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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广东省社区教育发展历经三个发展阶

段，在管理体制、办学体系、品牌建设、社区教育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和特点。
展望未来，广东省社区教育发展将在完善管理体制、均衡发展、机构的标准化建设、融入社区治

理等方面加大力度，更好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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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社区教育发展进程
关于社区教育发展进程的划分，存在多种标

准。本文以省政府层面的社区教育政策发展为标

准，划分广东省社区教育发展进程，因为社区教育

政策，规定了某个时期社区教育的发展定位、具体

任务和重点内容，对基层社区教育体系的建设及

活动的开展都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
( 一) 自发开展的广东省社区教育发展

这个时期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止于

2004 年。从现有已发表的关于广东省社区教育的

相关文献来看，广东省社区教育的最早发端，可以

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广州市“越秀区社区教

育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于 90 年代”［1］。
这个阶段，各区县根据自身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需要，自发开展社区教育。例如广州市荔

湾区，2003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社区教育实验区。
但是由于缺乏省层面的政策支持和推动，广东省

社区教育发展，在全国的影响相对滞后。截止到

2006 年，在公布的前三批共计 62 个国家社区教育

实验区中，广东省仅仅成功创建 1 个，即广州市荔

湾区，同期，北京市成功创建 4 个，上海市成功创建

6 个，江苏省和浙江省都各自成功创建 7 个。

( 二) 以省实验区创建为主要推力的广东省社

区教育发展

这个时期始于 2005 年，止于 2015 年。2005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设

纲要实施意见( 2004－2010) 》，将“大力发展社区教

育”作为“初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实施措

施，提出开展国家级和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工作。
这份文件是省级层面有关社区教育定位和发展的

第一份政策文件。2007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

的《广东省教育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建

成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 50 个”［2］。从 2008 年起，

在全省建立广东省县域教育现代化督导制度，制

定的《广东省县域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及评估方

案》将社区教育纳入评估内容。2010 年，《广东省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再

次明确提出“深入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区建设，建成

一大批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国家、省、市级社区教

育实验区。”［3］同年，广东省教育厅印发了《广东

省社区教育实验区评估标准 ( 试行) 》。2011 年，

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评估工作启动。2015 年，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

实施意见》继续将“深入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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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推动城乡广泛开展社区教育”作为“构建灵活

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重要内容。
据统计，到 2018 年底，全省 121 个县级行政区

中，共成功创建 104 个社区教育实验区，其中国家

级社区教育示范区 5 个，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

10 个，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 89 个［4］。
( 三) 系统规划和推进的广东省社区教育发展

这个时期指的是从 2016 年至今。2016 年 2
月，广东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社区教育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意见》，这是广东省政府发

布的第一份关于社区教育发展的专门文件。
《关于大力发展社区教育推进学习型社会建

设的意见》，第一次以省政府政策文件的形势，从

广东省社区教育的发展定位、总体要求、重点工作

任务、实施保障等四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规划了

广东省大力发展社区教育的思路和措施，是当前

广东省发展社区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值得注意的

是，这份文件的发布，在时间上早于教育部等九部门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但

在内容上则与该文件的要求高度吻合，体现了省政

府层面对社区教育及其发展的深刻认识。

二、广东省社区教育发展的特点

历经近四十年，通过一批批社区教育先行者

扎根社区，服务社区发展，秉持有为才有位的信

念，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广东的社区教育发展形

成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 一) 对标国家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创

建高水平省实验区

依据教育部印发的《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

准( 试行) 》，2010 年 12 月，广东省教育厅印发了

《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评估标准( 试行) 》及其评

价指标。2011 年，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评估工

作启动。
对照国家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广东省

社区教育实验区评估标准具有如下特点:

