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教论坛/2019.10

以研促建：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有效探索
□赵小段

摘 要：基于“问题导向，科研先行”的理念，依据社区教育发展规律与办学体系要求，创建了以研促建

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工作模式，构建了“完善体制-构建网络-建设队伍-整合资源-开发课程-培育品

牌-提升内涵”等为主题的研究与实践脉络，探索了“基于问题-探索研究-形成方案-解决问题-深化研究-
完善提升”不断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实践路径，广州社区教育取得了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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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年组建之始，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以下

简称学院）按照“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并重”的办学

定位，基于“问题导向，研究先行”的理念，依据社区

教育发展规律与办学体系要求，先后承担了《广州

社区学院发展研究》《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现

状及影响因素分析》等课题研究，组建社区教育科

研团队、出版研究成果《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研究》、

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推进广州学习型

社会建设（社区教育）》以及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广州

社区教育项目立项等科研活动，创建了以研促建推

进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工作模式，构建了“完善体

制-构建网络-建设队伍-整合资源-开发课程-培

育品牌-提升内涵”等为主题的研究与实践脉络，探

索了 “基于问题-探索研究-形成方案-解决问题-
深化研究-完善提升” 不断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工

作路径，广州社区教育取得了较快发展，在省内外

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创建以研促建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工

作模式

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认

为范式不仅具有社会学的意义，而且范式具有科学

共同体的内涵以及方法论的功能 [1]，范式是从事某

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

方式[2]。在库恩范式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完善社区教

育办学体系、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感等理念，以促进

广州社区教育发展为使命，用“课题+项目”的做法，

探讨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市-区-街（镇）-村（居）社

区教育机构发展的路径和方法， 创造性地提出了

“以研促建”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工作模式：一

方面作为主体，探索研究广州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难题，解决广州社区教育体制和

办学网络不健全、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水平有待

提升、 社区教育与各类教育资源整合联动不畅、职

业院校服务社区教育缺乏有效抓手、社区居民参与

率和满意度不高等问题； 另一方面作为组织者，依

据国家省社区教育发展政策要求以及发展趋势，结

合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现状，以社区教育项目申报指

南为指引，面向全市开展社区教育项目申报，引领

全市社区教育工作者针对实际工作中的困难与瓶

颈展开研究， 通过研究探索解决难题的路径和方

法，促进了广州社区教育的发展，提升了全市社区

教育工作者专业化水平，也提高了广州社区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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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构建以研促建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研

究脉络

基于社区教育发展规律和办学体系，构建了旨

在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 “完善体 制-构建网

络-建设队伍-整合资源-开发课程-培育品牌-提

升内涵”等为主题的社区教育研究脉络。

（一）开展完善体制和构建网络等主题研究，促

进了广州社区学院等社区教育主体机构成立，构建

了广州社区教育实体办学网络

开展《广州社区学院发展研究》课题研究，对广

州社区学院的功能、 管理与运作进行了系统研究，

撰写研究报告《广州社区学院发展研究》，公开发表

论文《沪穗两市社区学院发展的对比分析》等，以研

究成果为基础，2009 年向广州市政府提交《广州城

市职业学院关于加挂广州社区学院的请示》， 获广

州市政府批复， 同意在学院加挂广州社区学院，广

州社区教育办学体制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基于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推进广州学

习型社会建设（社区教育）》，出版学术编著《创新社

区教育发展 推进学习型社会发展》，起草《关于推

进我市社区教育网络建设的意见》， 由广州市教育

局发文，推动了广州各区社区分院的挂牌；随后，各

区基于此意见，陆续在街（镇）、村（居）挂牌社区教

育机构，广州社区教育办学网络逐步搭建，为广州

市各区先后成功创建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奠定

了基础；同时，获广州市政府批复同意，在学院加挂

广州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服务指导广州社区

教育发展，成为学院责无旁贷的使命。

在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办学体制和办学网络建

设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 问题并及时 开展探索研

究，通过《责任与分工：学习 型社会建 设中各类教

育机构的功能分析》《广州市社区教育三级实体网

络体系建设现状及推进策略研究》等课题研究，以

及公开发表论文《推进广州市、区社区学院发展的

若干思考》等，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社区教育机构

的职责与分工，进 一步明确 不同层级社 区教育机

构的职责与定位等，广州 社区教育实 体办学网络

不断完善。

（二）开展建设队伍和整合资源等主题研究，提

升了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水平，促进了各类

资源的融通联动，广州社区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

开展《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现状与影响因

素分析》《广州社区工作者培训模式研究》《基于立

德树人的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等研究，发表《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路

