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第 1 期

总第 305 期

继续教育研究
Continuing Education Ｒesearch

No．1，2025
Serial No．305

收稿日期: 2024－06－26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城乡融合背景下社区教育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与支持策略研究”( 编号: D /2021 /

03 /136) 。
作者简介: 江增光，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烹饪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背景下
社区教育对乡村振兴的支持路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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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战略，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背景。社区教育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是深层次、多维度的，要用系

统、整体的思维审慎思考社区教育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文献研究基础上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城乡融合、社区教育

与乡村振兴的场域关系，从宏观到微观系统构建了城乡融合场域模型与社区教育支持场域模型，并基于上述场域模型建构了

支持路径，即要充分发挥社区教育的思维培养与价值引导功能，立足场域系统培养城乡政府管理人员及城乡利益相关者的产

业思维、人才思维、文化思维、生态思维、组织思维和永续思维，系统塑造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利用

惯习，实现乡村振兴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城乡两个场域的包容性融合塑造。
关键词: 城乡融合; 社区教育; 乡村振兴; 场域; 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56( 2025) 01－0056－08

城乡融合过程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

态等方面渐进发展的系统工程［1］。离开城乡融合孤

立谈乡村振兴就会偏离城乡融合的发展战略方向，

因此探讨乡村振兴离不开城乡融合大背景。在城乡

融合发展中，公共服务是乡村发展的短板。社区教

育作为公共服务的基础与核心，是乡村振兴的魂。
社区教育既是一种教育活动，更是实现公平、共生的

重要理念和方法; 社区教育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是多

层次、多维度的，单纯谈哪一方面都无法全面深入了

解社区教育影响的全貌，要围绕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可持续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基于

此学理逻辑，运用场域理论的整体思维系统研究社

区教育对乡村振兴发展的支持路径，为城乡融合下

的社区教育实践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国内外研究概述

学界对社区教育的概念尚不统一。2006 年，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指出，社区教育是指在社区中，

开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

开展旨在提高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成员的

全面发展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活动。国外学者

卡米拉·菲斯思蒙［2］认为:“广义上的社区教育是指

在学校和大学等传统机构之外进行的任何本地化、
结构化的成人教育。学术上的社区教育不仅是基于

地区，而且是一种以平等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方法。”
林恩·邰蒂［2］认为: “社区教育将社区视为一群人，

他们认识到共同的需求和问题，有认同感和共同的

目标意识。”约翰斯顿［2］认为: “社区教育为社会教

育提供了一个本地化的焦点，其关键价值是致力于

社会正义、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以及更多人参与

的民主。”康诺利·布黑［2］认为: “社区教育不仅民

享，而且民有。”以下采纳卡米拉·菲斯思蒙和林

恩·邰蒂的概念界定。
社区教育研究最早源于 20 世纪初美国教育学

家杜威“学校是社会的基础”的思想。国内相关研

究思想源于费孝通先生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社

区中教育内涵的研究，正式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3］。美国学者理查德·威利和梵·博尔特［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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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首次研究通过教育电视台提供社区特殊服

