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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评价体系的探索

郑志刚，陆杰华

摘要：近年来，随着学习电脑的老年人成倍增长，如何选择一本适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的电脑学

习教材成为教学双方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相对缺乏

的现实，在高等教育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组 2002 年确定的“文字教材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 理、

工、农、医类用 )”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外老年人电脑学习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抽取和归纳，设计了《老

年人电脑学习教材评价指标框架》。对国内 11 年来 145 本中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进行比较研究，对

教材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基于分析讨论结果形成了《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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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eniors learning computer, one of hot issues has 
been how to choose the computer teaching material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computer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elderly. In 2002, the research project of Higher Education Textbook 
Evaluation System formulat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extbook quality (science, engineering, agriculture, 
medicine). Based on this evaluation system and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paper designs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computer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elderly. Then, 145 computer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last 11 
years are analyzed and finally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computer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eniors is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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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计算机和互联网用户群体中，老年人是增长最快的群体 (Wagner et al.，2010)，但总体占比仍

然较低。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在中国网民中，60 岁及以上人群占比仅为 1.8%(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

心，2013)。年龄维度上的数字鸿沟意味着互联网访问、使用程度以及知识查询策略等方面的不平等

(Cho et al.，2003)。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年龄变化而带来的衰老问题，老年人这一计算

机和互联网群体，在需求和关注点上与年轻人存在差异 (Pfeil et al.，2009)。
老年教育作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正在引起普遍关注 ( 丁志宏，2008；王英等，2011)。

在老年人计算机教育方面，目前研究者更多关注于老年人的个人特征（态度，年龄、性别等人口因

素的影响）、计算机和互联网使用行为（常用内容、使用障碍等）、使用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Pan 
et al.，2010；Salovaara et al.，2010；Wagner et al.，2010），以及老年人普及电脑教学的教学策略实践

探索（潘永燕，2011）等。在国内外对教材质量评价研究方面，目前研究主要针对中小学教育和高

等教育 ( 陶文华等，2006；刘中仁等，2001)，而针对老年教育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较少，至于

针对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评价体系的研究尚未查到相关文献。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 ( 刘中仁等，2001)。一本好的

教材，对教师而言，是全面理解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的保证；对学

生来说，是更好地、系统地了解相关知识的依据 ( 陶文华等，2006)。而建立一套科学适用的老年人

电脑学习教材评价体系，不仅对指导教材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材评价等工作具有较迫切的

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推动老年参与社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设计方法

评价指标设计分为三步：首先基于选择文献《教材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与探索》( 高等教育

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组，2002) 中“文字教材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 理、工、农、医类用 )”，

确定前二级指标。然后基于相关文献的调研成果确定第三级指标。最后对现有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

作为评价指标检验样本，对评价指标进行调整确定。基于当当网、亚马逊网等网站，以及国家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查询，共调研中老年人学电脑教材 145 本。时间跨度为 11年，涉及到 22个出版社。

选择文献《教材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与探索》中评价指标体系的依据是基于教育评价相关文

献调研结果汇总分析。《教材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与探索》系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

程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由上海交通大学主持，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参加共同

完成。

考虑到研究的多学科属性，相关文献调研覆盖了多个学科：老年学、信息学、教育学、心理

学、社会学、人机交互等。主要搜索的数据库包括：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维普全文电子期刊 )、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 ( 中国知网 )、Elsevier Science、Web of Knowledge、Taylor and Francis 
journals、Springer、ProQuest、ACM Digital Library。时间跨度重点以近十年内为主。搜索关键词主

要为：老年人（older adult、seniors、older people、older users、elderly users、elder’s）、信息需求

（information needs）；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信息系统 (information systems)、计算

机 (computer)、互联网 (internet)、网站（web sites）、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digit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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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digital inclusion)、老龄产业 (aged industry)、老年教育 (elderly education, old-age education)、
教材评价 (evalu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等。经过摘要浏览、内容浏览等筛选方式，选择近 300 篇

文章进行了重点研读，并且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按老年人、行为、环境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组织。

然后统计、分析、分类总结形成系列成果：《老年人学电脑障碍及解决办法》、《老年人特征、学

电脑行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三、教材分析

（一）教材类别统计

教材名字是教材内容的集中体现。表 1是以教材名字进行分类统计的结果。其中“电脑”、“电

脑与上网”内容类似，均是介绍电脑基础操作，包含上网的章节。从数量上来看，电脑综合书籍占

到了 55.2%，上网部分占 23.4%。

（二）教材系列统计

目前共 15 套丛书，涉及 48 本教材，占调研总教材数量的 33.1%，如表 2 所示。但系列化安排

差别较大。其中只有2本书的系列起不到系列化的作用。个别系列并不是按内容从易到难的顺序安排，

例如新手学系列。其它系列的内容差别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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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广度深度

