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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驱动与结构重塑:服务社区现代化的
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闫树涛,刘睿声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摘 要: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发展面临结构上体系松散,功能上与社区治理脱嵌,成效上居民满意度有待

提高等多重困境,应重新审视社区教育体系在结构上能否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抑或在功能上是否存在

缺位现象。由此,基于典型的城市社区案例探索构建服务社区现代化为旨归的社区教育体系。其中,现代化

理念的引领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服务社区现代化的社区教育体系构建提供了逻辑起点与分析框架。面向

社区现代化的功能驱动是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的深层动因,包括提升社区教育服务供给的适应功能,实现人的

完满发展的目标达成功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整合功能以及繁荣社区教育精神文明的模式维持功能。政

策保障体系、内容价值体系、资源共享体系以及协同治理体系结构的重塑成为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的行动方略。

关键词:社区现代化;社区教育体系;AGIL模型;结构;功能

中图分类号:G7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6471(2024)03 0044 10

doi:10.13983/j.cnki.jaechu.2024.03.007

收稿日期:2024 01 15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服务社区现代化的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研究”(编号:HB22JY004)

作者简介:闫树涛(1972- ),男,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教育与社会发展战略。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

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社区下移,基层公共服务

能力亟待增强,社区现代化逐渐被提上议事日

程。作为一项涉及甚广的动态系统性工程,社区

现代化建设需要吸纳社区乃至社会中不同领域

主体的参与协作。其中,社区教育凭借其在满足

终身学习需求、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等

方面所具有的深刻意蕴,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与

现代化建设的契合点与突破口。《中国教育现代

化2035》高屋建瓴地指出,“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

给”和“使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是“建成服务

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关键举措。在

新的社会变革中,社区教育体系的革新完善是我

国社会转型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重要课

题,研究者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此,以期强化现

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与环境建构。在内涵特征与

指导理念方面,我国社区教育体系是指为达到社

区教育目标,社区教育要素按一定的结构所构成

的动态统一体,兼具集合性、相关性、目的性、统

一性和关联互动性,[1]存在并受制于外部社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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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2]终身教育思潮、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最先

为建立新型社区教育体系提供理念遵循与目标

愿景,以多元融合、协同发展、参与联动等为特征

的治理思想近年来亦被广泛应用到社区教育的

发展之中。[3]在作用边界方面,社区教育体系是

多序列 多 层 次 的,具 有 立 体 化 的 服 务 功 能 定

位,[4]既以学历教育和生涯准备为主要办学职

能,[5]也开展以企业单位为主的岗位培训和教育

活动,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和解决社会问题,[6]

