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开始说是免费体验，结果很快就开始卖课了，各种话术诱导你买。 ”今年

72

岁的李玲在“老年大学”上了几节课后深感自己

“掉进了一个连环套，钱花了不少，但什么也没学到”。

李玲从广东省某国有企业退休后一直在家颐养天年，前不久听说家附近新开了一所“老年大学”，有免费书法体验课，便报名参

加。 没想到上了几节课后，老师便一个劲地推销书法课程。 购课后体验感不佳的李玲经打听发现，其并非政府办学，而是一家民办老

年教育机构。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老年大学作为老年人学习、社交的重要场所，越来越受到这一群体的青睐。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数据

显示，截至

2023

年

4

月，全国各级各类老年大学

(

学校

)

已达

7.6

万所，参加学习的学员

2000

多万人，但只能满足

8%

左右有需求的

中老年人。 供不应求，让民办老年大学、教培机构“活”了起来，市场上掀起了一波老年教育加盟潮流。

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不良商家盯上了老年教育这块“香饽饽”，以“办老年大学”为幌子，打着“免费体验”“名师授课”

的旗号，将推销课程包装成“学习机会”，诱导老年人掏钱购买高价课程，赚取高额利润，导致一些老年人掉入消费陷阱。

卖课、卖相机、卖药……

一些“老年大学”怎就沦为了推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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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成了“推销员”

诱导老人贷款消费

“前

3

节课，老师讲得不错，我也

学得很开心，可到了第

4

节课，老师突

然开始推销一套价值数千元的书法课

程，称‘机会难得，错过就没有了’。 ”

