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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引擎的数字化时代已

然到来，社会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深层次、颠覆性的

变革与调整，这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应对当前和未来

社会的挑战。2021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

布的《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

社会契约》提出，在人生中的任何时候，人们都应

该能获得有意义、高质量的教育机会 [1]。2022 年 9

月举行的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将教育置于全球政

治议程的中心，旨在帮助各国提供确保包容和公平

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可见，

面对当下与未来社会，如何提供让全体人们满意

的“终身优质教育”，已然成为“世界课题”。那么，

中国如何应对这一课题？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对中国式

现代化作了系统阐述。2023 年 5 月 29 日，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

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

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24 年 7

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强调要“推进教

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

障”。然而，作为终身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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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仍是我国当前各种教育类型中的短板和弱

项。做优做强做好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教育，不仅

需要加快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发展

的理论范式，也需要全体社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

探索、在探索中实践，在扎实推进社区教育改革行

动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社区教育的发展之路。在

这个过程中，需要全体社区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认

真思考的三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做面向未来的社区

教育？如何做更加适合的社区教育？如何做更加优

质的社区教育？

一、创新行动：系统建构面向未来的数字化社

区教育

近代以来，卢梭、裴斯泰洛齐、杜威、陶行知等围

绕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述，并形成了

系统的生活教育理论。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社区教

育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社区教育源于生活、

融于生活、为了生活，社区教育本身就是人们生活的

组成部分。未来，终身学习将成为人们应对未来社会

生活的唯一选择，社区教育将迎来新挑战和新机遇，

办学形态从实体化向数字化转型将成为必然。

（一）终身学习——应对未来社会生活的唯一

选择

未来社会将会是怎样的？杰里米·里夫金在

《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描述未来社会时，预测未来

社会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学习行为、生

活行为在未来都会发生巨大改变；每一次革命都会

使许多人失业，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为那些失业的人

创造岗位。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认为，

伴随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未来社会将愈益呈现如

下基本特征：不确定性、模糊性、复杂性和多变性 [2]。

未来，工作的频繁更迭将成为常态，人们需要不断

学习以适应不断到来的职业变换。从历史逻辑而

言，以往是接受专业教育从事相应工作，这是一次

性或阶段性的；而现在和未来的逻辑是，不断学习

以适应不断更迭的工作。

未来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有研究认为，一个人在

未来社会能否成功，或取决于激情、坚毅、乐观态度、

自制力、社交智力、感恩精神、好奇心等 ７ 大因素 [3]。

席酉民认为，未来社会人需要十项生存技能：意义

构建、社交智能、新颖适应性思维方式、跨文化能力、

计算思维、新媒介素养、跨学科能力、设计思维、认知

负荷思维、协作 [4]。只有在体验、适应、创造方面具

有优势，才能在未来社会的竞争中胜出，因而“心智

营造”将成为未来教育的核心追求，具体表现为：首

先，教育目标需要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

成长为中心；其次，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帮助学生拥

有能够立足未来社会且健康发展的心智；最后，社

会对人的能力需求从原有相对稳定环境下的传统

心智模式升级为复杂不确定环境下的复杂心智。[5]

可见，随着未来变化社会的不确定性、模糊性、

复杂性、多变性加剧，终身学习必然成为每个人应

对未来社会的唯一选择。如何真正地系统构建满

足人们终身学习需要的终身教育体系，已成为必须

面对的现实课题。

（二）社区教育——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

拼图

终身学习成为每个人适应未来生活的基本常

态，从今天的学校教育中心走向未来的学生（学员）

学习中心将势成必然。2019 年，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朱永新先生在其著作《未来学校》中指出，“今天的

学校会被未来的学习中心取代”[6]。从教育中心向学

习中心的切换，不仅意味着教育理念的切换，也意味

着教育体系、教育形态、教学关系、教育结构等方面

的整体性、革命性重构。在未来，终身学习体系的边

界将进一步扩大，内涵将进一步丰富；同时，各类教

育之间将不再“泾渭分明”，类型边界将日趋模糊，

学校形态将重塑。正如朱永新所指出的那样，“学

习中心跟我们今天的学校不一样。学习中心可以是

网络型的，也可以是实体型的，有的是从现在的学校

转型而来，有的是从现在的各种培训机构、社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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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转型而来。未来的学习中心，是一个开放的体

