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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实践的回顾与分析

国卉男，卢玉娟，杜君英，王美楠

摘 要: 十年来，上海以项目管理的形式推进社区教育实验工作，推动各社区教育机构的发展，针对社区建设中出

现的一系列重大热点、难点问题，通过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学习内容、教育对象、学习形式等各类实验，边

探索，边实践，边总结，边概括，不断充实、发展和丰富社区教育理论，打造终身学习的公共平台，推动全体

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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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理论的探讨、验证和发展中，教育实验

具有独特的优势，是教育理论创新、完善和超越的

重要途径之一。在社区教育领域，社区教育实验

则是产生、验证和发展社区教育理论的重要途径。
在上海，实验项目已经成为全面深化社区教育工

作的基石、突破点和新动力。

一、概念内涵

1999 年，国务院转批教育部出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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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素质”，借助实验工作破解社区教育实践瓶颈

与困境，逐渐成为我国社区教育推广的重要依据。
随着社区教育的快速发展，社区教育实验越来越受

到重视，工程学领域的“项目管理”概念逐渐被引

入，各地纷纷以项目实验的形式开展社区教育实验

工作。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将“项目”定义为，是

由一系列具有开始和结束日期、相互协调和控制的

活动组成的，通过实施活动而得到满足时间、费用

和资源等约束条件，并完成预期目标的独特过程。
概言之，项目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为实现预定目标结

果的一系列投入及其活动。［1］2008 年中国成人教

育协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在全国社区教育实验

区的基础上，评选出一批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项目。
由此，社区教育项目实验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

幕，并逐步得到推广与运用。
众所周知，社区教育是在一定范围内，充分利

用、开发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全体成员整体素

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教育活动，它是具有“全员、全程、全面”特点的区

域教育。在社区教育实验领域中运用“项目管

理”，就是针对社区教育实验工作中亟待解决的

某一具体问题，根据一定的指导思想和预期目标

进行创新，通过策划以及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与

实施，最终取得突破的社区教育实验活动。因此，

我国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

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工作，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实

践探索、总结与反思，不断提高对社区教育的理论

认识、实践创新，提升社区教育品质。［1］

在上海，社区教育历来被视为学习型城市建

设、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途径，并且也将实验

工作视为破解社区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教

育培训模式的关键举措。上海先后进行了实验区

创建、示范街镇等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并于 2005
年开始以项目管理的形式落实基层社区教育实验

的推进工作。如今，上海已经形成了以实验区为

试点、以示范街镇为基础、以实验项目为抓手的社

区教育实验机制。其中，实验项目作为上海全面

深化社区教育工作的基石，已经成为创新社区教

育体制、机制和模式的突破点，为终身学习公共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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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平台的形成提供了新动力，为终身教育体系完

善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了新机制与新途径。

二、发展与成效

2005 年 11 月，上海市教委制定并下发《关于

对本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开展评估的通知》( 沪

教委职成〔2005〕40 号) ，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正式

开始。2006 年 3 月，上海市教委下发《关于公布

本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评估结果的通知》( 沪教

委职成〔2006〕9 号) ，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开

始验收评估。如今，上海已经申报设立实验项目

6 轮，验收实验项目 5 轮，总体脉络如图 1。

图 1 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时间脉络的基本概况

数量上，上海共申报社区教育实验项目1 026
项，评选推荐561项，如图 2。

图 2 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申报、验收的数量

内容上，实验项目涉及社区教育方方面面，既

包括功能定位、体制机制、资源整合等宏观内容，

又包括队伍建设、各类培训、教育教学、信息化建

设等具体事项，还包括学习资源建设、品牌活动等

地方特色内容，如图 3。

图 3 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涵盖内容的基本情况

从申报主体上看，实验项目面向全社会，对象

非常多元，既包括社区教育管理、指导部门，也包

括社区教育基层单位，还包括各类政府部门与社

会组织，如图 4。

图 4 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开展主体的基本情况

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丰富、多元的内容，

为上海社区教育实践推广提供了问题解决的方法

和办学的宝贵经验，并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优

秀成果。
1． 推动办学场所走向优质

据不完全统计，至 2015 年，上海涉及社区教

育办学场所的实验项目共 242 项，如图 5。

图 5 2005—2015 年上海社区教育办学场所实验项目数量

( 1) 社区学院建设

1994 年，全国首个社区学院———金山社区学
院成立，从而拉开了社区学院实体建设的帷幕。
在实验项目开始之前，上海已经有黄浦区、闸北

区、宝山区、杨浦区、静安区、普陀区等 6 个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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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区学院，但在发展中却都面临一个现实困

