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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生活对培育心态阳光模范长辈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高校离退休干部在社会上起着积极的典范作用，最有影响力和导向性，形成了一个较

大的文化辐射圈，他们的影响力会对子女、家庭甚至全社会的文化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和示范作用。本文以上海理工大学为例，分析了高校离退休干部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与主要

特点，并就如何在新形势下丰富高校离退休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培育离退休老同志阳光心

态，树立正能量模范长辈形象提出几点建议。 

一、背景形势：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高校离退休干部现状 

截止到 2016年 12月 31日，我校离退休干部总数 1088人，其中，离休干部 26人，退

休局级干部 17人，男性占 60.7%，女性占 39.3%。年龄分布：65 岁以上(含 65 岁)占 84.6%，

65 岁以下占 15.4%。就教育背景而言，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的人数最多，占 89.2%，高中

以下程度占 10.8%。就婚姻状况，单身(未婚)占 0.3%，与配偶同居者占 76.8%，分居者占 

3.5%，丧偶占 19.4%。居住情形，独居占 9.7%，与家人同住占 90.3%。日常活动完全能自

理的占 93.3%，完全不能自理的占 6.7%。日常活动能力方面，多数能够得到照料，家庭成

员依然是最重要的照料者。 

总体而言，离退休人员队伍呈现”一增一减”变化，退休人员逐年增多，离休干部逐年减

少；离退休干部年龄结构呈现”一高一低”变化，离休人员平均年龄越来越高，退休人员平均

年龄越来越低。高龄人员当中又面临着孤寡、失能、空巢老人比重上升等新问题。同时，由

于社区养老体系尚不够完善，高校的离退休人员对原单位归属感强、依赖程度高等各种主客

观原因，造成高校离退休服务任务越来越重。 

二、培育心态阳光模范长辈的重要性 

培育健康阳光心态，就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身心发展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对社

会现实的一种自发反映和主观感受，是在一段时期内所普遍具有的相对稳定的健康和谐精神

状态。 

（一）和谐社会的需要 

培育心态阳光模范长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需求，心态积极阳光的离退休老同志，承

担着提升公众思想道德觉悟，积极倡导公平正义价值观念的重要使命。从当下的热点事件不

难看出，当老年群体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并外化为行动示人的时候，

老人的社会形象就是正面良好的；反之当老年群体以”倚老卖老、弱势群体、为老不尊”的形

象出现的时候，这个群体就备受诟病甚至被妖魔化。对社会而言，给予老人表达自我、发展

自我、实现自我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将丰富的知识技能和生活经验传递给下一代，其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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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渠道，高校离退休老同志群体作为老龄群体中的高知群体和中坚力量，

理应成为积极老化的楷模。 

（二）和谐家庭的需要 

培育心态阳光模范长辈是创造和谐家庭的基础。社会转型期，人口结构发生着变化，人

口流动性增大。中国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和子女的距离日渐拉大，

老年人对于后辈给予的心理需求甚于物质关怀。社会高龄化的趋势，对于家庭和亲子祖辈之

间的关系也带来很大的冲击。现代家庭关系中，老年人处于尊长地位，在家庭关系中起到主

导作用。长辈心态阳光，亲子间的距离就会拉近，子孙之间的代沟就会缩小；长辈沟通的能

力进一步提高，晚辈对长辈的了解的意愿也随之增强。离退休干部对于积极参与活动持高度

肯定，透过学习能够鼓励高龄者积极生活，促进自我实现，继续地扮演生产性的角色，对个

人、家庭及社会做出贡献，对于下一代可以促进代间融合，进一步缓和老龄化对社会国家所

产生的冲击。 

（三）身心健康的需要 

培育心态阳光模范长辈是保障离退休老干部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高龄群体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都已定型，离开工作岗位以后由于自己身体机能的逐步老化和不适应社会角

色的转变，往往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影响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只有通过培育“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才能有助于减少他们面对老龄时心理上的不安、情绪上

的苦闷、精神上的迷茫和行为上的矛盾，帮助他们进行内在心态调适和负面情绪的排解，引

导他们建立一种寻求自我平衡的新机制，学会身心愉快的生活、树立积极阳光的心态是离退

休老同志安度晚年、健康长寿的重要条件。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通过访谈发现，我校离退休老同志“双高期”特征日益显着。外在生活环境的变化方面：

社会、经济、政治及家庭结构的动荡转变等大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是社会权利和社会认可程度

的降低，自身价值得不到实现，巨大的落差导致心情晦暗、状态低落；退休后失去生活重心，

子女后辈各自建立家庭，社会与亲子角色上的变动让离休后的生活变得孤单寂寞。内在身体

环境的变化方面：整体功能的减退，让老人交往空间越来越小，身体机能的退化导致很大一

部分老同志不方便同时也不愿意走出家门；观察力、记忆力与学习新东西的能力均有退步，

再加上对于整体功能减退的惧怕，给老同志带来不安的心境，让他们经常被负面情绪困扰。 

四、解决方法：以创新的精神文化活动培育老同志阳光心态 

参与创新的精神文化活动，有助于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积极投入人际互动，培育理性平

