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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是相对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而
言，由社会多元主体提供的社会化教育。其显著特
点在于教育服务对象的包容性、教育活动的开放
性、教育供给服务主体的公共性、社会性。社会教
育从广义上来讲包括：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开展的
教育、民间组织开展的教育、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及
政府部门开展的社会培训、企事业单位开展的职
工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成人学历教育。

社会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理念和宗旨不
同，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运行机理和演进理路也在
不断地自我更新和升华，会深刻影响到今后的发
展。有鉴于此，伴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在“新时
代”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对社会教育的发展历史进
行梳理、回顾与展望，意义重大。

一、建国初期：扫盲教育贯穿主线，四大教育
并行发展（1949 年—1966 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我国正式进入社会教
育的全面推进阶段。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纲领》）的
颁布，对各级各类教育作了全面部署，开启了以扫
盲教育为契机，以农民教育、干部教育、职工教育

为主要内容的里程牌。
（一）扫盲教育
扫盲教育是我国建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

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教育运动，以 1949 年 12 月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 1949 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为
契机。之后，年年有政策，年年完善规制，引导扫盲
教育向全面纵深发展，并出现了三次大的高潮。

（二）农民教育
建国初期，农民教育以季节性的冬学教育为

开端。1950 年，继教育部发出《关于 1949 年冬学
工作的指示》之后，农民教育开始由季节性的业余
学习转向常年业余学习，并辅以各种分散形式的
识字班或灵活多样的小组。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
不断延展、扩充，发展为农村干部教育、农村初级
技术员教育。

（三）干部教育
建国初期干部教育肇始于 1951 年教育部颁

发的《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和《工农干部
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两个行政条例的策
动。当时，干部教育的层次定在中等教育和初等教
育上。之后，为了提高干部素质层次，干部教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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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附设于各类高校。1956 年，为了提高干部的政
治觉悟和理论素养，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初级
党校工作的指示》，倡导开设各级党校。截至 1958
年，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了由高级党校、中级党
校、初级党校以及业余党校和夜党校构成的党校
教育体系。

（四）职工教育
建国初期，职工教育也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内

容。继 1949 年《纲领》提出的关于加强职工教育的
相关规定之后，1950 年 6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
示》，对开展职工业余教育做了全面部署。 1951
年 6 月成立了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负责全
国职工教育的开展。截至 1955 年，全国初步建立
了由扫盲、初等、中等到大专的职工教育体系。此
外，这一时期的夜大、函授、广播电视教育也开始
暗香浮动，已有 7 所普通高校举办函授教育。1960
年 3 月，我国第一所电视大学———北京电视大学
成立，标志着新中国面向社会成人性质的正规社
会教育正式起步。

二、“文革”时期：“两条腿走路”（1966 年—
1978 年）
“文革”时期，“两条腿走路”，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是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办学的主旨和
教育方针。社会教育也不例外，办学形式呈现出开
放化、生产化、社会化的特点，工厂办教育、军队办
教育、农村办教育蔚然成风。其主要标志是“七二
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

（一）七二一工人大学
1968 年 9 月，上海机床厂办起了第一所七二

一工人大学，招收本厂工人，学制 2 年。设毛泽东
思想、劳动、军体等课程，自编教材，自选教师，学
员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此后，全国各地
相继办起这类学校。

（二）五七大学
1960 年 5 月 7 日，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的

号令，提出“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学生也是如此，以
学为主，兼学别样”。此后，农村相继开办五七大
学。 ［2］

三、改革开放前期：新的历史春天（1978 年—
90 年代）

经历了 10 年“文革”，百废待兴，伴随着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各条战线呈现出新的气象和活力。
社会教育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春天，教育类型呈现
多样化，广播电视教育、函授教育和夜大学、自学

考试、职工岗位培训、农村成人教育得到了迅猛的
发展。

（一）广播电视教育
继 1960 年的北京电视大学成立之后，1979

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正式开学。其后，28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建立了广播电视大学，并在
市、地、县设分校。招收对象为具有高中毕业文化
水平的学生，1989 年条件放宽至可招收高等专科
学历教育的新生。1998 底，广播电视教育已形成
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核心，省级广播电视大学
为骨干，地级市广播电视大学分校，县级广播电视
大学工作站以及教学点组成的庞大的广播电视教
育体系。

