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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沙
长沙为湖南省省会，面积1.1819

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2185平方

公里，全市常住总人口764.52万人，

城镇化率为75.99%。



长   沙

古称潭州，别名“星城”，历经三千年城名、城
址不变，素有“屈贾之乡”、“楚汉名城”为国务院
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岳麓书院、马王堆汉
墓、走马楼汉简、太平街、炭河里等都成为长沙闪亮
的文化名片。



长   沙

历史上涌现众多名人，留下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



长   沙

凝练了“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的湖湘文化
打造了“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演艺湘军”等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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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沙

     2 0 1 7 年 ， 全 市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0535.51亿元，成为中部第2个、中西部

第4个GDP突破万亿大关的城市，经济总量

居中部第二位。全国大中城市第13位、省

会城市第6位。



1

全国文明城市

2

国家首批公共文化
服务示范区

3

东亚文化之都

4

全国“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

6
2017年长沙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评为世界“媒体艺
术之都”，是全国第一个
获此项殊荣的城市。

5

连续十年获评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

长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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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社区教育
主要发展历程

2001 2009 2010 2011

初步萌芽

全面铺开

框架初备

夯实基础，深化内涵



长沙社区教育

长沙社区教育大事记
历次市党代会、历年
市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市级各职能
部门网站一览表



长沙社区教育



长沙社区教育



主要做法

1 建立健全“一中心两主线”的管理模式

2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长沙社区教育

探索形成“三个充分”的工作方法 3

4 始 终 做 到 四 个 坚 持



建立健全“一中心两主线”的管理模式

长沙社区教育

1、以长沙市社

区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为政

府推动条线

2、以市社区大

学（终身教育指

导服务中心）为

业务指导条线

社区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



长沙社区教育

关
键

点

重要事项
正式行文
保证权威
性

1

切实发挥
领导小组
的作用

2

重视和强
化社区大
学业务指
导服务

3

建立健全“一中心两主线”的管理模式



长沙社区教育
建立健全“一中心两主线”的管理模式

重要事项
正式行文
保证权威
性

1



长沙社区教育
建立健全“一中心两主线”的管理模式

切实发挥
领导小组
的作用

2

历届长沙市全民终身
学习活动周均由市社
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支持、讲话。

年度重大事项由社区
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
议。

年度工作会议社区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必须参加。



长沙社区教育
建立健全“一中心两主线”的管理模式

重视和强
化社区大
学业务指
导服务

3
教研活动

课程建设

骨干培训考察学习 经验交流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社区主体政府主导 市民主动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政府主导

《社区学院、社区
学校建设基本要求》

《示范性社区学校
建设方案》

《优秀社区学习中
心建设方案》

《先进社区学校评
选办法》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社区主体



长沙社区教育

按照“四化”即“实体化、标准化、特

色化、数字化”的要求，着力推进社区学校

、学习中心的创建，打造了一批“示范性社

区学校”、“先进社区学校”、“优秀学习

中心”、 “示范性学习中心”，为社区教

育培训提供了方便、优质的学习场所。 

构建“四位一体”的培训网络体系

有效解决了 “无地方学”的问题 。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市民主动



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建设、管理

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服务

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撑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1

2

3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建设、管理

注册学员人数：         413846人

访问学习次数：       22789303次

现有课程数量：                  4421门

        2010年底，“长沙终身教育学习网”开通 

市、区县（市）、乡镇（街道）三级网络互联互

通和学习资源共建共享。目前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建设、管理

在中国成人协会刊物《社区教育》对全国社
区教育专业网站点击量排名统计中，“长沙终身
教育学习网”名列第六。

已成为长沙市民喜爱的远程学习平台，促进
了“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数字化学
习环境的形成。 

开展“十万市民上网注册学习”活动

每年下达注册指标

评选表彰“网上学习先进个人”、“网上注册优秀组织单位” 

望城、浏阳一些农村山区的教师、学生和村民上网学习的积极性

高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社区教

育的具体业务机构和日常管理服务机构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社区教育培训基地建设方案、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策划推进重点工作、开展骨干培训、检查评估、宣传激励和课题研

究等，并组织实施。

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服务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近几年开展的工作

1. 建立健全社区教育培训网络

2. 四级开发特色课程、推进项目实验 ---2012至今坚持特色课程开发。

召开特色课程建设培训会，要求区县市申报特色课程，经评审后立项；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u挖掘地域特色，开发传统技艺课程，如湘绣、浏阳花炮；

u结合日常生活，开发素质教育课程，如法律常识、常见病

防治、理财知识、计划生育、交通法规等修身养性、生活休

闲、兴趣爱好等方面的课程；

u开发就业创业、技能培训课程，如财会、电脑、家政、园

艺、编制工艺、缝纫技术、汽车驾驶、蘑菇栽培、木工等各

种短期培训课程。

合理设置课程，着力

开发本土特色教材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近几年开展的工作

      《锦绣沙坪》在“全国社区教育特

色课程”评选中获得二等奖 ，6个项目

被确定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项目。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近几年开展的工作

