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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承诺： 
     

本人保证如实填写本表各项内容。如获准立项（含资助与不

资助），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广州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取得

预期研究成果。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可在广州社科网下载，请下载后如实填写，以打印

件形式申报。 

二、申请人不需填写封面上方的编号。 

三、课题类别指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立项不资

助课题。 

四、学科分类指应用经济、经济理论、公共管理、企业管理、

哲学文化、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

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图书馆学。请根据申报课题的内容，

按最接近原则，从以上十五类学科中选择一个学科类别，不允许

填报多项学科或超出此学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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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负责人、主要参加者情况 
 

课题 

名称 
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负责人 

姓名 
赵小段 年龄 29 性别 女 

最后 

学历 
研究生 

最后

学位 
硕士 

外语语种 

熟练程度 

英语 

熟练 

研究 

专长 
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学 职称 助理研究员 担任导师 否 

主 

 

 

要 

 

 

参 

 

 

加 

 

 

者 

姓 名 
性

别 
年龄 职 称 

研究 

专长 
学历 学位 工 作 单 位 

李志雄 男 38 
助理 

研究员 

教育 

社会学 
研究生 硕士 广州大学在读研究生 

郑春生 女 36 
助理 

研究员 

教育 

社会学 
研究生 硕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曾小军 男 31 讲师 
教育 

管理 
研究生 硕士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史礼正 男 27 初级 
教育 

技术 
本科 学士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杨晓青 女 27 初级 
教育 

管理 
研究生 硕士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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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设计论证 
1.选题：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意义； 

2.内容：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思路、重要观点和预期成果； 

3.价值：本课题创新程度、理论意义、应用价值； 

4.研究基础：已有相关成果、主要参考文献（限填 20项）。 

请按以上 4项逐项填写，限 3000字以内。 
 

1.选题：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意义； 

（一）国内外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现状述评 

当前，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社

区教育工作者”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的文献仅有几篇；相关的学术论著中关于

“社区教育工作者”的论述相对也比较少。已有的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研究，主要

包括了社区教育工作者素质现状的调查、教育培训问题及专业化问题的研究。 

1、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界定，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解：李学斌（2005 年）认为

“社区教育工作者主要包括专门从事或主要职责之一是进行社区教育管理的人员各

级社区教育行政管理、事业管理和学校管理工作的人员和从事社区教育教学工作的专

职教师。兼职的社区教育干部、教师可以参照前者加以要求。”黄焕山（2005年）认

为“社区教育队伍又称社区教育工作者，它是社区教育的主力军，是办好社区教育的

关键性力量。一般来讲，社区教育队伍是集合了社会各方面的人才力量而成，具有一

定专业素养，数量庞大，组织行为社会化，面向社会全体居民开展社区教育的工作者

的总称”。刘雪莲（2007 年）认为，社区教育工作者即为社区内专门从事社区教育工

作的专职人员，包括专职社区教育干部和专职社区教师两个部分。社区教育工作者既

具有教育者的基本要求，又同时具有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叶忠海（2006 年）认

为社区教育工作者具有多结构性特点，包括专职、兼职和志愿者等。 

2、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素质现状的调查研究，如《上海市基层城市社区工作者的

素质和培训研究总报告》、《构建世纪社区工作者素质教育工程—对“无锡市社区工作

者素质”的调研报告》等。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当代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素质现状主要

存在着诸如队伍不稳定、水平良莠不齐，数量少、质量低、分布不平衡等问题。由于

这些问题的存在，重影响了社区教育的发展，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水平成为制约社

区教育发展的瓶颈。 

3、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研究，如黄焕山（2005 年）在其《社区教育

概论》就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问题做了两万余字的论证，主要内容包括了社区教

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原则、 

4、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与专业化的研究，刘雪莲（2007 年）就社区教育工

作者专业化的研究进行了研究，包括了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的涵义、影响专业化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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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从既有的关

于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界定有待进一步明确； 

第二，关于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现状亟需进行调查与分析； 

第三，关于影响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因素和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培训等问

题的研究，虽有初步的研究和分析，但还需更全面的视角衡量这些影响因素和如何将

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培训工作做好等问题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二）选题意义 

《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各地社区行政部门要加

强社区教育队伍的建设，建立一支以专职人员为骨干，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为主体的适

应社区教育需要的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加强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是推进当

前社区教育发展，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质量的重要环节，对社区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本课题将基于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现状进行分析，对进一步完善广

州社区教育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对于丰富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研

究也将有着积极作用。 

2.内容：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思路、重要观点和预期成果；  

（1）主要思路 

    通过文献研究，厘清社区教育工作者的内涵，比较社区教育工作者与社区工作者

的异同,分析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现状及影响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发展的

