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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知晓率  参与率低    满意度低 

 

2. 外界认识偏面 

 

3. 社区教育工作者缺少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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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困难 

     1.  政府不够重视怎么办？   （外－政府） 

 

     2. 居民没有学习热情怎么办？（外－对象） 

 

      3. 成人教育工作的成就感不强怎么办？ 

               （内－－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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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1. 不重视 

2.不争气 

3.不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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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起来 

 

    团结起来 

 

    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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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 

 

1. 换一个角度看 

2.换一种思维想 

3.换一种方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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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遇与条件 

 

1. 十九大精神 （三句话）  

2. 九部门文件 （2016年）和老年教育政策 

3. 主要矛盾转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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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美其美  （自明自得－－本质意志） 

美人之美  （成人之美——特长发展） 

美美与共  （共同学习——守望相助） 

合而不同  （自评内评——生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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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维 

 

    单向思维    独尊 独断 ，非此即彼 

                斗争哲学， 你听我的， 

                你死我活 

    双向 多向    对话  协商 亦此亦彼， 

                 共享，你活我也活， 

                 妥协与和解  和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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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践：两种不同社区教育实践 

  

供给——满足——自上而下—政府—  数字化 

 

  自给——自足——自下而上—草根— 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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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二件事 

——顶层设计 

—— 法规建设 

1. 社会力量（资源）开发， 

      教育资源整合 

 

2.  供给侧改革，需求侧学习方式变革 

 



汪国新 

合 
建 
与 
共 
学 
： 
社 
区 
教 
育 
杭 
州 
样 
式 



汪国新 

目录 

一、发展印迹与现状 

 

二、为什么要培育学共体？ 

 

三、社区学习共同体是什么？ 

 

四、怎么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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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探索 的印迹与现状 

  

 2018年3月12日 

党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内参》 

 

     通过省委宣传部让我们杭州提供了 

 

   《社区学习共同体建设的杭州经验》。 

 

 

 

 

1. 全国或国际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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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迹与现状 

 

1. 全国或国际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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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迹与现状 

2.   杭州联合国首批学习型城市，6500个学
共体（ 2016年 1月，杭州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全球学习型城

市。中国目前唯一一个） 

3.  领导专家肯定： 刘志鹏：研究具有革命
性价值      韩   民： 没有学共体就没有
学习化社会 

4.  国家级平面媒体关注；两杂志设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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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报》2015年12月31日 

 

     职教十件大事 

 

    社区学习共同体中的生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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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学习共同
体重新勃发生
机，仅杭州一
地“目前已有
文化与艺术、
生活与休闲、
健康与娱乐、
公民与公益等
类型的社区学
习共同体4500
个，每个月有
9.7万人在学习
共同体中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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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级课题《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生命价
值与成长机理》 

   6.   两个国家文件写进，名正言顺 

   7.  全国研究中心成立，八省市设立研究基地 

   8.  各地政府重视，写入地方文件，积极行动 

       山东省、河北省、海南省；苏州市、合肥
市、宁波市评选市级示范社区学习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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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
展的意见 

 

时间：2016年08月07日 

 

（一）3．推动各类学习型组织与 

                     学习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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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等七部门 

                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14-10-17 15:25  

                                    来源： 教育部网站 

 

                    培育民间学习共同体 

 

 

 

 

                   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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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1. 每个社区有一组学共体，每个人都参与一
个。 

2. 建构学习理论，全国普遍重视推进。 

 

3. 在“加快学习化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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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之美  

 

 平民之乐 

 

 社区之成    



汪国新 

意义与价值 
  

1.    一种最好的成人学习方式之一  

 （教育与学习问题） 

 

 2.    人成为人、诗意栖居大地上的路径   

     （人生与人心问题） 

 

3.城市更美好的必须品之一  

     （城市无社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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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三段    一根筋（一心系草根） 

  十年，三个阶段，三个的认识。 

 

    1.  最好成人学习方式之一； 

    2.  提升人的归属感有效路径； 

    3.  能让城市更美好  

      

                        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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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必要与可能） 

（一）突破社区教育困境，提高成教人成就感 

                  变革成人学习方式 

       

                     鲍学军厅长之问     社教干部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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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建设学习
化社会 

 

     二种不同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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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与无趣 

 
    这是一个人人渴望成功的时代 

   而这里的成功，内涵就是“利和用”。太多的人活着，就
为了“利益”和“有用”，大量功利的东西、低俗的东西，
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人的精神世界、生命意识和尊严感被
搁置。“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有多少人心是死的？”“忙”
就是心亡，实际行径中往往是“活到老，挣到老”。钱永
远没够，大家都在忙碌着，为着成功。而成功的涵义就是
“利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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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人差别，在动物性方面， 

很有限。 

在精神和灵 性方面，天地差别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梁晓声 



汪国新 

二种学习 

1. 为生存，向外，求物，求利，求名。面
子     “今之学者为人”     器 ， 术  

     常常目的与过程手段矛盾 

 

1. 为生命，向内，求静，求安， 

      目的与手段一致。“古之学者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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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华盛顿邮报最近评选出十大人间奢侈品， 

