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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elderly knowledge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tive aging, and explore its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so that the knowledge content of the community can be more in line 

with the diverse learn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can be supported by other 

social participant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f collaborative design methods and case study of elderly co-design projects, 

existing practical experiences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were excavated.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in China, four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ng the elderly knowledge community were proposed: building a mutual trust design team, constructing localized 

design themes, providing shared understanding design tools, and absorbing diverse social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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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倡导积极老龄化，将老年人视作

能持续参与社会生活的创造者，强调老年人要有积极

面对晚年生活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老年人拥有丰富的

知识和经验，鼓励他们自发组织文化教育活动。同时，

以尊重、参与、共生、创新为核心的老年教育价值理

念在我国已逐渐深入人心[1]。老人在国内社区自发创

造的议事园、学习沙龙、百姓讲坛等社群形式，使老

年人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者，转变为主动的共享知识

者。但是，这些老年知识社群的构建过程缺乏专业人

员的引导和方法论的指导，无法有效地建立起可持续

发展路径，主要呈现出两大问题：一是社群活动内容

无法满足不同类型老人的需求和愿望；二是社群组织

缺少社会力量的支持，复制发展能力弱。而协同设计

作为能融合老年人生活经验与设计师专业知识的设

计方法，能够创建出集体视角与社群意识，可以为构

建出本土化的老年知识社群提供思路。 

1  老年知识社群的含义 

1.1  老年知识社群的概念 

社群是指基于共同的文化认同，具有一定归属

感，并能持续产生互动的群体[2]。老年知识社群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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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老年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指基于老年人之间的交

情、信任或共同兴趣，老年人自发组成的知识共享团

体。从知识共享形式的角度，有邻里之间自发形成的

面对面交流社群，也有老年人借助互联网建立的虚拟

网络社群。从知识共享类型的角度，分别有以文化创

作、技能培养、娱乐休闲为导向的老年知识社群。老

年知识社群的类型与内容见表 1，这些不同类型的知

识社群都成为老年人问题学习、经验交流、智慧分享

的助力平台。由此，老年人也从受教育者的角色转向

社区老年教育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决策者。 

1.2  老年知识社群的特征 

老年知识社群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重视老人自

身的个人价值，即挖掘老人的技能与经验，在平台的

支持下实现老人自身的知识共享。二是关注老人同辈

的协作创新，即基于共同的目标和愿景，进行深入的

互助性知识交流与学习。根据这些描述，可以发现相

比社区老年大学，老年知识社群的知识交流时间更加

弹性化，场所更加丰富。即老年知识社群立足于陶冶

老年人情操、培养兴趣爱好和增长知识技能，与传统

授课形式不同，会给老人弹性学习时间和自由发挥空

间，着重提升老人自我存在感、个人成就感与社会参

与度[3]。 

2  协同设计的含义 

协同设计（Co-design），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北

欧的参与式设计。作为一种重视设计过程的设计方 
 

表 1  老年知识社群的类型与内容 
Tab.1  Types and contents of the elderly  

knowledge community 

类型 内容 

文化创作 老年写作社群 老年书画社群 老年摄影社群

技能培养 老年手工艺社群 老年乐器学习 

社群 

老年信息技术

社群 

娱乐休闲 老年舞蹈社群 老年体育运动 

社群 

老年歌唱社群

 

