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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社区教育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顺应着社区民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 社区

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提上日程。文章提出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路径,首先要依

托社区教育工作理念的逐步本土化;其次是国家公权力与社会介入的定位要逐渐趋于合理;最

后是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自身素质要提高并走向职业化 、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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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 aspeoplegetmorefamiliarwiththecommunityeducationideas, communityeducationcatersforthe

citizens' increasingdemandforeducation.Therefore, thedevelopmentofcommunityeducationworkershasbeenputintheagenda.

ThispaperpointsouttheapproachtodevelopcommunityeducationworkersinChina, firstlybasedonthegraduallocalizationofthe

communityeducationideas.Secondly, thepositioningofthestatepublicpowerandsocialinterventionshouldbewelladjusted.

Lastly, thequalityofthecommunityeducationworkersshouldbeenhancedtoachievespecializationandprofessionalism.

Keywords:communityeducationworkers;teambuilding;approachselection

收稿日期:2010-11-18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十一五”规划 2008年度青年项目 “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

( 08Q11) 。
作者简介:赵小段 ( 1978-),女,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教务处助理研究员 、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 、高等职业教育。

　　社区教育一词最早源于美国的杜威 (Deway,

1915) 。我国社区教育兴起于上世纪 80年代中

期,发起于上海 、天津 、辽宁等地,主要起因于中小

学教育需要社会 、社区支持, 包括多渠道筹措教育

资金 、多方面支持学校德育两方面 。近年来, 随着

终身教育理念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深入人心, 社

区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但由于我国

社区教育仍处于国家教育体系的边缘地带, 体制

机制缺位错位,社会认识存在偏差, 社区教育的开

展仍阻力重重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社区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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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队伍的涣散和低水平徘徊,反过来又成为制约

社区教育发展的瓶颈。本文试图专注于社区教育

工作者队伍建设路径的研究,以期对我国社区教

育工作者队伍建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文提出了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

设的三条路径, 首先要依托社区教育工作理念的

逐步本土化;其次是国家公权力与社会介入的定

位要逐渐趋于合理;最后是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

自身素质要提高并走向职业化 、专业化。

　　一 、社区教育工作理念逐步本土化

　　(一 )在理念上借鉴吸收改造

现代意义的社区教育发端于 20世纪初的一些

欧美国家, 如曼雷和莫托在美国密执安州进行的

社区教育实验,强调把学校与社区沟通起来, 学校

成为社区的一种资源, 被社区利用, 为社区服务 。

社区教育的推行不仅有教育部门, 同时还有社区

其他各部门和各方力量的协作和参与。工作内容

从社区居民需要出发, 体现当地民众的需要和利

益
[ 1]
。与西方民众的自主意识 、法制意识 、自下而

上的组织体制等相比较, 我国民众的社区意识更

显淡漠 。许多社会事务也仅仅刚从政府 “单位 ”和

企业剥离出来,第三方参与仍处于起步阶段, 更何

况正式体制之外的社区教育。由此, 借鉴西方社

区教育理念 、办学模式 、教学内容 、组织体系等尤

显必要 。但西方的社区教育毕竟是西方社会生于

斯长于斯的产物,要想社区教育在中国持续发展,

必须创出中国特色, 立足本土,探索社区教育的本

土化过程。在文化传统方面, 我国儒家传统注重

个人修行,更多反省自我而非表现自我, 这与社区

教育工作者职业精神相向而行;在社会结构方面,

以家庭结构为基础形成的传统社会结构 、以家庭

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构成社区教育工作

的社会基础;在社会组织方面,依行政力量自上而

下的社会组织体制, 在社区教育建立之初显得最

为有力也最切实有效, 尤其在现行市区 、街道 、居

委会的管理架构下可资依托。

　　(二 )始终紧扣和遵循社区教育在本质特征上

的中国特色

　　弄清楚到底何为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 或者

说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本质特征是什么, 这是我

们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也是衡量社区教

育得失成败的重要标杆 。对此, 几乎达成共识的

是社区教育的 “社区性 ”。这一特征中外皆宜, 但

并未彰显中国特色。对于中国特色, 不同学者持

不同观点,如有 “四性说 ”、“五性说 ”、“七性说”
[ 2]

