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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参与社区教育是高职院校的功能之一。结合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开展社区教育的实
践探索，我们以为，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发展，应具备三个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是要进一步完
善财政经费制度;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外部行政管理制度;三是要进一步调整学院内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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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community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it is hold that thre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hould be reinforced． First，governments should establish a financial system to support the colleges ＇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s
should establish an administration system to support the colleges＇ participation; colleges should reform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to support teachers and faculties to participate．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munity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收稿日期: 2014 － 11 － 25
作者简介: 韩娟，女，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高职所( 社区教育研究中心) 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社区

教育。

近年来，我国政府鼓励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

育的政策导向日趋明确。2012 年，教育部颁发的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指出:

“建立社区和职业教育联动机制，鼓励职业院校探

索社区化办学模式，满足社区群众多方面、多层次

的教育需求。”还指出: “制定高等学校实践育人

办法，增加实践教学比重，把学生走进科研院所、
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农田开展不同形式的实

践活动列入教学安排。”2014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要

求专科高等职业院校要“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

服务。”为落实上述两个文件精神，2014 年 6 月，教

育部等六部委组织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规划( 2014 －2020 年) 》。规划中更加明确规定:“推

动职业院校社区化办学。各类职业院校要发挥社区

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的作用，举办各种形式短期职业

教育、继续教育和文化生活类课程，向社会免费开放

服务设施和数字化教育资源。到 2015 年，所有职业

院校都要开设 10 门以上社区课程。”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2005 年由 4 所成人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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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合并组建，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举办的综合性高

等职业院校。市政府对我院的发展定位是:“建设

成为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融社区教育和成人教

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学院”，并在 2009 年 5 月给

学院加挂了“广州社区学院”的牌子。因此，学院

一直不懈地探索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联动发展。
特别是 2012 年以来，参与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

点项目《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承担了“构建

社区教育的实体网络，承担社区教育的资源开发、
服务标准和评估体系制定以及社区教育活动指

导”。截至 2013 年，学院通过搭建“市—区—街”社

区教育网络、建设社区教育队伍、开发和整合社区教

育资源、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等系列工作，基本实现了

试点项目对社区教育部分的预定任务要求。同时，

我们也在实践探索中发现，制度保障缺乏已成为制

约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服务社区建设的瓶颈之

一，因此，加强制度保障建设势在必行。

一、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需要进一

步完善财政经费保障
( 一) 稳定的财政支持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基本

保障条件

发达国家的社区教育发展历程表明，稳定的

政府财政支持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
在北欧，社区教育是其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早

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各国都通过法律的形式，

保障政府部门对社区教育承担财政义务，例如丹

麦的《闲暇时间教育法》、《成人社会教育法》，瑞典

的《民众高校法》、《学习小组法》、《市立成人教育

法》等，对社区教育的经费来源做了详尽规定。日

本的公民馆，隶属于文部省管辖，始建于 1946 年，

其建设和运行费用完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分

担，来源稳定。据文部省的统计，到 1981 年，全国

92． 9%的城镇村都设有公民馆，共有 17222 馆; 到

1999 年，公民馆则增加到 18256 个［1］，成为日本推

进终身教育的重要平台。
美国的社区学院，从开始创办到现在，服务社

区，建设社区，始终是它的办学宗旨。时至今日，

社区学院其服务社区的功能和方式更加丰富，除

了满足社区居民接受正规教育的需要( 如转学教

育、职业教育等) ，还通过开放设施、开展丰富多彩

的非正规教育等形式，广泛参与到社区发展和社

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推动社区建设。稳定的财政

资助，则是社区学院上述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物

质保障。张军果的研究显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始终是社区学院办学经费的主要且稳定来源，占

社区学院总经费的 60%以上［2］。
( 二) 我国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需要稳定的

财政经费支持

当前，我国由政府举办的高职院校，其办学经

费的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事业收入、
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组成，其中学杂费收入归为

事业收入。杨家珍的研究表明［3］: 2009 年，高职院

校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学院总经费的 43． 10%，是

自 2005 年以来最大比例的财政投入。当前，我国

高职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拨款方式是“综合

定额 + 专项补助”，具体来说，是把学校教育投入

的成本作为基础，再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的层次、对
象、类型、规模等情况，分别制定相应的定额拨款