因素。由此，提出本项目实证研究假设，依据研究假设制定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依

据上述研究和实证数据统计分析，撰写研究报告《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现状及影

响因素分析》。 

（2）重要观点 

社区教育工作者主要包括专门从事或主要职责之一是进行社区教育管理的人员

各级社区教育行政管理、事业管理和学校管理工作的人员和从事社区教育教学工作的

专职教师。 

社区教育工作者与社区工作者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是从事社区服务的各级管理人

员和工作人员，差别在于社区工作者包括了社区教育工作者，社区教育工作者具有更

强的专业性。 

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前我国层级管理机制

因素；二是社会对社区教育工作认识上存在着偏差。 

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实现途径：一是有赖于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制的完善；二是

改变对社区教育工作者工作性质的认识。 

（3）预期成果 

论文：《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研究现状分析》，内容包括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工

作者的界定、与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异同、影响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发展的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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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分析可以为后续实证调查提供理论依据。 

调查报告：《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现状调查》，通过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的形

式完成的调查报告，对了解当前广州市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现状有着重要作用，同

时也可以为同类或相关研究提供实证数据。 

研究报告：《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在理论分析与实证

调查的基础上，完成最终的研究报告，可望为广州市社区教育发展，特别是社区教育

工作者队伍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3.价值：本课题创新程度、理论意义、应用价值；  

本课题的特色与创新之处在于以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社区教育工作者与社区工

作者的异同，影响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因素。以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

为个案，立足于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的现状，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证调研报告，为广

州市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对我国其他地区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

设也有借鉴价值。 

4.研究基础：已有相关成果、主要参考文献（限填 20项）。 

已有相关成果： 

1. 赵小段.李训贵.刘楚佳.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与研究现状述评[J].教育与职业.2008(15). 

2. 李训贵.刘楚佳.赵小段.彭强.广州居民社区需求现状分析[J].学术研究.2007(12). 

3. 吴勇.赵小段.广州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J].科学时代.2007(12). 

 

主要参考文献: 

1. 叶忠海著.21世纪初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研究[M].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2. 陈乃林主编.现代社区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黄焕山.社区教育概论[M].武汉出版社,2005. 

4. 刘雪莲.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问题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5. 孙庆.上海市社区教育的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 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6. 潘玲.上海市聘用社区工作者的激励机制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7. 徐浩斌.美日社区教育法制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J].成人教育,2006(5). 

8. 李学斌.社区工作者辨析[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6). 

9. 李晓光.我国社区工作者队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辽宁师专学报(社),2005(4). 

10. 刘霞.关于我国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2). 

11. 薛蕙芳.我国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J].江西行政学院学院,2006(1). 

12. 汪承武.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学习月刊,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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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负责人正在承担的其他课题 
 

课题名称 批准单位 课题类别 批准时间 完成时间 

     

     

     

 

 

四、课题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与本课题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 
 

成  果  名  称 作   者 
成 果 

形 式 
出版单位或出版刊物 出版或发表时间 

广州市居民社区教育需求现

状调查与分析 

李训贵、刘楚佳、

赵小段、彭强 

论文 学术研究 2007年 12月 

广州市社区教育管理机制的

探索 

吴勇、赵小段 论文 科学时代 2007年 11月 

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与研究现状述评 赵小段等 论文 教育与职业 2008年7月 

     

     

 

五、预期研究成果 
 

主 

要 

阶 

段 

成 

果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研 究 阶 段（ 起 止 时 间 ） 成 果 形 式 作  者 

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研究现状

分析 

2008年6月——8月 论文 赵小段等 

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现状调查

分析 

 

2008年9月——12月 调查报告 赵小段等 

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现状及影

响因素分析 

 

2009年1月——6月 研究报告 赵小段等 

 

 

   

最 

终 

成 

果 

 

最终成果名称 完 成 时 间 成 果 形 式 预 计 字 数 参 与 者 

广州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现状及影

响因素分析 

 

2009年6月 研究报告 2万字 赵小段、、李志雄、史

礼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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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费预算 
 

经费管理单位： 
 

        金额 / 年度 

 

开支 / 科目 

金额（元）   2008年    2009 年          年 

合计 5000 2800 2200  

图书资料费 1000 600 400  

调研差旅费 1000 800 200  

计算机使用费 500 300 200  

成果印刷、出版补贴费 1500 500 1000  

小型会议费 
 

500 

300 200  

管理费 
 

200 

100 100  

其他 
300 

 

200 100  

 

 

 

 

七、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包括：申请评审书填写内容是否属实；课题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

是否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

位是否同意承担本课题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等） 

 

申请评审书填写内容属实，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和社会意义；课题负责

人和主要参加者业务素质高，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先进水平；本单位能提

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本课题的管理任务和信誉

保证等。 
 

 

 

 

 

 

单位（公章）：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