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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终身教育背景下，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中

的重要一环，对终身教育的推进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社
区教育因其教育对象广泛、教育内容繁复、教育目标宏观
等特点，其教育方法和课程建设等内容一直处于摸索研
究阶段，如何研究出符合社区教育特点的教学组织建设
体系，对于社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社区教育属于自主性学习，而非义务教育或专业教
育，社区教育的教学模式必然会有独特的方式。当前社区
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都处于不断探索进步的过程
中，社区成员的学习需求也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的发生
变化。

二、社区教育教学组织现状分析
我国的社区教育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自改革开

放以来，在总结原有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
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外社区教育的经验，开始发展
自己的社区教育。通过 30 多年的发展，社区教育目前为
止基本形成了区别于传统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同时也
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1.社区教育的教学内容
(1)社区教育开设的课程类型单一
社区教育开设的课程现在大多以“吹拉弹唱”等艺术

类课程为主，以及一些与生活常识相关联的专题型课程，
相比学校教育，涉及课程类型比较单一。扩大社区教育成
员规模，就需要了解更多社区成员的不同学习需求，丰富
社区教育课程类型。

(2)社区教育的课程之间缺少联系
目前的社区教育仍以课程讲授为主，课程和课程之

间并无密切的联系。这就导致社区学员在接受社区教育

的过程中，学习到的是碎片化的知识，或者是呈“点”状的
知识点和知识技能。如何使社区学员学习的多门课程由
“点”至“线”，经过知识的衔接和联系，最终形成知识
“面”，是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

(3)社区教育开设的课程大多为基础课程
近几年的社区教育旨在全国普及社区教育，所以社

区教育目前开设的课程大多为基础课程。目前的社区教
育已经基本形成规模，为了实现不同课程的可持续发展
和终身学习的目标，社区教育开设的课程必须向纵向继
续延伸，将兴趣类课程向专业性知识进一步探索深入。

2.社区教育的教学形式
(1)社区教育参与成员比较局限
目前参加社区教育学习活动的成员只有固定的百

人，成员比较固定，很难达到社区教育的目标，同时也造
成了资源的浪费。热门课程的报名情况往往是“名额难
求”，出现了社区成员熬夜排队报名的现象。出现这种小
部分课程报名紧张和大部分学习成员局限的现象，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之前社区教育教学重心和教学组织的偏
差。

(2)社区教育学习方式比较单一
社区教育的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方式一样，比较拘

泥于教室这种教学地点和教材这类教学工具，学习的发
起者和倡导者也局限于教师。这样的教学方式很难适应
于社区教育这种针对全体社区成员的学习。因此，构建灵
活的教学方式，创新开拓多样的教学地点，发展便捷的学
习方式，对发展社区教育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

3.社区教育教学组织现状总结
总结以上分析，社区教育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个

矛盾”和“两个现象”。“一个矛盾”主要是指社区教育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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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学习需求与课程发展建设不平衡的矛盾。“两个现
象”一是社区教育课程类型单一，大多为艺术类课程的现
象；二是社区教育教学形式单一，与传统教育教学形式没
有较大差异的现象。它们集中反映了社区教育发展到现
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将社区教育教学组织情况进
行优化改进，从而完善社区教育组织构架，进一步推进社
区教育的全面发展。

三、社区教育教学组织优化策略———以园林美学课
程为例

园林美学是研究园林艺术作品审美规律的学科，园林
美学思想注重人与自然环境的共生结构，并且具有空间意
识、注重空间审美关系，更尊尚心灵净化、自我超越为最高
审美境界，是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的高度融合。

社区成员参加绘画、插花艺术、装饰搭配等社区教育
活动的人数占有总人数很大一部分的比例，通过学习插
花、装饰，不仅可以使社区成员了解园林美学的相关知
识，也可以提升社区成员欣赏美、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感受生活中的美的存在，更能满足成员的兴趣爱好和精
神需求。

目前为止，这些社区教育课程仍是以课程为中心进
行讲授的，课程与课程之间并没有很好的有机联系。社区
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形成完善的课程组织系统，将
课程与课程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使社区居民学习系统
完善的知识，从而避免知识碎片化、散点化。

1.课程建设系统化
目前社区教育还没有太多学员培养方案的相关研

究，大多数都以开设课程为主，这就导致每学期开设的
课程种类比较类似，学习过的社区成员在新的学期必须
选择新的课程，学员不清楚自己还应学习哪些方面的知
识，课程和课程之间的联系比较少，学习的知识系统比
较欠缺。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以课程出发，分别从横向和纵向
延伸的方法完善课程体系。横向向左为理性（Rational），横
向向右为感性(Perceptual)，纵向向上为宽广(Width)，纵向
向下为深入(Depth) ，这种方法可以简称为“RPWD”延伸
法。不断以课程为延伸，建立社区教育课程“九宫格”作为
培养社区成员的课程知识体系。

园林美学课程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向左理性更
偏向于理工科课程，可以学习植物搭配相关内容，向右感
性更偏向艺术，进一步学习绘画艺术。向上宽广可以拓展
到旅游景观的欣赏美学，向下深入可以深入学习庭院景
观的营造技巧。这样从四个方向对课程进行理性、感性、
宽广、深入的学习研究，以课程为中心，拓宽知识面，使课
程与课程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有助于社区教育课程知
识体系的形成。

图 1 园林美学课程体系“九宫格”

2.课程组织生活化

园林美学包含众多专业学科知识，在课程组织过程

中，丰富的课程组织会进行有效的知识传授。社区教育将

课程讲授与生活进行紧密联系，通过生活中的情景，导入

需要学习的专业知识。例如，将植物学、设计学等专业知

识，通过日常生活的养花种菜进行传授；将生态学知识通

过社区内的公园植物群落调研考察进行传授；将设计学、
艺术学，同日常的参观展览进行结合，丰富的、生活化的

课程组织形式，将传统学校内的课堂讲授，转换为实际生

活中的方方面面，更有助于知识的学习和传播。
3.专业知识大众化

社区教育的参与者仅有小部分学生对专业性有较强

的需求，大多数希望通过专业的学习，解答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园林美学涉及的专业非常广泛，例如前文提到家家

户户都进行的花卉种植，社区成员之间都有不同的养花

心得，可以通过互相交流探讨的方式进行学习，同时辅助

教师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将生活中的养花，放大到植物栽

培、养护的专业知识上，将专业知识大众化，更有利于提

高全体社区成员的专业素养。
4.学习方式多元化

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学习

方式同样需要与开放大学相匹配。创建多元的学习方式，

不仅可以方便有效的进行教学工作，同时可以更加高效

的进行知识的接收与传播。知识传播者不仅仅局限于教

师，同样可以是在某方面有独特见解的学生，或者是相关

行业的负责人。学习地点也不局限于教室中，可以是手

机、平板等电子设备，也可以是微课、慕课等在线课程，也

可以是展厅、公园等地点。运用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将教

学过程深入到生活中的所有环节，帮助学生从不同的学

习方式中选择最感兴趣的方式进行学习，极大地满足社

区成员的学习需求。
四、结语

终身教育体系的完善离不开社区教育的发展，而社

区教育的发展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成就的。本文通过对

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现象的解读，以园林美学课程为

例，探讨社区教育课程组织建设优化策略，并且提出课程

建设体系的“RPWD”方法和课程体系“九宫格”。旨在优化

社区教育课程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社区教育的健康、
全面发展，提升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为社区教育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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