（二）函授教育和夜大学
1980 年 9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大力发展高

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提出了未来 5
年的目标：“全国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夜大学本、
专科在校学生数要达到同期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在校学生数三分之一以上”。1982 年，全国举办函
授教育的高校达 117 所，开设了几乎所有种类的
102 种专业。［3］到 1987 年底，全国有独立的函授学
院 4 所，在校生 3 万余人；举办函授教育的高等学
校 367 所，在校生近 46 万人，连同 5 万名夜大学
在校生，实现了 1980 年教育部提出的目标。［4］

（三）自学考试
自学考试作为开放式、自助式教育的特色模

式，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1980 年，北
京市人民政府率先实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法并
迅速得到国家的支持。次年 1 月，国务院批转教育
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在
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试点，随后辽宁省加
入试点。到 1985 年下半年，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都建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到 1990
年，自学考试开设专业达 102 个，累计参加自学考
试人数达 1500 万。［5］自学考试制度逐渐成为被社
会各界喜爱并广为接受的社会教育形式。

（四）职工岗位培训
职工岗位培训肇始于 1981 年国务院关于“双

补”的号召，即对青壮年职工进行文化科学知识和
生产技能的“双补”规定。1992 年，原劳动部下发
《关于加强工人培训工作的决定》，提出对“四新”
人才的培养，并提出对企业职工相应的晋级、聘
任、培训、考核及待遇制度。1996 年 10 月，劳动
部、国家经贸委联合制定颁布了《企业职工培训规
定》，对职工接受培训的权利、培训经费制度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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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至此，我国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走上制度化、
规范化的轨道。

（五）农村成人教育
农村成人教育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1978

年 6 月，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
1988 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扫除文盲工作条例》。
截至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基
本上扫除文盲。之后，国家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农村
成人教育载体建设上。（1） 加强广播电视教育。
1981 年，中央 12 个部委和团体联合举办了中央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到 90 年代初，省级学校、地区
分校、县级分校、乡镇教学班的规模不断扩大。（2）
加强农村三级办学网络和文化技术教育体系建
设。从 1979 年开始，国家着力发展村农民技术学
习班、乡农民初级文化技术学校、县农民中专技术
学校三级教育。1982 年，经教育部批准，全国有 4
所农民高等学校。到 1990 年，初步形成了农民初
级、中级、高级文化技术教育体系。

现代社会教育的特点表现为：基于外在生态
环境以及社会教育自身内在的生长机理，社会教
育在理念、制度、类型、体系等方面不断完善。理念
上：由懵懂到觉醒，目的诉求更注重民权和教育机
会的公平性。实践行动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
政策，予以策动和倡导。社会教育的制度更为健
全，类型更为多样化，社会教育的框架体系基本上
建立。与此同时，个体的人权意识、接受教育的权
利意识也在不断觉醒，参与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社
会教育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

四、改革开放深入期：社会教育全方位拓展创
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
的高速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终身教育与学习型
社会浪潮的推动，我国社会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
深度到广度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进入了一个
全新发展的时期。

（一）学习型组织蓬勃发展
为了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2005 年开始，部

分城市率先掀起实施学习型城市的“奠基”工程，
开始把各类学习型组织，如学习型县（市、区）、学
习型街道（乡镇）、学习型社区（村）、学习型机关
和学习型企业的创建，作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
础工作来抓，相继发布了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相关
文件，并制定了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标准。目
前，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推
动、教育主导、条块结合以及专家指导、自愿参与

的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推动机制，各类学习型组
织发展势头良好。［6］尤其是带有自组织性质的学
习共同体以协同、互助、共享式、体验式学习为特
点，深受居民群众喜爱。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深
圳、杭州、成都、太原等部分大中城市的社区教育
示范区和实验区，这种学习共同体发展迅速，充满
活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领域紧跟实践，开始了
一些项目实验，通过现场观摩、体验指导，开展研
讨会，举办培训班，引领实践升华。

（二）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和终身学习载体建设
初具规模

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包括线下、线上两个层面。
从线下平台建设情况来看，各地的博物馆、科技
馆、美术馆相继对市民免费开放；并举办各类公益
讲座，成为市民随时随地进行学习的场所。［7］从线
上平台建设情况来看，各地纷纷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加快数字化学习服务网络建设，加强终身学习
网站、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等公共学习服务平
台建设。

