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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教育观念为出发点,探析社区教育观念的内涵,并由此揭示社区教育观念认识误区的缘起。分析认为,
社区教育观念的个体性、建构性、能动性和独特的价值诉求是厘清社区教育观念并有效推进社区教育发展

的基础。以观念习得的盲目性、忽视既有观念的合理性、观念内容认识的复杂性等为代表的认识误区依旧

广泛存在,源于对社区教育观念内涵的模糊认识。从“内涵”出发探讨“误区”,并提出化解“误区”的途径及

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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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末以来,现代社区建设浪潮在我国蓬勃

开展,作为促进现代社区建设的有效手段,社区教育

在内容、方法及过程等方面都在不断更新完善,服务

社会发展。我国社区教育经历近30年的发展,在推

动全民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建设以及社区治理等方

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效,对提高全民素质,构建和谐社

会意义重大。社区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必然,也是为满足社区成员日益增长的文化教

育需求和终身发展的需要[1]。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基本满足社

区居民的发展需要,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区域

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大,社区教育活

动形式泛化,社区教育指向性不明确,社区教育规范

缺失,社区教育工作者业务水平低等问题。在北京、
上海、广州、南京、成都等地,社区教育发展程度较深,
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较高,较好地服务了当地社区治

理活动。而在中西部大部地区,社区教育发展水平

低,服务能力差,形成弱势。城乡间社区教育推广力

度差异大,农村、偏远、贫困地区较之城市社区教育的

发展缺乏规范性、指向性,并存在泛化倾向。从社区

教育的推广路径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社区教育观念

的落后,即对于社区教育观念的内涵认识有所欠缺。

一、社区教育观念的内涵

欲厘清社区教育观念,首先应对教育观念有所认

识。有学者认为,如何理解并正确认识教育观念、教
育观念的本质结构、教育观念是如何转变的、受哪些

因素影响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探讨。根

据庞丽娟,易凌云,李召存,蔡笑岳,梁红燕等学者的

研究与分析,一般认为,教育观念是不同的教育主体

在一定的教育实践中对教育问题所形成的基本认识

和看法,它“属于人们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主体

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某些行为意向”[2]。由此可知,
教育观念根本上是一种认知和理念,包含着对教育活

动的认知、情感和意志,它是人们对教育活动的概括

化认识,教育主体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收集关于客体

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教育主体的价值判断和行

为倾向。正是由于教育主体的多样性和认知的差异

性,对同一教育客体的认知必然是有所差异的。但这

并不代表教育观念一定是杂乱无序的,无规律可循

的。教育观念在应然层面,包含着教育本质观,价值

观,功能观,改革观,质量观,师生观和人才观等子观

念[3],各种子观念相互独立并互相影响,对教育观念

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它们是有效开展教育活动的

重要保障。教育主体对这些子观念应有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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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观念的影响指导下触发恰当的教育活动。
社区教育观念作为教育观念的子系统,同样符合

上述认知规律。社区教育观念是社区教育工作组织

者和实施者在社区教育活动中,基于自身已经形成并

趋向稳定的文化、心理、经历对社区教育各要素形成

的认识和所持有的信念,这种认识和信念对教育主体

实施的社区教育活动起指导和影响作用。其中,社区

教育的地域性、开放性和服务性是使其区别其他教育

形式的重要标识,其特殊性决定了社区教育观念中个

人建构色彩更为浓重。同时,针对具体教育情境的不

同认知理念和处理方式,社区教育观念又具有情境性

的特点,即随着社区教育客体的变化,主体的认知和

理念也应然发生转变。
二、社区教育观念的内涵特点

社区教育观念作为一种认知和理念,有其自身规

律,其形成、发展、完善、再塑受到主客体的双重影响。
其内部的流动性使得社区教育观念难以被把握和认

识。因此对社区教育观念的内涵特点进行分析不可

或缺。
社区教育观念的个体性。社区教育活动的认知

主体一般认为是教育政策的决策者和社区教育的组

织者和实施者,结合社区教育的地域性、开放性、服务

性等特征,社区教育工作者往往拥有更多的意义阐释

权和自主实施权。社区教育工作者作为完全社会化

的个体,内含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判断、社会

背景等因素都影响着其对社区教育活动的认知。作

为能动的个体,社区教育组织者和实施者对同一教育

现象往往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念。个体化的认知是

图式、同化、顺应、平衡的过程,带有主体性色彩,这种

“个性化”的教育观念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该主体实

施的教育活动[4]。
社区教育观念是建构的过程。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认为,任何知识的获得都应经历建构的过程。知识

的获得不是与生俱来或教授而来,而是在主客体的相

互作用和交融中产生,教育主体根据已有知识和新情

境进行意义的建构。因此,社区教育观念并非是对教

育情境做出直接反映,而是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
即社区教育观念的获得离不开个体已有的文化观念。
这一方面表现为教育主体将教育情境与主体意识相

