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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于终身教育视角进行社会教育研究还存在可探讨空间，

本文通过对关于终身视角下社会教育研究已有的学术性文献的发文作者分布、机构分布、突现词共现图

等分析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的研究现状与趋势，结合知识图谱系统梳理与分析研究热点主题，发现

热点主要有社区教育实践研究、国外社会教育经验比较研究、社会教育概念论证研究、终身教育与学习

型社会构建研究等四个方面，最后通过研究结论对21世纪以来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研究从国家、学

校、学术研究层面等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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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but based on the lifelong 
education perspective of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explo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of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n social edu-
cation research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stitutions, 
the emergence of the word co-occurrence map, etc., and combined with the knowledge mapping 
systematic combing and analysis of research hot topics, found that the hot spots are mainly com-
munity education practice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knowledge map, we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hot topics of the research, and find that the hot topics mainly include four 
aspects: research on community education practic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foreign experience 
in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on the conceptual argumenta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society, etc. Finally, through the conclu-
sions of the research, we put forward our outlook on the research on social edu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levels of the state, schools, and aca-
de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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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教育，该概念最初由日本引入至中国，1912 年我国设立社会教育司，正式在官方文件上开始使

用了“社会教育”一词[1]。民国以后，社会教育不仅成为国家的一种教育事业，而且成为一个学科研究

领域。我国社会教育事业和理论研究稳步发展，随着“终身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学习型社会建设

步伐加快，社会教育研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增长点，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在 1965 年 12 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举办的第三次国际成人教育会议上“终身教育”概念首

次正式亮相，不久后 1970 年《终身教育引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终身教育理论。自此，终身教育理论得

以发展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2]。终身教育也于 1993 年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成为

一项基本国策，1998 年 12 月，教育部又颁布了《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次强调了“终身

教育将是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并提出要“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

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社会教育是每个人一生都必须经历的教育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可

谓终身教育[3]。社会教育与终身教育理念可谓是融合相成的，学界认为自 21 世纪始为社会教育的发展期

[4]，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以及科技的飞速发展，这对人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人们打破一次

性教育的观念，将终身教育视作为是 21 世纪的生存概念。因此，社会教育作为贯穿人类一生的一种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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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教育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开始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社会教育理论研究也

得到了很大的推动和完善，以终身教育作为理念展开社会教育研究已成为了大势所趋。21 世纪后，越来

越多的学者社会教育进行了研究，涌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基于终身教育视角进行社会教育研

究还存在可探讨空间，社会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关于终身视角下社会教育

研究已有的学术性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研究热点，并结合突现词历史曲线图与相关文献预测终身教

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的研究趋势，通过研究现状及趋势对 21 世纪以来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研究提出反

思与展望。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即一种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作为研究工具。该软件运用可视化的方式检

索并能够可视化图谱展现某一领域的热点关键词、研究进展和前沿等，帮助研究学者做文献计量分析。

鉴于 CiteSpace 软件在特定领域文献集合中可以高效率地进行计量分析，生成清晰且直观的可视化知识图

谱，较为直接科学地反映出一定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动态，是撰写研究综述中得力的一项工具，被广泛应

用于综述研究的写作当中。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 CNKI 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数据源，主题 = 社会教育 AND 主题 = 终身

教育，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搜索范围期刊级别设定为“北大核心”和“CSSCI”，检索发表时间设置

跨度为 21 世纪至今，即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共检索到 454 篇中文期刊论文。为确保

检索结果的科学性、可靠性与有效性，在初筛出的文章中再次进行人工手动筛选，进一步剔除了新闻稿、

会议纪要、宣传稿等非学术文献，且根据题目、摘要及关键词等作为判断依据，刨除与研究主题不相关

的文献，最终确定使用 447 篇中文期刊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3. 21 世纪以来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3.1. 发文作者分布 

