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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Nvivo11 质性分析软件对中央及地方重要终身教育政策文本评价性话语进行编码与分析，发现

我国终身教育政策的价值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对终身教育的界定、对终身教育目标的描述、对终身教育对象的规定、
对终身教育原则的厘定四个方面; 并以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为分界点，发现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均发生了变

迁。进一步分析发现，终身教育政策价值构成背后的逻辑基础为从工具理性转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 其

社会基础为我国政府、市场与教育关系的变革和世界范围内终身教育理念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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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方法

( 一) 研究背景

终身教育理念起源于 20 世纪的 60 年代，但导

入中国较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

关终身教育的政策文件，推动了终身教育体系的发

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将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提

上重要议程。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终身教育取得了

巨大成就，但终身教育从理念迈向政策乃至在中国

本土化的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为此，回顾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对完善政策

及构建终身学习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

度上，政策不过是人们在比较、鉴别、协调、平衡的基

础上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1］因此，价值分析对于

政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针对我国终身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展

开研究。学者普遍认为，终身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从过去专注于终身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用性，

转向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公平和民主等内容的

重视，转向追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

协调。［2—3］但在价值取向的构成上，学者们表达了不

同的理解。如有的学者从立足点、目标、管理方式、
立法体系、政策重点等维度探讨终身教育政策的价

值取向; ［4］有的学者从政策环境、达成目标、主体需

求三个维度研究终身教育政策价值取向。［5］

以上研究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终身教育政策价

值有重要参考意义。已有研究有如下特点: 一是在

研究对象上，大多数研究聚集中央政策本文，对地方

政策的探究尚不充分。二是在研究内容上，多数研

究集中探讨终身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对价值构成

的专门研究较少且存在较大分歧。三是从研究方法

上，大多数研究以内容分析、比较分析为方法，通过

逐层编码的质性研究在终身教育政策价值的研究中

尚不多见。本研究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对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中央及地方重要终身教育政策文件进行分

析，探讨我国终身教育政策的价值构成及其基础。
( 二) 研究方法

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的

11 部重要终身教育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 Nvi-
vo11 质性分析软件作为研究工具，对政策文本中有

关政策价值的评价性话语进行了编码与分析。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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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杨正联从语用学角度将公共政策话语的形式构

成划分为“实是”“评价”“行为”和“后果”的逻辑过

程。其中，评价话语是公共政策话语中体现政府组

织成员对利益关系状况进行价值判断的那一部分，

它往往代表了该集体内居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6］

评价话语主要出现在政策文本的总则、指导思想、工
作方针、战略目标、基本思路等部分。

第一步，编码与主题挖掘。首先，笔者对原始政

策文本中评价话语逐句进行一级编码，形成主要节

点。其次，经过比较与分析，对一级编码进行分类，

从中提取出 4 个范畴，即终身教育的定位、价值与目

标、对象、原则，形成二级编码。再次，对这 4 个范畴

中的内容进一步分析与归类，形成有关终身教育政

策价值构成要素的三级编码体系。最后，在三级编

码体系基础上，笔者参照时间线索，反复查询了主要

节点和原始资料，梳理出终身教育政策价值构成要

素变迁特征。最终形成研究主题。
第二步，理论建构。借助相关理论，对我国终身

教育政策中价值构成要素及变化进行解释。

二、研究发现

通过对政策文本的梳理不难发现，我国终身教

育政策的价值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对终身教育的界

定、对终身教育目标的描述、对终身教育对象的规

定、对终身教育原则的厘定四个方面。以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为分界点，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均

发生了变迁。
( 一) 对终身教育的界定

从对已有政策文本的分析来看，对终身教育的

界定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 表 1) 。

表 1 终身教育的界定

主要节点 材料来源 参考点

时间维度 4 6

空间维度 3 3

注: 表中“材料来源”指被引用政策数量，考察的是政策的连续性; 而“参考点”指被引用次数，考察该节点在政策中的重要性，下表同此。

从时间维度界定终身教育，即从教育的纵向阶

段出发，将终身教育限定为学校教育后的再教育，主

要包括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两种形式。例如 1995
年的《教育法》中指出，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成

