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校（临川一中、南昌二中）高三语文高考模拟（名校（临川一中、南昌二中）高三语文高考模拟（2022年上学期）试卷带解析及年上学期）试卷带解析及

答案答案

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人不再单纯满足于“老有
所养”，而是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文化养老日益盛行，老年大学因此“一座难求”。虽然
很多老年大学都想方设法增加课程、扩大招生，但仍难满足老年人热情高涨的“求学”需求。
比起适龄儿童“入学难”，老年人想要进入老年大学继续学习无疑更难，因为“僧多粥少”的矛盾
更为突出。资料显示，国内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机构已经超过7万所，有800万老年人正在进行学
习。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4亿人，约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7%。两相对比
可以得知，在相关教育机构学习的老年人，仅占老年人口数量的3%，老年大学“入学难”由此可
见一斑。

尽管以“大学”为名，老年大学与普通大学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其中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
体现在学历文凭上。实际上，老年大学之所以受到追捧，并不是老年人想要如年轻人一样获取

更高学历，而是老年人想要通过学习提高技能、扩大交往，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对老

年人来说，兼具学习与社交功能的老年大学，无疑是满足精神赡养需求的绝佳选择。因此，老

年大学“入学难”的另一面是一些老年大学的学生迟迟不肯“毕业”。例如，郑州一位九旬老人已
经上了28年老年大学，从建校开始持续至今，决心做一个“永不毕业”的学生。
老年大学普遍收费不高，鲜明的公益性是老年大学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从扩大老年人“入学
率”的角度打量，老年大学应该设置一定的毕业年限，但从实际操作层面却很难付诸实践，一
方面是因为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场所还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老年大学

都是企事业单位自主开设。

北京、济南等地相继发布《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不约而同提到“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老年教育”，要推动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办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促进老年教
育与相关产业联动。面对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现状，“社会化”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面向社会办学，意味着企事业单位老年大学敞开校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意味着民办老年大

学可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在发展老年教育的基础上，有必要不断丰富文化养老的

形式和载体，如果老年人能有更多“老有所乐”的去处，自然能大大缓解老年大学的压力——老
年大学应成为培训文化技能的基地，而不应成为享受文化生活的“避难所”。
为了满足老年教育需求，今后5年之内，我国计划将目前3%的老年人学习人数提高到20%，由
此意味着，至少有5000多万老年人将在老年大学或教育机构里学习。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关乎
千万老年人的福祉，而且体现着文化养老的政府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步子不
妨再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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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观念的转变，是老年大学需求增加的重要客观原因
之一。

B. 国内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机构虽已经超过7万所，但与老年人口总数相比，相关办学机构数目
依然很少。

C. 老年大学的学员更看重老年大学能给他们带来的晚年精神生活质量的改变，而不是一纸毕业
证书。

D. 老年大学公益性质明显，很多老年大学都是企事业单位自主开设，社会化办学力量应尽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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