境———社区学院定位不明晰。为此，上海市批准

了一批社区学院实验项目。
徐汇区社区学院开展的“社区学院功能定位

和能力建设与实践”，明确了社区学院应具备资

源整合、课程与教材研发、师资培训、项目管理与

科研、网络信息化等五大能力，成为社区学院规范

化建设的开端。
浦东新区社区学院牵头，闸北、长宁和青浦三

区社区学院参与开展的招标项目“区县社区学院

功能建设的实验”，探索了社区学院的组建形式、
管理体制、保障体系、工作机制等，推动社区学院

运作开始走向常态化、规范化。
杨浦区社区学院开展的“社区学院服务杨浦

社区主题文化建设的实验”，将社区学院置身于

社区，探索了社区学院与外部社区的联系和联动，

拓展了社区学院服务社区的综合多元功能，推动

了社区学院建设开始由规范化走向社会化。
( 2) 社区学校建设

2006 年，上海市委提出社区教育“四个一”发

展目标，即“构建一个网络，办好一所学校，开发

一批教材，建立一支队伍”。实验项目对此进行

了大量探索。
各区县创造了社区学校建设的多种模式: 由

区教育局为每个街道( 镇) 划拨一所学校举办社

区学校的普陀模式; 街道自筹资金自建社区学校

的浦东新区金杨模式; 街道依托中学举办社区学

校的静安模式; 街道利用教育系统外的教育资源

( 如科普中心、社区劳动服务所) 举办社区学校的

浦东新区潍坊模式; 街道整合社区教育资源举办

社区学校的闸北模式; 在街道办事处统筹下由社

会力量举办社区学校的徐汇区田林模式; 乡镇成

人学校加挂社区学校牌子，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

子的乡镇模式。
2009 年起，普陀区教育局牵头，成教协会郊

区专业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和浦东新区洋泾街

道办事处联合开展“街镇社区学校( 成人学校) 标

准化建设的实验”，标志着社区学校由实体化建

设向标准化、特色化建设阶段迈进。各区县社区

学校结合本街镇实际，纷纷围绕社区学校实体化

建设展开一系列实验: 社区学校组织领导实职化、
教育教学实效化、规章制度实质化、师资队伍实体

化、校舍场所实地化、教育经费实数花和网络建设

实用化等，取得阶段性成果。
( 3) 居民教学点建设

为建成社区教育三级网络，各街镇以村居办

学点建设申报了实验项目。
2009 年起，有关居民教学点的社区教育实验

几乎覆盖全市各区县，内容从教学点的硬件建设

到内涵建设，覆盖了实体办学各方面。静安区静

安寺街道办事处“居民小区内社区学校分校的建

设与发展”、普陀区长寿社区学校“社区学校办学

点规范建设的实验”、南汇区泥城镇社区教育领

导小组“社区学校与村、居 ( 委) 教学点联动发展

的实验”、奉贤区奉城成校“村( 居) 委办学点达标

建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据上海社区 学 习 地 图 网 ( http: ∥ ditu． shll．

net) 显示，截至 2015 年，上海共有 232 所社区学

校( 含社区学院) ，5 000多所分校 ( 教学点，有的

区县称作“社区学校分校”“社区学校办学点”“市

民学校”或“村民学校”等) ，遍布全市 17 个区县、
200 多个街镇、近5 000个居( 村) 委，形成区县、街
镇、居( 村) 委全覆盖格局; 开设社科、语言、科技、
技能、养生保健、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手工艺术等

8 大类1 200多门课程，在校学员 35 万多人，师资

总数超过 1． 2 万人。
2． 推动工作队伍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至 2015 年，上海与社区教育

工作队伍培育直接相关的实验项目共计 88 项，具

体如图 6。

图 6 2005—2015 年上海社区教育

工作队伍实验项目数量情况

( 1) 问题导向，夯实专职队伍建设

闸北区关于专职队伍的实验具有划时代意

义，为全市、全国开创了关于社区教育队伍培育的

先河。
首先，闸北区教育局从本区 150 所学校中挑

选 50 名在职教师组建专职队伍，深入 8 个街道 1
个镇，专门从事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和推进学习型