人教育，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终身教育。再如，

《国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2010—
2020 年) 》中提出，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

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是终

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空间维度界定终身教育，即从教育系统结构

出发，将终身教育界定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外的教

育活动。如 2011 年出台的《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

例》中，将终身教育界定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以外

的各级各类有组织的教育培训活动。

表 2 终身教育界定的变迁

时间 1980 至 1994 1995 至 1999 2000 年以来

主要节点
时间维度 时间维度 时间维度

空间维度

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政策对

终身教育的界定从时间维度转向到时间与空间两重

维度并行( 表 2) 。如 1993 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中，将我国教育结构划分为基础教育、职业

技术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四大部分，并将成人

教育视为传统学校教育向终生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

教育制度。2000 年以来，中央教育政策继续强调了

以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为主的时间维度的终身教育，

而地方的终身教育单行条例则强调了现代国民教育

体系外空间维度的终身教育概念。
( 二) 对终身教育目标的描述

在政策文本中，对终身教育目标及价值的描述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终身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促
进个体发展和促进教育发展( 表 3) 。

表 3 终身教育的价值及目标

主要节点 材料来源 参考点

促进社会发展 8 26

促进个体发展 8 13

促进教育发展 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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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教育目标和价值在于

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推动国家和社会的现代

化发展。如 1998 年颁布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指出，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为国家知识创

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

贡献。
终身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教育目标和价值在于

通过满足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实现个体的全面

发展。如北京市 2007 年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首都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建立终身教育、推
进学习型城市的根本目的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促进

首都市民全面发展。具体目标则是基本形成人人、
时时、处处学习的社会氛围，市民学习的基本权利得

到保障，终身学习的要求得到基本满足。
终身教育促进教育发展的教育目标和价值在于

通过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推动教育体系的完善。如

2011 年《江苏省政府关于加快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

实施意见》中提出，形成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

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和

职后教育有效衔接的终身教育体系，使教育结构更

加优化、教育体制更具活力、教育质量更有保障、教
育服务更富成效。

表 4 终身教育价值及目标的变迁

时间 1980 至 1994 1995 至 1999 2000 年以来

主要节点

促进社会发展 促进社会发展 促进社会发展

促进个体发展 促进个体发展

促进教育发展 促进教育发展

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历史分析，可以发现政策对

终身教育目标及价值的厘定经历了从促进社会发展

到促进社会发展、个体发展与教育发展并行的发展

路径( 表 4) 。早期的教育政策主要强调了终身教育

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度。如 1987 年《国家教育委员

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强调成人教育

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直接有效地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的方向，把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作为根

本目的。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教育政策则从社

会、个体、教育三个向度厘定了终身教育的价值和目

标。如江苏省 2011 年《关于加快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加快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是推

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教育需求，提高全民整体素

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 是建设人力资

源强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调

整的必然选择;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和谐社会建

设，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保证。
( 三) 对终身教育对象范围的规定

政策对学习群体范围的规定包括青壮年从业

者、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失业者、残疾人士等全体社

会成员( 表 5) 。

表 5 终身教育的对象

主要节点 材料来源 参考点

青壮年从业者 7 11

全体社会成员 8 25

从职业范围来看，青壮年从业者包括农民、工

人、企事业单位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等。如

《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中提出，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开展教育培

训活动，提高在职人员素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教育等有关部门及科协等组织应当加强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
从文化程度上来看，青壮年从业者既包括文盲，也包

括大专以上学历者。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中提出了抓紧扫除青壮年文盲的要求。再如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

定》提出了对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职

称的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和 管 理 人 员 进 行 继 续 教 育 的

要求。
全体社会成员从年龄范围上讲，不仅包括青壮

年群体，而且包括青少年及老年群体。如《河北省

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中就提出，开展青少年校外教

育活动，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再如《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中明确