等。相对于其他教育类型, 尤其其他国家相同类

型的教育,笔者倾向于如下 “不成熟观点 ”, 即中国

社区教育的特征可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自下而

上性;二是它的自发性和自主性 。只有贴近民众

的 “自下而上 ”才更具生命力,只有民众的 “自主自

发”才能体现民众的主体意识, 通过他们的自我判

断来决定自己一生的学习进程
[ 3]
。这是中国社区

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之所在 。

　　二 、国家公权力与社会介入的定位逐渐

趋于合理

　　我们知道,社区教育的本质在于社区性,舍此

则无以为社区教育。而社区性的凸显与否, 与国

家公权力及社会介入的合理定位息息相关 。

(一 )第三方力量应时而生, 但仍需得到政府

力量的支持 。在社会转型期, 经济市场化和政府

职能的转变为社区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 也使得

社区教育需求显性化 。一些原由政府和企事业单

位包揽的社会职能包括社区教育, 逐步剥离并回

归社会和社区。由此, 相对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

方力量应时而生。但其仍处于弱势地位, 尚不成

熟, 需要政府在人力和财力上的支持。

(二 )政府在社区教育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

言而喻, 政府掌握着几乎全部的学校教育资源,在

解决教育问题上表现得相当有力, 在社区教育之

初大力扶植, 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但之后则需要

将其转交社区教育委员会之类的中介机构管理,

否则可能会限制社会力量介入社区教育的力度和

范围,造成民众对社区教育重要性认识的淡化,从

而失去社会性和社区性 。

(三 )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委员会等群众性中介

组织 。鉴于我国社会自上而下的社会体制的特殊

性, 以及我国民众自主意识尚待唤醒, 社区教育采

取官民结合组建社区教育委员会等群众性中介组

织, 是成功举办社区教育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 、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自身素质提高

并走向职业化 、专业化

　　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既得益于社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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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的理顺,更有赖于自身队伍素质的提高,

逐步实现职业化专业化。具体路径如下:

(一 )提升自身素质,形成社区教育理念, 掌握

社区教育规律。在社区教育中, 无论管理人员抑

或教学人员, 他们来自各个方面, 领域不同, 程度

各异, 专兼有之, 水平良莠不齐, 对社区及社区教

育理解有别,这些都影响着社区教育的深入发展 。

由此, 提升自我素质是当务之急。具体表现在:

( 1)具备基本的伦理素质:①具有正确的社区教育

价值观,在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区建设理念指导

下,忠于职守, 尽力满足民众教育需求, 提升民众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②自如地运用社会资源, 善于

整合各类教育资源;③确立正确的专业理念, 把握

社区教育特点, 感受社区民众心理, 切合社区特

色,贴近社区需求。 ( 2)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社

区教育是人人教育 、时时教育 、处处教育, 完善的

知识结构既包括广博坚实的人文 、社会以及自然

科学基础知识, 又包括不断更新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 。 ( 3)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 包括社会交往能

力 、与人合作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信息处理能力 、

自我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甚至外语能力等 。

(二 )建立社区教育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和注

册制度 。社区教育要走出随遇而安 、低水平徘徊

的怪圈,真正满足社区民众各级各类教育需求, 需

要一批有理念有见识愿坚守的专业教育工作者 。

只有自身专业素质不断提升才能赢得尊重获得地

位,才能保证自身队伍的职业伦理共识和信念, 由

此,亟需建立一套资格认证和注册制度。目前我

国尚没有社区教育专职人员任职的专业资格证书

制度, 对队伍的专业性无疑难有保证。只有将符

合条件具有潜质富有才华的人才吸收进来, 使之

合法地从事社区教育, 才能不断提升队伍的职业

化和专业化 。同时, 他们在取得相应资格之后, 还

可以依据标准逐步晋升 。只有通过职业资格认证

和注册制度, 才能维护社区教育工作者特有的职

能范围和不可替代性, 才能保证社区教育工作者

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专业认同度。

(三 )建立与完善社区教育工作者教育与培训

体系 。社区教育是一项经常而琐碎的工作,专职人

员素质的高低决定着社区教育工作的成效。在国外

如日本,其社区教育管理人员即由各大学的社会教

育专业来培养。在我国,此项工作尚处于摸索起步

阶段。作为教育工作者培养母体的大学应具有前瞻

性,未雨绸缪,引领社区教育的发展,开设社区教育

专业,培养专门人才 。从我国传统的社区教育工作

实际出发,应该为实际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的人员, 诸

如民政 、劳动 、人事 、卫生等有关部门的人员提供如

专业证书程度的专业性培训,帮助这类半专业化的

社区教育工作者走向专业化。

(四 )统筹管理, 区别对待, 保障队伍稳定性 。

社区教育工作者来源广泛, 层次各异, 需要在社区

教育委员会统筹管理之下形成合力。社区教育委

员会成员均由社区民众推选, 他们一般是社区内

各行各业富于专长 、富有教育资源 、具有较强影响

力的人员 。另一方面, 对来自不同方面的社区教

育工作者,要区别对待, 分类管理, 保障队伍稳定 。

对于专职管理人员, 明确其主要职能是管理教育

设施 、整合社区教育资源 、策划教育项目 、调研民

众教育需求并组织各项教育活动, 他们是社区教

育组织的骨干力量;在专业性方面, 要经过正规化

的专业训练, 至少应为教育学 、教育管理和成人教

育或社会工作 、社区管理及相关专业高等院校的

系统教育, 具备从事社区管理和教育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 进而获取社区教育专业资格认证。对于

社区教学人员,实行专兼结合的管理方式, 专职人

员须有社区教育资格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 兼职

人员一般为具有专业职称, 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

行家和专家 。另外要注意培育一批素质较好, 热

爱社区教育事业的志愿者, 以弥补社区教育人力

与资源之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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