法，协同设计强调将用户与利益相关者带入设计开发

过程中，扩大用户的参与范围、加深用户的参与深度、

提高用户的参与主动性。即在协同设计中，用户积

极参与到每个设计阶段，包括定义问题、构思方案、

测试方案和设计输出等，见图 1。目前，协同设计已

经广泛应用于产品设计、服务设计和社会创新等研

究领域[4]。 

2.1  协同设计的概念 

协同设计是一种支持专业设计师们运用合适的

设计工具激发用户共同探索和想象，去创造共同的语

言、愿景和战略的设计方法。在协同设计的过程中，

桑德斯指出专业设计师的角色从“专家”转化成了“促

进者”[5]，而用户在设计过程中扮演了“设计师”的

角色，用户在设计工具的支持下表达需求、知识与经

验，并提出设计想法和构建方案原型[6]。 

2.2  协同设计的特征 

马克对参与式设计、民族志调研、移情设计研究、

协同设计等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进行了比较分

析[7]，见图 2。可以发现，参与式设计中是由设计师

转换用户的需求、行为、期望，而协同设计更强调用

户直接提供自己的意见甚至提出设计创意，并且其更

多是对未来创新战略的探索。 

3  老年人协同设计项目的案例分析 

近年来，协同设计理念深入老年社会创新领域，

国外学者已经开始研究老年人介入协同设计项目的

可能性并获得了很多实践成果，由此为我国老年人协

同设计项目提供了很多的借鉴意义。本节将通过四个

具体的案例，探索老年人协同设计项目的关键要素。 

3.1  “变革老龄化”设计项目分析 

当前的英国正在经历一个人口结构的转变，到

2020 年，英国国家统计局预测，50 岁以上的人口将

占劳动力的 32%，占成人人口的 47%。在这个背景下，

“变革老龄化”协同设计项目于 2018 年成立，旨在 
 

 
 

图 1  传统设计与协同设计的对比 
Fig.1  Contrast between traditional design and collabor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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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user-centered design methods 

  

   
 

图 3  “变革老龄化”项目的协同设计过程 
Fig.3  Co-design process of project “Transform aging” 

 

表 2  “变革老龄化”子项目成果 
Tab.2  Outcomes of the sub-project “Transform aging” 

标号 时间地点 子项目名称 图示 子项目成果 

1 2018 年 12 月康沃尔 “艺术参与” 

 

老人绘画俱乐部 

2 2018 年 6 月托贝 “缝纫小组” 

 

老人缝纫社群 

 
深入了解老年人的需求与愿望，并积极改善老年人的

老龄化体验。该项目以英国西南部四个社区为实践场

所（康沃尔、北德文郡、萨默塞特、托贝）。目前已

经创建了六个设计主题：“迈向积极的未来”、“机动

性和运输”、“生命变迁”、“关心照顾者”、“正确的信

息，正确的时间”和“建立连接”。 “变革老龄化”

项目的协同设计过程见图 3，项目的设计团队通常由

当地老年人领导，参与者还有老年人的朋友与家人、

设计专家、社会企业家和公共部门领导者等。其中，

社会企业家可以为老龄化的创新挑战提供资金支持，

以在该地区产生持久的社会影响。他们聚集在一起协

同设计，包括定义，开发和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在“变革老龄化”项目启动后，这四个社区的社

会企业家或公益组织在英国 Design Council 的基金和

技术的支持下，开展本地社区的老年人协同设计子项

目。截至目前，在协同设计方法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

五十六个子项目。“变革老龄化”子项目成果见表 2，

康沃尔的“艺术参与”项目，形成了多种老年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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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未来老龄化与社会参与”项目的协同设计过程 
Fig.4  Co-design process of project “Future aging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图 5  “未来老龄化与社会参与”项目的协同设计阶段 
Fig.5  Co-design phases of project “Future aging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图 6  “养老院可穿戴设备包”项目的协同设计工具 
Fig.6  Co-design tools of project “Wearable equipment for nursing homes” 

 