3、 建立健全以专职人员为骨干、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为主体的管理、技术人员队
伍和师资队伍 。邀请知名专家作专题讲座、参加全国社区教育业务会议培训、
定期召开专干会议和教学研讨会、选派骨干考察学习、开展工作研讨和征文活
动 。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了一支
以专职人员为骨
干、兼职人员和
志愿者为主体的
管理、技术人员
队伍和师资队伍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近几年开展的工作

4. 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

      2010年以来，连续7年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各区县市逐步形成了长效机制，在

市民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推动作用，在全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社区大学积极参与活动周

的筹备和具体组织、策划工作，提前制定活动周方案，提前确定活动周启动仪式承办单位，

提前召开工作会议具体落实，提前准备各种资料，开展活动检查，评选先进等，发挥了指导

作用。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近几年开展的工作

5、开展国家省市等各级各类创建示范活动

     

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实验区和示范街镇情况

全国社
区教育
示范区

全国社
区教育
实验区

全国数
字化建
设先行

区

全国学
习型社
区示范
街镇

全国社
区教育
示范街

道

全国终
身学习
活动品

牌

全国社
区教育
特色课

程

全国农
村成人

（社区）
教育优
秀品牌

全国青
少年校
外师范
项目

3个 2个 2个 2个 12个 6个 1个 2个 12个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近几年开展的工作

6. 逐步建立社区教育工作长效机制 。

    “年度工作项目化、项目落实考核化”;“有效激励、以奖代拨”。

      设立了社区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社区教育先进个人、社区教育优秀教师、网上

注册优秀组织单位、网上学习先进个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优秀组织单位、

示范性社区学校等奖项，评选结果在全市社区教育工作会议上予以通报、表彰，

社区大学对获奖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奖励。市政府和市教育局还分别将社区教育

工作纳入对区县政府和区县教育局、社区大学的年度工作目标考核。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三主一平台”培训

工作机制的良好效果

建立健全了一支
以专职人员为骨
干、兼职人员和
志愿者为主体的
管理、技术人员
队伍和师资队伍

1 2

基本上落实了
经费保障

3

加强督导评估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合理设置课程，着力开
发本土特色教材，有效
解决了 “无内容学”的
问题。 

“线上”和“线下”助学
服务，“显性”与“隐性”
课堂互补，有效解决了社
区居民“无兴趣学”的问
题。 

形式多样的丰富有效的
教学活动，有效解决了
社区居民“学习无益处”
的问题 

构建“四位一体”
的培训网络体系，
有效解决了 “无
地方学”的问题 。

创建长沙市数字化网络
学习平台，促进了“人
人皆学、时时可学、处
处能学”数字化学习环
境的形成。

4

5

1

2

3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有效解决了

社区居民“学习无益处”的问题。

提高了就业创业能力。

农村居民、城市失地农民通过培训获得劳动技能，提升了市场

就业上岗的竞争力。

提升了信息化水平。

开展计算机使用培训、通过 “长沙终身教育学习网”进行数字

化学习，提高了居民的信息化能力。

增强了文明素养。

广泛开展兴趣爱好、技能技艺和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学习培训，

提高了文化素养和文明水平，促进融入社区、融入城市，增强

了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幸福感。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探索形成“三个充分”的工作方法 

充分发挥社区大学的指导服务作用 ；

充分发挥专项经费的激励引导作用 ；

充分尊重和服从市教育局的主导作用 。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专项经费的激励引导作用 

市本级从2010年的100万增加到2014年的

300万，已评为全国实验区、示范区的分别

为人均2元/1元，其他区县市也都有专项经

费。

社区教育专项工作经费逐年增加



长沙社区教育
积极探索“三主一平台”的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专项经费的激励引导作用 

市级专项工作经费的70%用于对区县社区学校（学习中心）建设资助或项目资助

示范性社区学校：2万/所   先进社区学校2万

优秀社区学习中心5万2年  优秀社区学习中心2万2年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镇建设：4万/个

特色课程项目：1万/门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15万

终身学习活动品牌1万

区县市同步配套



长沙社区教育

始终做到四个坚持

社区为根 需求导向

整合资源 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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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社区教育在长沙社区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从初心看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作用

何为社区教育

何为社区

何为社区治理

社区教育兴起的缘由



长沙社区教育在长沙社区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社区

 社区(Community)一
词最早出现在西方工业
化社会初期，德国社会
学家斐迪南·滕尼斯认为：
“社区是一种由同质人
口组成的具有价值观念
一致、关系密切、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的富有
人情味的社会群体。”

