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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为: 如何最大限度提升年长者的
学习与工作绩效

———《培训年长工作者和学习者: 提升年长劳动力工作表现》评析

□ 曾丽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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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老龄化强调年长者的社会参与，对于老年教育来说，除了帮助其实现“老有所乐”，还应促进其实

现“老有所为”。《培训年长工作者和学习者: 提升年长劳动力工作表现》一书从老年劳动力视角出

发，聚焦在组织和工作场所内的年长者，详细分析了为什么要关注年长者的组织和社会参与，并从认

知发展、学习偏好、心态转变、功能发展、目标追求等角度阐述了职场年长者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

转变，帮助老年教育从业者和老年劳动力管理者在理解年长者的基础上，选用行动学习、合作学习、
工作流学习等适合的方式，创设年长者友好课堂并给出信息时代年长者学习和工作的绩效表现提升

建议，从而促进“老有所为”的达成。本书视角、立意所体现的现实关怀极具启发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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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我国总人口为 141 178 万人，60 岁及

以上人口为 26 402 万人，占 18． 70% ( 其中，65 岁

及以上人口为 19 064 万人，占 13． 50% ) ，人口老

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1］按照联合国标准，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7%以上为老龄化

社会，超过 14% 即可判定为进入“老龄社会”，我

国距进入老龄社会仅一步之遥。联合国经济和社

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世界人口

也呈现继续老龄化趋势，65 岁以上人口成为增长

最快的年龄组。2019 年，美国 65 周岁及以上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6． 2%，超过联合国老龄

社会的标准线。［2］这将给社会保障系统带来巨大

压力，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如何保障健康

老人的社会参与权利，持续地为社会做贡献，已经

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在上述背景下，成功老龄 化 ( successful ag-

ing) 、健 康 老 龄 化 ( healthy aging ) 、积 极 老 龄 化

( active aging) 等概念被提出并得到重视。在我

国，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就明确提到积极

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既要健全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持体系，推进老年

宜居环境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也要扩

大老年人社会参与，引导老年人树立终身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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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将老年人才开发利用

纳入各级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并发展老年志

愿服务，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3］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对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进行了全面部署。［4］在国际方面，联合国第

二届老龄大会提到要“充分发挥年长者的宝贵学

识和丰富经验，老有所为的重要途径就是积极参

与社会，应该为有能力、有条件、有需求的年长者

提供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5］。这些对积极老龄

化的号召，为老年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即: 不仅

要关注年长者的兴趣、休闲生活，还要关注年长者

的社会参与; 不仅要着眼于老有所乐，还要助力于

老有所为。而在如何通过教育促进老有所为方

面，詹姆斯·L·莫斯利 ( James L． Moseley) 和琼

·康威·德辛格( Joan Conway Dessinger) 的《培训

年长工作者和学习者———提升年长劳动力的工作

表现》( Training Older Workers and Learners: Maxi-
mizing the Performance of an Aging Workforce) 一书

值得推荐。

一、写作源起及作者背景

《培训年长工作者和学习者———提升年长劳

动力的工作表现》一书写于 2007 年，作者基于美

国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将写

作重心聚焦在年长工作者和学习者( Older Work-
ers and Learners，以下简称 OWLs) 身上。帮助老

年教育者、绩效技术从业者、企业培训师和管理

者，更好地认知和理解 OWLs，认识他们在不同的

人生发展阶段的身心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组织有

针对性的高效培训，从而实现 OWLs 个人与社会

组织的双重发展与绩效最大化。
本书 的 第 一 位 作 者 詹 姆 斯· L·莫 斯 利

( James L． Moseley) 任教于韦恩州立大学教育学

院教育技术专业，曾担任过密歇根州老年学学会

的主席，同时也是国际绩效改进协会( Internation-
al Society fo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ISPI) 和美

国培训与发展学会(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
ment，ASTD) 成员，作为一名健康教育和绩效技术

认证专家及职场学习与绩效提升的实践者，他对

OWLs 有更深刻的理解。第二位作者琼·康威·
德辛格( Joan Conway Dessinger) 博士在专门从事

分析、设计、开发和评估职场学习和绩效干预措施

的咨询公司工作，能够深入地理解组织对老年工

作者在学习和技能方面的要求，多年的咨询服务

工作经历也为本书注入了更多来自行业的思考和

发现。两位作者能更清晰地定位 OWLs 在组织中

可以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指导如何帮助这

部分群体在进入老龄阶段后仍能老有所用、老有

所为。

二、看见、认知与培训: OWLs 绩效的提

升策略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讨论大众对 OWLs
的广泛看法、理解 OWLs 的发展变化及如何提升

