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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习型社会:目标和前提

1.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

构建这样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

习的学习型社会, 教育体系无疑将有重

大的调整。如果说学习型社会总的目标

是全民学习、终身学习, 那么, 实现这一

目标, 就需要现代教育体系作为支撑。

关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

育体系的关系 , 我认为 , 学习型社会的

教育体系应该是以学校系统为主干的、

覆盖全社会的教育体系。如果从学习型

社会或终身教育体系的角度来分析, 有

这样四个教育系统: 一是学校教育系

统。这一系统主要承担学历教育和继续

教育的任务。二是在职教育系统, 或称

行业(企业)的教育系统。这一系统服务

于在职人员的继续学习, 这种继续学习

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本行业或企业内部

的在职学习。三是社会教育系统。这一

系统既包括学校教育系统的校外教育

这一部分, 也包括社会文化生活教育,

是进一步延伸的一种教育系统。四是网

络教育系统。这一系统可以为终身教育

提供一种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服务。

2.学习型社会建设目标的主要内

涵

学习型社会的第一个要素是学习

者, 即全民学习需求, 学习覆盖全民, 全

民都是学习者。第二个要素是组织, 学

习型组织成为社会的组织基础 , 应该

说 , 社会的各种机构、组织都具有学习

的功能, 如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

习型政府等。与此相应, 第三个要素就

是制度 , 即形成适应社会化、个性化学

习的评价认证制度。

从上述要素来看 , 迈向学习型社

会在教育领域意味着经历三个历史性

的转变:学习对象的转变———从局限于

学龄人口转变为全民学习;学习组织的

转变———从单一的学校系统转变为多

样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制度的转变———

从学历文凭本位转变为能力发展本位。

必须认识到, 学习型社会不是现

行教育系统和教育制度的放大, 而是现

行教育系统和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也就是说 , 如果没有变革和创新 , 只是

把原有的教育系统和教育制度进行放

大, 还不能建设成学习型社会。从这个

意义上讲 , 建设学习型社会 , 教育系统

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和革新。

3.社会变迁和学习的变革:学习型

社会兴起的社会动因

学习型社会是伴随着社会形态的

变迁和提升而构建和形成的。我认为,

应当把教育经历的历史性变革同社会

变革与人类文化传递的变革联系起来

进行考察。

学习型社会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和

社会发展水平既使学习成为人们生存

与发展的基本需要, 又为人们终身学习

提供必要的条件;学习不只是一种“投

资”, 还是一种“享受”和“消费”, 即学习

不止是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更是人的

自我实现的过程;社会为人的发展和评

价提供了比较成熟的制度环境, 人们的

学习有了更自由的选择机会和多维的

评价机制。

我们今天所说的学习型社会必须

和网络社会、知识社会的背景联系起

来。知识革命是正在发生的、而目将会

深刻影响 21 世纪人 类生 活 的 一 场 革

命。知识革命引起了各方面的变化, 出

现了知识经济新形态, 出现一种新的知

识社会的形态。知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决定性因素, 而要掌握知识就必须学

习 , 因此 , 学习成为知识社会中人们生

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学习对于每个人

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学习

型社会的内在动力就在于社会本身对

知识的需求增强了, 成为每个人生存发

展的条件; 学习是社会内在的要求、内

在的动力。

知识社会正在经历人类文化传递

的第三次革命 , 即信息高速公路的建

立。这次革命是网络的应用所带来的,

而社会和文化传递的这种变化就将催

生社会化的全民学习, 学习和教育不再

完全局限在学校教育这样一种制度化

的教育领域内。

真正建设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

习的学习型社会, 就必然要构建一个网

络社会, 网络化是学习型社会的技术基

础。在学习型社会和信息化建设的关系

上, 我认为 , 建设学习型社会必然要求

加快信息网络的建设;信息化的建设和

发展要为迈向学习型社会服务。信息网

络化是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前提, 从这个

前提出发, 必须加快社会和教育的信息

化进程, 并以教育信息化带动学习型社

会的建设。

教育信息化:机遇和挑战

教育信息化将会对教育领域产生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甚至会引起革命性

变革, 这已经是教育界的共识。这种影

响既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提供了跨越

式发展的机遇, 同时也使我们面临着国

际竞争和教育自身变革的挑战。在世界

建设学习型社会与教育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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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争看点

8 月 7 日晚, 盐城市 10KV 通榆

线 15、16 号杆间遭雷击断线 , 亭湖区

袁庄村七组停电, 盐城供电公司本部

配电运行工区火速组织抢修。

图为工会主席范乃荣到现场进

行慰问。

( 张 运 摄)