            竟然无一与錢和任何物质有关。  

 1.  生命的觉悟。 

 2.  一颗自由，喜悦与充满爱的心。 

 3.  走遍天下的气魄。  

 4.  回归自然，有与大自然连接的能力。 

 5.  安稳而平和的睡眠。  

 6.  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与时间。 

 7.  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  

 8.  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懂你的人。 

 9.  身体健康，内心富有。 

 10. 能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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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是什么 

完满自我，体验“内在成功” 

 

 在太极拳俱乐部中，人们通过宽松（找
到归属，无心理压力）而真实的学习，
发现问题，不以这些问题为耻，而会主
动暴露问题，并在他人的帮助下解决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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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知识（蒙田） 

 
1. 学术—— 

 

2. 智慧——生活快活而合乎道德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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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学习 

 
没有失败者 

自我评价 

与生活直接相关 

分享更快乐 

生命成长 

守望相助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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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更美好，生命更精彩 

                

                   事业成功  与  生命成长 

                   

                  心性澄明    潜能开发     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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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治理  建设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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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应养老时代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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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  有闲  有活力  的老年人 ， 

怎么办？ 

1. 化解老年人的负面情绪感受需要新方法 

 

2. 满足活力老年人的学习需求需要新思维 

  

3.   提供“老有所为”的平台需要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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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共学养老 

 

        是生活在社区的老年人，为了生命成

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自觉、自愿在社
区学习共同体中互爱互信、相助相伴、
共学共乐，更加健康、积极、优雅、有
尊严地享受生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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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在自由中，为了自由和通向自由  

 
1. 主体性：      自养   非供养 

 

2. 学习性  ：   愿学  共学  乐学  

 

3. 生命性：    去功利，生命成长 

 

4.   社区性：    资源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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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一）揭示养老真谛 

（二）提高人的生命性价值 

（三）提高社会资本和社会健康资本 

 

（四）丰富了学习化社会的细胞 

（五）破解了老年教育的资源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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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 
1. 老年期是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 

 

2.   老年人主动的终身学习比供养更重要。 

 

3.     在一起 ，即学习。 

        老年人面对面的共同学习更重要。 

4.    成员，即资源。老年人是老年教育的最
丰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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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社区教育不难，难的不是社区教
育  

 

      6.学习，即轻装 回归。 

 

      7.有一种真正的学习不消耗资源。 

            （智慧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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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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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真正的学习，可能发生在社区。 

      

    9.最好的教材是中华经典。 

 

    10. 最有希望的教育是 

       成人教育——成为人的教育。 

    
              

             

 

             



汪国新 

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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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哉学共体， 

                                        中意孕生机。 

                                        草根明心性， 

                                        成人悟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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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学习共同体是 
 

             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基于本质意志  因   

   共同学习  而自愿结成的 

          能实现人的生命成长 

          和建立守望相助关系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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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支柱（本质内涵） 
 

本质意志 

        共同学习 

        守望相助             

生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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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出版社 

 

13588407002  金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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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共体  

           清静，不浮躁    不求社会性功利 

        温暖，不冷漠 

        平等，不歧视 

        友好，不竞争 

        互助，不算计 

        当下，不功利    

  重过程，目的与手段一致。 

我们多是不肖子孙。抱朴守拙  抱璞守真。 

莫言说，什么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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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机理 
                        自觉 

                     自主 

                 自给 

           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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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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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文化与艺术 

生活与休闲 

健康与娱乐 

公民与公益 

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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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厘清的关系 

 1.  与学习型组织的区别 

 2.  与虚拟社区的关系 

 3.  与企业中的实践社团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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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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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与养护的原则 

适度激励扶持，静待花开花谢。 

 

支持而不包办 

扶持而不控制 

助推而不目标管理 

养护而不拔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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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养护  四件事 

建池塘     造湿地       

 

1.  关注与发现 

2.  培训与指导 

3.  示范与引领 

4.  交流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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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一：关注与发现 

 

      民间有众多自发性草根学习群体。 

注意发掘现有的民间自主学习社群，并
对此加以引导，注入学习因素，营造
学习氛围，引导广大居民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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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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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之二：培训与指导。 

      培训重点：学共体核心成员 

 

   提升他们的自身素质。 

  编写读本《社区学习共同体核心成员的 

凝聚力》  关于学共体核心成员的30个话题 

今年可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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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成员哪里来？ 

1. 原学共体 

2. 民间社团——协会、学会、行会 

3. 社区学院（校）技能与素质提高的
培训班 

4. 民间学习之星、技艺传承人、技能
高手、志愿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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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之三：示范引领 

 

   在学习共同体普及的基础上努力提高
质量和品位。 

      评选示范 社区学习共同体（基本要素、
市区两级评比） 

  作用：典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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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已评比五届市级示范学共体 

今年是第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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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之四：交流与展示 

 

 

联谊活动（按类型） 

节日的活动 展示风采 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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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二种做法 

自生自灭（不作为） 

 

收编管理利用  （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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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共体：       自主发展     内生力 

                            自觉－自主－自给－自评 

1. 街道－乡镇－社区：池塘   湿地   

 

2. 教育机构：核心成员的挖掘、培养 

                        适度激励、示范、交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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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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