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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社区数字化学习的研究从 2006 年开始至今，在数字化学习社区的构建、社区数字化学习资源、
社区数字化支持服务及社区数字化学习者等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研究主题倾斜和研究方

法单一等问题，研究深度和广度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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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社区数字化学习的研究主题

( 一) 数字化学习社区的构建

2006 年，教育部设立教改项目《数字化学习港

与终身学习社会建设与示范》( 简称数字化学习港

项目) ，这是我国数字化学习社区构建的正式开端。
关于数字化学习社区构建的研究主要也是源自数字

化学习港项目，旨在结合我国国情，探索数字化学习

社区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
1. 数字化学习社区的概念及建设构想

数字化学习港项目启动之前，关于数字化学习

社区构建的研究比较少，主要是提出数字化学习社

区的相关概念及其建设构想。国内较早关注数字化

学习社区构建的是李克东教授，2003 年，他提出“数

字化教育社区”( Digital Education Community，简称
DEC) 的概念。DEC 指利用城域信息网络系统，把

一个社区的各类教育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放在社

会的大环境中，通过一定的组织机制，全面管理，统

筹协调，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互结合，

相互衔接。［1］2005 年，罗新星等人提出数字化学习

型社区的概念及其建设构想，认为数字化学习型社

区是电子社区建设与学习型社区建设相结合的产

物，通过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将社区政府的管理

和服务与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紧密联合起来，使

社区管理者、教育培训的提供者与社区住户、居民之

间可以适时地进行信息交互与沟通。［2］

2. 数字化学习社区构建实践研究

数字化学习港项目启动之后，关于数字化学习

社区构建的研究日益增多。龚志武以教育服务理念

和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设计了社区型数字化学习

港的理论框架，并在广州市海珠区试点实践一年多

加以验证，初步探索了政府主导、行政管理和业务管

理协作的“一体两翼”管理模式。［3］吕泉荣在回顾广

州海珠区南华西街示范点的建设过程的基础上，归

纳了示范点实践中形成的学习模式、服务模式及管

理模式，并探讨了以电大和公共服务体系为依托，创

建数字化学习型社区的建设模式。［4］除了对示范点

的研究，还有针对西部、农村地区数字化学习社区构

建的研究。汪杰贵等人通过分析西部地区信息化水

平和社区教育信息化现状，指出西部地区构建数字

化学习型社区切实可行。［5］程仙平从新农村建设对

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要求和数字化学习社区进行了

探索性思考，并从文化氛围、机制保障、激励机制、平
台建设等方面探讨数字化学习社区创建问题。［6］

( 二) 社区数字化学习资源

数字化学习资源是指经过数字化处理，可以在

多媒体 计 算 机 上 或 网 络 环 境 下 运 行 的 多 媒 体 材

料，［7］它能够激发学生通过自主、合作、创造的方式

来寻找和处理信息，是构成数字化学习的基本要素

之一。社区数字化学习资源则强调在社区的特定环

境下，为满足居民的学习需求，可供居民进行数字化

学习的学习资源，具有开放、共享、低偿的公共教育

服务性质。
1. 资源建设研究

社区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是开展社区数字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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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第一步，相关研究主要包括问题及对策、建设模

式等内容。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大多从社区

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角度对资源建设的问题及对策进

行探讨。资源与居民之间存在供需偏差成为资源建

设过程最主要的问题，基于此，“注重需求调研、丰

富内容形式、统一规范标准”成为资源建设的关键。
近年来，有研究从“互联网 +”、教育生态学等新视

角探讨资源建设的问题及对策，强调学习者的主体

性与个性化学习需求。［8］建设模式的研究则主要从

建设主体及技术层面入手，提出不同的社区数字化

学习资源建设模式。
2. 资源应用研究

社区数字化学习资源建成之后，只有为居民所

用才能得以实现其真正的价值。社区数字化学习资

源的应用问题及其有效应用策略受到研究者的关

注。王峰通过对居民的调查发现在应用过程中存在

以下问题: 应用对象具有局限性、资源建设与居民需

求匹配错位、资源应用推广力度不够、资源提供方的

支援服务与居民的学习意愿有差距，据此，提出有效

应用的两大关键要素———内部要素( 意识态度、信

息素养、学习方式) 和外部要素( 资源建设、应用推

广服务支持) 。［9］丁海珍从资源呈现终端的角度比

较了不同呈现终端对于资源应用的优势与不足，指

出资源应用应是多种终端并存的混合应用、因地制

宜、因人而异; ［10］从资源提供主体的视角，提出政府

主导完善顶层设计、多方联动引入市场机制以及强

化保障形成长效发展机制等对策建议。［11］

3. 资源需求研究

了解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是社区数字化学习资

源顺利建设和有效应用的重要前提。社区数字化学

习资源的需求研究大多以某个区域范围内的某几个

社区居民为调查对象，不同区域社区居民对学习资

源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沈建仪等人以无锡市
7 个行政区1 150个居民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获取资