系，是跨学校、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界的”[6]。

社区教育源于生活、基于生活、为了生活，不同

于学校教育有相对明确的阶段性重点目标，社区教

育的目标和内容必然是“包罗万象”的，社区教育

的方式和形态也必然是“千姿百态”。区别于学校

教育和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不仅有其自成一体的教

育体系，而且必将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融合延展。

社区教育将在未来的终身学习体系中占据愈益重

要的地位，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最重要拼图。

（三）数字化——社区教育创新应变的必选之路

2022 年 9 月，“高质量数字学习”被列为联合国

教育变革峰会的五大行动领域之一。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

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023 年 5 月，习近平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

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数字教

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基于我国社区教育

的应然与实然，推行社区教育数字化，不仅理所应当，

而且势所必然。社区教育数字化既能解决我国社区

教育发展资源不足、发展不好的现实困境，也有利于

探索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创新发展之路。

第一，可以突破资源瓶颈，实现社区教育对象

广覆盖。众多研究指明，相对于正规学校教育而言，

目前我国社区教育在实体化办学过程中仍存在办学

主体缺位、场地缺乏、经费短缺、教师稀缺、课程紧缺

等诸多困境，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办学资源不足导

致社区教育存在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且中西部地

区、贫困地区、农村地区问题尤其严重。实施社区教

育数字化战略，可以通过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共通、共

融、共享，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由于资源紧缺导致的无

学可上的困境，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社区教育。

第二，可以打破时空阻隔，实现社区教育的便捷

化。社区教育数字化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数字化、智

慧化学习环境的不断普及并推广，逐渐实现乡镇、街

道的数字化社区学习中心全覆盖，让“时时可学、处

处能学、人人皆学”的局面从愿景变成现实。基于

此，人们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时间在

家上“学”，也可以结合工作与生活实际，在做中学、

玩中学，真正让社区教育成为适合每个人的教育。

第三，可以冲破边界壁垒，实现社区教育的个

性化。从个人参与社区教育的动机来看，社区教育

功能应该具有多样化特征，这就要求社区教育在内

容供给方面具有全面性，以便于个人按需选择。社

区教育数字化战略通过各类教育、各门学科、各个

领域教育内容资源的共通共享，能让每个人都可以

自由“点餐”。

第四，可以共建共用共享数字化社区教育资

源，实现优质社区教育的均衡化。研究显示，我国

目前的优质社区教育供给能力存在显著的区域差

异、城乡差异。社区教育数字化则有利于实现头顶

同一片蓝天，共上同一堂好课的梦想，真正实现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每个人均享有接受优质

教育的权利”这一目标。

二、协同行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

区教育

作为终身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做足、做强、

做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区教育，探索中国特

色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补齐教育强国建设版图中

的短板，需要全体社区教育工作者多主体协同、多

资源齐聚，共同助力形成多目标、全内容、多型态的

社区教育新生态。

（一）多主体共生——夯实“大规模”社区教

育体系之基

从应然层面而言，相较于其他类型教育，社区

教育无疑是终身教育体系中规模最大、学员最多、

门类最全的教育类型。除了正在接受全日制学校

教育的人口，其余都是社区教育现实的或潜在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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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对象。“目前发达国家的全部人口加起来不超过

10 亿人，而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覆盖的人口相当于 3 个欧盟人口、4 个美国人口、

10 个俄罗斯人口，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大

国的现代化。”[7] 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是最能彰显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教育类

型。作为教育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社区教

育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8]。

从实践层面来看，随着我国近年来教育扶贫、

乡村教育振兴工程的实施，社区教育发展的城乡差

异、东西差异、群体差异等问题有所缓解，但差距依

然显著。在很多地方，社区教育办学依然面临无场

地、无经费、无师资、无资源的困境，社区教育依然

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和弱项。

社区教育缺位的教育现代化是不完整的。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的终

身学习体系”“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9]。正如“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5 大基本