又将社区公共教育资源推展延伸到各区域所有

居民,使人的整全性日臻完善,即引导社区成员

唤醒生命自觉,形塑富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理想

人格。在这个意义上,社区教育体系突破了传统

教育的狭隘桎梏,拓展了时空场域。相较于日本

公民馆、瑞典学习圈和丹麦民众教育等“自下而

上”的社会主动型社区教育模式,我国社区教育

的发展以“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为主,[7]通过

开放学校资源、构建信息化支撑、[8]探索建立教

育共同体管理机制等外部保障扩展社会服务功

能,[9]抑或是从内在提升角度建立专业化、职业

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构建动态化的课程教学

机制。

综上所述,尽管学界在社区教育体系构建上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笔者旨

在现有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

是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国社

区建设困境逐渐凸显,距离现代化社区标准还有

差距。秉持现代化理念,从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的

角度,探索我国典型城市社区教育的发展经验,

以期能够对社区现代化与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的

联系作深入分析和解释。二是面对当前社会变

革转型带来的新形势和新特征,打造社区现代化

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性工作。但是,除了治理所强调的多元主体协同

以外,如何通过秉持现代化理念达到社区文化氛

围建设、社区成员的自我发展等社区现代化建设

指标仍是一项重要命题。

  二、引领与耦合: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的逻辑

起点

  (一)现代化理念发挥引领作用

肇始于20世纪末的信息技术革命与科学知

识普及,致使世界科技迅速发展,涉及人类生活

的方方面面。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

标志,“现代化”这一术语由来已久。萨缪尔·亨

廷顿强调用发展的视角理解现代化的内涵,认为

现代化的标准伴随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涌现而不

断演进,且取决于社会相对发展水平。[10]工业革

命后,社会转变所引发的剧烈变革,即为所谓的

“现代化”过程。有学者基于对知识经济的理解

与认识,提出当前的现代化是指从工业社会向知

识社会转变的动态过程,经济的绿色化和全球

化、管理的网格化和柔性化、学习的终身化和数

字化等特征已显端倪。[11]也就是说,现代化逐渐

被广泛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

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共性。在现代

化的推动下,原本同质单一性的组织系统受到内

外力量的夹击而开始转型,在生产生活、治理模

式、公共服务等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革新,表现

为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的融合,个体行动与制度

结构的联系,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协同

治理。以英格尔斯为代表的学者注重从社会人

文的角度阐释现代化的本质内涵,认为现代性是

人的现代化的基本属性,[12]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

在社区中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并理性

地执行程序决策。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中

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中,“人”被摆在突出地位,

生动地刻画与表征了现代化的事实、规律和原

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下位概念和重要构成,

社区现代化实则包含了比现代化更具体的标准

和更鲜明的要义。通过近年来我国社区建设相

关政策的表述也不难发现,社区现代化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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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义,即社区教育、社区治理、知识经济、国家创

新体系等概念所组成的集合体。

(二)社区现代化与社区教育体系的耦合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出台,

标志着我国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了用现

代化观照教育事业建设的命题。社区现代化的

标准包括多元的社区治理、智慧的社区服务以及

人的全面发展等,而社区教育体系作为学习型社

会的基础与提升国民素质的阵地,是教育现代化

的中坚力量。倘若没有社区教育现代化,就谈不

上实现社区现代化愿景。“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

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13]根据系统

论原理,社区现代化与社区教育体系的耦合是指

双方在要素、结构和功能上所发生的联系,虽然

二者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在影响范围、禀

赋职能与类属等方面有差别,但存在相互依赖、

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是结构耦合。作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

航向标,《教育2030行动框架》将教育使命扩大

至全纳、公平和全面的终身学习,鼓励世界各国

将终身学习充分嵌入到教育系统之中并渗透到

各个层级。[14]社区现代化是一种旨在适应现代社

会、经济和科技需求的发展理念,具备创造力和

创新精神的人才是其核心目标之一。社区现代

化受众涵盖各个年龄段的人群,能够发挥在类

型、层次和专业等方面的结构优势促进社区发

展。例如,受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我国

区域现代化发展并不平衡,国家鼓励各个地区各

按步伐、各展所长、各具特色。我国建立的社区

教育试验区充分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要求,在

思想理念、制度体系、实践方式、内容方法等方面

不断发展、创新、完善,科学把握全国和区域教育

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范畴涵盖

国家、社会、民生、文化等多个领域,建设成效也

为社区教育提供反馈,催生社区教育为满足社区

成员的多元化终身学习需要提供多样化的教育

内容,涵盖职业教育、休闲教育、学历教育等。

二是功能耦合。社区现代化与社区教育体

系的互动不仅优化社区教育功能中应然层面的

价值引领,还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社区教

育主动作为的必然趋势。一方面,社区教育从组

织、群体、个体、社会层面主动融入社区现代化,

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事务管理与共治,回应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社区现代化

拓展和丰富了社区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创新了社

区教育发展模式,形成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生

态,进而使社区教育更加契合国家、社会、经济的

发展,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使人成为实现社

区现代化的主体以及社区现代化锻造和塑造的

客体。此外,社区教育的类型定位与属性特征符

合社区现代化的需求。大量的技术与资金合理

分配给社区教育体系,涵盖社区教育各形态要

素,如基础设施、理念目标、课程内容、方法手段、

师资队伍及治理等,与社区现代化中的社会资

源、人力资本和市场等要素结合起来,通过合理

配置,使双方的优势资源要素能够得到充分利

用,有助于实现社区教育的大教育性,即“教育的

社会化”与“社会的教育化”的统一。[15]