1．指标内容构成与国家示范区标准高度一致。
一、二级指标构成与国家示范区标准完全一致; 三

级指标构成上，国家评估指标体系设置了 39 个指

标，广东省的评估指标体系设置了 40 个三级指标，

在教育培训部分，增设了“重视老年人教育和居民

文化休闲教育”的要求，除此之外，三级指标内容

构成完全一致。
2．指标权重构成与国家示范区标准高度一致。

首先，一级指标体系的权重设置与国家示范区标

准完全一致。再者，二级指标的权重设置，有两个

指标的差异，广东省的评估指标在“教育培训”的

权重上上调了 1 分，在“学习型组织创建”上下调

了 1 分。相应地，在三级指标上，“学习型组织创

建”下调的 1 分，体现在了新增的指标“重视老年

人教育和居民文化休闲教育”。
3．核心指标设定和使用高度一致。参照国家

示范区指标要求，广东省实验区也设置了 9 个核心

指标，且内容描述与国家标准完全一致。同时，对

核心指标的使用原则也和国家标准保持高度一

致，强调了核心指标在备选资格方面的否决作用，

差异在于对核心指标达成程度的“优秀”界定，广

东省对核心指标达成程度的“不低于分值的 90%”
界定，操作性更强。

尽管广东省的评估指标在“社区教育工作者的

培训率”、“学习型党政机关创建率”、“学习型社区

创建率”、“社区成员对社区教育的知晓率”、“满意

率”等五个指标上，与国家标准中的相关要求低了

10%，在评估总分上，国家示范区备选资格低了 5
分，但这份对标国家社区教育示范区创建的评估标

准，保障了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的高水平建设。
( 二) 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基本形成

全省社区教育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来领导推进，具体工作由广东省教育厅

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处来承担。因此，在大多数

地级市层面，也相应地主要是通过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来领导推进，具体工作由市教育局职业教育

与终身教育处来承担。极少数地级市建立了跨界

协作的领导管理机构，例如深圳市，2006 年，深圳

市委、市政府建立“深圳市终身教育联席会议制

度”、“建设学习型城市联席会议制度”等领导管理

制度，将“指导和协调学习型城市建设”列为联席

会议的重要职能。在区县，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
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社会积

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市场有效介入、群众广泛

参与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体制。主要组织形态是

社区教育委员会( 社区教育领导小组) 。
( 三) 建成相对完备的三级社区教育办学体系

早在 2004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推进社区

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区( 县) －街道(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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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居委会的三级社区教育办学体系。从教育部

启动的创建国家社区教育实验区、创建国家社区

教育示范区，到广东省启动的创建省社区教育实

验区工作，无不将三级社区教育办学体系建设作

为考核和建设核心工作。这种三级社区教育机构

架构，是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办学体系的主要模式。
目前，广东省下辖 21 个地级市，划分为珠三

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个区域，共包括 121 个县级

行政区。截止 2018 年底，全省成功创建广东省社

区教育实验区 89 个［4］，占全省县级行政区的 73．
6%，所以全省已建成相对完备的三级社区教育办

学体系。
( 四) 珠三角地区成为广东省社区教育发展的

示范高地

自 2000 年国家社区教育实验区创建工作启动

以来，广 东 省 各 区 县 积 极 参 与 创 建 工 作。截 止

2018 年底，广东省共成功创建了 10 个国家社区教

育实验区，5 个国家社区教育示范区，这 15 个国家

级高水平社区教育先进区域，分布在广州市、深圳

市、佛山市、珠海市、东莞市、惠州市、江门市以及

肇庆市，全部地处珠三角地区。
截止 2018 年底，成功创建广东省社区教育实

验区 89 个，其中珠三角所含 9 个城市就有 74 个，

占了省级实验区的 83%。并且广州、深圳、佛山、
珠海、惠州、肇庆等 6 个城市的所有下辖区 /县全部

成功创建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江门 86%的下辖

区 /县、东莞 80%的下辖区 /县、中山 54%的下辖

区 /县创建省级以上社区教育实验区［5］。
珠三角地区已建成为全省社区教育高水平发

展的聚集地。不仅探索了适合广东社区教育发展

的成功经验，也是广东省社区教育、学习型社会建

设、社区建设的展示、交流、宣传的窗口，成为广东

省其他区域社区教育发展的学习和培训基地，示

范、引领粤东、粤西、粤北等地区的社区教育发展。
( 五) 形成国内有影响的社区教育研究基地

伴随社区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立足广东，服

务广东的社区教育队伍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

众多研究队伍中，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经过十余年

的不懈努力和坚持，其社区教育研究成果在国内

社区教育研究中产生广泛影响力。根据卢德生、
赖长春的研究发现( 2016) ，在 2006－2015 年间，在

国内社区教育研究中，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是仅次于

华东师范大学的、受到同行关注最大的研究机构［6］。
根据吴盛雄，陈乃林，江丽娜的研究( 2018) ，在 1978
－2017 的四十年间，在国内社区教育研究中，在文献

产出量上，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排名第三［7］。
( 六) 发挥职业院校资源优势推进社区教育发展

发展职业院校教育资源优势，推进社区教育

发展，是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措施。早在

2005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中就明确指出:“建立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相互沟

通和衔接的‘立交桥’，使职业教育成为终身教育

体系的重要环节，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自 2012
年始，《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关

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 年) 》《关于推进学习型

城市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

的意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
2018)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

