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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的
图景、模型与实现路径

邓红学，范文亚，付小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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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时代，由于信息技术在社区教育中的融入，改变了社区教育覆盖范围和服务人群，同时产生了
大量的数据，为利用大数据开展社区教育治理提供了图景。根据社区教育的特征基础，基于大数据的社区教育治
理概念，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需要通过数据标准设计，探索整体性的社区教育生态建设; 通过引入数据实现社
区教育治理元素的迭代，强化证据为本的社区教育治理理念;实施以数据支持的社区教育治理元素多向度交互;推
进多层次法制建设，为社区教育治理提供法制基础;关注弱势群体在社区教育治理中的话语表达，保证弱势群体在
社区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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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作为终身学习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教育，由
于其深广的社会属性、多样的教育类型、丰富的教育
对象、宽泛的教育内容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学者
们的推动下，将社区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管
理上形成了国际共识，并在实践中得到支持。［1］在
日本，通过强力财政支持，尤其是“地方交付税”制
度，确保了社区教育的快速发展。在瑞典，通过法律
规定了成人教育税和企业所得利润的一部分用来发
展成人教育。［2］我国教育部等七部委于 2014 年 8 月
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提出要

“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推进社区教育治理创
新”。［3］高志敏将其解读为: “社区教育要落地、落
实，就必定要与社会治理交融、与社区治理深度交
集。”［4］2016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在《关于进一步推
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再次提出“推动形成党
委领导、政府统筹、教育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社
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市场有效接入、群众广
泛参与的社区教育协同治理的体制和运行机
制”。［5］在我国，“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
产”，［6］数十年的信息化建设，形成了应用与数据的
良性互动。［7］随着信息化在产业与教育领域的推
进，社区教育也逐渐成为“互联网 +社区教育”，数
据的普及与应用给社区教育治理创造了良好的发展
空间和技术支持，社区教育治理形成了新的图景。

一、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特征及其治理
图景

(一) 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特征
在传统社区教育观念中，社区教育是在“特定

地域范围内，持续引导全体居民开展终身学习、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8］厉以贤也提出了“社区教
育是社区居民为提高自身的生活品质，自发组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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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促进社区融合的一种教育活动和过程”。［9］从传
统的角度看社区教育的特征，可以归纳出社区教育
的几个基本隐喻: 一是社区性。传统的社区教育有
明显的地域特性，是围绕同一区域同一人群开展的
教育。二是教育性。社区教育是为了提升居民生活
品质的教育，是服务居民全面发展的教育。三是治
理性。社区教育通过素质教育、技能教育促进社区
和谐，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实现治理水平
的提升。随着信息化的推进，社区教育存在的逻辑、
形式、内容和途径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逻辑上
讲，社区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是非正式教育和非正
规教育，其逻辑起点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社
会经济的转型升级，社区教育不再是只为闲暇生活
服务的教育，而是发展性教育与生存性教育的结合。
发展性教育指的是为了个人能力提升的教育，生存
性教育指的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使部分人
通过社区教育的途径获取生存技能的教育。这在社
区教育中的非遗项目培训、手工培训、劳务订单加工
培训、电商培训、种养殖技术培训等大量增长的趋势
中可以看到端倪。从形式上讲，社区教育由于“互
联网 +”的支持，从固定场地转移到“虚实融合的学
习空间”，［10］学习者不仅通过社区的固定场所，也通
过在线学习参与学习，学习的空间得到极大的扩展，
学习者线上线下学习成为常态。从内容来看，由于
社区教育逐渐具有承载技能培养等功能，文化教育、
休闲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等各种领
域的教育成为社区教育的有效组成部分，社区教育
成为了内容广泛的教育形态。从途径来看，社区教
育由传统的地方政府和基层社区支持转向教育部
门、文化部门等多主体参与，企业、社会培训机构等
介入社区教育的范围和层次在逐步扩大，既参与了
实体场域的建设，又与在线教育等结合，形成了多主
体协同的格局。这些变化逐渐引起了政策决策者的
关注，有学者通过分析社区教育政策，归纳了社区教
育的五大政策目标，分别为满足社区居民的学习需
求、提高社区整体素质和生活水平、促进社区建设与
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与学
习型社会。［11］

( 二) 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及其图景
教育治理指的是国家机关等多个主体通过一定

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事务的过
程。［12］社区教育治理是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子系统，
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教育机构、学习者和其他利

益相关体通过特定的制度，共同管理社区教育事务
的过程。社区教育治理的目标是通过资源的不断整
合、优化重组，形成支持社区教育流畅运行的体系，
并带动整个体系以实现社区教育治理科学化的过
程。大数据时代赋予了教育治理新的图景:

