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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出现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取得了巨大成就。伴随着社区教育的快
速发展，其研究经历了起始、探索和发展三个阶段，但目前还存在概念界定及定位不清晰、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

脱节、区域研究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对此，我国社区教育的未来研究需主动加强与社会管理的结合，进一步深化

社区教育理论的探索，同时积极关注农村社区教育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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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教育在我国古代社会就已出现，但仅作为
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实践活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

社区教育出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１９８５年，天津市
和上海市出现了厂校挂钩和“社会支教基金会”等

形式的社会教育组织，这是我国社区教育的雏形和

萌芽；［１］１９８６年上海市真如中学成立了“社会教育
委员会”，标志着我国现代社区教育实践兴起，同时

也开创了学校与工厂共建地域性教育的模式；１９８８
年，上海市闸北区的两条街道成立了街道“社区教

育委员会”，同时以“社区教育”命名的各种组织形

式在全区快速普及，第二年上海闸北区成立了区级

“社区教育委员会”，由此带动了整个上海市乃至全

中国社区教育的开展。［２］综上，本文以１９８５年作为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起点，以此展开对我国社区教

育研究情况的论述。

一、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综述

国内对社区教育的发展研究，大都将其分为

二至三个阶段，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法。如

吴遵民将我国的社区教育分为：社区支援学校阶

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学校回报社区阶段（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以及社区与学校“双向互动、
互惠互利”的阶段（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后期至
今）［３］。叶忠海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初始阶段（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至 １９９３年）和探索实验阶段
（１９９３年以后至今）［４］。张文丰根据普赖斯逻辑增
长规律，通过数据分析认为：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为学科
诞生时期，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为快速发展期，之后这一
学科仍未发展成熟，还有较大空间［５］２８－３１。本文在

对社区教育的研究现状进行概述时，参考了相关

文献，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起始阶段（１９８５年
至１９９２年）、探索阶段（１９９３年至 １９９８年）和发
展阶段（１９９９年至今）。

另外，笔者以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为截止日期，通
过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进行检索，并将检索范围限定在社会科学领
域内，梳理出从１９８５年以来二十多年间我国社区教
育研究成果的大致情况，归纳整理后列入下表１。



表１　１９８５年以来我国社区教育研究成果情况

社区教育 期刊论文／篇 专著／部 学位论文／篇 报纸文章／篇 会议论文／篇

起始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 ３８ ４ ０ ０ ０

探索阶段（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 ８２ ６ ０ ０ ４

发展阶段（１９９９年至今） １４８０ ７３ ３１４ １０３６ １０８

　　下面本文按前述的三个阶段分别进行综述。

（一）起始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

这一阶段关于社区教育的研究成果除少量期刊

论文和相关图书外，其它方面的文献资料较少，是研

究相对空白的阶段。

该阶段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袁采于１９８９年主编
的《上海社区教育的实践和认识》。此外，还有《中小

学德育活页资料社区教育专辑》（上海教育学院图书

资料中心资料研究部编，１９９０年），《社区教育新探》
（叶立安，１９９１年），《社区教育概论》（黄利群，１９９２
年）。这些著作主要集中探讨了以下一些问题：社区

教育的概念、内涵、实质、组织管理及运行机制；社区

教育的发展背景和理论依据；学校、街道、家庭德育的

合作及一体化；教育改革与社区教育的关系。

虽然社区教育在此阶段已经出现，但由于这一

时期的社区教育是社区支援学校的阶段［３］，对象以

中小学生为主，目的是帮助校外青少年形成良好的

道德品质，因此，该阶段的文献资料大都以社区教育

发展较快的街道、社区、城市为背景，对其发展现状

及趋势进行描述，未能反映社区教育的本质。

（二）探索阶段（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

本文以１９９３年作为社区教育探索阶段的起始
时间，是因为自这一年开始，我国的社区教育进入到

了以“全员、全程、全方位”为发展取向和特点的新

型社区教育的发展阶段［６］，是学校回报社区的阶

段［３］。在这一阶段，学校向社区开放，社区教育的对

象从校外青少年扩大到社区全体成员，涵盖了学前

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教育范畴

从道德教育扩大到大观念教育，教育目标从青少年

道德水平的提高转向为全体社区成员生活质量和个

人素养的提高，并将其与社区发展、教育管理体制改

革紧密结合，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相

互促进、协调发展 ［７］。

这一时期，主要的社区教育著作有：《社区教育

基础》（黄云龙，１９９４年），《北京社区教育》（北京市
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１９９６年），《天津社区教育》
（课题组，１９９６年），《南京社区教育探索》（南京市
教育委员会，１９９８年），《社区教育简明教程》（叶立
安，１９９８年），等等。主要的期刊论文有：《社区教育
的推行》（厉以贤），《社区教育的理念》（厉以贤），