全民阅读、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是终身学习
的重要载体。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400 多个城市积
极举办各具特色的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读书
季等活动。终身学习活动周已形成常态机制。终身
学习活动周从 2005 年正式启动以来，至今已连续
开展 12 年。24 个省（区、市）的 690 多个城市参与
了终身学习活动周。

（三）社区教育深度推展
社区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主阵地。我国现代意

义的社区教育发轫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社
区改制，社区教育真正发展起来。1999 年，教育部
发出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我国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发展的里程碑，第一次明
确提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次年，教育部确定
了 8 个大中城市的城区作为社区教育实验区，启
动了社区教育实验工作。截至 2016 年，教育部已
设立 122 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和 127 个示范
区，各省共建立 500 多个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和
示范区。［8］2016 年，国家出台《教育部等九部门关
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全面引领社
区教育走向深入。目前，各地的社区教育三级办学
网络已经初步建立，社区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化，特
色品牌精品项目层出不穷，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
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也在逐步提升。与此同时，社区
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各地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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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察、现场观摩、举办培训班、开展专题讲座、举
办学术研讨交流会等多种形式，以提高社区教育
工作者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四）社区社会组织蔚然兴起
社区社会组织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部分

城市兴起。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发展和社区建
设的不断走向深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和社
区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国家层
面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支持，如《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重大决议》（200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2013 年 11 月），地方政府也纷纷采取行
动，下发地方层面的相关扶持政策，如采用提供场
地、人员培训、孵化器培育、培育典型等方式，为社
会组织发展搭建平台，捉供宽松环境。社区社会组
织渗透于社区教育、社区服务、社区民主自治等方
方面面。其功能范围涵摄教育文化服务、慈善帮
扶、社区维权等，极大地促进了社区民众素质的提
高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五）社会培训繁荣兴盛
随着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培训

事业方兴未艾。2002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次修
正，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引领我国
民办教育朝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同时推动
了各级各类社会培训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已
经初步建立起了类型和形式多元化的社会培训新
格局。社会培训服务受众面向不同社会人群和阶
层。培训内容广涉了学历教育与培训、非学历教育
与培训、职业资格培训、文化休闲教育等。目前，各
类教育培训细分市场以每年 20％的速度快速增
长。

（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持续推进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教育所关注的问

题。1992 年国务院颁发农科教相结合的指示，引
领全国各地职成教一体化、农科教相结合的农村
成人教育办学模式探索的行动热潮，有力地推动
了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2012 年，为了适应农村
经济社会变迁的新形势，国家启动了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程。2017 年，致力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建
设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发布相
关政策文件，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管理、
扶持方面作了全面部署和规定。目前，经过试点示

范和探索，已初步形成了以各类公益性涉农培训
机构为主体、多种资源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一
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当代社会教育的特点：第一，自上而下、纵横
贯通的系列政策关注民生，与时俱进，时代性更
强，更富有感召力。第二，社会教育的目的和视野
更为宏阔；基于学习型社会建设和“新时代”的历
史背景，社会教育发展的动力性更强。第三，教育
主旨彰显全纳性，涵纳了社会所有人群，覆盖面更
广，渗透性更强。第四，服务平台更为强大，线下线
上全覆盖，扩容性和包容性更强。第五，群众性的
基层组织，如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学习共同体，纷
纷建立，彰显了社会教育的充沛活力。

五、新时代：社会教育的未来展望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

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而社会教育作为一种带有浓郁的人
文关怀色彩的民本化、民众化、社会化的教育类
型，是解决不均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承担者，它
以其补偿性、全纳性、普惠性、广覆盖、密渗透的天
然属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消解这些矛盾。
毋庸置疑，在新时代下，社会教育的职责和使命责
无旁贷。

纵观我国社会教育的历史演进，其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所蕴含的内容、功能和形式不同，发挥
的作用不同，会对未来发展有所启示并深刻影响
到未来的发展。具体来看，社会教育的未来发展趋
势表现如下：

