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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教育 , 78.3%的 家 庭 期 望 女 孩 能 受 到 大 学 及 其 以 上 的 高

等教育。同时 , 8.2%的家庭表示男孩能上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

度 , 6.5%的 家 庭 表 示 女 孩 能 上 到 什 么 程 度 算 什 么 程 度 。 另 有

0.8%和 1.2%的家庭期望是接受小学教育。在具体受教育程度

上 , 农村家庭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值是呈正态分布的 , 也就是

说 , 期望值随着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增加 , 最高值体现在

大学阶段 ,“研究生及出国”与大学阶段相差 10.7%。

由于存在城乡差别 , 不少农民向往城市生活。在现有条件

下 , 农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 希望通过教育机制实现身

份地位的变化。可以看出 , 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是以“升学”为主要

目的、以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为实质动机的 , 因此 , 呈现出过于功

利化的倾向。只有少数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目标不明确 , 即“能上

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 这种思想是受三方面条件的影响 : 一

是家庭客观经济能力 , 如果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范围内 , 这些家

长也会为孩子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 ; 二是学校教育效果 , 即使家

庭有较好的经济条件 , 但学校教育效果不理想 , 也会使很多孩子

失去教育机会 ; 三是受现存教育体制的影响 , 部分家长认为现在

孩子大学毕业后不分配工作 , 自主择业 , 农村孩子很难找到好工

作 , 花那么多钱不合算 , 所以念到一定程度就算了。

三、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目的与期望的主要特点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 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目的与期望呈现

如下主要特点 :

第一 ,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很 高 , 但 深 受“ 读 书 无 用 ”思 想 冲

击 , 从而产生矛盾心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的共

同心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越来越

受到广大农村父母的重视。一方面 , 他们对孩子期望很高、要求

也很高 ; 另一方面 , 当前的教育现状使部分农村家长产生了“读

书无用”的思想。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较高 , 这对于收入

不多的农村 , 特别是相对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家庭来说 , 是一个

沉重的包袱。这样一种“高投入”与“低产出”的不平衡现象 , 使得

许多讲求“实惠”的农村家长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思想 , 降低了

培养子女的热情。

第二 , 教育价值观的认识偏差。在农村 , 人们普遍把教育看

成是一种“跳出农门”“养好儿以防老”的有效途径 , 农村家庭缺

少对孩子正确的“爱农”和劳动教育 , 有一大部分农村孩子不爱

农村、不爱劳动 , 这是我国农村教育的问题所在。

第三 , 存在重男轻女、家教失衡现象。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 , 重男轻女现象在农村很普遍。在家庭教育中 , 许多家长出现

双重标准。男孩子得到的关心爱护比女孩子多 ; 女孩子受到的批

评多 , 承担的家务多。男孩子家里再穷也要让他读好书 ; 女孩子

学习的好与坏 , 父母并不重视。久而久之 , 男孩子容易变得懒惰、

任性 , 女孩子则产生了自卑、抵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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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与研究现状概览

( 一) 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历史回顾

张昭文在《学习化社区建设指南》一书中把我国社区教育的

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 兴起阶段 ( 1986～1992 年) 、形成阶段

( 1993～1998 年) 和发展阶段( 1999 年至今) 。华东师范大学叶忠

海教授则将我国社 区 教 育 的 发 展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 第 一 个 阶 段

1985～1993 年 , 是社区教育的兴起阶段 , 主要是中小学生的 校

外教育 , 学校、家庭、社区相结合形成大德育体系 ; 第二阶段

1993 年至今 , 是社区教育的创建阶段 , 以“全员、全程、全方位”

为特征的完整意义上的社区教育。

( 二) 我国各地社区教育发展与研究概况

近年来 , 我国各地社区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 , 从我们搜索到

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 , 各地关于社区教育相关发展的研究 , 近几

年来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现象。以城市社区教育发展为例 , 发展相

对成熟和完善的社区教育有武汉市汉正街商贸区、上海闸北区、

北京市朝阳区、南宁市新城区等。上海社区教育从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开始 ,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 在社区教育定位、发展机制、