径选择》等论文，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广州市社区教

育工作者培训基地 2013 年落户学院，陆续开展全

市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 46 场次，4200 多人次，开

展学生志愿培训近 2 万人次。

通过开展《广州学习型社会的整合联动机制建

设研究》《职业院校服务社区的运行机制研究》等研

究，发表《社区教育：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

径》《职业院校社区化办学的探索与思考-基于广州

城市职业学院的探索实践》《社区教育“反哺”职业

教育的路径分析-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大城市中

心城区党校参与社区教育的前景与初步实践》等论

文，探索整合联动各类资源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发展

的路径与方法，促进了各类资源的融通联动。

通过常态化社区教育项目推动，调动学院师生

和广州市社区教育工作者参与社区教育的积极性

与能动性，依据国家省社区教育发展趋势，结合广

州社区教育发展实际，通过社区教育项目申报引领

广州市社区教育工作者依据所在区或街镇社区教

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或困惑有针对性开展研

究，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自 2012 年以来，

每年开展社区教育项目申报工作，共立项社区教育

项目 577 项[3]。 社区教育项目成为学院推进广州社

区教育发展的有效抓手，也成为学院与区、街（镇）

社区教育机构有效沟通与联动的重要方式。

广州社区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 全市 11 个区

均成功创建为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 其中，2 个区

创建成为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2 个区创建成为

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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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课程开发和品牌培育等主题研究，重

点服务新市民、老年人、新型职业农民等人群，提升

了广州社区居民的参与率与满意度

基于论文《广州市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

与对策》，开展广州市居民社区教育学习需求分析，

开发深受社区居民欢迎的社区教育课程《广绣神韵》

等 516 门；分别与番禺区教育局、越秀区社区教育学

院一院合作开发本土特色的社区教育课程《绣丽人生

（广绣）》等 43 门，编写特色教材《闲话南粤先贤》等

29 套（本），每年服务辐射社区居民超过 60 万人次。

开展 《广州市社区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现状研

究》《白云区来穗人员融合课堂课程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等研究，发表《农民工市民化社会适应与教育

诉求》《社区教育:来穗人员融入社区的途径》等论

文，撰写《广州老年教育发展现状研究报告》《广州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策略研究报告》等，关注老年人、

