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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9 月，学校

召开"纪念函授教

育 50 年加快推进

现代远程教育大会"

校长史宁中总结了

继续教育 50 年的主

要经验，并提出了

新的发展方向和思路。

.... 1953 年 5 月 ， 校氏、我国著名

教育家成仿吾创办了我国最早的

高师函授教育。

-

A 学院领导班子在研讨多功能、专业化、开放式的教师继续教育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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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考论文答辩。

v 我校积极承担教育部东北地区教育

管理干部培训任务 ， 并与其他地区

加强合作 ， 实施教育管理干部培训。

A 在国家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工程期间 ， 我校积极参与并承担

了中小学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任

务 ， 培训质量得到教育部评估组

的积极肯定 。

‘ 我校地理系函授师生在长自 山进

行地貌考察 。



"函网" 结合的现代远程教育。 师生在网络上 、 屏幕前完成教与学的交互过程 ，

以人为本的自主学习过程从理想变为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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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组织编写 、 制作了大量的优质文本教材、 光盘和网络课程。 在 2005 年 5 月

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评审活动中 ， 我校获"组织奖"从而成为此次活动

中唯一获此殊荣的教育部直属高师院校 。



' 学院研究人员
深入开展教师

教育研究工作 ，

并取得了丰硕

成果 。

V 教育部委托东北师大主办的综

合性刊物 《中小学教师培训 )) , 

办刊质量不断提高， 先后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 全国

中文核心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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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正值东北!部范大学建校 60 周年之际，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组织编写

了《东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发展史))，这是可庆、可贺的事情。回顾东北

师范大学 50 多年成人教育的发展、改革、壮大的史实，总结历史经验，

彰显成人教育的成果，对成人教育的深化改革，对教师教育发展，迈向新

征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般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成人教育产生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后。蒸汽机

的发明，电力的使用，改变了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

劳动者来说，以往在传统学校中学到的知识己不够使用。为了适应这样的

变化，人们就要再学习，离开学校后，还要重新接受教育，于是，或人教

育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而逐渐形成，并旦不断丰富。尤其，在

1997 年于德国汉堡召开的国标或人教育大会，发表了著名的《汉堡宣

言))，提出进一步发展成人教育，进一步峡起更多的学者研究成人教育，

建立完备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培养本科、研士、博士等各层次人才。正

如美吕成人教育大师诺尔斯 (N • Knowls) 在 1997 年出版的《美国成人

教育史》一书中摇出"成人教育应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因为这个领域是

既广院而又多变，是一种多元的社会体系，有自己的特色领域，有独特的

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因此，是一个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领域。"

随着成人教育在全世界的广泛发展，国际社会形成了一项基本共识:

"让所有人都能移接受成人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校"。我妇党和政府无论是在

战争岁月，还是在建国伊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来重视成人教育，

培养、造就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为完成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做出了不

可蘑灭的贡献。尤其近几年来，经过广泛实践，学习、研究与汲取国际上

先进教育思想和理论精髓，成人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教育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赢得了我国

教青韶度中的法律地位。

东北颠覆大学成人教育史，实际上是东北师范大学的教师培训发展

史。 50 多年来，东北师远大学自老校长、著名教育家成倍吾创办函授教



育以来，历届班子非常重视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已经形成了培谢的理

念，摸索出了培识i规律，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获得了多次表彰，也赢得了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广泛赞许和高度认可。

我们深知，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前途无量，是恩辈子弹、和j及社会的

万古长青监事业，我衷JL'希望全校教职员工充分重视中小学教辉培训!工

作，继承光荣传统，与时俱透，西南未来，谱写教部教育的新篇章。

我期待着，热切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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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革大学校长 王史孕宁
2006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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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成人教育的发展与管理

第一章 成人教育的发展

人类要面临未来的挑战与机遇，每个人都必须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参

与社会，参与社会的全面事务。因此，成人教育已不再处于整个人类教育

系统的边缘，而应成为整个人类教育系统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多年

来，暖引着许多学者对成人教育的研究。虽然，成人教育尚不能成为统一

的无懈可击的理论，缸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阁述着成人教育，为成人教

育理论大厦添砖加瓦，使其理论逐渐完善，例如，由劳森·辄特林创建的

吉由成人教育理论 z 桑代克创建的行为主义成人教育理论z 杜威等创建的

进步主义成人教育理论F 林德曼等部建的分析主义成人教育理论z 马斯洛

·诺尔斯等创建的人文主义或人教育理论 F 弗莱蕾·奥显格·依里奇创建

的激进主义成人教育理论。王如 z 成人教育大师诺部斯在 1997 年出版的

《美昌成人教育史》一书中指出，成人教育之所以成为强立的研究领域，因

为这个赣域既广阔而又多变，是一种多元的社会体系，有自己特色的领域，

有强特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因此，是一个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领域。

吕前，发达国家的成人教育是通过大众学校教育的普及，使教育的深

度和广度得以拓展，以满足人们对各种影式的非全日制教育和继续教育的

需求。多层次、全方位培训，对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培部内容上，发达国家在以职业技能教育为主曲成人教育方面注重实