《关于社区教育本质的思考》（黄云龙），《学校和社

区的沟通———上海城市社区教育研究》（叶忠海），

等等。

与起始阶段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的社区教育

研究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研究意识增强，由自

发向自觉转变；研究队伍开始由政府行政人员、社区

教育工作者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组成；较为深入地探

讨了社区及社区教育的本质、含义、基本原理、模式、

功能以及社区教育发展的状况，探讨了多元的社区

教育工作模式，提出了较为完备的社区教育目标及

评估体系。

（三）发展阶段（１９９９年至今）

自１９９９年开始，我国的社区教育进入到了快速
发展期，从上表１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社区教育研
究的文献资料明显增多，因此是社区教育研究的繁

荣阶段，也是社区与学校“双向互动、互惠互利”的

阶段［３］。该时期的社区教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

段，并以创建终身教育体系为目标，着力构建学习型

社区。

这一阶段的社区教育比以往得到了更多的重

视。譬如：１９９９年的《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提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

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要求，“积极推进社区教
育，形成终身学习的公共资源平台”；２００７年的《国
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改革成

人教育办学模式，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继续教育和社

区教育”；２０１０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强调“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
教育体系。”此外，从２０００年至今，教育部先后批准
了三批共８１个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加上省级社
区教育实验区，全国已有 ３００多个社区教育实验
区［７］。根据这一时期的社区教育发展特点，可将相

关研究著作分为以下几类［７］：

理论建构类：如《社区教育的发展和展望》（沈

金荣等，２０００年），《社区教育概论》（桑宁霞，２００２
年），《社区教育原理》（厉以贤，２００３年），《社区教
育概论》（黄焕山，２００５年），《２１世纪初中国社区教
育发展研究》（叶忠海，２００６年），《现代社区教育理
论与实验研究》（陈乃林，２００６年），等等。

实践类：如《论社区教育发展模式》（马叔平，

２００１年），《江苏省社区教育案例选》（殷翔文，２００７
年），《吉林省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于志晶，

２００８年），《社区教育与构建和谐武汉》（靳雁，２００８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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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类：如《社区教育的理论与实验》（厉以贤，

２０００年），《社区教育新视野》（邵宏，２００６年），《社
区教育回眸》（史金豹，２００８年），《杭州社区教育发
展报告：１９８９—２００９》（肖锋，２００９年），等等。

学习型社区建设类：如《学习社会的理念与建

设》（厉以贤，２００４年），《学习型社区》（韩子荣，
２００５年），《社区教育与学习型社区》（石

)

，２００５
年），等等。

比较类：如《各国社区教育概论》（杨应崧等，

２０００年），《当代社区教育的比较研究》（胡晓松等，
２００１年），《当代社区教育新视野》（［日］小林文人
等，２００３年），等等。

此外，这一时期，社区教育发展阶段的核心研究

期刊主要有《成人教育》、《中国成人教育》、《教育发

展研究》和《继续教育研究》，相关文章也已具有了

相当的学术水平［５］２８－３１。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社区教育研究，在前两个

阶段的基础上有了许多创新和思考，并具有了强烈的

实践特征，理论研究与社区教育的实际需要结合得越

来越紧密，其中学者们着重探讨的问题有：如何将传

统教育与社区教育在其内涵、特点及功能上进一步协

调和整合，如何完善社区教育的运行及管理机制［８］，

如何通过社区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等等。

综合上述三个阶段来看，虽然社区教育的核心

研究群体已经形成，但这一学科在我国正处于发展

时期，尚未成熟，发展空间还较大。纵观各阶段，终

身教育、成人教育、社区学院始终是社区教育的主要

研究方向，这也说明了终身教育是实现学习型社会

的现实手段，社区教育是实现并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必不可少的实践路径［５］２８－３１。而如何通过社区教育

来化解社区建设中的一些矛盾点则是社区教育工作

者和理论研究者一直面临的问题。

二、对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反思

（一）对社区教育概念界定及定位不清晰

自１９８５年以来，社区教育在我国已发展了近
２７年，但迄今为止，社区教育的概念内涵仍然没有
得到准确或清晰的定位。在２０１０年公布的《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中，
社区教育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进行论述，而

