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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国外成人教育研究进展和评述
———基于国际学术期刊文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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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内容分析法对近三年国外成人教育领域期刊所刊论文进行梳理和分析，可探究国际成人教育领

域的研究进展、趋势和不足。 近三年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对成人教育现状的探索和分析，指出实践中存在反社会排

斥的作用弱化、减少不平等的功能式微、去殖民主义的价值存疑等问题，并提出未来应将提升危机应对力作为发展

重点，以拓宽实践可能性为发展途径，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目标。 国外成人教育研究总体呈现出关注弱势群

体、聚焦社会公平、警惕“合理现象”、坚持批判反思的研究趋势，但也存在偏重实证研究、理论研讨不足、偏重质性

方法、量化研究较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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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在我国以及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政策和规划中，成人教育的概念逐渐被边缘化，以至

于本就基础薄弱的成人教育进一步陷入资源不足的

困境。 在生态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凝聚

力下降等问题逐渐凸显的背景下，教科文组织在于

２０２１ 年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教育的

新社会契约》 （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对成人教育衰落的

现象进行了反思，并提出未来必须进一步支持成人

学习和教育的发展，让成人教育超越以服务就业市

场为目的的终身学习，将发展中心置于真正具有变

革性的学习之上。［１］

　 　 一、样本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近三年来成人教育

领域被 ＳＳＣＩ 和 ＥＳＣＩ 数据库收录且影响力较大的七

本学术期刊（见表 １）所发表的文献进行分析，总结

当下国外成人教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并据此分析

研究的趋势和不足。 近三年来，七本期刊共发表文

献 ６５７ 篇，将社论、书评、勘正、征文启事等 １４５ 个杂

项排除后，保留 ５１２ 篇样本文献。 通过对标题和摘

要进行阅读，可按研究主题将 ５１２ 篇样本文献划分

为以下 １２ 类：弱势和边缘群体成人教育、个体经验、
成人教育实践、区域实践和区域间比较、反思和批

判、成人教育未来发展、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艺术

教育的应用、成人教育理论、历史回顾和文献综述、
技术相关、社会运动中的成人教育（见表 ２）。

　 表 １ 样本论文来源期刊基本信息

刊名 基本信息

《成人教育季刊》
（Ａｄｕｌ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国家：美国

出版机构：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创刊时间：１９５０
出版期数：每年 ４ 期

数据库收录类型：ＳＳＣＩ

《成人和继续教育》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国家：英国

出版机构：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
创刊时间：２００１
出版期数：每年 ２ 期

数据库收录类型：ＥＳＣＩ

《国际终身教育》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国家：英国

出版机构：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
创刊时间：１９８２
出版期数：每年 ６ 期

数据库收录类型：ＥＳＣＩ

《继续教育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国家：澳大利亚

出版机构：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
创刊时间：１９７８
出版期数：每年 ３ 期

数据库收录类型：ＳＳ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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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刊名 基本信息

《成人教育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国家：英国

出版机构：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
创刊时间：１９６９
出版期数：每年 ２ 期

数据库收录类型：ＥＳＣＩ

《欧洲成人教育和学习研究》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国家：瑞典

出版机构：Ｌｉｎｋｏｅｐ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ｒｅｓｓ

创刊时间：２０１０
出版期数：每年 ３ 期

数据库收录类型：ＥＳＣＩ

《澳大利亚成人学习》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国家：澳大利亚

出版机构：Ａｄｕｌｔ Ｌｅａｎｉ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ｎｃ
创刊时间：２０００
出版期数：每年 ３ 期

数据库收录类型：ＳＳＣＩ

　 表 ２ 样本文献研究主题分类和篇次统计

序号 主题 篇次

１ 弱势和边缘群体成人教育 ９６
２ 个体经验 ８６
３ 成人教育实践 ７０
４ 区域实践和区域间比较 ６４
５ 反思和批判 ５８
６ 成人教育未来发展 ３０
７ 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 ２７
８ 艺术教育的应用 ２４
９ 成人教育理论 １８