启动 CiteSpace 软件，并新建项目，在 node types 区域将需要呈现的数据设定为作者 Author，时间跨

度为 2000~2023 年，设置好相关参数并运行 CiteSpace，即得到研究作者共现知识图谱(见图 1)。从图中

可以直观了解到其中字号越大的作者名即为文章发表数量越多的，但整个图谱的网络是有些零散的，各

作者节点之间的联结距离较远，说明该研究领域作者合作较少，通过 CiteSpace 进一步分析可知，21 世

纪以来，吴遵民、侯怀银教授在致力于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的研究，发文量相较多，分别为 8 篇与

7 篇(见表 1)。 
通过作者分析，我们能了解到在此领域有长期多量研究的学者，清晰研究的相关背景。吴遵民教授

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要研究方向有：学习社会与社区教育研究和当代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

研究等，据表 1 可知，其 21 世纪以来首次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年份为 2003 年，到 2023 年仍在

致力与终身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研究，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均有发表高质量文章。其次发表较多文章的为山

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侯怀银教授，近年来，发表了多篇相关社会教育的论文，探讨了社会教育概念及

与相关概念的辨析、社会教育学科建设问题，终身教育概念及与其相关概念的解读、终身教育体系建构

问题等，文章为终身教育及社会教育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充实的学习及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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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occurrence mapping of issuing authors 
图 1. 发文作者共现图谱 
 

Table 1. Information on authors of major publications (2000~2023) 
表 1. 主要发文作者信息(2000~2023) 

发文作者 发文数量 首次发文年份 

吴遵民 8 2003 

侯怀银 7 2014 

沈光辉 6 2007 

厉以贤 4 2001 

周志艳 4 2017 

杨东 4 2011 

陈新文 3 2018 

李平 3 2004 

刘尧 3 2008 

仲红俐 3 2015 

陈乃林 3 2001 

3.2. 研究机构分析 

在 node types 区域将需要呈现的数据设定为机构 Institution，时间跨度为 2000~2023 年，运行

CiteSpace，即生成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见图 2)。从图中可以发现整个图谱的网络较为零散，但图谱运

行的范围较宽，该领域内主要研究机构较多，有众多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大学内的终身教育研究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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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院，或是广播电视大学，还有各省市社区的终身教育研究委员会等。其中，高等教育机构和开放教

育机构是开展相关研究的主阵地。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2. 研究机构分布 
 

从机构发文数量来梳理(见表 2)，2000 年以来发文数量较多的研究机构分别为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等。其中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专门有设社会教育研究

方向，培养较多研究方向为社会教育的研究生。同时，首届社会教育论坛也于 2017 年由山西大学组织展

开，至今已成功召开两届会议，对于社会教育领域的研究贡献较为突出。而教育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优

势专业，其作为研究型大学有着较好的终身教育、社会教育研究基础和能力。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福建开

放大学)作为国家开放大学体系的部分，是面向社会成员提供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服务全民终身

学习的新型高等学校，下设有福建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福建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数字福建终身

教育大数据研究所等，致力于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的研究，21 世纪以来也贡献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其他研究机构通过图表可以了解到多为各省市的电大、开放大学和大学内的教育研究所，具有相关良好

学术研究基础的研究机构以终身教育为理念，契合时代所需，做好终身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研究，积极为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打造学习型社会助力。 
 

Table 2. Information on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2000~2023) 
表 2. 主要研究机构信息(2000~2023) 

研究机构 发文量 首次发文年份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7 2014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6 2015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5 2010 

华东师范大学 5 2016 

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4 2008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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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 4 2010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4 2007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4 2003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4 2003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3 2013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3 2015 

上海开放大学 3 2013 

集美大学终身教育研究所 3 2008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3 2008 

山西大学 3 2021 

常州开放大学 3 2019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3 2009 

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社区教育专委会 2 2020 

上海市徐汇区社区学院 2 2018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2 2016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 2016 

昆山开放大学 2 2019 

华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 2009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2 2015 

温州大学党校办 2 2010 

上海电视大学 2 2008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2 2010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 200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 2015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2 2003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 2018 

上海电视大学长宁分校 2 2012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 2 2010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 2017 