1. 由于大数据的大规模采集，社区教育治理目
标体系的形成更加科学

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多元主体通过多元参与实现
方向和指向的科学指引，进而化解在改革过程中的
迷茫与混乱，使整个社区教育体系形成方向感和认
同感。社区教育治理目标是社区相关利益者的共同
价值诉求，是建立在“好的社区教育”之下的不同层
次的目标细化。大数据的大规模采集对社区教育的
现实需求进行准确的获取，支持社区教育利益相关
者形成科学目标。

2. 由于大数据的多维支持，社区教育治理的过
程更加优化

社区教育治理的过程是多元主体的持续互动过
程，不仅包括对社区教育办学以及参与者等多元主
体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协调，是“上下互动、权力双
向运行的自治过程”。［13］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搭建
了治理决策所产生的以“证据”为核心的支撑体系，
使决策过程中的证据、对话等更加有说服力，能有效
解决因为缺乏证据导致的决策过程延长问题。

3. 由于大数据的准确反馈，社区教育治理的手
段更加先进

大数据能“帮助教育工作者直观、准确理解和
认识教育及其过程”。［14］通过大数据，能清楚地理解
社区教育发展的痛点、难点与痒点，针对不同的问题
进行精准的行动。如区域性社区教育参与动力不足
的问题，可以通过激励机制来解决;区域性社区教育
资源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解决。大
数据的精准分析可以有效地提升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4. 由于大数据的精准证据，社区教育治理的形
态更加透明

社区教育是分布在社区的教育，范围广、类型
多、形态复杂，其治理过程需要更加透明，以确保资
源的公平、公开分布。

二、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的模型构建

(一) 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的要素
社区教育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其治理体系的内部

要素的作用方式，实现社区教育资源的优化及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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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社区教育”的根本目的。基于此，社区教育
需要清晰传统社区教育治理的相关要素，同时挖掘
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的特色。高志敏教授从社会治
理与社会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其差异，分别从主体、职
责、权源、着眼点、方式、作用、机制进行了对比。［15］

徐飞分析了教育治理的着力点是明确治理主体，调
节治理方式; 完善治理制度，理顺治理机制; 强化治
理行动，凸显治理效果。［16］有学者将治理体系分解
为价值体系、结构体系、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17］有
学者指出，治理系统包括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学术
系统、社会参与系统、法律规则系统等。［18］陈金圣认
为，教育治理体系的结构应包括治理主体、治理边
界、治理权重、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行动程序和相关
文化生态。［19］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治理的元
素。大数据时代的社区教育治理体系的要素包括治
理主体、治理边界、治理规则、治理机制、治理反馈，
其中治理机制为核心，所有要素以数据为支撑和纽
带发生作用。治理主体指的是多元利益相关体构成
的治理人。治理边界指的是社区教育专用资源所形
成的范围，包括社区教育内部组织架构以及之间的
制衡关系。治理规则指的是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方
式规定。治理机制指的是围绕治理边界，形成一整
套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治理反馈指的是依托治理
实效形成的“证据为本”的治理优化调整途径。治
理主体、治理边界、治理规则、治理机制、治理反馈形
成一套以数据为基础、以证据为根本的相互作用的
治理文化生态。

( 二) 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的逻辑关系
我国教育体系之外的治理机制建设为社区教育

治理创造了条件。在社区教育领域，各相关要素存
在以下几种明显的逻辑关系: 一是通过对大数据的
获取，社区教育的利益相关体增强了社区教育的治
理能力的同时，自身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当前的
社区教育治理体系构建中，利益相关体参与不够是
最为突出的问题。治理的本质是多元主体的利益表
达，群众对社区教育的诉求通过治理的平台得到回
应，在不断回应中得到利益的满足，这是社区教育治
理的逻辑起点。大数据能有效提供以数据为支撑的
证据，提升参与社区教育治理的能力。大数据展示
了社区教育对人全面发展的客观作用，群众参与社
区教育提升自身的积极性也得到提升，社区教育得
以推广。二是通过信息技术，社区教育的治理边界
发生极大的转变，一个脱离了社区地域范畴的治理

体系正在形成。由于信息技术消解了社区教育传统
的区域范围，通过遴选适合自身的社区教育学校、内
容和方式已经成为可能，传统的地域限制已经打破，
跨地区学习、个性化学习等正在形成，极大地扩大了
治理边界。三是从治理规则来看，传统教育治理的
建构赋予参与主体的权力，是权力的分配过程。大
数据时代社区教育的治理不仅分配权力，还需要通
过规则分配资源，将最多的资源放置到能让更多人
收益、更高层次收益的平台上来。四是从治理机制
来看，由于治理主体的变化和治理边界的扩展，传统
发挥治理效用的形式机制、层次机制和功能机制在
新时代需要做出调整。就政府参与社区教育治理的
形式机制而言，传统的“计划监督式”需要转向“服
务支持式”，政府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支持社区教
育将资源流入到最恰当的场域。五是治理反馈的及
时高效。种类多样和增长迅速的大数据通过实时记
录等形式，精准地反应了社区教育治理的成效，发现
问题更加及时、发现差距更加准确，为大数据时代治
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条件。