李玲回忆道，老师见她犹豫，又说这套

课程是名师授课且名额有限， 很多学

员都抢着报名。

在老师的“软磨硬泡”下，李玲掏

钱购买了课程。可上了几节课后，她发

现课程质量与之前的体验课相差甚

远，老师也不是所谓的“名师”。更让她

气愤的是，课程结束后，老师又向她推

销更贵更“高级”的课程，声称“只有继

续学习才能成为书法家”。

来自湖南邵阳的张军也有类似经

历。他是一名退休工人，今年

68

岁，平

时身体不太好， 听说小区附近的一所

“老年大学” 开设了一门“中医养生

课”，便报名参加。

起初， 课程内容确实围绕中医养

生知识展开，张军觉得受益匪浅。可几

节课后，老师突然开始推销一种“神奇

保健品”，声称“包治百病”，尤其对老

年人的慢性病有奇效。

“老师说这种保健品是‘独家秘

方’，市场上买不到，只有通过他才能

买到。 ”张军说，在老师的“洗脑”下，

他花了近万元购买了半年的用量。

可服用一段时间后， 张军不仅没

有感到身体好转，反而出现了头晕、恶

心等不适症状，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

能上当受骗。 当他试图联系老师退款

时，对方以“个人体质问题”为由拒绝

退款。

“这些钱是我攒了好几年的积蓄，

没想到就这样被骗走了。 ”和记者谈及

这次上课经历，张军懊悔不已。

爱好摄影的王晓峰也在一所宣称

是“民办老年大学”的机构里被坑了。

今年

65

岁的王晓峰从陕西某事业单

位退休后 ，报名参加了该机构的摄

影课。

起初， 课程内容主要是摄影基础

知识，可没上几节课，老师就开始频繁

推荐一款高端相机，声称“只有用这款

相机才能拍出好照片”。

“老师说这款相机原价要两万多

元，通过他可以拿到内部价，只要

1.5

万元。 ”在老师的鼓动下，王晓峰心动

了，但手头没有足够的钱，老师便“热

心”地帮她联系了一家贷款公司，让她

分期付款购买相机。

“我当时觉得老师是为我好，没想

到买完相机后， 课程内容就变得敷衍

了事， 老师也不再像之前那样耐心指

导了。”王晓峰说，更让她苦恼的是，每

个月的还款让她不堪重负。 她试图将

相机转卖，但由于是二手货，价格大打

折扣。

“我现在真是骑虎难下，既学不到

东西，还要还贷款。”王晓峰无奈地说。

据了解，上述受访者参加的“老年

大学”均非政府办学，而是一些民办教

育机构打着“老年大学”的旗号，利用

老年人群体防范意识薄弱、 信息不对

称等特点，将推销课程包装成“学习机

会”，通过“免费体验”“名师授课”“收

获颇丰”等噱头吸引老年人报名，再通

过“饥饿营销”“情感绑架”等手段诱导

老 年 人 掏 钱 购 买 高 价 课 程 或 相 关

产品。

机构质量良莠不齐

教师资质难以保证

根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发布的

《中 国 老 年 教 育 发 展 报 告

( 2019

—

2020 )

》， 目前我国老年大学的办学

性质主要包括政府办学 、公办民助、

民办公助、社会办学几种，其中以政

府办学为主 ， 约占老年大学总数的

70%

以上。

“老年人群往往面临社会关系整

体衰减、 生活半径从职场缩小到家庭

的困局， 而老年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

解决途径， 有可能改变一个老年人的

退休生活方式。对老年人来说，有效打

发时间最为重要。 ”一名老年大学教学

负责人透露， 但公办老年大学供不应

求，且面临分布不均的问题，江苏、山

东、四川、上海均有超过

300

所老年大

学， 除四川外其余省市均位于东部沿

海地区，在平均数以下的省份共计

19

个，宁夏、海南等省份的老年大学数量

不足

20

所。

“市场需求让民办老年大学、教培

机构‘活’了起来，还有不少企业以老

年教育作为入口， 从事老年教育相关

活动。 ”这名负责人说，当各类主体一

窝蜂涌进老年教育这个赛道后， 泥沙

俱下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卖课的、卖

药的、卖保健品的并不少见。

记者近日以帮家里老人报名为

由，在线上咨询了

10

家民办老年教育

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关于师资力量，对

方均承诺：“我们这里的老师都是经过

严格筛选的，课程质量有保障。 ”

但有从业者告诉记者， 有些老年

教育机构所谓的“名师” 其实是推销

员，他们利用老年人对“名师”的信任，

将推销课程植入正常课程中。 为了规

避监管，他们将推销课程包装成“学习

资料”“教材 ”等 ，以“自愿购买”的名

义向老年人兜售。 然而，这些“学习资

料”往往价格虚高，且与课程内容关联

不大。

“还有一些培训机构与民办老年

大学以‘合作办学’为名，通过支付场

地租金、课程分成等方式，将推销课程

植入其日常教学中。 这些机构往往以

‘公益课程’‘政府补贴项目’ 为幌子，

招募讲师进驻课堂。 这些讲师的真实

身份并非教育工作者， 而是经过话术

培训的销售人员。 ”该从业者说。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

提到他们的课程， 还说报名可以享受优

惠。”来自江苏南通的刘丽敏告诉记者，其

在当地一家民办老年教育机构上课时，老

师反复推销课程甚至产品， 让她非常

反感。

刘丽敏介绍，一名自称“国学大师”的

刘老师以讲解《易经》为切入点，将话题引

向“玉石开运”， 说“玉石能调节人体磁

场，还能保家宅平安”。 课堂上，他不仅展

示了自己佩戴的“开光玉石”，还搬出一套

“五行能量”理论，宣称佩戴特定玉石可以

延年益寿。 课后，他私下向学员推荐一款

标价

1.28

万元的“能量玉石手串”，声称

“仅限内部学员购买”。

“同学们投诉后才知道，这名刘老师

其实是一家玉石销售公司的业务员，‘国

学讲师’的资质是伪造的。 ”刘丽敏说，后

来机构负责人解释说， 这属于合作课程，

对方只需向机构交纳

30%

的场地分成，内

容审核不归机构管。

课程备案师资审核

形成质效督导体系

多名受访的老年学员提到，他们在选

择学校报课时看到对方写着“老年大学”