特征之一，“潜在教育需求人口规模巨大”也是中国

特色社区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正所谓“不拒众流，

方为江海”，构建一个人人可学、事事有学的庞大社区

教育体系，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优

势，多条线、多部门、多层面主体联动行动，调动社会

相关主体的力量和资源共同参与，建成多主体齐抓共

管、协同发力的社区教育治理体系。

（二）多目标共融——拓展“全景式”社区教

育内容之源

社区教育不仅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且是最能体现终身教育价值目标和教育理念的教

育类型。终身教育贯穿生命发展的始终，囊括教育

各发展阶段和各个关头 [10]，指向人的全生命周期、

全方位生活，具有全民性、全程性、全面性、开放性

和发展性等基本特征 [11]。未来，随着终身学习时代

的来临，社区教育将会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社区

教育的内容供给也必将因覆盖人们的全时空生活

而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

社区教育目标和内容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是世

界社区教育的共同典型特征。如：美国爱荷华州的

社区学院基于终身学习视野，提供包括就业、家庭

生活、继续教育、社区参与等终身教育服务 [12]；起

源于 19 世纪中期丹麦、英国等国的“民众高等院

校”“民众中学”，是北欧地区最主要的社区教育模

式，其举办目的就是服务于社区民众的生活，因此

教育内容非常广泛 [13]；德国的社区教育主要由“邻

里之家”实施，其教育内容主要根据民众的意愿来

确定，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娱乐，囊括儿童文艺、各类

讲座、报告会、出国访问、各种体育、交流会等 [14]；日

本则是依托公民馆、青年之家、少年自然之家、妇女

会馆、市民会馆、文化馆等实施社区教育，主要内容

包括中小学生课外活动、成人职业培训、生活休闲

活动、老年教育以及家庭妇女、退休人员的交流休

闲活动等 [15]。可见，各国的社区教育虽然在办学

模式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教育目标多样化和

教育内容全面性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潜在教育

对象人口基数大、区域不平衡、教育需求多元化等

特征，不仅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区教育的规

模庞大，也决定了社区教育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

多元化。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应立足于现时代和未

来视角，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个人职业发展、人

民幸福生活三条价值主线，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丰

富内涵，以满足全体人民多元化需求目标为价值追

求，打造具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中国

式现代化社区教育的内容供给体系。

（三）多型态共存——造就“多样化”社区教

育发展之势

社区教育不仅面向全体居民的终身学习，而且

面向每个人生涯与生活的全方位，这决定了中国特

色的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不仅要建成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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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的社区教育体系，而且要建成世界上型态

最多的社区教育。

其一，从教育对象的年龄层次而言，社区教育应

指向包括婴幼儿托育、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老年教育等在内的全生命周期。从教

育需求视角而言，办好人民满意的社区教育，应该坚

持“有需必供”原则，包括生活休闲、艺术审美、职业

培训、学历提升、文化教育等在内的全生命场域。

其二，从社区教育举办者或提供者视角而言，

既包括政府部门举办的社区教育机构，如社区学

院（大学）、开放大学、老年大学、文化娱乐休闲中心

等，也包括社会团体、个人、企事业单位等兴办的教

育机构，如职业培训机构、民办教育机构、进修中心

等。另外，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中也将融入社区

教育功能。“民众高等院校”“民众中学”是 19 世

纪中期北欧地区最主要的社区教育模式。上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兴办的社区教育，起初都是依托当

