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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智慧老人”项目诞生
不让老一辈成为“零余者”

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无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生活
方式，逐渐与家庭成员和社会脱
节，成为一个“零余者”。外表恬
静温婉，内心却充满着公益梦想
与创业激情的女生宋一帆，6年
前还是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
学专业的一名本科生。一次偶
然的机会，促成了“智慧老人”项
目的诞生。

“记得，那是关于春节的一
则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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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外公外婆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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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一帆萌生了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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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一帆当时就招
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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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志同
道合的年轻人，逐渐开始了团队
的公益探索之路。

就这样，团队从暑期社会实
践开始起步，初试牛刀，教会了
10多名老人使用微信。

让老人们会用微信
懂支付宝地图路线查询

为了更规范地使项目可持
续，智慧老人公益服务工作室于
2014年12月正式成立，在校团
委、人文学院指导下，发挥上海
师大青年志愿者在为老服务工
作中的积极作用，以“献青年人

一份孝心、唤子女们一份耐心、
给老人们一份舒心”的理念，近6
年来，95 后师范生组团开办的

“智慧老人课程”先后服务超过
了8万名老人。

随着工作室的发展壮大，课
程密切结合老年人需求，设计了

“入门、沟通、生活、阅读、休闲、
防骗、手机摄影与照片处理、支
付宝”等 8 门课程，也囊括了微
信、高德地图等实用手机软件，
从基础入门到复杂应用，实现了
衣食住行信息安全等多重内容
供给与全覆盖。

大学生们在与老年人的交
流沟通中，也不断调整教学策
略，制作的都是“大文字+大图
片”的课件，辅以文字讲义，方便
学员课后复习。这些年，工作室
陆续在公众号“智慧老人课程服
务”上推出“智慧老人”教学干货
小视频，帮助老年人掌握智能手
机使用方法。

有梦！有爱！记者了解到，
项目发起至今已经第六个年头
了，最早参与的学生已陆续本研
毕业，但是作为人文学院品牌志

愿服务项目，这根接力棒一直有
爱地传递着。截至目前，团队已
有志愿者服务点 33 个，涉及徐
汇、静安、松江等9个区，涵盖街
道居委、敬老院、老干部大学、社
区文化中心等。

“宅经济”“云生活”
教会老人“居家战疫”

如何在线上将水果肉菜收
入囊中？怎样通过网络就医买
药……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宅
家的防疫生活将人们与智能手
机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然
而，对老年朋友来说，“宅经济”

“云生活”却成为又一大困扰。
智慧老人公益服务工作室联合
人文学院学生党支部又紧锣密
鼓地共同研发“居家战疫”系列
微课，目标人群就是这样的“老
小孩”。

如今的项目指导老师、上海
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团委书记张
玲是项目的第三任“接棒者”。
张玲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原定
线下的“手机课程”延期，但对

“智慧老人”课程服务的脚步却
不能停歇。工作室的同学们注
意到，宅家的防疫生活，让很多
不会网购的老人烦恼重重。于
是，课程就从解决痛点入手。

全新赶制的系列微课总共6
期课程，内容紧密对接老年朋友
需求，涵盖线上买菜、就医买药、
新闻速递、网络阅读、戏曲欣赏、
历史科普等内容。

“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非常有意义，新时代青年就要有
这种责任担当。”上海师范大学
2017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
祁丹慧是疫情期间系列课程制
作的学生负责人，在她看来，青
年学生能用自己的方式“云中”
助力老年朋友，帮助他们享受智
慧生活，不被时代“遗忘”，也让
青年的心洋溢着暖意。

祁丹慧认为，“好人好事”
重在长期坚持。长期乐善好
施、长期弘扬社会正气、长期在
工作岗位无私奉献……一些平
凡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
持做着一件平凡的好事，这就
是不平凡。

上师大95后师范生组团开办“智慧老人课程”

让“老小孩”在新时代里变“潮人”
最新揭晓的“2019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榜单上，上海师范大学95后师范生组团开办的“智慧老人课程”榜

上有名。近6年来，接力棒始终不断，青年学子用一片赤诚爱心和“硬核”的课程累计服务了超8万名老人，让可爱的“老小孩”们在新
时代里也变得“智慧”起来。学生们开心之余说：“荣誉于此定音，但梦想不会停歇，公益也永无止境。”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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