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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山东省济南市57岁退休职工陈红“闯”入了AI世界。从此，她的生活也跟着“AI起来”。
此前，她从自己家到父母家要花两个小时，倒3次公交车，这条路线走了几十年。最近，她学会使用

“豆包”查询公交线路，仅需换乘一次，一个小时就能到达。为筹备西安之行，陈红借助AI轻松获得一份
详尽的旅游攻略，这让她对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充满期待。

“感觉AI无所不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陈红的语气满是惊喜。在她的周围，有一群和她
一样对AI充满好奇与探索欲的老年人。

“银发族”对AI课程的热情远超想象——

这里的老年人大学“刮”起AI风

这个春天，引领陈红开启AI科
技探索之旅的，是济南老年人大学今
年首次开设的AI课程。这股AI热
潮，不仅让老年学员获得新奇的学习
体验，努力跟上智能时代的步伐，也
对老年人大学的智能课程教学改革
起到推动作用，逐渐改变外界对老年
人大学的刻板印象。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
展，AI语音助手、智能驾驶、智能手
环、智能家居等应用加速普及，也润
物无声地进入老年人的生活。不少
老年人对这些新技术充满好奇，却因
缺乏学习渠道，感到自己跟不上社会
发展节奏。

2022 年年底ChatGPT发布之
初，济南老年人大学负责人敏锐地察
觉到老年群体对AI培训的需求，并
对此提前布局。今年春节期间，
DeepSeek的横空出世，进一步坚定
了学校开设AI课程的信心。

济南老年人大学副校长樊祥钦

介绍，学校是山东省首家将AI课程
纳入老年教育体系的办学机构，新推
出的“AI智能应用”课程，旨在帮助
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享受科技带来
的便捷与乐趣。学校着力打造“传播
现代生活方式”等四大教育主阵地，
将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健康养
老作为重要内容。

“我们希望通过AI相关课程，
满足老年人终身学习的需求，增强
他们的社会参与感，用科技丰富银
发生活。”樊祥钦说。

谁来教？教什么？2024 年下
半年，济南老年人大学在筹备AI课
程设计时，面临很多现实难题。

为打造高质量课程，济南老年
人大学主动与高校及科技企业开展
合作，邀请山东师范大学人工智能
系主任鲁燃教授等高校专家，并整
合山东未来集团、浪潮集团等本土
信息化领军企业技术骨干，组建专
业师资队伍。“高校专家+企业骨干”

的师资配置，既保证课程内容的系
统性和规范性，又让教学内容紧密
贴合实际，具备很强的实用性和灵
活性。

3月6日，AI课程在济南老年人
大学一经推出就异常火爆。“起初，
我们计划开设两个班，招收60名学
员，结果招生系统开启仅10秒钟，
课程名额就被一抢而空。不少人打
电话反馈没报上名。这些老年人对
AI课程的热情远超想象。”樊祥钦
说。

为满足学员多元化和个性化的
学习需求，学校迅速调配资源，临时
增派老师，增设课程。目前AI课程
已开设13个班，招收389名学员。
学员平均年龄60岁，最大者76岁。
5位授课教师中，3位来自高校和国
企。课程内容聚焦基础应用，涵盖人
工智能简介、文生图工具入门、数字
相册制作、AI健康管理、AI绘画、智
能家居控制、AI回忆录编写等。

如何巧妙设计AI课程，使其更加
适老化，让老年人更易接受？

针对学员个体差异大，以及老年
人记忆力减退、视力下降等特点，学校
创新性地推出“大班授课+个别辅
导”的复合教学模式。老师在课堂
上严格遵循“三慢原则”：慢讲解、
多重复、勤练习。每节课配备图
文手册，会用大号字体特别标注
关键步骤，并引入线上复习平台
与智能教具，帮助学员课后复习
巩固。

郑文龙介绍，教学团队最初
编写的教案理论性偏强，在实际教

学中发现，老年学员更需要实操指
导。于是，教学团队及时调整课程设
计，大幅删减理论内容，加大实操环节
的比重。事实证明，这种教学模式更
符合老年学员的学习需求。学校随堂
统计显示，该课程的学员满意度高达
89%。