标准，核算出综合定额; 根据院校的发展需求，以

政府重点扶持的项目为主要参考依据，给予科研

专项补助。
2006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当前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

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

高技能人才的使命。”由此关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层次、对象、类型的规定来看，高职院校的综合定

额部分财政经费，只能使用在全日制高技能人才

的培养过程中。而当前我国社区教育的公益性，

使得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专

项补助，我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社区教育的探索

所需的经费开支，一直就是依靠政府部门下拨的

社区教育专项科研经费的支持。采用专项补助方

式参与社区教育，优势在于能够调动学院承担科

研的积极性，并且按照预定的科研目标指导社区

教育实践，弊端在于专项补助经费本身具有较多

不确定性。例如专项经费有无的不确定、专项经

费数额的不确定、专项经费下达时间的不确定等，

这些都会给学院的社区教育实践持续发展带来负

面影响，如社区教育实践的计划性无法实现，参与

社区教育实践的师生规模大小受限，师生对参与

社区教育实践的认同程度不高等问题。因此，高

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需要稳定的财政经费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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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保障。
为支持和保障高职院校可持续地参与社区教

育，首先，政府要在公共教育经费预算中统筹社区

教育发展经费，保障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有政

府专门的财力支持。目前，我国教育部颁布的《社

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 试行) 》中规定，社区教育

财政经费的投入，是按常住人口每年人均不低于 2
元的标准设立社区教育专项培训经费。一些地方

政府也根据这种方式，结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以

不低于教育部规定的人均标准设立社区教育经

费。其次，借鉴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购买服

务经验，制定政府向高职院校购买社区教育服务

的政策和制度，保障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的经

费管理。目前，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政府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方面，针对不同的服务内容，同时采

用竞争性的招投标、非竞争性的招投标等两种购

买方式，引导具有资质认证的社会服务机构参与

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事务。

二、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需要进一

步完善外部行政管理保障
( 一) 便捷的社区教育机会是社区居民享有社

区教育的重要保障

国际社区教育发展经验表明，便捷的社区教

育机会是社区居民真正享有社区教育的又一重要

保障条件。在日本，遍布日本城镇村落、社区的公

民馆，为社区居民就近参加社区教育搭建了便捷

的教育和学习平台，现有的中文研究文献显示［4］:

