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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闻宣传工作是我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大学的新

闻宣传工作旨在帮助老年学员参与继续教育，并以老年大学为“涉老传播”的中心，对社会上

的老年群体进行相关新闻教育工作。因此，本文在 SMCR模型的视角下，将老年大学视为“涉

老传播”活动的信源，分析其在新闻宣传与教育过程中的信息、信道、信宿的传播现状。本文

提出打造以老年大学为核心的宣传传播矩阵和老年教育品牌，通过深入了解老年群体的信息需

求、提升适老化传播的内容质量等策略，来满足老年群体日常学习与生活需要，在推进积极老

龄化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完善我国的终身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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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s public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untry’s jour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aging
society, the press publicity of senior universities aims to help the elderl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ake universities for the elderly as the centre of the “ elderly-related
communication”, and carry out related pres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work for the elderly groups in the
society. Therefo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MCR model, this paper considers senior universities as
the source of “elderly-relate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message, channel and receiver in the process of pres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publicity and communication matrix and a brand of senior education with senior universities as
the core, to meet the daily learning and living needs of senior groups through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senior group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content of ageing-related
communication, so as to improve China’s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sitively aging society.
Keywords: Pres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Senior universities; SMCR model; Elderly-related
communication

引言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教育事业历经 40 余

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我国已建成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学

校）7.6万所，参加学习的老年学员达到 2000多万人[1]。在

社会经济与网络媒介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为缓解我国老

龄化人口压力，老年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与任务。

老年大学是老年继续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是老年新闻传播活

动的主要场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老年大学的新闻宣传与

教育工作也在推进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此外，网络媒介的迅速普及为社会治理工作带来新的难

度，尤其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对老年群体的新闻宣

传与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互联网等移动通讯媒介的普

及，一方面在深刻地改变着老年群体的信息接收方式等一系

列日常生活行为，另一方面也克服了传统的线下教育模式的

限制，为老年群体提供了信息获取与接受教育（或获取教育

资源）的便利。又因媒介技术的使用壁垒、网络信息的分辨

差异等问题，在复杂多元的信息社会下，也会为老年群体的

数字化融入带来困扰，引发社会融入困难、电信网络诈骗等

多种老年问题。因此，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老年教育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它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

可忽视的意义；老年大学作为“传播老年信息，教育老年群

体”的重要渠道，它对推动老年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对此，本文将以 SMCR模型为理论视角，对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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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学的新闻宣传与教育工作进行研究与分析，并提出相关

的建议或策略，旨在通过新闻传播的学科角度，加深社会对

老龄化的认知与理解。

一、SMCR传播模型概述

学者贝罗（Berlo）对“传播过程”给予高度关注，将“传

播视为动态连续的变化”[2]，并据此提出了 SMCR传播模型

（也被称为贝罗传播模式）。该模型的提出是对拉斯韦尔

（Laswell）传播模式的补充与延伸[3]，被认为是“以最简单

的形式描述了信息的传播过程”[4]。就该模型而言，贝罗强

调影响信息传播过程的四种要素，即信源、信息、信道、信

宿，且四种要素也分别受到若干因素的干扰与影响。

信源（Source，S），即信息传播过程的源头，起着把关

信息与控制传播渠道的作用，受到传播技巧、态度、知识、

社会系统、文化五种因素的影响。信息（Message，M）是传

播过程中意义的载体，也是“信源”经过编码后的结果，由

内容、成分、处理、结构和符号五种因素构成。信道（Channel，

C）是信息传播的通道或载体，但贝罗以受众主体的感官功

能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将信道的构成要素划分为听觉、视

觉、触觉、嗅觉、味觉。信宿（Receiver，R），即信息的接

收者，受到与“信源”相同的五种因素影响；且信宿作为信

息传播活动的终点，承担着对“信息”解码的功能，能够检

验由“信源”对“信息”进行编码后的传播效果。此外，贝

罗也意识到在该模型的各个环节存在着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问题，也因此十分重视“信源对信息编码”与“信宿对信息