结合,进行调适和建构,形成个体化的教育观念。另

一方面表现为结合教育实践,将已有观念上升至理性

层面,并趋向发展为符合教育政策决策部门的“主流”
价值观念。从社区教育观念形成的角度看,这是不断

流动、嬗变的过程。
社区教育观念的能动作用。正确认识社区教育

观念与社区教育活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认识社区

教育观念本身和推动社区教育开展十分重要。从二

者的关系出发,当教育观念形成后,教育观念和教育

活动之间趋向形成一定的联系方式[5],观念对于行为

具有影响作用,行为的产生又是建立在观念基础之

上,且行为的发生及其产生的结果给予观念反馈,促
使观念不断修正和完善。庞丽娟在阐释教育观念和

教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时认为,“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

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而非简单的此决彼定

的关系。”[6]如果简单地将观念和行为确定为单向关

系,那么观念与行为将互相隔绝,社区教育观念与教

育活动间的相互作用便无从谈起。正确认识并有效

发挥能动作用,将观念与活动联系起来,更有利于社

区教育活动的开展。
社区教育观念的价值诉求。有别于其他形式教

育偏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社区教育更加注重

“生命”话题。生命哲学在于阐释生命的存在、本质和

意义。社区教育观念应重新审视生命,将生命作为社

区教育之本,将社区教育置于生命哲学之中,才能获

得意义。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中介力量,在促进

社区建设之外,获得了自身的发展。其一在于关注生

命,强化生命教育;其二在于对社区内处境不利的弱

势人群的生命关怀;其三在于帮助社区居民融入社区

生活[1]45。社区教育观念在建构之外,应强化到生命

教育的旨归,教育主体在与教育活动的互动之外,还
需应然地提升生命质量,实现“人性关怀”。

三、社区教育观念的认识误区

从社区教育观念的内涵出发,社区教育观念经历

了流动、嬗变的过程,其个体性、建构性、能动性、价值

诉求等特征以及人们对其的模糊认识决定了观念认

知和行为倾向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一)社区教育观念的习得与完善具有盲目性

在社区教育观念的习得和完善过程中,盲目性一

般表现为目标指向性不明确,习得方式单一,主体性

缺失等。首先,目标指向不明确。当前,我国社区教

育工作者培训与个体观念常常陷入混乱,社区教育的

组织者与实施者不能获取科学、一贯的教育观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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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于社区教育目标指向不明晰。对于社区教育观

念的学习和补充要么集中于具体案例的模仿和借鉴,
如某地社区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便照搬照抄,忽视区

域特点和发展实际;要么单纯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
如脱离实际的理论宣讲,不追求实效。目标指向性的

不明确,无益于社区教育主体正确观念的获得。其

次,习得方式方法单一。结合既有调查,社区教育工

作者习得先进教育理念的主要途径在于参加培训,听
取讲座。缺乏互动和新兴的习得方式直接导致成果

低效。最后,社区教育工作者主体性缺失。社区教育

观念具有“一贯见解性”,即观念具有不易改变的稳定

性特征,表现为社区教育观念的更新与完善积极性不

强,缺乏主动性,没有充分认识社区教育主体性地位,
在学习新观念、提高新认识时呈现被动状态。学习效

果由内因起决定作用,提升自我效能感和主观能动性

是取得良好学习结果的有效途径。主体性缺失在社

区教育观念的习得中常常被忽视,甚至被摆在可有可

无的弱势地位,这对于正确认识并习得社区教育观念

是极为不利的。
(二)忽视社区教育工作者已有教育观念的合

理性

社区教育观念的获得是建构的过程,先前认知的

积累在习得过程中起到基础作用。没有既有的观念

作为支撑,教育主体便无法与教育客体产生联系并生

成意义。然而,当前社区教育改革步伐加快,忽视了

社区教育工作者已有观念的价值和合理性,在社区教

育观念的培训中对既有教育观念认识不足,认为其是

不科学、“非正统”的社区教育观念,并全盘抛弃。诚

然,一些社区教育工作者,特别是社区教育发展较为

落后地区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客观存在专业性不足、
理论水平不高的特点,已有的社区教育观念与先进观

念存在偏差,但是不能因此忽视其内含的合理性。社

区教育观念的个体性、建构性和能动性等本质特点,
应然要求承认既有观念的合理性。

(三)社区教育观念内容的误区

社区教育观念内容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内容的变

更过程中,涉及多种观念的碰撞,受到权力、地域、文
化、心理倾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能准确把握社区