件，一致地将“职业院校服务社区教育和终身学

习”作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和举措。
珠三角地区的社区教育发展，职业院校的作

用主要表现在两种模式: 一是发挥职业院校在社

区教育中的业务指导和研究能力。例如，广州市

将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设在广州城市职业学

院，珠海市将市社区大学设在珠海城市职业学院，

在市教育局领导下，负责统筹全市社区教育检查、
评估和督导，社区教育机构人员培训、资源开发、
理论研究等相关业务开展。二是发挥职业院校教

育资源直接面向社区开展教育活动。例如广州的

番禺区、白云区、黄浦区，以及佛山顺德区等，区社

区学院挂靠在中等职业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依

托这些职业院校的教育资源，在院校驻地辖区直

接开展各种形式的社区教育活动，其中的高职院

校，充分发挥其智力资源优势，积极开展社区教育

研究、工作队伍培训、课程资源开发等活动，推进

了社区教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其中，广

州城市职业学院自 2005 年以来，始终坚持高等职

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联动发展的基本理念，将开展

社区教育融入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将社

区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课
程安排、教材建设、教育技术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

要参考因素，探索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院

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专才教育与民众教育互动互

促”，教育部职成司领导认为该院“在职业院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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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社区教育工作中走在了全国前列”［8］。
2019 年 3 月，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开展

2019 年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中，

在全国率先明确地将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作为一

个类型，列入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项范围。2019
年 8 月，在广东省教育厅公示的 225 项职业教育

教学成果奖拟获奖名单中，有 12 项社区教育和老

年教育获奖，其中高职院校荣获 4 个奖项［9］。可

以想见，这个举措，必将极大调动职业院校更广

泛、更深入地参与社区教育。
( 七) 学习港澳先进经验多元推动社区教育

伴随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

国社会管理模式由单位办社会的状况，移向社区。
同时社区成员构成的异质性扩大，需求结构日益

多样化，为社区管理带来新挑战。作为改革开放

的先行地，为贯彻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2008－2020 年) 》中关于完善

社会管理制度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要求，珠江

三角洲地区先行先试，创新社会管理。
以广州为例，2009 年，广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学习借鉴香港先进经验推进社会管理改革

先试先行的意见》，开展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试点

工作。2010 年，由广州市民政局负责统筹全市家

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区民政局统筹本区，通过政

府购买方式，广州市确定在全市的 20 个街道正式

启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试点建设，根据市民政

局制定的《广州市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相关参

照标准( 试行) 》，每个中心必须提供家庭、老年人

与青少年等领域的服务，此外再根据社区需要开

设两个以上的其他服务领域。到 2016 年，“广州

市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数量已达到 188 个。各个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面向家庭、青少年、长者等重

点群体的服务为基础，并根据社区人口、环境、经

济发展等实际情况，不断拓展服务项目，使服务范

围覆盖全体社区居民。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已在广

州全面铺开。”［10］2018 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

《广州市社工服务站(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办

法》，更加明确规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要求:“为服

务对象提供社会支援、社会参与、社会融入、兴趣

发展、文娱康乐、教育培训、人际拓展等事前预防

性服务”，“按 照‘113X’的 模 式 设 置 服 务 项 目。
即: 1 个核心项目———强化党建引领社会工作服

务，1 个重点项目———突出辖区居民群众最迫切、

最需 要、最 直 接 的 社 会 工 作 服 务，3 个 基 础 项

目———夯实家庭、长者、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11］。
各街道和社区依托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这一平台，

整合区域内其他各类教育资源 ( 例如各类机构如

驻地学校、文化站、医院等的教育资源) ，采用教育

培训、文娱康乐、兴趣发展等多种方式，形成了基

于社区的、民政部门监督管理的社区教育模式。
( 八) 发挥省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作用，推动

社区教育发展

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
广东省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是广东省成人教育协

会的二级机构，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伴随着广东

省社区教育的不断发展，省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

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五

个方面: 第一，团结和吸纳广东省社区教育领域专

业人员，最初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广东

省各高校( 如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五邑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广东青年干部

学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 社区教育相关领域研

究人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等，开展社区教育理论

及实践研究等专业性活动，宣传社区教育理念，提

升社区教育专业的社会影响力。第二，担任政府

发展社区教育的智库和咨询。发挥专业组织的专

业和学术优势，协助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划、组

织、协调和评估广东省社区教育活动开展情况。
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协助省成人教育协会制定