务问题。1970 年，托马斯·鲍威尔和约翰·赖利［5］

提出了社区心理健康教育计划的五个基本要素。之

后五十年间，社区健康教育一直是研究主体，如心理

健康教育、糖尿病、艾滋病、性病教育、社区医疗卫生

等，其他研究主题有种族成就影响差异［6］、社区医学

伦理教育［7］、社区成人教育［8］、社区教育与伙伴关

系［9］、社区学习参与［10］、社区环境教育［11］、农村社

区成人教育与教育公平［12］、社区放权［13］、社区教育

的社会生态可持续性［14］、专业选择与农村社区工作

意愿 影 响［15］、少 数 群 体 文 化 认 同［16］、新 自 由 主

义［2］、课程计划框架［17］、社区分类效应和社区影响

效应的异质性［18］、社区精神和社区教育伦理［19］、社
区代理结构动力［20］、社区公民参与［21］、学科范式与

社区参与［22］。研究视角从具象的健康问题逐步向

深层次的参与者关系、社会公平正义、社区教育伦理

等社会问题转变。理论基础有场域理论、社会网络

理论、社区对话理论、活动理论等。研究方法重视案

例分析和社会调查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这对国内

实证研究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国内社区教育研究主要有区域性案例分析［23］、

城乡社区教育［24］、社区教育比较［25］、特定人群社区

教育［26］、数字学习［27］等。研究学科涉及社会学、教
育学和心理学等。研究理论基础主要有终身教育理

论、参与发展理论、多元治理理论、教育生态化理论、
协同发展理论、自组织理论、文化生态理论、群体动

力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教育均衡理论等［3］。在研究

方法上以质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甚少。在现有研

究中，关注社区教育与乡村振兴关系的核心文献主

要有路径研究［28］、农村社区教育治理［29］、扶贫移

民［30］、民 间 组 织 参 与［31］、乡 村 文 化 振 兴 内 生 动

力［32］、终身学习［33］、社区学校建设［34］等，研究方法

以质性研究为主，少数研究涉及个案分析。

二、理论依据与框架

( 一) 理论依据

20 世纪 80 年代末，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

了“场域”“资本”“惯习”等三大核心概念，强调“关

系”和“系统”的重要性。他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

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35］19。
资本是以物质化或合并的具化形式积累起来的

劳动，它是一种铭刻在客观或主观结构中的内在的

和固有 的 力 量，是 社 会 内 在 规 律 的 基 础 原 则［36］。
“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在于它的结构形式，根源

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

沟和不对称关系”，这种力量的源泉是不同数量和结

构的资本赋予所属场域中相关者的权力［35］133－134，因

此资本是场域实践的基础。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

化资本、社会资本［36］和象征资本［37］。经济资本是

显在的，文化资本是隐性的，通过时间获取进行相互

转化。社会资本由社会义务或关系构成，有隐藏

性［36］。象征资本是“集体认可的‘信誉’”，其积累

与权力集中有内在联系［38］，通过时间延迟周期性转

化为经济资本［39］。其作用的发挥具有隐蔽性。
惯习是“各种既持久存在又可变更的一套性情

倾向系统，它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时刻

发挥其作用”［35］139。场域与惯习通过实践形成不断

相互调适和认知建构的动态关系。场域形塑着惯

习，惯习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并被赋予感觉

和价值的世界［35］172，因此惯习对场域影响深远。
( 二) 理论框架

1．城乡场域

城市是和乡村相对应的社会学名词，是人口密

集聚集的非农业行政边界。复杂的市场网络系统是

城市的基本特征，市场是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的城

市居民联系的重要纽带，工商业是城市发展的原动

力。数千年来，城市在与乡村的分离、差别与对立演

进中形成了独具历史烙印的“城市场域”。每个特

定历史阶段的城市场域塑造了独具时代感的“市民

惯习”。城市居民依靠各自资本和资源禀赋形成的

权力捍卫着在城市场域网络中的位置。城市场域因

划分标准不同，种类庞杂。根据要素复杂性，分为综

合性场域、半综合性场域、单一性场域; 根据影响度，

分为辐射场域、半辐射场域、封闭场域; 根据系统交

互性，分为互惠共生性场域、共存漠视性场域、互斥

敌对性场域; 根据空间生产布局，分为核心区场域、
过渡区场域、边缘区场域; 根据数字化程度，分为现

实场域、半虚拟场域、虚拟场域。城市场域也可以

根据产业、行业属性或市民活动样态分为不同次级

的亚场域。城市场域的边界处于城市影响力消失

的地方。
乡村是以农事活动为主要特征的聚集程度较低

的区域。独特的乡村地理条件和资源特质形塑着乡

村的属地人文品质，呈现出与城市场域截然不同的

“乡村场域”样态。乡村场域既可分为农事场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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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事场域，也可根据属地村民的活动范畴分为不

同次级的亚场域，“乡愁”地方性显著。乡村场域相

对城市场域封闭性明显，辐射影响微弱，在历史演进

中惰性突出。村民的“惯习”具有农耕的普适性特

质，乡村场域及各次级场域中的资本种类相对较单

一。在城乡对立的历史映射下，城乡两种宏观场域

总体界限较为分明。
2．城乡融合场域

我国城乡场域二元对立是城乡融合场域形成的

底色。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的产生源

于我国在单纯市场经济体制下为追求工业化和城市

化加速，促使了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净流出［40］12－13。
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宏观场域结构中，乡村亚场域在