社区教育资源、社区教育方法、社区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引起了

许多学者的关注 , 特别是高校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关于社区教

育的研究较多 , 如孙庆( 2007)《上海市社区教育的现状及发展策

略研究》、陈懿 ( 2005)《上海市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公共教育研

究———以上海嘉定区为例》。此外 , 陈乃林主编的《现代社区教育

理论与实验研究》 一书则对江苏省近年来社区教育的研究与实

践进行较为翔实的科学文化知识阐述。刘洋则对我国农村社区

教育的发展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

( 三) 我国社区教育主题研究的概况

1.社区教育与终身学习、学习型( 化) 社会等关系的研究。叶

忠海认为 , 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组成部分 , 而且是重要组成部

分。终身教育与社区教育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 因此 , 终

身教育理论所规定的原理和原则同样适用于社区教育 , 它规定

着社区教育的育人目的、体系模式与发展目标等。社区教育是实

现终身教育的基地和基本单位 , 发展社区教育是构建终身教育

体系的必要基础和必由之路。杨继英认为 , 唯有把社区教育纳入

终身教育体系中并加以定位 , 同时 , 从终身教育的最终目标———

实现“学习化社区”的高度予以理解 , 才有可能比较确切地找到

社区教育的位置 , 并对社区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正确定位。

2.社区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关于社区教育管理模式的研

究 , 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 一是五种模式 , 即“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模式、“学校———社区互动型”模式、社区学院模式、自治型社

区教育模式、媒介型社区教育模式 ; 二是“学校———社区互动型”

模式 ; 三是社区学院模式 ; 四是自治型社区教育模式 ; 五是媒介

型社区教育模式。

上海师 范 大 学 黄 云 龙 教 授 概 括 了 四 种 模 式 : 以 区 或 街 道

( 镇) 为主体的地域型体制模式、以学校为主体的辐射型体制模

式、政府机构与社区合作办学的体制模式和社区学校( 院) 实体

型的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 , 北京朝阳社区学院苏民副院长重

新诠释了四种模式 : 以街道办事处为中心的连动型、以中小学为

主的活动型、以社区学院为载体的综合型和以地域为边界的自

治型。

3.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与开发研究。关于社区教育资源整合

与开发的研究 , 一些学者结合所在地区的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与

开发研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经验介绍。张利

明等人将南京玄武区社区教育资源整合的个案进行了较为翔实

的论证。刘芳在梳理相关社区教育与社区资源关系等理论和实

证分析的基础上 , 提出了社区资源全面开发、利用的操作过程与

方法建议 , 此建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 对社区资源开发与利用

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孙庆对上海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与开发的

现状、合理利用的办法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剖析。

4.社区教育内容的研究。李平认为 , 关于社区教育专题的研

究包括宏观、中层、微观三个层面。如对我国社区学院的研究 , 对

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研究 , 对社区教育资源整合的研究 , 对社区

教育课程开发的研究 , 对社区教育发展中弱势群体教育的研究 ,

对学校、社会、社区三者结合的研究 , 对学习型组织的研究 , 对社

区教育队伍建设的研究 , 对社区教育保障体系的研究等。季国强

认为 , 社区教育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区教育的概念界定、本质特

征、目标评估、模式与功能、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机构和职能、

政策与制度建设、社区教育与市场经济、社区发展、人的发展、城

乡教育改革的关系等。

5.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的研究。杜君英对社区教育课程开发

的四种理论———课程论、现代社区论、社会分层论、成人学习论 ,

社区教育课程学习者的特征———“有钱”“有闲”和青少年德育课

程 ,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在此基础上 , 她还对社区教育课程

开发存在的不足以及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 并

指出了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的两个原则 : 立足社区和以人为本 , 提

出了构建“社区本位”的社区教育课程体系理念。桂莉总结了社

区教育课程开发的过程 : 需求调研 , 确定拟开发的课程、综合论

证 , 确定社区教育目标、精心策划 , 组织做好课程设计。关于社区

教育课程类型 , 大陆学者黄云龙曾提出四类社区教育课程体系

的构想 , 四类课程指的是文化科学知识教育课程、职业技术教育

课程、公民素质教育课程和家政教育课程。黄健教授则以“课程

学习内容设计”为标准 , 将社区教育课程分为三种形态 , 即文化

课程、生活艺能课程和社会团体课程。

6.农村社区教育研究。冯晖关于新农村社区教育的研究内

容包括 : 新农村社区教育的背景研究、新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历

程、新农村社区教育基本框架构建和新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展望

等方面 , 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农村社区教育相关的问题。刘洋从研

究我国农村社区及社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 , 阐述了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 ,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教育的发

展趋势。

7.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对策研究。关于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对

策的研究 , 叶忠海提出了八种对策 :“形成以终生学习为导向的

新学习文化”“积极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运用多种举措激励民

众学习”“积极推进学习型组织创建”“学习型社区构件的建设”

