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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阐述社区教育管理的基本理念入手，着重探究社区教育管理的三种行为模式：社区教育行

政管理模式、社区教育经验管理模式以及社区教育科学管理模式。在分析三种模式的特点和优劣的基础上，

研究社区教育管理的规律性，其目的在于为加强和改善社区教育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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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Pattern）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

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归纳到理论高度，

就 是 模 式 。 美 国 著 名 社 区 教 育 专 家 罗 斯 曼

（Rothman）认为，模式是专门、具体和结构严

谨的结构关系，是组织化“理想类型”。管理行

为类属于人的社会行为，行为科学家把人的社会

行为归结为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其基本公

式为：B=f(P.E)。式中B（behave）表示行为，P
（people）表示人，E（environment）表示环境，

f是函数符号。这个公式揭示了管理行为的一般

规律。管理行为模式是管理者以一定的管理理念

为支撑，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中的运作。社区是社

会的细胞，和谐社区的构建离不开社区教育的推

动。加强社区教育管理行为模式的理论研究是深

化社区教育理论研究和创建中国特色社区教育

和社区建设理论的突破口。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现

代特征的社区教育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上海崛起

并迅速发展，受到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

科的共同关注。在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管理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三种社区教育管理的行为模式，

即：社区教育行政管理行为模式、社区教育经验

管理行为模式和社区教育科学管理行为模式。[1]

一、社区教育行政管理行为模式 

在社区教育刚刚起步阶段，我国实行的还是

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在这

种体制下，国家对基层社区教育进行管理的基本

模式，是以“单位管理”为主，并辅之以“街居

管理”。所谓“单位管理”，是依托“单位”，

凭借“单位”的行政权力体系，对隶属于“单位”

的基层社区教育实行的全方位管理。所谓“街居

管理”实际上就是政府通过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

对基层社区教育行使行政权力的管理体制。无论

是“单位管理”还是“街居管理”，都表现出“行

政全能主义”的特征。“行政全能主义”是一种

以行政权力为唯一主体的社区教育管理模式。这

种管理模式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必然产

物，通过行政管理模式，政府实现了对社区教育

规模和质量的控制和整合，从而达到了社会稳定

和巩固政权的目的。[2]该管理模式特点表现为： 
1. 行政管理是面向社会、服务大众的管理活

动。社区教育管理活动首先和主要地是由最大和

最具权威性的公共组织——政府来承担和完成

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社区教育行政管理也是政

府管理。 
2．社区教育行政管理是根据国家法律推行

社区教育的组织活动。在执行中又能动地参与和

影响国家教育立法和教育政策决策，制定社区教

育政策也是社区教育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活动

方式。 
3．社区教育行政管理要讲究管理的效能和

效率。它通过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

监督和改革等方式，最好地实现预定的社区教育

任务，并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 

http://www.hudong.com/wiki/%E7%B1%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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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区教

育的不断发展进步，这种行政权能主义式的社区

教育管理模式必将影响到社区教育的进一步推

进，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行政权力与职能

的急剧膨胀；公民社区教育难以生成和发育；自

治性民间社区教育组织极为匮乏；社区教育的施

教人员和学员都会形成强烈的依赖性人格。因

此，“政府有限介入”必将成为社区教育管理的

有效选择。在“政府有限介入”模式中，政府的

行政行为取向可以从微观行为操作维度和宏观

制度控制维度两个层面上进行选择。其选择依据

主要视社区教育的成熟度而定。[3]如图 1 所示:  

绩
效

0              经验（资历） 
图 2   经验与绩效线性关系 

 

 

 

 

 

 

 

 
 

当然，随着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社区教育

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必将系统化和科学化，社区教

育行政管理方法不断定量化和最优化，社区教育

行政事务工作不断现代化和自动化。 
二、社区教育经验管理行为模式 

 所谓经验管理（Experience Management）
行为模式，就是指以管理者个体或群体的经验作

为管理行为依据的管理行为模式。在经验管理模

式中，管理者个体或群体的经验是管理行为的参

照系。我们知道，人的管理绩效不是无限的，达

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高原区，以后就会走下

坡路。从绩效的提高到高原区的出现，有一个转

折点。因此，社区教育经验管理行为模式中也会

因为社区教育管理者的经验不同而出现不同的

经验管理曲线。 
社区教育经验管理行为模式具有灵活性和

可信度高的优点。社区教育的发展水平反映着管

理者的经验水平，因此，经验管理行为模式特别

重视个人资历经验。经验也是个积累过程。所以

说，管理者的绩效也就和管理年限和经验有着非

常大的关系。我国社区教育管理专家黄云龙先生

曾抽象出社区教育经验管理的行为模式：绩效 
=f（资历·经验）。公式中f是一个函数，反映

的是经验水平状态。这个行为模式表现的是经验

和绩效的一种函数曲线关系。但实际生活中，随

着管理者年龄的增长，工龄、经验、与绩效并非

都是正相关。[1]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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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欧内斯特·戴尔（Dale）等为代