OWLs 学习及工作绩效的具体策略。全书分析了

众多案例，包含丰富的图表、绩效提升工具、行动

步骤和扩展资源，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可借鉴性和

可操作性。
1． 看见 OWLs: 为什么要重视年长劳动力

实现“老有所用”“老有所为”首先是年长者

个体发展的需要。对于很多年长者来说，在低层

次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对高层次需要的

渴望也就更加迫切。帮助年长者持续性地体现自

己在组织和社会中的价值，获得他人和自我的认

可，实现“老有所用”“老有所为”也是组织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
长期发展看人口，理解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

对于职场的影响，可以更好地理解本书为什么在

一开篇就强调年长劳动力的价值。1990 年前后，

美国职场的 OWLs 总数开始增加，1999 年，《每月

劳工评论》报告显示 OWLs 总数超过 4 000 万，比

1990 年增加了 30%。当然，劳动力老龄化不仅限

于美国，也在欧盟、亚洲( 尤其是日本、韩国) 等全

球范围广泛显现。因此，各国纷纷发出“面向终

身就业”的倡议，从国家层面开始关注并行动，

如: 1978 年美国国会出台的《就业年龄歧视修正

案》明确了对于 OWLs 的再培训和职业选择扩展

计划，日韩启动了为 OWLs 创造就业、培训和工资

补贴的专项。
OWLs 群体的范围可能比想象中更广泛。黑

尔在 1990 年出版的《老工人( The Older Worker) 》
中将 OWLs 的年龄定义为 50 岁到 70 岁。［6］但近

些年，OWLs 年龄跨度在不断扩大，而且还面临着

“越来越年轻”和“越来越老”的双重矛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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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把 45 岁的工人贴上“老”的