１０ 历史回顾和文献综述 １８
１１ 技术相关 １４
１２ 社会运动中的成人教育 ７

　 　 二、近三年国外成人教育的主要关注

（一）成人教育实践的现状探索

１. 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成人教育

以弱势群体为题的研究能够为其提供发声渠

道，提高其社会能见度，同时激发人们的问题意识。
近三年，关于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成人教育研究文章

共有 ９６ 篇。 按研究内容可分为五类，分别是政策研

究、成人教育现状研究、经历和感受研究、参与学习

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批判反思性研究。
政策研究、现状研究和批判反思性研究对当前

政策和教育项目的实施成效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指
出了其中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式。 如 Ｍｏｒ⁃
ｒｉｃｅ［２］、ｆｏｒｍｅｔｉｎｔｉ 和 ｌｕｒａｓｃｈｉ［３］ 指出当前移民教育的

文化局限性，并提出更开放、灵活、多元化的移民教

育理念。 Ｓｌａｄｅ 和 Ｄｉｃｋｓｏｎ［４］进一步指出资金缺乏和

司法权威规划会导致理念先进的移民教育达不到预

期成效。 Ｗａｌｋｅｒ 和 Ｓｍｙｔｈｅ［５］ 认为取消成人基础教

育支持政策是对弱势群体的排斥和贬损，忽视了教

育的公共价值，体现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公共

政策的影响。 Ｄ'Ａｇｏｓｔｉｎｉ 和 Ｔｉｔｔｏｎ［６］ 的研究发现，在
有支持长期失业青年政策的国家中，政策并没有发

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在隐匿地推动教育私有化，放大

了不平等。 Ｇｒａｖａｎｉ 等［７］ 批判了当前政策对弱势群

体支持不足的现状，重申相关教育项目的社会价值。
一些研究发现了成人教育的社会价值，例如，

Ｔｕｃｋｅｔｔ［８］发现，学习节和成人学习周等活动既有利

于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度、促进政策完善，又能

为成人提供享受学习乐趣的条件。 Ｉñｉｇｕｅｚ⁃Ｂｅｒｒｏｚｐｅ
等［９］指出参与非正式教育有利于提升低教育水平

女性的身心健康水平、就业水平和社会参与度。 一

些研究结果挑战了人们对特定群体的认识，例如，
Ｙａｌｃｉｎ［１０］的大样本研究发现女性在教育中仍处于弱

势，许多国家男性的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受教育水

平都显著高于女性。 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ｏｖｅ 和 Ｗｅｖｅｒ［１１］发现，
相比高教育水平群体，低教育水平群体成人教育参

与度低的原因在于他们从事的工作要求和难度更

低，缺乏挑战，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少。 与前者相比，
后者往往不在调查中明确表述阻碍学习的因素。
Ｂｉｕｅｒｓｅｌｌ［１２］、Ｐｏｒｃａｒｅｌｌｉ 和 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３］对老年教育的研