( 三) 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的理论模型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的

结构要素和相互作用关系，建构了社区教育治理的
理论模型图示( 图 1) 。

1. 社区教育的充分发展是研究和探讨社区教
育治理的前提

从形态来看，社区教育逐渐从城市向农村发展;
从内容来看，社区教育逐步在新的经济环境中从闲
暇教育走向围绕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教育; 从方式
来看，信息技术支持了社区教育虚实融合发展;从评
价来看，社区教育从成效评价逐渐转向满足学习者
个性化需求的层次上来;从参与主体来看，社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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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区“闲暇人士”逐渐过渡到“社区全体居民”。
这些变化是社区教育治理的基础，脱离这些特征谈
社区教育治理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治理机制是社区教育治理的核心
社区教育治理研究的本质，就是建立起社区教

育治理的机制。社区教育治理机制的形成受到各个
方面的影响，如治理主体的分权问题、治理边界的范
畴问题、治理规则的科学问题、治理反馈的应用问
题。而治理主体、治理边界、治理规则和治理反馈并
不是单一的问题，既受到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发展
的直接冲击，又受到社区教育所在环境的影响。同
时，与社区教育治理的各个元素进行互动，进而改变
社区教育治理的体系。

3. 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边界、治理反馈通
过多向度互动实现治理价值

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边界、治理反馈并不
是孤立的元素，而是通过多向度互动，实现自身价
值。从治理主体上讲，既要将社区教育相关的利益
群体拉入到社区教育治理中来，弥补现阶段社会组
织缺席社区教育治理的不足，使他们保持权责一致，
又需要通过合理的分权，促使社区教育治理为全体
居民服务，这就需要通过政府在社区教育治理中的
角色定位转变，改变治理规则和治理边界。同样，如
以一定的规则支持治理反馈的结果纳入治理过程，
能促进治理绩效的提升，忽视治理的反馈则容易导
致治理机制的弱化。

4. 价值驱动、数据支持、模式进化、技术迭代影
响治理的建设

社区教育治理的价值驱动需要紧扣居民幸福生
活的愿景，支持多种社区教育形式和内容进入社区
教育。数据支持指的是社区教育治理需要依托以数
据为基础的“证据”，实施“循数治理”。数据在社区
教育治理中不仅作为关键支持和保障存在，更是权
力分配的依据、治理过程的保障、治理机制的基础。
模式进化指的是社区教育治理模式通过不同元素之
间的相互作用，产生新的模式。技术迭代指的是外
部信息技术的迭代，有可能导致社区教育治理流程、
模式的改变，进而影响治理的过程和内容。

三、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的实现路径

(一)设计数据标准，探索整体性的社区教育大
数据生态建设

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好的社区教育”，大数据时

代的社区教育治理依赖社区教育的发展。从内部来
讲，社区教育的发展依赖大数据对民众需求的准确
捕捉，对社区教育的发展目标的积极构建，对学习过
程的针对性优化，对学习结果的形成性评价;从外部
来讲，通过数据支持政府和社会对社区教育的治理
深入参与，支持社区教育的其他组织参与社区教育
治理体系。大数据的获取在目前的状态下还是难
题，需要有意识地进行整体布局。对于社区教育治
理而言，面向“中国制造 2025”的技能提升需求、信
息化时代的生活能力提升需求、社区边缘化群体教
育需求等，首先，需要通过数据进行捕捉，提供给社
区教育治理主体进行决策。其次，要尝试对社区教
育全过程进行大数据布局。通过指导社区教育内部
优化，提升社区教育水平。最后，要尝试对社区教育
的延伸效果进行“埋点”。治理反馈在社区教育治
理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影响到社区教育治理的
各个方面，社区教育治理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项目，
而是在治理中不断优化的结果。因此，社区教育治
理需要分析社区教育参与者通过社区教育获取的成
效，为社区教育治理的研讨与决策提供证据支持。

( 二)以数据支持的社区教育治理元素更迭，强
化证据为本的社区教育治理理念

治理较之于管理的优越性，是多元主体的参与，
但多元主体的参与也带来了“情绪治理”的难题。
依据参与者的体验进行治理，强调“证据为本”，不
仅是科学治理的基础，更是破解“情绪治理”困境的
有效方式，这就对社区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元素更迭
提出了要求。社区教育的工作者需要强化社区教育
治理的数据思维，将以数据所承载的信息作为社区
教育治理的证据，纳入到社区教育治理话语中来，化
解在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由于认知问题、视界问题、
能力问题、角度问题等所引起的偏见，消解社区教育
治理过程中产生的迷茫、混乱和失落，同时提升参与
者的认同感。简而言之，数据支持的社区教育元素
的更迭，就是要通过数据的支持，将各个要素的存在
形态进行升级。就社区教育治理主体而言，随着社
会信息化的进展，在线学习融入社区教育并成为社
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这就
扩大了传统社区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改变了社区教
育的治理主体。