城区创建工作，培育了社区教育稳定的专职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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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他们还采取各种培训方式，围绕提高专职队

伍胜任力问题不断开展实验，帮助促进他们迅速

了解、熟悉、适应、胜任社区教育工作。［2］

如今，各区县又开始通过实验探索专职教师

的职业发展。例如，徐汇区率先探索“教育行业

背景 + 社会工作资格”的社区教育专职队伍，［3］

开展特色化双师型培训，建立了包括岗前、岗位、
全员、骨干、专题等五大模式组成的培训体系。

( 2) 多措并举，完善兼职队伍建设

围绕数量不足的问题，上海还在兼职队伍培

育各方面开展了实验。
首先，各街道( 镇) 通过专项实验以招募方式

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如宝山区张庙街道向 33 个

教学点招募讲师，组成“师之声”讲师团。
尔后，又开展有益实验，解决兼职教师因对社

区教育、教育教学存在某些认知缺失，影响终身学

习服务品质，不能有效满足社区教育需求等问题，

如闸北区彭浦新村街道通过开展研讨、教学观摩、
专题技能培训，推进兼职队伍建设。

如今，各街道( 镇) 社区学校关注通过实验探

索如何激励兼职队伍，确保其相对稳定，提升其教

学效能。如金山区枫泾镇做好做实做细兼职队伍

工作考核记录，据此作为发放酬金、续聘的依据。
( 3) 集腋成裘，推进志愿队伍建设

上海还开展了一系列发挥志愿者队伍在社区

教育中作用的实验项目。
首先，各区县探索了志愿者的招募机制。如

普陀区在全区 9 个街道( 镇) 社区学校建立“终身

学习推进员招募工作站”［4］，以自主、自治为目

标，以宣传、推介、组织终身学习为内容，建立了稳

定的志愿者队伍。
其次，各区县探索了志愿者队伍管理。如浦

东新区新场镇制订了《新场镇关于建立“居村委

终身学习推进员队伍”的实施意见》《新场镇居村

委终身学习推进员学习制度》等，探索推进员组

织管理、信息共享、区域结对管理运行制度。
最后，各区县还探索了志愿者队伍激励。如长

宁区程家桥社区教育志愿者服务团队和志愿者均

可参与该社区和谐行动志愿者( 社团) 的评估和评

优，并优先推荐获得表彰的社区青年志愿者团队、
个人在区、市级活动或国际活动中担任志愿者，推

荐集体、个人参加市、区级先进、荣誉称号评比。
截至 2015 年底，全市各区县社区学院和街镇

乡社区学校( 成人学校) 专职队伍1 214人、兼职队

伍6 406人、志愿者队伍40 612人，成为社区教育

有力保障。①

3． 推动资源聚合形成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至 2015 年，上海与学习资源

建设直接相关的社区教育实验项目达 120 项，数

量如图 7。

图 7 2005—2015 年上海社区教育

学习资源建设实验项目数量

( 1) 注重资源共建共享，建设资源联盟

基于实验区域的重点问题和实际情况，实验

项目资源建设目标既囊括了弱势群体学习关注，

也涵盖了社区治理、传统文化传承。
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统合新落成的社区

文化中心及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等社会资源，以及

科普、文化、体育等公益服务资源，将青少年科技

探索馆、少儿图书馆、东方信息苑、健身房、DIY 软

陶社、汉未央传统文化体验社、社区阳光之家、敬
老院等闲置资源建设成为开展青少年校外活动的

良好场地。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教育数字化资源建设成

为关注焦点，且工作全面覆盖。如由长宁区牵头

开展了“区域联动推进数字化学习的实验”，整合

当时上海市 8 个被评为全国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

先行区的区县，开展了区域性社区教育数字化协

作组织在组织建设、联动协作、示范引领等方面的

实验，打破了各区域间分散、封闭和垄断的状况，

实现了各区之间在平台、资源、研究等方面的深度

合作。
( 2) 资源表现形式多样化，规模化效益显现

在学习资源建设的实验中，各区县还不断尝

试开发新的学习资源生长点，优化组合原有的各

类学习资源，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
首先，各区县通过实验充分利用社区内文化、

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各类资源，组织开展社区教

育活动，实现一个场所、多种功能。如徐汇区长桥

街道通过实验项目，建设了一批社区与教育单位

的共建合作项目，实现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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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教育、特殊教育等资源为居民特色学习提供社

