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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载体：提升社区教育

有效性的重要支点

王 冰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天津 300350﹚

【摘 要】社区、社区教育、社区教育载体是三个既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受经费、师资、场所、课程资

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般社区本身都不具备自有的、独立的教育载体及其资源，因此，社区要依托学校、教

育机构、行业企业等教育载体来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社区教育载体是社区教育的有力承担者，是支撑社区教育活

动有效开展的重要支点，社会必须建立和架构起一个能够使社区成员随时参加并享受到社区教育活动的载体系

统，社区教育载体制度化和标准化建设是未来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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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政府于 2002 年正式向世界宣布建设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其重要标志是 2002

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时，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

九大报告持续强调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

型社会。

学习型社会是一个抽象的范畴，它需要通过具

体的学习型“载体”来执行和体现。在城市社会中，

社区教育载体是构成学习型城市的实体表现形式之

一。但在现有的关于社区教育载体的研究中，不乏

将社区教育载体与社区、社区教育混用的现象，造成

了概念混淆和职能定位不清。事实上，社区、社区教

育、社区教育载体是三个既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

的概念，三者共同服务于学习型城市建设，但各自所

执行的具体职能任务和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社区、社区教育、社区教育载体进行科

学合理的区分，进一步明确社区教育载体的设置情

况，有效发挥社区教育载体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

作用。

二、社区、社区教育、社区教育载体的本

质区别

（一）社区是一种非行政组织机构

“社区”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

1887 年出版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又译为《社区

和社会》﹚中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群体社会有两种类

型，即共同体﹙社区﹚和社会。共同体﹙社区﹚是基于

血缘、地缘、宗教等自然基础建立起来的“礼俗社

会”；社会是基于某些目的、计划、思想意志等社会

基础建立起来的“法理社会”。滕尼斯对于“共同

体”和“社会”的区分，表明礼俗社会更偏重于道德

关系和自律的集体归属感及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法理社会更偏重于权利义务关系和他律的集体归属

感及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来华讲学，介绍

了美国社会学界对于“社区”的研究情况，认为社区

的本质特征是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且社区中的

—13—

网络出版时间：2019-10-08 16:24:08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3.1067.g4.20191008.1314.012.html



每个人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中国学者认

为，社区是聚集在一定地域内的、相互关联的人群形

成的共同体﹙王思斌，2016﹚。［1］

综上所述，社区的概念涉及两个核心要素：一是

地域相邻；二是文化价值认同。因此，社区在本质上

应是具有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组成的邻里关系组

织。基于管理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社区是由政府规

定划分的“法定社区”，但又是一种非行政“机构”，

社区职能在具体运行上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密切

相关，多数是“合署办公”的关系。因而，社区的功

能主要表现为通过有组织的治理，凝聚居民的价值

共识，共同遵守社区规范，维护社区的安定团结

局面。

（二）社区教育是一种教育活动

社区教育属于教育的范畴。教育即教化和培

育，是教育主体对教育对象进行“教”和“育”的过

程。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

社会、学校等所有的正式和非正式、正规和非正规教

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专指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的正式和正规教育。