源的目的、对资源类型的选择、获取资源的主要途

径、对资源提供者的要求、学习终端的选择、学习时

间的长度及费用预算七大方面来了解居民对于社区

数字化学习资源的需求情况，发现居民需求的资源

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对资源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但

对获取学习资源付费的意愿及消费能力上却是保守

的。［12］岳丽娜针对河北省 7 个农村社区的 200 名居

民进行调查，从学习资源的内容种类、呈现方式、资
源的时间长度、资源的应用方式四个方面了解农村

居民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需求，同样发现农村居民

对学习内容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特征。［13］

( 三) 社区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

“学习支持服务”的概念来自远程教育的理论

与实践，是指远程教育机构( 院校) 及其教师为远程

学习者解决学习困难和问题而提供的各种类型的帮

助活动，它是远程教育的重要构成因素。［14］社区数

字化学习支持服务则是指社区教育机构为居民开展

数字化学习提供的各种线上线下的帮助活动。
1. 社区学习中心及数字化学习平台服务

社区学习中心服务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数字

化学习港”项目示范点的社区学习中心。严冰通过

分析奥鹏中心为示范点数字化学习提供的支持服务

措施，如设施的配备、资源的整合、技术支持和过程

服务等方面，指出学习中心提供的学习服务具有公

益性质。［15］杨顺起等人总结天津欣苑小区数字化学

习中心支持服务模式为“一个中心，四个支 持 服

务”。“一个中心”即一切以学习活动为中心，“四个

支持服务”包括技术平台支持服务、数字化学习资

源支持服务、学习管理支持服务、后勤管理支持服

务。［16］数字化学习平台方面的研究则是对社区数字

化学习平台、网站的支持服务功能的描述分析。李

明春分析了北京市顺义区“顺义学习网”的四大功

能，其中“学习交流站”有各种学习圈，用于学员间

的交流互动，“学习服务站”设有回复学习问题与发

布教育考试信息的功能，下一步的计划是要招募
“学习志愿指导师”，建立“学习咨询室”。［17］

2. 社区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构建

社区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构建的研究于近

年受到关注。乔兴媚等人分别从“网上学习平台的

构建”“网上学习资源的构建”和“网上学习过程支

持服务的构建”三个方面对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级的社区教育网站进行社区教育网上学习支持服务

体系的现状调查，指出，各地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虽日益重视，承办机构尤其电大系统投入较大力

量进行平台与资源的建设，但网上学习过程的支持

服务还有待加强和细化。［18］宋亦芳认为，所谓社区

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是指由社区教育机构提供

的、由数字化学习平台、资源、信息、人力、技术、管理

等组成的支持服务系统。社区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

体系可分解为“学习平台支持服务”“学习资源支持

服务”和“学习方式支持服务”三个基本要素，具备

支持服务对象的复杂性、支持服务机构的多元性和

支持服务方式的灵活性的特点。［19］同年，其在对上

海市 17 个区县进行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建设

的现状调研后，发现三点突出问题，即平台架构不够

健全、学习方式相对单调、专业队伍严重缺乏。［20］

( 四) 社区数字化学习者

1. 社区数字化学习者特征研究

学习者特征研究主要通过建立分析模型，对学

习者的学习准备情况、学习条件、生理、心理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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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周晶晶等人针对社区网络学习者这一群