几个字， 便想当然地认为是公办老年大

学，完全没想过会是民办教育机构、培训

机构，更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些不良机构

试图割掉的“韭菜”。

“我报名的那所学校名称就是

××

老

年大学，实际上它都没有办学资质，可我

以为它就是一所大学。 在大学里上课，怎

么会被坑呢？ ”李玲感到不解，“希望相关

部门能对老年教学的办学主体规定得更

加明晰一些，没有经过审批的怎么能叫大

学呢？ ”

实际上，

2024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

的意见》，文件中提到，创办老年大学必须

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批，取得办学资质才能

招生。 其间，必须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

在教育专家李一陵看来，老年人普遍

存在信息获取渠道有限、防范意识薄弱的

问题。一些机构利用老年人对“老师”的信

任，通过精心设计的话术和套路，诱导其

购买高价课程或产品。

“老年人遭遇消费陷阱后，也往往因

证据不足、法律意识淡薄而放弃维权。 即

使投诉 ，也面临‘取证难 、立案难 、执行

难’的问题。”湖南高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吴

茜说，她曾接触过一个案例，一名老年学

员在某民办教育机构购买了一套价值两

万元的“养生课程”，后发现课程内容与宣

传不符，但因合同条款模糊，最终未能追

回损失。

如何治理一些民办老年教育机构收

割老年人“钱袋子”的乱象？

受访专家建议从四个方面发力：明确

监管主体，将各级各类老年大学纳入教育

或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建立课程备案和讲

师资质审核制度，老年大学开设的所有课

程需向监管部门备案， 包括课程内容、讲

师资质、收费标准等；严查利益输送，禁止

老年大学与培训机构进行收入分成，违规

者取消办学资格；建立“课程黑名单”，对

虚假宣传、 诱导消费的机构实施联合惩

戒；此外要公开透明收费，所有收费项目

需在显著位置公示，禁止以“自愿购买”名

义变相推销。

吴茜认为，完善法律法规 、明确监管

主体是当务之急。“建议为老年教育立法，

明确老年大学的性质、办学标准、课程设

置和收费规范；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

机制，教育部门负责课程内容审核，市场

监管部门联合公安、教育部门，对老年大

学课程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重点

审核合作机构的经营资质，公安部门负责

打击诈骗行为。 ”

“从知识性的教学内容到商业性服务

和产品的推广，都应当加入科学性审查环

节，建立准入和评价机制，形成一套完整

的质效督导体系， 确保老年人不被欺骗，

斩断以老年教育名义骗老 、 敛财的利益

链。 ”吴茜说。

受访专家一致提出 ， 要建立维权机

制，降低老年人维权成本。 比如设立老年

人消费维权绿色通道， 简化投诉流程，提

供法律援助；支持消费者协会或公益组织

对侵害老年人权益的机构提起公益诉讼。

“要推动老年教育转型 ，回归公益属

性。 ”李一陵建议 ，通过政府补贴 ，加大

对老年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 ， 降低其对

商业化收入的依赖； 通过课程优化 ，开

发更多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公益课程，如

健康管理 、法律常识 、智能手机使用等 ；

通过社会参与，鼓励高校 、企业、社会组

织参与老年大学建设， 提供优质师资和

课程资源。

“治理这一乱象 ，不仅需要制度层面

的完善，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只有

切断利益链、筑牢监管防线，才能还老年

教育一片‘清净’，让老年人真正实现‘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 ”李一陵说。

吴茜提出，还要加强宣传引导 ，增强

老年人防范意识。 可以在社区开展防诈骗

宣传活动，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

式，帮助老年人识别推销套路；利用电视、

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公众号、

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 普及消费维权知

识； 鼓励子女多关心老年人的学习和生

活，帮助其辨别虚假宣传。

在李一陵看来，老年教育不仅仅是课

堂教学， 还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开展文

学、艺术、体育、科技等社团活动，增强学

习体验效果， 提高老年学员的综合素质，

同时又能以各种方式把获得的知识反馈

到社区，服务于社会，比如开展各种志愿

服务。

“民办老年教育应该更多地关注以上

几点，在场景化教学、体验性教育等方面

不断拓展空间，而不是将心思花在如何收

割老年学员的钱包上。 ”李一陵说。（文中

受访的老年学员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