关于社区教育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给予

统一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遵民教授根据我

国社区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社区教育是社区居民

为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及对终身学习的需求，自发

产生的，由政府提倡并与地区基层组织共同推动的

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教育活动。社区教育的宗旨是提

高地区住民的精神与文化素养，满足其自我完善的

要求，切实保障地区居民的自主学习权利﹙吴遵民，

2015﹚。［2］

社区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是有别于学校教

育的一种非正式和非正规的、具有社区特征的一种

教育“活动”。综合“社区”和“教育”的构成要素，

可以将社区教育简单概括为：社区教育是为增进区

域内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和归宿感、加强交流互动、维

护共同的生活环境而进行的一切教育活动，是学校

教育之外的社会教育或社会文化认同教育。

（三）社区教育载体是社区教育活动的有力承

担者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一种活动，任

何教育活动的开展都需要由相应的载体来承担，换

而言之，教育载体是教育活动的具体承担者。尽管

我国目前承担社区教育活动的各地区社区教育载体

的具体情况不同，但他们具有共性，即社区教育活动

一般“常以政府举办、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社区组织

动员居民参加的形式开展”﹙沈光辉，2015﹚。［3］从政

府层面看，社区教育的载体包括省、市、区﹙县﹚教育

行政部门、社区教育指导中心、街道办事处、居委会，

主要承担社区教育活动的工作计划、社区教育活动

的开展等方面的指导、组织、管理职能；从学校层面

看，社区教育的载体包括社区大学、社区学院、社区

学校以及由社区承办的老年大学和由成人院校和职

业院校专门设置的社区教育学院﹙分担社区教育活

动和社区教育课程﹚，主要承担社区教育的课程计

划和具体的课程教学任务。

我国社区大学、社区学院等社区教育载体出现

得较晚。独立建制的社区学院作为社会教育改革和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产物成立于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

期，更多的社区教育载体都是依托于某些教育机构

或学校而建。在终身教育理念下，社区大学、社区学

院融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为一

体，集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社会文化生活教育于

一身，是具有社区性、综合性、职业性特点的地区高

等院校﹙郑淮，2014﹚。［4］

三、社区教育载体的理论研究情况

（一）关于社区教育载体的期刊文章数量偏少

为了更好地把握社区教育载体在整个社区教育

中的地位和作用，课题组分别以“社区教育”“社区

教育载体”“社区教育功能”“社区教育评价”为主

题，在中国知网查询2014—2018 年的相关期刊论文

﹙见表 1﹚，数据结果显示：5 年来学术界围绕“社区

教育”的主题研究共有5 360条结果；围绕“社区教育

载体”的主题研究共有 22 条结果，占全部社区教育

主题研究的0.41% ；围绕“社区教育功能”的主题研

究共有 389 条结果，占全部社区教育主题研究的

7.26% ；围绕“社区教育评价”的主题研究共有 78

条结果，占全部社区教育主题研究的1.46% 。显然，

学术界关于社区教育和社区教育功能的研究成果颇

丰，关于社区教育评价和社区教育载体的研究依次

排位在后。然而，在社区教育实践中，社区教育载体

是社区教育的具体实施者，如果社区教育载体缺席，

则社区教育的多种功能就不能够完全实现，社区教

育评价指标体系亦将严重缺项。

（二）关于社区教育载体的期刊文章主要观点

2014—2018 年，共有 22 篇以“社区教育载体”

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发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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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4—2018 年围绕社区教育的期刊发表文章情况﹙单位：篇﹚

年份 以“社区教育”为主题 以“社区教育载体”为主题 以“社区教育功能”为主题 以“社区教育评价”为主题

2014 984 1 58 8

2015 1 114 1 70 15

2016 1 117 6 86 16

2017 1 062 7 89 17

2018 1 083 7 86 22

合计 5 360 22 389 78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http：//epub.cnki.net，2019-2-10.

观点：

一是将社区教育载体置于终身教育体系中，在

一定区域范围内打造学习型和谐社区。例如，江苏

省淮安市白马湖农场打破社区教育仅限于成人教育

的小圈子，保证社区内从学前幼儿园到小学、初中、

高中、中职的适龄入学率。农场党委十分重视社区

教育工作，依托农场成人教育中心校兴建农场社区

教育中心，形成了“场有社区教育中心校、单位有活

动教育站、村居有辅导点”的社区教育资源网络；农

场在财力上积极支持社区教育，每年都拨出社区教

育事业经费，确保年人均4.5元以上，使社区教育实

现了“四有”，即有组织、有阵地、有经费、有制度﹙谢

学仁，2016﹚。［5］

二是立足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发展

特色社区教育。例如，福建省宁德市蕉城社区学院

与当地海洋与渔业局联合成立海洋渔业培训基地，

通过培训增强社区居民的质量安全意识，社区学院

举办的“水产卫士”系列课堂荣获全省“社区教育品

牌”称号﹙周海琳，2016﹚。［6］

三是以广播电视大学﹙以下简称电大﹚为主要

载体构建社区教育发展体系。例如，利用各省级电

大所具有的系统、资源、办学、经验等优势﹙周涛，

2018﹚，［7］构建以省级电大﹙社区大学﹚为龙头，以社

区学院为骨干，以社区学校、社区学习点为基础的覆

盖全省城乡的社区教育办学网络体系﹙温强，等，

2018﹚。［8］由于社区教育载体要完成政府、教育主管

部门、文化部门乃至基层行政组织等多个机构的派

出任务，所以，电大必须在体系重构、标准制定、平台

搭建、资源开发、学分转换等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四是“互联网 +”时代加强社区教育网络载体