解码”的两个过程。因而该模型常见于教育学、企业组织管

理、教学比较与课程开发等领域的研究中[5]，用以解释信息

传播过程的效果与影响。

综上，对贝罗 SMCR传播模型的梳理，有助于研究者对

具体的新闻传播活动过程进行讨论与分析，并能够针对信息

传播过程的各个阶段或环节提出相应的策略，以优化现行的

新闻传播活动。下文也将结合贝罗的传播模型，对老年大学

有关新闻宣传与教育工作的传播活动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与

探讨。

二、SMCR视角下老年大学新闻宣传与教育工作

的探讨

“媒体泛化”是媒介化社会的一种重要表征，更是重构

当下传播环境的关键因素，它通过重组人、机、物与环境的

关系，使当下的新闻传播活动呈现“万物皆媒、万象皆媒”

的特点[6]。泛化的本质即意义的拓展与功能的扩充，媒体泛

化涉及传播活动各要素的泛化过程，其中媒体机构或平台的

泛化尤为显著，进而导致了信源、信息、信道等要素的泛化。

“涉老传播”则指涉及老年人的新闻传播活动，一是将老年

群体列为主要新闻传播受众；二是指涉及老年群体的新闻报

道内容。老年大学，作为涉老传播的关键媒体，在其新闻宣

传与教育工作中不仅扮演着“信源”的角色，还承担着筛选

和把关新闻信息以及管理传播渠道的关键职责。就当前社会

背景而言，将老年大学视为媒体平台，不仅是媒体泛化的结

果，也是新闻传播领域应对当前老龄化社会现实挑战的必然

选择。

在大众传播时期，新闻只能通过特定的、具备明确边界

的新闻媒体部门开展信息的生产工作与传播实践，其信源也

呈现出“中心向外围”“小众传播，大众接受”的特征[7]。

在新媒体背景下，技术赋予了传播新的动力，新闻信息的来

源变得多元，传播者与受众的身份也开始变得模糊，每个人

或每个组织机构也能成为“信源”，深入参与新闻信息的传

播活动。因此，作为涉老传播“信源”的老年大学，不只是

新闻信息的传播中介，也是新闻信息的生产机构。在前者中，

老年大学通常会选择权威性较强的媒体信息，对特定受众群

体进行选择性传播。因而在信源的选择上，老年大学需要筛

选出与老年大学或老年群体高度相关的报社等媒体机构所

生产的新闻内容，进行新闻信息的二次传播活动，其目的在

于对涉老传播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了解与把握，起到监督社

会环境的媒介功能而后者则将老年大学作为生产与传播老

年新闻信息的机构，对其学员或老年群体开展具备教育性质

的新闻传播与宣传工作。

老年大学是专为老年群体设立的非学历教育机构，其目

的是关注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作为公益性非学

历老年教育机构，在新闻宣传、思想教育、组织沟通等方面，

老年大学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适老化或老龄化传播强调以老

年人为中心，不断优化新闻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各个要素，以

满足老年群体对媒介的使用习惯和信息了解需求，例如通过

新媒介的适老化设计和信息符号的适老化编辑等方式。在老

年大学的新闻宣传工作中，老年学员作为新闻宣传与教育工

作的主要接收者（信宿），因其生理、心理等特征的变化，

也在影响着老年大学的新闻传播与传播实践。终身教育是建

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重要支撑和战略保障[8]，在其

建设过程中，也要确保老年人能够持续获得教育机会，并保

障他们不被当前的媒介社会环境所忽视或遗忘。鉴于老年群

体对丰富老年生活的需求，从新闻宣传与教育工作的角度出

发，老年大学仍需重视适应老龄化趋势的传播实践，并根据

老年群体的具体要求进行“适老化”的传播创新。

三、老年大学新闻宣传与教育工作的优化策略探

讨

在新媒体环境中，随着网络媒体在老年群体中的逐渐普

及，多样化的媒介传播渠道不断地激发着他们获取新闻信息

的需求，以及对信息呈现方式的多元符号要求。老年大学也

应将携带教育意义的新闻信息融入具体的新闻宣传工作中，

开展新闻教育的实践活动，充分吸引老年学员参与其中，帮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25

