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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区学院对我国城市

弱势群体社区教育的启示

邵艾群，王练练
(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成都 610066)

【摘 要】美国社区学院从成立之初就承担了促进教育公平与正义的责任，为美国弱势群体教育做出了贡献。
从美国社区学院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总结并借鉴美国社区学院弱势群体教育的经验，提出我国城市弱势群体社

区教育需要健全培养机制、广泛开展信息素养技能培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大对贫困家庭家长的支持力度等

措施，以期改变我国弱势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利地位，促进我国教育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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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公平

与正义，因而备受民众关注。从全世界来看，虽然大

多数国家的教育公平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还远

远不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写到:

“在这个教育世界里，不公平的现象仍然以各种不

同的方式存在着”。［1］世界各国都努力通过各种举

措来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尤其是期望

通过与弱势群体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教育来促进教

育的公平与正义。美国社区学院在这方面取得了突

出成绩，可为我国城市弱势群体社区教育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一、城市弱势群体社区教育的界定

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英文表达是
“Vulnerable Groups”，其中，“Vulnerable”含有脆弱

的、易受伤害的、处于不利境地等意思。直到最近几

十年，弱势群体一词在国际社会才成为一个通用的

术语。按照国际社会比较流行的界定，弱势群体是

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

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2］在我国，

直到 20 世纪末，弱势群体一词才成为一个高频率术

语出现在我国的社会舞台之上。我国学者王思斌认

为:“那些常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被称为弱势

群体，主要表现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的低下。”［3］

李林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具有可比

性的前提下，是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

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地位的群体，通常是社会中的

少部分群体”。［4］综合以上观点，弱势群体是指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某些先天或后天障碍，缺乏生

存和发展机会，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处于不

利地位的特殊社会群体。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弱势群体划分为不同

的类型。如以距离中心城区的远近为标准，可以将

弱势群体划分为城市弱势群体和农村弱势群体。城

市弱势群体是指日常生活、居住在城市中，由于某些

先天或后天障碍，缺乏生存和发展机会，而在经济、
政治、文化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特殊社会群体。
城市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失业人员、长期患病者、残疾

人、低保者、贫困者、被歧视的有色人种等。城市弱

势群体社区教育是指通过社区教育对这些群体开展

与之需求相匹配的教育，其目的在于改变弱势群体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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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社区学院开展弱势群体教育的

概况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中等教育改革的一

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学与大学的衔接问题，人

们最初是从高等教育的教育目标和自身结构角度提

出改革设想。1892 年，芝加哥大学率先提出了改革

高等教育形式的设想，即把大学四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两年为“初级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社区

学院; 第二阶段的两年为“高级学院”。美国社区学

院低收费或者不收费，学生就近入学，课程设置多

样，办学形式灵活，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就业，也可转

入四年制大学学习。美国社区学院自成立之初就承

担着促进教育公平的职责，在为弱势群体提供高等

教育的机会和促进失业人群再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突

出贡献。美国弱势群体社区教育大致经历了以下几

个阶段:

1. 初创期( 20 世纪初至二战前)

从 20 世纪初到二战前，是美国社区学院的初创

时期。一方面，由于美国高中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

导致升学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美国初级学院的发

展。另一方面，1930 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

济衰退、生产停滞不前、大量人口失业，基本每四个

人中就有一个人失业。［5］许多失业人员寻求继续教

育机会，加之军队的培训需要以及技术人才的缺失，

促进了初级学院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初级学院为

一些失学青年、失业者、缺乏生存技能者、贫困者等

提供资助及教育机会，不仅保障了他们受教育的权

利，还帮助他们提升了职业技能，体现了美国对教育

公平的追求，对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

起到了促进作用。
2. 发展期( 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

从二战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社区学院稳

定发展，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在这

一时期，美国政府出台了很多关注弱势群体的政策

法律。如二战结束后，为了安置大量的退伍军人，美

国颁布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该法案涉及教育、
贷款、事业补偿、就业援助和医疗保健等诸多内容，

帮助了 1 400 万人重返平民生活，对社会和教育产

生了深刻影响。［6］1964 年，美国《民权法》规定: 禁止

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的歧视; 禁止在雇用、晋
升和解雇方面有性别以及种族的歧视; 禁止在公共

