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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职教育对农村社区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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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一五”规划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项战略性的任务，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便是有效途径之一。本文以农村社区教育

为切入点，阐述农村社区教育的现状及创新要求，并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在农村

社区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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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社区教育现状透视

农村社区教育是基于农村一定区域的以提升农民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促进

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宗旨的整合各种资源的教育活动，目前农村社区教育的现

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农村社区教育尚处于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

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发展不平衡。一

是东部地区特别是已经开展社区教育较好的大、中城市，已把社区教育辐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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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郊区，而在西部的一些地方才刚刚开始，从社区教育先进点的分布来看，

存在着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腹地和西部边远地区梯度递减的状况；二是教育

科学研究方面，尤其是教育社会学研究课题实验在农村设点才是近几年的事情；

三是适应农村社区发展需求出现的学校教育与社区双向参与的做法，具有朴素

的社区教育因素。四是农村教育改革，尤其是在农科教结合和各类教育统筹的

综合改革和示范乡建设中，孕育了一些社区教育新的因素。

虽然城市辐射的农村社区教育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但其数量非常有限；

具有朴素社区教育因素的地域虽然面较广，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受种种因素

制约，难以提高农村社区教育的水平，有的甚至不能坚持而出现勉强维持或自

生自灭的情况。

因而，在我国农村和城市郊区，真正现代意义的社区教育虽然有限，但乡

（镇）村中属于社区教育的因素却很多，既有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和终身

教育观念影响的某些现代做法，也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遗产在社区中沿袭

相传，有待改进和发展的地方很多。这说明我国农村社区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行动起来，以现代大教育观为指导，积极开展农村社区教育活动，为促进

农村社区教育的健康发展而努力。

1.2  对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的意义认识不够

存在重视“正规”的学校教育（如普及中小学），轻视甚至无视“非正规”

的教育活动（如农村技术培训等）。这就把农村社区中大量有益的社会教育活

动和潜移默化的育人因素排斥在外、予以放弃，极大影响了现代开放式大教育

的整体成效。事实上，多项农村社区服务与农村社区教育密切相关，有的可以

带动农村社区教育，有的农村社区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大教育，但因认识不够，

未能把它列入农村社区教育。按照现代社区教育的要求，像在乡、村搞图书室

组织阅读、建立救助失学儿童基金、对农村社区人员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和劳动

力转移培训、对不良行为者进行教育等，都可以由农村社区教育去做。农村社

区教育与其他社区服务项目相对分工、合作实施，这也是农村社区教育区别于

学校教育应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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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缺乏教育资源共享的成熟经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资源是由部门（或学校）分别管理，难以沟通使用；

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指令性地调拨，限定使用。这些做法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

济条件下农村社区教育的实际，而新的经验尚不能满足农村社区教育资源需要

共享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

以农村社区教育资源为例，教育资源开发是一个涉及面广、开发方式复杂的

过程。为此，应确立以下四项原则：一是农村社区教育资源的利益共享原则，必

须使学校、社区及社区群众共同获益，在相互提供便利条件的基础上互惠互利；

二是在农村社区教育实践过程中，应注意使社区教育中的物力资源得以充分开发

利用，避免形式主义；三是农村社区教育资源的同步综合开发，应注意与开发人

力资源、财力资源、时间资源及空间资源同步，综合利用；四是社区的教育物力

资源种类繁多，功能各异，要求有良好的农村社区教育资源管理体制和机制。

2  农村社区教育创新

农村社区教育必须创新，惟有创新才能走出一条良性发展的路子。

2.1  正确认识农村社区教育现状，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

步实施

可以将发展主线设计成四个阶段：能迅速脱贫的简单劳动技能和实用技术

培训阶段、能提高素质及技能的劳动力转移培训与农村社区知识技能普及教育

并举阶段、能增收致富且掌握一定技能专长的职业技术教育阶段、能融入现代

化农业建设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与培养新型农民实业家的创业教育并举阶段。在

同一个社区可以针对不同人群实施不同阶段的教育，在不同区域可以联合教育

资源实施相同的或相关联的教育和培训活动。

2.2  强化地方政府的社会责任意识，整合农村学校教育和农

村社区教育资源

如何搞好农村社区教育，在国外已有较为成功的经验。比如 2000 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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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设立 REAP 项目，增加农村教育专项经费投入。REAP 通过专项拨款实

现其对州和地方学区教育发展的影响和教育政策的引导，为农村学区提供更强

有力的资金支持和灵活政策。在发展农村学校教育的同时，非常注意整合农村

学校与社区的教育资源。在 20 世纪早期，面对城市工业发展造成农村人口大规

模外迁、全球经济变革等重重挑战，当时的农村教育者就开始讨论农村教育与

社区发展相结合的问题，认为农村教育只有扎根农村，以当地现有的条件为依托，

寻求与当地社会发展情境的新结合点，才能变劣势为优势。如今由美国联邦教

育部、农村和社区基金会、农村教育协会等机构领导的农村学校运动正逐步得

以开展。这次运动的主题是把农村教育当作整个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探索良好的农村教育模式，农、教结合，从而提高