为了对教材内容广度进行分析，将内容分为 3 个级别。第 1 级 6 个类别，分别为：电脑基础、

基本操作、汉字输入、软件应用、影像处理、学会上网、安全维护。第2级共 68项。第3级共 860项。

以第 2 级为例，各项内容涉及的教材数量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从数字上看，教材内容广度统计上

差别较大。例如 Power Point 等内容只有 5 本书提到，针对微博等比较流行的 web2.0 软件仅有 12 本

书涉及。

在内容的深度方面，以输入法和办公软件版本为例介绍。输入法内容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共

涉及到 13 种输入法，内容仍然以五笔、拼音、手写为主，笔画输入法很少。但“文字输入”是长者

学电脑的一大拦路虎，成为老年人学电脑的最大障碍 ( 潘永燕，2011；Rosenthal，2008)。大部分长

者对汉语拼音掌握不够精准熟练，对英文字母和英语单词更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拼音输

入法并不适合长者，而五笔字形输入法比较复杂一时不能上手。在办公软件上，word、excel 内容虽

然大多数教材均有涉及，但仅仅是蜻蜓点水，想就业使用的老年人感觉知识深度太浅，对只为娱乐

的老年人没有用反而影响学习效果。20 本左

右的教材均选择 word 2010、excel 2010 开展

教学。由于版本高，受众面非常少。

教材在内容广度和取材深度的差异与老

年教育缺乏统一的教学大纲有关。统一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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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纲不意味着同一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大纲是一个标准，包括学习本学科所必需获得的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各教学机构根据培养目标的需要合适取材、深度适宜、分量恰当，以符合人

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因此，建立统一的教学大纲是老年人计算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另外，大多

数教材的教育定位以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为主，很少定位在老年群体人力资源的挖掘和满足老

年人的发展性需求与价值性需求上。

（四）认识的规律性

在调研的教材中，仅有 2 本教材明确指出学习计划，让老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学习内容。

大多数教材注意到了语言的通俗性，注意采用开本大、文字大、图片大、双色印刷、图文并茂等，

并附带光盘以便于老年人学习。但在生理灵活性上考虑不多，例如鼠标使用仅有双击，没有采取右

键单击再左键单击的习惯。知识与练习分开的教材仅有 32 本。7 本教材在语言上采用“教孙子”

等语言，这对于“无孙子”的老人心理产生不好的印象。因而教材内容尽量避免出现有“老年歧视”

类似的语言。

老年人电脑学习主要的心理障碍包括缺乏兴趣和动机、不自信、担心太多而造成焦虑、有压力等，

因此鼓励老年人一开始使用就产生成就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Wagner et al.，2010)，而现有教材在这

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已有教材大致按“电脑基础知识→操作系统基本应用→学习输入文字→文件的

管理与应用→电脑附件→工具软件→处理照片→ word/excel →网上浏览→网上娱乐→网络理财→网

上聊天→邮件→论坛博客→安全维护”顺序来组织内容。这样的顺序是按计算机可提供的功能来安

排顺序，强调学习过程而忽略了学习目的，很难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兴趣，反而极易给老年人造成心

理上的压力，并使其产生挫折感和焦虑感，甚至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对自己缺乏自信心。一些专门讲

上网的书籍大都缺乏对鼠标、键盘等基础操作的介绍，而那些包含基础操作的书籍对如何使用网络

的介绍并不详细，且这些重点介绍电脑基础操作的书籍大多数均定位于从未接触过电脑和刚开始学

习使用电脑的中老年朋友。

总之，目前已有教材更多注重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忽略心理特点，教材编排体系不符合老年人

的认识规律，不利于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兴趣。能反映本学科国内外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先进成果

较少。已有教材大多没有习题、思考题、参考文献。缺少总结获得知识的方法，不利于培养长者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

四、评价体系

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评价体系以“文字教材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 理、工、农、医类用 )”为

基本框架，一级指标“编校质量”和“印刷质量”相同，重点根据研究成果在一级指标“内容质量”

上进行细化，可以根据评价侧重情况给予不同的权重。“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内容质量评价指标”

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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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2001 年至 2012 年间，国内 22 个出版社共出版中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约 145 本。已有教材设计

水平、文图水平较高，例如在多媒体视频光盘、双色大字统计等，但教材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差别较大，

编排体系不符合老年人的认识规律，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及各种能力的培养，大多没有习题、

思考题、参考文献，缺少总结获得知识的方法。

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评价体系可以采用“文字教材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理、工、农、医类用 )”

为基本框架，重点根据研究成果在一级指标“内容质量”上进行细化，可以根据评价侧重情况给予

不同的权重。科学适用的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评价体系对指导教材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材

评价等工作具有较迫切的现实意义，可以引导老年学电脑教材的编写应该更加符合老年人学电脑的

生理、心理特点，从而增强老年人学习成就感、激发老年人的学习兴趣。因此，建立一套科学适用

的老年人电脑学习教材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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