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 赵小段 ( 1978-), 女,山东济宁人, 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和高等职业教育。

国外社区教育研究脉络与范例分析

赵小段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5 )

[摘　要 ] 国外社区教育研究的脉络是:社区研究带动了社区教育的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终身教育思想的研

究是国外关于社区教育研究的核心。本文即以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社区教育若干问题的研究作为国外社区教

育研究的典范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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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关于国外社区教育发展及现状的研究可

谓不胜枚举,但关于国外社区教育研究历程与现状

的研究却较为少见 。本文基于国外关于社区的研

究 、终身教育思想的研究以及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

家关于社区教育若干问题的研究,对国外社区教育

研究的脉络进行梳理,以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

社区教育若干问题的研究作为国外社区教育研究

的典范而展开分析。

　　一 、社区研究的内涵及其发展

　　社区研究, 最早起源于西欧, 此后在美国得到

发展。德国学者腾尼斯 ( FerdinandToennies) 1887

年出版了《社区与社会 》一书, 从此开始了社区建

设与社区理论的研究,标志着社会学界开始了对社

区的系统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 A·霍林西德将 20世纪 40年

代前的社区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800

年 -1915年 。这一阶段社区研究的重点在于贫民

的生活状况以及与贫民有关的社会问题 。其方法

以搜集资料为主 。第二阶段为 1915年 -1928年,

这一阶段社区研究的重点由了解城市社区中贫民

的生活状况转向描述和分析城市社会生活。这一

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以人类生态学及区位理论为基

础的 、重视实证研究的芝加哥学派的崛起 。与此同

时,农村社区研究也已开始。第三阶段为 1929年

-1940年。这一阶段的开始, 以镍林夫妇所著 《中

镇 》的发表为标志, 《中镇》开创了社区综合研究的

先河。社区研究从此开始由对社区生活的分析研

究转向以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分析。研究者们不仅

要了解社区的实际状况,而且试图通过对社会资料

的分析构建社会理论与社区发展理论 。
[ 1]

　　20世纪 50 -60年代,社区研究又有了复兴的

迹象,而且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分化和以电子计算机

为主的研究技术的发展, 社区研究变得更加专业

化,研究方法也更加复杂和精密。在社区研究中以

理论为指导,通过研究将经验分析结果上升为理论

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西方社区研究的另

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应用性不断加强。社区研究在

研究规划 、社区发展 、社会工作 、区域经济发展等方

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许多研究成果被运用于社

区和政府的决策之中,社区研究与社区发展因此也

形成了一股新的世界性浪潮。

　　1956年联合国发表报告:“社区发展是指人民

共同努力并与政府有关机构协同改善社区的经济 、

社会和文化情况,同时将社区统合于国家整体生活

之内,其对国家的进步更能有所贡献的历程。”
[ 2]

自 1957年以来, 联合国在发达国家也开始倡导社

区发展计划,探索通过社区发展解决工业化 、城市

化 、现代化的一系列社会进步问题 。在社区发展计

划中, 社区教育是其重要方面 。 1960年联合国出

版了 《社区发展与经济发展 》, 称社区发展是一种

教育过程。 1995年在泰国召开第七届国际社区教

育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有两条是:一个强大的社区

是医治各种社会疾病的基础;通过社区教育, 才能

使社会持续性发展。

　　二 、社区教育的历史演变

　　社区教育是实现并完善终身教育必不可少的

一种教育形式, 因此,追溯国外社区教育研究,离不

开对终身教育等相关理念的研究进行一系列回顾 。

　　终身教育理念自 20世纪下半叶兴起 。保罗·

朗格朗在其 《终身教育导论 》中最早提出 “终身教

育”概念, 通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推行, 在世界

范围内迅速发展, 形成一种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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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终身教育是引导人们应变世界快速发展及各

种挑战的需要, 因而终身教育概念的提出被称为:

“可与哥白尼学说带来的革命相比, 是教育史上最

惊人的事件之一 ”。
[ 3]

20世纪 40年代末至 60年代

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着手进行终身教育的系

统研究,并在不同场合,就终身教育的提倡及实施

的可能性展开了讨论, 比如 1949年在丹麦埃尔西

诺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 1960年在加

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均

就终身教育进行过广泛地探讨 。
[ 3] 60-61

　　20世纪 70年代初期是终身教育理论得以迅

猛发展的时期。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夏莱特 ·罗德

丽所收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截至 1972年的有关

资料表明,从 1970年到 1972年的两年时间里, 涉

及终身教育的著作和论文达 300多部 (篇 ) 。其中

有代表性的是朗格朗 1970年出版的 《终身教育引

论 》、埃德加研究小组 1972年发表的 《学会生

存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舒瓦茨 1972年出

版的《终身教育——— 21世纪的教育改革 》等 。自从

终身教育理念 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届

成人教育国际促进会议上被正式提出以来,世界上

众多专家 、学者均从各方面对终身教育做了大量的

探索和研究,有关终身教育的论文 、著作 、调查报告

或意见书等不断涌现, 如世界范围关注的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的回归教育论 、德国学者

戴维于 1975年提出的终身教育原则论 、1976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19届总会的决议 《关于发展成

