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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研究 

徐  莉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91） 

主持人语： 

如果将时代变迁视为一个大系统的整体周期更替，那么，人类社会无论哪一实践领域的哪一阶段的实

践活动，都必然是裹挟在飞速前行的时代列车中的有机部分。当今，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孕育兴起，不同的经济模式加速发展，教育领域的变革也包括其中。种种迹象表明，人类教育正经历从传

统教育向现代终身教育转换的更新换代新阶段。 

世界范围内，以郎格朗 1965 年提出终身教育为界，全球终身教育走过了 50 多年发展历程，期间经历

了从单向到多向、从贫乏到丰富，从成人教育中孕育、再从成人教育中脱壳而出的初级阶段，之后经过不

断演进发展到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新阶段。今天具有完整内涵的终身教育理论框架逐步丰富和显现，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教育 2030 行动框架》及《反思教育》报告为标志，

世界终身教育进入新时期，向触及深层文化内核的实质阶段推进，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反思教育》报告

对新人文主义的强调，以及对教育和知识的重新定义。 

我国终身教育发展有所不同，由于世界终身教育发展有着深厚的成人教育基础，我国已经缺席了第一、

二次工业革命，也缺席了国际成人教育从诞生、发展到现代终身教育产生的早期阶段，也就缺席了现代终

身教育在正式登台前这个孕育的前期基础，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对终身教育理论认知不足上，也表现在对成

人教育理论认知不够上；从发展顺序看，我国终身教育起步晚，理论准备不足，但起步后很快上升为国家

战略，并在国家战略推动下，迅速步入发展快车道。伴随改革开放 40 年的探索和推进，我国终身教育事

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前所未有的成就，为优化教育结构，开创新型的教育教学形式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但这些进展更多在实践领域，理论方面的发展进步仍十分缓慢滞后，总体处在世界进程的初期即

成人教育时期，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学习强国战略的推进，也使真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难以形成。  

今天，全球正经历人类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场革命面前，教育对建立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社会的

驱动力，已从舞台边缘移向了舞台中央，终身学习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奋进的中国正牢牢抓住

重大历史机遇，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向着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奋力前行，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昂扬

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强国先强智，在这场伟大进军中，教育的驱动作用变得从未有过的重要。继

十九大报告发出“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进军号之后，“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公布，拉开了以加快

建设学习型社会为核心目标的教育现代化序幕，构建服务人人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强国成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重要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节点上，“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成为了 2035 现代教

育体系的界定语，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为核心和引领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标志着我国

站在了人类教育发展再出发的新起点上，抓住了世界终身教育发展新阶段上的突破与创新的重大机遇。构

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终身教育体系，确立面向人人的新标准，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重构全民平等

的教育新秩序等内容，都必将成为 2035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新工程。 

2019 年 11 月 5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

信息。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就教育战线来说，这个《决定》提出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实际上是给教育升了位、赋了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我们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性

任务，要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享受教育的机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提出，引发了更深

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我国终身教育基础研究的紧迫性，也使中国终身教育和教育变革迎来走向大突破的

空前历史机遇，这将伴随一场深刻的思维方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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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终身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当务之急是尽快走出长期陷入

其中的成人教育式终身教育认识误区，尽快结合对中国 40 多年来终身教育探索实践开创的生动经验的系

统梳理，探索创立终身教育发展新阶段上的中国理论，以指导中国教育现代化新阶段的伟大教育实践。世

界终身教育发展新阶段上的突破与创新责任，已经落在了中国肩上，同文化一样，终身教育的新时代已经

到来。眼界能看出多远，脚步才能走出多远，所以，未来的发展路径，首先需要定好位，在眼界上，能够

登高望远，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一定要看明白我们所处位置，世界的发展形势，实现跨越的点才有可能的

对标出来，这正是我们亟待加强终身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迫切性。 

“终身教育”专题首期（2019 年第 6 期）推出的是对终身教育的基本概念、历史发展等的研究，具

体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韩民《关于终身学习体系概念的研究》，宁波大学教师教

育学院钱露《保尔•朗格朗终身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蕴》，敬请关注！  

终身学习体系概念研究 

韩  民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北京 100816） 

摘  要：终身学习体系是学习型社会的载体和基石，是全民终身学习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虽然构建终

身学习体系早已成为我国一项重要战略目标，但由于对终身学习体系的概念缺乏共识，甚至存在误解，使

得相关政策表述缺乏一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成效。作者认为，终身学习体系

是确保全民终身学习得以实现的、有机整合的各级各类教育的总和，其他教育体系都是终身学习体系的组

成部分。终身学习体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各级各类教育——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等的整合、

沟通与衔接，这也是今后我国完善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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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或称终身教育）体系是全民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基石，构建终身学习（教育）

体系是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提

出构建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政策目标已经

20 多年，但关于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内涵

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本文将聚焦教育研究和

教育政策文本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对终身学习

（教育）体系的概念内涵进行分析。 

一、关于终身学习和终身学习体系的研究 

（一）国际上的研究 

从国际范围看，相对于终身学习的概念来

说，除了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与韩国等国家之

外，使用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概念的国家并不

多见，因此也鲜见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对终

身学习体系给出过定义。但分析国外学者关于终

身学习（教育）的理论研究对于理解终身学习体

系的内涵不无帮助。 

作为世界上最早系统阐述终身教育思想的

教育学者，耶克斯利在《终身教育》（1929 年）

一书中提出，终身教育强调生活与各种教育事业

的整合。[1] 他认为，“终身教育的目的应是获

得一种生活哲学与生活方式，以及达到这种目的

的能力”，[2] 他进一步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

我们是否能承认非正规教育的价值，以及人们采

用的（多样的）教育方法，如书本、戏剧、音乐、

电影、无线电、出版物、旅行、政治与宗教活动

等等。”他充分肯定这些学习形式的作用，认为

“这些场所可以提供一种自由学习和教育活动，

而且各种各样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相互交流知识、

意见、经验和理想。”[3] 他认为，学校教育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