场所和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中对弱势群体进行歧

视，并加强了弱势群体对投票权的执行等，［7］这些

规定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1965 年美国颁

布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该法案取消了种族隔离

计划，允许黑人、白人同校学习，反映出美国社会和

政府开始关注以黑人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

问题，并且该法律将教育带入了全国打击贫困的前

沿，是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8］ 同年，

《高等教育法》颁布，该法案增加了弱势群体获得高

等教育的机会，［9］并且拨款 8． 04 亿美元支持社区服

务和继续教育，［10］以保证所有想接受高等教育的学

生都有入学的机会。
在这一时期，社区学院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担了大部分弱势群体教育的义务和责任，

其潜在价值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认可，并在社区学院

的招生趋势中得到了体现。［11］

3. 成熟期(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

趋于成熟。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针对

弱势群体的保障，美国教育政策趋向于保守，比如在

此期间颁布的《中等收入家庭协助法》《纳税人救助

法案》，政策扶助的重心从低收入群体转为中高收

入群体，大大减少了美国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家庭学

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问

题出现倒退现象，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12］

进入 21 世纪之后，美国政府恢复并加强了对弱

势群体的关注。从布什政府颁布的《美国教育部

2002—2007 年战略计划》《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

法案》，到奥马巴政府颁布的《让每个学生都取得成

功法案》，特朗普的“帮助社会贫困群体接受教育”
主张，再到拜登竞选时提出的“高中后教育计划”，

都体现了美国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对弱势群体教育

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社区学院几乎占据了美国高

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弱势群体教育做出了突出贡

献，保障了弱势群体的相关权益，促进了美国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

三、美国社区学院开展城市弱势群体教

育的经验

美国社区学院针对城市弱势群体，在其培养机

制、信息素养培养、职业技能培养以及支持贫困家庭

家长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1. 培养机制健全

美国弱势群体社区教育培养机制较为健全，主

要体现在法律保障、资金投入和多元主体管理等方

面。第一，教育法律法规完善。美国把接受社区教

育作为民众的基本权利，并通过立法予以保障，为不

同时期、不同层次、不同基础以及不同地区的弱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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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提供多样化、公平化的社区教育服务。美国社区

学院发展至今，与其相关的法律有数十部，如《退伍

军人权利法案》《人力发展和培训法》《职业教育法》
《高 等 教 育 法》《劳 动 力 投 资 法》《美 国 教 育 部

2002—2007 年战略计划》等，这些法案体现了美国

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对弱势群体教育的关注，确保没

有人会因为经济原因而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

利，这种理念对社区大学( 学院) 的招生、学生构成

和使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3］第二，教育经费来源

多元。美国非常重视对社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其经

费来源多元，包括联邦政府及州政府拨款、当地税

收、学生学费及其他资助等。此外，美国还发起一系

列弱势群体资助项目，如“佩尔助学金”“联邦工读

机会”“联邦补充教育机会补助金”“联邦补贴贷款”
等，并且还支持学生贷款，简化贷款流程，改革分配

机制，确保最需要资助的人能得到资助。第三，管理

主体多元。联邦、州、地方政府、大学、企业等通过拨

款对社区弱势群体教育进行援助并参与管理，因参

与管理的主体多元，社区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计划

及课程实施等都由各主体商议决定，可以极大地满

足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
2. 注重提升城市弱势群体信息素养

1989 年，美国图书馆学会将信息素养定义为:

“能够识别何时需要信息，并有能力定位、评估和有

效地使用所需的信息”。［14］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

展，信息素养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公平的

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收入、教育和信息素养

水平都呈正相关，种族、年龄、语言和残疾也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15］弱势群体由于教育不足、经济较差

以及身体残疾等原因，其信息素养水平相对较低。
而提升弱势群体的信息素养可以增加他们的就业、
学习和生活机会，增加他们的发言权，降低陷入贫困

的风险。
美国历来重视和关注学生的信息素养，社区学

院也不例外。美国社区学院协会( AACC) 曾发表声

明:“教学和学习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信息素养，要求

社区大学毕业生能够有效和合乎道德地查找、访问、
检索、分析、综合和使用信息，并且要求社区大学为

所有学生提供信息素养培养的人员和资源。”［16］正

是由于对弱势群体信息素养的重视与关注，社区学

院通过各种新颖的教育方式、先进的教育技术等来

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例如，社区学院的图书管理

员通过开发工具来支持学生在课程管理系统和虚拟

世界中的互动，协助教师创建课程，以及适度在线书

籍讨论，以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发展。［17］

3. 注重培养城市弱势群体的基本职业技能

美国社区学院从成立之初就担负着职业教育的

职责。社区学院以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为导向，提

供全方面的职业教育培训，通过推行各种计划或项

目来满足弱势群体就业、生活和个人发展等需要。
如 James L． Morrison 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所有