了《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评估标准( 试行) 》、完

成省教育厅委托草拟了《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

评估工作管理办法》以及对《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

区评估指标体系》的解读。自 2012 年开始，专委

会受省教育厅委派，组织专家参与广东省社区教

育实验区的调研考察和评估，指导各地按照评估

标准，创建社区教育实验区。第三，以年会为平台

促进省内社区教育经验交流推广。社区教育专业

委员会成立以来，确立了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交流

年会的制度。以年会为平台，促进省内各地社区

教育发展成果和经验的提炼、总结、交流和推广，

向省成人教育协会及省教育厅反馈社区教育发展

状况，进而推进广东省各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颁

布社区教育的相关政策。自 2015 年开始，每两年

一次，学术年会新增了社区教育论文和案例征集

和表彰活动，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研究和发展经

验的总结提炼。第四，以年会为平台不断提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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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工作队伍专业能力。专业委员会主要通过

学术交流年会，邀请国内社区教育专家开展专题

讲座，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提升专委会成员单

位的专业能力。先后有全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

长、全国社区教育专家组成员陈乃林，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全国社区教育专家组成员叶忠海，五邑大

学教授、全国社区教育专家组成员朱涛，教育部社

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主任张少刚，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终身教育处处长、全国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庄俭等社区教育知名专家在年会讲学，介

绍全国先进经验，宣传、分析和解读社区教育发展

趋势，提升了广大基层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理论认

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第五，推广广东社区教育发

展成效和经验，扩大广东社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专委会通过组织成员单位参加全国性的社区教育

交流活动，例如全国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全国

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年会，以及其他社区教育学

术教育会议，介绍广东社区教育发展成效，扩大广

东社区教育发展成效和经验，使得广东社区教育

发展成为展示广东社会发展，乃至中国改革开放

的重要窗口。

三、广东省社区教育未来发展展望

广东社区教育发展，从自发到系统，各地用于

开拓创新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

效，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社区发

展，也为今后广东社区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展

望未来，为更有力地服务广东学习型社会建设，更

高质量地服务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广东社区教

育发展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 一) 完善全省社区教育管理体制

社区教育发展需要一个跨界协作、合力推进

的领导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共识

和重要实践经验。当前，广东省层面、大多数地市

政府层面，对全省社区教育的管理，还主要是通过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领导推进，具体工作由职业

教育与终身教育处来承担。因此，今后广东社区

教育发展，需要建立健全党委统筹，政府各部分共

同参与的社区教育领导管理体制，并进一步明确

各级政府部门在推进社区教育工作中的具体职责

和工作机制，更好发挥政府统筹领导。

( 二) 加快全省社区教育均衡发展

从获评国家社区教育示范区、实验区、示范街

镇、以及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的相关统计数据

来看，广东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集中在珠江

三角洲地区的 9 个城市，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社

区教育发展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需要更加强化

省、地市等各级党委政府的统筹领导，激发多元主

体参与社区教育的活力，加快粤东、西、北社区教

育发展，推进全省社区教育发展的区域均衡、城乡

均衡。
( 三) 推进社区教育机构标准化建设

广东省教育厅在 2016 年印发的《关于大力发

展社区教育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意见》，明确规

定了地市社区大学、县( 市、区) 社区学院、乡镇( 街

道) 社区学校、村( 居) 社区教育站( 点) 等四级社区

教育机构的各自职责。为确保各级各类社区教育

机构工作责任的落实和基础服务能力提升，确保

对各级各类社区教育机构的经费投入、督导检查

等工作有理有据，今后，应大力推进社区教育机构

的标准化建设，如场所设施的建设标准，工作队伍

的建设标准，教育资源的建设标准等等。
( 四) 促进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

社区教育是推进社区建设和社会持续发展的

重要力量。1960 年，联合国出版的《社区发展与经

济发展中》中，提出社区发展是一种教育过程［12］。
因为社区教育是通过以人为中心的建设，培养和

提升社区人的社区建设能力来推动社区发展。当

前，社区治理是中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重要

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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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要求“推动社区教育

融入社区治理”，“促进课程设计与社区治理和服

务实践有机融合”。通过社区教育，为社区治理培

养社会公民应具备的素养; 培养社区的社会组织，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培训社区管理人员和一线社

区教育工作者，促进社区治理的专业化［13］。因此，

各级各类社区教育机构，应针对社区治理中各类

主体的角色与任务，围绕其完成角色与任务要具

备的能力和素养，开发设计课程，开展形式多样的

教育培训活动，以社区人的治理能力提升为主要

路径融入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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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Guangdong Community
Educa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HAN Juan
(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e，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Guangzhou 510405，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The community education in Guangdong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many
aspects，such as management system，school network，brand-building，and research and so on． Look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we
reckon community education in Guangdo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balancing the
development，standardizing the schools，integrating into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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