究发现老年人参与教育的最大动力是保持社交。
综上可见，国外弱势群体正面临更严峻的成人

教育支持减少、社会处境恶化问题。 同时，目前国外

研究中也存在对弱势群体学习情况、学习动力和阻

碍因素了解不足问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以纠正和

更新认识。
２. 个体的成人教育经验

近三年，有 ８６ 篇文献对成人学习者的学习经

历、教育者的教学经历、成人教育经历的影响因素、
个人对成人教育的想法、学习过程以及学习对个体

的影响进行探究，其中大部分采用访谈、个案研究、
叙事研究等质性方法。 现有研究发现，成人学习者

能够在成人教育项目中获得就业能力、独立生活能

力、［１４］社会适应能力和参与能力［１５］ 以及个人精神

发展。［１６］对个体成人教育经验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成

人学习者群体内部的多样性，［１７］识别多样化的学习

缘由和动力来源，如自我反思、［１８］ 自我赋权、［１９］ 提

高自身能力以改善社区、［２０］ 促进可持续发展；［２１］ 有

利于丰富对教育开展形式的认识，除了传统的单向

传授，成人教育还可以以观察、参与、自我评估、［２２］

日常生活交流和实践［２３］ 等无意识和无组织的非正

式学习方式开展。 同时，对个体成人教育经验的研

究也有利于探索隐性的阻碍因素，如 Ｌｏｐｅｓ 等［２４］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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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社会性强、合作多的工作环境对发展职业技能、开
展工作场所学习有消极影响；有利于细化成人教育

知识，如 Ｂｒｏｎ 等［２５］ 在返乡女青年学习轨迹的研究

中，发现地区有提供学习空间的价值，并确定了四种

类型的城市和农村的学习空间，即想象学习空间、职
业学习空间、文化情感学习空间和传记式学习（Ｂ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空间。

总体而言，对个体成人教育经验的研究显示，现
有成人教育开展的形式丰富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未来还需要更多资金支持、［２６］ 个性化支持、［２７］ 便

捷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２８］及教师、家人和同伴的支

持，［２９］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注意将社会因素和个人

经历同时纳入考量。［３０］

３. 区域性成人教育实践

有关发达国家的文献可分为四类：（１）政策设

置、教育管理等宏观成人教育问题，比如瑞典成人教

育市场化［３１］、丹麦成人教育治理结构重组［３２］、葡萄

牙支持青年的终身学习政策；［３３］ （２）成人教育实践

开展现状和经验总结，比如日本 “教育支援” 现

状［３４］、澳大利亚［３５］ 和新加坡［３６］ 的成功成人教育经

验；（３）政治性成人教育，比如瑞典政党教育［３７—３８］、
美国成人政治性活动中的教育和学习；［３９—４０］ （４）职
业技能教育。 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文献则主要关注有

鲜明地域性特征的成人教育实践，比如毛利的旅游

证书项目［４１］、东帝汶扫盲教育［４２］、墨西哥社区组织

中的解放教育实践。［４３］一些文献也对发展中国家成

人教育实践开展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以及成人教育参

与者的个体经验进行了探索和分析。
根据以上分类可见，近三年国外成人教育研究

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 首先，各国学者分别对各

自国家的成人教育现状进行研究。 其次，受制于英

文期刊发表平台和读者的影响，各国学者研究的内

容也有明显差异：发达国家的研究倾向于影响当地

实践发展和推广经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更多是

对当地成人教育实践进行描述性研究，以期让边缘

化国家进入国际视野，增进人们对不同国家文化和

现状的了解。 因此，虽然在同一平台上发表，但研究

关注主题的重合度较低，各国学者也较少就有普遍

意义的成人教育根本问题进行对话。
（二）成人教育实践存在的问题

１. 反社会排斥的作用弱化

成人教育具有悠久的反社会排斥传统。 通过补

偿性教育，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

体赋权是成人教育的基本任务。 然而，在新自由主

义的影响下，成人教育领域内政策话语中的排斥性

却不断增强。［４４］其中，“成人教育和学习”被压迫性

地定义为“学会生存”，被狭隘地定位为针对“失败

的个体”和“有被社会排斥风险的群体”的职业技能

培养，从而将排斥问题个人化以分散人们对结构性

因素的注意力。［４５］ 由此，成人教育的反社会排斥功

能逐渐弱化，从要求社会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以帮

助他们通过工作融入社会的项目，转变为一种扭转

权力和义务的新型社会政策。 目前，成人教育的主

要任务就是提升就业竞争力，要求个人在面对种种

复杂问题时承担责任、明智行动、自给自足，减少对

社会安全网的依赖。 如果陷入困境，就是个人不够

努力的问题。
然而，当下社会排斥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机会

短缺而不是个人缺少教育。［４６］人们在生存压力下参

与教育既会带来消极影响，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首先，“学会生存”会影响人们对教育意义的理解，
削弱人们参与教育的内在动机，使其放弃不能在短