地的中学举办。正如约瑟夫·E·奥恩在《教育的

未来：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变革》一书中指出，“在

许多学院和大学都把终身教育作为教学使命中的

附带任务，这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如果高校不去

选择或优先考虑终身教育需求，那就失去了一个至

关重要的教育需求”[16]。可以预见，高等教育、职业

教育、基础教育等学校教育系统也将会是未来社区

教育的重要力量和类型样态。

其三，伴随我国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互联网+

教育”“人工智能 + 教育”的数字化社区教育将深度

重构社区教育样态。实体学校 + 虚拟学校、“线上 +

线下”“集中 + 分散”的社区教育学习新样态将会进

一步丰富我国社区教育的型态结构。可以畅想，未

来视角下的中国社区教育将无限趋同于终身教育，

多样化型态必然是未来社区教育发展的必然样态。

三、校本行动：做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优质化社

区教育

2023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诠释

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对每一个教师所提

出的殷切期待。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成尚荣先

生说，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是要求每个教师都成为

教育家，而是要求每个教师都培养起教育家精神，

都应以教育家为榜样，像教育家那样做教师 [17]。人

是现代教育的主题和主体，是社区教育教学的逻辑

起点和价值归宿。社区教育工作者要始终坚持为

人、助人和育人的实践取向，坚持弘扬践行中国特

有的教育家精神，走近赋能高质量发展大局、走进

现代人的心理世界、走向社区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走出积极教育实践范式、走入校本行动导向研究、

走心卓越幸福教育人生。

（一）弘扬教育家精神，做正确的社区教育理

论研究者

形成正确的理论共识和行动框架，是有效进行

社区教育实践的前提。什么是社区教育？社区教育

的内涵是什么？社区教育区别于其他类型教育的边

界究竟在哪里？如何做正确的、适合的、优质的社区

教育？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研究，也需要众

多的社区教育工作者进行持续深入的行动研究。

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多数仍是基于“知识本

位、教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按照班级授课制

方式，将一群学生集中到一个物理空间，由一位老师

进行现场教学，每一堂课都设计成同样的长度与节

奏，按照大致相同的教学模式进行授课，评价标准不

仅趋同，而且“简单粗暴”。无疑，今天的教育已经

越来越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对教育的系统性

改革已成势所必然。面对不断加剧的社会变化，未

来教育将在其内涵、结构和形态等方面进行全面性、

革命性重构。有学者指出，“数字时代下，教育将发

生重大革新：教育方式会变得更加便捷；个人学位需

要重塑，不再只是学到知识那么简单；教育技术混合

化；个性教育强化；教育支持精准化；终身学习普及

化”[4]。教育目标将由知识中心转向能力中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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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适应力、创新力培养得到进一步重视，教育目标

的人文性、生活性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教育有法，但无定法。教育本身是复杂的、多

样的、变化的，而社区教育更甚。在整个终身教育

体系中，社区教育无疑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受教育

者人数和类别最多、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最广泛、

形式和型态最为多样的教育类型，这些都决定了社

区教育工作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什么样的社区教

育是正确的、优质的、适合的，答案肯定会因人、因

时、因势、因地而异。社区教育的复杂性、差异性决

定了从事社区教育研究的主体力量更多依靠社区

教育的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如何做正确的社区教育研

究需要更多的社区教育工作者，从理念到行动上做

好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学习导向，加快社区教育

思想观念与知识技能更新，防止教育本领恐慌，全面

提高社区教育能力，作为自我发展的最强后盾；二是

坚持专业导向，把心思心智放在专业发展上，把精力

用在干好实事上，自觉把服务人的多元化、个性化发

展作为最大担当，始终把人的幸福期盼放在最高位

置；三是坚持发展导向，积极关注社区教育改革创新

的发展目标、人们反映迫切的心理需求，着力创造最

优化的“最近发展区”；四是坚持行动导向，面向未

来、面向现代化、面向实践，加强基础、基本功建设，

畅通开展社区教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18]。

（二）弘扬教育家精神，做优质的社区教育探路人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通过“构

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现代教育体系”[19]。我国有些城市的社区教育

发展较好，但总体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城乡差

距、群体差距，再加上我国人口基数大、潜在的社区

教育受众广，社区教育依然是终身教育体系中最为

薄弱也最为复杂困难的一环。

如何做人民满意的社区教育？这需要社区教

育工作者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独立探索、创新实

践。有些地区已经先行先试，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发展范式。如 2013 年 2 月

