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国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构的动因

长期以来，有关“共同体”的理论探讨与现实实践绵延不绝：从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理论的论述，

到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学习共同体到教育共同体；从经济共同体（欧盟是典型

代表）到政治共同体；从国家共同体到区域共同体；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真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促使笔者尝试将共同体与终身教育有机结合建立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动因是以人

为本，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谐社会的建设等理念的推动，亦是本文的要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奋

摘 要：中国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性，不仅一般性地根植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之

间的内在关联与必然互动，而且也是“五个文明”建设和建设学习型社区的时代呼唤，是中国社会人口日

益老龄化的现实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人为本，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纵观现有

城市社区教育体制和运作实践，虽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费保障和教育

理念上都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症结乃是由于缺乏一个“共同

体”的意识，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模式，因而造成了各种机制和统一性体系的缺失，其中包括共享共

建的管理机制、激励约束和利益协调的运行机制、资源整合的保障机制等。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国城

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设的构想，在现有城市社区教育体系中引入“共同体”的理念和体制，把“城市

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以及与此相关的本质特征、结构样态等作为破解现存问题的根本路径，从而为形

成具有一般性的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理念以及建构普及做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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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目标。社区作为当今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活和管理的重要平台，

也是党和政府实施社会管理与服务的重要平台。在当今世界进入全新信息化时代、各种网络盘根

错节、人们探求知识与追求幸福生活的呼声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全国各地城市社区更加需要做好

终身教育共同体建设工作。

（一）推动终身教育理论的发展和终身教育实践的变革

继奴隶社会的古代学校、工业革命的近代学校之后人类教育的第三次飞跃是构建终身教育体

系，这是教育发展史上一场深刻的变革（姜建成，2012）。而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作为城区终身教

育的载体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建设将推进教育实践的变革。体现

在教育的观念、内容、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等具有探索性与创新性；体现在教育的结构、制度上具

有丰富性、弹性化、个性化与多样化；体现在教育者和学习者自身的观念和教育（学习）行为具有变

革性；体现在社会制度、组织、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性。因此，它必将带来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许

多领域的新变革。其次，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建设将使城区教育发展从个体改革走向整体全面

改革，从硬件均衡走向质量均衡，从独自发展走向协同发展，从差距合作走向差异合作，实现社区

终身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和文化战略的升级。第三，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建设是为各类城市社区

提供基本的学习场所。努力使“学者有其校，教育有渠道”，亦是实现人有所学，学有所教的重要的

终身教育阵地，是学校教育的突破、拓展和延伸。

（二）促进居民素质全面提升与终身发展

教育理论的本质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终身教育共同体将人的发展置于具体的，与个人需要、潜

能和命运协调一致的历史环境中，并把教育扩展到人的一生，人的先天素质得到了发展，并按一定

社会要求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贺宏志，2003）。教育的伟大在于深刻体悟生

命的价值，教育的不凡在于勇于实践生命的内涵。建构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在于，尝试进一步改

革教育教学制度，加强教育制度的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拓宽学习者成才的各种途径与渠道，促

进各类学校之间的沟通和衔接，突破教育世界、劳动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藩篱，变单一的、惟有

通过进入大学才能成才的“独木桥”为通过各种学习途径努力学习和创新都可以成才的“立交

桥”。建构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是满足百姓终身与多样化学习需求的有效途径（郝克明，2007）。

所以，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设以城市社区居民为中心致力于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学习机会,满足

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最后达到促进每一个居民的终身发展（张昌波，2003），其宗旨是推动

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保障市民福祉。

（三）推进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

11..促进社区的社会发展和管理促进社区的社会发展和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管理面

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城市管理对象不断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大量的社会事务、社会组织不断涌现，社区已成为人们生活、交往的主要场所，传统的社会管理方

式和功能难以承载（胡静，2012）。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实践的指南，如何认识和引领构建与

之相适应的科学管理体系，已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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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内外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区成员的归属感是社区最本质的特征，是社区的核心。终