范围内信息化建设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抓住机遇、很好地应

对挑战, 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而

丧失机遇, 就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因此,

正确地把握我们面临的信息化浪潮的

机遇与挑战, 是确定我国信息化建设战

略与策略选择的前提。

1. 在缩小国家间数字化鸿沟的同

时, 如何缩小国家内部的数字化鸿沟

在我们发展国家信息化、努力缩

小与发达国家在信息化建设上的差距

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 , 国家信息化建

设的推进如何才能不是加剧、而是逐步

解决国内的数字化鸿沟问题。

目前, 国内城市和农村、东部和中

西部之间的信息化差距是明显的。在高

等教育领域 ,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为

5000 元以上的有 5 个省, 全部属于东

部地区, 4000 元以下的 13 个省则全部

属于中西部地区。在网络教育方面, 全

国 450 所高校与 CERNET 联接 , 已经

建设校园网的学校已占 90%, 但已经和

互联网连接的学校在全国高校中还是

少数。国家正在加强农村和西部地区教

育信息化建设的力度, 如果能够采取倾

斜政策, 就可以在启动信息化发展的时

候, 避免进一步扩大数字化鸿沟。

2.在建设信息化校园的同时, 如何

重建信息化时代的大学

必须思考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时

代, 大学在整体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而我们又应当如何应对这些因时代变迁

而出现的变化, 重建信息化时代的大学。

哈佛 大 学 前 校 长 陆 登 庭 教 授 90

年代后期写过一篇题为 《互联网与大

学:珠联璧合》的文章, 其中充分估计了

互联网是 20 世纪在技术上对大学产生

最具革命性影响的因素, 而这种影响才

刚刚开始;他同时针对互联网将代替大

学的观点指出 ,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

识 , 教育本质上是一个人文过程 , 是有

关价值的事情。因此, 互联网对大学会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但互联网是不能代

替大学的 , 因为人文精神、价值观的影

响、人和人交流、校园文化的熏陶, 互联

网是不能代替的。

3.在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的同时, 如

何迎接信息化时代的学习革命, 发展新

型的教育教学形态

信息技术、网络教育在教育领域的

运用和产生的影响性 , 表现在很多方

面。这种变化如果仅仅从技术层面上

看 , 是如何利用更多的学习资源 , 如何

使教与学、师与生产生良性互动 , 如何

使学生进行参与性学习等等, 如果进一

步扩展开来, 实际上涉及的是教和学方

面很多极其深刻的变化。因此人们才会

提出这样的问题:网络会不会引起学习

上的一场革命?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财政

与政策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数字

革命带来的变化极其普遍, 以至于高等

院校将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提

供自身服务方式的方方面面”。(载于克

利斯托弗.k. 纳普尔等著:《高等教育与

终身学习》第 145 页), 同时 , 该书指出

“学术界有一个大家默认的假设, 即教

育 技 术 将 引 发 重 大 的 机 构 改 革 并 使

教———学过程产生革命性剧变”。(同书

第 146 页)。这种剧变如著名学者马修

斯所指出:“高等教育最终将以技术为

基础进行重组;学习将在时间和地点上

实现独立(非同时发生);”(同上书第 143

页), 学习内容对于教学来说已经不是

那么重要了 , 学习的组织、学习的评价

也都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4.在应用全球网络资源的同时, 如

何弘扬民族文化, 保护本国知识产权,

发展国家知识优势

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 而网上大

量的信息传播使用英语。我们如何一方

面吸收世界多元文化的优质的部分, 同

时又弘扬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 保护本

国知识产权、发展国家自身优势?这个

问题的很好解决可能要经历一个过程,

但必须自觉地做工作, 大力弘扬自己的

文化, 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

教育信息化:战略和策略

战略选择必须从中国国情的实际

出发。

1.网络建设。处理好局域网与校园

网、天网与地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

区的关系。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

源, 不要搞重复建设 , 不要体制上各搞

一套, 部门分割、条条分割。要注意量力

而行、循序渐进 , 宁可留出今后发展的

空间 , 不要总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什

么都搞到“最好”。

2.资源建设。要重视开发 , 积极利

用, 强调共享。在此基础上, 还要处理好

市场、政府、学校之间的关系, 发挥各自

应有的作用, 而且三者之间要能够协同

起来。

3.队伍建设。要加强教师队伍、技

术队伍和管理队伍这三支队伍的建设。

其中 , 在教师队伍的建设方面 , 不仅是

要求教师掌握网络信息技术, 更重要的

是要强调现代教育技术和现代教育与

教育观念的有机结合。

4.制度建设。没有制度保证 , 就很

难形成学习型社会。制度建设包括学习

注册制度、教学管理制度、学习考核制

度和多种证书制度等的建设。这些制度

的建设 , 有助于鼓励人人学习 , 处处学

习 , 使人们在各种不同时间、地点和机

构学习的成效, 都能得到相应的考核和

认证, 以能力为本的各种证书得到同等

的承认, 从制度上保证学习型社会的建

设和发展。

盐城供电公司工会

把清凉送到职工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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