老敬老观念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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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research, applic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in combating age-
ism, benevolent ageism remains a more covert concept tha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recogniz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innovative pedagogy in reducing benevolent age-
ism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aging-related fields. A total of 79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two classes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participated 
and completed the study.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nderwent an 11-week teaching 
framework that included pre-lecture quizzes, systematic concept introductions, diverse in-class ex-
amples, group project-based activities, graded assignments with increasing difficulty, and detailed, 
personalized feedback on their assignments. In contrast, the control group followed a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Mixed-design ANOVA was us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ap-
proach had an impact on the scores of benevolent ageism for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ir scores on the benevolent ageism scale after 11 weeks of learn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is innovative teaching approach can help reduce benevolent ageism among students 
majoring in aging-related fields, contributing positively to fostering correct and respectful attitudes 
toward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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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了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中的重要挑战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表明 2022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有 2.8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9.8%。2030 年以后中国老年人口

数将超过所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总和[1]。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社会尊老敬老意识，减少年龄歧视，

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着重要意义。 
年龄歧视(ageism)是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流行对老年人的成见、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与行为；是

社会大众对老年人的一种负面塑性和差别对待，是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特殊偏见形式[2]。社会对年龄歧视呈

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老年消极歧视态度、消极的歧视行为等。年龄歧视从认知、态度、行为三个维度

影响着生活的各方面，给个人发展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消极作用[3]。许多研究表明，公众对于老年人和老

年群体存在较为明显的消极态度和负面评价[4] [5]。在一项针对青年大学生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接受强

调敬老尊老的东方文化的中国大学生，比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教育背景的美国大学生对老年群体持有

更加消极的态度[6]。此外一项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对在校 707 名全日制医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医学生

对老年群体歧视的水平较高、有意向从事老年医疗保健相关行业的医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会更积极[7]。 
而针对老年人善意的年龄歧视(benevolent ageism)是各种歧视中较为隐蔽且不太容易被大众察觉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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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的。长期以来，“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无形中将所有老年人置于弱者的位置；因此，老年人常常

会仅因为年纪大就接受到出于怜悯或同情的帮助[8]。这些不必要的帮助不仅会损害老年人作为成年人的

独立自主性，也会促使老年人对自己的否认，从而影响身心健康。尽管目前国内外均有对于善意年龄歧

视的研究，但是国内对于此部分的研究尚有欠缺，且缺少如何降低或消除善意年龄歧视的应用研究。 
就目前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服务体系而言，年龄歧视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后果阻碍了我国社会尊老敬老

爱老的人文环境建设。因此，减弱消除年龄歧视及其带来的影响尤为重要。而作为养老相关专业的学生，

如果从认知上就具有年龄歧视，无法在后续的学习和实践中做到尊重、平等，将很难成为养老服务方面

的人才。目前国内老年学相关课程以及养老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中对年龄歧视这部分的内容重视程度欠

缺，如何在相关课程中创新教学方法以增加学生对老化过程和老年人的知识储备，以及建立对其正确的

认识，以此降低甚至消除学生中老年人歧视问题将是此类研究的关键一步。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以阈概