表人物，经验管理行为模式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理论流派。该流派从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管理经

验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各种各样成功和失

败的管理案例，了解和研究管理问题。但是社区

教育管理工作者在运用这一管理行为模式的过

程中，要尽力避免走向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经

验主义（Empiricism）是一种认识论学说，认为

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并以感觉的领会为基础，

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同时，社区教育管理者也要谨慎经验效应的

产生。经验效应在社区教育管理过程中广泛地存

在着，最典型的就是怀疑。由于曾经有受骗上当

的经历，若再遇到同类的问题时，就表现为迟疑

不决，往往用想当然的经验来保护自己，以避免

再次上当。由于经验效应的广泛存在，在社区教

育管理的过程中注意经验效应是十分重要的。它

有对社区教育管理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

面，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地调查研究，客观地把握

公众对社区教育活动、对本社区教育管理组织机

构等有关方面的看法，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关工

作。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区教育经验

管理行为模式也有局限性。表现在： 
1. 经验思维的滞后性容易产生管理行为习

惯惰性，阻碍社区教育及其管理的革新与进步。

宏观制度控制 

0（低）社区教育发展成熟度

微观行为操作 

图 1  政府行为方式与社区教育成熟度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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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行为的习惯惰性往往会使得社区教育管理

者形成自我陶醉和固步自封的管理作风。 
2. 社区教育经验管理具有时空条件限制

性。在相同或相似的时空环境和条件下，经验管

理可能是有价值的，随着时空环境和条件的变

化，经验就会失去原来的有效性。 
3. 社区教育经验管理的个别性和盲目性。

个别性会造成社区教育管理不能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盲目性可能会用过去的历史来指导未来的

发展，“以史为鉴”也就成了“让历史决定未来”。 
三、社区教育科学管理行为模式 

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行为模

式，由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Taylor）
在他的主要著作《科学管理原理》中提出的。科

学管理不仅仅是将科学化、标准化引入管理，更

重要的是提出了实施科学管理的核心问题——
精神革命。社区教育科学管理模式是以科学的理

论假设为前提，通过社区教育调查、社区教育统

计、社区教育课题实施或试验等科学研究方法所

获得的结论，作为管理行为选择依据的一种管理

行为模式。 
随着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原来

的行政全能型社区教育管理方式已不再适应时

代要求，不断涌入的社区教育办学资源，不断提

高的社区公民自治意识和社区教育管理的社会

参与度，要求社区教育管理者选择科学管理的行

为模式。[5]科学管理理论对社区教育管理的影响

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影响着社区管理人

员重视对教育财政的控制和效益的提高，科学管

理理论成为检验社区教育效能的主要标准。[6]

2. 推动人们研究社区教育管理问题，催生

出了一批现代社区教育管理专家，社区教育科学

研究方法取得进展。 
3. 科学管理使人们重视社区教育工作的评

估和测量，推进社区教育的信息化建设，搭建信

息化、网络化的教育平台；鼓励建立科学、公平

的社区教育督导、评估体系，制定质量标准，加

强质量监控，为社区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并建议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以帮助相关社区

教育管理人员运用测量和评估的方法。 
4. 科学管理理论中蕴含的理性精神和效率

意识对教育管理理论和时间产生重大的影响和

作用，推动社区教育管理由传统的粗放管理向科

学的集约式管理迈进。 
但是也应该看到，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社区

教育的管理工作是中国社区教育的特色，也是中

国社区教育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对社区教育实

施科学化管理与政府的有限介入并不矛盾，这就

要求做好以下几点：首先，要转变社区教育管理

观念，提倡社区教育管理的善治模式，即把政府

推动和社区公民自治结合起来，建立双方的密切

合作关系。其次，为社区教育科学管理制度创新

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促进社团组织活动的蓬

勃开展，保护社区教育学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的积极性。最后，要着力培育社区公民文化，通

过群众性学术团体进行相关课题研究和社区教

育社会调查等方法开展社区教育科研，以推动社

区教育发展，促进社区教育管理科学化。 
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都要做到有

效整合社区教育的有形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

资源）和无形资源（组织、政策、信息和文化资

源），形成社区教育培训网络，创建学习型家庭、

学习型企业等学习型组织，保障社区居民参与学

习和社区管理。[7]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使我们认识到社区教

育管理也是一门建立在明确的法规、条文和原则

之上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该理论对人性假

设的局限性，即认为人仅仅是一种经济人，这无

疑限制了泰勒的视野和高度。科学管理也并不是

一种独立的管理形态，它伴随着社区教育管理者

的经验和有力的政府行政管理措施后，才能发挥

科学管理理论对社区教育管理的推动。 
众所周知，科学或理论其本身的指导性远远

大于其指令性，和谐社区教育管理课题研究所取

得的数据、事实及结论，如果离开了有效的行政

决策，就往往会成为纸上谈兵，不易产生有效的

社会价值。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和经济管理

体制下。 
和谐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只有将三种模式

有效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相互配合，才能取

得良好的管理成效，为和谐社区的构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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