期内带来效益的学习机会。 其次，让教育去适应快

速变化的劳动市场功效甚微，只能获取短暂、临时性

的匹配。 从长期来看，将教育与就业市场紧密相连，
一方面无益于教育发展和生产力升级转型；另一方

面，也不能真正降低失业率和社会不平等程度，反而

会强化新自由主义对教育的影响，使学历和资格证

明进一步贬值，陷入教育消费主义的恶性循环，导致

弱势群体受到更多层面的排斥，也更难摆脱被排斥

的困境。［４７］最后，在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为盈利人

为制造就业风险的现象逐渐增多的当下，更重要的

应是让处于弱势的劳动者懂得如何捍卫工作权，而
不是被动地适应恶劣的就业环境；应该将更多的公

共投入用于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加强社会

安全网的建设，而不是增加职业培训。［４８］ 在不解决

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技能培训只能是权宜之计。
相比就业技能，受排斥的群体更需要提高批判性思

维能力。
２. 减少不平等的功能式微

改善不合理的权力关系、促进社会平等是成人

教育的主要功能。 近年来，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不断

加剧促使许多国家将成人教育置于政策的中心地

位。 这些政策虽然让成人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

治能见度和优先性，提高了人们的终身学习意识，但
实质上并没有提供巩固和提高有效参与率的指导方

针，也缺乏支持成人教育发展的配套措施。 例如，在
基础教育阶段应注重培养学习兴趣和能力，为终身

学习打基础，而不是专注于提升成绩。［４９］ 再如，国家

提供的财政、物质和人力资源支持减少，导致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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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１７ 年间成人教育参与率几乎没有变化。 而在

此情况下，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期间，只有少部分国家成人

教育资金在公共教育支出总额中的占比有所增加，在
低收入国家中成人教育资金甚至有所减少。［５０］因此，
当前政策更多的是在推进成人教育私有化，以应对

教育和社会福利短缺的问题，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

不太可能真正促进成人教育参与率的提升。［５１］

成人教育正逐渐转变为稳定复制现有不平等秩

序的方式。 首先，社会认可度不高的成人教育直接

针对弱势群体，但参与学习既不能使他们学到与市

场关联度最高的知识，又不能帮助他们找到收入较

高的工作。［５２］其次，成人教育中存在明显的马太效

应，社会结构对成人教育参与的影响远大于个人，所
导致的优势和劣势也将对老年后的参与产生叠加影

响。 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水平和资历较高的人参与

成人教育的阻碍因素更少，同时更容易得到雇主的

资助，反之，则要面对更多的参与阻碍，也更难得到

支持；受工作性质和可支配资源的影响，从事易被替

代行业的成人往往学习意愿较低，反之则较高。［５３］

老年后周围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把握教育

机会进而参与。［５４］疫情对在线教育的要求也使得人

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的资源差距问题更加

突出。［５５—５６］

３. 去殖民主义的价值存疑

受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理念的影响而将西方知

识文化传播至其他地区的现象广泛存在。 这种世界

各地广泛接受西方国际化、普遍主义知识文化的现

象与新殖民主义密切相关。［５７］ 然而，“教育”“捐助”
“帮扶”等积极手段的包装，以及广告宣传等潜移默

化地影响对国家间和民族间差异的消弭，［５８］ 正使得

识别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推进去殖民化的进程越来

越难。
基于此，近三年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成人教

育研究主要关注识别终身学习中的殖民主义倾向和

构建去殖民化教育。 例如，Ｐｒｅｔｅ 等［５９］ 提出“终身学

习”并不单纯，它首先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定义为

需要接受西方知识体系的落后者，以合法化对其进

行系统性歧视和认知论抹杀（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ｉｄｅ），通过淡

化继承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实现抹去本土性的目

的。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６０］认为，现代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是

