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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奶奶们，咱们今天讲
讲小儿便秘的推拿手法。哦，不
对，还有一位男同学。这位男同
学也要认真听呀！”在沧州老年
大学小儿推拿课的课堂上，小刘
老师的两句开场白引起了全场
善意的笑声。同学们的注意力也
被老师成功地吸引了。

站在讲台上的小刘老师叫
刘彩云，今年 29岁。这是她在沧
州老年大学执教的第5个年头。

“小儿推拿班的学生多是阿
姨。大家来学这门课程，全是为
了孙辈。所以我在课堂上常以

‘姥姥奶奶们’称呼阿姨们。你可
别小看这一称谓，只要我这么一
说，阿姨们的精神头立刻就提起
来了。”刘彩云笑着说出了她为
提高课堂效率耍的一个“小心
机”。

“小老师”亦师亦友

刘彩云是沧州中西医结合
医院骨科康复院区针灸科小儿
推拿室的一名中医师。长期和带
孩子就医的老人们打交道，天生
好脾气的刘彩云赢得了一个“中
老年之友”的称号。

2019 年，一位沧州老年大
学的工作人员带着孩子来看病，
见到刘彩云正一边给小患者推
拿，一边教陪同就诊的老人们推
拿手法。

刘彩云开朗的性格和娴熟
的手法吸引了这名沧州老年大
学工作人员的注意，遂推荐她到
沧州老年大学去试课。

经过面试、试讲、试课等一
系列的环节，刘彩云顺利成为沧
州老年大学的老师。

第一次正式上课前，刘彩云
担心自己无法掌控课堂气氛，但
真正站在讲台上时，她觉得自己
的担心是多余的。

沧州老年大学的同学们在
课堂上比她想象得更加认真，更
加积极。由于年龄的原因，老人
们接受起新知识来会慢一些，记
性也不如年轻人好。他们就在课
堂上拿起手机，将老师讲课要点
录下来，回家反复听。

刘彩云发现这一点后，就将
自己做的课件发到班级微信群
中，方便同学们查看。

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会围
着刘彩云问各种问题：孩子总
咳嗽怎么办？积食按摩哪个穴
位管用？发烧时可以用推拿手
法吗……

对于同学们的问题，刘彩云
都有问必答，极具耐心。

刘彩云常将门诊故事带到
沧州老年大学的课堂上，“这可
比单纯讲知识点受欢迎。尤其是
夏天，看到同学们犯困了，我就
说故事，特别管用。”

比如讲“胃强脾弱”症状时，
她会从小病号总被奶奶追着喂
饭讲起。

相处的时间长了，刘彩云和
阿姨们成了忘年交，同学们都亲
切地叫她“小刘老师”。

不光课上，课下时间，同学
们有了相关问题，也会想到“小
刘老师”。

去年寒假期间，刘彩云接到
一位阿姨的电话：“小刘老师，我
孙子一岁多，最近因为积食发
烧、咳嗽，我想配合着药物给他
推拿，你教教我。”

于是，在刘彩云的帮助下，
这位阿姨给孙子清天河水、清肺
经、揉肺俞、运内八卦。第二天，
这位阿姨高兴地反馈：“老师教
得太好了，真管用，孙子退烧了，
咳嗽也减轻了。”

对于刘彩云来说，同学们能
用她教的知识解决问题，她特别
有成就感。

老年人上课
比小学生还认真

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的张
瑞鹏在沧州经营着一家琴行。同
时，他还兼有教师的身份，教音
乐艺考生。

作为一名 90 后，他从没想
过有一天会成为一群老年人的
老师。

他到沧州老年大学当老师
也是机缘巧合。2018年，有位朋
友问他，可不可以到沧州老年大
学代一下课，就这样，他成了沧
州老年大学二胡班的教师。

在教学的过程中，张瑞鹏发
现，相比其他年龄段，这些年长
的学生学习热情更高，上课比小
学生还认真。“这些叔叔阿姨听
课认真，练习有耐心、有韧劲。几
节课下来进步明显，这让我很有
成就感。”

张瑞鹏针对老年人的特点，
对上课内容进行了调整。“不能
像要求专业学生那样要求他们，
要让他们在学习中既感到快乐，
又有收获。”在制订教学计划时，
张瑞鹏既会加入基础乐理，也会
穿插学生们喜欢的老歌。教学
时，他会活跃课堂气氛，也会夸
张地演绎错误的唱法，让学生产
生共鸣。

“第一次给老年人上课前，
我也有过担心，比如说老年人学

习上手慢、识谱认弦难、懒散缺
课等。”但当他站上讲台后才发
现自己错了，老人们上课非常积
极，每节课都会自发地提前来到
教室练习，下课后还舍不得离
开，总说时间过得太快了，还想
多上一会儿课。

“课上，他们是学生。课下，
他们是我的长辈。”可能是男性
老师更加理性，张瑞鹏喜欢将课
上课下分开：“课上我都以同学
们称呼这些长辈，以树立老师的
威信。”