人教育的劝告书 》、国际 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

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 《教

育 ———财富蕴藏其中 》,以及成人与终身教育学家

弗莱雷和捷尔比的终身教育思想及实践等 。
[ 4]

　　20世纪 90年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学无止境 ———未来的

挑战》等报告,提出人类智慧和财富深深埋藏在每

个人的潜能中, 必须终身学习加以挖掘, 学习是开

发人类潜能和财富的关键途径, 是人类迈向 21世

纪的一把钥匙;提出人类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认

知 、学会做事 、学会共同生活 、学会生存, 这也是终

身教育的四大课题;又提出建立 “无边界教育制度

(学习制度 ) ”等。
[ 5]
人类正在跨入一个日新月异的

信息化社会,社区教育应该为社区成员创造终身学

习的机会。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十分重视社区

终身学习制度的建设,建立和完善社区教育的运行

机制。最具代表性的是 OECD的教育研究与革新

中心于 1998年出版的 《教育政策分析 》研究报告,

这是国际上第一份专门针对各国社区终身学习政

策进行分析的重要文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学习:内在的宝藏》报告书和 OCED发表的《全民

终身学习》报告书则反映了社区教育交流与合作

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趋势。
[ 6]

　　三 、美 、日等发达国家的社区教育研究状况

　　国外一些社区教育制度较完善的国家都很重

视社区教育理论的探究和实践改革 。

　　(一 )美国

　　在美国,社区教育发展较早, 政府非常重视支

持社区教育发展的研究 。在美国社区教育的发展

过程中,社区教育的政策跟进及时 、投入充足 、教育

资源分配合理, 这些都构成了推动美国社区教育发

展的发动机 。美国的社区学院是进行社区教育和

管理的主要场所,在不同时期政府会针对不同的历

史背景 、教育需求制定相应的教育政策以使社区教

育顺应社会的发展, 满足人们对社区教育的需求 。

美国社区学院研究, 在美国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系

统。

　　首先, 美国社会有一些专门研究社区学院的协

会 、研究会等,如美国社会学院协会 ( AACC) 、社区

学院研究中心 ( CSCC) 、美国教育文献资料中心初

级学院文献交流部 ( ERICClearinghouseforJunior

Colleges)。这些组织将定期对社区学院的资料进

行统计上报,以形成社区学院资料中心, 为社区学

院的建设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

　　其次, 美国有专门的关于社区学院的杂志,如

《美国社区学院杂志 》、《美国社区学院时报 》等,这

些期刊性的杂志文摘主要记录社区学院的发展动

态,并对社区学院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分析。

　　第三, 建立专门的网站,为社区学院的发展 、交

流提供平台 。

　　第四, 研究美国社区学院的专著, 更是举不胜

举,主要有库斯 ( L.V.Koos)的 《初级学院运动》、

博格 ( JesseP.Bogue)的《社区学院》等等。

　　美国的社区学院为实现其高等教育大众化,为

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们的

社区学院主要有五大职能:职业技术教育 、补偿教

育 、社区教育 、大学转学教育和普通教育。社区学

院的经费主要是从联邦政府 、州政府以及当地税收

而来,其中最大的支援是来自州政府以及当地税

收。全国平均来说, 社区学院 39%的经费是来自

州政府税收, 18%是来自当地政府拨款, 30%是来

自联邦政府拨款以及 10%是来自其他资源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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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日本

　　在亚洲地区,日本是社区教育制度最为完善的

一个国家。日本的社区教育发展能够取得今天的

成绩, 与日本政府和教育界对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视

和研究是分不开的 。日本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教育

政策的制定 、支持性环境的创造性研究, 这一点值

得我们国家很好地借鉴和学习。日本的社区教育

可以理解为社会教育 。 1925年 《地方社会教育职

员制度 》的公布, 标志着日本社会教育行政制度已

基本形成。在 1946年的 “新教育方针 ”中,提出需

要对一般的社会人施以公民教育;随后, 日本文部

省又发布了 “关于公民馆的设置与运营”等一些政

策通知;1949年 《社会教育法》颁布, 以法律的形式

确保社区教育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 。日本政府较

早就认识到了社区教育在促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方面的关键作用,并积极采取措施, 促进社区教育

的发展 。 1980年,日本文部省提出了 《关于社区终

身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 》, 认为社区教育的发展重

点应较多地放在终身教育中心 (又称社会教育中

心 ) 、公民馆和图书馆等方面 。 1990年, 又制定了

《终身学习振兴法 》, 提倡广泛利用民间企业的力

量来发展终身教育, 以顺应人们对教育需求的变

化 。可见,日本的社区教育一直都是沿着规范化 、

制度化 、法制化的道路向前发展 。
[ 8]

1996年, 日本

文部省发表 《终身学习社会的优先与展望———多

样化与精致化的增加 》白皮书, 指出日本在迈向 21

世纪时,必须创造一种丰富 、动态的社会环境,这需

要终身学习社会做基础。在终身学习社会中,人们

能够自由地在其一生中任何时间内选择学习的机

会,而且学习渠道不仅包括学校和社会教育, 也包

括运动 、活动 、嗜好 、娱乐及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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