一种教育精英和资产阶级买办掌握实际权力的新殖

民结构，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本土知识体系不能得到

世界秩序的承认，只有掌握不同于原住民认知方式

的人才能获得成功，因此，虽然体现了去殖民化的努

力，但并没有实际作用。 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真正

需要的是重振本民族的世界观、本体论和意识形态，
而不是坚持或杜绝接收和使用某种语言和文化。［６１］

因此，在成人教育中，既不能一味地推崇西方知识和

文化，也不能不加批判地将本地知识文化浪漫化，而
是要创造一个可以让本地普通人的见解被听到和协

商讨论的空间。
许多学者对发达国家以帮扶发展中国家独立发

展为目的开展的成人教育实践中隐含的殖民主义进

行了批判性分析。 例如，Ｚａｒｅｓｔｋｙ［６２］ 认为西方非政

府组织（ＮＧＯ）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受出资者意向

影响，无论初衷如何，当前许多非政府组织都面临未

能尊重发展中国家文化和价值观、未将发展中国家

视为平等合作伙伴的问题。 Ａｉｋｍａｎ 等［６３］ 认为，土
著教育项目在名称上就带着歧视和将该群体弱势化

的问题，同时也利用教育课程占据了青年向长辈学

习生存技能的时间和机会。 Ｇｒｏｔｌüｓｃｈｅｎ 等［６４］ 指出，
将读写和计算能力置于成人教育评估中心是一种维

持发达国家权力、贬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殖民主义

行为，体现出科学霸权话语在全球教育评估领域中

的扩张。
（三）成人教育未来的发展取向

１. 以提升危机应对力为发展重点

成人教育在应对危机事件中的巨大作用近年受

到较多关注。 人类社会正面临经济发展减速、全球

气候变暖、疾病盛行、社会不平等加剧、就业质量下

降、就业机会被自动化和数字化取代等多方面的危

机和挑战。 然而，现有正式教育体系很难及时更新

内容来帮助学习者为新兴的危机和灾难做好准备，
成人教育则可以通过提供灵活且针对性、实用性较

强的教育项目来弥补这一空缺。［６５］ 对于个人而言，
成人教育既是提升危机应对意识和抗风险能力以适

应当下环境的重要工具，又能够引导自身就现实问

题作出批判性反思，以行动促进社会改善；对于社会

而言，成人教育是基层治理的途径，是纠正人为异常

现象的干预方式，也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和技术所造

成的破坏的回应。［６６］将危机应对作为成人教育未来

发展的重点，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成人教育重

要性的认识，进而重获政策支持和发展；另一方面，
有利于引导成人教育领域研究向“危机教育”方向

聚焦，形成学术对话。
许多学者对如何组织以危机应对为目的的成人

教育进行了研究。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等［６７］ 对“危机的批

判性教学法”作出设想，指出可以通过观看科幻小

说、影视作品的方式提升人们的想象力和批判性思

维能力；通过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鼓励人们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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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社会和历史联系在一起，启发人们质疑自己习

以为常的事情，促进转化学习的发生。 使人们能够

超越现实对想象力的束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未

来社会发展进行设想。［６８］ 危机和不平等会助长恐

惧、不信任、仇恨和冷漠情绪的蔓延，破坏社会团结

和集体主义，使人退回到孤立中。［６９］ 对此，Ｈｏｌｓｔ［７０］

以智利的经验说明未来成人教育应基于集体主义和

参与式路线组织课程和教学，以改善社会中人际关

系割裂的状况。
在危机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受到巨大的

冲击，需要社会支持，但他们的政治参与却因资源短

缺受到抑制，而精英则能够将其资源转化为 “声

音”，得到更多资源，获得更多支持，进而加剧了不

平等。 Ｐｅｔｒｉｅ［７１］对此提出弱势边缘群体的“声音”不
应该被忽视，应通过成人教育创造参与空间，让人们

在沟通中重新定位自己的立场，从而避免走向极端。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Ｂａｒｓｃ 等［７２］进一步指出，成人教育应该为