和的社会心态；参与创新的精神文化活动，倡导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有助于离退休老同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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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创造力，提升生命幸福感，提高生活满意度。离退休老同志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优秀的

专业能力，是社会最佳的智慧资本，阳光心态是离退休老同志将毕生经验和智能传承的保障。

心态阳光的高校离退休老干部群体不仅对于老龄群体塑造正面形象具有引领作用，更是能通

过在年轻群体中发挥自身影响力彰显他们作为“传承者”的正面价值。 

综上所述，秉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理念，在设计离退休老同志的精

神文化活动过程中，要关注到老同志们的偏好倾向，了解他们的需求，进行精心策划和细致

执行，促进离退休老同志维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提升老人的自我效能和使命感，帮助离退

休老同志构建自主、尊严、有品质的晚年生活，进而协助他们实现积极老龄化。 

五、实现路径：精神生活品质及感受问卷 

（一）实证结果 

根据本研究需要，设计《精神生活质量问卷》，共计 28 题有关个人对目前生活质量满

意度的调查。其中有 16 题是关于个人对未来精神生活质量“重要程度”调查，选项依次为

不重要(1)，有一点重要(2)，中等程度重要(3)，非常重要(4)，极重要(5)等。实际分发问卷 167 

份，回收及有效问卷计 142 份，有效回收率达 85.1%。 

结果分析与讨论 

整体而言，有积极参与到单位组织的各项文化养老活动、党支部活动中来的人群以 60-70 

岁的人数最多，超过半数占 63.1%，而这正是老年初期的重要人口，他们的意愿及行为值

得肯定及重视。此外，女性参与者的人数是男性的 3 倍，激励老年男性参与到各项活动和

项目的进步空间较大。参加的老年人大多仍与配偶及家人同住，基本上呈现稳定的家庭特征，

这对老年人持续学习和参与活动，具有支持的作用。 

就性别差异而言，对于新增老年教育内容并无显着差异，仅在次序方面略有不同。 

老年教育课程内容增加建议 

项目 

男 女 总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身体保健 70 79.55% 48 88.89% 118 70 

旅游学习 83 94.32% 51 94.44% 134 83 

理财规划 37 42.05% 27 50.00% 64 37 

健康饮食 65 73.86% 45 83.33% 110 65 

心理健康 31 35.23% 42 77.78% 7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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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适应 23 26.14% 36 66.67% 59 23 

最喜爱的活动设计方面，除了传统运动太极拳之外，不同性别对于活动偏好差异较大。 

老年最喜爱的文体活动设计 

项目 
男 女 总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对抗性运动 37 42.05% 2 3.70% 39 27.46% 

太极拳 86 97.73% 50 92.59% 136 95.77% 

慢跑 65 73.86% 27 50.00% 92 64.79% 

生日庆祝 73 82.95% 40 74.07% 113 79.58% 

舞蹈 3 3.41% 33 61.11% 36 25.35% 

歌曲合唱 54 61.36% 42 77.78% 96 67.61% 

手工绘画 22 25.00% 46 85.19% 68 47.89% 

影片欣赏 11 12.50% 18 33.33% 29 20.42% 

读书会 39 44.32% 9 16.67% 48 33.80% 

理疗针灸 60 68.18% 11 20.37% 71 50.00% 

表三：老人参与各类活动的理由 

要素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排序 

追求身体健康 121 17 4 1 

打发时间 54 73 15 4 

结交朋友 82 45 15 2 

学习知识 33 81 28 5 

与熟人做伴 77 50 55 3 

 

（二）实证结果分析 

就老同志本身而言，物质生活丰富，随着年龄增加，适宜的精神生活较少或者有但不愿

意参加。就现存的文化产品而言，规划模式大同小异，活动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创新形式

较少，局限于客观因素（如距离空间、高龄群体限制、场地提供）覆盖面有限，活动频率不

高，可选择范围较小。 

通过分析发现，对于离退休老同志而言，精神文化生活对于他们构建阳光心态的影响最

大因素是活动的质量，主要可以从参与度、体验度和创新性三个层面来衡量。提供的活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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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越贴近生活越接地气老同志们参与的热情就越高；活动项目体验感越好、互动程度越深入，

老同志们的积极性就越强；活动项目越是与时俱进、形式新颖，老同志们的兴趣就越浓厚。 

六、政策建议 

高校系统的离退休老同志都生活在高校生活区，空间密度高，为高校就近管理和服务提

供了方便。高校有着庞大的学生资源，以往大多数大学生在养老敬老方面的作用还仅仅是打

扫卫生、搞联欢、陪聊天等表层，没有统一的安排管理更谈不上长期化。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要在新形势下丰富高校离退休干部精神文化生活，培育离退休老

同志阳光心态，树立正能量模范长辈形象新形势下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务必要紧密结合离

退休干部队伍的现状和特点，找准切入点，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以帮助老同志创造生活价值，协助他们实现安度晚年的良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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