身教育共同体建立的核心要素是培育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它将有助于促进使“单位人”转变为

“社会人”、“社区人”（滕尼斯，1999）。

其次，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是一种以异质为特征的自觉与志愿的组合方式，满足社区居民在

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等诸方面的公共文化需求，体现了社会人员自我合作、自我服务的意识，是

适应“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的新型的社会管理和组织方式。它的有效运行必然促进转型期社会

管理方式的变革与创新，促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形成（余

娴丽，2012）。

最后，社会成员的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形成有助于培养公民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

22..拓展城区和社区的文化建设拓展城区和社区的文化建设

社区居民最为基本的生活内容是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这是社区构成共同体的最基本要

素。在社区共同生活中社区居民不仅创造和使用着社区文化，而且受到社区文化的教育、陶冶、塑

造，自我约束成为居民的一种文化自觉。同时，社区文化的这种共享性避免了外部力量的强制性

干预，使居民在思想行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规章制度上相互协调成为可能。它既减

少了居民在社区生活中协作互助的成本,又增加了彼此之间行为的预定性,因而成为社区共同体自

我整合和公共生活有序化的重要手段（边国锋，2011）。

因此，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建立是社区居民完成人的基本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的有效载体

（杨贵华，2008），其核心要素是培育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它不仅具有地域特征，而且是使成员之

间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共同的文化维系力（杨贵华，2008），它可以有效传承、认同社区文化，发展

社区文化，使社区文明存续和发展。

33..促进创新型城区促进创新型城区““五位一体五位一体””的建设的建设

城区一般都聚集了高校、科研所和产业等三区，通过“三区联动”，建立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

可大力发展教育服务、科研成果孵化、设计与研发等知识产业，逐渐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新模式，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努力发展特色支柱产业，使大学校区完全融入区域进行集成创新，引领社会生

产力布局，推进学习型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同时，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设可为社

区居民提供充分的、持续的学习机会，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素质，成为提高区域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区与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十八大报告指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建设

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亦是为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

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落实、和谐社区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等，从而促进城区“五位一体”的建设。

二、中国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建构

（一）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概念

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是指在一个城区的社区范围内，以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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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理念（涂尔干，2000），以“为了一切学习者的个体和共同发展”为价值追求，以“合作共享，共

同发展”为主旨，整合区域内各种教育资源，打破传统的办学和教育格局，消除学习障碍，保障所有

人的学习权益，使教育和学习从传统的学校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组织和所有的人（贺宏

志，2003），形成一个互动、合作、共享的教育互助组织、教育协作组织、教育发展组织，从而在城区

内达到终身教育的整体和持续发展。

（二）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终身教育注重人的一生不断学习的过程，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完善，因此，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建

立是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打破原有的教

育制度及其实践模式，实现各种教育类型、形式和资源之间的互通、衔接和共享，成为满足广大社

会成员终身学习的多种需求的有效载体，是社会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中介（贺宏志，2003）。

其特征如下：

11..共同的愿景共同的愿景。。终身教育共同体的成员以终身学习思想为核心理念，以重建内在的一致性、关

联性和持续性为特性，将人的发展置于具体的、与个人需要、潜能和命运协调一致的历史环境中，

以学习实践的焦点与动力为来源，把教育和学习扩展到人的一生（贺宏志，2003），使学校等各种教

育机构、社区以及广大学习者的潜能都得到充分开发的新教育共同体为目标，实现人的价值，达到

共同的认同感。

22..共同的文化归属感共同的文化归属感。终身教育共同体的成员基于共同愿景，对城区“百年”（百年大学文明、

百年工业文明、百年市政文明）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并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凝聚力（郝克明，2007）。

33..共同的组织共同的组织。。终身教育共同体应建立相应的组织结构，作为人们完成任务的一种理性工具，

维持各主体间行动的一致性并解决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使参与活动的主体能够协调一致（郝克明，

