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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课题立项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　　“江苏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研究”是经江苏
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年12月11日批准立项（批准号为2006／6）的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
“十一五”重大课题，迄今课题组大致做了如下工作：　　1.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归类、分析、整
理工作。　　包括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研究的国内外专著、论文、个案；上海、北京
、福建等党委、政府、人大关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文件、地方性法规；台湾地区
终身学习的相关文献；一些重要的有关国际会议的资料。　　2.完成了《关于终身教育思想观照下江
苏现行教育体系的评价报告》的撰写；其中，学校教育改革子课题组召开了以终身教育理念观照下现
行体系制度的评价，以及学校教育改革创新思路的研讨会；调查并撰写了《关于江苏乡镇社区教育中
心建设中若干问题的调查与思考》，已编入长三角社区教育论文集。　　3.发放2000份调查问卷，完
成了《关于公民“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认知与践行状况的实证研究》，并在核心期刊已发表了相关
论文。　　4.联系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省委组织部党员远程教育处、省农林厅农广校、电教馆、教育
电视台等单位，将我省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远程网络教育的发展现状，包括资源、管理等，进行
了初步的梳理和盘点，拟就建立我省全民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和公共服务体系，提出初步方案，供教育
行政部门乃至政府决策参考。　　5.就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研究的有关情况，向教育
厅领导作了汇报，厅主要领导2007年11月23日批示，终身教育问题作为重要事项进行部署。　　2008
年1月下旬，课题组成员再一次召开了会议，特请省教育厅殷翔文副厅长和部分处室的负责人参加，
一是汇报研究工作的进展及成果，商讨解决问题的良策；二是征询行政处室的指导与意见，更好地为
行政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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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区域性学习型社会的实证研究报告:以江苏为个案》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大课题
——“江苏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研究”结题成果，概括和总结了具有江苏区域特色的终
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推进策略、基本经验和主要措施。该课题属于多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战
略性、对策性研究，由江苏省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及宣传领域的研究专家、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师
共同参与，内容涉及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相关的内涵界定、目标定位、总体框架、基本思路、重点问题
、制度建设、评价体系和政策建议等，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既有理论指导借鉴价值，也有管理决策
咨询参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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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习型社会概述  第一节  学习型社会的提出  第二节  学习型社会的多维解读  第三节  建设中国
特色的学习型社会第二章  终身教育与终身教育体系  第一节  终身教育的产生、发展  第二节  终身教育
与终身学习  第三节  终身教育体系及相关概念的关系第三章  江苏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以多维视角为指向的区域性实证研究  第二节  江苏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实证研究  第三节  江苏建设学习
型社会的教育基础及可行性分析  第四节  江苏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区域特征第四章  江苏建设终身教育体
系与学习型社会的基本架构  第一节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架构  
第三节  江苏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标准第五章  学习型社会的组织创新  第一节  学习型组织是学习
型社会的组织基础  第二节  创建学习型城市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龙头  第三节  创建各类学习型组织是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基石  第四节  社会组织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第六章  成人学习与网络教
育发展  第一节  网络学习的教育发展背景  第二节  成人网络学习  第三节  社会化网络学习平台第七章  
学习型社会的公共教育资源平台建设  第一节  公共教育资源概述  第二节  公共教育资源平台的建设  第
三节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公益作用  第四节  公共教育资源平台的管理第八章  学习型社会的教育制度
建设  第一节  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制度建设  第二节  关于终身教育的法制建设  第三节  借他山之石
推进终身教育机制建设第九章  基础教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  第一节  终身发展理念下的基础教育改革  
第二节  学习型组织理论视野中的学校文化创新  第三节  基础教育的优质教育及其建设第十章  职业教
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  第一节  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职业教育发展  第二节  职业教育改革与学习型社会
建设  第三节  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第十一章  高等教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  第一节  学习
型社会建设进程中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分析  第二节  高等教育发展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关系研究  第三节
 加快高等教育变革，推进江苏学习型社会建设第十二章  积极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第一节  政府加强
领导，社会积极参与  第二节  分类指导，区域推进  第三节  采取扎实措施，推进全民终身教育进程附
录  关于推进江苏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发展纲要(建议稿)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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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可见，教育应当担负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但教育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羁
绊，过去那种为少数人传授知识服务的教育制度，运用到现在急剧变化时代的大众教育，而知识数量
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时，那么这种教育体系就明显地暴露了它的陈旧过时，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激
烈的批评，强烈要求对教育的目标、结构、制度、方法进行深刻的变革。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终
身教育、学习型社会是未来教育一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是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结果。教育已
经受到时代发展的强烈挑战，教育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人们意识到_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学校教育体系能否符合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学习者、教育与知识之间，究竟应建
立怎样一种关系？教育本身是一个世界，又是整个世界的反映，教育既要服从环境条件，又必然会影
响环境条件，那么教育应当为社会作出怎样的贡献？　　当人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教育问题时。就
深刻地认识到教育问题的本质在于：“很久以来，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一种刻板的职能、固定的情景、
一时韵生存、一种特殊行业或特定的职位做好准备0教育灌输着属于范式的传统知识，这种见解至今
仍然非常流行。然而，那种想在早年时期一劳永逸地获得一套终身有用的知识或技术的想法已经过时
了。传统教育的这个根本准则正在崩溃。“我们要学会生活，学会如何去学习，这样便可以终身吸收
新的知识；要学会自由地和批判地思考；学会热爱世界并使这个世界更有人情味；学会在创造过程中
并通过创造性工作促进发展。”教育必须贯穿于人生的全程，教育必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教育必须贯彻培养社会新人的根本目的。　　“根据这些理由，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特别强调两个基
本概念：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的社会。由于在校学习已不能再构成一个明确的整体⋯⋯教育体系必须重
新加以评议。如果我们要学习的所有东西都必须不断地重新发明和日益更新，那么教学就变成了教育
，而且就越来越变成了学习。如果学习包括一个人的整个一生（既指它的时间长度，也指它的各个方
面），而且也包括全部的社会（既包括它的教育资源，也包括它的社会的资源和经济的资源），那么
我们除了对教育体系进行必要的检修以外，还要继续前进，达到一个学习型社会的境界。”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从整个社会的全局，从社会和教育的关系，把学习型社会理解为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
、生活密切交织的过程，教育是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具有普遍联系的整体，是贯穿在一个人一
生各个发展阶段的连续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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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在建设区域性学习型社会有着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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