与城市亚场域的竞争网络格局中处于绝对弱势地

位。在政府“亲资本”和“发展主义”惯习作用下，乡

村资源要素被迫作“安排性流动”。新中国成立以

来，乡村为国家工业发展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农业

剩余、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为城市建

设积累了巨额资金。城市依靠向农村转嫁发展成本

减轻了多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完成了“软

着陆”，乡村在中国历次经济危机中扮演了经济软着

陆最基本的稳定器和调节器的角色［40］25。在城乡融

合战略背景下，乡村要由被动转为主动，与城市享有

同等的战略地位和要素流动话语权。在城乡融合场

域下，城市场域和乡村场域日趋交融，且交叉融合的

面积越来越大，次级场域间的交互与竞争也日趋频

繁，由此构建城乡融合场域( 见图 1) 。大虚线长方

形框表示城市场域，大实线长方形框表示乡村场域，

二者交集区域形成城乡融合场域。在城乡融合场域

下，以乡村场域的“小农惯习”①为横轴，以城市场域

的“市场惯习”②为纵轴，形成城乡融合场域中的资

本竞争矩阵。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在城

乡两种不同惯习的联合作用下进行着不同范式的互

动与竞争，其互动和竞争也必然受到各级亚场域的

影响。经济资本是城乡融合场域中最基础性的资

本。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城市场域中包括资金在内

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泛资本( 包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

本) 势必加速增量向乡村单向涌动，城乡商品交换日

趋频繁，乡村特色商品或城市依托乡村生产的目标

商品向城市流动，但城市场域中生产的商品更多地

向乡村场域流动，引流了城市的生产剩余，拉动了乡

村消费，满足了乡村居民对多样化商品的需求。随

着我国城市规模扩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城市生态

压力和土地供给压力与日俱增，在城乡融合阶段，乡

村土地和生态资源客观上演变为“硬通货”。该场

域中的社会资本包括行政服务、人口、劳动力、社会

交换和大数据。行政服务能力和效力向来是乡村发

展的短板，乡村要在城乡融合背景下走向振兴，必须

汲取城市发展中积淀下来的有效行政服务经验和理

念。乡村人口和劳动力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社会

资本，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壮观的“农

民工”和“新兴无产阶级”。在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中国城镇化仍在推进，乡村人口和劳动力仍将向城

市流动; 因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社会学引力，城市人

口和劳动力也会向乡村流动进行创业，在城乡二元

结构时期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和“新兴无产阶级”
也会返乡就业、创业。在城乡融合场域下，城市特有

的带有鲜明市场特质的社会交换行为将对乡村以传

统乡土情缘为底板的社会交换行为产生巨大而深远

的影响; 互联网是城乡互动交流的“信息鹊桥”。在

城乡二元对立阶段，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鸿

沟”，贫困偏远乡村甚至没有网络，二者信息传播量

和传播丰度均不在一个量级，因此与大数据相关的

社会活动也差异显著。在城乡融合阶段，互联网的

“鹊桥效应”显著，城乡大数据相关社会活动也异常

活跃，但短期而言，城市场域的大数据影响度远大于

乡村场域的大数据影响度。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技

术、人才、在地文化和传统，其中，教育是最基础和最

核心的资本。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城市要加大对乡

村的教育支持与教育资源供给，强化对乡村技术和

人才培训力度; 发挥城市强主体意识优势，在在地文

化和传统保护与发扬领域加强对乡村的教育支持，

乡村利用自身的在地特色文化和传统优势为城市的

文化和传统保护提供资源支持和发展灵感催化。象

征资本包括城乡互补性定位、互补性区位优势和互

补性社会声誉，其因具有隐蔽性，在城乡融合发展

中容易被忽视。在城乡二元对立状态下，城乡所在

地方政府根据各自区位优势制定了独立的发展定

位，从而形成 了 不 同 的“社 会 声 誉”，最 终 形 成 了

“文明城市”与“文明乡村”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机

制。在城乡融合场域下，城市和乡村要统筹考虑战

略定位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区位优势的可互补程

度和区域协同效能是重要考量因素。城乡社会声

誉不仅指经济学意义上的城乡地区生产总值排名，

更要强调社会学意义的“发展伦理”指数。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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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方面，城市发展有无走出以往经济发展中的