标签，而美国国会出台的年龄歧视法律在 40 岁时

就适用，英国的一些特定工种认为 30 岁的工人就

是“老”的。［7-8］2002 年，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调查时

将 OWLs 的年龄上限确定为 74 岁，远远超过传统

的退休年龄 65 岁。2006 年，美国一家支持和表

彰年长员工的全国性组织 Experience Works 报告

显示，越来越多年龄在 80 到 100 岁之间的 OWLs
积极参与了工作，其中许多还是全职。在日本，甚

至有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工 作 到 90 岁，甚 至 到

100 岁。［9］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将 OWLs 分成 5 个年

龄段，即: 40—54、55—64、65—74、75—84、85 及

以上，跨度长达 60 余年。“年轻”OWLs 的加入、
“年长”OWLs 的存续，使得现有工作场所的学习

和绩效 政 策、程 序 和 实 践 变 得 非 常 复 杂，随 着

OWLs 的持续增多，挑战也将进一步升级。对于

企业而言，思考其老年劳动力的核心问题由“用

不用”转变为“怎么用”。如何促进多代际融合、
培训 OWLs 等都是由此衍生出的新“课题”。

消除固有偏见是第一步。需要注意的是，大

众可能会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从而固化对年长者

的消极印象，甚至产生歧视。当公司重组、降职降

薪时，OWLs 往往最先受到影响。在应对不断变

化的工作内容和体力需求时，如果 OWLs 表现得

力不从心，就可能遭到年龄偏见和歧视，甚至被冠

以“倦怠、过时且追求平稳”的污名。真的如此

吗? 有智慧的、有经验的、受过教育的、工作导向

的、自我导向的 OWLs 可以有效缓解市场劳动力

短缺、减少企业的工人储备、减少退休金索赔纠

纷。解雇 OWLs，看似成功压缩成本，实则可能损

失巨大，不仅是企业人力成本和知识资本的“流

失”，还可能给终将老去的年轻人传递出“年龄大

后将不受重视”的信号。
21 世纪对“退休与否”的界定和理解已全然

不同，退休不再是突然离开职场或放弃工作进入

完全休闲状态。现在的组织中，充满了退休后但

仍留下的 OWLs、退休若干年后又被重新雇用的

OWLs，以及当其他 OWLs 退休或年轻工人离开时

被雇用来填补空缺的 OWLs 等，不同类型的年长

工作者。与这些年长劳动力的多元合作模式尚待

开发，在这个瞬息万变、科技发达的社会，探索一

些非体力、灵活的合作模式，开展远程的咨询类工

作等，都可以支持 OWLs 有效参与到组织和社会

活动中。
2． 认知 OWLs: OWLs 会发生哪些转变

重视是行动的开始，而充分认知是高效行动

的保障。书中基于成人发展、教育学、行为科学、
教育心理学和老年学等领域的研究发现与相关理

论，讨论了 OWLs 的身心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在工

作场所的学习和绩效的。
( 1) 寻找智慧的 OWLs: 发展认知，扬长避短

随着 年 龄 的 增 长，理 解 OWLs 的 认 知 能 力

“老”在哪儿，“长”在哪儿。正常的认知发展可能

带来认知敏捷性降低，运动功能下降可能引起认

知处理速度下降，疼痛、抑郁、健康等非认知因素

可能加速正常的认知老化，OWLs 的记忆力、注意

力、执行控制能力、视觉空间处理能力会下降。在

分析 OWLs 智力变化时，书中采用了美国心理学

家雷蒙德·卡特尔提出的智力结构理论，这种理

论将人的智力分为流动智力和晶体智力。流动智

力是指受先天遗传因素影响感知关系的能力，包

括记忆力、推理能力、联想力，这些能力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下降。晶体智力包括来自先前学习和过

去经验的知识，则会随着经验和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理解 OWLs 的认知变化，更好地扬长避短是

帮助 OWLs 发展能力、生成智慧的正确路径。
( 2) 求知进取的 OWLs: 明确风格，应对挑战

与认知能力存在年龄变化不同，一般情况下，

个体学习偏好和学习风格通常会贯穿整个生命周

期。习惯使用视觉、听觉、触觉和运动等感官形式

来感知、观察和获取信息的“知觉学习风格”学习

者和习惯利用记忆力、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来处理信息的“认知学习风格”学习者差异巨

大。OWLs 培训者如果可以打破自身偏好，识别

并评估 OWLs 的学习风格，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学

习活动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学习风格相对稳定，但 OWLs 对学习环境的

感知或偏好可能会随着年龄改变，甚至会形成一

些学习障碍，如有的 OWLs 更喜欢安静的学习场

所，这些偏好在组织相关培训和教育活动时需要

纳入考量。
( 3) 寻找自我的 OWLs: 适应社会，转变心理

在职场，判断成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是根据

其身体成长，而是依据其心理和社会成长的反

应。［9］OWLs 的自我定位、价值观以及在组织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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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知因人而异。随着 OWLs 的年龄跨度增

加，这种心理变化可能会呈现更加多样化的趋势。
作为组织内的“老人”，OWLs 对自己在组织内所

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地位、发挥的角色等认知处于

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并会影响到其对培训和学

习的态度。除此之外，组织内部也会面临“多代

同堂”的挑战，不同价值观相互融合，如何留住多

代人，尤其是帮助 OWLs 与年轻人更好地跨代际

协作，也是一项挑战。确定组织中各代人所持有

的价值观，尊重价值观的差异，选择合适的培训或

干预类型，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 OWLs 的表现与

绩效。
( 4) 功能衰退的 OWLs: 理解发展，减少影响

伴随着自然衰老带来的生理或功能上的“损

失”和“衰退”，OWLs 的皮肤、牙齿、身体和肌肉

骨骼的变化非常明显。21 世纪崇尚年轻文化，外

貌的显性变化可能会对 OWLs 有所影响。视觉、
听觉、味 觉、嗅 觉、触 觉 上 的 变 化，也 有 可 能 让

OWLs 在完成工作任务时面临困难。OWLs 更易

生病或受到伤害，在生病后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恢复，这些也都会影响到 OWLs 的职场表现。
好消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OWLs 在身体上和精

神上都变得越来越年轻，这种功能衰退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小。OWLs 培训者仍需要

注意，要客观看待 OWLs 的正常功能衰退，使用无

障碍和辅助技术改善学习和工作环境，建议组织

为 OWLs 创设更加适合其生理特征的工作岗位和

内容。
( 5) 寻找幸福的 OWLs: 追求健康，崇尚休闲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一种身体、精神

