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2021 年第 4 卷第 2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社会治理需求下社区教育发展策略研究
张萍萍

（宜兴市屺亭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江苏 宜兴 214200）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速，社会治理创新已成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社区教育作

为国家基层组织从“管理”转向“治理”的重要抓手，在创新社

会治理方式、激活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管理效率等方面发挥

着独特的作用。基于此，在对社会治理、社区教育理论综述梳理

的基础上，解析当前社区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社会

治理需求下社区教育发展实现路径，以期为社区教育发展提供决

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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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具有社会属性，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同

样，社区教育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

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必须加强社区教育，从而体现“有教无类”

的教育思想。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治理工作的逐渐推进，需要

结合我国社会治理相关理论，创新社区教育的格局，推动我国教

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一、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问题融合的研究分析

我国的社区教育事业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1993 年颁布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

推动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完善。1996 年，我国又提出了建立和

健全终身教育机制的思想。2004 年，《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

若干意见》指出，要通过社区教育体系的完善来推动我国学习型

社会的建设工作。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社区教育事

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关于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融合的研究方面，对于融合价值和

原理的研究较多，鲁文、杜柳等人从社区教育推动社会治理发展

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黄健等人提出了相关的社区教育案例和实施

方案。

总的来说，研究内容多为融合价值和机理的分析，实用性策

略较少，这说明社会治理需求下的社区教育发展策略研究空间巨

大，研究价值巨大。

二、社区教育融合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一）培养社区成员的主人翁意识

社会治理体系当中，社区治理是一项重要内容，社区治理的

开展更多地需要社区成员来开展。这是因为社区治理具有特殊性，

社区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精神风貌、法律意识等思想层面的价值，

将直接反映在其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上。

由此，可见必须要设法提升社区人员的思想意识，从而推动

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这时，社区教育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在

社区范围内组织广大普通社区成员学习法律条文、培养社区人员

的信息化素养，树立自觉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的意识，号召每一个

社区成员自觉维护社区秩序，建设文明社区、和谐社区，这就可

以在潜移默化当中加强社区成员的主人翁意识，自觉投身社区治

理工作。

（二）营造社区治理良好环境

环境是影响社区治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文化环境

可以号召社区成员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从而推动社会治理

工作的发展。长期以来的社区治理模式以政府的行政指令为遵循，

缺乏自主开展治理的动力，缺乏这样的热情。

由此，导致社区治理工作的实效不高，限制了社区治理工作

模式的创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社区教育的滞后，人们

没有及时意识到社区治理在推动社会治理当中的突出作用。

随着社区教育活动的落实，在群众当中积极开展诗歌朗诵会、

歌舞比赛等各项文体活动，可以有效拉近各成员之间的关系，营

造良好的人际交往环境。各成员之间以文会友、以舞会友，以歌

会友，社区人际关系和谐，自然可以为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奠定

环境基础。

（三）提高社区成员协作能力

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传统的社区治理

工作开展的模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以往单纯依据行政

指令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的模式收效甚微，人们不积极、不主动配合，

甚至还出现互相掣肘的现象。

这就说明，必须要加强社区成员之间团结协作的能力，充分

发挥大众的作用，切实增强社会治理工作的成效。社区教育的开展，

需要政府部门、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学校等多方力量参与进来，

各方面的力量在开展社区教育时必然要就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

内容开展讨论，进行沟通，从而制定科学教育方案。

在这一过程当中，还可以就今后的社区治理工作展开交流，

探讨各方力量在推动社区治理当中的作用和价值，提出今后工作

的改进方向，加强互相之间的协作沟通。

三、社区教育融入社会治理的现实问题分析

（一）协同机制建设不成熟

政府部门、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学校等主体都可以参与到

社区教育当中，机关政府部门在社区教育机制的建设当中可以发

挥出巨大的影响力。

例如目前学校、科研单位、文体场馆等机构在政府机构当中

属于不同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

就开展社区教育方面的活动来看，联系较少，互相配合开展社区

教育的积极性也不足。

虽然近些年来一系列关于社区教育的文件、政策相继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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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缺乏成熟的协同机制，缺少主导力量推动相关工作的开