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 2 2011 

宁波市镇海区教育局 2 2012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 2012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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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 2006 

上海市长宁区业余大学 2 2012 

教育部 2 2004 

哈尔滨学院图书馆 2 2001 

宁波大学 2 2014 

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2 2018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 2 2010 

廊坊师范学院 2 2006 

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 2 2009 

3.3. 研究趋势分析 

使用 CiteSpace 的 burst detect 功能能够在快速时间内发现出现较频繁或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根据

burst words 的词频变化来对研究领域的前沿与趋势进行一个判断，图 3 则为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研

究的关键词突变情况。该领域共有 TOP3 关键词，分别为社区教育、成人教育和终身学习。可以看到研

究者关注的热点、方向和内容还是体现在将社会教育视为学校以外的一种非正规教育，主要聚焦在社会

教育下的分支领域(如图 3)。 
 

 
Figure 3. Keyword emergence map 
图 3. 关键词突现图 

 

社区教育的突现强度最高(6.02)，最早于 2001 年便出现，紧接是成人教育，主要突现强度表现在

2007~2013 年。通过知识图谱的预测“终身学习”出现的时间相较晚，在 2023 年将还是一大研究热点。 

4. 21 世纪以来我国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 

利用 CiteSpace 软件能够通过对研究主题的关键词词频、关键词的突现性的分析探测出该领域研究的

热点主题。具体运行步骤为，在 CiteSpace 软件面板当中，将功能界面设定时区跨度(Time Slicing)为
“2000~2023年”间隔(YearsPer Slice)为1，切片阈值Top为50，并应用Cosine算法，在网络节点类型( Nodes 
Types)区选择关键词 Key Word，设置好相关参数后运性则可通过操作得到图 4 与图 5，即为我国 21 世纪

以来在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及聚类分析(200~2023 年)。 
从图 5 可知，不同大小的聚类折射出 21 世纪来我国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主要研究领域为终身教育、社区教育，包括对韩国、日本等社会教育发展较好的比较研究、成人教育、

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城乡社区、治理效果、经验启示等标签词的研究，社会教育已开枝散

叶，其中可研究的领域谓是百花齐放。这其中社区教育作为社会教育范围当中一项教育实践[5]，成为 21
世纪以来社会教育领域研究的重要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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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图 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5.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analysis 
图 5.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 
 

为了解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在聚类分析图谱的基础上又计算了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相应值在

表 3 中呈现(见表 3)。 
从图 4、图 5 和表 3 中能了解到研究内容表现出相互交叉的特点，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的研究

主题和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元性，呈相互联结状。通过知识图谱与图表的分析，可以将 21 世纪以来我国在

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分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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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ummary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clustering tables (2000~2023) 
表 3. 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汇总(2000~2023) 

聚类编号 聚类大小 平均轮廓值 Label (LLR) 

0 40 1 终身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日本；数字化学习 

1 29 0.753 终身教育；韩国；策略；家庭教育；老年教育 

2 11 0.963 日本；终身学习；机制；启示；社区教育 

3 10 0.97 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终身教育；天津城市职业学院；刘占山 

4 8 0.947 社会教育；功能；解读；高等学校；实施路径 

5 7 0.957 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历程；展望；特点 

6 6 0.99 发展路径；外生性；内生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 

7 5 0.976 城乡社区；实验区；教育行政部门；座谈会；社区成员 

8 4 0.994 治理效果；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主体；终身教育 

9 4 0.967 经验启示；教育理念；发展模式；终身教育；终身学习 

4.1. 社区教育实践研究 

检索到对在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研究中相关社区教育的论文多为政策性建议、案例分析与总结

陈述类的文章。从 21 世纪始，《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工作，

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为响应这一计划，学者们对社区教育的实践研究

发声，这个时期，社会教育研究的交流平台不断丰富。最早武汉广播电视大学的马玉琦(2000) [6]提出将

电大教育与社区教育需要相结合。中国电大教育和社区教育面向 21 世纪共同的发展目标应当是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要利用电大的特点与优势为社区提供“全员、全程、全方位”的教育服务。张康康(2002) [7]
叙述图书馆社区教育在学习化社会中的深远意义，图书馆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此后，各类社

