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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功能定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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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我国社区教育蓬勃发展,逐步走入大众视野,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社区

教育功能定位的清晰对促进社区教育发展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而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模糊则阻碍了社区

教育的良好发展。 研究发现,影响我国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主要因素表现在政府过于强调对社区教育的管

控,教育政策目标导向不明晰,以及社区教育对“复归本性”的期待过高从而难以维持既满足人性又追求社会

进步的平衡系统。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必须提升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独立性和精确性,社区教育功能定位

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兼顾人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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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

深刻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推

进和发展,新型的社会组织结构———社区在我国

逐步形成,并得到重视,由此,我国现代意义上的

社区教育应运而生。 社区教育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1]9,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了 30 多年。
这期间我国社区教育从无到有,不断繁荣和壮大

起来, 实现从量增到质增的飞跃,学者对社区教

育功能定位的认识也逐渐深化,这些都是改革开

放带来的强劲动力,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

放的重大历史意义。 但是由于其定位的独立性不

强、清晰性不高等原因,民众普遍难以理解何谓社

区教育、为何要参与到社区教育,这严重影响了社

区教育的发展。 因此,本文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

来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流变,明确社区教育功能

定位的基本要义,以推动社区教育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功能
定位的流变

　 　 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

特征,其功能定位也不断在流变。 叶忠海、朱涛将

社区教育发展划分为起步、转型、提升三个阶

段[1]23,在今天,社区教育的发展已进入了深化阶

段[2]。 根据这四个发展阶段的划分,分析不同阶

段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社区教育的起步期(1985—1992
年)。 在这一时期,社区教育被视作学校教育的

“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颁布的第一部

纲领性教育文件《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提到社会要予以保证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开展;
1988 年《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

知》指出设立“社区教育委员会”,目的是为加强

学校和社会之间的联系[3]。 在我国教育政策的

引导下,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突显其对于学校教

育的补充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给学校教育提供

资源配备,二是关爱学校青少年健康成长。
　 　 在这一阶段,尽管社区教育已经被纳入了教

育体系,但我们国家教育的关注重点在大力发展

基础教育,将义务教育摆在了首要的地位,而将社

区视为配合学校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个良好的社会

环境,因此,社区教育的功能最初是一种对青少年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 实际上,在我国

社区教育开展的最初阶段,关于社区教育功能定

位的研究内容上也体现了认识的单一性,有学者

曾提出“将社区参与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 [4],强
调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认为社区教育的

功能在于实现每一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观点

体现出社区教育的效用在于学校教育。 还有学者

·29·



提出应充分发展社区的文化建设,起到配合学校

开展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把社区教育看作

学校不可忽视的重要校外力量[5]。 总之,这一时

期学者们对社区教育功能的定位存在明显的局限

性和单一性,不过这些早期研究为后来对社区教

育功能认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社区教育的转化或转型期

(1993—2000 年)。 这一时期的社区教育突出对

社会和个人的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

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计划经济体制

下政府高度集中的包揽办学状况逐渐发生改变,
形成了“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教育新体制, 社区

教育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台的教育

政策,如 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

1999 年《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促使

各个地区大力开设社区教育实验区,社区教育正

朝着独立教育事业的方向逐步发展,与此同时,社
区教育理论研究也有了突破,与上一阶段相比较,
人们对社区教育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补充学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 同时伴随西方结构功能主义观念和

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流派的引介,社区教育研究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快速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
针对社区教育功能和价值的深入探讨也逐渐展

开,我国学者开始从其他角度审视社区教育的功

能,有学者聚焦社区教育的社会职能,明确提出社

区教育不应再局限于服务学校教育的主要功能之

下,从社区教育和社区建设的联系出发,认为社区

教育的功能应当是促进社区经济、政治的稳定发

展,进而营造出有利于居民和社区全面发展的良

好氛围。 如陈乃林将社区教育的功能概括为个人

的全面发展和社区的全面进步,强调社区教育应

当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居民的自我发展、社区

精神文明建设、社区的全面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6]。 还有学者重视社区教育的人的价值,呼唤

社区教育要充满人文关怀,指向对人的需求的满

足,聂琴明确指出社区教育应指向以人为本[7]。
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对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研究

内容已日趋丰富,在高度和广度上都有了重大突

破。
　 　 第三阶段是我国社区教育的提升期(2001—
2012 年)。 社区教育开始开展对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支持。 自我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 后,经济取

得了飞跃式发展,进入“黄金”时期,而与此同时,
我国也有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的失败教训,致使我

国进入了“矛盾突显”时期,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协

调、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和谐

等问题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这种国

情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根本依据,科学发

展观的主要内涵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社

区教育不仅能够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同
时它可以有效推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并实现

社会和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社区教育这一价值的

显现是其地位在我国不断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一阶段,教育部不断出台相应的社区教

育政策,例如,2004 年《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

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推动社区教育在农

村地区的推广,为学习型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7 年《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教育的意见》指出,进
一步完善县、乡、村社区教育服务体系,2010 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提出了城乡要广泛开展社区教育,基本