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数字网络环境，进而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

生活。参考 SMCR模型，老年大学作为信源，老年群体作为

信宿，共同确定了新闻宣传与教育工作中另外两个要素的工

作方向，即提供适合老年人信息阅读与理解习惯的信息内容

以及选择相应的传播渠道，从而确保从新闻传播领域推动积

极老龄化社会的建设。

（一）信源：构建涉老传播阵地 打造老年教育品牌

老年人往往对传统媒体有一种天然的信任和权威感。中

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相关研究就曾发现：电视新

闻节目的主要观众年龄主要集中于 45岁及以上，且 65岁以

上的老年观众成为电视新闻节目的主力军[9]。就信源而言，

处在传统媒体时代的老年大学，其新闻宣传工作主要依赖于

广播、报刊、电视台等传统新闻媒体机构，在传播活动中扮

演新闻信息传达者的角色，其把关过程仅限于对新闻信息的

筛选与传播，缺乏独立的新闻采写与编辑工作。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提及：“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

渗透”，其数据也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50岁及以上

的网民群体的占比由 2022年 12月的 30.8%提升至 32.5%[10]。

所以在新媒体时代下，大众传播不断变化的同时，老年群体

的信息需求以及其媒介使用习惯也在随之变化，开始接受网

络技术而衍生出的传播形式，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对于老年

大学来说，也应意识到自身作为新闻信息生产者、编辑者与

传播者的角色，构建涉老内容的新闻宣传与教育阵地，从而

满足老年学员以及老年群体（非老年大学学员）不断变化着

的新闻信息需求。

因此，老年大学可以通过持续的教育品质输出和品牌形

象塑造，在老年群体中建立起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尤其在新

闻宣传工作中，老年大学应秉持真实客观的新闻理念，完善

的老年教育与服务工作，并以品牌化的传播实践思维将自身

打造成老年人信得过的媒介品牌。同时，在结合技术创新的

基础上，老年大学应搭建新媒体矩阵，如微信、短视频平台

或老年学员的网络社群等，生产并传播有用处、有趣味、有

意义的新闻内容，以权威可信的媒介品牌形象服务于老年学

员以及其他老年群体。

（二）信息：充实涉老新闻符号 提升适老内容质量

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携带上信源的观点与

理念，给受众带来影响。新闻传播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连，

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11]；新闻宣传也讲究“到什

么山唱什么歌”[12]因此，针对老年群体而开展的新闻宣传工

作，也应该要深入了解其特定的传播受众在信息理解与阅读

过程中的具体特征。若想让新闻传播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就

必须充分了解传播的对象。从理解能力来看，老年人因生理

功能的衰退，其理解能力与年轻人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这

进而影响了他们的信息阅读习惯与方式。老年大学作为专为

老年群体开设的公益性机构，相比大众传媒机构，更熟悉老

年人的信息阅读偏好。因此，老年大学应持续关注和生产老

年群体喜闻乐见的信息内容，以满足他们强烈的信息阅读需

求；同时，在信息的符号表现形式上，采用图文结合或音频

结合的方式，以降低老年人阅读新闻时的信息理解障碍。简

单来说，老年大学的新闻宣传与教育工作就是将具有老年教

育意义的信息，以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表达，使老年群体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便捷地获取教育。