会教育活动平台也被广泛重视并研究，如博物馆、美术馆、电影教育等；21 世纪在社区教育实践研究上

从关注社区教育的实践载体开始再到研究具体实践案例从而进一步提出政策性建议，如学者李倩舒(2020)
基于常州市“互联网+社区教育”的进行现状调查，在资源建设、社区教育范围以及激励机制三方面为社

区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8]，侯怀银、宋美霞(2022) [9]在《终身教育视野下的社区教育发展：价值意

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中指出在终身教育理念指导下发展社区教育，能够有助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教育体系，大力建设好“终身学习型社区”，助力营造出“终身学习文化”。社区教育的实践研究

是 21 世纪以来的研究热点，整体上在实践案例和政策建议研究上篇幅占比较高，但整体上对理论运用的

关注度不够，较少聚焦于某个理论领域并形成持续突破和创新[10]。 

4.2. 国外社会教育经验比较研究 

社会教育最早滥觞于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后续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不同地域中发展出的社会教育

自有其各异的发展特点。如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主要基于社会教化而开展社会教育，日本主要基

于老龄化社会而发展社会教育，北欧国家则主要基于福利社会而开展社会教育[11]。我国社会教育起步相

对较晚，目前还多将社会教育作为一种在学校教育基础上的一种补充形式，未形成同样有独立地位的教育

研究领域，基于此，21 世纪以来，我国学者也在不断通过比较吸取国外经验以期摸索发展我国社会教育

路径。最早是 2002 年在我国核心期刊《比较教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北京与东京校外教育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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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东京的校外教育属于社会教育领域，注重的是青少年社会化与个体个性的发展，但北京校外教

育则属于一种基础教育，更注重的是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增长[12]。在城市现代化发展与终身教育体系

确立的背景下，中国校外教育同样必须跳脱出以往的窠臼，构建好一个更为开放与多元的校外教育体系。

随后众多学者也意识到当下基于国情我国社会教育的这一问题，开始针对国外社会教育进行比较研究，主

要涉及日本、韩国等。研究学者们关注日本终身教育政策与立法问题等对我国的经验与启示[13]，学界聚

焦韩国大学终身教育政策进行研究[14]，在韩国终身教育体制和大学教育终身教育机构的模式和特点的探

讨中的比较研究中提供高参考价值[15]，为中国大学终身教育的健康发展提出一些可参考的建议。 

4.3. 社会教育概念论证研究 

社会教育在理论层面还存在着一定的概念边界不清晰问题，社会教育究竟是一种“补充教育”、一

种“教育影响”亦或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下的一种“系统教育”[3]，简单来说，社会教育是要在有教育

功能的社会场所下对全社会成员开放所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但这个教育方式和教育场所究竟界定的范

围在哪一直是学界热议不断的话题，目前关于社会教育概念在中国知网中被引最高的分别是侯怀银、张

宏波(2007)的《“社会教育”解读》(被引：173)及龚超、尚鹤睿(2010)的《社会教育概念探微》(被引：

64)。他们主要是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社会教育进行了总结归纳，并将不同视角的观点进行分类，并得

出综合定义，在此研究基础上，后续学者也随着我国国情与政策的发展，对社会教育概念不断进行着概

念解读与内涵拓展。 

4.4. 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构建的研究 

终身教育是切实保障学习型社会得以实现的方式方法，《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已明确引领终身教

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它的核心就在于，终身教育包容性、公平性的实现需要各方力量的汇聚，要持

续发展创新，使全民都能获得并享受终身学习、共同学习和终身教育等的机会和权利，终身教育与学习

型社会的构建已成为研究热点。在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新时代，研究学者重点强调了我们

有必要对其进行反省与思考[16]。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大背景下，应明确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合作也是实