体，构建了 DSＲP 特征模型，分别从人口学特征、支

持性特征、准备性特征以及过程性特征对上海长宁

区、静安区各街道( 镇) 社区学校的学习者进行抽样

调查分析，并根据调研结果对社区网络学习提出了

对策与建议。［21］贺兰芳将社区学习者特征作为影响

社区居民进行数字化学习方式构建的主要因素进行

分析，构建了社区居民学习特征分析模型，分别从学

习能力、学习动力、认知风格及社会文化背景四个方

面对社区数字化学习者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22］

2. 社区数字化学习群体差异性研究

学习者特征分析主要关注的是社区数字化学习

者与其他一般学习者之间的不同，而社区数字化学

习群体的差异性研究则主要强调这个群体内部不同

学习者之间的差异。严娟红以宁波江北居民为研究

对象，借助质的研究法，从身份群体、学历群体和年

龄群体等不同角度对 540 名居民数字化学习进行调

研，发现不同居民群体在数字化学习目的、学习方

式、电脑拥有率、希望获取的知识与技能、网站知晓

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从学习认知和素

养、学习资源、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社区居民数字化

学习的对策和建议。［23］

3. 社区数字化学习者适应性研究

从一些社区数字化学习平台、网站的知晓率和

使用率不高等调查现状可知，社区居民数字化学习

存在适应性问题。关于社区居民数字化学习适应性

问题已经引起部分研究者的关注，但专门的针对性

研究几乎没有，已有的文献大多是一些描述性分析，

表达的观点主要是社区居民对于数字化学习存在认

知局限。李双名等人针对社区学习者的网络学习适

应性问题，列举了诸多障碍因素，包括学习者学习观

念落后、学习态度不端正、缺乏学习动机以及兴趣、
年龄、孤独感和疏离感、计算机操作技术和技能、学
习技能、生活或家庭因素变化等。［24］

二、社区数字化学习研究述评

( 一) 社区数字化学习研究取得一定进展

2000 年“数字化学习”的观念在美国被正式提

出，关于社区数字化学习的研究初见萌芽。2006
年，数字化学习港项目启动，选取天津南开区欣苑小

区、广州海珠区南华西街和西安碑林区三学街建成

社区型学习中心作为示范点，探索如何利用数字化

手段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远程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数字化的终身学习环境，为

更加广泛的社会人群的终身学习提供教育资源和支

持服务，［25］ 社 区 数 字 化 学 习 研 究 开 始 受 到 关 注。
2015 及 2016 年，“全国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研究论

坛”分别于上海和成都召开，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

建设和共享、数字化学习推进策略等问题做了专题

报告，［26］社区数字化学习成为社区教育研究的重要

内容。通过借助 CNKI 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

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数

据，以“社区数字化学习”为主题，学科领域限定为

社会科学Ⅱ辑，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进行文献检索，

共有 402 条结果，其中，期刊论文 316 篇，会议论文
13 篇，硕士论文 17 篇，报纸文章 56 篇。在期刊级

别中，来自核心期刊的检索有 3 条结果，来自 CSSCI
收录的有 2 条结果。从发表年度来看，2006 年是一

个转折点。2006 年以前，关于社区数字化学习的文

献较少，2006 年之后，文献量大致保持逐年递增的

趋势，只有 2011 年和 2014 年稍有回落。从研究队

伍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的研究者是主

要力量，其次是各高校的教育技术中心或网络中心

以及社区教育中心的研究者。从研究的选题来看，

社区数字化学习资源、数字化学习社区的构建、社区

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和社区数字化学习者等相关主

题受到较多关注，这也与“社区数字化学习”概念中

涉及到的“学习环境”“学习资源”“支持服务”“社

区居民”这几个关键词基本符合。

( 二) 社区数字化学习研究主题有待拓展

研究主题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倾斜，有关社区

数字化学习资源研究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数字

化学习社区的构建，而社区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和

社区数字化学习者的研究较少。每个研究主题之下

的相关研究内容重复性大。数字化学习社区的构建

研究多集中于“数字化学习港”项目示范点的管理

模式及运行模式的研究，缺少对构建基础的研究及

其他地区的构建模式研究。社区数字化学习资源的

研究大多以建设模式与应用策略为重心，缺少对共

享机制及质量评价机制的探讨。社区数字化学习支

持服务研究大多是对学习中心和学习平台的一些功

能性描述，系统性分析极少。社区数字化学习者的

研究则停留在关注学习者特征的层面，没有依据学

习者特征对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学习障碍等做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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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探讨。此外，社区数字化学习基础理论研究比

较薄弱，即缺乏对社区数字化学习的内涵、外延及社

区与数字化两种特殊学习环境之下学习方式的适应

性及持续性等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因此，社区数

字化学习研究选题在深度与广度上都需要进一步

拓展。

( 三) 社区数字化学习研究方法还需探索

研究方法的不同选择往往依据不同的研究主题

和研究对象。如数字化学习社区构建研究遵循终身

教育、现代服务业和信息化的基本理论，运用实地观

察、行动研究等研究方法。［27］社区数字化学习者研

究运用问卷调查进行归纳分析。已有文献中现状描

述及实地调查性研究较多，实证性研究较少; 定性研

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研究方法的选用较为单一，

以文献法、问卷法为主，缺少访谈研究、比较研究及

行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研究的理论基础

则以远程教育、终身教育等理论视角为主，近年有研

究借助“互联网 +”、教育生态学等新视角进行探讨

的动向，但总体上看，研究的理论视角仍重复过多，

缺乏创新点。因此，社区数字化学习研究还需积极

探索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的理论视角，以期进一

步推动社区数字化学习的理论与实践共同发展，助

力我国学习型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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