的社区大学( 学院) 都为学术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

数群体提供了特殊课程、项目或服务，并准备提供更

多的教师资源来帮助弱势群体。［18］以提升职业技能

为主要目的的社区学院与企业联合培养模式的表现

最为突出。在该模式下，社区学院与当地企业建立

紧密的合作关系，并推出了很多可操作的培训计划

和项目，如微软和美国社区学院协会( AACC) 联合

推出的工作联系计划、［19］华盛顿的 I-BEST 项目、［20］

美国劳 工 部 贸 易 调 整 援 助 社 区 学 院 和 职 业 培 训

( TAACCCT) 项目、［21］哈特内尔学院为弱势学生群

体提供的数学、工程和科学成就( MESA) 项目、［22］肯

特州立大学开发的技术干预和支持计划( TISP) ，［23］

等等。这些计划或项目主要针对失业者、贫困者、拉
丁裔、黑人等弱势群体，在确定弱势群体培训需求

后，企业协助社区大学开发和实施相关课程，提升弱

势群体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企业和社区大学致

力于提升社区教育质量，并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咨

询或者就业服务。为此，职业技术培训通常被认为

是针对弱势群体开展的公共培训，同时也是美国反

贫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4. 对社区贫困家庭家长的支持

为贫困家庭家长提供更多的教育和支持，可以

提升其知识力、经济力、竞争力，从而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由于很多贫困家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较低，

职业状况较差，难以为家庭提供稳定的收入，极易受

到社会经济衰退的冲击，例如新冠疫情对家庭或个

人的冲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了扩大来自低收入

家庭家长上大学的机会，加州社区大学实施了 Cal-
WOＲKs ( California Work Opportunity and Ｒesponsi-
bility to Kids) 项目。CalWOＲKs 项目集学术、个人咨

询、案例管理等于一体，致力于提升学生的素质和能

力，以便使其在经济开始好转时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该项目的教育对象主要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单亲父

母，尤其是单亲母亲，项目组为他们提供财务和学术

援助，具体包括咨询、案例管理、辅导、勤工俭学机

会、儿童保育、食品援助和紧急援助等，通过针对性

的课程，致力于培养各种技能，重点关注职业技能，

以改善长期经济前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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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社区学院对我国城市弱势群体

社区教育的启示

在中国语境下，社区教育是指以社区为地域范

围，居民自主参与的教育社会一体化的现代教育形

式，具有育人性、社区性和大教育性的特点。［25］社区

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本来就带有公益性质，

理应为弱势群体提供相应教育，以改变其在经济、政
治、文化等方面的不利地位，从而促进教育的公平与

正义。美国社区学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主

要有:

1. 健全城市弱势群体社区教育培养机制

我国社区教育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

不足与缺陷，仍需不断改进与完善，尤其是在培养机

制方面。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弱势群体社区教育在

培养机制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教育法律法规

不健全。尽管我国的一些政策法规涉及社区教育，

但在国家层面，没有相应的立法。一些地区颁布了

《社区教育促进条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

地社区教育的发展，但其配套设施、长期规划及实施

细则都不健全。由于缺少法律法规的刚性支撑，缺

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导致各级领导对社区教育

的重视程度也参差不齐，而通过社区教育去关注弱

势群体的也就寥寥无几。［26］ 第二，经费投入不足。
虽然我国对社区教育有一定的经费投入，但从全国

范围来看，仍然十分有限。学者李盛聪在 2017 年调

查我国 41 个城市的社区教育经费时发现，将近一半

的城市没有社区教育专项经费，［27］就更不用说针对

弱势群体的教育经费投入了。第三，管理主体单一。
目前我国社区教育主要由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和民

政部门负责管理，缺少市场、社会组织及个人等主体

参与，缺乏活力。
借鉴美国经验，要健全城市弱势群体社区教育

培养机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健全教育

法律法规。在践行全纳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应制定

和完善城市弱势群体社区教育的法律法规。美国多

项教育法案都对弱势群体参与社区教育有政策上的

倾斜。我国社区教育起步较晚，在立法上还较为滞

后，但是对教育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一直是我们的价

值诉求。因此，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教育政策法规，并

在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过程中，注意倾斜的

人群、标准、范围、流程、规范和力度等，使其可操作、
可落地。第二，加大经费投入。除了政策和法规之

外，政府应该加大对弱势群体的经济资助力度，并设

立一些弱势群体社区教育专项资助项目，保障弱势

群体有参与的经济基础，提高弱势群体参与的积极

性。第三，加强多元主体协作管理。在政府的领导

下，要加强教育部门、民政部门、妇联、就业局、企业、
社会组织、社区及个人等协作管理。多元主体参与，

共同管理，有利于满足弱势群体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2. 广泛开展信息素养技能学习