践终身教育且终身学习的一种有效手段[17]。要通过多种教育场域的联通来保证多元主体之间的共生协

作，用“多力驱动、多环交融”来明确学习型社会发展观，回归终身教育和社会互动、学习型社会建构

和人的发展。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18]，是不

可或缺的一环。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关于终身视角下社会教育研究已有的学术性文献的发文作者分布、机构

分布、突现词共现图等分析终身教育视角下社会教育的研究现状与趋势，结合知识图谱系统对相关研究

热点主题进行梳理与分析，最后总结研究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主题上，终身教育与社会教育研究结合紧密度仍需加强。尽管社会教育在研究上备受

关注，但其更多地被视为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一种外延或补充，而非独立并行的教育系统，要清楚的问题

是社会教育与家庭和学校教育并不相同。应进一步强化社会教育在整个国民素质提高中的作用，明确社

会教育，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职责。为推进社会教育的制度化建设步伐，需要对国家、政

府、社区、个体等各方的责任进行合理划分，同时应将社会教育纳入整个教育体制中去考虑，以促进社

会教育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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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发展经验上，应以“学习化”为导向来促进社会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为了构建终身教育

和学习型社会，我们需要更多地挖掘本土特色经验，并在研究领域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力。目前我国已有

不少学者关注于终身教育的相关问题并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索。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建立一

个全面的学习型社会，其中包括构建一个服务于全体国民的终身学习的终身教育体系、有效地建设学习

型城市、建设和实施学分银行、认证终身学习成果以及评估和发展学习型组织等方面，这些都是理论和

实践上需要改进的领域，我们需要借鉴、引进和吸收国外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以形成对人类社会教育的

深刻思考。我国目前的社会教育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以促进其健康持续地向前推进。 
第三，在理论研究方面，终身教育与社会教育还是多元且复杂的概念，目前学界尚无成熟统一的观

点。对于终身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两个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研究，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论证。目前

学界对“社会教育”这一术语使用各有分支，有必要进行统一规范。需要对社会教育的本质进行深入思

考，探究社会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的本质和特有属性，更为重要研究的是在终身教育理念下，如何协调

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另外，在当前国家治理的背景下，对于社会教育的性质、

历史、比较、实验、政策和改革等方面的合理规划，以及如何开展社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乡村

经济振兴等问题，仍存在一定的研究不足[19]。现有文献中缺乏相关教育学理论的结合和应用，缺乏一定

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还需要引入量化研究方法来推动终身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发展。 

5.2. 展望 

首先在国家层面，应当进一步将终身教育和社会教育纳入国家行为的范畴，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管

理体系。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家庭教育在学术界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近年来备受关注，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为了促进社会教育的发展，国家要制定并颁布《社会教育促进法》，确保其拥有

独立的财政来源[20]，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时，还需明确社会教育的性质、任务、目标等内容。建

立和完善社会教育的公共服务平台，以政府为主导，为广大民众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将社会教育视为

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标志，使其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将社会教育纳入国民素

质建设范畴[21] [22]，构建以学校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的教育网络，使之成为促进全民学习的有效手段。 
其次在学校教育方面，学校应坚持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在终身教育理念下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实践，

形成中国式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学校应秉持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以终身教育为指导，积极推进社会教

育实践，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已明确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的要求，这三个

方面被视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因素和内生变量，需要进行整体性统筹考虑。

在 21 世纪初期，我国社会教育研究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是在贯彻终身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如何将社会教育

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相互贯通，且实现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良性互动[23]。 
再者在学术研究领域，应积极促进终身教育下的社会教育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以进一步完善

和发展其理论框架。新时代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和构建学习型社会已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抉择，也是

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对我国社会教育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目前，终身教育和

社会教育领域缺乏长期深入研究的学者，独立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因此，要想构建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终

身教育体系，就必须加强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探索研究。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应该高度重视社会教育

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积极推动其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注重理论

研究，探索符合终身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特点的理论视角，同时引入多样的研究方法，以建立一个合理

的逻辑范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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