建设。积极推进社区学习网站建设，通过网络平台

播出网络课件，充分体现“互联网 + 社区教育”的媒

体发展成果，凭借互联网和移动数字技术拓展新载

体，特别是通过社区教育 APP 的研发，将社区教学

资源以微课程、小视屏、图像、声音、文字等方式形象

化地传递给社区教育学习者，学习内容提示和分类

明确﹙刘彦，2017﹚。［9］

四、部分城市社区教育载体的设置情况

有效的社区教育载体能够提供社区教育活动所

需要的必要资源，包括经费、场所、师资、面授课程和

网络课程，这些资源是现实中解决社区居民“到哪

学”“学什么”“怎样学”的关键所在。但恰恰是受经

费、师资、场所、课程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般社区本身都不具备自有、独立的教育载体及其

资源。

社区的初始本意是居民价值取向一致的“自

治”管理区域，但目前，我国的社区教育活动更多地

依赖于政府行政支持，支撑社区教育活动的社区教

育载体是在政府统一规划指导下协调有关部门依托

一些行业和企业协会、社会组织、教育机构和学校而

形成，表现为多元化的、参与性的“社区教育载体”

设置。以北京、上海、天津3 个直辖市以及广东省深

圳市、江苏省常州市、河南省郑州市、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克拉玛依市为例，说明部分城市建立社区教育

载体情况﹙见表2﹚。

表2 部分城市社区教育载体设置情况

城市 社区教育载体

北京市

在全市所有街道和乡镇成立了社区教育中心或成人学校，在 80% 以上居委会和行政村建立了市民学校；区县先后向街

道及社区派出专职教师1 000多名；全市街道及社区老年学校3 100所。西城区率先成立市民学习成果认证中心，建立居

民个人学习账户，将全区9 所普通教育学校整体转制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区教育学校；大兴区、房山区和通州区解

决了乡镇成人学校的法人地位、人员编制与经费投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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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社区教育载体

上海市

全市共建有 17 所社区学院、遍布全市 216 个街镇的社区学校及5 152个居村委学习点、110 所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上海杨浦区整合大学园区、工业区与社区资源，建立了“高校期刊社区驿站”。“静安白领学堂”将静安区的教育机构整

合，以学习沙龙、精品讲座和展示活动为主题，采取政府补贴、成本收费与免费学习相结合的运作方式。长宁区虹桥街道

打造“国际社区学习圈”，开设国画、茶道、昆曲等课程，并吸引外籍居民融入社区文化

天津市

在市内6 区和北辰区、滨海开发区共建8 所社区学院，形成了以社区学院为龙头，以社区分校和社区学校为基础的三级

社区教育网络。1987 年天津举办首届科技活动周，并于2001 年推广为全国性的科普活动。从“十一五”开始，社区教育

专项经费每年投入1 000万元

广东省深圳市
建有市级社区（培训）学院21 所，区级社区学院5 所，街道级社区学院（教育中心）38 所。桃源居社区女子学校开展“一

书多证”教育，即一个国家认可的毕业证书和多种技能培训证书

江苏省常州市

2009 年常州市政府依托常州电大成立了社区大学。建有1 所市级社区大学、7 所区（县）级社区学院、58 所镇（街道）社

区教育中心、1 048所居委会（村）社区学校，各镇（街道）、村（居委会）100% 建有社区教育中心和村民（居民）学校，每年

设立不低于人均1 元的社区教育专项经费。社区教育参与率达到 60% ，由市民政局牵头，创建学习型社区，开展“流动

借书车”“文化楼道”“小巷讲坛”活动；由市妇联牵头，推进学习型家庭建设。2006 年以来，每年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

