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moting Lifelong Education: 

Theoretical Issue and Problem in Practice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吴遵民 

关于终身教育政策目标的 
推进与若干实践问题的思考 



引言 

 发展终身教育，最终形成学习型社会，这是中国党和政府自“十六大”以
来提出的重要教育理念。可喜得是，这一理念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有了突出的体现与重视。如“纲要”
在第二章“战略目标和战略主题”中，就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
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而涉及
终身教育政策推进及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则更有五、六处之多。 

 但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落实中长期规划中关于终身教育政策的推进部分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与重视的问题： 
 终身教育推动的目标问题，即开展终身教育究竟是为了实现什么目

标或基于怎样的理念问题； 
 
 在具体的推动过程中必须予以注意的一些实践操作问题。 

 
理论构建及政策制定的价值基础问题 

 

 
实践层面的操作与行政推动的问题 

 



终身教育推动的目标问题，即开展终身教育究竟是为了实现什么目标或基
于怎样的理念问题，属于理论构建及政策制定的价值基础问题，国内目前
分成两个不同的流派，我个人又把它称之为“经济学的视点”和“教育学
的观点”。 

经济学的 
视点 

教育学的
观点 

国内关于推动终身教
育的目标问题的流派 

终身教育推动的目标·国内不同的流派 



持经济学视点的学者认为，推进终身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全民素质，
而这一素质又主要体现为通过教育提升人的智力、能力及技术品质，而最
终实现把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在这里，推动
终身教育又与“促进经济、繁荣国家”，乃至提高社会生产力及个人生活
品质联系在了一起。 

终身教育推动的目标·经济学的视点 



持教育学立场的学者则认为，推动终身教育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促进
经济或繁荣国家，它还完全应该基于的是一个非功利的目的，即通过教育
完善个人的人格和人性，并使之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内涵、积极向上并
富有社会使命感的合格公民。在这里，实施终身教育又与人性的完善与培
养合格公民联系在了一起。 

终身教育推动的目标·教育学的立场 



国际上看，这两种观点也反映了终身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深化过程。 
 
如在终身教育发展之初，朗格朗基于“社会变动、知识更新、人类

面临挑战”的立场而提出的终身教育思想，就具有一种被动的、为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而必须终身接受教育的观点。 

 
之后的捷尔比则从贫者的立场出发，提出了终身教育应“成为解放

自身的武器”，“终身教育不具有政治上的中立性”等观点，则把
终身教育与基本人权的实现及保障人的学习权等主张联系在了一起。 

终身教育推动的目标·国际视野 



对于以上的观点我们又应怎么看？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两种观点均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应该辩
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并有所侧重。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由于我们
仍处在一个经济发展中的阶段，功利性的、以人力资源开发为短期
目标的教育仍有提倡的需要，在纲要中也可以有某种形式的体现。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却并不代表终身教育的长期目标，当然其更不
代表终身教育发展的未来方向。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提
倡“学习社会”的构建，其正证明国际社会推动终身教育的基本立
场，就是要改变人们以往功利性的学习观念，即以人们内在精神品
质的提升作为创建学习社会的基础。 

终身教育推动的目标·如何看待 



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实践推动的课题，即一旦目标明确以后，终身教育又面临
一个究竟应该如何推动与实际操作的问题。就目前的具体推广举措而言，
“纲要”提出搭建终身学习的“立交桥”以及建立“学分银行”制度的设想，
都是值得施行的举措。而其中上海某些地区正在运用的“终身学习卡”制度，
则更是一个可行和有效的方法。在这里，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则不可忽视。 

终身教育推动的实践·“纲要”中的举措 



换言之，如何把现有的各种教育资源予以有机、有序与有效的整合，
则是终身教育政策推行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与障碍。 
 