( 三)实施以数据支持的社区教育治理的元素
多向度交互

社区教育治理的目标是塑造高效、公平、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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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的社区教育新格局，包括社区教育规划、社区教
育目标体系、社区教育内容体系、社区教育课程建
设、社区教育课程管理、社区教育教学管理、社区教
育经费管理、社区教育人员管理、社区教育质量保
证、社区教育督导评价等的计划、决策、执行与控制。
其中，高效、有序是对高效能和高效率的要求，是社
区教育民众利益最大化的基础，是提升社区教育活
力的有效推手。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的支持，信息
的不对称性得到极大的缓解，为社区教育治理的不
同主体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便利，同时对于优化社
区教育过程提供了支持。通过大数据开展多主体、
多层次、多因素、多环节的沟通与协调，实现社区教
育效益的最大化、服务群众利益最大化。如依据数
据开展社区教育内容治理，将效率高、需求面广、人
员反应积极的课程内容通过特定的机制推荐给社区
教育机构，提升教育内容供给的有效性。对于社区
教育治理体系而言，就是形成以数据为沟通手段的
社区教育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边界、治理规则、
治理反馈之间的多向度联系。

( 四)推进多层次的法制建设，促使基于数据支
持的治理与法治互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成为社会建设的重
要内容。社会组织对社区教育的现实需求问题，需
要从法律上进行保障，需要多层次法律建设的支持。
首先，在国家层面，要为参与社区教育立法，保障公
民参与社区教育的权力，培养社区教育参与的基本
能力，尤其对农村社区教育的支持力度要加大。其
次，要尽快制定省级层面的法律，保障和落实开展社
区教育的经费，制定与地区相符合的社区教育政策，
将职业教育、技能教育等相关内容纳入到社区教育
中来，明确社区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社区教育治理
的方式和制度。最后，社区教育自身需要建立相关
的治理体系，通过规则、规范、公约等形式，健全多利
益主体参与社区教育的治理体系，保障社区教育治
理的规则能满足提升社区教育资源效果优化的需
求。总之，社区教育治理需要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法
律法规体系，以实现治理的效果最优化。

(五)关注弱势群体在社区教育治理中的话语
表达
“弱势群体是社会公平的度量尺子”。［20］治理是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教育管理的具体方式，数据是关
键的证据，但数据本身的“物本性”容易导致社区教
育关注弱势群体的话语弱化，忽视弱势群体的社区

教育需求。有学者提出，社区教育要“关注底层民
众、普通民众、弱势群体、困难群体，贴近基层，贴近
民众，贴近生活，是一种为民、便民、乐民、富民、惠民
的教育”。［21］对于社区教育治理而言，要把握好治理
主体之间的分权，将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放在一定
的位置，充分考虑弱势群体在治理过程中话语表达
能力不够的现实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在治理
制度上，围绕弱势群体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设
置，如加强老弱病残的社区教育，将他们的身心健康
教育和技能教育需求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同
时，将对弱势群体的治理反馈落实到治理过程中。

四、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社区教育治理是时代所需要的转
变，是保障多元主体合理利益诉求的体系建设，实现
“更好的社区教育”是社区教育治理的目标，融入以
数据为支撑的社区教育治理元素更迭是基础，社区
教育治理元素的多元互动是提升社区教育治理质量
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社区教育治理和其他教育
类型治理不同，社区教育的公益性、补偿性、扶弱性
等基本属性，要求社区教育治理过程中更加关注边
缘群体、弱势群体、基层群体的话语问题。只有公平
和质量双重体现，社区教育治理才能称之为“好的
治理”，才能带来“好的社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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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cture，Model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DENG Hong-xue，FAN Wen-ya，FU Xiao-ju
( 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Chongqing Ｒadio ＆ TV University /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Institute，Chongqing 400039，China)

【Abstract】In the era of big data，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ommunity education has changed the coverag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population． At the same time，a large amount of data has been generated，which provides a vision for the ap-
plication of big data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found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based on big data，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needs to explore
the overall ecology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hrough data standard design． Introduce data to realize the iteration of commu-
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elements and strengthen evidence-based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concepts; implement multi-dimen-
sional interaction of data-supported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element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level legal system
and provide a legal basis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com-
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ensure the discourse right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Key words】big data; commun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model;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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