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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下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的实践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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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是发展社区教育的必然要求,将社区教育发展模式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相

结合,以社区教育数字化平台建设为切入点,初步探索社区教育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中的新模式、新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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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国民素质,是我国教育

事业整体推进的重要目标,社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基础,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推动湖北省社区教育的发展,根据《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文件精神,2017年,湖北省教育

厅等九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工作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三级社区教育办学网络。2018

年,湖北省政府出台《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教育工作的意见》(鄂政办发[2018]45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以

湖北社区教育网、湖北省老年大学网为依托,形成覆盖省、市、县三级老年教育在线学习平台和空中课堂”。 

社区教育信息化的研究与实践,体现了社区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是“互联网+”教育、教育信息化在实践应用中的具

体体现。在信息技术时代,社区教育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社区教育工作,提高社区教育的社会参与度,提高社区教育

服务社会的能力,优化社区教育的功能与效率,通过基于湖北省社区教育工作实践的研究和应用,探索一种社区教育起步地区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1 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现状 

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社区教育发展已逐步趋于成熟,中部地区部分省市发展势头

良好,但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西部地区受文化、地域、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发展较缓。经过文献分析,国内许多专家根据地域、

经济、运行机制等不同要素,对我国社区教育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杨艳艳(2001)从我国国情出发讨论了社区教育的本质,社区

教育已经成为实现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主要方式,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大教育观”。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社区模式,即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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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教育实体主导型,地域自治型以及社区学院综合型。岳杰勇(2006)通过对比发达国家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从管理体制、运行

机制、组织形式等方面对我国的社区教育模式提出了新思路。 

社区教育的信息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社区教育如何通过信息化发展,已研究涉及社区教育信息化的资

源建设、外部环境创建、评价机制、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社区教育研究工作历史较短,

对社区教育信息化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基于理论、概念的研究较多,基于实践的研究较少,研究视角较单一,缺

乏对模式运行效率的有效评价等。为了建设好和谐社区,我们必须重视提高社区教育信息化知识以及应用能力,把推进社区教育

信息化建设作为充实、提高教育现代化内涵和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社区教育资源供给

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构建社区教育发展的新生态。 

2 湖北社区教育发展现状 

2.1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优势助力社区教育组织体系建设 

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成立湖北社区教育指导中心,以广播电视大学的办学系统为依托,由湖北社区教育指导中心阶梯式逐步

推进全省建立三级社区教育组织体系。 

各地市州依托市广播电视大学等学校和机构成立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全省 17个市州级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实现全覆盖,建立

和健全两级社区教育网络。在地市州成立机构的基础上,由地市州推动县(市、区)社区教育机构的设立,推进社区教育网络体系

建设向纵深扩展。全省已成立区县级社区教育学院(中心)近 50家,占全省县区总数的 50%。区县级机构进一步推广社区教育办学

网络逐步向街道、社区延伸,全省每年至少有 60%的常住人口,参与各种形式的学习。 

在组织体系建设推进的过程中,也存在全省社区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部分地区社区教育发展较快,成效明显;部分地

区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后劲和发展动力;部分地区机构健全但具体工作尚未开展。 

2.2构建基于实践的基础上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 

通过 4年时间的实践,湖北大部分地区社区教育实现了零基础起步,追赶式发展,逐步探索出了以纵向布点、横向推进为主要

形式,以覆盖全省的三级信息化平台建设为载体的发展模式。全省建立省、市、县三级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同时将中心的功能进

行丰富和扩充,建设成为三中心,一示范。三中心:各级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社区教育师资培训中心,教学课程资源创作中心;一示

范:社区教育示范学院。 

(1)各级社区教育指导中心: 

依托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职教中心、职业技术学院)建立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履行管理和指导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的职能。 

(2)社区教育师资培训中心: 

运用省中心组建的社区教育专家团队,对辖区内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和社区教育师资开展培训工作。 

(3)教学课程资源创作中心: 

以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学设备为依托,组成各级教学课程资源创作中心,自主开发社区教育课程资源,系统内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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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 

(4)社区教育示范学院: 

每级中心建设一所社区教育示范学院(教学点),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在所属辖区内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在具体发展过程中还存在配套设施、政策措施有待完善,经费投入不足,发展机制不健全,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和工作者队伍欠

缺等问题。 

2.3探索以数字化学习平台为基础的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模式 

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建设是社区教育信息化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将社区内各类优质

的数字化学习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建立完善、可靠的学习资源共享机制,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供技术支撑。确立以应用和共建

共享为核心理念,以有效利用资源为目的,湖北社区教育指导中心承建了公益性的终身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湖北社区教育网”,

以“湖北社区教育网”为切入点,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平台利用一个数据库,一套服务器,实施分级分权限运行管理,省、

市、县三级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目前平台包含一个省级平台,17 个市州级平台,42 个县(市)级平台。目前有在线课程资源 3000

门,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平台还存在资源总量不足,重复建设,投入分散、资源结构不合理,资源利用率低,学员学习能力有限,管

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3 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措施 

3.1在基层社区教育办学机构推进数字化学习模式 

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模式有三大内涵:数字化的社区教育环境、多元化的社区教育资源和泛在化的学习方式。以网络学习资

源共享服务为核心,加快基层社区学校硬软件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学习环境;加强对数字化学习形式的引导,创新网络学习形式,

建立多形式的学习模式;有效利用网络资源,组织特色活动,提高社区主体参与度,实现社区教育网络学习资源的高效运行。 

3.2重视社区教育人才队伍培养,建设高素质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通过对社区教育资源的整合,形成由专家团队、专职教师、兼职教师、社区工作管理人员、志愿者组成的多层次的社区教育

工作者队伍。同时建立相应的培训制度、学习制度、选拔聘用制度和科学合理的考评制度,建立过程管理常态机制。 

3.3建立丰富的社区教育学习资源建设共享渠道,完善社区教育资源库 

网络学习已经成为社区教育重要的学习和参与方式,学习方式的转变对学习资源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资

源技术标准,通过自建、共建、共享等方式拓展多元化的建设渠道,建设实用性强、门类丰富、突出“乐学实用”满足不同人群

需求的网络学习资源。 

3.4探索和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运作机制,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社区教育新形态:内涵与实现途径研究》中指出,“互联网+社区教育”发展催生的新思维和新形态,应从改变

观念、改变能力、改变生态、改变方式、改变内容、改变评价等方面,来探索“互联网+社区教育”的未来发展策略,多角度为“互

联网+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保障措施,拓展社区教育的服务方向和功能,丰富“互联网+社区教育”的意义和内涵,以期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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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建设和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开辟新的实施路径。“互联网+”是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趋势,建立社区教育信息化

的新生态除了要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同时必须从标准制定、投入机制、参与形式、准入机制评价方式、服务支持体系等多方面加

强政策和制度建设,建立起多元化的多方互动的社区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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