第一，加强立法建设。未来推进立法进程将
是社会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纵观社会教育
的历史演进，不难看出每一个历史时期和阶段都
离不开政府指挥棒的作用，推波助澜。早在周朝，
《周礼·地官说》就规定了“聚民读法”，以教化民
众；明朝统治者还发布“圣谕六训”和《劝农文》，
推行伦理教化和农业生产教育；清朝发布“圣谕
十六训”，以进行民风教化；到近代，民国时期教
育部颁布一系列“通俗教育”规程；国民革命结束
后受国民政府的委托，仅教育部先后颁布的社会
教育法令达 81 种之多；到了现代和当代，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颁布的相关社会教育法令更是不
计其数。显然，社会教育作为一项惠及民众的教
育事业，其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推动。但截至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社会教育法。毋庸置疑，加强
立法建设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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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推进各级各类社会教育的全面均衡发
展。近现代乃至当代以来，社会教育的主旨倡导民
本性，从近代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民
众教育，到现代的扫盲教育、工农干部教育、职工
业余教育、函授夜大电大教育、自学考试，乃至当
代在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国策号令下开
展的社区教育、社会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老
年教育等，社会教育的社会性、群众性、基层性、民
本性功能属性愈来愈彰显，从而奠定了其未来发
展的依循理路和基础。今后要推进各级各类社会
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加强各类社会培训标准化、
规范化、优质化建设，提高其办学质量和社会效
益；推进企业培训网络规模化，要在多数大中型企
业建成一批现代化教育培训中心，或建成完备的
企业学院和企业大学；加强社区教育内涵建设及
特色化、品牌化建设，提高社区民众的参与度和满
意度；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内涵建设，健全完善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优化社会成人学历教育
办学机制，规范其运行。

第三，提高公共教育文化资源的开放度。社
会教育具有资源开放性、共享性特点，从周朝的
“聚民读法”、金元的“庙学”、清朝的四库全书馆
“七阁”到近代的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的学塾、学堂

和其他设施（藏书楼、报馆、仪器院、译书局）的设
立，五四运动时期的图书馆、国民革命结束后的
民众教育馆。乃至到现当代等，各个历史时期的
执政者都从不同程度上关注和重视社会公共文
化教育设施的设置和建设。有鉴于此，今后需要
充分提高公共教育文化资源的开放度：（1） 社会
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
馆、体育馆等）向全社会高度开放，并面向社会公
众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与文化活动。

（2）社区内的教育文化资源，如图书馆、文化站、
农家书屋等，向社区广覆盖、密集性渗透。社区驻
地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特别是高校教育资源，
充分向社区开放。

第四，大力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近年来，随
着社区教育的推展，我国基层社区开始出现了一
种新的自组织学习形态———学习共同体。学习共
同体是社会教育的基本细胞。学习共同体学习形
式灵活，学习理念灵动，具有极强的草根性、亲民
性、基层性和群众性，与传统的刚性的正式学习
型组织不同，学习共同体在组织边界上更为柔
性，运行机理上更为灵动，不是依靠外力刚性治
理，而是解放人性，从内在呼唤、感召、催发人内

在的潜能和学习主动性、创造性。今后，需要着力
培育这种带有“学习圈”性质的原子型社区学习
共同体，以激发和带动社区居民的学习潜能和热
情。

第五，重视扶持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社会
组织是由政府以外的，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自
发成立的组织，是社会教育的基层组织者、活动
开展者和发动者，是开展社会教育的基石。从古
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教育的推
动功不可没，如宋代的带有自治教化性质的组
织———“乡约”的最早出现；近代自下而上的“通
俗教育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平民教育促
进委员会”、乡村建设委员会等社会组织的兴起
与兴盛。到了现当代，伴随着社区公共治理理念
的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治理与服务日益
兴盛，成为开展社区教育的坚强后盾。今后需要
重视扶持和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以社区居
民为服务对象，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宗旨而成
立的社区群众性基层组织。要建立各种扶持与培
育政策，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最大限度地调动社
会组织参与社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社
会教育的供给和服务力。

第六，加快数字化学习服务网络建设。伴随着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类
的学习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由传统封闭式学习
向基于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化环境下的开放式
学习转变。与此相适应，数字化网络学习服务平台
建设是基础工程。近年来，我国数字化学习格局已
初步形成，但尚缺乏系统的整合性，一个统摄与覆
盖全国各地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支持系统 （包括硬
件设施、技术和管理等资源支持服务）并未全面建
立起来，数字化学习环境的整体性功能尚未发挥
出来。所以，未来数字化学习网络平台的健全和完
善将是推进社会教育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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