和社会关系良好的状态。书中讨论了精神健康、
社交健康、情绪健康、智力健康、身体健康和职业

健康 6 种健康类型。随着 OWLs 年龄的增长，他

们也会面临衰老带来的心理压力、失眠或睡眠障

碍等诸多挑战。越来越多的 OWLs 认为自己的幸

福源于健康，追求健康，崇尚快乐、兴趣和休闲是

其学习和工作的重要出发点。这就意味着，调整

工作节奏和工作形式，准确判断 OWLs 的健康是

否受到学习与工作的影响，通过多元化的学习选

择更多满足 OWLs 对于休闲的追求，可以保持

OWLs 大脑的智力活跃和身体的敏捷，从而提升

OWLs 的学习和绩效。关注并支持 OWLs 的适度

休闲需求，是良性循环的开始，如果组织愿意向前

一步，则拥有忠贞不渝、成熟、尽责特质和良好职

业道德等属性的 OWLs 不会让组织失望。
3． 培训 OWLs: OWLs 的绩效提升策略

在明确了为什么要重视 OWLs，以及认识到

OWLs 随着年龄而产生的变化对职场的影响后，

书中进一步提出了针对 OWLs 的培训策略与实施

建议，辅以具体的案例，以供开展 OWLs 培训活动

时参考。该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作者甚至建议培

训师、企业管理者等有实际应用需求的读者，直接

研读此章并实践。本章分别列举了行动、团队、工
作、现实和虚拟等 5 种情境中的 OWLs 绩效提升

策略，每种策略都是独立的，供读者通读或按需选

用。行动部分的策略更适用于个体，而团队和工

作部分的策略更适合组织，现实部分详述了如何

创设 OWLs 友好课堂，而虚拟部分重点给出了信

息化应用过程中的表现与绩效提升建议。
( 1) 行动中的 OWLs: 经验分享并解决问题

行动学习可以使 OWLs 自然地融入环境。行

动学习不是一次性的活动，从开始到行动结束，有

一段周期，它是以体验学习为基础，需要 OWLs 付

出行动，且学习的范围很广。行动学习强调通过

行动解决问题、优化解法，这让 OWLs 感到更被需

要和被尊重，从而产生更大的动力，让组织直接受

益。在行动学习中，培训者可以邀请 OWLs 执行

小组或个人任务，如研究、反思、解决问题和决策

等，并定期学习和发展领导技能，或是在出现问题

时开会解决实际问题。分析法和创造法都是适用

于 OWLs 的行动学习方式，OWLs 擅长并乐于识

别问题、解决问题、执行计划等，组织头脑风暴、放
大或缩小问题、随机反应练习等创造性的活动也

可以很好地发展 OWLs。
( 2) 团队中的 OWLs: 代际融合的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常用的做法是将 OWLs 置于协作的

小组和团队中，共同完成任务。对于组织内部来

说，为了帮助 OWLs 更好地融入，可以将组织中的

OWLs 与年轻的工作者混编到同一个学习小组。
此时，OWLs 培 训 者 需 要 注 意 兼 顾 活 动 目 标 和

OWLs 自身的情况，确保学习活动和学习过程不

会让 OWLs 处于劣势。为了实现代际融洽，一些

结构化的学习和合作活动可能会更加安全并便于

实施。
( 3) 工作中的 OWLs: 做中学的工作流学习

大多数 OWLs 喜欢即学即用的工作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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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成功反向辅导是关键。工作流是“一个人为

了达到既定的目标和结果而必须做的一系列活

动”，接近于“做中学”的概念，强调在职培训( On
the Job Training，OJT) 与即时培训 ( Just in Time
Teaching，JITT) 的综合。让 OWLs 开展工作流的