教育观念的内涵则会产生一些错误的阐释。首先,多
样化的社区教育观念不是割裂的。社区教育观念,如
前所述,是一种认知和理念,掺杂各种因素后,观念便

存在差异。同一社区教育工作者对不同的社区教育

情境拥有不同的认知,不同社区教育工作者对相同教

育情境的认知同样存在差异,教育政策决策部门与个

人的观念亦有所不同。纷繁复杂的社区教育观念表

述不因外显差异而相悖,其内部统一性不容忽视。社

区教育观念的价值追求是提升社区居民的生命质量,
加快推动社区治理。多样化的表述内含统一性,最终

实现社区教育工作者的个体化认知,指引社区教育活

动开展。其次,统一并非“囫囵”式的统一,而是有机

的统一。社区教育观念因地而变,随时而变。盲目追

求观念的完全一致,则人为忽视了教育客体的多样化

性,不利于社区教育工作的开展。从我国社区教育近

30年的发展脉络来看,在实现社区教育理想和追求

的基础上,各地区的发展模式和推广经验都是有所差

异的,这是由区域文化、经济、政策、教育等发展水平

决定的。忽视差异、个性的“绝对主义”社区教育理念

难以取得实效。最后,社区教育理念应有其价值追

求。多数地区的社区教育服务局限于基本需求的保

障,文体、休闲、技能等教育内容的目的被认为是帮助

社区居民消磨时间,而非进行“教育”。肤浅、陈旧的

观念应与应然的社区教育观念区分开来。社区教育

本身是一种活动,其内在的价值追求如果得不到充分

的认识和挖掘,社区教育便是空壳,必将失去与一般

社会行为相区别的特殊性。作为社区教育的主体,社
区教育工作者需要认识到社区教育的价值所在,并将

其转化为内在的信念和动机,作为指导外显行为的依

据。社区居民也应协同努力,营造整体氛围,在内外

因相互作用下,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社区教育观念,
向更深层次的、合目的性的方向发展。

四、社区教育观念误区的化解途径与方法

(一)追求社区教育观念的个性化

“个性化”是社区教育观念的重要内涵与外显,但
绝不是导致误区的原因。不同的社区类型、居民素

养、文化环境等都会导致观念的差异,人为忽视个性,
非但是不客观的,更会产生“罐头式”的社区教育。如

前所述,社区教育观念是教育主体对于教育问题的认

知和理念,观念的获得关键在于培养教育主体的洞察

力、反思力和执行力。坚持目标导向,强化生命价值

诉求,以理论水平和实际教育能力唤醒教育者对先进

教育观念的同化和顺应,内化为深层次的教育观念,
并正确指引社区教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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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纳既有观念的合理性

对此,应从合理性角度进行剖析。从价值导向分

析,社区教育工作者已有社区教育观念与社区教育发

展的理想与追求趋向度较高,即社区教育在于实现社

区居民的生命发展、推进社区治理目标实现,多数社

区教育工作者在认知情感意志等方面认同程度较高。
从这个维度分析(不论及具体教育行为的产生与实

施),社区教育工作者的已有教育观念,在价值导向和

内在逻辑的合理性等方面,是与社区教育价值趋向趋

于一致的。从过程导向分析,既有观念的操作性和可

行性是判断其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既有观念内含

着的是由认识和信念外化产生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

验,这一方面保证了全新社区教育理念的获得存在附

着点,有了既有认知的保障,新旧观念才能产生联系,
最终形成科学的认知,更好地服务社区教育的发展。

另一方面,由经验观念指导的行为发生,能够满足当

下社区教育发展需求,更易于被接受和认可,即是工

具合理性的体现。
(三)创新观念获得途径,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者能

力素养

能力素养的提升,一方面为社区教育工作者提升

辨识误区的能力,另一方面更加有利于工作者汲取新

观念新思想,提升工作实效。随着信息技术的现代化

与普及化,微课、云课堂、翻转课堂等为社区教育工作

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教学反思具有内源性和

高度自觉性,通过反思能够提高其改善教育观念的积

极性[7]。这种更加易于接受的教学形式结合有效的

教学管理,既深化了社区教育工作者对其既有教育观

念的认识,又促进他们学习掌握先进的社区教育理

念,进而推动社区教育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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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notationandMisunderstandingoftheConceptofCommunityEducation
CAOYing

(SchoolofCommunityEducation,AnhuiRadioandTV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Takingtheconceptofeducationasthestartingpoint,thispaperexplorestheconnotationof

theconceptofcommunityeducationandthusrevealstheoriginofmisunderstandingoftheconceptof
communityeducation.Theanalysisshowsthattheindividuality,constructiveness,initiativeanduniquevalue
appealoftheconceptofcommunityeducationisthebasisforclarifyingtheconceptofcommunityeducation
andeffectively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communityeducation.Themisunderstandingsrepresentedby
theblindnessofconceptacquisition,theneglectoftherationalityofexistingconcepts,andthecomplexityof
theunderstandingofconceptualcontentarestillwidespread,whichstemfromthevagueunderstandingofthe
connotationoftheconceptofcommunityeducation.Startingfromthe“connotation”,thepaperdiscussesthe
“misunderstanding”andthenproposesthewaysandmethodstoresolvethe“misunderstanding”,inorderto
furtherpromotethedevelopmentofcommunit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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