新市民、新型职业农民等重点服务人群学习需求和

发展现状等。

通过常态化社区教育项目推动，打造了“街坊

学堂”“融合学堂”“星海文化” 等品牌项目 84 个，

“廉洁教育”“广府本草”“制作山水豆腐花”等体验基

地 33 个，“广府之声”“私伙局”“麒麟队”等学习团队

38 个，每年服务辐射社区居民超过 1000 万人次，

使社区居民学习成长、协商共治、建设美好社区、传

承优秀文化、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等有机结合在一起，

增强了社区教育的实效性，有特色、接地气、吸引力

强，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参与率、认可度和满意

度都达到了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区以上的标准。

三、形成以研促建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工

作路径

依据国家和省关于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社区教育

发展的政策要求，针对广州社区教育发展过程遇到

的问题或难题，组建科研团队，动员全市社区教育

工作者积极投身到社区教育发展研究中，以“课题+
项目”的形式，通过开展社区居民学习需求调研分析，

培育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和实验区以及国家级社

区教育示范街镇，开发符合广州社区居民实际需要

的课程，打造具有广州区域特色的社区教育品牌项

目、体验基地、学习团队等，挖掘具有广府文化特色

的传统文化品牌活动，关注重点服务人群，如新市民、

老年人等，固化广州社区教育发展成果，以论文、报

告、课程、案例等形式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达

到解决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难题。

在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现

新的问题或难题，进一步深化研究，探索解决新问

题的路径与方法， 从而达到不断完善提升的目的，

形成了 “基于问题-探索研究-形成方案-解决问

题-深化研究-完善提升” 的螺旋上升不断推进广

州社区教育发展的工作路径。

四、彰显以研促建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办

学成效

“文章合而时为著”，经过多年以研促建的实践

探索，广州社区教育取得了较快发展，取得了一定

的办学成效，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力。

（一）办学成效

通过以研促建，解决了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体

制建设以及办学网络的构建等重大问题，得到广州

市政府的认可，广州社区学院、广州市社区教育服

务指导中心和广州市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基地等

主体社区教育机构落户学院，形成了具有广州特色

的社区教育发展格局，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增

强了高职院校服务终身教育和社区教育的能力，广

州社区教育四级办学网络搭建并不断得到完善，为

广州社区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学院逐渐成为

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科研项目孵化基地和社区教

育工作者专业化水平提升的人才培养基地。

（二）育人成效

第一，提升了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水平。 广

州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水平得到了较快提升。自

2005 年至今， 广州市社区教育工作者公开发表社

区教育研究论文 120 多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区

教育项目立项 577 项（2012-2019 年）等。 社区教育

工作者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广州社区教育的

发展， 全市 11 个区都被评为广东省社区教育实验

区，其中，越秀区和番禺区被评为全国社区教育示

范区， 海珠区和黄埔区被评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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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16 个街（镇）被评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镇）；

第二， 提升了高职院校师生服务社区的意识与能

力。 学院师生通过参加社区教育科研团队、参与社

区教育项目申报、 社区教育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等，

教职工带领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利用专业知识服

务社区居民 5 万多人次，提升了学院教职工的科研

实力和服务社区的意识与能力；第三，提升了社区

居民参与率、认可度和满意度。培育和挖掘了“街坊

学堂”“融合学堂”“星海文化”等品牌项目，“廉洁教

育”“广府本草”“制作山水豆腐花”等体验基地，“广

府之声”“私伙局”等学习团队，每年服务辐射社区

居民超过 1000 万人次，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率、

认可度和满意率。

（三）政府认可

学院社区教育研究水平得到教育部、广州市政

府、广东省社工委、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局的

认可，成为教育部、广州市政府、广州市教育局重要

决策咨询单位和智囊团。 2012 年教育部职成司委

托学院起草《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服务社区教育工

作的指导意见》； 广州市政府 2011-2013 年委托学

院完成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推进广州学习型社

会建议（社区教育）”，2016 年委托完成广州市申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 申报，

2016 年撰写市政府领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

学习型城市网络第一届成员大会上的发言稿；广东

省社工委 2014 年委托开展 《推进广州社区教育发

展》研究；广东省教育厅 2014-2018 年委托学院协

助完成广州市花都区、增城区、白云区、从化区、天

河区、南沙区以及韶关市、东莞市等区（县、镇）广东

省社区教育实验区调研检查工作等；广州市教育局

2012 年委托起草 《关于推进我市社区教育网络建

设的意见》，2015-2016 年委托完成全国学 习型城

市建设联盟、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课题《促进工作场

所学习： 学习型组织与学习共同体研究》，2018 年

委托撰写《广州市老年教育发展报告》等。

（四）同行辐射

社区教育研究成果在全国排名居前， 吴盛雄、

陈乃林等人在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 40 年(1978—
2017 年)状况与反思》指出学院社区教育文献产出

量全国排名第 3 名，赵小段社区教育研究文献产出

量全国排名第 6 名 [4]；四川师范大学卢德生副教授

等人在《我国社区教育研究十年（2006-2015 年）现

状与反思》指出学院社区教育研究被同行关注排名

全国第 2 名；赵小段社区教育研究成果受关注程度

全国排名并列第 6 名[5]。吸引了北京教科院、华东师

范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开放大

学等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参与广州社区教育研究，提

升了广州社区教育研究的层次， 也扩大了影响力与

知名度。 基于学院研究水平与影响力，2015 年，华南

师范大学与学院合作共建成人教育学研究生联 合

培养基地，共同制订成人教育学研究生人才培养方

案，开展学术交流，指导毕业生开题、答辩 12 人次，

接收实习生 10 人次，接收毕业生就业等。北京市教

科院、 广东省开放大学等省内外 20 多家单位前来

交流发展经验。先后应邀在全国社区教育资源建设

推进会、 全国成人教育科研机构工作委员会年会、

省市相关会议、广州市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会议等

作经验介绍 16 次。 学院当选为全国成人教育科研

机构工作委员会副理事长、广东省成人教育协会监

事、广东省成人教育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

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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