2007），提高完成任务的有效性。

44..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规范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规范。。终身教育共同体作为一个共同的组织，需制定保障成

员共同利益的制度和规范，确保组织的运作效益和任务的完成。

55..开放共享开放共享。。终身教育共同体是开放的，参与共同体的成员因共同的工作目标、共同的利益而

结盟，在充分开放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共享，互利共赢。

（三）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结构样态

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是一个大系统，由若干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

子系统构成，它具有以下五个基本属性：

11..内容多样性内容多样性。。社区终身教育体构成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即多元性。可以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城区文化共同体，社区教育共同体，企事业单位学习共同体，终身学习共同体等，并且是它们的有

机结合。

22..主体多元化主体多元化。。参与社区终身教育体的主体非常广泛，包括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

织等。高等教育院校、基础教育的学校、职业学校、社区教育学院、学校及办学点、社会办学的各类

培训机构等是终身教育体系的依托和基础，学校教育在人的培养塑造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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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功能是培育具有高度学习自觉和学习力的新一代学习者，是学习型社会建成的最重要因素；

政府和社会主要从教育的制度体系、内容方法和组织环境等方面为实现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需求

提供保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行业组织为终身教育提供各类资源及资源研发、教育普及和职业

培训、创业就业服务等（郝克明，2007）。

33..管理体制采取联盟方式管理体制采取联盟方式。。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是多方参与、融入、共享、共生的文化共同体，

它的建立需建构相关的组织机构和联盟，包括政府和高校的联盟组织、高校和企业的联盟组织、校

际联盟、初等教育联盟、学前教育联盟、民办教育联盟、行业联盟组织、项目推进组织等，并通过项

目推进的方式，全面部署、实施和推进：一是构建政府和高校的联盟组织，重在确定清晰而明确的

共同目标；二是构建行业联盟组织，重在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三是构建高校和企业的

联盟组织，重在保障产学研的良性互动；四是构建项目推进组织，重在有效整合各主体的资源和力

量。

44..项目化运作项目化运作。。建设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既涉及各方的职责和利益，又需要各方的支持和参

与，为此，要将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各方整合起来，宜采取项目化运作机制。因为项目本身就是各

方的利益共同体，各方在项目中有契约、有定位、有责任、有利益和有目标，并有确保目标实现的资

源和预算。项目化运作应立足城区资源，重点从活动载体、资源整合、城区文化建设、人才培养方

面入手，以项目推进为抓手，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重点进行城区文化建设，研究探讨如何构建以市

场为导向，以政府来推动，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要技术依托的产学研合作组织模

式，打造反映区域文化特色的品牌。

55..经费来源具有公益性经费来源具有公益性。。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是为了服务于城区的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社会

文明、文化文明、生态文明和民生事业，因而从本质上决定了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公益属性，其

经费主要通过项目拨款的形式获取。当然必须区分终身教育体系中各种教育形式提供教育服务

产品的类型，探索建立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混合物品的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供给方式，确保

经费的投入和使用。

三、中国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构面临的问题

综观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设的历程，社区合作共建、互动发展、推进学习型

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对于全国各地建构终身教育共同体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也应该看到，

终身教育共同体建构的时间还不是很长，有些做法处于试验阶段，很多实践成果还有待进一步总

结提升，同时尚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研究、探索和实践。

一是政策制订上，还有待进一步细化深入。虽然有些政策与制度明确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和社

会各方力量有机、有效整合，共享利用教育资源，协同推进终身教育的发展，但还只是政策目标，没

有具体的实现措施，有些方面还停留于构想阶段，有待进一步细化与推进。

二是机制、体制上，还有待进一步转化优化。近年来，中国一些大城市在建构社区终身教育共

同体方面进行了大量颇有成效的实践性探索，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但如何将这些经验与措施转