依托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首批全国示范性市级

电大）和常州社区大学（全省首家社区大学）成立

的常州开放大学，于 2022 年被认定为全国“职业

院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项目第一批实验校，成功

立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批城市社区学习中心

（CLC）能力建设项目。多年来，常州开放大学一直

发挥着常州地区社区教育的龙头和骨干作用，致力

于优质社区教育探索与实践，已经构建形成了“纵

横交错”的社区教育网络体系——纵向上形成了

常州开放大学、社区培训学院、社区教育中心、居民

（村民）学校组成的四级梯队，横向上建立了普通

高校、职业院校、其他企事业单位参与的办学联盟。

常州开放大学通过主动探索实践科学家教社区行、

馆校合作项目，积极拓展社会资源，目前已打造终

身学习体验基地、游学基地、养教联动基地等市级

以上各类学习体验基地 57 个；建成近 700 人的社

区教育师资库，打造了“社区教育教师 + 名教师（名

班主任）+ 医卫专家”的社区家庭教育讲师团和 22

支智慧助老进社区培训团队；探索建构“公益巡讲

课程 + 个性化定制课程 + 网络课程”的课程体系，

每年统筹开发 100 门社区教育面授课程；实施“菜

单式供给 + 点单式选课 + 广覆盖送课”的送教形

式，为市民提供包括在线学习、学员管理、学时记载

等在内的“一站式”学习服务，目前已有注册学员

20 多万人。在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常州开放大学坚

持需求导向，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学校社区教育工作者发挥主人翁

精神、践行教育家精神，为常州社区教育的高质量

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生动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

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

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20]

面对未来社会的高频变化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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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精神文化需求，我们需要更多社区教育工作

者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致力于探索实践适合的、

优质的、人文的社区教育。如：通过多主体联动、

多教育共融，构建能够满足当地人民需要的社区教

育体系；通过跨界多领域集聚，构建优质的社区教

育师资队伍；通过深化课程改革，推动社区教育品

质提升；通过聚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打造富有中

国特色的优质社区教育内容和文化；通过打造“线

上 + 线下”“集中与分散”的多样态社区教育，满

足不同群体对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全社

会共建共营，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构建更为优

质、更为丰富、更为适合的社区教育生态环境。

（三）弘扬教育家精神，做适合的社区教育教

学改革者

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我国

教育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家精

神与教育根本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在未来社区教

育教学实践与改革中，应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针

对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如何做好面向

社区教育学习者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的适合的社

区教育等具体实践问题，基于校本行动研究开展教

育教学改革。

未来社会需要社区教育培养怎样的人，这是社

区教育工作者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梁建章、任泽

平等人在《中国教育内卷报告》中指出，“未来的社

会，需要更多通才，才能适应社会和技术的新变化，

即便看似最稳定和专业化的职业也会面临很多变

化。未来 20 年里，会有大量工作被机器人和人工智

能取代或部分取代，几乎所有工作都会受到智能化

的影响”[21]。“变”是未来社会的突出特征，如何提

升适应变化的能力，通过终身学习增强终身适应力

是必然趋势。学历代表过去，能力代表现在，学习力

代表将来，提升学习力已成为每个人应对未来社会

的核心能力。早在 1929 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怀

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写道：“忘记课堂上

所学的一切，剩下的才是教育。大学教育的功能在

于使你能够摆脱细节而保留原理。一所大学的理

想，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获得力量。”[22] 耶

鲁大学原校长理查德·莱文曾指出，“教育不教知

识却能让人胜任任何职业”[23]。这些观点无一例外

地想表达，共同的教育理想应该将培养学生适应变

化时代的学习力和胜任力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

如何正确地、有效地培养适合未来社会的人，

是所有社区教育工作者需要面临的现实课题。“我

们的基础教育已经保持几个世纪没变了”[24]，英国理

查德·萨斯坎德和丹尼尔·萨斯坎德在《人工智能

会抢哪些工作》中呼唤教育的变革。现在，我们必

须面对、反思和回答的是，工业化时代建立形成并固

化传承的教育体系、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能够满足未

来时代对人才发展的需要吗？李韧在其著作《自适

应学习：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革命》中指出，“技术

变迁将会要求教育和就业有更加紧密和连续的协

作”“未来，不仅是传统教育下的学生可能会找不到

工作，而且采用传统教育方式的教师也可能失业”[25]。

随着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对教育的改变，未来教育

形态和教育结构必将发生深层次改变，教学模式必

将从传统的以教为本转向以学为本。

从上个世纪的“罗杰斯挑战”①到现在的人工

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如何从“教为中心”