《继续教育专题规划（草案）》中也没有专门的“社区

教育工作者”这一称谓，只是使用了“社会工作人

员”，这样的称谓不仅不利于社区教育工作的开展，

而且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弱化

了社区教育的独特性。因此，在对社区教育内涵的

理解上，不管是理论界还是普通民众，都缺乏对其本

质的认识。

深刻理解社区教育的概念内涵是社区教育取得

进步的前提条件；坚定社区教育的发展目标，是社区

教育取得发展的首要任务。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体

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概念内涵应与学校教育处于

同等重要的地位。由于社区教育的实施主体是社区

居民，服务对象也是社区居民，因此社区教育的基本

目标应是为了促进民众人格的完善和素质的提高。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社区居民

的职业与生存问题是维持社会稳定、巩固社会基础

的重要环节，因此社区教育还需要关注居民的职业

与生存，实现其部分的功利性目标。同时，社区教育

还应为提升市民精神素养及提高生活品质做出努

力。［３］总之，既要关注社区教育的非功利性目的，还

要重视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这样才能在构建学习

型社会的过程中，确立社区教育的价值与定位。

（二）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需进一步结合

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是实践在前研究在后，或

者说是边实践边研究［９］，因而容易导致以下问题：

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看，学者们对社区教育的

意义认识不足，因此投入研究的力量不够。在我国，

从事社区教育理论研究的工作者较少，他们虽具备

社区教育实践所需的理论知识，但却只有少部分人

将理论研究真正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且理论工作者

不可能亲临每一地区进行指导，因而在社区教育的

实际研究中，就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脱节的

情况。即使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也存在着实证性

研究偏少和对于关乎社区教育工作能否得以真正展

开的实质性建议较少的现象。这也是导致社区教育

工作无法落到实处，而脱离社区教育实践的原因之

一。另外，在研究的总体层面上，还处于经验总结的

层次，需尽快提高研究的理论性和科学性。

从实践工作者的角度看，不论是由上级政府领

导还是以街道为单位的社区教育活动，大都缺乏理

论上的指导，并且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的实践人员，虽

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对当地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但

大都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缺乏将实践上升到理论

的意识和素养，即使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摸索出比

较有特色的思想和方法，由于受到自身理论知识和

研究环境的限制，往往也无法对实践经验进行有效

的总结。总之，从理论研究上看，原理探讨较多，实

证研究较少；从教育实践上看，理论根基不够扎实，

缺乏系统科学的指导。

（三）区域研究不均衡

由于地理因素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制

约，我国城乡地区之间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差

距，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特点明显，农村社区教育还处

于起步阶段。广大农村地区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

区教育形式，但大都没有开展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教

育。因此，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社区教育研究

与发展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农村地区社区教育得到

的关注则相对较少，相关的调查研究也不多。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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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研究的分布来看，又存在着从东部沿海地

区向中部腹地和西部边远地区梯度递减的状况。地

区发展的不均衡、管理体制的漏洞、领导干部的认识

水平和重视程度等问题都是制约农村地区社区教育

发展的因素。但也应该看到，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

和理论指导也是农村社区教育水平难以提高的原

因。因此，我们还需以现代大教育观为指导，深入到

不同的农村社区中，积极开展农村社区教育实验和

调查研究，努力推动城乡社区教育的均衡发展。

三、对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的建议

（一）结合社会管理进行研究

社会管理是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

加强社会管理工作已成为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

重要任务。社会管理指的是政府和社会团体为促进

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和社会

生活领域及其发展过程所进行的组织、指挥、监督和

调节。在我国，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重要细胞，

是整个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区的建

设，对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社

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则是社区教育。通过社区教

育，能够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增强

市民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作为教育理论

工作者应充分意识到发展社区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与功能，在研究中须主动把社会管理与社

区教育相结合，加大对社区教育的调查和研究，积极

宣传推广社区教育，以此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让学习

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从而体

现社区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继续深化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

目的，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的进步

和飞跃。随着我国社区教育快速发展，在社区教育

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层出不穷，社区教育不仅成为

了一门新兴的专业研究学科，而且还逐步形成了自

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虽然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的社区教育还是出现

了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社区教育实践中依然存

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理论上的科学指导和

有效解答，如社区教育的定位、管理机制以及评估和

立法等等问题。如不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和及时解

决，从长远来看，终将会制约我国社区教育的健康发

展。因此，推动社区教育实践进一步发展的一项重

要任务就是加快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以此更好地

对社区教育实践工作进行科学引领和指导。

（三）关注农村社区教育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农村地区对知识和

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农村教育“社会化”也将逐渐成

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对提

高农村人口素质，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生活状态，构建

和谐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对城市社区教育而言，

农村社区教育处于更加薄弱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

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教育。因此，专家和学

者应该对农村社区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加大对农村

社区教育的实践调查和理论研究，积极推动国家加快

农村社区教育建设的步伐，通过农村社区教育的建设

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激发农民群体

的学习热情，增强农村地区对终身学习的认识，以此

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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