有时候个别同学不认真听
讲，张瑞鹏也会严肃地板着脸
批评几句，但随后他又怕伤了
老人们的面子，赶紧找补几句。

“掌握好度最重要。”张瑞鹏笑
着说。

“被阿姨们宠
爱很幸福”

31岁的张媛媛是沧州老年
大学民族舞班的任课老师。“3
年的授课，让我收获了很多阿姨
的关心，虽然我是她们的老师，
但我觉得自己是被宠爱的那个
孩子。被阿姨们宠爱真的很幸
福。”

在沧州老年大学上了几堂课
后，张媛媛就摸清了“门道”：教老

年学生跳舞，速度不能过快，动
作需要反复强调；不必一板一眼
教学，多点趣味性更好。

张媛媛的舞蹈课有多么受
欢迎？百分百的到课率就可见一
斑。

“动作赏心悦目，授课耐心
细心。”民族舞班学生祁鸣霞一
一细数，有一回，学生们找不到
舞蹈的感觉，张媛媛抛来一句

“想象回到十七八岁”，引得众人
会心一笑。“媛媛老师进行示范
时，会分解动作，也会指出如何
把握眼神，让我们受益匪浅。”祁
鸣霞说。

上课时间长了，张媛媛发
现，学生们一个比一个学得认
真，虽然很多人因为年纪大了身
体不够灵活，但对舞蹈的热情不
曾减退。“慢慢融入老年教学，就
会发现它有不一样的精彩。”

民族舞班的课程下午两点
半开始，但同学们都会早早到
场。等张媛媛到时，同学们已经
自发地练习上了。

沧州老年大学的课程是一
周一节，因为间隔时间比较长，
张媛媛担心老人们会忘记舞蹈
动作。但当第二周上课时，她发
现同学们对上一节课的知识掌
握得还不错。细问之下才知道，
老人们利用课下时间，自发组织
起来练习。因为大家基础参差不

齐，有舞蹈功底的同学也会主动
教零基础的同学。大家互帮互
助，进步自然快。

最让张媛媛感动的是，阿姨
们对她的关爱。

知道她忙起来经常忘记吃
饭，阿姨们会在上课时给她带来
自己做的小食品。看到冬天她穿
得单薄，阿姨们也会苦口婆心地
劝，“媛媛，你现在年纪小，不能
冻着了，要不然到我们这个年纪
容易得一身病。”

2021 届民族舞班毕业时，
同学们为了感谢张媛媛，还给她
带来了一场节目表演……

年轻老师为
老年教育注入活力

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些 90
后老师有想法、有耐心、有爱心，
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以往老年大
学同龄人教同龄人的状况，为老
年教育注入了青春的朝气和活
力，而他们也在这场忘年交中收
获彼此的成长。

在走访年轻教师时，当被问
到他们为何会走上老年大学的
讲台，并且愿意一直干下去，他
们都会提到一点：老人对学习的
热爱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让自
己深受感动、获益匪浅。

业内人士表示，老年教育队
伍年轻化是一件好事，年轻人的
朝气给老年大学带来了更多活
力，让“夕阳红”更“青春”。对于年
轻人来说，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
以及“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也
能够助力其自身更好成长。

“60 后近年来陆续到了退
休年龄，与人们对老年群体的传
统认知不同，这批‘新老人’进入
职场和社会后的人生轨迹，几乎
与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同
步，其退休后的生活、兴趣和爱
好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
化。”沧州老年大学副校长高志
伟说，“新老人”与时俱进，跟得
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对高质量的
老年生活有更为多元和个性化
的需求，老年教育自然也要与时
俱进。

让老年人了解新鲜事物、会
使用新技术新手段，离不开年轻
人的帮助。“这方面的教育培训，
需要大批青年人才加入，我们要
为青年人才创造广阔的舞台。”
高志伟介绍，为丰富课程体系，
这些年，沧州老年大学一直在招
聘年轻教师。此前，沧州老年大
学是“老年人学，老年人教（退休
后的专业人才）”，而随着越来越
多的 80后、90后参与到老年教
育工作中，这种局面逐步转变为

“老年人学，年轻人教”。
据高志伟介绍，目前，沧州

老年大学共有 80后、90后任课
教师20名。

老有所学，是许多老年人步
入人生后半场的精神追求。高志
伟表示，由于老年大学的“特殊
性”，经过层层筛选后进入老年
大学教学的年轻人，凭借在校任
教经历，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也
会有很多优势，这是双方共赢的
选择。“期待更多的‘朝阳力量’
加入到这一队伍中。”

当90后年轻老师走上老年大学的讲台，“小老师”和“老学生”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

忘年交·忘年“教”
本报记者 吴艳 本报通讯员 袁亚婕 摄影报道

张媛媛张媛媛（（右一右一））教教““姥姥奶奶们姥姥奶奶们””舞蹈动作时非常有耐心舞蹈动作时非常有耐心

““小老师小老师””刘彩云刘彩云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出售环保局宿舍房屋一套，三室两厅，92平方米，解放
路小学十三中附近，80万元，可议，房主自售，中介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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