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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老龄学员接受能力弱、记忆
力差的学习特点，大学生志愿者在课
程设计上经过不断讨论、打磨、修改，
最终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授课方式，
用12个字来概括，就是“分步操作、
反复操作、课后操作”。

课程一边开发到一边服务社会，
两年多来，宋一帆的团队已成功与上
海市老年大学，上师大老年大——徐
汇区湖南路、康健、漕河泾、古美路社
区，普陀区桃浦社区学校，浦东新区川
沙街道等社区进行合作，在上海建立
了上海师范大学老年大学、桃浦社区
学校、川沙街道三个核心教学基地，形
成三角战略构架并辐射至整个中心城
区。就这样，从家庭走向社区，打造课
程的稳固体系，成功开展教学15120
小时，服务超过8万人次。

今年暑假，作为上海师范大学人
文与传播学院的一项暑期社会实践，

“智慧老人”项目继续开展，并首次入
驻古美路街道。8个“小大人”不厌其
烦地为近20名老年人上课，其中年纪
最大72岁。他们以服务于老年人的
现代化生活为目标，并将项目的社会
实践与学校的专业实践相结合，充分
利用师范生资源，在校内招募了一批

师范专业学生担当课程主讲，同时为
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还给每一位主
讲配备3-4名助教，分散在教室，融于
老年学员中，随时随地指导他们学习。

从课程表看到，集中授课一共
16次，从IPAD基本操作与手势，设置
与连接WiFi，初识微信、朋友圈功能，
到可以网上直接预约挂号的微医
APP、为照片美化的美图秀秀、出行查
询的百度地图、就餐优惠使用的大众
点评、叫车用的各类打车软件、如果
视力不佳而更推荐老人使用的听书
软件等，一一囊括。

实践团成员感受到，当学会使用
智能手机后，许多老人表现出比中了
大奖还开心的幸福表情。宋一帆看
到，有一节课教“微信上如何进行视频
聊天”，一个老奶奶当时就尝试着和她
闺蜜视频，视频接通的一刹那，老人眼
泪就抑制不住地流下来了，大家看到
了却由衷为她高兴。70多岁的金姓爷
爷曾一天用掉100多元的流量，被女
儿指责当晚曾委屈地哭了，而今学会
了如何使用随身WiFi，感觉也走在了
时代的浪尖上了……看到一个暑假的
教学成果，上师大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智慧老人”项目组也是自豪感爆棚。

发展：从家庭走向社区，打造课程体系

自从萌生了想法后，“智慧老人”
团队赶紧询问了几位长辈以进一步
验证项目可行性。结果发现，随着家
庭经济实力的提高，大都市的老年人
现在绝大部分使用的都是智能手机，
但是，不会用、没人教却成为了他们
最头痛的问题，有些老年人明明拿着
智能手机，却只是使用最简单的打电
话、发短信功能。

面对家庭中长辈们面临的问题，
宋一帆和团队成员又深入社区，进一
步了解社区老年人的使用现状。不
出所料，通过调研走访，他们发现老
年人所面临的问题几乎一致。

智能手机的“智能”功能要“物尽
其用”，看起来分分钟就能学会的事
情，为什么需要专门的团队用以教
学？宋一帆一脸认真地说：“ 其实，
老年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潮，他
们很多时候不会的东西是很怕问子
女的，因为担心被嫌麻烦被嫌笨，所
以，有时只能甘当鸵鸟，干脆不去问

了。我们相信，如果有这样一个教学
服务项目，他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提
出任何问题来了。”

于是，“智慧老人”团队便开始着
手开发自己的课程。在此之前，团队
比对了市场上能够买得到的智能设
备操作使用说明书籍，发现这些教材
水平参差不齐、专业术语过多，同时
也缺乏更新换代的生命力。

为了有效地推广课程和强化教
学效果，宋一帆团队设计了三套针
对不同对象的问卷，深入调查研究，
根据老年人的切实需求，将课程分
为“入门”、“沟通”、“生活”、“阅读”
四大系列。“入门系列”指导老人学
会智能设备的基本操作；“沟通系
列”教授主流社交APP；“生活系列”
教授工具类、娱乐类 APP；“阅读系
列”教授新闻类、阅读类APP。其中
重点打造了“微信”作为品牌课程，
并且根据不同老年学员的情况，因材
施教。