  三、结构与功能: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的分析

框架

  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发展面临结构上体系松

散、规范性差,功能上与社区治理脱嵌,成效上居

民满意度有待提高等多重困境,[16]在知识和技术

快速更迭的时代背景下,应重新审视社区教育体

系在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助力基层社区治理、培

育塑造公民精神等维度上所发挥的作用,即社区

教育体系在结构上能否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要

求,抑或在功能上是否存在缺位现象。这就需要

从理论上构建概念、结构和层次更为清晰、更具

说服力的分析框架。结构功能主义是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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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

上建构起的一整套以结构功能分析为特征的社

会理论,为透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该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

系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项子系统分别对应

适应(Adaption)、目的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

(Integration)、模 式 维 持 (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四项基本功能,即AGIL模型,其中

“结构对功能需求的满足”是维持社会系统稳定

的基础。[17]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于分析社区现代化视

域下的社区教育体系功能缺位具有较好的适切

性和解释力。从该理论所阐释的“结构-功能”

关系来看,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社区内部

系统结构和关系在现代化视域下不断优化,社区

教育体系在构建过程中也应当具有崭新的目标

定位、组织规范和组织文化。当前,社区教育体

系所表征的一系列问题在实质上均源于结构失

范导致的功能失调,难以满足社区现代化的需

要。结构功能主义视“寻求社会系统结构安排与

功能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为首要任务,从而以

结构的重塑推进功能的跃迁,助力突破社区教育

困境、复归社区教育功能、维持社会系统整体均

衡。[18]这一运作过程符合 AGIL模型的底层逻

辑。因此,结构功能主义对于在典型城市社区的

实践经验中,清晰刻画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的“功

能驱动-结构重塑”路径大有裨益。

  四、功能驱动: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的深层

动因

  (一)适应功能:提升社区教育服务供给

“适应”功能是指社会系统从环境中获取所

需要的足够资源并在系统内进行配置,与组织理

论所强调的“每个组织都存在于特定的物理、技

术、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并要与之相适应”这一观

点高度契合。[19]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的核心在于通

过“社区现代化”这一轴心开展组织整合与资源

分配,引领扩大社区服务资源有效供给,满足社

区成员的多元需求。当然,社区结构变革对社区

教育功能的塑造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并非仅仅停

留在教育教学层面,而是将学习场景与社区成员

的发展需求同生活方式深度融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所强调的“学习型城市要促进绿色和健

康、公平和包容、体面的就业与创业三大领域的

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我国社区现代化下的大教育

体制中得到体现,这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形

态,即从基础工程建设跃迁到具有高标准内涵和

高水平学习支持服务的新阶段。

第一,社区的单元性、群体性与关联性体现

了开展环境教育的潜在优势,但囿于教育资源、

社区管理、教育模式等不成熟,我国的环境教育

并未实质性地融入社区教育体系之中,未能适应

公众对于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与日俱增的

现状。近年来,国内出现了相对健全的环境教育

模式和运行体系样本。如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找准定位、建立平台、开展活动、因势

利导、培训队伍”环境教育模式。福建武夷山等

联合实施的“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自然保护

区管理项目”,将人民生计与社区的概念融入自

然保护地发展当中。[20]第二,随着示范区、实验区

以及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等建设的不断推进,数

字化资源与需求的适应匹配不足,优化学习体验

的技术支持能力不强,支持大数据管理的协同机

制不畅等弊端逐渐展露,[21]显然与巨大人口规模

条件下高质量开展社区教育不相适应。上海市

教委适时提出,“上海终身教育系统公共平台”的

实施计划和“社区信息苑”建设,[22]提高在线资源

服务社区学习者的精准性,优化在线学习的环境

和体验,形成了以“上海学习网”和各区终身学习

网站相呼应的数字化学习平台集群,为弥合资源

鸿沟、实现扩大供给带来无限可能。第三,社区

现代化呼唤学习成果的认证和认可。建立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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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沟通各级各类教育的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是终