不同群体平等地开展伙伴关系对话提供机会，因为

社会转型和可持续性发展都需要处在不同环境和不

同权力地位中的人积极参与。 在跨圈层的交流中，
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Ｆｉｔｚｍｏｎｓ［７３］ 对目前主流的“学
习应该是和谐的”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成人教

育应该多元化的观点，鼓励课堂交流，使教师和学生

在有对立和冲突的对话中直面自己认知的局限性。
然而，Ｋｌｏｕｂｅｒｔ 等［７４］认为，虽然对话应是成人教育的

重心，但现有的课程往往内容密度过高，不能做到以

学习者为中心及让每个学习者参与讨论，也不鼓励

观点冲突和讨论的开展，所以，在实践中实施对话教

育非常困难。
２. 以拓宽实践可能性为发展途径

现有成人教育受制于经济导向和人力资本理论

的束缚，主要关注基本技能学习和应对未来学习的

问题。 各类教育项目借助“面向未来的能力和素

养”这一概念，将由雇主参与选择的知识和技能合

法化，使商业精英所拥护的价值成为人们必然的选

择。［７５］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成人教育目的窄化为“满
足业界需求”，成人教育发展被问责制、可量化性等

现代管理理念限制，教育工作者自主性下降，成人教

育发展的可能性大大缩小。 然而，服务经济发展是

职业教育的任务，成人教育是赋予生活意义的教育，
所面临的是更深层、更宏大的问题，即工作对人们的

生活有何意义、如何促进社会的民主和解放。［７６］

当下成人教育政策中也出现了从机械性假设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转向活力论假设（Ｖｉｔ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强调通过增长知

识、技能来提高生产效率以提升收入，转变为要释放

天赋，提高创造力和成就感，［７７］ 或是调节关系和情

绪、调整思维方式、提升福祉。 表面上这是人文价值

的回归，但实际则是“形而上学资本主义（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的表现，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中，盈
利的能力来自于作为“新商品（Ｎｅｏ⁃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的
愿景型事物或虚拟事物。［７８］成人学习者在参与终身

学习时，其实是在生产和消费一种“可能”。①因此，
这种变化依然没有摆脱经济至上思维的限制。

综合性更强的 “全人生学习 （ Ｌｉｆｅｗｉｄｅ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理 论 模 式 是 拓 宽 实 践 可 能 性 的 一 种 途

径。［７９—８０］“全人生学习”由德国学者 Ｊｏｓｔ Ｒｅｉｓｃｈｍａｎｎ
于 １９８６ 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他认为，成人学习和终

身学习只包含了有意识的学习，缺少对无意识学习、
隐性学习、意外学习的关注，因此可以用全人生学习

来囊括这个更广阔的视角。［８１］ 同时，成人教育之所

以被称为成人教育，是因为关注成熟的人的生活，而
不是因为对象是成年人。 因此，仅包含侧重于获取

基本技能和信息、服务就业的终身学习是不够的，还
应该包含帮助人们在生活中适应新环境、维护家庭

生活等核心问题的全人生学习。［８２］

开展艺术教育是丰富成人教育形式和内容且使

成人教育超越经济理性限制的另一途径。 流畅、愉
悦的想象是可能的结果，但不是必然实现的目

标。［８３］引入“无用”的艺术有利于成人教育摆脱对实

用价值的追求，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在新自

由主义影响下，人们正逐渐丧失想象另一种生活的

能力及表达的欲望和途径。 作为应对，未来成人教

育的主要任务应该由传授预设课程转变为强化集体

凝聚力、激活集体想象力，鼓励人成为历史参与者。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艺术教育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理