提出，要重视老年人教育。此外，在终身教育学习者

群体中，边缘和弱势群体被多次提及。如《福建省

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中明确指出，应当加强城镇失

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失地农民、残疾人职业

技能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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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终身教育对象的变迁

时间 1980 至 1994 1995 至 1999 2000 年以来

主要节点
青壮年从业者 青壮年从业者 青壮年从业者

全体社会成员 全体社会成员

通过对政策话语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政策对

终身学习群体范围的规划经历了从着重强调精英化

的青壮年从业者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转变，逐步实现

了精英群体与弱势群体并重的局面( 表 6) 。
早期的终身教育主要是成人教育，其受教育群

体为青壮年从业者。如《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

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在论述成人教育的任务

时指出，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工人、农民、干部、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基础教育、专业教育或继

续教育。90 年代中后期，政策中终身教育学习群体

逐渐扩大至全体社会成员，并向弱势群体倾斜。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利用网络为社会成员提供

终身学习的机会，为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适合当地

需要的教育。
( 四) 对终身教育原则的厘定

终身教育的原则在教育政策文本中的表述主要

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 表 7) 。

表 7 终身教育的原则

主要节点 材料来源 参考点

经济效率 4 6

社会效益 4 12

经济效率指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强调终身教育

的实效性。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

成人教育要遵循学用结合、按需施教、注重实效的

原则。
效益除了效率所包含的“投入与产出比例”意

义以外，还关注教育活动结果的性质，即活动的结果

能够符合和满足社会、个人的需要。［7］社会效益即

对教育结果性质的关注，强调终身教育对社会和个

人的影响。如《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 2011 )

和《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 2014 ) 中都在终身

教育原则中强调了多方参与、资源共享。既鼓励全

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终身教育，同时终身教育发展

的成果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这些原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终身教育对公益性和社会效益的追求。

表 8 终身教育原则的变迁

时间 1980 至 1994 1995 至 1999 2000 年以来

主要节点
经济效率 经济效率 经济效率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早期的政策更加关注终身教育的经济效率，如

1987 年《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提出

了贯彻学习与工作、生产的实际需要结合，讲求实效

的原则。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政策中同时强

调了终身教育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的原则

( 表 8) 。如 2011 年江苏省《关于加快完善终身教育

体系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坚持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均等化，让人民群众共享教育改革发展成果; 加快建

立体现公益性、开放性、长期性的终身教育机制切实

增强终身教育服务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 一) 终身教育政策价值构成的逻辑基础

终身教育政策中价值背后的逻辑经历了从工具

理性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变迁。

马克斯·韦伯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

认为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

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作为

‘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

为成果的目的”。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

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

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8］遵从工具理性就是通过计

算、权衡，选择最优手段以达到目的，而不考虑伦理、
精神等因素。遵从价值理性就是遵从某一价值准则

行事，而不考虑成效。
工具理性在终身教育政策价值中主要体现为效

率优先、社会为本。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

对终身教育的界定和定位上，将终身教育聚焦于提

供学历补偿和职业技能训练的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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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二，在教育目标上，期待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

素质，以促进社会发展。第三，在教育对象上，突出

青壮年从业者的价值。第四，在教育原则上，倡导教

育与生产实际结合，强调实效性。总体上看，上述终

身教育定位、教育目标、教育对象、教育原则四者在

政策表述中的价值逻辑是相一致的，即以最优化、经
济的方式，培养社会建设所需的劳动者。

价值理性在终身教育政策价值中主要体现为机

会均等、以人为本。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对终身教

育的界定和定位上，将终身教育的范围扩大为现代

国民教育体系外的各级各类教育。第二，在教育目

标上，期待终身教育可以满足个体多样化的教育需

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三，在教育对象上，扩展

为全体社会成员，并且突出强调了弱势群体的受教

育权利。第四，在教育原则上，强调终身教育的公益

性，突出社会效益。上述四个方面较为一致的强调

了终身教育要以人为价值尺度，为全体社会成员提

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
以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为分水岭，我国终身教