众所周知，所谓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其实质就是要把包括学校教
育在内的各种校内外教育资源在围绕人一生发展的纵轴线上予以有
机整合，以在每个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就能为他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
但问题是，理念虽好，实现却很难。原因是现存的各种教育资源都
各有其历史发展的渊源，它们条块分割，往往隶属于各自不同的领
域、不同的部门，而利益之间的纷争，又会让这种条块分割难以整
体融合。 
 

如以最近制定的“上海市终身教育地方条例”为例。 

终身教育推动的实践·难题与障碍 



该条规定，狭隘了终身教育本来应该具有的丰富内涵。  
 

终身教育的包含范围是“人从生到死”的一生中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仅包
括学校教育，也包含学校之外的促进精神教养提高及文化休闲娱乐等的社
区教育，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关键，就是要架起学校与学校外教育之间的
立交桥。因此学校教育当然应该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条例
就不仅违背了终身教育的核心理念在于强调“统合”（integrate）的观
点——即统合包括学校与学校外教育的所有资源，并为人一生的发展提供
支持，而且也从根本上排斥了学校教育原本应该在终身教育体系中所占有
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的性质。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除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以外的各级各类有
组织的教育培训活动”  

——《上海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的第二条 

终身教育推动的实践·以上海地方条例为例 



该条规定的重点似乎仍然把社区教育作为一项“行政工作”予以推动，而
少有对社区教育内涵的界定及功能的明晰。 
 

由于社区教育的发展在我国已有近三十余年的历史，而这却是第一次以地
方立法的名义予以规定，因而意义重大。就笔者的观点而言，这一条首先
应对我国正在开展的社区教育予以定位，也即它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与地位，然后再对其涉及的教育功能予以明晰。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我国社区教育的工作重点理所当然地应定位为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精神教养
为主要目的，但《条例》的重点似乎把它看作为政府的“工作”，这对社
区教育今后的发展及其作用与目的将会产生明显的滞后影响。 

终身教育推动的实践·必须打破利益纷争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辖区内的社区教育工作。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开展辖区内的社区教育工作。 
  „„„„”  

——《上海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的第十八条 



《条例》的第二十六至三十条，都是关于非经营性及经营性办学机构的设
立、申请、登记等的规定，它忽略了终身教育的基本特性乃是要“统合”
各种教育资源，而不是对民间教育活动的规制。  
 

简单地说，对于这部分内容为何放入终身教育条例，政府的考虑可能是要
规范该类办学机构，以保证市民的受教育权不被肆意侵犯，这种意图固然
不错，但在如此众多的规定中，我们却仍然看不到作为基于“终身教育法”
基础的制定依据及期待解决的问题。 

“设立非经营性培训机构的，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教育行
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办学许可证后，
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上海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的第二十六条 

终身教育推动的实践·以上海地方条例为例 



“上海市终身教育地方条例”，原本制定的目标和意义，就是要在
明确终身教育意义的基础上，来统合各种原本纵向割裂的教育资源，
并在融合的基础上进行整体再构建，由此而创建一个全新的、极具
活力的终身教育体系。但在条块分割、利益均沾的博弈中，政府的
宏观调控几乎不起作用，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围攻”下，政府完全
“败”下阵来，“上海市终身教育地方条例”最终演变成了一个职
业教育及岗位培训的条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因此，就今后终身教育的推动而言，如何继续发挥行政力量的统合
作用和功能，以能打破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之间为了利益的纷争而
形成的教育条块分割的困境，则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必须予以重点解
决的问题之一。 

终身教育推动的实践·以上海地方条例为例 



结论 

     终身教育是政府为保障公民学习权及提高全民素质而推
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在推进过程中，不仅需要锦上添花，
还更需要雪中送炭，问题是这个“花”怎样才能常开而不凋
谢、这个“炭”又怎样才能送到千家万户需要者的手中，这
里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摸索、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而政府
及各级地方行政力量如何发挥主导作用，以使其更有作为，
则是问题解决的关键与广大民众的期待之所在。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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