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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上海的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
伍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2011 年 1 月，《上海
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出台，明确规定将从事终身
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的职务评聘纳入相关行业职
务评聘系列。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职务评聘参照
国家教师职务评聘的相关制度执行。2013 年，上
海市中学职称评定系统里设立了社区教育学科，
符合要求的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可以申请社区教育
科目的高级职称。然而，在政策瓶颈突破之后，社
区教育专职教师职务评聘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
效果，参加社区教育高级职称评聘的教师却如凤
毛麟角，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职业发展仍然面
临重重困境。原因何在？如何破解？种群生态学理
论和社会学理论的观点给此问题带来新的解读视
角。

一、关于种群生态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
种群生态学理论认为，每一个物种种群都会

经历形成阶段、成长阶段并最终走向衰亡。这是一
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发生变异而从原种群中
发展出来的新物种种群，在形成阶段必然因获取
资源而面临与其他物种种群的激烈竞争，并因种
群个体数量较少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专业社会学也主张，传统的专业会由于不断
分裂而实现数量上的增长。同时，通过一个专业化
过程或响应商业、社会价值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新

的专业会从传统专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兴
的专业。

将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群体放在种群生态学和
专业社会学理论下审视，不难发现，社区教育专职
教师群体源自普教教师群体，是因社区教育发展
需求而出现的一个新生群体，还处于萌芽阶段。其
职业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还不够成熟，其
自身发展处于暂时困境之中，在各种表象之下揭
示的是其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欠缺的本质问题。

二、社区教育专职教师职业发展困境
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群体自上海市原闸北区

2001 年 2 月正式组建社区教育辅导员队伍以来，
只有短短的 16 年时间。根据上海市学习型城市建
设服务指导中心的统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上海
市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共有 1262 名，分布在上海市
的 17 个区县。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梳理总
结后发现，社区教育教师职业发展困境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岗位职责边界模糊，引起专职教师缺乏
身份认同

调查发现，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岗位工作内
容涉及面广，包括学校管理、活动策划与组织、项
目研究、课程开发、对外宣传和指导服务等职责。
学校管理主要指负责社区学校日常教学管理、活
动管理、资料管理、兼职教师和志愿者队伍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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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活动策划与组织意味着社区教育专职教师要
策划并组织社区学校开展各类文娱活动，组织各
类培训；项目研究是指社区教育专职教师要调查
本区域内居民的学习需求和培训需求，开展社区
教育实验或项目研究；课程开发是指他们要根据
居民需求，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社区教育课程；对
外宣传主要是指通过开展社区教育，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科学知识、文明礼仪等；指导服务意味着
社区教育专职教师要为村（居）委教学点的社区教
育活动提供必要的服务，指导居民学习团队开展
好各类学习活动。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应对上级部
门针对街道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教育工作的检
查等一些临时性或突击性的工作，头绪繁多、内容
多样。

以上海市金山区为例，金山区通过从普教系
统中定向招聘、分流转换等途径建立起一支人数
不多、但相对稳定的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在社
区教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金山区社区教育
专职教师的基本职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区
教育活动的策划组织者、社区教育管理者、社区教
育课程的开发与组织实施者、社区教育研究者、社
区教育宣传者、基层社区教育发展指导者，以及其
他诸如学校的出纳及总务工作，亦需完成街镇文
明委布置的阶段性工作，协助学历教育的招生与
日常管理等工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0647.
3-2006）社区服务指南第 3 部分：文化、教育、体育
服务》中，对社区专职教育人员的基本能力要求包
括五个方面，即教育教学组织、社会调查研究、课
程开发、社会沟通与协调、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通过比对上海市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实际工
作岗位职责和国标要求，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包
含了管理者、研究者、宣传者和指导者的角色要
求；而不同之处则在于，作为教师职业身份核心职
责的教学职责在国家标准中明确提出，并作为第
一能力列为五大能力之首，而在上海市社区教育
专职教师的实际工作岗位职责中却没有体现。与
此同时，在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实际工作职责中，
还额外增加了管理、宣传等职责，纷繁复杂的角色
身份在让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疲于应对的同时，亦
深深影响了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
致使其职业认同感不足甚至缺失，引发人员流失。

但如若从专业社会学视角来审视此现象，亦
可发现社区教育作为一个新专业，其专业属性还
在形成过程中，而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专业工作
内容也将经历一个由粗到精、去粗存精的专业化
发展过程。目前，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岗位工作内容
宽泛、头绪繁多，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种群生态学
理论中一个仍处于发展阶段的新专业的种种表
现。

（二）专业知识先天不足，造成职称晋升困难
重重

1.专业背景宽泛。根据 2015 年上海市学习型
城市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对社区教育专职教
师所做的调研，目前在岗社区教育专职教师教育
背景多种多样，排在前 10 位的专业有教育学、语
言学、管理学、文学、数学、计算机、思想政治教育、
经济、法学和物理。毕业于社区教育专业和成人教
育 专 业 的 社 区 教 育 专 职 教 师 有 27 位 ， 仅 占
2.14%；即便以更宽泛的专业领域“教育学”作为统
计依据，也仅有 206 位，占总人数的 16.32%。

现有的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大多是从普通教
育领域转岗而来。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到 2016
年 12 月为止，静安区共有社区教育专职教师 110
位，全部来自于静安区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而上
海市徐汇区对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界定则特指徐
汇区从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选派到社区教育管理办
公室、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和 13 所街镇社区学
校，专门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的在编人员。