认真地上了3节课后，李荣洁感觉
自己实现了从“PS小白”到“AI达人”
的提升。

李荣洁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以前
在景区拍照后，想去掉照片背景里的
其他景物很麻烦，需要用PS软件一个
个处理。如今，她只需要给“豆包”一
个指令，比如“保留背白色背包的女
士”，短短几秒钟，就能得到一张满意
的照片。

“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我对AI
技术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还能将各
种AI应用串联起来，真正运用到日常
生活中。”“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李
荣洁如此形容自己与AI亲密接触的
感受。最近，李荣洁把AI课程推荐给
身边的老同学和朋友。

如今，济南老年人大学全面推动
老年教育“智能化”建设，人工智能技
术覆盖教学的各个环节。除了今年新
开设AI智能应用课程，学校逐步推进
AI技术与传统课程的深度融合：在美
术教学中引入“文生图”技术，拓展创
作维度；在文学课程中融入AI辅助写
作与资料检索功能，实现“AI赋能，专
业为本”的教学创新。

教学管理方面，学校建立了三大
智能化系统：智能排课系统实现教学
资源优化配置，教学评估系统进行多
维度、全过程质量监控，学员数据分析
系统支持个性化精准教学。

此外，济南老年人大学正在与山
东财经大学合作开发“无感评价系
统”，通过AI技术实时分析学员课堂
参与度和专注度等指标，替代传统的
考勤制度，为教学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预计半年后可投入使用。以全方位的
变革，实现“科技赋能银发，智慧点亮
晚年”的美好愿景。

陈红深感自己和身边的老年学员
们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她发现，自
己在课堂上学到的AI技能，有时连24
岁的儿子都不知晓，这让她能“小小地
骄傲一把”。“真心希望AI课程班能够
长久办下去，越办越好，让更多老年朋
友敢于尝试新事物，让我们的银发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陈红如此表达老年
学员们的心声。 （中青报）

32岁的郑文龙是济南老年人大
学AI智能应用课程的老师。第一次
上课时，他着实被学员们的热情“吓
了一跳”——上课时间是下午1点20
分到3点，他提前40分钟到达教室，
推门一看，教室里已经座无虚席。首
节试听课吸引了50多位老人，有的
学员从别的地方搬来椅子，在教室后
排加座听课。

“刚接到授课任务时，我心里有
点打怵，怕讲不好、教不会老人们。
但当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坐在下面，跟
小学生一样，眼神专注，充满好奇与
期待，我真的很感动，瞬间有了底
气。”郑文龙说。

课堂上，老年学员们个个精神饱
满，老师们讲课充满激情。学得认
真、教得用心的氛围，让AI课堂格外
生动有趣。

在57岁的学员李荣洁看来，相
较于其他课程，AI智能应用课的课
堂氛围更加热烈、互动性更强。“老师
有提问，学员会积极回应，相互间形
成良好的互动。在实操环节，大家有
问题和诉求都能当场反馈，老师会及
时解答、指导。在一来一回的交流和
互动中，我们充分吸收知识，希望尽
快运用起来。”

“一上课，大家就把老师团团围
住，大小问题问个不停。下课后，老
师都走不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太高涨
了。”担任AI智能三班班长的陈红笑
着说。

作为老年教育领域的全新探索，
AI课程的开设并无现成经验可供借
鉴，济南老年人大学在实践中不断摸
索前行。

“我们不怕发现问题，把解决问

题作为推动课程优化的契机。”樊祥
钦说，学校秉持“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务实态度，在教学中不断探索
和优化课程。

济南老年人大学采取开放式招
生，以年龄和身体健康情况作为入学
标准，学员在年龄、记忆力、文化程度
等方面差异较大，部分学员不会拼
音，有的智能手机版本老旧或存储空
间不足等，都给课程教学带来了一定
的困难和挑战。

以“文生图”功能教学为例，接
受能力强的学员可以跟着老师的讲
解实时操作，基础薄弱的学员则需
要老师进行投屏演示，手把手地指
导，部分学员还出现“课堂学得会，
课后全忘光”的情况，但大家都锲而
不舍、乐此不疲地投入到 AI 学习
中。

AI课程招生系统开启10秒就被一抢而空

一位老师在讲台上讲授AI课程，老人们坐在教室里听课，
用手机同步操作。（AI人机协同生成）

3 月 28 日，济南老
年人大学 AI 智能应用
基础课堂上，一位老人
在手机上使用AI工具。

第一次上课被学员们的热情“吓了一跳”

从“PS小白”到“AI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