育政策中的价值逻辑从工具理性转向工具理性与价

值理性相统一。在调节教育政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的关系中，我国终身教育政策正在向“矫工具性

之偏，彰价值理性之维，解工具理性之蔽，显价值理

性之光”［9］的理想模式迈进。
( 二) 终身教育政策价值构成的社会基础

1. 我国政府、市场与教育关系的变革

林德布洛姆曾指出，政府之间的差异取决于市

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10］可见，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对社会政策的制定起到非常大的影

响。20 世纪 90 年代，受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影响，我

国教育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以 1993 年《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引领，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为目标，以政府与市

场对权力进行再分配、政府部分权力向市场转移方

式展开。［11］市场的介入改变了社会场域中主体的职

能和关系，进而改变了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取向。
首先，政府服务职能日益突出。2002 年 11 月，

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2003
年 10 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

提出，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

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新公共服务理论

中，政府的作用既不是“划桨”( 设计和执行政策) ，

也不是“掌舵”( 充当催化剂、释放市场力量) ，而是

提供服务( 协商和协调公民和社区团体的利益，营

建共同的价值观) 。［12］在终身教育政策的制定中，政

府经济管理向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向使政策制定者平

衡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兼顾终身教育效率的

同时，充分重视了终身教育机会均等的基本原则。
其次，学习者需求多样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
市场促成了教育中诸多利益群体，不同的人对教育

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

的。［13］在终身教育政策中，多元的利益主体的出现

使多元化、个别化的教育需求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

重视。终身政策价值取向由重视综合社会指标的社

会本位观向重视个体自我发展需求的以人为本思想

转化。
2. 世界范围内终身教育理念的复归

个人的需求与发展及社会、科技、经济、文化的

发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政策的两大重要

目标。［14］价值理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政

策中日益凸显。除此之外，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欧洲联盟及日、美、英等国家推进终身教育政策过程

中，“人”的成长与持续发展均已经成为这些国际组

织与发达国家推动终身教育关注的核心问题。［15］

在我国，终身教育政策中价值理性的突显不仅

是世界范围内终身教育推进影响的结果，也是对终

身教育理念“初心”的复归。保罗·郎格朗在 1965
年召开的第三届成人教育促进国际委员会上，首次

正式提出了终身教育的议案。他认为: 终身教育应

是为了人的一生不断地提供教育和训练的构造，它

又是人们通过各种形态的自我教育，从而达到真正

最高水准的自我发展的有效手段。［16］从上述提法中

不难看出，终身教育概念蕴含了教育平等、教育民

主、教育自由、全面发展等价值理念。首先，终身教

育概念蕴含了教育权利平等的价值理念，即不论性

别、阶层、种族、年龄，人人享有平等的学习权利。其

次，终身教育概念蕴含了学习者主体性的教育民主

的价值理念，即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习者自主选择、
自主学习，提倡个性化教育。再次，终身教育概念蕴

含了教育自由的价值理念，即终身教育是一个开放

的体系，由各种形式的教育组成，任何人在任何时空

都可以自由的选择进入和退出这个体系。最后，终

身教育概念蕴含了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即终身教

育应该包括人格、职业能力等全方位的内容，促进学

习者充分全面的发展，亦即最高水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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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Composition of China’s Lifelong Education Polic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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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coding and analysis of Nvivo11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for the central and local important lifelong ed-
ucation policy text evaluative discourse，it is found that the value elements of lifelong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mainly include the defi-
ni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the descrip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goals，the stipula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objects，and the principle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four value elements have changed with the end of 1990s as the de-
marcation point．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logical basis behind the value forma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policy is to shift from in-
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the unity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and its social basis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market and education and the return of lifelong education concept worldwide．
【Key words】lifelong education; policy of lifelong education; value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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