虽然数据显示老年群体仍偏爱传统新闻节目，但随着网

络媒介的普及，老年大学还应考虑生产具备互联网特色的内

容，如互动新闻、H5 新闻，以信息互动的形式提升老年学

员的新闻传播活动的参与度，从而实现其信息需求并达成终

身教育的目的。同时，为避免信息的过度娱乐化，老年大学

在信息筛选与表达的过程中，应使信息具备“轻松且不失深

度、有趣且不乏内涵”的特点，旨在通过信息教育的方式丰

富老年生活、助其融入数字社会。

（三）渠道：拓展涉老传播路径 强化新闻教育参与

与拉斯韦尔对传播渠道的认识不同，贝罗按照身体感官

所能感受到的传播效果将渠道划分为听觉、视觉、触觉、嗅

觉、味觉。上文提到网络媒介正在逐步渗入老年群体，老年

大学将重视媒介技术的互动性，并为老年群体提供参与新闻

传播活动的机会。因此，参与新闻互动的本质就在于调动老

年群体的各类身体感官，使他们在互动中接受信息携带的教

育意义。

大部分老年人在退休后，由于个人可支配的空闲时间增

多，常常会出现“无所事事”且孤独感倍增的情况。尤其在

新媒体时代下，老年人由于对媒介技术的使用存在一定的障

碍，这不仅使他们难以融入当下的数字社会，导致孤独感倍

增，严重地也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时，这种障碍也可

能会导致信息闭塞、电信诈骗等一系列不利于老年群体生存

的危害。从整个老年大学的教育运行体制来看，其人员结构

通常包括教师与行政两类，分别负责教育教学与行政管理。

当然，当老年大学意识到可将自己作为新闻传播过程的信源

时，也会承担起老年新闻宣传与老年教育工作的双重职能。

因此，老年大学可将新闻宣传工作融入具体课程教育实践中，

通过老年群体与教师之间的信息传播互动，将携带教育意义

的新闻信息穿插其中，从而提升传播效果。此外，老年大学

也可以设置多种老年学员参与的互动活动，为他们提供社会

再适应与学习的互动教育活动；在充分调动他们的各种感官

渠道的同时，帮助他们充实日常生活，使他们能够融入并适

应当下的社会生活。

（四）信宿：建立传播反馈机制 深入了解老年需求

通常，对单向传播模式的诟病一直在于没能建立良好的

反馈机制，以了解传播受众的反馈或其他新闻需求。老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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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基本目的是“促进老年人终身而全面的发展，促进社会

可持续发展”[13]，因此，老年大学也应重视对双向的涉老传

播机制的建设等问题。老年大学作为涉老新闻传播活动的重

要载体，也应深入了解老年群体对新闻信息的各类需求。一

方面，老年大学应接入新媒体平台，协助老年群体能通过手

机等新媒介形式获取各类社会信息，并重构对社会与自我的

双重认知；另一方面老年大学还应建立新闻宣传与老年教育

结合的专业人才队伍，在变化发展异常迅速的信息社会中，

及时了解老年群体的信息需求，为其制定并提供新闻宣传与

教育的相关活动。

最后，老年大学不仅应该作为新闻宣传意义的转译者、

老年教育工作的引导者，将新闻信息所蕴含的教育意义准确

地传达给老年大学的学员们以及社会上的所有老年群体；还

应该将其开展新闻宣传工作的意义拓展至更深入的社会影

响层面，将积极老龄化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并为我国建设全

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结语

贝罗的 SMCR传播模式与拉斯韦尔的 5w模式一样，被

认为是缺乏反馈的单向性思维；但是借助模型理论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迅速地了解某类特定具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尤其在

当下复杂的传播环境下，人们对新闻传播活动的认识与理解

也存在“从简到繁”的过程。当然，对老年大学的新闻宣传

与教育工作的讨论，也需要与时俱进，将新闻传播活动置身

于当下的传播语境与社会背景中，去思考老年大学如何在涉

老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将自己作为“信源”（S），将其“编

码”而生产的关乎老年群体的新闻信息（M），通过具身性

与离身性的各种传播渠道（C），将“释码”后的信息意义

准确地传递并作用于老年受众或信宿（R）；继而实现社会

终身教育的愿景，使老年群体在融入复杂的信息环境的同时，

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最后，老年大学将新闻宣传作为

老年教育的创新方式，也为社会化的数字反哺工作提供了有

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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