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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 

 

推进社区与高校共建学习型社区 
 

张新友  韩玥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规划在“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战略任务中，强调要“扩

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学习型社区强调社区居民终身学习、主动学习、全面学习。随着网络技

术的不断升级与数字移动终端普及，社区居民的学习方式与内容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需

求已由“最初一般性的知识技能培训”向“高品质的学习内容与快捷便利的学习方式”转变。因

而构建新时代学习型社区的首要问题是教育内容与资源的供给问题。 

    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四大基本职能。通过加快推进社

区与高校的合作与共建，共同构建网络教育平台，开发优质网络课程，能快捷满足新时代社区居

民对继续教育的需求，最大限度激活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将有助于大力促进社区居民终身学习，

推进新时代学习型社区的建设。 

    目前，我国各省高度重视社区网络教育，纷纷提出要大力开展社区教育，许多省份将普及社

区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但目前高校与社区共建社区网络教育平台仍然存

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高校与社区网络教育平台共建意识有待提升；二是需要加大投入资金与网

络内容建设；三是区校共建机制保障力度有待加强；四是社区网络教育水平有待优化。针对这些

存在的问题，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具体工作。 

    一是激发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多元主体合作促进社区与高校共建是保障网络教育平台良好发

展的基础和前提。高校与社区作为核心主体，要真正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社区网络教育，注重提升

社区居民素质，这对于优化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意义与重要价值。高校与社会要达成合作意识，加

强沟通联动，可创新社区与高校共建宣传方式，如开通微信公众号、APP等方式。加强宣传共建

网络教育平台，积极发动社区居民参与网络教育平台共建活动，广泛收集社区居民的诉求信息。

各级政府部门也应大力宣传推进社区与高校共建的必要性、紧迫性与重要性，着力树立具有示范

效应与带动效应的共建先进典型或打造省级社区与高校共建网络教育平台名片，积极宣传推介各

地区、各高校及各社区开展网络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成效，努力营造合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是共同开发网络教育资源。“教育内容为王”是新时代社区网络教育的显著特点与基本要

求。社区居民年龄、人生阅历、文化水平差异性较大，因而网络教育内容要有较强的可选择性。

高校与社区如何共同开发教育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需求，决定了社区网络

教育的成败。政府部门、高校与社区要共同增加开发网络教育资源的资金与人力资源投入，做好

社会调研，最大覆盖面地征求社区居民的需求信息，积极开发新的教育内容资源，可涵盖道德讲

堂、文化素养、现代生活、教育辅导、职业技能、休闲娱乐等。同时也要积极整合慕课、混合式

教学（“线上”+“线下”）、“微教育”等优势教育资源，重视全媒体、智能工具等先进技术资源

的综合应用，开发新的智慧社区课堂，构建社区智慧型继续教育新模式。 

    三是加快推进协同机制建设。党政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可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从党政统筹

协调、政策引导、条件保障等制度层面，切实推进社区与高校共建，拓展社区网络教育。可尝试

设立“社区与高校共建网络教育平台”专项资金保障制度，确保社区网络教育常态化的资金需求，

也可尝试拓展社会融资渠道；有条件的高校与社区可设置社会公益组织，如“社区与高校共建”

研究会以及各类研究机构，加强区校共建理论以及社会教育的研究，优化高校与社区共建活动品

质。各高校与社区应针对实际情况，共建相应的运行保障制度，如组织领导、联动制度、绩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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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权责制度、供需机制等，进而实现共建社区网络教育的制度化与科学化管理。高校与社区可

以共商建立专门的协调工作机构，通过长效的制度管理机制，确保社区与高校共建社区网络教育

顺利进行。 

    此外，还需要加强社区网络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建设，打造优秀的学习型典型或示范社区。

充分发挥社区教育示范区在队伍建设、管理经验、协同运行、资金投入、信息共享、技术应用等

方面的榜样作用，切实提升高校与社区的协作水平，大力推进构建新时代学习型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