效，所以在培训课程上是以培养实际操作技能为主。因此，培养出来的学

员很实用，很受用人单位攻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有越来越

多的职工进入大学学写，尽可能地招收更多的成年人。越来越多的大学为

选拔成人入学作了一些特殊的安排，如开设成人进修课程，创立开放大

一 1 一



学，为成人的各种学习提供便利。

伴随着薪的成人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终

身教育框架下的成人教育体系，不断推进学习化社会的建立，渐渐形成一

种不可抗拒的趋势，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终身学习是人

类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迎接 21 世纪挑战的一把钥匙，是进人知识经济

时代的通往证，是进入学习型社会的通知书。因此，终身教育已成为成人

教育发展的主流。其表现为(1)终身教育成为主导成人教育改革的方

向。 (2) 世界各国的各个层面对成人教育进行全面参与和合作。 (3) 企业

增如员工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方E的投入。 (4) 成人教育的环境、条件和质

量得到明显的改善。 (5) 建立对成人学习成果的评价与认定制度。 (6) 社

区成为开展终身学习活动的重要场所。

进入 21 世纪的世界教育正在出现新的变革趋势，教育投资成为国家

和社会最必需的和最有效益的基础性和生产性投资;教育将在逐步普及的

基础上，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把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造精神、创新

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高素质人才摆到突出的位置 z 终身教育将是教育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学习型组织将

成为新世纪构建成人教育的基础。成人教育将面向所有社会群体;成人教

育吕标具有多样性，参与成人教育的机构和成人教育的形式也具有多样

性。第一，成人教育不仅要面向己受过良好教育的学员，丽豆更要面向社

会边缘人群和文盲人口。成人教育的薪观念是建立→个全纳型学习社会，

包括任何环境的全部资游、相潜力。第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手段和

就业条件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给成人教育提供了广酶的发展前

景，成人教育将重点转移到更多的注重取业技能培训和人们知识的更新。

第三，成人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很快，规模吕渐扩大，并逐步受到自

家、社会的重视，为之立法的国家也越来越多。许多国家把发展成人教育

着作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从黯推动成人教育的

更快发展，使成人教育在国际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也目益广泛 α

总之，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并存、并行、并重的体系，它们之间的

相互渗透、梧互衔接、交替霞用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震的趋势。

一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成人教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黯段是解放初

期到"文革"。第二阶段是从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成人教育开始有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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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第三酌段是 90 年代后期，即高等教育扩大招生。 1999 年的成人

在校学生人数已和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在校学生人数相当。

在成人教育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

相结合的伟大思想，打破了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在我国历史上成功地运

窍成人教育为改造社会相改造人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每个历史时期

的成人教育思想极具特点。(...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成人教育思想1)

教育对象是为全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摄务，为武装起来的

工农-→一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服务; 2) 教育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宫镣资本主义的教育 3) 教育一直是为革命战

争和阶级斗争服务，与生产劳动梧结合; 4) 教育体系包括在职干部教育、

干部学校教育、群众业余教育，其中在职干部教育第一 3 日办学影式，

适应需要，灵活多样。 (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成人教育思想:1)新中

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在政治翻身、经济黯身之后，还要文化翻身。茵此，

教育对象是为工农服务，际工农开门，使全体人民不分性别、种族、宗教

信仰、财产状况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2)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

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技术武装成人，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 3) 企业职工教育要走上海祖床厂道路，农村成人教育走

江西共产主义大学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担工作重点

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上来。从此，我国成人

教育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邓小平成人教育理论的指引下，又迈进了一个

新时期。

1.对"囚摄一少"现象分析。即对职工的文先水平低 z 工人技术等

级低 5 教师"达标率"提 p 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低 p 中小学教婷和技术人

员少等现象进行了调查、分析。

2. 中共中央、国务院 1981 年 2 月领布《关于如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

定儿《决定》指出..职工教育是开发智力，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是持

续发展国民经济的可靠保证，它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定要作为一件大事，及早规划，尽力搞好。" ((决定》对加强职工教育工

作做出了十条规定，并结合企业整顿，大力推进青壮年职工初中文化和初

级技术补课及干部培识。

3. 国务豌 1987 年 6 月批转离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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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决定)) 0 <(决定》指出(1)提高全社会对成人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2) 把开展岗位培调作为成人教育的重

点 (3) 改革成人学校教育，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 (的积极开展大学后

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实践培训 (5) 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充分满动地

方和企业事业单位举办成人教育的积极性(的加强宏观管理，积极为基

层服务。《决定》还明确要求..农村成人教膏应从农村的实际出发，适应

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的需要和农民致富的愿望，对不

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对象分黠提出不同的培训i要求。对农村基层干

部、专业技术人员、乡镇企业职工，要有计划地开展岗位培训。对青壮年

农民要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进行周期短、见效快的实用技术培说，并

同科学实验、推广技术结合起来，要把初、高中结业的在乡知识青年作为

培苦11 重点。"

1985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次在中央

文件中正式提出"成人教育"，并指出"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

要的组成部分"0 1987 年望务院批转了《墨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

成人教育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离家第一次颁布关于成人教育

工作的决定。之后，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租发展

纲要》中指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生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

育制度。" 1995 年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机第 19 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成人教育和i度"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

式的成人教育，使人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

业务教育和终身教育"。应该说，成人教育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指

导下，在教育有政部门和各行业系统约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的支持和推

动芋，经过自身广泛实践，学习、研究与摄取国际上先进教育思想和理论

的精髓，成人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方面军，对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做出了三大的贡献，已经赢得了在我国教育基本事i度和终身教育体系

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成人教育思想，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z

(1)按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和发展我国成人教

育，要两条跑走路。全党全畏都要树立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的"百年

大汁，教育为本"的科学观点。

(2) 把过去的"工农业余"教育，发展为现在的"成人"教育。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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