课程，包括艺术绘画、尤克里里、摄影等，这些课程

带给老人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托贝的“缝纫小

组”项目，共招募六十名 5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参与了

本次活动，最后创造出“缝纫活动”来提高老人的缝

纫技能，同时建立老年同辈间的友好关系。 

3.2  “未来老龄化与社会参与”设计项目分析 

英国 2015 年的“未来老龄化与社会参与”项目

通过组建跨学科团队（设计学、系统工程、艺术教育、

老年学、公共卫生和商业学科）与老年人合作。然后

借助协同设计工具深入挖掘老人的需求、观点、态度

以及能力，探索和设计未来老龄化和社会参与的问

题，见图 4。 

首先，专业设计师构建了四个设计主题，包括：

“进入社区”、“有意义的关系”、“代际间价值”和“激

发创造力的场所”。接着，每位团队成员将收到一个

不同的主题，根据收到的主题组成四个内部小团队，

并在名为“梦想板”的白板工具上写下自身的需求和

愿望。之后，随着讨论想法、分享观点等一系列对话

后，大部分参与者倾向于“激发创造力的场所”这一

主题，沿着这一主题进一步讨论具体的方案构想。最

后，团队成员共同提出了创建“写作俱乐部”的设计

愿景，并希望每位老年人在写作俱乐部中都可以自由

写作并分享想法，见图 5。在这个协同设计过程中，

老人也学会了如何使用设计师提供的设计方法和工

具。因此，若后期写作俱乐部的发展出现问题，老人

还可以通过设计工具再次构建改良设计成果。 

3.3  “养老院可穿戴设备包”设计项目分析 

英国 2017 年的“养老院可穿戴设备包”项目中，

团队成员包括设计师、养老院居民和工作人员等，他

们共同开发设计基于位置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包。

“养老院可穿戴设备包”项目的协同设计工具见图 6，

设计团队制作了专门的设计工具箱，包括图片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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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关爱圈”项目的协同设计阶段 
Fig.7  Co-design phases of project “Circle of caring” 

 

 
 

图 8  构建老年知识社群的理论框架 
Fig.8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structing elderly knowledge community 

 
绪版、主题册和软织物原型等工具，用以促进团队成

员的构思和讨论。图片卡的设计包括两部分信息：一

是设计原型的照片，二是相应的文字描述。情绪版的

设计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情绪版使用的说明文字，

二是对于设计原型的各项问题，三是用于收集老人

对设计的开放性意见。通过定制专项的设计工具，

收集到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以此确保可穿戴设备包

既能方便采集老年人的身体数据，同时也能让老年

人穿着舒适。 

在这个案例中，专业设计师提供了改良后的设计

工具包，老年人借助这样的可视化工具可以更好地传

达自己的需求、观点和愿望。同时，这些承载想法的

可视化工具可以成为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工具，提高内

部成员的沟通效率。 

3.4  “关爱圈”设计项目分析 

“关爱圈”是英国伦敦在 2007 年发起的协同设

计项目，是创造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互相帮助、互

相照料的老人同伴圈。该项目凝聚了社会公共力量

和个体参与者，包括当地企业组织、社团组织、设

计专家、志愿者、超过 250 名老人及其家属等。项

目促使他们从自身不同的立场出发，共同投身于关

爱圈的构建。 

“关爱圈”项目的协同设计过程可以分为“发现

问题”、“概念定义”、“原型开发”和“运营发展”等

四个阶段。“关爱圈”项目的协同设计阶段见图 7，

第一个“关爱圈”的社会原型激发了更多服务组织的

效仿，其他城市中关爱圈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整体规

模得到提升，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 

4  基于协同设计的老年知识社群构建策略 

由上述案例可见，老年人介入协同设计的过程均

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和愿景，通过协作的方式，获得个

人独自无法实现的设计成果，该成果将持续激发个人

的主动贡献，进而产生更广泛的实践价值。见图 8，

基于老年人协同设计项目的实践经验，分析归纳出了

理论框架，并提出以下四个老年知识社群的构建策略。 

4.1  建立相互信任的设计团队 

老年知识社群的协同设计团队主要包含四类人

群：一是当地社区的老年人，他们为解决方案提供想

法并参与设计制作。二是政策的管理部门或者当地社

会成员等，例如政府部门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和当地企业家等，他们为项目的进行提供人力、物力