化为长期性的机制与体制，并不断优化发展，则还需进一步的实践与总结。比如，社区和大学的共

中国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构研究

·· 111



社会工作2015年第3期

社会工作 2015年 第3期

享共建和资源整合的管理体制还未建立起来，合作共建的长效机制还未形成；在运行机制层面，社

区和大学的共享共建和资源整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还未形成；在保障机制层面，共

享共建、资源整合经费的保障机制也尚未建立。

三是共同理念上，还有待进一步协调整合。政府与学校、社区、居民在思想观念上还存有不少

差异。就政府层面而言，在主导上有余，而居民的实际参与空间还大有可开拓的空间，今后政府需

要灵活采用多种方式强化居民参与意识，搭建更多的活动平台，提高活动的知晓率，将政府行政行

为与居民实际参与更好地结合起来，为吸引更多居民的参与而探索全新的有效模式。就学校层面

而言，有些大城市不少高校由于受到高校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制约，社区意识还比较缺乏。就

社区与居民的层面而言，社区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识还不强，还缺乏实质性联

动的根本保障；在开展社区教育活动时，对于居民多种形式教育需求的引导与宣传也还不够，以致

于一些居民的教育需求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娱乐休闲层次上，居民还没有清楚地理解社区教育的职

能与定位，因此后续还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四、中国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构的基本方略

（一）中国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构的策略

11..加强终身教育共同体理念的研究和宣传加强终身教育共同体理念的研究和宣传。。进一步加强培育终身教育共同体创新理念的研究

和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培育终身教育共同体创新理念的认识，要把培育与发展终身教育共同体

提高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高度来认识。

22..制定培育区域终身教育共同体的战略制定培育区域终身教育共同体的战略。。进一步加强对区域终身教育共同体各主体职能的研

究，进一步理清和明确各主体的功能定位，从终身教育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价值角度

制定培育的战略策略，确定重点项目，并制定重点项目的实施方案。一是重点推进市民终身学习

的学分银行建设项目，为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奠定制度基础；二是重点实施市民就业创业培训项

目，为城区转型培育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三是重点开展市民素质提升项目，培育具有高度学习自觉

性和终身学习能力的新一代学习者；四是重点发展城区和社区文化建设项目，挖掘社区特质资源、

提炼和培育城区和社区特色文化，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共同愿景和核心价值观；五是

重点发展终身学习国际交流项目，探索社区教育国际化，走国际化发展道路。

33..建立项目推进机构和运行机制建立项目推进机构和运行机制。。以项目为抓手，以项目联系各方、组合各方，建立项目推进

的组织机构。通过项目推进的方式，整合各类资源，理顺、建立和协调各资源主体的利益关系，形

成项目推进的运行和保障机制。

44..建立学习共同体建立学习共同体。。终身学习共同体是终身教育共同体的细胞，通过制度设计、项目实施和政

策激励，引领和指导全员学习，从而打造终身学习共同体，增强社会各个组织内在的发展力和创造

力，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学习化，促进社会的变革与社会的进步。

（二）健全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构的法律法规体系

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因素，我国在终身教育共同体方面的研究与发展落后于国际社会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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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不过，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大潮，终身教育开始逐步在全国各

省（市）得到不断推进与发展，也为教育共同体的出现做好了准备。

2005年9月28日，福建省率先颁布并实施了《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此后，上海、云南、

河北等省（市）陆续颁布并实施了《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形成了专门的、地方性的终身教育法规。

一方面，这些地方性的终身教育法规对促进本地的终身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终

身教育法规由于是地方性的，其权威性、影响力又受到很大的限制。

为了大力促进终身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为终身教育立法，应尽早制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规

范终身教育政策和制度的终身教育法，确保终身教育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并作为全国各地修订《终

身教育促进条例》的依据。因此，为终身教育专门制定一部国家性的法律刻不容缓，这是各地将终

身教育活动推向深入发展、让“终身学习”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的基石。而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需

要对现有与终身教育相关的政策与法律文本进行梳理。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终身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按照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出台时间来大致

