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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视野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多维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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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成为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实

然发展已日益显露弊端。因此,从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过程到教育的外部环境等诸多方面对应然发展的追

求就成了高等教育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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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establishalife-longeducationsystemisoneofthesignificantstrategiesforsocialand
educationaldevelopmentinChina.Underthebackgroundoflife-longeducation,defectsofpracticaldevel-
opmentofhighereducationarebeingexposed.Therefore,itisaninevitabletendencyforhighereducation
topursuetheidealdevelopmentfromtheprospectiveofeducationalprinciples,educationalsubjects,edu-
cationalprocessandexternaleducationalenvironment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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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教育是人们在一生各阶段当中所受各种教

育的总和,是人所受不同类型教育的统一综合。它

包括教育体系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方式,既有学校教

育,又有社会教育;既有正规教育,也有非正规教育。
终身教育提倡在每一个人需要的时刻以最好的方式

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从实践来看,终身教育体

系有许多不同于传统教育体系的特征,对各种形式

的教育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终身教育的要求使

得我们要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之下来发展高等教育。
自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

会的号召后,学习型社会的创建活动正迅速发展着。
我国已步入学习型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的成熟时期。
学习型社会绝不仅是一个学术的概念或教育的概

念,而是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和重要

内容,终身教育是学习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成为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战

略。在我国提倡终身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

的意义。而终身教育视野下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

独特的规律。著名教育史专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量的发展和

质的变化》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

论。他根据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分别

以15%和50%作为划分标准,将高等教育分成三个

阶段:“精英化(Elite)”、“大众化(Mass)”和“普及化

(Universal)”。根据这个划分,我国的高等教育目

前正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发展。因

此终身教育视野下高等教育发展趋向就呈现多维发

展,教育的实然发展以及对应然发展的追求也就成



第3期 朱文华:终身教育视野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多维趋向  

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终身教育来临与高等教育的实
然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保罗·朗格朗提出终身教育

概念以来,在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教育思潮,这就是终

身教育思潮。终身教育目前已经成为传播最广泛的

教育理念和思潮。它已成为国际教育领域中影响较

大的教育理念和思潮。
终身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现代

终身教育的首创者朗格朗认为终身教育体系“并不

是一个具体的实体,而是泛指某种思想或原则”。捷

尔比则把终身教育描述为“终身教育应该是学校教

育和学校毕业以后教育及训练的统和;它不仅是正

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之间关系的发展,而且也是个

人(包括儿童、青年、成人)通过社区生活实现其最大

限度文化及教育方面的目的,而构成的以教育政策

为中心的要素。”他对终身教育的认识侧重实践层

面,把终身教育从理念提倡阶段推向实践展开阶段。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报告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认为,每
个人必须终身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社会变革,这样,
终身教育思想作为全新的教育理念为许多国家所接

纳。法国在1971年通过了一项旨在促进职工继续

教育的法案《关于在终身教育范围内继续职业教育

训练法》,明确规定:“终身职业教育应当是国民的义

务”。美国国会在1976年通过了《终身学习法》,并
在联邦教育部内专门设立了终身教育局。我国接触

终身教育这一教育思想的时间比较晚,直到80年代

末才引入了终身教育思想。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

《中国教育和发展纲要》中首次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概

念。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则以

法律形式规定国家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1998年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
出“到201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的体系”。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指出:中国教育现

在已经覆盖全社会,因为现在教育正在发生一个大

的转变,正在从单一的学校教育系统扩展为终身学

习,构建学习型社会,如果谈教育、谈学习它已经跃

出了学校教育的范围。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普遍都面临着危

机,高等教育在发展的时候并没有走出精英教育的

困境。这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有所表现,而这与大众

教育阶段的教育要求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而且这一

趋势已经进一步强化。因此,高等教育的实然发展

也就成了一个必然趋势。终身教育成为当今教育领

域的很有影响力的教育思潮和理念。终身教育重视

人去适应职业,但并不意味着人就是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工具。终身教育还使每个人潜在的才干和能力

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终身教育的含义相当简单,指
教育并非局限于学校教育。相反,它的影响扩大到

学习者的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

家庭和职业关系、他的政治、他的社会活动、他的业

余爱好等等。”[1]

在教育的实然发展中,教育以实体的形态表现

出来,它既涵盖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也涵盖了正在发

生的事实。对我国而言,今天,终身教育的来临引起

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人们认为必然有一套完整的高

等教育体系。但是,现今的教育又面临着新的问题,
中学是为了应试,大学是为了职业和工作需要。一

旦脱离学校,学习和教育实际上终止了。这样,传统

的观念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显现出来。在终身教

育的背景之下,高等教育的弊端日益显露。终身教

育不是在正规学校教育结束时便就终止了,它是一

个终身的过程。它不限于成人教育,它包括并统一

所有阶段的教育,而且全面的看待教育,这体现出一

种连贯性和一致性。其次,它包括正规教育,也包括

非正规教育,即寻求教育的统合。终身教育的最终

目标在于维持和改善生活的质量。高等教育需要进

行改革与创新,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2]。在终身教

育的背景之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要走。

  二、终身教育视野下高等教育的应
然发展

  从教育理念来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下,高等

教育理念的创新不容忽视。终身教育作为体现这一

理想教育的重要形式,高等教育的应然发展即是:要
明确提出其自身的任务就是引导和唤醒受教育者个

体潜能和自我发展意识,激励受教育者不断地实现

自我。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存以及学会发

展。“教育的目的,不在‘制造’基督徒、民主党员、共
产党员、工人、公民或者是商人,而在培养人类的智

慧,由此而发扬仁性,其目的是人格,而非人力”。[3]