动周”活动

河南省郑州市

全市共有区级社区学院3 所，覆盖率19% ；办事处一级社区学校66 所，覆盖率79.5% ；村委会一级社区学校433 所，覆盖

率63% 。开展学习型家庭、学习型村镇评选活动；以社区学校为依托组建老年人学习群；2006 年由郑州市科协创办社区

科普大学，目前共有社区科普大学107 所，颁发结业证书；市妇联牵头实施“女性素质工程、家庭文明工程、家庭教育工

程”，创设学习型家庭。金水区建立“街道、社区、楼栋、家庭”四级学习型社区网络；庙李镇利用社区服务中心（红色家

园）开展党员服务、社会教育、文化娱乐活动

新疆克拉玛依市 全市有社区市民学校84 所，社区综合活动室84 个，社区图书室14 个。举办“社区大讲堂”活动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等《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案例（第一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60—268.

表 2 表明，在我国一些主要城市都建有社区大

学、社区学院、社区学校等社区教育载体，以组织和

开展短期技能培训、人文素质提升、休闲文化等社区

教育活动为主。而属于社区教育中的学历教育、中

长期非学历教育，多数是以当地的开放大学﹙电大﹚

为载体完成的，全国依托电大系统成立的社区教育

办学机构占到国内社区教育办学机构总数的一半以

上﹙杨志坚，2015﹚。［10］电大利用系统办学优势，对社

区教育工作的主要贡献在于：

一是在一些省、市、区﹙县﹚建立“社区教育指导

﹙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和承办区域性的社区教育

活动，如终身学习活动周、科技活动周等。

二是组建社区大学﹙社区学院﹚，提供具体教

学、管理、考试服务，颁发相应的学历和非学历教育

证书。

三是利用电大已建成的“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

台”，设置专门的社区教育栏目，整合课程资源，形

成“一网注册、多网互通、学分互认、线上线下沟通”

的居民学习模式﹙杨志坚，2015﹚。［11］

五、社区教育载体任务分析

（一）从政策导向看社区教育载体的任务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门发布的教育方面的文件

和通知看，有关社区教育的政策规定及要求一般都

涵盖在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和实

施方案中﹙见表3﹚。在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

建设过程中，必须强化社区教育载体建设，使其承担

社区教育标准化运行的具体任务，包括社区公共治

理、社区学习资源开放、数字化社区打造、社区学习

咨询服务等一切与社区教育有关的工作，提供满足

全体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要的实体场所，保证社区

各类学习信息资源的海量提供，使社区学习交流渠

道畅通无阻。

（二）从评价指标看社区教育载体的任务

2013 年9 月，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全国

学习型城市建设咨询指导小组、终身教育工作委员

会主编的《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案例﹙第一辑﹚》选

取了北京、上海、天津等16 个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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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关于社区教育的有关文件及要求

文件名称 社区教育方面的规定或要求

教育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

化部七部委《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的意见》（2014 年）

到2020 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市（地）级以上城市开展创建学习型城市工作覆盖率分别达到

90% 、80% 、70% ；

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各类教育融合开放，引导和支持各类学校向社会开放学习资源，与社区

融合①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13 年上海市终身

教育工作要点》（2013 年）；

《关于开展全市社区学校标准化建设及

乡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内涵建设的

通知》（2014 年）

进一步构建终身学习“立交桥”，组织开展创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试验区工作；

从2014 年起，将用3 年时间在全市开展街道、乡镇社区学校标准化建设①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

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2014 年）

提出沈阳市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确定了明确责任主体、完善社区教育办学网络体系建设、加强社区教育内涵建设、加快社区教育

资源开放步伐、打造数字化学习社区、积极推进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任务，并通过实施

7 项措施加以保证②

湖南省衡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推

进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实施意

见》（2012 年）

要积极推进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切实加强社区教育管理与服务。

全市要构建四级社区教育网络：依托衡阳电大及其办学系统建立集终身教育管理、资源整合、学

习指导、信息交流、中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衡阳市社区大学，成为全市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各县市区要依托当地电大分校或相关教育机构建设社区学院；街道和乡镇要充分利用闲置的中