身教育实践发展的客观需求。长春社区教育打

造具有记载功能的社区居民电子学习档案,探索

社区教育学分银行,录入课程学习全过程,将非

正规学习、非正式学习成果的存储和转换制度先

试先行。

(二)目标达成功能:实现人的完满发展

“目标达成”功能是指在系统内部建立秩序

等级,调动系统资源以达成目标。作为以居住关

系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场域,社区是具有空间边

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各空间结构在社区内发挥

各自的功能,形成循环和互动。[23]社区教育在实

践中不断延伸内涵要义,从满足多样化社区群体

的教育需求,到服务社区建设,再到服务国家战

略发展,形塑了多层次价值体系。在《中国教育

现代化2035》出台后,社区教育除了要适应现代

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关键还要实现价值增能,彰

显时代生命力的内在所需。这一背景下,人的现

代化过程是从社会化发展日益走向人自身发展

的过程,教育过程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彰显个体生

命的完满性。当前,社区教育的类型呈现出多样

化态势,社区教育体系需确立多维度的发展目

标,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精神发育和价值意义。

首先,现代化促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

化,社区成为新型人际结合空间和公共利益集

群。学习共同体的价值功能是打造个性化需求

的全新学习场域,是“构建以民众生活为基础的

社会共同体,让人民在其中得以自由全面发展”

的理性选择。[24]然而,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学习

共同体在机制、资源等方面仍存一些短板。上海

市杨浦区“i-数码实验室”可视为对推进大数据

时代社区学习共同体平台建构的一种尝试,平台

的交互性和情境性将无线网络与现实时空无缝

融合,给人们提供了充分自由的空间和切实有效

的服务。[25]其次,社区劳动教育的发展与社区教

育的社会功能成正比,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校外教

育“拾遗补缺”定位的习惯性接纳,导致传统劳动

教育模式内部结构僵化,与社区建设需求之间的

裂隙日益扩大。劳动教育应该凭借其在育人方

面的地位和价值,针对人们与社区间的互动关系

展开结构性干预,在重塑劳动观念、劳动力规模

结构、规避惰性社会等方面发挥功能作用。最

后,“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人的需求”等话语的

勃兴也表明社区教育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等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尤其是当今社区教育

实践裹挟着情感关怀、精神慰藉等因素融入现代

社区服务中,导致社区教育的专业性和主体性尚

不明晰。人文关怀是充分实现社区和谐、促进社

区公平、推动社区融合的关键因素,而有关社区

制度的欠缺及行政化束缚则极有可能导致社区

人文关怀的式微。[26]社区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求

人文关怀理念嵌入到社区教育体系中,以此提升

社区制度建设的弹性与灵活性。

(三)整合功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整合”功能是指行动者积极合作并有效保

持相互关系,使各部分协调一致。随着我国基层

管理体制由“单位制”向“社区制”渐进转化,城市

社区成为影响社区多元治理功能发挥的“最后一

公里”。

近几年,诸多鲜活范例揭示了协同场域对明

确各责任主体权责关系、强化社区治理服务效能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蕴含着“结构-功能”模式的

变革。一是推动社区居民主体性与能动性的提

升。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人员结构的复杂性与社

会规范的碎片化,导致褪去“单位”外衣的社区居

民“个体化”“原子化”现象愈发严重。社区居民

只有自主融入治理结构,才能通过角色定位和功

能调整实现社区服务优化的目标。社区教育必

须着重发挥居民的自主参与力,依靠居民自治的

团队来开展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教育向纵深发

展。新鸿社区开展“邻里守望·智慧新鸿”的社

区微治理实践活动,新鸿社区通过大力发展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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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搭建居民自治平台、开发社区治理服

