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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持续 16 年推进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
社区教育，实现社区教育方式从设计型到生长型
的转变［1］。教育资源的合建共享、学习方式的变革
创新，是当代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的两大主题。学习
圈建设和学共体培育，正是两大主题的杭州答卷。
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编著的专著《学习圈·学共
体：社区教育的杭州样式》（以下简称《样式》）由浙
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杭州市社区教育十年发
展报告”，对杭州 2011 年至 2021 年社区教育发展
的成功经验和创新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提炼。10 余
年探索所形成的社区教育杭州样式，因其前瞻性、
时代性和实践性，构成了当代中国社区教育全景
中的独特画卷。本书所阐发的“学习圈·学共体”的
社区教育理论与实践，对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一定的方向引领价值和实践借鉴作用。“设计
型社区教育和生长型社区教育协调发展”这一杭
州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已经取得了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的丰硕成果，受到学界关注，部分成
果被吸收到政府政策文件之中，对于国内其他地
区将产生重要的辐射引领作用。

一、生长型社区教育理念形成的基础与特征
（一）社区学习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研究奠定生

长型社区教育基础
反思改革开放后中国社区教育发展 30 年的

历程，发现社区教育存在参与率、知晓率、满意度
不高，老百姓获得感低；社区教育工作者被边缘
化，成就感低；政府提供的社区教育服务不能满足

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的需求，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杭州市成人
教育研究室的科研团队，认为社区教育到了转型
升级甚至根本变革的关键时期，社区教育既要从
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转变，又要实现从设计型到
生长型的根本性变革，探索一条符合社区教育规
律的生长式发展之路。

2007 年，杭州市成人教育研究室的研究者在
实地调研中发现，政府相关部门和组织举办的社
区教育并不受老百姓欢迎，而民间自主学习团队
的学习深受成员喜爱，人人表现出满意和喜悦的
神情。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少城乡民众的幸福感并
未随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相应提升，这与社区教育
质量不高有一定相关性。研究者意识到，培育和养
护社区学习共同体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从此，16
年持续开展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社区学习共同体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由

本质意志主导，因共同学习而自然结成的能实现
生命成长和建立守望相助关系的群体。”［2］“学共
体”是“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简称，经过 16 年的持
续研究与推进，业已发展成为中国终身教育领域
的一个研究专题、研究门类、研究方向。其宗旨是
变革成人学习方式，提升终身学习品质。在理论
上，随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区学习共同体
生命价值与成长机理研究”的完成和专著《社区学
习共同体》的出版以及社区学习共同体系列论文
的发表，已经基本建构起中国社区学习共同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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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包华影教授认
为，社区学习共同体学说的概念清晰、内涵完整、
实践丰富，和一般意义上的“学习型组织”有本质
区别。在实践上，随着持续 12 年开展杭州市示范
社区学习共同体评选表彰、10 次全国社区学习共
同体专题研讨会和若干次全市社区学习共同体研
讨会的举办、杭州市及各区设立的社区学习共同
体研究与行动指导中心的运作，到 2021 年，杭州
市已有 8000 个社区学习共同体遍布城乡，参与学
习的人数超过 22 万人。

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理论探索成果丰硕。社区
学习共同体理论与实践并行，成果显著。关于变革
成人学习方式的课题“社区学习共同体生命价值
与成长机理的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社区学习共同体学术概念从杭州首创后，经过
16 年的研究与推进，已发展成为中国终身教育领
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研究门类、研究方向。
随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题和社区学习共
同体系列丛书《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四大支柱》《社
区学习共同体》《社区学习共同体核心成员成长指
要》《学习圈·学共体：社区教育的杭州样式》先后
出版以及社区学习共同体系列论文的发表，中国
新时代社区学习共同体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建构起
来，专著《社区学习共同体》获评了全国教育科研
优秀成果奖，汪国新团队的理论研究开辟了我国
社区教育的新领域和新境界。

（二）生长型的社区教育的特征
《样式》一书的第一部分，回答了生长型的社

区教育的特征和意义。杭州社区教育的探索回应
了长期以来传统社区教育（设计型社区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探索了一条推进生长型社区教育发展
之路。设计型社区教育沿袭学校正规化教育思想、
教育手段和教育评价，严重违背了社区教育的非
正规性和非正式性特性。生长型社区教育改变了
社区教育教什么、谁来教、怎么教都不由学习者说
了算的问题，注重以人为本，在价值取向上，以人
的发展和社区的发展两个维度为目标，具有四大
特征。

一是价值取向的生命性。生长型社区教育在
价值取向上关注人的生命性价值提升，学习者的
最大收获是生命状态的积极改变，是生命意义的
自觉追寻。

二是学习动力的内生性。学习动机从社会功
利取向转变为人的生命成长，学习有着与生活相
通的乐趣，是从内心生长出来的愿望和自觉行动，
学习动力随着生命过程不断地生长。变“要我学”
为“我要学”，就像小草从地上长出来一样，是由内

而外生发出来的。学习因自觉自愿自主而开心快
乐，成员的学习潜能得到充分开发，人格尊严得到
充分尊重，守望相助的人际归属感得以建立。

三是学习资源的可再生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成员也是资源；成员带来资源；成员生成资源［3］。
因此生长型社区教育资源是自给式的，学习者互
为师生，教学相长，可以不依赖于外部资源，社区
教育变得“无门槛”和“零消耗”，更具有吸引力。

四是学习服务的适切性。生长型社区教育为学
习者提供健康发展的宽松环境和基本条件，推进机
会更加公平、渠道更加畅通、方式更加灵活、参与
更加广泛的“立体化、广覆盖、全时空”支持服务体
系的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地方政府重视社区教育
工作，打造社区教育的“湿地”与“池塘”。杭州市政
府 2016 年出台的《关于构建市民学习圈大力推进
终身教育的工作意见》（杭政函〔2016〕4 号）为调
动街镇推进社区教育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生长型社区教育的杭州实践探索
（一）学习圈的建设和学共体的培育
社区教育的杭州样式，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