区教育服务。
其次，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区教育迈向

“纸媒———网络数字化资源———新媒体技术”的

飞跃。以黄浦区、杨浦区、奉贤区、长宁区为代表，

围绕微信公众服务号、i － 实验室、云视课堂等进

行了新尝试和新探索。在 2015 年第二届 NEＲC
杯全国社区教育优秀微课程评选中，上海获奖

245 项，占全国获奖总数的 28%，10 所上海社区

教育机构获优秀组织奖，约占 1 /3，实验项目成绩

斐然。

三、有效经验

1． 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社区教育实验体系

循序渐进，不断完善，是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

项目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社区教育

实验项目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具体区域，对于每一

个具体机构，其所面临的发展境遇错综复杂，能否

让各实验主体在统一管理与规范中，因地制宜、循
序渐进、健康发展显得尤为关键。上海社区教育

实验项目每一年度的申报，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囊

括社区教育的方方面面，在时间和深度上呈现出

不断演进与上升。
在宏观上，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申报贴近

自身实际，体现理论创新。各单位、各区域甚至上

海全市，基本都体现出这样一个规律: 初始关注社

区教育供给，破解社区教育内容和方法; 中期关注

发展动力，破解社区教育发展的手段、渠道和对

象; 如今关注发展内涵和质量，破解社区教育发展

的人员覆盖和服务质量。
在微观上，各区域、各机构的社区教育，往往

都首先从已具备优势的方面和因素出发，进行理

念超前的实验探索，实现发展中的单项突破，继而

从单项改革成功中寻找出较好的研究生长点，从

而覆盖本区域、本机构社区教育发展的整体，实现

综合突破。如在社区教育参与人群相关的项目实

验中，先是关注具体参与人群数量由少到多，转而

关注不同人群参与由一到众，如今关注服务内容

由泛到专，从而实现了社区教育对区域内各类人

群的全面覆盖。
2． 由点及面，全面探索社区教育相关经验

由点及面，实现实验项目经验的全面覆盖，是

上海社区教育由实验项目带动全市全面提升的关

键举措。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强调项目验收、
经验总结、成果示范，由点及面，让成功的实验项

目经验，成为指导全市社区教育发展的理论动力，

成为其他机构寻找自身突破的思想源泉。
鼓励创新，实现社区教育“定点”突破。区域

快速发展，会随时为社区教育带来一系列的重大

难题，比如管理体制、居民参与、市民文化素养等，

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鼓励所有机构在具体问题

上，大胆创新发展路径，采取有效方法予以解决。
落实示范，实现社区教育整体提升。社区教

育发展的具体问题之中，必然隐藏着社区教育发

展的普遍规律，对他人有着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
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要求各机构定期总结，不

断反思，由经验向理论升华，为自身以及其他机构

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3． 由浅及深，科学引领实验项目创新提升

由浅及深，推动社区教育实验项目不断充实、
发展和丰富，是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持续开展

的指导性意见。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要求以动

态、包容性的视阈关注发展的实际性问题，由“一

次性实验”转向“终身性实验”，从而推动社区教

育实验项目在管理体制、运行体制、学习内容、教
育对象、学习形式等方方面面的全面突破。

对于每个区域而言，任何社区教育机构实验

项目的聚焦点，都是自己当前发展趋势中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彼此间虽然较浅显、零散，但是都存

在一定共同性，呈现出共同价值因素，通过主题聚

焦，往往都会形成一个深入的综合性实验。
对于每个实验主体而言，实验项目的申报开

展，既不是在“原地踏步”重复实验，也不是“任意

妄为”随机实验，而是力图围绕一定主题、一定维

度将实验项目不断推进，以形成特色经验，甚至是

特色品牌。
4． 保障有力，逐渐形成实验项目长效机制

通过有力的体制机制及制度保障，形成聚焦

实验项目、支持实验项目、实践实验项目的良好氛

围，这是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取得实效的关键

机制。对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的管理，上海要求必

须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位、各方协作、社区结合、
节点按时、资料完整，以确保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有