缺乏系统的社区教育专业学习背景，是造成
目前社区教育专职教师职称晋升难的内在原因。
社会学家布兰德斯曾提出构成“专业”的最基本的
三大属性：全日制的正式职业，以深奥的知识、才
能和技术为基础，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无私的服务。
拥有深奥的知识、才能和技能，正是社区教育专业
与其他专业的本质差异所在。

2.职称晋升困难。调查发现，上海市社区教育
专职教师职称构成中，中级职称的比例最多，达到
57.29%；其次是初级职称的教师，比例为 17.75%。
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比最小，仅为 13.87%；还
有一些教师没有职称。在目前这个看似合理的呈
纺锤形的职称比例结构中，中级职称向高级职称
晋升却陷入困境。

究其原因，还在于社区教育的专业性与现有
社区教育专职教师专业背景的矛盾。在社区教育
教师职称评审中，科研要求具体体现为：提交 3 篇
具有代表性的与社区教育相关的科研成果；科研
成果中至少有 1 篇为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即发
表在具有国内外公开书刊号的刊物或著作上；如
成果为科研项目报告，需提供区级及以上能反映
申报者实际贡献的相关证明。这些社区教育专业
属性的论文和科研成果都要求专职教师具有相当
的专业背景和理论功底，但半路出家根基浅，理论
匮乏又往往使其不敢甚至不想从事科研工作，造
成其在职称晋升时条件不达标，只能望而生叹。

（三）职后教育缺乏长效机制，导致职业能力
发展缓慢

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工作特性由社区教育的
工作范围、职责和特点决定，与社区教育专职教师
的能力建设紧密相关。当前，针对社区教育专职教
师的培训主要以社区教育领域的专家开设的讲
座、专题培训、研讨活动为主，在上海市市级层面
主要涉及到三家单位，分别是上海市学习型社会
建设服务指导中心、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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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公室和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院。上海市学习
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主要开展社区教育课程
开发与活动组织类培训。例如：2014 年 4 月，针对
社区学院社教部主任、各社区教育课程联合教研
室负责人等组织了“如何做好微课”的培训；2017
年 3 月，组织了学习团队骨干培训。上海市社区教
育实验项目管理办公室主要开展社区教育实验项
目、社区教育研究等培训。如 2017 年 4 月，针对社
区教育实验项目负责人组织了以“做好实验项目
的几个关键要素”为主题的培训。上海市终身教育
研究院主要做社区教育管理与工作能力方面的培
训，如 2014 年 6 月，针对上海市社区教育青年骨
干队伍组织了以“胜任能力和专业发展”为主题的
培训。

以上机构分别从社区教育课程开发、科研实
验和管理能力等方面对社区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培
训，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仔细考量，不难发现，这些
培训多是零星的、碎片式的，是基于各主管部门工
作需求的，缺乏深入性和系统性，缺乏全市范围内
的顶层设计，也难以满足社区教育专职教师职后
继续提升业务能力和职业发展的需求。从培训形
式上看，也主要以集中上课或讲座为主，实践考
察、学习讨论、网络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很
少出现，更难以涉及社区教育专职教师。一言以蔽
之，对社区教育专职教师来说，有培训，少系统。

三、社区教育专职教师职业发展困境之破解
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职业发展面临的困

境，无论岗位职责边界模糊引起的专职教师身份
认同问题，还是专业知识先天不足造成的职称晋
升困难问题，抑或是职后教育缺乏长效机制，导致
的职业能力发展缓慢问题，种种表象背后掩盖的
是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不足的本
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
入手解决。

（一）岗位工作回归教师本位
客观上，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工作条线多、任务

杂，缺乏清晰明了的身份定位。因此，明确社区教
育专职教师岗位职责，是促进社区教育专职教师
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首要之举和当务之急。

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管理部门应根据国家标准
和地方法规，对照社区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进行社
区教育专职教师岗位分析，规范社区教育专职教
师业务档案，制定符合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管理
考核办法，明确社区教育教师的工作范围、类别及
工作量标准。

岗位工作回归教师本位。管理部门和教师本
身要明确，教师身份是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首要
身份。社区教育专职教师要具备课程开发、教学设
计、教学实施、教学反思等四项基本能力，并开设
社区教育课程。

（二）职业发展立足科研实践
立足社区实验项目，提升科研能力。社区教育

实验项目为社区教育专职教师提升科研能力提供
了载体。通过承担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社区教育专
职教师从实验项目选题设计、实验方案撰写、实验
数据分析，到实验结果总结，通过全程参与实验过
程，可以锻炼、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

建立兼职导师制度，提高专业论文写作能力。
基于目前社区教育专职教师主要来自于中小学、
幼儿园，其所学专业并非社区教育的实际情况，可
建立兼职导师制，由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教师
实施带教。具体可由社区教育专职教师提出申请，
各级主管部门进行统筹规划，聘请社区教育领域
的专家学者作为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导师，指导
其开展社区教育研究和学术论文写作，帮助其尽
快熟悉社区教育、提升专业能力。

（三）职后教育助力专业发展
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培训还未成体系，不能满

足社区教育专职教师专业发展需求。鉴于目前社
区教育专职教师培训现状，建立完善的职后继续
教育体系将有效促进其专业发展。具体可在社区
教育专职教师个体职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充分
结合已有专业背景和个体需求，依托高校科研院
所等专业机构，建立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分层培训
体系。可根据社区教育教师专业成长阶段，设计制
定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入职上岗培训”“全员常规
系列培训”“社区教育骨干培训”等分层培训体系。

健全培训管理制度。借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培训制度，建设社区教育专职教师职后培训体系，
开发多样性、专业性的社区教育培训课程，让社区
教育专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与绩效考核相结
合，对培训进行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切实保
证职后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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