务信息化系统等措施完善自治组织体系,将社区

服务与治理最大限度地向“户”与“个体”延伸。

二是加大数字化治理的技术赋能与社会互动。

技术赋能打通了传统的治理单元和治理对象在

实际运行中信息不对称的阻隔,使社区治理模式

既提供精准化服务,又能提升公平正义等公共价

值。当前,阻碍社区教育治理功能实现的“数字

鸿沟”困境倒逼社区教育治理结构的调适性变

革。为了解决“智能高效治理目的与群体数字鸿

沟现实的南辕北辙”,[27]需要有效调动各治理要

素之间的关系,推动社区治理主体间要素的交互

与重组,形成一种较高程度的“功能性”整合。数

字技术搭建起协同沟通平台,如上海长宁区“i-

服饰”社区学习组织就是以混合式教学模式“线

上+线下”为特征的社区教育实践。[28]三是防范

化解矛盾与风险的能力有所加强。社区治理关

系党的执政基础,接应社区政治功能的原则导

向,满足人民群众在面对公共危机时的社会治理

需求,其背后都是社区的组织结构和基础性能力

在发挥作用。城市社区人口具有高度聚集性和

流动性,应基于群体特征和共同诉求,探寻社区

教育主体的最优利益相关点。例如,为了将政

府、社会组织、市场、公民等主体有效地组织起

来,普陀区“桃浦基础教育协同发展联合体”通过

定位、认同、参与、协商、互动等集体选择行动,形

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参与教育公共事务管理,

共同承担相应责任,有效化解联合体内各类矛

盾,[29]将矛盾纠纷点和利益冲突点消弭在基层。

(四)模式维持功能:繁荣社区教育精神文明

“模式维持”功能是指有能力维持原有模式,

彰显文化和价值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并使其在社

会系统内制度化,对于模式维持的影响因素,帕

森斯并未将目光聚焦在系统结构和运作机制上,

而是着重描绘理念、价值等隐性因素的力量。正

如叶忠海先生所指出的,社区是由聚居在特定地

域内,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特质以及心

理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生产共同体。[30]社

区优秀文化奠定了社区教育系统的伦理性根基,

逐渐内化为大众自觉遵守的道德律令与行为准

则,有助于人格形成和价值观塑造等社区教育育

人功能的有效发挥。

但是,这种以发挥文化功能为重心的社区教

育服务存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相互割裂

的问题,阻碍了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

全局中的同频共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

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教育体系。如定位为休闲

旅游的杭州下城区,其社区教育则竭力提升社区

居民生活品质,集中资源打造生态宜居环境,而

具有得天独厚资源型矿业的克拉玛依市独山子

区,则致力于创建城市功能完备,经济、产业多

元,软、硬环境优良,文化特色突出的终身学习型

城区。[31]南通市围绕张謇的社会教育传承,开展

了“非遗进社区”“科普进社区”“全民阅读进社

区”“名人名师工作室进社区”等诸多特色活动,

不断丰富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2]此外,社

区文化构建可以为现代居民提供一个情感寄托、

达成地方性共识的包容性空间和平台,是克服居

民参与度低、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居民归属感

的有效途径。例如,上海市闵行康城社区的“田

园模式”,就是充分利用“文化与心理层面的转

变”,可以让民众更为容易接受安全社区理念,进

一步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33]武汉市百步亭社区

一方面深入挖掘本地区的文化精髓,将现代文化

元素融入社区文化建设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

化品牌。另一方面以特定意象的形式唤醒社区

居民的共同情感,将社区建设成血缘、地缘和精

神共同体,[34]形成社区居民共同意志。杭州市武

林街道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表明,社区

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各种形式邻里互动活动的开

展,有赖于志愿者团队、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培训

和管理,有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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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方式有助于培育社区居民的文化自信,

从而共建共享家园。由此可见,社区教育只有与

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才能从积淀丰厚的文化实

践土壤中汲取营养,从而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引领下更好地履行“模式维持”功能,提升社区现

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程度。

  五、结构重塑:社区教育体系构建的行动

方略

  (一)政策保障体系

构建面向社区现代化的社区教育体系,既需

要宏观政策调控,也需要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首先,确保社区教育体系构建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建立全国性的社区教育法规及实施机构,明

确教育管理主体的责权划分,保障社区居民终身

学习的权益。其次,不断拓展经费来源渠道,为

社区教育体系构建夯实物质基础。坚持采用公

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经费筹措方式,完善相关

利益分配制度。再次,建立健全评价激励机制。

评价指标的设计既要充分体现综合性和全面性,

又要易于量化操作。将社区成员参与度、满意度

和社区认可度等内容作为考核评价指标,评价主

体和评价方式要凸显多元化,坚持自评和他评相

结合,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可信。最后,并蓄政

策引领与自主创新。优化生涯与技术教育举措,

建设高质量贯通课程,使普职融通教育进一步延

伸。在普及度、教育方式、实践操作等方面建立

统一标准,形成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生态。

(二)内容价值体系

社区教育不仅作为创业教育、环境教育等教

育类型的延展,还为充分开发利用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资源、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提