一味向农村转嫁危机和成本的“剪刀差”老路，在

多大程度上正向支持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

促进了城乡良性互补互惠性发展; 另一方面，乡村

的发展与振兴在多大程度上没有成为城市发展的

负担或累赘，并最终对城市的持续繁荣起到锦上添

花的作用。
上述各资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同资本

因数量、结构以及相互转化的样态或效率差异造成

城乡居民所形成的权力也各异。各资本要素在城乡

两种场域的两种惯习作用下相互竞争，并促使城乡

居民形成新的惯习，城乡居民在新惯习和资本带来

的权力制衡下使城乡融合场域达到阶段性平衡状

态。以图 1 矩阵对角线为界，阴影部分表示“市场惯

习”的影响度超越“小农惯习”的影响度，并使城乡

融合场域处于阶段性稳定状态，但“小农惯习”在相

当长的时期内仍然维持着影响力，在乡村振兴发展

中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图 1 城乡融合场域模型

注: 城市场域的相关资本单向影响乡村场域; 乡村场域的相关资本单向影响城市场域; 城乡场域的资

本相互影响，乡村场域的相关资本影响度更大; 城乡场域的资本相互影响，城市场域的相关资本影响度更大。

三、支持路径建构

社区教育场域与乡村振兴场域属于城乡融合场

域的子场域，探讨社区教育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不能

忽略宏观场域对子场域的影响。城乡融合下的乡村

振兴要走出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要

放眼宏观场域，运用系统方法论和整体思维有机解

决子场域的深层次问题。根据布迪厄场域理论，惯

习具有持久性，对场域中参与主体的行为会产生深

远的影响并最终影响场域的建构，因此要实现子场

域的建构，就要充分发挥教育的思维培养与价值塑

造功能，锚定解决乡村振兴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惯

习问题。鉴于此逻辑，研究构建社区教育支持乡村

振兴子场域模型( 见图 2) 。
( 一) 子场域模型构建

如图 2 所示，左侧间断虚线小框表示社区教育

场域，右侧虚线大框表示乡村振兴场域，二者交集部

分为两个场域相互影响和竞争后形成的子场域。子

场域仍受到社区教育场域中的“思维价值惯习”③和

乡村振兴中的“资本利用惯习”④的双重影响。乡村

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和组织振兴在内的全面振兴。这五个面向的发展

要在宏观场域视野下综合考虑子场域中上述两种惯

习的联合效用。具体而言，产业振兴领域要重视资

金、商品和社会交换等资源要素的资本利用惯习的

培养，要培养利益相关者的产业思维; 人才振兴领域

要重视人口、劳动力、人才、技术、信息和大数据等要

素的资本利用惯习的培养，要强化人才思维的培养;

文化振兴领域要重视在地文化和新兴文化等要素的

资本利用惯习的培养，强化文化思维的培养; 生态振

兴领域要重视生态资源、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等要

素的资本利用惯习的培养，重视生态思维的培养;

组织振兴领域要重视行政服务和组织管理等要素

的资本利用惯习的培养，强化组织思维的培养。不

仅要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有效利用象

征资本，即城乡定位、区位互补性和城乡声誉互助

等要素的资本利用惯习的培养，强化对利益相关者

永续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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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区教育支持场域模型

( 二) 基于场域模型的支持路径建构

基于上述宏观场域( 见图 1) 与子场域( 见图 2)