小学校和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建立社区学校；社区和村要设立终身教育学习点或学习中心，逐步形

成覆盖全市城乡的终身教育网络②

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关于《推进广州学习

型社会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2012

年）

确立了“学习总在你身边”的终身学习理念。

为保障和满足全体市民终身学习需求，规定“试点项目实行政府主导和监督，各行业主管部门牵

头组织，以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办学系统和广州社区学院的社区教育系统为主的教育机构具体

实施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②

资料来源：①杨志坚，张少刚《中国社区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 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5：4，7—8.②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

会《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案例（第二辑）》，2016-01-22，http：//www.cledr.bjedu.com .cn/news/？675.htm l：39，112—113，14.

的成果案例，展示给首届学习型城市国际大会。其

中，《中国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在郝克明

指导下，由季明明提出《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价

指标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理念，由杨树雨提出

框架初稿。［12］该框架将学习型城市指标分为 4 个一

级指标﹙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保障措施、建设成效、

示范价值﹚、14 个二级指标、76 个三级指标。其中，

一级指标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涉及的社区教育指标

如表4 所示﹙忽略分值﹚。

表4 中社区教育的一系列指标需要社区教育载

体来完成。该指标要求，社区教育载体的任务可以

分为两大类任务：

一类是“硬指标”，即需要完成指标所要求的各

项“占比率”任务，要有具体数字来量化完成，可通

过“微观”化的统计来操作。例如，城乡社区教育参

与率﹙% ﹚﹙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近 3 年平均﹚，老年大

学、各类老年教育和学习活动参与率﹙近 3 年平

均﹚，流动人口、失业人口、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培训

率，社会文化体育活动参与频率数﹙城市居民人均

每月去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电影院、音乐厅、体育

场参加学习和活动的次数﹚，学习型社区﹙含街道、

乡镇、居委会和村﹚创建率﹙% ﹚。社区教育载体可

以按政府要求开展以上的相应教育活动，但具体到

“占比率”可能达到的并不多。因为社区本身是居

民文化价值共性的统一体，在居民没有完全一致的

价值取向时，硬性组织的社区教育活动容易产生“走

过场”的形式主义，而实际的“参与率”也不会达标。

另一类是“软指标”，即完成指标所要求的具有

“公益性”“理念性”的目标任务，可通过“宏观”化

的考核来操作。例如，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社

区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公益性青少年校外活动；努

力丰富学习内容、形式、手段和方法，使全民终身学

习周等各级各类主题学习活动覆盖不同群体；定期

开展市民学习需求调研，掌握需求变化和动态；完善

—53—



表4 中国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的社区教育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终身教育

体系建设
社区教育

城乡社区教育参与率（% ）（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近三年平均）

老年大学、各类老年教育和学习活动参与率（近三年平均）

流动人口、失业人口、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培训率达到本省级政府的相关要求

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社区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公益性青少年校外活动

社会文化体育活动参与频率数（城市居民人均每月去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电影院、音乐厅、体育场参加学习和活

动的次数）

推动社区教育内涵发展：健全社区教育制度；积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和多渠道的教育培训活动；努力丰富学习内

容、形式、手段和方法，使全民终身学习周等各级各类主题学习活动覆盖不同群体

定期开展市民学习需求调研，掌握需求变化和动态；完善课程体系，加强特色课程和教材建设，为学习者提供更具针

对性的学习信息和学习指导

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机构积极开放资源，主动为市民提供终身学习支持服务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等《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案例（第一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48—359.

课程体系，加强特色课程和教材建设，为学习者提供

更具针对性的学习信息和学习指导；各级各类学校，

尤其是高等学校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机构积

极开放资源，主动为市民提供终身学习支持服务。

就现有的社区教育载体条件来说，这些带有“公益

性”的指标大多具有目标导向作用，它们是社区教

育载体努力的方向。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区教育载体本身多数都在依

靠“生源”养校，除了已有的课程资源外，已经拿不

出更多的物力、人力来投入到“校外活动”“市民学

习需求调研”及“有针对性”的学习指导之中。所

以，社区教育载体虽然挂了“中心”“大学”“学院”