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终身教育政策的形成阶段（1994年以前）。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提及“成人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成人教育发

展提供了政策空间。1993年2月，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成人教育是传统

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第一次将“终身教育”写入重要教育政策中。

第二阶段：终身教育政策的发展阶段（1995年～至今）。1995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并自当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次将“终身教育”写入正式国家法规文件中。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

系”。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深化教育

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国

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2006年10月，《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建设现代

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强调要“发展

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2010 年7月，教育部出台《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

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

大会报告指明“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奋斗目标。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党和政府一直大力支持终身教育，并将之写入我国各类重大教育政策

中。同时，在以上教育政策中多次出现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社区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可

视为本文所讨论的“社区教育共同体”的理论雏形。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现有的这些政策法规涉及终身教育不少层面，但彼此之间缺乏统一

协调，不少政策文本有向法律过渡的必要，在具体操作性等方面也还有进一步提升发展的空间。

由于终身教育资源的整合性较强，终身教育对象及其形式又具备多样性与复杂性，所以要继

续推进我国终身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便需要政府从国家层面出发通盘考虑，在政策上给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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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深入的支持，特别是在细则的实施、资源的投入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制定

出一部专门的国家性法律，以保证政策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在统筹整合资源、推

动终身教育发展中的职责，建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机制，规范、指导、促进全

国各地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三）政府引领参与搭建终身教育共同体平台

要真正做好推进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设工作，政府的引领和参与必不可少。在构建城

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过程中，政府是政策的制订者、学习活动的组织管理者以及学习资源的

主要提供者。大数据的价值是潜在的，政府在大数据时代是“需要通过创新性的分析来释放。但

是，由于政府在获取数据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因此他们在数据使用上往往效率很低”（维克托，

2013）。由此而产生“开放政府数据”的倡议，使得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城市地区“加入开放数据的

热潮”。

近年来，中国政府正加速走向开放型政府，公众从被动接受信息到主动获取信息、参与公共治

理，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越来越快，不过要全面迈入信息公开时代，还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政府

在信息的收集与提供、政策法律的制订与规范、终身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协调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潜

力可以挖。如上海市杨浦区成立“杨浦区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引领杨浦区学

习型城区的建设，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以2006年上海市杨浦区成立的“杨浦区学习型社会建设

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简称“区学习委”）为例，这个机构是杨浦区学习型城区建设的领导机构，

委员会主任由一名区委副书记担任、委员会副主任由区委宣传部部长和分管教育的副区长担任。

成立了“区学习委”的下属办公室，即“杨浦区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简

称“区学习办”）。办公室的主任由区教育局党委书记担任，在学习型城区建设中发挥着统筹、策

划、协调、管理、推进、评估、研究和服务等功能。同时还确定了牵头部门，将区机关党工委、区总工

会、区妇联和区社区学院四个区级部门分别作为创建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事业单位、学习型家庭

和学习型社区的牵头部门，并制定本城区有关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政策、制度，通过统筹运作，

组织协调终身教育共同体活动，获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发展

工作，各行各业、各类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全社会共建格局形成，社区终身教育共

同体建设工作持续发展。

五、结 语

在中国城市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设中进一步探索并创新共同体模式，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的需要，需呈现出鲜明的发展特点。

一是空间上，从学校进一步向社区转变。传统教育的活动空间主要限于学校，并围绕学校的

中心工作展开。随着教育的深化改革，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改革，学校所承担的教育职能和部分社

会职能溢出到社区，需要学校从原来侧重于自身管理向主动参与社区、融入社区转变。同时，随着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社会流动人员的增加，以及“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

区教育的工作对象和范围大大拓展。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建立，要实现社区教育空间的战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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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二是方式上，从封闭进一步向开放转变。受制于传统体制“条”“条”分割、“条”“块”分割的特

点，社区教育也是内部倾向的，自成体系，社区与学校、园区之间的联系较少，社区也很难去协调驻

区单位。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建立，打破了“条”“块”分割、单位与社区隔离的状态，单位从封闭