转向“学为中心”，一直都是学者们讨论和教育教学

实践改革的焦点话题。杜威早在 1915 年出版的著

作《明日之学校》中就明确提出：“从做中学要比从

听中学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仅从知识学习的视

角而言，学习金字塔②也生动阐释了从“教为中心”

向“学为中心”转换的重要意义：教师采用以教为

主的学习方式，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的内容

在 5%—30% 之间，而采用以学为主的学习方式则在

50%—90% 之间 [26]。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脱胎并

定型于工业时代背景下的传统教育模式依然未得到

根本性改变，知识本位、教为中心依然是常态，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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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疫情催生的线上教学“全面”推行，依然没有改变

“教”与“学”的异化关系。

可以预见的是，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

等）为代表的智慧教育新浪潮已经突破单纯的工

具应用维度，将给教育系统带来从教育思想到办学

范式的深远变革。现在和未来，全体教育工作者都

要弘扬践行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树牢“以学为

本、为学而教”“以教促学、学教相长”的新理念，积

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转变，积极开展适合的、优

质的社区教育校本行动研究，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创

新实践，努力成为满足社区教育需要、专业卓越的

教育家型社区教育工作者。做弘扬践行教育家精

神的社区教育工作者，还应全面增强四个“意识”，

学习社区教育理论、躬身积极行动研究，共同创造

社区教育教学更加美好的未来。一要增强“我是

教育研究者”意识，做引导人为学、为事、为人统一

的“大先生”，做促进人成长成人成才的“引路人”。

二要增强“我是专业思想者”意识，做面向未来、追

寻幸福的社区教育，做更加适合、更为优质的社区

教育。三要增强“我是实践反思者”意识，聚力做

正确的社区教育，正确地做务实的社区教育。四要

增强“我是校本行动者”意识，做创新行动着的社

区教育思考者，做有社区教育思想的“行动派”。

本文基于未来视角，畅想了终身学习时代社区

教育的发展愿景，聚焦适合的、优质的中国社区教

育是什么、为什么，基于我国社区教育的实然，从宏

观架构层面尝试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社区教育的应

然样态、价值意蕴与未来趋势。但正如教育家佐藤

学所言，教育研究者对于“实践性问题的解决是软

弱无力的”[27]，适合的、特色的、有效的中国式现代

化社区教育发展之路，不仅需要众多的社区教育理

论研究者进行范式建构，更需要众多的社区教育实

践者探索前行。唯有众多的社区教育工作者积极

识变、适变、求变、创变，做新时代社区教育创新实

践的“行动派”和实干家，努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

社区教育的思想者、研究者和开拓者，中国社区教

育才能真正面向未来、开创未来、赢得未来。

注释：
① 1952 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次主题为“课堂教

学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的学术研讨会。著名心理学家卡

尔 • 罗杰斯（Carl R. Rogers，1902—1987 年）在发言中首

次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观点，并详细阐述自己关于“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引起了学者广泛关注和媒体的

报道和评论。这件事后来被教育史研究专家称为“罗杰斯

挑战”，引发了一场有关教育观念的讨论。

②学习金字塔理论是美国缅因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研究

成果，最早由美国学者、著名的学习专家爱德加·戴尔在

1946 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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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the Actor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UI Jinggui, WU Jihui

Abstract: The era of lifelong learning contains infinite ten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irmly and confidently take the road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We should adhere to innovative actions.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ory,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and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new positioning and new trends of future commun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AI technology to community education reform, 

and reshape the new ecology of community education wit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tions. We must adhere to 

collaborative action, promote the active practice of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with great potential, and 

explore the creation of a modern community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nvolves multiple 

subjects coexisting, multiple goals integrating, and diverse forms coexisting. We must adhere to school-based actions, 

promote and practice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based on future changes in talent demand, based on school-based 

research and school-based actions, actively promote systematic changes in high-qualit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vide more suitable, high-quality, and meaningful community edu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innovation action; collaborative action; school 

based 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