念为核心的教学方法在减弱养老专业学生善意老龄歧视方面的成效。 

2. 理论与研究方法 

2.1. 阈概念 

阈概念指某一个学科中核心的、具有奠基性质的概念[9]。由于阈概念与学习认知密切相关，其目前

运用于国外高等教育的部分学科中，例如社会工作专业中对于失能的理解，社会学中对于种族歧视的理

解等均为相关领域的阈概念。阈概念作为理论框架，可以引导对于复杂概念的掌握，学习者了解并熟悉

掌握复杂概念后，对学科的认知和理解会产生质的改变[10]。学习者须达到或者超越阈值才能对此学科获

得更充分更深刻的认知。而老年人歧视问题也首次作为阈概念被提出[11]。因为老年人歧视问题的复杂性

和多面性，使它具备了作为阈概念的条件。通过阈概念掌握老年歧视，使学生的价值观、感受、和态度

发生质的改变，而这种转变往往是不可逆的[12]；同时学生也会对与其相关的概念产生类似的感官上的变

化，为今后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实践夯实基础。 

2.2. 研究设计与对象 

本研究采取准实验研究设计(quasi-experimental design)，通过教学对照，评估基于阈概念理论搭建的

教学框架在本科教学中对于减轻善意年龄歧视的应用效果。研究对象为选修老年学课程的两个养老相关

专业班级学生，且学生此前均未接受过此类课程。一共有 79 名学生参与并完成本研究。其中，养老服务

管理专业的班级(以下简称“养老组”)使用贯穿课程全程的基于阈概念理论的教学框架对于善意年龄歧视

进行教学，而作业治疗学(老年康复)班级(以下简称“康复组”)则采用常规教学方法，不对善意年龄歧视

这一概念进行着重强化。 
在告知学生本研究测试采用匿名形式(仅会通过设置 id 的形式匹配前测和后测的结果)，且不以任何

方式计入所在课程的总分和课程考核，并获得学生同意后进行数据采集，即在学期始末，两个组的学生

都会分别完成一次修订后的中文版矛盾年龄歧视量表(Ambivalent Ageism Scale, AAS) [13]的善意年龄歧

视子量表。通过比较两个班级子量表得分的前后变化与差异，检验以阈概念为框架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 

2.3. 教学实践方案 

根据阈概念的特性以及课程内容和课时安排，为“养老组”设置了包含课前小测、系统的概念介绍、

形式丰富的课堂举例、小组项目式课堂活动、作业分级从简到难、以及为学生提供细致且个性化的作业

反馈的教学框架进行为期 11 周的教学。在这 11 周的课程中，学生将主要学习到与正常老化过程生理、

心理、社会等多维度的知识，打破基于老年疾病出发的教学模式，避免学生将老年人与疾病紧密联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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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具体的实施措施主要包括： 
1) 在每一周的课前，学生都将做 4~5 道与老化过程和老年人(群)相关的是非对错判断题，一共 50 道

题[14]。学生答完题后会立刻对每一道题做解答，纠正错误的认知，强化正确的理解。 
2) 在讲授到针对老年人的善意年龄歧视的时候，以公交地铁让座、超市购物、回乡探亲等与学生息

息相关的生活实例，结合社交平台上的视频帖子、新闻报道、社会热议话题等，先带领同学讲解 1~2 个

案例，再开展课堂讨论，并给出项目任务，要求小组在课堂上合作完成并做汇报。例如给出一段 2 分钟

的视频，让每个小组分析列出视频中存在的所有你认为是善意年龄歧视的片段并阐释理由。 
3) 留给同学的课后作业分 3 个等级，先是对短幅新闻报道中的善意年龄歧视进行分析，再找一部电

影进行分析，最后要求学生将善意年龄歧视这一概念解释给身边的一位老人并做实践记录与感想反思。

每一次作业后都会给学生文字或语音反馈作为对于学生作业的评价。 
“康复组”则没有采用以上任何教学方法与内容，包括课前测、课堂活动、课后作业等。由于不在

同一校区，因此在这 11 周的课程中，两个组之间的学生没有进行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交流。 

2.4. 测量工具 

AAS 是由多伦多大学 Dr. Alison Chasteen 团队编写并验证完成的用于测量善意和敌意年龄歧视的

[15]。原始 AAS 量表中的善意年龄歧视子量表包含 9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1 =“非常不同意”，

7 =“非常同意”)，得分之和越高代表歧视程度越高。在结合修订过的中文译版 AAS [13]和当前中国老

年人电子产品使用快速增长以及国家“防诈骗”工作的开展，本研究形成了包含 10 个项目的善意年龄歧

视子量表，同样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总分 70，分值越高代表善意年龄歧视越严重。 

2.5.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PC (Version 27.0)进行描述性和推断性数据分析。描述性分析主要用于呈现两组学