计划、有组织、有实效地开展。
首先，上海对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有统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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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体布局。上海市、各区县在组织安排社区教

育实验项目任务时，往往预先通过形势分析，将本

市、本区县组织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结合，系统

研究和确认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实验项

目的总体目标、服务定位，系统推动社区教育实验

项目的持续开展。
其次，上海对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目标有完善

机制保障。如今，上海市、各区县围绕实验项目的

开展，构建了项目的管理和运作体制，建立了实验

项目领导小组和研究团队，明确了队伍能力提升

的激励、制约、优化和发展机制，形成了实验工作

的评价机制，以保障和促进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的

顺利完成。
最后，上海的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推动了各部

门协同合作。项目的开展倡导充分发挥政府其他

部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各类非政府组织的

作用，通过部门间的沟通协作，探索保证实验结论

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的方法和途径，努力为实验项

目的开展创设最合理、最有利的条件。

五、未来趋势

根据 2016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 的指导思想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海社区教育

将紧紧围绕相关要求和理念开展新一轮实验项目

探索，为推动社区教育纵深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关注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社会转型、大数

据、老龄化

2015 年，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的

五大发 展 理 念———“创 新、协 调、绿 色、开 放、共

享”的大背景下，为进一步推动社会转型发展，更

好地促进社区教育发展，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

提出以下新要求: 针对外来人口聚集的区域，应当

继续探索外来人口城市融入、技能提升、道德素养

等教育服务; 针对上海公共服务的发展，应当公

平、普惠，立足对优质资源均衡布局、平等服务并

进行更深入的实验探索;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居

民生活水平，应当突出重视发挥社区教育在加强

社会主义经济、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巨大作用，提

高人的素质，改善社会风气，搞好社会综合治理，

优化社区环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市场经济发

展提供一个稳定、文明、祥和的投资环境和社会

环境。
2015 年，习近平提出了“制定‘互联网 +’行

动计划”［5］。未来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应该顺应

“互联网 +”趋势，对以下几点予以特别关注: 首

先，探索社区教育资源从封闭到开放，运用“互联

网 +”下“云 + 端”的技术优势，推动社区教育资

源跨越校园、地区覆盖到社区的每个角落，从而使

优质社区教育资源的平等共享成为可能并且极为

便利; ［6］其次，探索社区教育机构从单一到多元，

运用“互联网 +”对教育资源重新配置和整合，助

力社区教育组织形态的多元化趋势，改变社区教

育传统授课模式，将教师的作用从教学的主导者

变成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服务者; ［6］最后，探索社

区教育中居民学习从被动到自主，运用“互联网

+”中“以用户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构建以“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同时对学习碎

片化等负面影响，以新的理念和形式来介入以探

索解决途径。
2015 年上海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435． 95 万，占 总 人 口 比 例 首 次 突 破 30% 的 关

口，［7］上海人口老龄化趋势已进一步加剧。为

此，上海各种形式的老年教育需要不断探索和实

践，进一步提高老年教育的服务能力。更为重要

的是，长期的政府主导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

社会参与、全民关怀，文化、企业等资源利用及社

会化办学等新思路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同时，

在帮助老年学员服务社会“老有所为”，发挥其长

者风范，提升他们对社会的正能量方面也仍需不

断探索。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对老年教育的关

注，应当对这些内在的、涉及体制机制的问题进行

探索，以真正实现老年人满意的学习。
2． 适应社区教育的新关注: 自主、自由、协作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使

用“社会治理”概念，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群众在

社区治理中依法自我管理、服务、教育、监督”。
这标志着完成了一次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

理”之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当下社

区教育要勃兴、推展，必须与社区治理相联接，与

社区治理相融合。因此，上海社区教育未来发展，

必须通过实验项目，探索城市化发展中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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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存在的问题，阐释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积

极意义，寻找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有效策略。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10—2020 年) 》将“教育现代化、学习型社会、
人力资源强国”列为教育发展的未来目标。毋庸