想途径。 例如，Ｈａｒｍａｎ 等［８４］ 发现，音乐教育有利于

提高和丰富人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有促进职业成

功的潜在价值。 Ｂｉｓｈｏｐ 等［８５］ 指出，戏剧能够通过让

人更充分地想象和感觉，创造转化学习的环境。
Ｄｉｃｋｓｏｎ［８６］发现，以社区和艺术为基础的成人学习，
可以增加被排斥和被压迫者的参与，并为他们的自

我表达提供渠道。 Ｂａｌｙａｓｎｉｋｏｖａ 等［８７］ 认为，社区中

进行戏剧演出、讲故事和合作作画等艺术活动，一方

面能够为弱势群体赋权并激发他们作出转变，另一

方面，能够促进集体合作，为边缘群体提供建立社会

关系的机会。 Ａｌｍｑｖｉｓｔ［８８］ 提出，舞蹈能够帮助学习

者学会了解自我、他人和世界，进而保持或改变自我。
３.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目标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本就处于劣势的群体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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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孤立和边缘化，破坏全球的可持续性发展。［８９］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２０３０ 年全球教育议

程》（Ｇｌｏｂ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３０ Ａｇｅｎｄａ）和《改变我们的

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２０３０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虽然对减少世界贫困所有助益，但并不能缩小强弱

群体之间的差距，真正促进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
这些议程并没有质疑或试图改变造成发展机会不平

等的权力关系，因此更多是在复制现状，而不是提供

一种新的愿景；关注得更多的是底层群体，而不是强

弱之间的差异。［９０］ 实践已经证明，通过教育培训促

进社会平等的措施基本无效，甚至有反作用。 因为

这一方面会导致失业问题被归咎于个人不努力，另
一方面，会使成人教育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失衡。
越多人参与，教育的交换价值就越低，最终所有人都

要参与到无尽的学习和资历堆积中，使成人教育从

支持弱势群体的措施变成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各类

利益相关者名利双收的商业机会。［９１］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成人教育必须以满足参

与者的需求和利益为中心，旨在充分发挥人的潜力：
首先，应将成人教育的内容从商业精英希望具备的

知识和技能转变为能够满足个人、社区和社会在精

神发展、环境保护、政治进步、社会改善中所需要的

知识和技能。［９２］其次，应完善成人教育评价体系，改
变当下评价体系紧密关注技术使用、技能掌握情况

的现象。［９３］再次，政府应增加对成人教育的公共投

入和具体可行的政策支持，［９４］审慎对待成人教育个

人化、私有化、市场化的转型，保障最基本的受教育

权。 最后，应将“梦想的能力”纳入成人教育的一部

分，以对抗资本主义剥削对其他可能性的拒绝。 目

前，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不断建设一个高度复

杂的世界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人们正逐渐变得悲观

和无望，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极端主

义。［９５］“梦想”能够给人以希望和勇气，鼓励学习者

在并不乐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活跃的状态。［９６］

　 　 三、讨论与反思

近三年，国外学者通过以质性方法为主的实证

研究和批判性思辨研究对成人教育实践发展的现状

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指出实践中主要存在反社会排

斥的作用弱化、减少不平等的功能式微、去殖民主义

的价值存疑等问题，并提出未来应将提升危机应对

力作为发展重点，以拓宽实践可能性作为发展途径，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目标，来满足人和社会

的需要，更好地促进成人教育的发展。

（一）国外成人教育研究趋势

１.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聚焦社会公平

新自由主义兴起四十年来，对社会发展最具破

坏性的影响就是加剧了两极分化、扩大了社会不平

等以及将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归于个人，导致不同境

遇的群体之间共情缺失，社会凝聚力降低，弱势群体

逐渐被边缘化。 这种现状对以支持弱势群体社会融

合为主要目的的成人教育提出重大挑战。 近年来，
许多研究以弱势群体成人教育为主题，深入成人学

习者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挖掘其参与成人教育

的动机、体验、感受、喜好和需求。 同时，深度分析弱

势群体的成人教育现状，指出现有教育的不足之处

和局限性，并据此提出了未来改进方向。 弱势群体

成人教育中许多问题犹待进一步探究，如时间和资

源匮乏，社会排斥等阻碍因素缺少妥善、可行的解决

措施，等等。 现有成人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了弱势群体的发展，但依然缺乏适切性，也不足以弥