生基本信息。其中，本研究选择混合设计方差分析(Mixed-design ANOVA)的方法来检验以阈概念为基础

的创新教学方法是否对两组学生(“养老组”和“康复组”)在课程开始前和结束后的善意年龄歧视的得分

情况有所影响。具体来说，在本研究的混合设计方差分析中，因变量是每位参与本实验的学生的 AAS 善

意年龄歧视子量表得分；被试内因素(within-subjects factor)是这 11 周的教学时间，而被试间因素(between-
subjects factor)则是不同的教学方法，即运用在“养老组”的创新教学方法和运用在“康复组”的常规教

学方法。因此，运用此方法可以获知被试内因素和被试间因素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是否导致了显著的

因变量的改变[16]，即可以此创新教学方法的效果。 

3. 研究结果 

3.1. 学生基本信息 

在完成本研究的两组共 79 名学生中，“养老组”有 36 名同学，“康复组”有 43 名同学。表 1 呈现

了总体以及两组学生分别的基本信息。总体来看，学生平均年龄为 20.4 岁，其中男生占比 27.8%。而被

问到与老年人的接触频率时，接近一半的学生回答“有时(1~3 次)”(49.4%)。两组学生之间与老年人的接

触频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χ2 = 6.512, p = 0.089)。 

3.2. 善意年龄歧视的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通过混合设计方差分析，本研究发现以下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两组在前测时的 AAS 善意年龄歧视

子量表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t (77) = −0.19, p = 0.852)；从表 3 中可以看出两个组的学生在后测时的总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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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数比前测要低 6.74 分。由于混合设计方差分析中具有被试间因素和被试内因素，因此得分的降低需

要从三个角度去分析。首先，从被试内因素(即时间)来看，AAS 善意年龄歧视子量表得分的降低具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F (1,77) = 25.86, p < 0.001, 2 0.25pη = )；其次，从被试间因素(即不同的教学方法)来看，同

样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F (1,77) = 13.15, p < 0.001, 2 0.15pη = )；而二者的交互作用同样据有显著统计学意

义(F (1,77) = 13.24, p < 0.001, 2 0.15pη = )。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in general and by groups (N = 79) 
表 1. 总体及分组的学生基本信息(N = 79) 

变量 
总体 “养老组” “康复组” 

χ2 p 
n (%) n (%) n (%) 

年龄，mean (SD) 20.4 (1.27) 19.1 (0.46) 21.4 (0.59) 75.54 <0.001*** 

男生 22 (27.8) 13 (36.1) 9 (20.9) 2.33 0.313 

与老年人的接触频率    

6.512 0.089 

每天 3 (3.8) 1 (2.8) 2 (4.7) 

经常(一周 1 次或更频繁) 17 (21.5) 6 (16.7) 11 (25.6) 

有时(一月 1 次或更频繁) 39 (49.4) 15 (41.7) 24 (55.8) 

偶尔(一年 1 次或更频繁) 20 (25.3) 14 (38.9) 6 (14.0) 

***p < 0.001. 
 
Table 2. Pre-test scores of benevolent ageism between groups 
表 2. 组间善意年龄歧视前测得分 

测量工具 组别 
前测 

t p 
n 均值 标准差 

AAS 善意年龄

歧视子量表 

“养老组” 36 48.06 8.78 

−0.19 0.852 “康复组” 43 48.44 9.47 

总体 79 48.27 9.11 
 
Table 3. Pre- and post-test scores of benevolent ageism in general and by groups 
表 3. 两组及整体善意年龄歧视前测后测得分情况 

测量工具 时间点 
“养老组”(N = 36) “康复组”(N = 43) 总体(N = 79)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AAS 善意年

龄歧视子量表 
前测 48.06 8.78 48.44 9.47 48.27 9.11 

后测 35.72 9.53 46.40 9.01 41.53 10.63 
 

通过进一步的计划多重比较(planned comparisons)可以得知(如表 4)，接受以阈概念为框架的教学方式

的“养老组”学生在 AAS 善意年龄歧视子量表得分显著下降；且根据效应量指标(Cohen’s d) [17]的数值

可知，学生在接受过课程前后的分数具有很强的差值效应(t (35) = 5.49, p < 0.001, d = 0.92)。而接受传统

教学方式的“康复组”学生得分下降较少，且并不显著(t (42) = 1.15, p = 0.256, d = 0.18)。两组学生前后得

分的改变趋势也可从图 1 中反映出来，虽然两组学生的 AAS 善意年龄歧视子量表得分均有下降，但是

“养老组”学生下降更为明显，说明学生的善意年龄歧视程度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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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sults of planned comparisons analysis 
表 4. 计划多重比较分析结果 