展，导致社区教育工作实效并不明显，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收

效甚微。

（二）学习资源不够多元化

社区教育的受众是社区居民，我们可以想象到社区内居民在

学历、兴趣、爱好、特长、职业等方面有巨大的差异，这就说明

社区教育的开展需要为居民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满足居民

的学习需求。然而从当前的社区教育现状来看，社区教育所能提

供的学习资源较为单一，不够丰富，难以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

许多社区的健身器材尚且不够齐全，更不用说学习室、技能

训练场地的建设状况，完全因社区而异、因社区氛围而异。想要

更好地开展社区教育工作，必然就要能够满足不同社区人员的学

习需求，否则很难保证社区居民能够主动参与到社区教育，进而

配合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

另外，面对居民多元的学习需求，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科学

指导社区居民自我提升，加强继续教育。师资力量的缺乏也是影

响社区教育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

四、社会治理需求下社区教育发展策略

（一）完善社区教育体系，健全社区教育机制

传统的社区教育服务体系由官方社区教育机构组成，由教育

指导中心负责具体事务的开展。在社区治理新思维下，社区教育

服务体系要适应社区治理对于人的现代化要求，即参与意识和参

与能力的双重提升，推动社区教育从简单地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学

习活动向提升居民学习能力方向发展。

一是在服务内容上要拓展课程建设能力，提升课程的层次，

保持社区教育以老年人群体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广泛从娱乐、家庭、

生活等方面入手，向社会、经济、历史、人文等学科延伸。

二是在服务机制的建设方面要扩大参与主体，吸引更多的力

量参与到社区教育机制的建设当中。要发挥政府部门、社区委员

会的主导作用，同时广泛吸引学校、社会组织、服务机构、学习

社团等主体参与到社区教育当中，推动社区治理工作的创新发展。

三是在服务保障方面要提升标准和层次，使社区教育超过一

般的学习场所，成为培养社区居民自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场所，

成为收集社情民意的场所，成为政府部门了解社情民意的纽带和

平台，体现教育事业的大众化特征。

四是在形式方面要提升对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能力，更多地运

用现代化手段开展服务工作，保证居民能够随时随地开展学习。

（二）培养专业师资力量，提升社区教育质量

社区教育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一支专业、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面对社区内多元化的学习需求，更加需要一支教学能力强大的教

师队伍，从而更好地指导居民自我提升，为社区治理工作作出贡献。

社区可以向地方寻求帮助，开放大学应依托社区居民现有的

教育力量和现有的教学资源，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培训班，培养

出一批能力素质较强的教师，这些教师既可以是社区一些有教学

基础的从事老师、律师、公务员等职业的人员，也可以是在某些

方面具有特长的爱好者，如摄影爱好者、读书爱好者、运动爱好

者等等。

开放大学可以开设一些专业的培训活动，提升这些具有教学

潜力的人员的能力素质，之后再由这些人员回到社区指导更多的

居民开展自我提升，学一些新技能、新本领。

在这一过程当中，社区便可以结合一些党建、群众性主题活

动等内容开展社区治理，从而实现预期的社区治理目标。在社区

教育活动当中，培训教师要掌握课程开发的程序科学性，要基于

社区居民充分参与课程开发的环境，以需求调研的结果为基础设

计课程、开发课程，以社区居民报名情况为参考，促进社区教育

的规范化建设。

（三）设置多元化课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社区在开展服务和教育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和便利，一些老

年人最需要的可能不是物质生活，而是需要一些丰富的文化活动

来充实晚年生活，提升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社区可以经常举办一些文娱活动，如：广场舞比赛、读书会、

棋牌比赛等形式的文化活动，借助这些文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陶

冶身心，实现生活状态的满足，从而实现社区治理。比如开展健

康知识讲座、学习共体活动、健康养生 24 学时培训班等等，可以

取得良好的教育成效。由此可见，多元化的教育资源能够有效提

升社区教育活动的教育效果。

社区在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一

种资源，社区教育资源也是十分丰富的，一些小区专门为居民提

供了一些锻炼身体的健身器材和开展文娱活动的场所，硬件配套

设施建设齐全，拥有健身室、体育活动中心、影音娱乐室等，这

就为社区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社区要在现有的舞蹈房、瑜伽室、音乐室、烘焙室、健身房、

接待室及多功能教室的基础上，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优美、舒适

的活动场所，将社区场地建设为开展社区教育的主要阵地和场所。

五、结语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在制度层面决

定了社区教育发展和创新需要融入社会治理。今后的社区教育工

作需要以推动社区治理为方向，建设完善的社区教育体制，完善

教育内容，丰富社区教育服务内涵，将社区教育建设成为社会治

理的重要阵地。

参考文献：

[1] 陈志凌，刘利俊，刘婧，冯国文 . 基于社会治理需求的社

区教育发展路径研究 [J]. 南京广播电视报，2020（04）.

[2] 张胜涛，何羽龙，陈航 . 社区治理中社区教育的功能与发

展策略 [J].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9（02）.

[3] 侯怀银 .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社区教育新发展 [J]. 终身

教育研究，201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