农村教育的投资效益。

2.3  农村社区教育必须扎根于农村或乡村集镇，开展各种形

式的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

与提高国民素质的中小学教育不同，成人教育主要是围绕自身的素质提升、

技能拓展、生活质量提高等方面进行的，一般是自发性的需求，而农村社区教

育眼下要解决的问题则主要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甚至是如何走出贫困的

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府的责任驱使，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2.4  在农村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农村社区教育要担负起三个

重要的职能

一是为农村劳动力从事一产的技能提高而进行的实用技术培训，其主要对象

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二是为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培训新型农民，主要

对象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是由原来主要从事一产的转变为从事二、

三产业的农民；三要承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培训，为这些农民尽快融入

城市、参与城市建设的技术培训，主要对象是“离土又离乡”的农民。

2.5  开发和运用信息技术，密切农村学校与社区的联系

信息技术在将农村学生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的同时，对维护农村社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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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农村社区在利用互联网、教师选用新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

为此，地方政府可以考虑与通信商的合作，采取优惠措施资助农村学校上互联网，

目的就是弥补由于地理位置或财政资源短缺造成的城乡不平等。信息技术使学

校成为农村社区的中心，还可以帮助学生涉猎企业活动和社区网络，从而有助

于他们建设并维护自己的社区。

3  高职教育在农村社区教育创新中的作为

农村社区教育是一种开放式教育，主要围绕以提升农民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宗旨来进行。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技术应用

型人才和职业型人才的主要途径，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中高级技术技能培训在

未来应该是高职院校的主要社会服务项目。如何使高职适应农村社区教育的形

势发展 ?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不仅可能而且可行。针对农村社区教育的内

容和特征，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和机制进行合作是高职适应农村社区教育的关键

问题所在。农村社区具有一定数量但不够稳定的培训对象和具备一定要求的培

训场所（如农村学校），高职院校则具有较丰富的教师资源、实训设备和比较

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县级职教学校在智力、技术、实习设备等方面具有一定的

优势，显然三方资源是可以互补的。

要发挥高等职业教育在农村社区教育中的作用，必须遵循农科教结合、“三

教统筹”的总原则，以成人教育为主，将高职教育融于农村社区教育中，实行

输送和就地培养并举。

3.1  着力于为农村社区输送“有专长”“用得上”又“留得住”

的创新人才

鉴于高职教育的较高层次、规模效应和城市资源的整合能力，以及培养应

用型高技能人才的目标定位，“有专长”和“用得上”较容易解决，而“留得住”

的解决就困难得多。几千年来所延续的根深蒂固的轻“农”、鄙“农”观念和

实际形成的“农”字等同于“穷”字的效应对此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高职

教育在向农村输送创新人才中，必须与就业教育、创业教育等结合起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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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在关注其个人能力提高的同时，教育引导他们肩负时

代和社会的责任。这也正是高职教育为三农服务并借以提升在经济与社会发展

的定位，进而为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的具体体现。

3.2  倾心于就地培养“离土不离乡”的新居民和“不离土不

离乡”的新型农民

对于“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居民和“不离土不离乡”的新型农民（包括

返乡务农者），教育与培训的任务十分繁重。因其需求复杂、分散、零星又多

样而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高职教育对此找到切合的接口是关键。由于高职教育

与农村社区发展创新的对接本质上是一种城乡结合的教育机制，而不单是农村

职业教育，也不仅仅是城市职业教育，应在城乡统筹的主旨下，以县级职教中

心（学校）的建设与完善为切入点，努力形成城乡职业教育的合作机制，以优

势互补，实现双方、农村社区的多赢。

3.3  实施“三教统筹”和“三方联动”，发挥农村社区、职

教学校（含农村学校）、高职院校各自的资源优势

由于县级职教中心（学校）集合了县域内经济、科技、教育诸多资源，有智力、

技术、实习设备与条件等优势，初步形成了农科教结合的枢纽和载体；同时由

于其已积累了良好的体制和物质基础，与上衔接便利，向下辐射迅速，继续发

展的阻抗因素较少，成本消耗低，因而高职院校投身于农村社区教育，必须以

县级职教中心（学校）为依托，以此向乡镇、村级职校辐射和扩散，逐步形成

集合放大效应。在就地培养中，要防止城市化倾向，尽可能贴近农村、贴近社

区居民和村民；提倡“大白菜”式的教育，开发“乡土”课程，使之轻松愉快

地得到“摸得着”“用得上”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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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on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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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to build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s 

a strategic task, how to build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vigorously develop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Based on the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novative 

requirements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rol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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