社区
教育

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地域
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类
教育资源，旨在提高社
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
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
育活动。(教育部职成
司2000年4月<关于在
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
实验工作的通知>)

社区
治理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

的缩影，是政府与社区

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

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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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社区教育在长沙社区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单位” 人向 社区人的转变

 居民需求的多元化

 管理重心逐渐下移

 国家的重视

社区教育兴起的缘由



01
提升人的素质

02
协调社会关系

03
化解社会矛盾

05
构建和谐社区

04
促进社会公正

长沙社区教育在长沙社区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社区教育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长沙社区教育在长沙社区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案例一、南音心房——特扶家庭关爱中芯

专注于特扶家庭的帮扶关爱，改善失独老人
的家庭生活状况和丰富失独老人的精神生活，
将2名志愿者分派到一个失独家庭，以模拟家
庭的形式，陪他们散步、谈心、洗衣服、逛街
等。

 
南音心房会和社区一起，鼓励失独老人可以参加各种学习及活动。学堂坡社区学习中

心开设了声乐、舞蹈、等6个学习课程。社区活动室，分为博艺学坊、律动舞坊、乒乓
球室、棋牌竞技室、健身房等，失独老人可以前来活动。社区只是给老人提供场地和相
关的用具，老人们都是互相交流、学习。



长沙社区教育在长沙社区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南音心房的建立、发展与作用

1 2 3 4 5 6

发
现
领
袖

专
业
孵
化

各
方
支
持

购
买
服
务

造
福
失
独

和
谐
社
区



长沙社区教育在长沙社区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案例二、黎郡社区“乐活坊”

黎郡社区汇集东山、黎托两个街道13
个社区（筹委会）6600名涉农拆迁安置
人口（还有流动人口约10000名），辖
康景园和熙春园两个安置小区，基础设
施差，小区问题多。顺应民意，2016年
4月，社区开始了提质改造工作。 

以前的架空层堆满了脏乱的杂物，
除了一些老旧的健身器材，居民并没有
其他可供休闲娱乐的设施。

 社区成立商议机制------“六方协
商”， 由街道、社区、物业公司、业主
委员会、楼栋长、居民代表组成，实行
“大事共议、实事共办、要事共决、急事
共商”。从设计到实施到维护管理，全过
程都有居民代表参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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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空层建成了集党建宣传、民主协商、文
体互动于一体的“乐活坊”生活实践园，有图
书室、棋牌室、乒乓球室、台球室等 。不只翻
新了形象，还变成了满足居民兴趣爱 好的精神
文化阵地。
        架空层设有空间点长，他和几位热心的居
民与志愿者一起管理这个空间。

多方协商 居民参与 居民管理 提升素质 和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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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幸福屋场秧田村

秧田村通过发动，村里几位企业家带领，
村民自筹资金1500多万元，不仅完善了村内
道路、排水排污设施，使农村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同时，修复了有600多年历史的老龙井、
300多年历史的罗氏老槽门、民国时期的浏阳
龙舟赛场——秧田龙舟码头、400多年历史的
老桥亭等。建了“公德墙” 、 “博士墙”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围墙------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相融合，无处不在的学习，使村民
得到熏陶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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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有多支文体队伍，为此投入400万元
建成多个活动场所等场所，不定期地举办“屋
场里的幸福”等群众文艺汇演活动，村民自排
自演，以此展示幸福生活，诠释 “耕读传家”
的精神。
      “乡村美了，民风淳了，幸福感自然提升
了！” 一个只有1200多户的村子，出了600多
名大学生，100多名硕士，20多名博士。

多方合力 美丽乡村
无处不在的学习
(环境  团队  讲
课）)

高素质的村民 和谐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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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24小时自助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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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24小时自助图书馆

   
 

一个理念

多种实践

居民自治)

传递知识

和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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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社区大学诗词班

长沙社区大学散曲（南曲传承）班自
2013年开班已有5年。散曲班现有学员31
名，平均年龄71岁，男性学员有15个，其
中80岁以上者有5个，是个典型的高龄南
曲传承班。

   
 
南曲小令常用格律之南黄钟

1、[坟漏迟]       2、[画眉序]
3、[降黄龙]       4、[吸木儿]  
5、[侍香金童]    6、[大三春柳]     7、[画眉昼锦]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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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社区大学诗词班

学员均入选《中国当代散曲百家选》，

《中国女子散曲选》。编辑《开福诗联》
   

一个平台 一种文化
传承 幸福晚年 和谐社会



thank  you 长沙市教育局  

长沙社区大学  林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