形态走向开放，资源共享，共驻共建。共同体的社区终身教育的建设，要进一步有利于社区资源的

整合，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加强社区治理，提高社区管理的凝聚力。

三是形态上，从单向垂直进一步向纵横交错转变。传统社区终身教育体系是自上而下的，并

以行政隶属关系为依托。而现在的共同体建设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社区体制，在组织形态上体现了

“纵横交错”的结构。从纵向看，杨浦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工作在区委层面，组建了区学习委，在街镇

层面建立联盟街镇分会，还在居民区层面建立“社区学校”体制，构建起“城区—街镇—居民区”三

级联动的区域化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格局。从横向看，城区、街镇、居民区三个层面都将辖区内的

高校、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不同隶属关系的组织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来。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

设机制的探索要在单位和社区之间进一步架起一座沟通协同的桥梁。

四是功能上，从领导进一步向协同转变。传统的社区组织体系实行垂直领导，上级组织领导

指导下级组织、下级组织服从服务上级组织，基层居委会依托行政权力开展工作。社区工作关系

是复杂多元的，因此社区终身教育工作的开展不能通过传统的上下级的方式，而是要采取协调、沟

通、服务的方式。杨浦区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以“共立共同目标、共建对接平台、共用教育资源、共

推合作项目、共享发展成果”为纽带，组织和协调各类终身学习共同体，协同促进区域文明发展，经

验值得复制，需要进一步扎实推广。

如前所述，中国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建设已经在领导体制、组织设置、组织载体和方式以及功

能作用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取得了整合资源、凝聚共识、促进发展的积极成效。但随着终身教育

体系的完善、学习型社会的推进和“五位一体”的发展，社区建设和治理已被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其中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建设和运作必将起到重大作用。当然，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概念、

特征、价值和构成等基本理论部分，还需深入的发展和完善；社区终身教育共同体的构建和正常运

作、各方积极性的有效调动、各种资源的筹措和运用、进一步融入城区学习型社会和“五位一体”建

设等方面，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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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major of Social Work, who came from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JSTNU). Social environment, as- studied sample and its problems about social

work practice were described by Luhmann's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 Furthermore, constructive direc-

tions of the internship education were specifically depicted by interaction system, organization system

as well as societal systems.

（（1414））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Widely Constructing Urban Lifelong Education Communities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Widely Constructing Urban Lifelong Education Communities
ZHANG Li•107•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China's urban lifelong education community not only roots in the in-

herent connection and the inevit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

tion, but also responds to the call for building“five civilization”and constructing a learning-oriented

community. It caters for Chinese social reality with an increasing ageing population, and will help main-

tain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o promote people’s all- round development and human freedom.

Throughout most of the existing urban commun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operation practice, al-

though we have obtained some good social effe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management

system, running mechanism, funding and education notion. The cause of these problems, we assume, is

due to a lack of the consciousness of“community”and a“community”model. It then leads to the defi-

ciency of a unified system, including the sharing mechanism, the incentive constraints and interest coor-

dinating mechanism,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an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an

evaluation system, etc. It is based on this reflection and diagnosis, we believe 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that we draw the concept and system of“community”into the existing urban education system, crack-

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with helping of the notion of“urban lifelong education community”, the relat-

ed project management alliance, structure form in community. thereupon to make some beneficial ex-

ploration in forming a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community and promoting its practical experience.

（（1515））A Revolutionary Design on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mes of Social Work Major inA Revolutionary Design on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mes of Social Work Major in
ChinaChina

ZHANG Jin-jun WANG Wen-juan•117•
It is very important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of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mes of

social work major. Based on preious research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discussing the revolu-

tionary design on course offered guiding ideology,course structure and course teaching modes of under-

graduate degree programmes of social work major, it is in line with the rule of Chinese social work edu-

cation, and it can make a contribution to developing and bringing up a team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

als with liberal quantity,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good qual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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