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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青少年研究文丛：教育合作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育人体系研究》参考
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从国内的现实出发，探讨“三位一体”育人模式的背景、理论依据、实
践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模式发展的新思路，对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家长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本文重点研究政府在未成年人“三位一体”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和角色定位，研究和回答在“三位一体
”教育的实践中迫切需要面对及解决的问题，探索政府在“三位一体”教育中如何发挥其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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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0年代教育领域出现的一条彻底改变传统教育观的脉络为打破上述社会现状提供了崭新的视点，
这就是终身教育理念的确立。
人的一生是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过程，学习没有时间、地点和对象的限制，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教
育也不应该存在时间的限定、地点的约束和对象的制约，而应该是以一个人的生涯发展为基本出发点
，并覆盖于整个人生的学习需求。
基于终身发展论基础上的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在打破了学历社会的地基的同时，也必然地引发对学
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和职责的重新审视。
学校教育无法也不可能完全满足个人生涯所有的学习需求，与此同时，社会教育无法也不可能单独承
担起终身教育的完全职责。
日本的学社合作就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提出的。
　　1971年4月的社会教育审议会报告《关于应对社会构造急速发展的社会教育》和同年6月的中央教
育审议会报告《关于今后综合扩充学校教育的基本策略》，首次在日本提出了终身教育的基本教育理
念。
这两个报告虽然立足点并不相同，一个是站在社会教育的立场，一个是站在学校教育的立场，但却不
约而同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青少年的教育并不仅仅由学校承担，必须基于终身教育的理念重新认
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机能和意义，并对终身教育理念下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乃至家庭教育的关
系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坚持各教育领域之间的有机结合和协调统一发展。
社会教育审议会的报告指出，“迄今为止，由于我国对学校教育寄予了过高的期待，而导致对家庭和
社会所具有的教育责任认识不够充分、忽略了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这样的结果对青少年成长造成的
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三方在各自发挥自身的教育职能的同时保持协调共同实施教育活动是
极其重要的”。
而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报告在反省了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提出“我们在思考教育问题时，必须
把贯穿于人的一生的各种场合、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影响在内的所有影响到人性发展的因素全都考
虑进去”。
指出“传统观念中习惯于把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领域，甚至于把其区分标准
误解为是按照年龄的顺序。
自然的，对于各个教育领域在人的成长发展中的互为补缺的性格和职能的理解仍尚薄弱”。
因此，需要从终身教育的立场对现有教育体系进行重新定位，“进一步加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
庭教育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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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雄、刘程等编著的《教育合作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育人体系研究)》参考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
与实践，从国内的现实出发，探讨“三位一体”育人模式的背景、理论依据、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以
及模式发展的新思路，对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家长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本文重点研究政府在未成年人“三位一体”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和角色定位，研究和回答在“三位一体
”教育的实践中迫切需要面对及解决的问题，探索政府在“三位一体”教育中如何发挥其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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