和资金等资源支持。三是跨学科研究员，例如老年学、

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者。四是专业设计师，

负责设计项目的策划和推动。他们在团队中主要扮演

促进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在成为促进者时，帮助团队

成员阐述各自的想法。在成为引导者时，帮助团队成

员梳理共同的成果并指明团队下一阶段的前进方向。

总之，以上四类人群都应该被视为专家，他们的意见

应该受到重视并具有同等的地位。其中，当地社区的

老年人更是被视为探索者、创意者、设计师，他们在

专业设计师提供的设计工具的支持下表达态度想法、

制作设计原型、制定社群规则等。通过建立老年成员

间彼此信任、相互尊重的关系，使老人对其他同辈的

需求变得敏感，进而提高老年人间的互动意愿，推动

设计的进展和成果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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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构建本土化的设计主题 

在国内社区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老年知识社

群，需要考虑当地的文化特征和当地老人的知识需

求。“变革老龄化”与“未来老龄化与社会参与”项

目均在设计之初建立了多个设计主题，这将有利于启

发并收集老年人的意见、态度与想法，也有利于设计

团队明确设计可能的方向，提高协同设计过程的效

率。首先，每个设计主题导向它们可能的解决方案，

可以从当地社区文化、老人活动场所、老人活动时间、

知识社群类型等等多个角度去发散设计切入点，并结

合实际调查形成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的设计主题。接

着，专业设计师可以与当地老年人一起通过讲故事的

方式共同丰富这些设计主题，这些故事经过迭代更新

也将融入更多的细节[8]。然后，通过不断讨论抉择、

聚焦细化出一个想要共同深入的设计主题。最终，团

队成员在设计工具的支持下，逐步协同设计出符合共

同期望的解决方案。 

4.3  提供共享理解的设计工具 

协同设计团队在构建老年知识社群的过程中，团
队成员的知识背景不同，特别是老年人的想法需要借
助设计工具进行表达。如“变革老龄化”、“未来老龄
化与社会参与”和“养老院可穿戴设备包”项目中均
通过提供改良的设计工具，让参与者对所要做的事和
做事的方式达成共识。同时，由于研究群体的特殊性，
设计工具还要充分考虑老年使用者的生理与心理特
点。设计师有责任为老年人表述概念提供帮助，例如，
使用照片和视频演示等图像形式作为交流对话工具[9]。
总之，在协同设计的过程中，通过设计工具帮助团队
成员协同想象、共享理解[10]。另外，老年人在设计工
具支持下的积极参与可以促使他们自身的行为转变。
其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老人在积极主动的参与
行为中，对自身的能力更加有信心。二是协同设计方
法促使老年同辈之间形成协作关系，为之后老年知识
社群的知识分享和协作互动建立基础。三是协同设计工
具使得老年人具备一定的设计能力，使得他们在后期社
群运营中能应对更多的困难，帮助知识社群长期发展。 

4.4  吸收多元化的社会力量 

老年知识社群的构建过程在协同设计团队完成

设计活动后，必须达到一个阶段让老人们可以自主管

理，接手协同设计和共同生产活动。因此，从协同设

计的初期便应该主动吸引多元化的参与者，用兼容并

蓄的精神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共建共享，例如“变革老

龄化”与“关爱圈”项目便积极获取当地社会企业家

和公共部门领导者等的支持。因此，设计师应该积极

挖掘本土社会力量，来为老年知识社群的构建奠定资

金、场所、设施和人员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11]。例如：

专业设计师和研究员可以将项目进展传播给专业领

域的其他研究者；老年人可以将通过设计获得的体验

和感受传播给附近社区的同辈老人；社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以及社会企业组织等可以将项目愿景传播到

更大范围的社会成员中。同时，构建老年知识社群的

项目可以在不同的社区进行实践，各个社区的老年知

识社群可以横向连接，以求信息、知识和经验的相互

传递，逐渐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赞同与支持，推动整

体规模的提升和社会影响力的增强。 

5  结语 

社区老年教育组织在积极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

正在寻求转型，老年知识社群正是一个具有开发潜力

的社会发明。在构建老年知识社群的过程中，协同设

计方法可以为挖掘老年群体的需求与态度、建构利益

相关者的关系网络、获取社会资源的多方支持等提供

理论指导与设计工具，从而使得老年知识社群的构建

方式更加高效，构建方案更加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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