模型，建构城乡融合背景下社区教育对乡村振兴的

支持路径。
1．培养产业思维，塑造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利用

惯习

产业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也是城乡

融合发展的动力源。产业思维是政府管理者和产业

利益相关者应具备的最核心的软实力。地方政府要

通过社区教育培养大产业思维和价值取向，即农村

产业振兴不仅要考虑农村内部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

合发展与新兴业态的培育，还要考虑在城市产业迭

代升级的基础上，促进城乡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良性

协同融合发展。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产业振兴的

资金基础。资本使用惯习的塑造事关资本使用的效

能实现度。当前，我国城市资本过剩已成不争的事

实［40］286，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城乡资本利用要通盘

考虑。城市不能将农村视为资本“泄洪池”，即反对

城市单向向农村转嫁资本风险的行为; 农村也不能

沿袭小农惯习将资本用作短期利益刺激，即反对乡

村振兴中“亲资本”和“唯发展”的短视做法。商品

生产与交换惯习的培养也很重要。要通过社区教育

引导利益相关者统筹谋划城乡的商品生产布局，建

立统一的商品市场和流通渠道体系，引导城乡商品

生产者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状态下的商品生产

惯习，合理开发和利用生产资源，使生产能力调节处

于较强的弹性空间。社会交换是重要的社会资本，

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社会交

换，尤其是资源要素的不平等交换现象突出。带有

鲜明的城市惯习特质的城市凝视下的社会交换与带

有独特的小民惯习痕迹的农村社会交换要向平等社

会交换过渡，要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惯习形塑上

长期坚持教育和引导。
2．培养人才思维，塑造人口、人才等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利用惯习

农村要发展，要振兴，人才是支撑。人才思维的

培养要着眼于有效建设并运营好人口池、劳动力池

和人才库，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培养技术利用惯习、信
息交换惯习和大数据思维。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

动是在城乡二元场域对立的情况下政府管理惯习与

农民谋生惯习耦合的结果。1951 年，政府组织的

2 000万农民进城支援工业化建设［40］326，开启了农村

人口进城的序幕; 始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的“农 民

工”，其全国总量到 2022 年年底已接近 3 亿人，当年

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已超过 1．3 亿人⑤。“城

镇化”浪潮进一步起到推动作用，2022 年年底，城市

人口已达 9．2 亿人，农村人口仅有 4．9 亿人。历史上

唯一一次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

“上山下乡”运动［40］326。面对城乡融合新场域的孕

育，要通过社区教育，引导政府各级管理者和利益相

关者树立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源“融合思维”，要有建

立符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机制的意

识，要重点解决城镇化造成的“农村空心化”问题，

要让农村留得住人，安排上劳动力，吸引到人才，要

让进城务工人员在失业状态下能够返乡创业，甚至

让城市劳动力和人才愿意到农村创业、工作和生活。
这需要以自上而下的模式，首先改变政府管理部门

的人才管理思维和发展管理惯习，其次逐步有序建

立城乡互补互惠型的统一的人口池、劳动力池和人

才库。在人口出生率逐年下滑的背景下，还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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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形成新的婚育惯习。管理部门要打破城乡

技术壁垒，制定技术互助机制，消弭城乡之间的信

息、数据鸿沟，通过社区教育重点引导农民改掉原有

的点对点的技术获取惯习，要培养农民如何有效建

立技术或产业习得思维，帮助农民树立大数据意识

和运营思维，最终具备整合城乡大数据资源的能力。
3．培养文化思维，塑造文化资本利用惯习

农民工进城和城镇化这两项大规模并旷日持久

的社会交换活动对村民的影响是巨大的。定期进城

打工的农民工或进城后定居的“准产业工人”必然

受到城市场域或城镇场域的影响。其根植于农村场

域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思想必然受到影响或冲击。返

乡的农民工或“准产业工人”与留守在农村的居民

在社会交换活动中必然对当地的在地文化产生影

响，并形塑着村民原住地的文化活动惯习。此影响

必然具有良莠两面性。社区教育的重要使命是逐步

唤醒农村社区居民的在地文化意识和文化保护与传

承思维，并在次级场域促进城乡优秀文化交流，逐步

促使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形成新的文化活动惯

习，从而既能有效保护农村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在地

文化，也能衍生出符合乡村文化振兴期许的新兴文

化，并有效利用城乡两种文化资本，提高新生代村民

的软实力。引导城市居民发挥城市场域的文化优

势，将优秀的城市文化利用惯习带到农村去从事文

化创新、创业。
4．培养生态思维，塑造生态等经济资本利用

惯习

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是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

