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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成了“推销员”
诱导老年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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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2
岁的李玲（化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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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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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课后体验感不佳的李玲经
打听发现，该“老年大学”并非政府办
学，而是一家民办老年教育机构。

来自湖南邵阳的张军（化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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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好摄影的王晓峰（化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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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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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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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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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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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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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
告诉记者，其在当地一家民办老年教育
机构上课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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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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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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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遭遇消费陷阱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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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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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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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家李一陵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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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法治日报》报道

卖课、卖相机、卖保健品……

一些“老年大学”怎就沦为了推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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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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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老年大学甚至还推销起保健品等，导致一些老年人掉入消费陷阱。

一些不良商家盯上了老年教育这块“香饽饽”。

治理老年大学“坑老”乱象，让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