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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三亚市海棠区的“共青学堂”公益服务项目为例，对青少年社区教育中的参与意愿不高、项目服务

时间不恰当、部分社工专业素质有待提升、部分服务活动吸引力不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解

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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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促

进和发展终身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

少年社区教育作为社区教育的基础类别之一，其重要性同

样不言而喻。 

1  龙海社区青少年社区教育探索 

在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和共青团海棠区委员会的

领导和推动下，龙海社区于 2018 年设立了“共青学堂”
公益服务项目的试行点，并由 YL社会服务中心全权负责
开展青少年社区服务。目的是为了促进龙海社区青少年在

校外时间的综合素质发展，提升其自主管理能力，增强其

自主学习积极性，同时构建龙海镇社区居民和谐的亲子关

系以及推动该社区的和谐全面发展。项目践行至今，已经

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服务种类和各色各样的活动内容，并受

到部分社区居民的好评。 
龙海社区青少年服务项目主要包含了“四点半课堂”

服务、兴趣学习服务、特色成长服务、主题活动服务四大

类别。其中，“四点半课堂”服务开展时间在周一到周五，

目的是为了社区青少年的父母下班前照顾他们，并对其进

行学业课后辅导，提供课后阅读服务，以帮助他们更好地

完成学业。兴趣学习服务则涵盖了手工制作、声乐舞蹈、

书法美术、国学与烹饪等等课程，旨在通过多样化的兴趣

课程丰富社区青少年的业余生活，并在其中帮助他们挖掘

自己的兴趣与特长，促进他们的多样化发展。特色成长服

务主要由安全健康教育服务、红色文化宣讲服务组成。安

全健康教育服务包括了消防安全教育、防溺水安全教育、

防拐卖安全教育、防盗窃和诈骗安全教育等内容。最后的

主题活动服务有季度生日会、户外亲子游和节假日主题活

动等等。季度生日会是在每个季度开展的关于社区青少年

的生日聚会活动，这项服务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通过庆祝生

日的方式来拉近社区居民彼此的关系，一方面能够增加社

区居民对该项目的认可接纳，进而为全面推行社区教育打

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能够提高青少年参与社区教育服务

的积极性，使服务项目能够有更好的服务效果。 
除了“四点半课堂”服务在工作日开展外，其他三类

服务活动一般都在周末和节假日进行，同时会邀请社区青

少年的监护人及其他家属参与其中，以扩大社区教育服务

项目的影响范围。项目的开展方式主要有沙龙活动、安全

演练、联谊活动和集中学习四种。这些方式体现了理论学

习与实践学习的优势结合，让服务对象更有兴趣参与到服

务活动中来，也让社区青少年更能理解服务活动的内容，

也能让其监护人和其他家属参与者有效地了解服务活动

的具体内容和价值所在。 

2  龙海社区青少年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部分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的参与意愿不高 
虽然服务项目在龙海镇社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部

分社区青少年或其监护人对该服务项目仍然抱有可有可

无的态度，这部分潜在的服务对象有的是自己不愿意参

与，或是因为其监护人不同意参与。也有个别的监护人认

为这类青少年社区教育服务并没有学校教育更具专业性，

为了自己或孩子的未来，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学业

上。还有部分监护人认为此类服务项目看起来没有什么实

用价值。 
2.2  具体服务时间不太恰当 
在龙海镇社区，有些居民的工作时间与常规的工作时

间有所不同，这就致使服务项目计划开展的时间与居民工

作时间有所冲撞。他们很难挤出时间去共青学堂服务点接

送孩子，有些需要监护人陪同的活动服务也不能及时参

与。此外，三亚天气炎热，项目的部分户外活动服务因设

置的开展时间不太恰当，在炎热的天气下服务对象很难有

饱满的精神参与活动，导致服务效果大打折扣，参与服务

活动的社区居民对该服务的满意度也比较低。 
2.3  部分社工专业素质有待提升 
该社会服务中心成立年限较短，大部分员工也都是新

加入的，机构本身还有待提升和发展。虽然很多成员具备

与青少年社区教育服务相对应的专业理论知识体系，但在

实践操作方面仍然比较生疏。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年轻的

社工们缺乏相应的整体管控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往往在

出现细节性和突发性问题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服务对

象在参与由这些社工所引领和组织的活动时，难免会感到

其专业性的不足，对其组织协调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有所

疑虑，对该社工能否为他们提供良好优质的专业服务秉持

怀疑，进而对工作人员的信服度有所降低。 
2.4  部分服务活动吸引力不足 
该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已经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服务与

活动内容，但是在具体的服务内容上还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比如关于舞蹈兴趣课程服务，虽然能够引起社区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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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们的学习兴趣，但因为其内容比较单一，很多参与其中