弱势群体信息素养的落后，会导致“数字鸿沟”
的产生，加剧社会不公平。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虽

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对弱势群体社区教育信

息化发展的关注并不多，我国弱势群体的信息素养

相对较低。
借鉴美国经验，要帮助弱势群体缩小数字差距、

弥合“数字鸿沟”。第一，要不断地完善社区信息化

基础设施，给予弱势群体宽带接入资费优惠，为提升

弱势群体的信息素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第二，社

区的教育工作者要通过主动走访、问卷、访谈等方式

了解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以他们的信息需求为出

发点，通过开展相应项目或活动来帮助他们提升信

息素养。例如，当他们想知道如何下载编织花样时，

可向他们展示下载针织图案的方法和途径，然后帮

助他们发现更多相关的针织讯息。此外，在了解弱

势群体信息需求的基础上，社区要为弱势群体多开

展一些提升信息素养的培训项目，提高信息素养课

程的比例，教会他们掌握智能手机的应用、计算机基

础知识、网络知识、数据检索、互联网办公等技能。
在教学方式上，针对一些行动不便的弱势群体可采

用线上教育或“线上教育、线下服务”的方式。
3.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素养低是城市弱势群体缺乏竞争力的主要

原因。通过社区教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其

职业素养的主要途径，但我国在针对城市弱势群体

的社区教育实践中，所开设课程主要是以休闲、娱

乐、康养等课程为主，职业技能课程开设不足、占比

偏低。
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第一，我国应尽可能地开

设多样化、多层次的职业课程，以满足不同弱势群体

的就业需求。第二，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政府规划

和产业发展，加强与当地企业合作，共同开设一些地

方产业培训课程。例如，成都市龙泉驿区社区学院

在实践过程中，结合当地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

汽车产业的发展，与一汽大众进行了合作，开设了汽

车职业培训课程。该课程主要针对失业青年，培训

之前先带领他们去企业参观考察，了解企业文化，在

有意向的前提下，对他们进行汽车装配技能的培训，

培训合格之后，可直接留在该企业工作。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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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可以解决部分失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提升他们

的收入水平; 二是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招工问题，为企

业注入新鲜血液，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是可以促进龙

泉驿区的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此外，在培养模式

上，社区学院可以联合企业，采用带薪实习或学徒等

方式帮助弱势群体，一是可以帮助学员解决培训期

间的经济问题; 二是可以使其在学徒或者实习时期

获得更多指导，使他们学习得更快、更深入。在教学

方式上，借鉴美国 I-BEST 项目经验，由基本技能指

导教师和职业指导教师共同教授基础职业技能，基

本技能指导教师可来自社区学院，主要负责基本技

能和理论知识的教授; 职业指导教师可来自企业，主

要负责实践技能的教授，二者相互协作共同促进弱

势群体基本技能和职业技能的提升。
4. 加大对贫困家庭家长的支持力度

要想阻断代际贫困，应加大对贫困家庭家长的

教育支持力度。就目前我国开展的社区家长教育来

看，教育对象主要是普通家长，对弱势群体家庭家长

的关注较少，尤其对一些单亲母亲的关注更少; 教育

内容主要是亲子关系维护、孩子身心成长等，针对家

长群体自身进行的培训较少。
借鉴美国 CalWOＲKs 项目的经验，第一，政府部

门应该为贫困家庭家长、单亲家长等提供一些教育

和财务上的援助，给予其更多的人文关怀，帮助他们

提升综合素养和生存能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第二，社区工作者应该开展前期调研，针对这类弱势

群体的学习需求，提供相应的援助，包括咨询、案例

管理、辅导、勤工俭学、儿童保育等援助。更为重要

的是，为了改善贫困家庭的经济前景，应为他们开设

一些职业课程或开展技能培训活动，以便改善其生

活状况，进而改善其子女生存状况和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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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American Community Colleges to Community
Education of Urban Vulnerable Groups in China

SHAO Ai-qun，WANG Lian-lian
(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6，China)

【Abstract】Since its establishment，American community colleges have undertak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moting educational
fairness and justice，and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educa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
torical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ommunity colleges，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draws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educa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in American community colleges，and puts forward that community education of urban vulnerable groups in China
needs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mechanism，widely carry out information literacy skills training，strengthen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and
increase support for parents of poor families，so as to change the disadvantaged posi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in terms of economy，poli-
tics and culture，and promot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American community college; urban vulnerable group; commun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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