实际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高等教育明确把教育

从学校教育扩大到了社会教育,从正规教育扩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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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非正规教育,并引起了人们的足够重视。不管采

用哪一种方式,总会使一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

方式,总会使他学到他想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在终

身教育视野下,高等教育要求学生除了要提高科学

文化素质之外,还要学会团队合作精神和提高人际

交往能力,更重要的是具有创新的能力。在学习书

本知识的同时,还要独立思考,创造性地学习。高等

教育要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之下得到发展,必须在教

学内容、方法及管理运行模式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和创新,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才能真正迎合当今终身

教育的潮流。
从教育主体来看,在终身教育中,教师被视为导

引者和帮助者,而不是一切科学知识的权威。教师

应当起着模范与引领的作用,教师本身就是终身学

习者。不仅体现在这一层次上,它还体现在教员和

学生要在一些新的领域开展合作与学习,教师要发

挥终身教育学习的作用。关注终身教育,培养学生

终身学习技能,意味着教师必须高度重视教学方法。
鼓励教师不断地改进教学的质量,尤其是鼓励学生

具有批判和创新精神,并成为帮助者和指导者,促使

学生在引导自身学习方面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对学生而言,终身教育的倡导者朗格朗认为,推行终

身教育不仅关注个人的主体需要,在更深层次上,还
关注人作为类主体存在的持久性,“人永远不会变成

一个成人,他的生存是一个无境的完善过程以及学

习过程。”这是人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可能,是不同于

任何生命体的最重要“自我生产和自我再生产”的能

力,也是人作为个体的人实现生命价值、获得幸福人

生的内在保证[4]。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

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终生教育正是基于有限生

命的无限发展,关注生命超越性的发展,体现生命的

全面发展与可持续性,从而回归到教育的本真,实现

人的生命意义。学习方式是终身进行的,并且将一

直存在下去。强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决策

能力。培养创造性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有效地自

主学习或独立学习。因此,作为高等教育背景下要

有自我独立的学习计划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就教育过程而言,作为教育过程中至关重要的

高等教育阶段应对教育的本质功能有更加深刻的理

解与践行,并将其融入教育理念中去。终身教育必

将导致知识、技能的系统掌握和最终实现促进每个

人自我完善的目的,教育将越来越依赖人们进行自

导式学习的能力,教育将承认包括正规教育、非正规

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的影响作

用。那么从以上可以推断出,它包含了许多的学习

场所,比如说家庭、学校、工作地点、或者各种社会的

社团等等[5]。高等教育必须给学习者提供一个能增

强社会适应和反应的能力的环境。“打破现有的成

人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各自为

政、互不联系的局面,整合各级各类学校,加强相互

间的联系与沟通。在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全日

制高等学校与各种夜校、假日学校之间建立一个信

息开放、联系畅通的教育培训网络,形成具有高度开

放性的教育大系统,为学习者提供多次受教育的机

会。”[6]因此,需要拓宽专业的设置,不断地更新教学

内容,既要加强那些概括性强、适应面广、具有普遍

意义的基础理论以及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科,又要

有针对性地加强社会实践,形成灵活充实和不断更

新的课程体系。高等教育中的教学方法的丰富多

样,似乎特别适合于推动终身学习技能的掌握。应

将教学方法的种种革新置于高等院校的主要教学方

式的背景下加以认识。高等教育必须充分开放,让
个人自由选择,必须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重新思考

与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交替问题;终身学习要求打

破把一生划分为几个不同时期的做法,转而强调形

成教育—劳动—教育—劳动的循环,创建回归教育;
终身学习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多样化,这是实现高等

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捷径,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信

息传播技术和手段实施远程教育、多媒体网络教育、
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夜间大学和社会企业教育

等方式满足各种层次的学习要求;终身教育和终身

学习的发展,要求包括大学在内的正规教育系统能

够承认已经获得的技能,特别是在职业生涯获得的

技能,并考虑新的证书制度[7]。
从教育的外部环境来说,促进高等教育与社会

的更加紧密的联系。高等教育机构要将加强与政

府、企业事业单位、社区接触,促进学校与政府、学校

与企业、学校与社会的沟通,走产学研结合之路,把
高校的最新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就高等

教育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社会

的控制与调整主要靠一个超经济的政治体制。这一

机制运行的主要动力是‘人治’,它使社会的各个领

域都被置于政府之下。政府的过分强化导致了社会

自主力量的萎缩,教育领域的状况也基本如此。”[8]

再如,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来看,要增加组织安排

的灵活性。应该允许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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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的形式开展教学工作。加强与其他学习机构

合作,重视跨学科学习及各学科知识领域的整合,要
不断推广终身教育制度,并不断发展其规模。从教

育与文化的关系来看,文化功能力图通过教育确保

自身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强化民族文

化的发展方向。但由于避免不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

多元化的影响,固有文化受到了强烈冲击,价值观也

发生重大变化。在不断吸收和批判外来文化因素的

基础上,适时完善本国文化的塑造,为此,高等教育

的制度创新势在必行。而在财政方面,国家以及地

方政府应当提供足够的资金和科学技术的支持,以
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

  三、结束语

高等教育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

心,高等教育机构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角色,它始终肩负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
务社会的职责。正如纳伊曼所说:“高等教育机构既

是社会经济的轴心又是文化发展的轴心,也应成为

周围社会的源泉,因此应该完全向社会开放。”[9]高
等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快

慢。今天,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是不可抵挡的时代

潮流,高等教育应在该体系构建过程中有所作为。
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之路与发展的趋向就是应该主

动地进行自我调整,不断地推动终身教育体系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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