两条路径”。一个核心是从根本上变革社区教育思
想，即从设计型的社区教育到生长型社区教育的
转变。两个路径或载体是：第一，在资源难题上有
所突破，即通过学习圈与学共体的建设，实现教育
资源困境的突破；第二，通过学共体和学习圈的建
设，真正变革教育方式和学习方式。第一章，体现
社区教育杭州样式的核心。作为本书的总启和概
述，体现本书所阐明的 10 年来杭州市社区教育变
革的归旨与理想———实现社区教育的根本性变
革：从设计型向生长型转变。从本章中，读者可以
了解到生长型社区教育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基
本策略以及对于提高社区教育质量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展示杭州市 2011 年以来在
学习圈建设和学共体培育方面的经验与成果。第
四章展现的是近十年来终身学习的先进人物，其
中许多人是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核心成员。通过共
同学习，他们的生命状态发生积极的改变，潜能得
到充分的挖掘，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到得较好提升。
二、三、四章体现的是两条路径探索过程及收效。
“学习圈”是“30 分钟市民学习圈”的简称，是

杭州市政府出台文件大力推进的“十三五”期间杭
州市成人教育的重点工作，其本质特征和基本内
涵是成人教育资源的合建与共享，是通过打造以
街道和乡镇为单元的“成人教育共同体”，为市民
提供便捷和丰富的终身学习服务。《成人教育共同
体研究———以杭州为例》2010 年被立项为“‘十二
五’教育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专著《资源的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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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享———成人教育共同体建设研究》一书是此
课题的核心成果。作为这本书的深化与补充，后来
又出版了《合建共享：成人教育综合体的建设与运
作》。

实现社区教育从设计型向生长型转变，需要
变革价值取向、发展动力、资源观念和供给思路，
最重要抓手是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和养护。社
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杭州样式是“发现———培
育———推广”，首先用一双慧眼，将散落在民间的
珍珠捡起来（发现）；其次，通过营造学共体成长的
“湿地”和“池塘”、培育学共体核心成员作为“种
子”和“苗子”、提供展示交流和表彰激励的“阳光”
和“雨露”，呵护其成长（培育）；第三，从实验区到
杭州市城乡全面推进，使 8000 个学共体遍布城市
和农村（推广）。《样式》一书的第二部分，用 13 个
案例生动地展现了杭州市各区县（市）十多年来社
区学习共同体培育的典型经验，读者可以从中得
到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示范性学共体的评选表彰为社区学习共同体
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从 2010 年到
2023 年，杭州市已经开展了 13 次（每年一次）示
范性社区学习共同体的评选表彰工作，市一级的
示范性社区学习共同体的评选工作一直由杭州市
成人教育研究室承担，奖牌由原来的杭州市成人
教育研究室颁发到杭州市教育局颁发，再到杭州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颁发。

通过全国性的研讨会的举办推进研究工作的
深入。从 2009 年举办首届全国社区教育青年论坛
起，到 2023 年，已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社区学习
共同体发展研讨会或社区共学养老专题研讨会
14 次。通过持续研究和推动，杭州社区学习共同
体被吸收到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的文件中。2016
年出台的教育部等九部委《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
教育发展意见》，明确学习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和作
用，在主要任务部分明确提出要“推进学习型组织
和学习共同体建设”，特别提出，要鼓励发动社区
居民，通过学习团队、学习小组等形式的学习共同
体来开展社区教育活动。2022 年，杭州市政府出
台了《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
要大力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提高老年人的幸福
感和归属感。

（二）社区共学养老的区域推进
“社区共学养老”是社区学习共同体理论与实

践在社区老年教育中的应用与深化，是学习圈的
建设和学共体的培育的高级形态。社区共学养老
的理念脱胎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实践。社区共学
养老是“指生活在社区的老年人，为了生命成长和

生活质量的提高，自觉、自愿在社区学习共同体中
互爱互信、相助相伴、共学共乐，更加健康、积极、
优雅、有尊严地享受生命的过程。”［3］党的二十大
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为开展老年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社区共学养老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多年来的研究发现，社区共学养老是一种最
经济、最实惠、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方式。它遵
循了老年人的学习规律；符合老年教育的“自我教
育、共同学习、知行合一、生命成长”的特征；符合
了老年人的提高生活品质，提升生命质量的意愿；
较好地化解和克服了老年人孤独、无聊、无意义等
诸多负面情绪，契合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
的特征和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特征。

社区共学养老，在 2021 年成为全国终身学习
品牌项目后，已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民生工程。
2022 年，杭州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
实施意见》（杭政办函〔2022〕1 号）中，明确规定实
施共学养老建设工程，到 2025 年，评选表彰 100
个共学养老示范基地和 100 个老年教育品牌项
目。在这样的形势下，社区共学养老更值得推广和
应用。以杭州市出台的《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
意见》明确规定社区共学养老建设工程是发展老
年教育的重点工程和《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积极推进老年教育和
社区共学养老”为标志，社区共学养老已经实现了
从科研部门的探索到政府部门出台文件全面推进
的转变。
《样式》一书所记录的是过去十余年杭州社区

教育发展的轨迹，也是社区教育工作者奋斗求索
的足迹。浙江开放大学终身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吴
思孝博士表示：“学习圈”和“学共体”贴上了非常
强烈的杭州的标签或者说浙江的标签，是一个比
较成熟的品牌，后续可以通过师资培训、团队培养、
学习项目研发等精品化推进，进行推广和辐射，使
品牌从优秀走向卓越，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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