供实践平台和智力支持。一方面,社区教育体系

中的课程内容设置和组织形式变革要向区域文

化教育、健康生活教育延伸,积极开展体验式活

动,如社会调研、知识讲座等,不断丰富社区教育

理论,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社区教育体系。另一方

面,厚植教育性与公众性。“价值”成为我国社区

教育发展的关键议题,其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经

济结构转型、公众精神需求的全方位融入,集中

反映了公众的教育意愿、教育要求和教育思想。

社区教育应该在关注居民诉求、服务民生关切中

体现多元的价值取向,聚焦社会普遍高度关注的

话题,确定利于彼此交流的教学方式。挖掘社区

文化特质、人文遗存和历史记忆,培育和凝聚社

区教育精神,增进居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集成

创新有着时代特色的社区文化。

(三)资源共享体系

构建社区教育体系需要丰厚的公共资源作

支撑。资源共享体系对于丰富社区教育发展形

态、满足居民多元化学习需求、促进各类资源形

成聚合效应具有现实意义。首先是坚持以需求

为导向扩大公共资源供给,打破教育资源的地域

限制,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服务。建立社区教育

资源资料库,加快高校、图书馆、实验室等实行资

源共享,促使既有公共教育资源使用率的提升。

其次是扩建或新建一批社区教育设施,例如,建

立小型社区文化站、图书馆、学习阅览室等,拓展

与补充社区教育课程门类,积极打造精品和特色

课程。最后,从资源与需求的匹配出发,社区数

字化转型、社区可持续发展理念、创新创业举措

的有效落地,取决于是否走出传统单主导的供给

方式局限,是否充分运用新的技术产品或服务为

社区教育赋能,是否完善以大数据管理和应用为

主的社区教育生态建设,是否充分反映出社区教

育的均衡性、公平性。

(四)协同治理体系

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为社区教育体系

构建提供了服务载体,是融入社区现代化的独特

途径。协同治理理念坚持从主体参与方面着手,

集聚党组织、服务型社会组织、居民群体以及企

业团体等治理主体共同服务于社区教育体系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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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畅通各治理主体在服务方式和治理手段等方

面的交流沟通渠道,打造共同价值目标。社区治

理中多元主体角色行使着各自的功能。同时,多

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建立了一种紧密相连、

交相融合的互动关系,使得原本分散的力量得以

汇聚。在互动的过程中,共同的价值体系使其自

主有序参与社区治理。作为持续投入高质量发

展的“增量元素”,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社会性、

公益性和专业属性,可以鼓励动员群体自发组织

系列民间活动。同时,应建立一套完整的组织机

构体系和机构服务网络,构建社区教育多元化支

持服务模式,充分依托行业、企业自身专项资源

和组织支持体系等优势,促进社区各主体工作的

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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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DriveandStructureReconstruction:

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ofCommunity
EducationSystemServingCommunityModernization

YANShu tao,LIURui sheng
(CollegeofEducation,HebeiUniversity,BaodingHebei071002,China)

Abstract:Atpresent,thedevelopmentofcommunityeducationinourcountryfacesmultiple

dilemmas,suchastheloosesysteminstructure,thedisconnectionwithcommunitygovernancein

function,andtheresidents’satisfactionineffect.Weshouldre examinewhetherthecommunityed-

ucationsystemcanmeettherequirementsofChinese stylemodernizationinstructure,orwhether

thereisalackoffunction.Therefore,basedontypicalurbancommunitycases,weexplorethecon-

structionofcommunityeducationsystemforthepurposeofservingcommunity modernization.

Amongthem,theguidanceofmodernizationconceptandthetheoryofstructuralfunctionalism

providealogicalstartingpointandanalyticalframeworkfortheconstructionofcommunityeducation

systemservingcommunitymodernization.Thefunctionaldriveforcommunitymodernizationi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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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motivationfortheconstructionofcommunityeducationsystem,includingtheadaptivefunction

ofimprovingthesupplyofcommunityeducationservices,thegoalofachievingthecomplete

developmentofpeople,theintegrationfunctionofmulti subjectcollaborativegovernance,andthe

mode maintenance function of thriving community education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reconstructionofpolicyguaranteesystem,contentvaluesystem,resourcesharingsystem and

collaborativegovernancesystemstructurehasbecometheactionstrategyfortheconstructionof

communityeducationsystem.

Keywords:communitymodernization;communityeducationsystem;AGILmodel;structure;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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