“ 社区教育机构能力建设”“建立和完 善 社 区 教 育 评 价 制 度 ”和

“强化社区教育的科学研究”。

( 四) 国外社区教育发展概况及对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启示

我国学者在研究国外社区教育时 , 较多地关注了社区教育

的实体设置 , 如美国的社区学院、北欧的民众学校、日本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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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瑞典的学习圈活动、英国的“生涯发展贷款制”和“个人学习

账户制”、韩国的新社区运动、新加坡的社区中心等。其中 , 对美

国社区学院的介绍和研究最多也最详尽 , 涵盖了社区学院的渊

源、发展历程、特点、职能、课程体系、领导体制、投资体制、教学

管理、教师队伍建设等。张光辉等人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北欧等

国家社区教育的价值取向 , 指出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应该兼顾

实用主义与人文主义 , 最终实现两者在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

协调与统一。

二、对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与研究的评价

我国社区教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研究历程 , 并且引

起了越来越多学者和管理者的关注。关于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

概况 , 学者卢红、冯晖、李平等人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 , 并指

出我国社区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趋

势。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 对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与研

究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

( 一) 我国社区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我国社区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 可以说得到了较快的

发展。无论是社区教育的内容、形式、对象 , 还是社区教育的理论

研究、资源开发利用、运作 模 式 等 都 得 到 了 较 快 发 展 。 社 区 教

育的迅速发展对我国终身体系的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 在社区经

济文化发展中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

时 ,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如

社区教育法律建设机制、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动力机制、社区资

源整合与开发利用、各地社区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认清这些

问题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水平和质量是必不可

少的。

( 二) 我国各地社区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

地区经 济 文 化 发 展 差 异 性 决 定 了 各 地 社 区 教 育 发 展 的 不

同。东部与西部、农村与城市、少数民族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等 ,

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政府部门对社区教育的管理机

制、居民对社区教育的需求程度等因素 , 决定了社区教育发展水

平的差异。社区教育发展水平与地方经济文化之间形成的循环

效应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许多地区的社区教育成功的经验和

做法 , 为我们提供了典范。如何借鉴成功的经验 , 发展本地的社

区教育 , 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希望各地社区教育

能够因地制宜地得到健康发展 , 发挥社区教育的功能 , 能够让越

来越多的人真正享受社区教育带来的乐趣。特别是我国农村地

区与欠发达地区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社区教育 , 更好地促进这

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引起更多关注。

( 三)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在社区教育研究方面 , 学者们对社区教育的理念、价值的认

识逐渐趋于一致。社区教育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 如社区教

育与学习型社区关系的研究、社区教育与终身教育关系的研究、

社区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社区教育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研究、社

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研究、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研究、社区教

育评估体系的研究等。但我们发现 , 既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

足 , 如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的相关研究 , 大部分依据其他类型的教

育课程开发的理论成果 , 而能够体现社区教育特色的课程并不

多。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研究的落后 , 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教育健康

发展的重要因素 , 远远无法适应我国社区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

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研究、社区教育评估体系的研究、社

区教育本土化与区域化的研究等相关研究虽有一定进展 , 但其

理论深度、可操作性等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社区教育实证研究

近年来取得一定的成就 , 但大部分都是调查研究 , 研究方法较为

单一。

( 四) 中外社区教育对比研究与分析有待拓展

社区教 育 在 欧 美 等 国 家 经 过 较 长 时 间 的 发 展 已 日 趋 成 熟

和 完善 , 在社会经济 文 化 发 展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20 世 纪 20

年代 , 社区教育传入我国。20 世纪 80 年代 , 我国社区教育重新

得到发展 , 我国学者 借 鉴 国 外 先 进 思 想 和 理 念 , 结 合 我 国 基 本

国 情 , 对社区教育的内涵、功能、作用、模 式 等 方 面 做 了 详 细 的

阐述。但不难发现 , 我国社区教育与欧美等国家的社区教育发

展模式、管理体制、师资队伍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关于这

些差异的相关研究与分析尚不多见。我们认为 , 中外社区教育

对比研究与分析将对我国社区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

作用。

综上所述 , 关于我国社区教育的研究可以说不胜枚举 , 我们

无法将所有相关研究一一穷尽。随着各地社区教育的发展与研

究不断深入 , 我国社区教育无论是发展还是相关研究呈现出日

新月异的变化。我们相信 , 随着我国各地社区教育发展与研究的

不断完善 , 社区教育的作用和功能也会不断得到提升。从既有的

发展与研究中汲取经验 , 发现存在的不足 , 探索能够更好地适应

各地社区教育的发展模式 , 将社区教育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

水平 , 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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