“学校”的牌子，但实际运作起来却是有些“心有余

力不足”的尴尬。

六、有效发挥教育载体在社区教育活动

中的支撑作用

我国社区教育载体的框架已基本搭建，社区教

育有规划指导，有载体资源保障，但还没有建立起一

套完整的、制度化、标准化的社区教育体系。由于区

域发展不平衡，各社区基础和条件不一，状态参差不

齐，仍存在自发性、零散性、形式性等问题，导致短期

活动多、独立载体少、居民主动参与度低。高质量地

实现社区教育指标任务，最大限度地让学习在社区

中发挥作用，还需要各方长时间的努力。

（一）重视“公益性”教育，提升社区教育载体在

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把建设

学习型城市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2013

年 10 月 2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国际学习型

城市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于学习型组织在满足

全民学习、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社会价

值达成共识。我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更需要加

强学习型城市建设。

建设学习型城市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密切相

关，学习型城市的完善和加强需要终身教育体系中

的继续教育﹙学校后教育﹚载体来支撑。目前，我国

政府主办的继续教育载体主要有：普通高校继续教

育学院、成人高校；培训机构、老年大学、农村乡镇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行业与企业职工大学或培训中心。

在这些继续教育载体中，除了部分高校具有学历教

育职能外，绝大多数载体都承担着职业能力培训、技

术培训、市民文化培训的非学历教育任务。作为不

可或缺的基层大众教育，继续教育载体也因此承载

着助力社区教育的社会责任。

学习型城市建设背景下，社区教育活动的实质

是一项典型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社区是城市的最基

本构成单位，社区教育是居民继续教育的重要体现，

社区教育载体也因此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有力抓

手。学习型城市建设客观上需要多种教育形式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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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区教育作为一种基于居民的社会教育类型，

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了最为基础的社群教育方

式，体现了全民开展终身学习的普及性和大众性。

社区教育载体的“公益性”职能对于贯彻落实国家

教育规划纲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构建和谐社会、

提高全民素质都起着重要的支点作用。

（二）转变社区教育载体的体制机制，提高社区

教育的有效性

我国目前的社区教育活动虽然由“指定”的教

育载体来完成，但多数社区教育载体都是“兼职”