学习，就是帮助其掌握或胜任其所在岗位的工作

流程。有些 OWLs 可能不喜欢伴随工作流学习而

来的快节奏或紧迫感，尤其是当培训不是来自真

实的人而是看视频或在学习平台上学习时。当训

练是由更年轻的人来提供时，OWLs 也可能会感

到不舒服。因为 OWLs 年龄偏长且经常担任教练

或导师，他们接受年轻人的指导或辅导 ( 尤其是

学习新技术或创业技能的指导或辅导) 的情况被

称为反向指导或反向辅导。如何成功开展反向辅

导，书中给出了具体策略。
( 4) 现实中的 OWLs: 创设 OWLs 友好课堂

创设 OWLs 友好课堂，需充分考虑 OWLs 的

身心特征。因为过往的受教育经历，OWLs 常常

是实时交流者和学习者，他们熟悉并享受在教室

学习的感觉。课堂学习提供了与教师面对面的接

触，允许 OWLs 与其他学习者建立关联，会使他们

更容易学习复杂的知识。OWLs 可能不喜欢互动

过于频繁或非正式的学习环境，如何选择课堂训

练方式和设计干预工具就变得更为关键了。考虑

到前文说到的 OWLs 在身体功能、认知能力方面

的转变，课堂中可以设置更频繁的休息、随手取用

的食物或饮料、充足的灯光、更多的视觉激励、温
暖的房间等。课堂学习中其他受众的感受与实施

成本也值得同步考量。
( 5) 虚拟中的 OWLs: 消除抵触并耐心引导

化解 OWLs 对于新技术的抵触与无助，考验

着培训师们的坚毅与耐心。现在的社会与工作场

景已经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化、移动化和虚拟化，大

部分培训者都认同 OWLs 有必要接触和适应这种

趋势，但能成功付出行动并跨越障碍的却是少数。
开展 OWLs 线上培训时，首先要消除 OWLs 对于

新技术的抵触心理，降低设备和网络的使用门槛，

最好为 OWLs 提供“傻瓜式”的技术指南和相关

培训，在 学 习 开 始 前，可 以 由 专 人 一 对 一 辅 导

OWLs 的技术问题，使其安心地进入学习状态。
在平台和资源方面应符合 OWLs 的使用习惯和身

体条件，如: 选用合适的计算机屏幕、字体大小与

样式、光线等，配备关节炎也可以用的鼠标或直接

声控，设置清晰的导航或工具栏，提供打印服务

等。尊重 OWLs 的虚拟学习偏好，如: 多开展同步

远程学习而不是异步远程学习，设计一些可供移

动播放的音频学习内容等，都可以有效提升学习

效果。
总体来看，随着职场 OWLs 的日益增多，对

OWLs 的培训已经必不可少。那些能充分考虑

OWLs 认知、心理、身体功能、个体需求等方面特

征，发挥其智慧和优势，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选择

得当的培训会更容易取得良好效果。扎实的调研

与细致的观察常常可以收获有价值的培训需求与

优化建议，提供多种可选方案，尊重个体差异，并

在培训后主动复盘，都是确保 OWLs 培训有效且

友好的措施。

三、本书价值及启示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
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11］随

着年长者或主动或被动地更长停留于职场，老年

劳动力教育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研读这部

老年教育的经典研究成果，笔者主要有三点启示。
首先，从劳动力视角研究老年教育立意高远。

目前的老年教育研究中，或研究德国、美国、英国

等西方国家的老年学习者所适宜的教学理论［12］，

或提出新时代老年教育的新路在于从“老化”到

“优化”［13］，或强调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策略

从“福利救济”转向“赋权增能”［14］，都是将年长

者主要视为学习者、被关怀者。而本书从老龄人

口增多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对于社会组织的双重

压力入手，阐释为什么要关注 OWLs，怎样认清并

挖掘 OWLs 价值，视年长者为劳动力、价值创造者

开展研究，更符合 OWLs 的个体期待和社会导向。
其次，其“老有所为”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极具

现实关怀。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将“构建服务全民的终

身学习体系”部署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

任务之 一，并 要 求“加 快 发 展 城 乡 社 区 老 年 教

育”［15］。相关学者也在积极探索，尝试解决老年

教育普惠发展存在的问题。［16］如何推动 OWLs 持

续、主动地参与社会活动，作者提出了他的解法，

即通过支持企业突破思维局限，以科学方式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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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好 OWLs，让企业与 OWLs 双方成为彼此理

性的选择，以形成相互依存的良性关系。培训设

计和组织者需要从年长者可能承担的角色和任务

出发，真正做到扬长避短，注重培训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
最后，OWLs 研究的深入还需更开阔的视野

和思路。本书提供了包括行动学习、合作学习、工
作流学习、课堂学习、在线学习等多种教育选择与

具体的实施建议。本书出版至今已 14 年，虽然现

在看来书中观点仍具前瞻性，但劳动力市场已经

发生巨大的变化，非正规就业、人工智能替代等都

对正规就业提出新的挑战，从社会学视角探讨老

年教育在宏大而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下的精准定

位和明确职责的中国方案［17］，关注延迟退休对劳

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18］，引入社会学、经济学等

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拓展研究视野和

思路、聚焦实践问题，意义重大。
综上，全球老龄化呼啸而至，《培训年长工作

者和学习者———最大化年长劳动者的工作绩效》
一书丰富了世界老年教育领域的研究。作者对于

老年教育的认识深入而细致，其多维度应用探索

极具现实关怀，将经典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为

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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