组别 前测后测分差平均值(标准差) 自由度 t p Cohen’s d 

“养老组” 12.33 (13.48) 35 5.49 <0.001 0.92 

“康复组” 2.05 (11.66) 42 1.15 0.256 0.18 
 

 
Figure 1. Line graph of the pre- and post-test scores of the AAS benevolent ageism by groups 
图 1. 两组学生 AAS 善意年龄歧视子量表前测后测得分线形图 

4. 讨论 

随着国家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对于老年人医疗、健康、服务等专业的人员需求也会急剧增加，为了

更好地服务与老人，国内亟需培养更多具备高素质的老年相关医疗和服务的专业人员。但老年人歧视问

题已深深地融入文化，国内高校尚未建立起系统及成熟的养老相关专业的本科课程体系，并缺乏对老化

过程和老年人的正确的认知的系统性教学。而本研究将基于阈概念理论的创新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模式

进行对比，并检验其在减轻养老相关专业本科生善意年龄歧视方面的应用效果。结果表明，在两组学生

的 AAS 善意年龄歧视子量表前测得分(pre-test)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的情况下，接受创新教学方式的学生

后测得分(post-test)显著下降，而接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康复组”学生后测得分却变化不大。这说明这一

创新教学方法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减少养老相关专业学生中的善意年龄歧视。 
相比较传统的教学模式，运用阈概念为理论基础的创新教学方法提供了学生更多对于年龄歧视这一

概念思考机会，通过反复不断的练习、讨论、作业等形式，让学生可以认识到年龄歧视问题的复杂性和

多面性，并最终使学生的价值观、感受、和态度发生质的改变。针对年龄歧视问题，国外常见的教学方

法主要包括少量理论课(1~2 课时)以及学生和老人之间的隔代交流体验课，或者是二者相结合的方式[18] 
[19]。虽然研究表明将理论和实践二者结合会让学生对于老年人的态度产生积极的改变，但是从认知层面

上来说，学生并没有因此改变对老年人以及这个学科的看法。而国内阈概念应用以及针对年龄歧视的教

学与研究尚且欠缺。因此这种尝试为后续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培养养老专业学生对于老年人的准确认知、

尊老敬老态度和行为方面提供了理论和数据依据。与此同时，Age Smart inventory [20]作为最新的年龄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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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研究工具，也为此类教学改革创新的落地提供可行性依据。其摆脱传统打分模式的构架更有助于促进

课堂讨论的开展，并激发学生自我反思，以加深与学生对于老化和年龄歧视更加深刻的认知。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老年学课程中年龄歧视问题的教学创新实践，有效减轻了养老专业学生的

善意年龄歧视程度。而将阈概念应用于年龄歧视相关的课程实践是为培养高层次、高水平、高素养养老

人才的迈出的第一步。虽然本研究证明了这一创新教学法的有效性，但是仍然存在需要在今后教学研究

中完善之处。其中，将评价标准多元化，使用定性(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标准相结合的方式可以

更加全面的衡量教学法的效果。此外，今后的研究还可以针对本课程的其他知识点或其他养老专业课程

教学中开发新的阈概念并运用类似研究设计检验实践效果；同时，对更多的课程和专业关键性知识内容

进行教学改革，最终形成全学科的阈概念应用教育模式。 

5. 结语 

养老相关专业学生的学习实践，必须建立在对年龄以及老龄化的正确认知和对尊重平等人际关系的

深刻理解基础之上。本研究通过检验并发现以阈概念为核心的教学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减少养老

相关专业学生中的善意年龄歧视，以此树立学生正确的尊老敬老观念、培养学生更加积极对待老龄化的

哲学理念和文化态度。这也是从教学育人的角度充分响应了“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

步明确提出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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