的青少年在一段时间后便兴致减弱，也不再坚持通过跳舞

来锻炼身体。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知识宣讲活动服务，虽然

相关的史实和文化内容制作得很全面，但由于宣讲方式的

缘故，无法带动服务对象想要深入了解这些文化知识的积

极气氛，也就无法达到良好的宣讲效果。 

3  龙海社区青少年社区教育问题的原因 

3.1  社区居民对青少年社区教育的认知不足 
虽然当地居民对青少年社区教育有些许了解，但对青

少年社区教育更全面更具体的认知却仍然不充分。当地居

民把青少年社区教育等同于照顾孩子，等同于兴趣爱好

班，等同于开展一些有意思的活动，但对于为什么要开展

这些服务内容、参与这些活动服务的具体意义究竟何在等

等了解得还比较片面化。因此这些青少年在参与相关项目

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也不会太持久，对待社区教

育的态度也并没有那么认真。也有居民对这类“免费”的

服务持怀疑态度。 
3.2  服务项目具体开展与社区实际情况有所冲突 
YL社会服务中心在两年的时间里，通过入户调查、

电话访问等方式将龙海社区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些了解，然

而了解过程中出于隐私安全和自愿原则，只能了解到社区

居民和服务对象的比较基础和片面的情况。这些会致使服

务活动在具体设置和开展过程中无法满足服务对象的期

待值，也就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反馈和有效地推广。另外，

因不了解更多有关服务对象需求和对服务项目不满意的

原因，就无法对当前项目所存在的问题做到有效解决，也

就不能对下一次的服务活动策划进行更契合服务对象实

际需求的调整。 
3.3  部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能力有所不足 
提供该项目相关服务的部分社工经验欠缺，具体体

现在对服务活动开展时间的把控、对服务活动开展节奏

的把控、对服务过程中场面的把控、对服务对象在参与

过程中积极性的把控，对突发性问题的应变能力等等方

面。 
3.4  社区教育活动内容设计的创新度不足 
该社区教育服务项目的种类虽然比较多样化，但大部

分服务项目的吸引力不能够持久。各类服务活动内容几乎

从设立之初至今就没怎么变化，一旦时间久了青少年就会

对这些服务感到无趣，模式化的服务流程如果在形式上不

能给人以新奇感的话，服务对象很容易将其作为一种可以

敷衍了事的任务，从而降低了自主参与的意愿和自主参与

的积极性。 

4  龙海社区青少年社区教育问题的对策 

4.1  多元化的宣传方式 
反复、多样化的宣传社区服务项目是能够起到良好且

有效的作用的。但是，在宣传策略上需要注意的是，不能

照搬模板，必须在宣传方式上体现创新性和多元化。除了

入户宣传、电话访谈、服务对象的推荐等方式外，还可以

通过线上视频宣传、社区知识竞赛、与学校合作等方式来

想社区居民进一步宣传青少年社区教育服务。这种结合当

代社交方式和当地实际情况的多元化的宣传模式，更能够

激发社区居民想要了解的意愿，也能够确保社区居民通过

自己常用的信息获取渠道了解青少年社区教育的相关资

讯和信息。 
4.2  深入了解社区情况和居民需求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开展社区教育服务项目，就必须进

一步了解当地社区更具体的实际情况和社区居民更详细

的情况。可以通过日常相处、频繁互动、邻里交往的方法

来拉近社区居民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关系，不但可以在

长期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更深层次的社区居民的信息，而且

还能进一步加深社区居民对服务中心及其工作人员的好

感度，这对于项目服务的开展来说是有着良好润滑和催化

的作用的。 
4.3  提升社会工作者的综合素质 
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整体上比较年轻的特

点说明他们身上的那种热情和对新生事物的较强接受能

力在社会工作这一行业有着独特优势，这对于开展青少年

社区教育服务是一项长处，对于提升专业综合素质而言，

也是一项优势所在。大部分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都有着

良好的专业理论知识素养，如果能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将

其转化为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就会增强他们的专业底

蕴。同时通过老社工带领年轻的社工开展社区教育服务活

动，解决经验不足的缺憾。 
4.4  增强社会工作者服务策划的创新能力 
想要提升社区教育服务创新能力，就必须在服务内容

和服务形式两方面下功夫。一方面其所体现的主题或许不

能改变，但在叙述和表达上可以有所改变。通过运用、增

添符合当下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来宣讲同一主

题的内容，或许更能使社区青少年这一服务对象接纳服务

内容。另一方面，对于服务形式，多元化、年轻化的元素

是必不可少的。了解社区青少年所使用的获取信息的手段

和途径，知晓他们所喜欢的信息类别，就能找到可以吸引

他们的兴趣点所在，从而让服务活动内容的开展更加顺

利，也会取得更加良好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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