形成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在科学发展观这一

思想的指导下,学界通过强调社区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功能进而实现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 陈乃

林认为,运用可持续发展指导社区教育,进一步开

拓了社区教育的功能,强调应当将科学发展观和

社区教育紧密联系起来[8]。
　 　 第四阶段是我国社区教育的深化期(2013 年

至今)。 社区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外延

发展也十分广泛,这一时期社区教育的功能集中

体现为推动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
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致使知识更新和创造的

周期变得越来越短,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学
习成为整个社会和个人的迫切需要,我国也开始

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正式纳入到我国社会建设的

议事日程之中。
　 　 党的十六大虽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理

念,但在当时还未形成完整和具体的建设举措,且
社区教育工作的成效距离学习型社会的达成条件

还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未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

视。 随着社区教育的快速进步和发展并真正有能

力成为学习型社会构建的主要载体之一,其促进

学习型社会形成的作用才开始被强调和挖掘。 在

教育政策上的进展就可以看出我国对社区教育重

视程度有所提升。 例如,2016 年《教育部等九部

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
要加快发展社区教育,要以促进全民终身学习、形
成学习型社会为目标,深入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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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已然将社区教育看作落实构

建学习型社会重要平台[9]。 这些政策不断使学

习型社会成为我国教育体系发展的趋势,许多学

者在这一启示下,认为社区教育应使全民将终身

学习看作人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断激发社区居

民终身学习的需求,从而营造出全民学习的良好

外部环境,实现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有学者

就学习型社会这一视阈探析社区成人教育的功能

及其实现[10]。 也有学者提出社区教育对构建终

身教育体系的作用,认为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要

依靠社区教育的资源和社区学院的实践作为基

础[11]。

　 　 二、我国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影响因素

　 　 40 年来,我国学者对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研

究已从片面认识转向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理解。 他

们对我国社区教育功能定位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

的影响。
　 　 首先,社区教育功能定位认识的不断更新与

创造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社区教

育作为庞大的社会体系之一,其功能价值的定位

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引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

会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教育方方面

面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社区教育的

功能定位而言,社会的发展既有制约因素,又具有

推动力量。 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如何认识和处

理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困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驱动问

题进而引发了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混乱。 随着我

国市场经济在持续稳定中不断得到科学发展,社
区教育的功能定位也逐渐明晰,并不断反映着社

会的诉求。
　 　 其次,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流变不断受教育

政策导向的影响和指引。 从前文分析来看,教育

政策不仅能够反应出政治和经济的特点,且教育

政策的变动和取向也将带动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

产生变化。 新时期我国在社区教育这一领域作出

的重大政策调整对社区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强有力

的支撑,且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弥漫着价值性的活

动[12],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和外在的目标定位对社

区教育的功能定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最后,社区教育功能定位逐渐重视人的需求。
21 世纪以来,教育界越来越注重对教育功能的批

判和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建构未来的教育功

能[13]。 把教育活动看作是人的活动,这一变化使

学者重新反思社区教育功能定位,将社区教育功

能定位着眼于适应人的需要。 有学者提出能否体

现“以人为本”的人类发展观,最能表明社区教育

发展的好与坏[7],人的价值体现程度必须在社区

教育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 还有论者提出以往

的异化教育把教育看作社会工具而忽视了人性的

价值,教育应转向“人性复归” [14],这才体现出教

育的真正功能。 从国际视角来看,全球化、知识经

济、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个人要在这样社会加速

变革的时代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必然通过社区

教育。 而社区教育作为非正规教育形式使人们能

够随时随地获取知识,其功能定位作为特定时期

人们所追求的核心力量也必须随着人的需求的变

化而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确与社会发

展、教育政策以及对人性价值的追求有着密切的

联系。 但问题有三点:首先,社会政治经济虽然对

社区教育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但过度强调政府

和社会的管理却有失偏颇,社区教育作为一个独

立的体系如何保障其自主权的发展是必须关注的

问题。 第二,教育政策对社区教育功能定位有着

重要指引作用,有助于规范和引导社区教育的发

展,其核心价值观无疑有着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

义。 不过由于社区教育政策目标的含糊性,使社

会对社区教育的认识相对缺乏,社区教育实践者

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也需提升对教育政策精

细化理解,以便再定位社区教育的功能。 第三,对
“复归本性”的期待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与追求

社会发展相悖的观点,社区教育如何既满足人性

又追求社会的进步? 且社区教育作为包含“社”
字的教育形式,如果只注重人的个性和本性而忽

视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需要,这既不符

合社区教育的本质,也必然导致社区教育被社会

所淘汰。 综合以上三点,提出我国社区教育功能

定位的五大原则。

　 　 三、我国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原则

　 　 第一,重视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独立性。 社

区教育的产生与不断发展,必然是基于其自身存

在的独特功能和地位,只有正确把握社区教育功

能定位的独特性,才能使其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然而现实情况是,在社区教育的萌芽期,我国社区

教育发展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学校为中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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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依托学校来获得发展的途径使人们将社区教育