本。在国家自上而下的大力宣传、引导与管理下，生

态意识虽已深入人心，但在“唯发展”惯习影响下，

生态意识的唤醒和生态思维的培养仍很迫切。在城

镇化进程中，城市场域向农村场域透支了太多的生

态潜能。在城乡融合阶段，社区教育要走出传统的

“生态保护+生态利用”的“小生态观”，换言之，传统

生态意识的最大缺陷是单纯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和

义务，忽视了“人”也是生态的一部分，要树立“大生

态”观念和价值取向，即既要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

资源和生态环境，更要尊重在地居民的“生态传统”
或生态利用惯习。如有的农村在发展中出现了大规

模“上楼”行为，农民被迫离开民居，住进高楼，这改

变了村民的乡村生活样态，对其从事农事活动是不

利的。甚至有农民因拆迁丧失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机

会，成为新时代的“无产阶级”，这有违乡村振兴的

本意，因此社区教育的重要使命是要宣传和培养

“大生态”思维，引导地方管理部门和城乡居民树立

“大生态”文明观念，逐步形成“大生态”利用惯习。
5．培养组织思维，塑造行政服务等社会资本利

用惯习

良好的行政服务与有效的组织管理是乡村振兴

的保障，这也恰恰是农村发展的软肋，是发展中的欠

债。这与基层管理部门在农村场域下形成的“等、
靠、要、慢”惯习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就是等着百

姓找上门，有困难靠上级，缺什么找上级要，行政工

作中只“管”不“理”或只“管”不“服”，服务主动性

差，组织凝聚力弱，管理效率低下，因此组织思维的

培养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自我革新。要发挥城市场域

的行政服务和组织管理优势，城乡社区教育联动，宣

传和引导农村基层管理部门培养“组织思维”，树立

“服务意识”，促成农村行政服务“主动”和组织管理

“自立、自强”，从而提高行政服务质量和组织管理

效能。
6．培养永续思维，塑造象征资本利用惯习

乡村振兴不是权宜之计，城乡融合发展不是阶

段性行为，可持续是核心。地方管理部门不能固守

“亲资本”和“唯发展”旧惯习，要努力培养永续思

维，塑造象征资本共生互惠利用惯习。象征资本因

其隐蔽性特征往往被地方管理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忽

视。在城乡二元对立场域中，诸如发展定位、区位优

势、社会声誉等象征资本的城乡兼容互补性较弱。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管理部门和城乡居民要秉持城

乡共生共荣理念，在制定发展战略中要考虑城乡定

位的互补性，既要审视城乡区位优势的互补互惠性，

更要考量城乡发展社会声誉互鼎互助，形成综合影

响力，促成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将乡村居民在特有的在地乡村人文、地理环境下历史

性形成的乡村人格品质和思维范式概括为“小农惯习”，表

现为勤劳质朴、务实感性、墨守成规、效率低下、缺乏主体意

识和商业思维、创新精神较弱等。

② 将城市居民在特有的市场人文、地理环境下历史性

形成的市民人格品质和思维范式概括为“市场惯习”，表现

为勤奋果敢、灵活理性、善于革新，有较强的效率意识、主体

意识、商业思维和创新精神等。

③教育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受教育主体的思维方式塑造

和价值引导，并潜移默化影响其行为，因此将社区教育场域

的主流惯习概括为“思维价值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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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资本因具有赋权的功能而在场域中具有核心作用，在

乡村振兴发展中如何有效利用城乡融合场域中的四大类资

本事关乡村振兴的成败，因此将乡村振兴场域的主流惯习概

括为“资本利用惯习”。

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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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Path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to Support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Based on Field Theory

Jiang Zengguang

( School of Tourism ＆ Culinary Arts，Wuxi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erce，Wuxi 214153，China)

Abstract: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an important strategic background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deep and multi－dimensional，so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impact with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thinking．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search，this paper uses Bourdieu’s field theory to analyze the fiel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integration，community

education as well as rural revitalization，systematically establishes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ield model and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support field model

from macro to micro view，and constructs the support path based on the above field models，that is，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thinking training and value

guiding function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o train urban－rural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 and stakeholders，based on the field system，in their industrial

thinking，talents thinking，cultural thinking，ecological thinking，organizational thinking and sustainable thinking; to systematically shape their habits of

utilizing economic capital，social capital，cultural capital and symbolic capital，so as to achiev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

tion，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haping of inclusive urban and rural fields integration．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Ｒural revitalization; Fiel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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