现在：老人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潮

“小大人”玩转“老小孩”上师大“智慧老人”社会实践团服务社区

学手机学上网让老人不再“out”
“有一节课教微信上的视频聊天，一个老奶奶当时就尝试着和她闺蜜视频，视频接通的一刹那，老人眼泪就抑

制不住地流下来了；70多岁的金姓爷爷曾一天用掉100多元的流量，被女儿指责委屈到偷偷哭泣，如今也学会了
如何使用随身WiFi……”说起今夏的教学成果，上师大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智慧老人”项目收获满满，一群95后的

“小大人”通过给闵行区古美社区带去实践体验项目，让老人们也切身享受到了“智慧城市”的各种红利。下一步，
他们的梦想是实现公益创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今年3月30日，上海市民政局、

市老龄办、市统计局联合召开信息

发布会，发布上海老年人口占总人

口比例首次突破30%的关口。据上

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此

前预测，至2020年，上海常住老年

人口总数将超过570万。同时，空

巢现象将愈加明显。另据“智慧老

人”项目组的调研，通过走访市中心

城区30个街镇机关工作处，发放纸

质版调研问卷1000多份，电子版近

5000 份发现，60 岁以上老年人中，

71.21%受访者认为自己在使用智能

设备时存在困难。这样看来，也许，

一个智能手机的合理使用，他们的

精神世界就会更加精彩一点点。

60岁以上老年人中超七成受访者认为
自己在使用智能设备时存在困难

“可能是老年人的一种自尊心理
吧，原本是家庭的支柱，上年纪后却
发现很多东西都跟不上了，获得感、
尊严感都下降了，所以，讲到底，我们
是在给老年人提供一种信息素养，一
种智能化教育，让他们也能充分享受
到‘智慧城市’的各种红利。”宋一帆
说道。

随着课程规模逐渐变大，宋一帆
也意识到仅仅依靠公益教学的一腔
热情是不够的，光靠自己的团队也满
足不了源源不断的社区需求，因此，
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团队如今决定，
以教学课程作为核心价值与竞争力，
通过一套自给自足的公益创业模式，
借由公益性的创业模式放大公益效
应，实现公益服务项目的初心。

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师
范生，宋一帆认为，“教书育人”是一
名老师的天职所在，老师可以教小朋

友，同样也可以教老年人，师范生的
职业追求不一定是进中小学，所以我
们其实讲到底，是在给老年人提供一
种信息素养，在智能化教育中学当一
名老师，能够服务这些老年人，同样
可以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小的时
候是爷爷奶奶们牵着我们走，现在他
们老了，我们想带着他们，一起走。”

上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团委书
记徐渊说，“智慧老人”是致力于为老
年人服务的项目，大学生利用自己所
长教授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既让老
年人学会最为新潮的技能，同时也在
培养95后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从社
会实践到公益创业，95后大学生通过
对城市社区老年人生活现状的调研，
探索城市发展的短板和不足，其意义
不仅在于发现创业机遇，同时也是切
切实实地呼吁年轻人，培养为民情
怀，服务建设社会。

未来：从社会实践孵化出公益创业模式

外表恬静温婉，内心却充满着公
益梦想与创业激情的“95后”女生宋
一帆，如今是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
学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一次偶然
的发现，促成了“智慧老人”项目的诞
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看到了
一则新闻，内心触动很大。”宋一帆记
得，那是春节的时候，年轻人饭桌上
忙着“抢红包”，冷落了老人，爷爷坐
一边插不上话，最终怒掀饭桌立“家
规”。宋一帆感到震惊的同时，也不
由得反思起自己来，“小时候父母工
作忙，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长大后
却和他们渐渐地开始疏远，偶尔回去
吃饭也总是自顾自玩手机，不怎么和
他们说话。”

就在宋一帆反思自己没有尽足
孝道的时候，她突然萌生了一个想
法，“我为什么不在玩手机的同时带
着家里老人一起玩呢？”这样一来，既
增加了和长辈沟通的机会，又能让家
里的老人与时俱进，做一把同龄人中
的“潮人”。

说做就做，宋一帆当时就集结了
几位同样有公益热情的同学，说了自
己的想法，没想到大家一拍即合，当
即决定成立“智慧老人”团队，用自己
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社会上的老年人，

“这些为了这个社会的发展贡献了一
辈子的人们，当他们老去，不应该被
社会遗忘。”就这样，这几个志同道合
的年轻人，逐渐开始了这个团队的公
益探索之路。

缘起：春节“抢红包”老人被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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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翻“新”样“智慧老人”项目入驻古美路街道。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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