的功能仅仅定位于保证学校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

康,其他功能却未被得到重视。 而当前,我国社区

教育最常见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下

协调管理社区教育,虽然社区教育的发展的确离

不开政府的倡导和导向作用,然而我国社区教育

过于依赖政府的管理手段,导致了社区教育经费

来源单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同时,很大

程度上社区教育自身独立性和独特性无法得到自

证和他证,这类问题让民众对社区教育的功能和

地位的认识不清,致使社区教育的功能难以有效

发挥出来。
　 　 第二,提升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精确性。 把

握社区教育的精准定位是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前

提。 社会的变革和各级政府的推动、教育政策方

针的引导带来社区教育的不断发展。 今年刚出台

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等文件表明,社区

教育的发展要以学习型社区的建设为目标,就此,
有学者认为社区教育的功能要体现在以学习型社

会的建设为目标[15]。 看似这一功能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社区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的地位,实际

上社区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取向正在趋向模糊,并
不利于社区教育职能的发挥,在构建学习型社会

和建设社区的今天,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

和教育研究者将本应属于社区工作的职能归在了

社区教育的职能范围内,认为社区教育不仅应当

提高民众的素质,还要担负起民众的生活质量提

高的职能[16]。 实际上,除教育部门之外,民政部

门、社区委员会、社区党委等社区机构组织均应视

为学习型社会以及社区建设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

主力,仅将社区的建设工作完全看做社区教育所

承担的内容,不仅影响了其应有的定位,还扩大了

其承受能力范围,反而导致如今社区教育的发展

不断萎缩。
　 　 第三,社区教育功能定位应当因地制宜。 社

区教育的确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主要理想途径之

一,然而在今天我国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区域

差距仍较大。 在发达地区,社会大众普遍强调终

身学习的理念,社区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应着重体

现于使学习成为每个人生活中常态化和制度化的

活动,这已然成为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在不发达甚至是落后地区,社区教育还是应当重

视以实现促进就业创业和引领群众幸福生活为目

标,在此基础上开展包括职业培训、科学技术培

训、社会文化教育等教育活动。 总之,要使各个地

区的社区教育功能实现最大化效益,社区教育的

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实

际确定不同地区所需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切实提

升社区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第四,社区教育功能定位应当与时俱进。 如

前所述,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要考虑社区教育的

发展阶段,其功能定位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

据自身情况和外界的影响因素进行更新,关注社

区教育功能定位的发展趋势,做到与时俱进。 首

先,社区教育功能定位要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

要。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区

教育应当更新观念、创新服务方式,在不断发展的

大格局中重新找准自身的定位,社区教育应不断

更新自身职能,突出其在社会参与和渗透的重要

性。 其次,我们今天处于知识经济时代,不能仅仅

依靠在校期间获得的知识,因此社区教育要紧跟

时代的脚步,挖掘自身的功能和价值,为人们提供

更为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构建有益

于终身学习的场所。 最后,在网络日趋成熟的今

天,社区教育要加强对现代化定位的探索,在网络

环境下求得突破,从而为社区的民众提供一种全

新的体验。
　 　 第五,社区教育应兼顾人的价值和为社会服

务的作用。 首先,社区教育要重视人的价值,人人

具有可贵的个性,社区教育要尊重这一特性,从社

区居民的身心发展需求出发,实现社区居民的根

本利益。 其次,社区教育应重视实施与社会主流

价值观相符的教育活动,以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

等素质,使社区居民共同关心社会的各种问题,推
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所以,要大力发展社区教

育,就要重视社区教育的社会功能,通过对个人的

塑造,实现教育与社会的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加强对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重新

认识并确立其原则,对社区教育的规范发展有着

重要的价值。 首先,社区教育功能的完善要达成

系统内外部协调发展,对外立足于国家的愿景和

价值观进行发展,对内要找准自身的建设重点,形
成社区教育功能定位有目的、有规范、具体化的特

点。 其次,要明确好社区教育的基本功能,重视人

的发展,以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和内在价值,同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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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培养出的人才能够为社会的需求服务,完善

社会发展,从而保障社区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实
现社区教育与社会的双向发展。 社区教育功能定

位研究事关社区教育甚至我国教育全局的发展,
虽然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教育政策的不断更

新等方面对社区教育功能的矫正带来积极影响,
但通过整理和总结改革开放至今社区教育功能定

位流变,分析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影响因素,我国

社区教育功能定位仍存在许多问题,随着现代社

会的快速发展,如何把握时代主题,清晰定位社区

教育功能仍然是当前社区教育研究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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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SUN Meng

(School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a has developed rapidly, gradually entered
the public’s perspective, an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the social governance. The clear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community education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
cation, but the vague one hinders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fac-
tors affecting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a are the government’s over-emphasis on
the control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he lack of clear guidance on the goals of education policies, and the high
expect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or “returning nature” which leads to the difficulty in maintaining the bal-
ance system of satisfying humanity and pursuing social progres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the inde-
pendence and accuracy of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community education must be improved. The positio-
ning of community education must be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ake into ac-
count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society.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community education; function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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