到 1990 年公民馆的利用者超过 1 亿 7 千万( 相对

于每个日本国民，部分男女老幼，每年至少利用公

民馆 一 次 以 上) ，一 个 公 民 馆 的 利 用 人 数 达 到

11400 人左右。在美国，社区学院的教学网点非常

密集，大多数学生可以在距家不到 25 英里的地方，

入读社区学院。学院提供的内容丰富，层次多样

的学习内容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学习需

求。因此，社区学院学生的年龄层次分布非常多

样，传统的 18 － 21 岁年龄段的学生比例不到学生

总数的 45%，更多的是 21 岁以上的中青年和老年

学生［5］。
( 二) 高职院校为社区提供便捷的社区教育需

要完善的行政管理保障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政府的政

策导向明确地指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向社会免

费开放服务设施和数字化教育资源”，就是让社区

居民走进来，共享高职院校的部分教育设施和教

育资源; 一种是“高职院校要发挥社区文化中心、
教育中心的作用，举办各种形式短期职业教育、继
续教育和文化生活类课程”，就是高职院校的师资

力量要走出去，送教到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

便捷易得的社区教育机会。其中走出学院，深入

社区，送教上门，是高职院校深入参与社区教育的

更好方式。
高职院校的社区教育和文化服务，其优势在

于其机构的装备、人才和学术密集而提供的智能

型服务。从美国社区学院的社区服务发展经验

来看，它们提供的社区服务形式主要有: 知识服

务，就是灵活安排学制和授课时间，尽力满足当

地各界人士、各种年龄的公民和各种职业职工的

需要，为社区居民接受各类教育创造条件; 信息

服务，就是开放图书馆，提供高校数据库、图书资

料和信息; 装备服务，就是提供装备和场所，如仪

器设备、实验室、电脑、文娱设施、体育场馆; 咨询

服务，就是解决生产中的技术、管理、法律问题，

心理咨询服务; 以及学生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如

家教服务、老人居家陪伴等。劣势在于不熟悉各

个社区的社情民意，无法准确把握不同社区居民

的教育需求信息，同时，社区教育的对象非常多

样，一场有效社区教育活动，需要社区的相关工作

人员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组织和协调，这也不是

高校师生的优势。因此，要将高职院校的这些社

区教育和文化服务的优势发挥出来，高职院校就

必须与相关社区机构合作，以实现教育与文化服

务进社区。
以广州为例，目前，在街道和社区层面，承担

社区教育和文化服务的机构比较多样，有隶属于

文化部门的文化站、隶属于民政部门的老人之家

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有隶属于教育部门的成人

学校等。因此，高职院校的送教入社区，就需要有

政府相关行政部门的统筹协调，搭建一个沟通交

流平台，制定相应的统筹协调运作制度，保障高职

院校的服务内容与社区的教育文化需求对接，保

障高职院校的社区教育安排与社区的组织实施对

接，保障高职院校的社区教育服务改进与社区居

民的文化发展提升对接。
74

韩娟:制度保障:为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护航———基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开展社区教育实践的思考



三、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需要进一

步调整学院内部管理制度
结合我们的探索实践，我们认为，高职院校参

与社区教育，核心力量是教师，社区对我们的服务

需要也主要集中在教师的专业化服务，因此，高职

院校参与社区教育，关键是要理顺教师参与社区

教育的管理。
( 一) 将社区教育工作纳入到教师工作总量

中，提升师资队伍的社区服务意识

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的主体是教师。但

是，受当前我国高职院校财政拨款方式的限制，教

师的社区教育工作并不能够纳入到其日常工作总

量中，作为其必须完成和应该完成的工作内容，而

是以科研立项的方式，承认和资助教师在这个领

域的付出和贡献。这种方式的益处在于能够调动

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但是弊端也非常明显: 首先，

科研立项具有较高的竞争性，能够获得科研立项

的教师数量在整个师资队伍的比重较小，因此，

以这种方式不能调动大规模师资力量积极参与

到学院的社区教育实践中; 其次，科研立项在一

定程度上是教师的个人行为，作为组织，都会制

定相关激励政策引导教师参与科研，但是教师个

体仍然可以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因此，在客观

上就造成了部分教师社区服务意识薄弱，甚至有

少量教师认为参与社区教育有些不务正业。而

从美国社区学院的社区教育经验来看，社区学院

的教师有较高的社区服务意识，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参与社区服务是每个教职工岗位工作任务的

构成部分，是一种组织行为，不取决于个人意愿。
因此，要 增 强 高 职 院 校 师 资 队 伍 的 社 区 服 务 意

识，必须从学院内部的管理上，将社区教育纳入

到教师工作任务总量中，一方面促进教师增强社

区服务意识，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教师立足专业教

学，将社区教育服务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落实到

课程建设中。
( 二) 丰富教师专业发展内容，提升师资队伍

的社区教育教学技能

社区教育，是实现全员、全程、全面教育的重

要途径，从教育对象上看，要服务社区的所有成

员; 从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看，要满足社区成员各

个人生历程发展需求; 从教育内容看，要提供社区

成员各方面发展的教育课程。当前，在我院开展

的社区教育课程中，从参与对象看，主要是针对社

区中的重点人群开展，尤其是社区老年人、家庭妇

女、青少年等; 从课程的正规程度看，多为非正规

的教育课程; 从课程的内容看，休闲娱乐及生活保

健等主题更受欢迎。
从课程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实用性较强的学

习内容，辅之以参与性、互动性较强的教学活动能

够吸引社区居民的兴趣，如果授课教师忽视了这

些特性，即使他名头很大，授课内容逻辑性、学理

性很强，也很难保持较好的学习秩序。
因此，高校教师要能够胜任社区教育的要求，

必须要提升自身的教学技能，注重以学习者为中

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选择授课内容; 注重以问

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逻辑为中心组织授课内

容; 注重以学习者参与、互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教

师讲授为中心设计和实施教学过程。从我们的社

区教育实践来看，很多教师还不能够达到这些要

求，因此，必须将这些社区教学技能培训纳入到学

院的教师专业发展工作中，提升教师的社区教育

能力，保障我们的社区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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