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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教育力的提出 

 

•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始人叶澜教授： 

 

• “社会教育力”是一个新概念，提出此概念，
是想以此作为重建有关“教育与社会”关系
性质的着力点，进而阐明社会的教育责任研
究，“社会教育力”的现状，以进一步寻求
其发展指向。为此，必须把尚未清晰的“社
会教育力概念清晰起来，这又是一个并不易
解的题。 



• 对学习型社会的探讨离不开对教育与社会关系
的探讨。 

 

• 如何建构社会发展的教育学眼光或尺度？ 

• 社会该承担什么教育责任？ 

• 实际的状态如何？ 

 



二、社会教育力的构成 

 

• 从文化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教育力可以视为教
育的社会文化生态。这一社会文化生态包含了
社会的教育理念、教育组织和教育资源及其相
互作用。 



• 相对于教育专业人员的原理式认知，社会的教
育理念是社会的一种文化自觉，不仅体现在社
会的意识形态中，而且体现在相关领导者对教
育的态度、胆魄和气度上，以及民风民俗上。 

• 社会的教育组织是相关教育理念在社会关系中
的外显化，是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和
社会成员等不同社会主体间的互动和联结方式，
尤其是不同社会主体在教育方面所承担的责任
与义务和所享有的权力与权利。 

• 社会的教育资源是相关教育理念和组织在物质
层面上的外显化，具体包括人力、财力、物力
等多种类型的教育资源。 



•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颁布，由此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改
革的大幕。 

• 该文件把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体制中的主要问
题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涉及社会的教育组织、
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等方面。 

• 这些问题直指教育的社会文化生态，反映了社
会教育力的基本构成，在后来的教育法律法规
和其他政策文本中不断得到回应，相关问题解
决方案也不断得到强化和系统化。 



三、社会教育力的演进 

• 社会的教育理念演进 

• 社会的教育组织演进 

• 社会的教育资源演进 

 



• （一）社会的教育理念演进 

 

• 教育的功能定位是教育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的
连接点，因此与此相关的认识也是社会的教育
理念的枢纽。 



• 在对教育功能定位问题的认识上，社会的教育
理念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在政策话语和民间
力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 在政策话语中，这一冲突集中表现在从应试教
育到素质教育的变革上。 

• 在政策话语中，还记录了社会的教育理念变迁
史。 



 

表 1：社会的教育理念演进（1978 年至今） 

阶段 政策表征 关注点 

改 革 开

放 后 第

一 个 十

年 

1978 年全国科学

大会 

 

让知识、教育和科学重新得到人们尊重 学 校 教

育 

1985 年《中共中

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 

“着重解决的是学校教育体制改革的问

题” 

改 革 开

放 后 第

二 个 十

年 

1988 年 9 月邓小

平论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终 身 教

育、素质

教育 1993 年 2 月《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 

“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生教育发

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

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 

1995 年 3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 

“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

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世 纪 之

交以来 

1998 年 12 月《面

向 21 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 

“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为国家知识

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

支持和知识贡献。” 

学 习 型

社会 

2002年11月中国

共产党第十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 

“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二）社会的教育组织演进 

 

• 同前述社会的教育理念演进相一致，社会的教
育组织在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 



表 2：社会的教育组织演进（1978 年至今） 

阶

段 

政策表征 关注点 

第

一

阶

段 

1985 年《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 

“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

则”、“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等一系列

政策措施 

教育事

业管理

权限的

划分 

第

二

阶

段 

1993 年 2 月《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 

“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

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在现

阶段，基础教育应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高等

教育要逐步形成以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

两级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新格

局。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主要依靠行业、

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 

教育与

社会的

关系 

1995 年 3 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六章以“教育与社会”为题，对政府、企业、

学校、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等不同社会主体在

教育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和所享有的权力

与权利进行了法律规定。 

第

三

阶

段 

1998 年 12 月《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

动计划》 

“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

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 

社会治

理 

上海市(1999)、北京市(2001)、大连市(2001)、常州市(2001)和南京市

(2002)率先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 

天津市（2002）、福建省（2005）、徐州市（2007）、上海市（2011）、

太原市（2012）、宁波市（2014）和河北省（2014）分别出台了终身

教育和老年教育法律法规。 

2010 年 7 月《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 

“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

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

型社会。” 

2013 年 11 月《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专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章 

2014 年 8 月《教育

部等七部门关于推

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的意见》 

“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推动社会治理创

新”，要求“建立社区教育联席会议、社区教

育理事会等制度，完善社区教育多元参与协商、

合作机制，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

创新” 

上海市（2014）出台《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 

 



• （三）社会的教育资源演进 

 

• 社会的教育资源既依赖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
又是社会的教育理念与教育组织在物质层面上
的外显化。 



表 3：社会的教育资源演进（1978 年至今） 

阶

段 

政策表征 关注点 

第

一

阶

段 

1985 年《中共

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

定》 

“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合格的

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

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

科系、层次比例失调。” 

教育投

资 

1986 年 7 月

《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

法》 

“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

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 

第

二

阶

段 

1993 年 2 月

《中国教育改

革 和 发 展 纲

要》 

“在教育事业发展上，不仅教育的规模要有较大发

展，而且要把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

平。” 

教育质

量 

1995 年 3 月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 

“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美术馆、体育

馆(场)等社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以及历史文化古迹

和革命纪念馆(地)，应当对教师、学生实行优待，为

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提供便利。广播、电视台(站)应当

开设教育节目，促进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文化和科学

技术素质的提高。” 

第

三

阶

段 

福建省（2005）、上海市（2011）、太原市（2012）、宁波市（2014）

分别出台了终身教育和老年教育法律法规，都把“资源共享”作为终

身教育工作的方针之一。 

教育资

源的沟

通和衔

接、开

放与共

享 

2014 年 8 月

《教育部等七

部门关于推进

学习型城市建

设的意见》 

“通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

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

育与职后教育有效衔接，有效发挥学校教育在全民终

身学习中的基础作用”；““统筹区域内各类学习资

源，推进学习资源的社会化。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促进各部门、各系统的学习资源开放共享。” 

 



四、结语 

• 社会教育力的不同层面或成分之间密切相关，
使得我国大陆的社会教育力在整体上呈现出阶
段性特征。 



表 4：社会教育力构成与演进的政策表征 

阶段 政策文本 政策表征 

教育理念 教育组织 教育资源 

基础建设

阶 段

（ 1978

— 1988

年）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重要讲话 学校教

育 

教 育 事

业 管 理

权 限 的

划分 

教育投资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质量发展

阶 段

（ 1988

— 1998

年） 

1988 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论断 

终 身 教

育、素质

教育 

教 育 与

社 会 的

关系 

教育质量 

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深化拓展

阶 段

（ 1998

年至今） 

1998 年《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学 习 型

社会 

社 会 治

理 

教育资源

的沟通和

衔接、开

放与共享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上海市(1999)、北京市(2001)、大连市(2001)、

常州市(2001)和南京市(2002)率先提出建设学

习型城市 

200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

告 

天津市（2002）、福建省（2005）、徐州市

（2007）、上海市（2011）、太原市（2012）、

宁波市（2014）和河北省（2014）分别出台

了终身教育和老年教育法律法规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 

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2014 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

市建设的意见》 

上海市（2014）出台《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

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 

 

 



• 社会教育力的政策表征既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在推动社会整体发展上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如形成社会的教
育共识、推动教育组织重构和教育资源聚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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