置疑，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前提条件是基本

形成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实现

教育现代化，而这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是难以做到

的，还需要找到新的载体，社区教育正是这种重要

的新的载体。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未来应充

分探索社区教育所具有的自身独特优势，充分挖

掘和发挥非传统学校教育的功能。它应直接服务

于成人职业发展和基层群众多样化学习需求，展

示出教育的全民性、灵活性、开放性，有效弥补学

校教育对居民学习需求关注的不足和对闲暇生活

参与的不够。
社区教育在推动和促进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

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意见》明确要求充

分发挥社区教育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科学文明生活消费方

式，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社区教育

作为一项面向群众举办，吸纳群众参与，赢得群众

支持的社会性活动，对于提升大众的精神文化和

生活品质，消除各类不和谐因素有着重要的价值。
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通过开展各种教育培训

活动，深入挖掘当地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名胜古

迹等特色资源，增进家庭和睦、邻里和顺、区域和

谐，减少封建迷信等活动，使各类健康向上、乐观

积极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成为社区文化的主流，并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先进文化纳入社区

学校的教育文化活动之中，坚持把核心价值观作

为社区教育活动的价值基础和导向。这些核心价

值又体现为: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国家，

发展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社会，培养爱国、敬
业、诚信和友善的品质，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成为社区居民群众的群体意识和自觉追求，同

时也成为社区学校工作开展的基本重心与社会

使命。
3． 适应居民学习的新要求: 社区治理、文明建

设、文化传承

社区教育要满足居民需求的理念已经得到普

遍认可，但真正了解需求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当前，上海市必须通过实验项目探索为全体

社会成员灵活方便地接受教育，进行学习，提供全

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 在城区，应重点

开展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主的教育，特别是要关注

中老年群体; 在开发区、工业园区可以重点开展服

务产业发展的职业培训; 在城乡接合部、小城镇，

应当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新市民培训。
近十年来，确保教育经历和学习成果的质量，

已经成为公共政策和行动的重要关注点。［8］在社

区教育投入逐渐增多的情况下，公众对社区教育

的质量要求会越来越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

出，改进学习质量，确保教育卓越，也是建设学习

型城市的重要任务之一。［9］因此，上海社区教育

要通过社区教育实验项目探索，立足了解真实的

需求，提高社区教育服务的质量，建立健全现代国

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为公民提供开放、灵
活、方便的继续学习平台。

随着终身教育实践的不断演进，各国普遍认

识到终身教育不是单一的教育部门就能够推动

的，它既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保障，更需要广泛的社

会共识与合作，形成跨部门合作网络。［10］

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对此应该加强机制探

索: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社区教育联席会、理事会、
董事会等制度，完善社会各方参与的协商、合作机

制，提高社区教育治理能力。二是要进一步激发

基层社区教育的活力，其中包括要激发组织的活

力，发展各类社团活动、学习共同体，推动各类学

习型组织建设; 要推动完善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

支持社区居民的自主学习和学习活动中的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提高社区教育治理能力。三是要积

极引入市场机制，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引入竞

争机制，推动社区学习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民间

社团通过政府授权、项目开发、承接重点任务等方

式，参与社区教育; 推动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公开

招投标、项目外包和委托管理等方法，开展市民的

教育培 训 活 动; 鼓 励 民 间 资 本 进 入 社 区 教 育

领域。［11］

2005—2015 年，上 海 社 区 教 育 实 验 项 目 历

经十年的探索与创新，在各级政府的组织管理

下，广大社区教育工作者和基层群众共同努力，

比较系统、全面地实践了上海社区教育工作的

方方面面，不仅探索解决了社区教育发展出现

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而且对上海市各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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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发展创建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提升了市

民的文明素养，传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

并丰富了社会治理的途径与手段。在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鼓舞下，在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获得

感与幸福感为己任的目标引领下，我们相信，上

海社区教育将会更加蓬勃健康、稳定持续地推

进发展，为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与完善终身教

育体系，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 释:

① 引自《2015 年上海社区教育统计汇编》，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
② 文中相关数据引自《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十年之路( 2005—2015) 》，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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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Analysi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Experiments in Shanghai

GUO Hui-nan，LU Yu-juan，DU Jun-ying，WANG Mei-nan /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last ten years witnessed Shanghai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m-
munity education experiments through project management． In view of a series of important hot spots and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Shanghai keeps exploring，practicing，and summarizing through all kinds of experiments on the manage-
ment system，operation mechanism，learning contents，education objects and learning styles，aiming to constantly enrich and devel-
op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theory，build up public lifetime learning platform，advanc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all social
members，stimulate human and social harmony and comm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felong learning; community education; learning city; Shanghai; experimenta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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