的。在中国终身教育蓝皮书《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

案例﹙第一辑﹚》和《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案例﹙第二

辑﹚》中，分别列举了很多由不同主体承办的有关职

工培训、农民培训、老年大学、终身学习活动周等终

身教育活动的例子，显示出学习型城市建设开展得

如火如荼，各类学习型组织的推广面在不断扩大。

然而，独立的社区教育载体的实际匮乏，使许多社区

教育活动无法摆脱“临时性”的窘境。因此，彻底转

变社区教育载体的体制机制，是保证社区教育有效

性的根本途径。

1. 实现社区与社区教育载体的有效衔接

社会必须建立和架构起一个能够使社区成员随

时参加并享受到社区教育活动的载体系统。

首先，社区教育载体能够为社区教育活动提供

固定的场所，大到学校，小到学习点，特别是各级电

大“转型”为社区大学，主动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

服务指导和搭建课程学习平台。

其次，社区能够自由支配和使用社区教育载体

提供的资源，社区要针对本区域居民的实际需要，通

过多种渠道利用载体场所和学习资源为居民服务。

最后，社区有足够的经费来源组建贴近百姓生

活的“小学习点”，建立起真正属于社区居民自己

“搭台唱戏”的社区基层教育载体。例如，上海市嘉

定区建设了基于居民需要的“睦邻点”“社区学习中

心”“农家书屋”“村组家园”等社区教育载体，满足

了近邻互帮、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学习、新农民培

训、村民自主学习等方面的居民心理需求﹙马晓敏，

2013﹚。［13］

2. 实现社区与社区教育教师的有效沟通

现有的社区教育教师在编制或人事所属关系上

主要是社区教育载体﹙学校、教育机构﹚的教职工，

社区大多数是管理人员，本身的师资力量极度薄弱。

为提升社区教育活动质量，保证社区专业授课的师

资供给，使社区教育从“活动周”上升为常态化的社

区教育教学活动，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出台相关政策，

要求建立社区教育志愿者师资库，各类社区教育载

体要协助提供具有公益性质的社区教育教师名单。

社区负责居民学习需求情况调查，社区教育载体负

责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服务。例如，常州社区

大学就建立了 500 多人的社区教育师资库，为当地

社区教育提供了 300 门面授课程、16 200门网络

课程。［14］

（三）打造社区教育“支点”载体，推进社区教育

全面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教育载体向社区投放

追求社会效益、实现社会价值的教育服务，需要自身

具备相应的“硬件”和“软件”实力，必须有一定的经

济基础做支撑，能够以“龙头”的资格和资历作为

“支点”来推动社区教育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目前的社区教育实践中，能够较大规模

地面向社区提供稳定、持久、现代化服务的是各地的

开放大学﹙电大﹚。事实上，开放大学﹙电大﹚体系已

经成为社区教育系统架构的重要支撑。《中国社区

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 年﹚》表明，截至 2014 年

底，全国依托电大系统建立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

心的省份有所增加，有62% 的省﹙包括直辖市﹚电大

的“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承担着当地社区教

育服务、指导与统筹的职责；全国参与社区教育的地

市级电大有 66 个，占全国地市级行政区划数的

19.82% 。同时，县﹙区﹚电大推动社区教育办学机

构向下延伸，2013—2014 年，有 16 所开放大学﹙电

大﹚基层办学单位增挂了社区学院牌子﹙杨志坚，

2015﹚。［15］从电大到开放大学，要完成服务社区教

育、社会教育的历史转型，实现普及终身教育的价值

选择﹙王冰，2019﹚。［16］开放大学﹙电大﹚系统要发挥

好社区教育载体的“支点”作用，需要切实完成社会

教育功能的“转型”，搭建终身教育平台和提供海量

的课程资源。虽然对于电大来说是“驾熟就轻”，但

关键是要根据社区教育需求，新建课程资源或改造

现有的课程资源，要提供相应的师资和新的多媒体

课件。而教师和技术人员设计、开发、制作新课程课

件是需要成本支出的，教育经费问题难免让所有的

社区教育载体出现“窘境”。因此，政府在教育财政

拨款方面，应加大公益性教育财政支出，使社区教育

有针对性地满足社区成员的需求，避免社区教育资

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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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束语

我国社区教育活动的政府统筹性强、覆盖面广，

但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教育活动还局限于定期开展

“活动周”的层面。在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大背景下，

社区教育载体作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具体实践者，

在社区教育网络平台搭建、社区教育课程体系形成

等方面，为城市文化提升和普及民众继续教育做出

了具有极大社会意义的特殊贡献。

社区教育载体制度化和标准化建设是未来社区

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现有的社区教育载体虽然在

劳动技能培训、文化价值观念培养等方面，通过提供

具体的课程资源，使社区居民共享社区教育成果，但

仍然存在课程资源重复建设、课程内容缺乏新颖性

和实效性等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规范社区教育载体运作，建立社区教育载体评价指

标体系，促使社区教育载体实现从“义务支持”到自

身责任职能的根本转变，真正发挥好社区教育载体

在整个社区教育活动中的“支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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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ucationalC arrier：A n Im portant Pivot to R aise the

E ffectiveness of C om m unity E ducation

W A N G Bing

（Tianjin O pen U 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 bstract】Com m unity，com m unity education，and com m unity education carrier are three concepts both inter-linked and distinc-

tively differentwith each other. A ffected and constrained by funds，teachers，sites，and teaching resources，etc.，com m unities gener-

ally do nothave independenteducationalcarriers and resources oftheir own. Instead，they need to rely on schools，educationalagen-

cies，and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com m unity education activities. Com m unity education carrier is an effective shoulder of com m unity

education and im portantpivotto supportcom m unity education activities. O ur society m ustbuild a fram ework ofcarrier system to m ake

com m unity m em bers join and enjoy com m unity education activities atany tim e. The standard and criteria ofcom m unity education carri-

ers are im portanttopics for future developm entofcom m unity education.

【K ey w ords】com m unity；com m unity education；com m unity education carrier

（编辑/乔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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