补社会因素导致的群体间差异。 同时，还要面临资

金支持不增反减等诸多问题。 由此可见，未来成人

教育应继续关注弱势群体发展，寻找更切实可行的

针对性措施。
２. 警惕“看似合理的现象”，坚持批判反思

占优势地位的阶级将符合自身利益的预设信息

注入语言体系中，通过潜移默化地影响使用者的思

想和行为方式，使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逐步成为所

有成员认可的常识、让某种意识形态合法化的现象

就是“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自然化”，是新自由主义影

响各国政策制定和实践发展的主要途径。 在此背景

下，保持对“看似合理的现象”的审视、对政策和宣

传话语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对现实的反思必不可少。
近年来，国外成人教育研究对现实不断剖析，有利于

帮助更多人清晰地认识到不断接受教育培训和学习

某些事物并不是所有人的必须。 为获得“进步”“发
展”，促进社会公平，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出台了针

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政策和教育干预项目，这些措施

看似积极有益，实则不仅不能达到应有目的，还会加

剧社会分化、不公平，使弱势群体在深陷物质生活困

境的同时面临社会排斥、否认等精神压力。 对现状

进行超越单一视角和表象的判断，有利于后续研究

突破路径依赖，重新思考成人教育的未来。
（二）现有研究中的不足

１. 偏重实证研究，理论研讨不足

当前，国外成人教育中存在研究方法以实证为

主、理论研究数量占比显著低于实证研究的现象。
注重实证收集有利于成人教育研究更加贴合实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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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和参与者的真实需求，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和

片面判断对结果的影响，为成人教育的具体问题提

供针对性建议和已有的成功经验。 偏重实证一方面

会使研究者的关注点分散在各自周边的实践中，无
法就成人教育中的根本问题展开深入的学理性探

讨，导致成人教育研究的区域化、碎片化，研究间的

重合度降低。 另一方面会导致理论创新和理论深化

的进程缓慢，制约成人教育学科的高水平发展。 理

论基础薄弱本就是成人教育学的突出特征，因此，未
来应对成人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更多深度研讨，
以补足学科的理论短板。

２. 偏重质性方法，量化研究较少

在量化研究蓬勃发展为最主要研究范式的今

天，成人教育成为少数以质性研究范式为主导的教

育领域。 《描绘成人教育和学习研究领域的轮廓》
一书中，许多学者指出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国外成

人教育领域就出现了质性研究数量急剧增长的趋

势。［９７］当下，虽然混合方法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数量

有所增加，但质性研究数量依然占比更大。 究其原

因，首先，因为成人学习者的动机、需要和想法是成

人教育最主要的因素，相较于量化研究，成人教育发

展更需要用质性研究洞察成人参与的原因、参与过

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如何应对、需要何种支持，这样才

能让教育项目更适应成人需求。 其次，因为成人教

育学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传统，许多学者对计量、科
学化等现象持审慎批判的态度。 最后，因为数据收

集需要大量经费，而成人教育的资源吸引能力有限，
无力开展。 然而，量化研究在学科知识发展中也是

不可或缺的。 目前，成人教育领域存在研究碎片化、
缺少对话的问题。 相较于质性研究，量化研究者通

常会引用更多文献，也更常做后续研究，采用量化方

法更有利于在学者之间形成对话，加强研究之间的

关联性。［９８］因此，未来应注重增加量化方法在成人

教育研究中的使用。

【注释】
①此处“可能”指目前还不存在、但需要被创造的事物，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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