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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推广的探索与实践

九龙坡区社区教育学院 吴小梅





九龙坡区是重庆市的主城核心区，是中国西部的工业重镇，
是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两山巍峨，一水相依，中梁山脉将城区一分为二，呈现出大

城市大农村的格局。

九龙坡区

2016年GDP已逾千亿

幅员432平方公里
辖19个街镇
常住人口120万

“滩在江心，有九石翘首若龙”



三块牌子
一套班子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九龙坡分校

重庆市九龙坡区成人教育发展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社区教育学院

职 能 指导服务区域全民终身学习

五个全国示范 电大办学、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社科普及、继续教育院校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改革开放、大潮滚涌的伟大时代；正面临着一个日新月异、信息爆炸的崭新世纪！

“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这将给我们的社区教育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还是开拓创新、另辟蹊径？



作为对社区居民进行数字化学习推广的中坚力量——重庆市九龙坡区社区教育学院在思索、在行动、

在实践、在探索。几年来，九龙坡的社区教育工作者们，开放包容，蕴积涵育；弦歌不辍，悉心求真。

充分利用区域内的三级社区教育网络平台，创新性地开展数字化学习，带着恢弘的气势，书写着终身学

习的时代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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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着眼未来，健全机制，强化数字化学习保障



（一）转变思路出新招

B U S I N E S SP O W E R P I O N T T A M P L A T E

数字化学习的兴起始于上世纪后期， 是信息技术发展促

进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的产物。

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是指在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社区教

育中，市民通过数字化学习平台，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进行

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的一种全新学习支持服务的过程和形式。

随着社区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市民对各类知识学习需求的

不断增长，传统的学习方式已经显现出种种不足。这促使我

们这些从事社区教育的工作者必须要转变思路出新招，充分

利用数字化学习在社区教育中的优势，有效拓展学习空间的

人性化、内容的丰富化和方式的便捷化，为社区教育注入新

的活力。我们开始了智慧社区、“网格”联动 、数字学习进

家庭，移动课堂进社区、电脑普及教材的编纂、电子图书馆

建设工程等探索之旅。

引进“小鱼易连”云视频智能软件
对每月主题党日活动进行现场直

播

智能软件辅学



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 队伍建设 经费保障

同时明确由区社区教育学院承担业务指导与管理、提供学习
资源、学习平台管理和服务等职能，形成“党政统筹领导，教育
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居民广泛参与”的数字化学习教育管
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考评机制。

（二）政府重视抓推动

九龙坡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教育中的数字化学习工作。区政府“1+3”配套文件的

出台，从管理体质、运行机制、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为数字化学习提供了政策支撑。



（三）经费落实有保障

九龙坡区委、区政府把社区数字化学习建设经费列入区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平台资源建设、数

字化学习宣传、学习技能培训等数字化学习推广，保障数字化学习工作正常开展。

2015年

1340万元

2016年 2017年

1428万元

1533万元

≥2



（四）建章立制保规范

摘要：4.基本形成开放的公共教育资源平台。

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有效整合各级各类学习资源，

注重三级网络外的学习场所、社区学校外的学习型组织、教育系统

外的学习资源利用，力争每个村、社区都拥有设施相对完善、活动

开展经常的学习点，努力打造“半小时学习圈”，为市民提供充裕的

学习机会、便利的学习场所和良好的学习设施。充分运用信息技术

网络平台，大力推行数字化学习、学分制学习、菜单式学习、移动

学习等学习方式，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重庆市九龙坡区社区教育“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四化”：实体化、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

摘要：各镇（街）社区学校在“互联网+”的发展形势下要加

快学校信息化建设，数字化学习教室至少配备20台以上可供学

员上网学习的计算机设备；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组织社区教

育活动、开展社区教育管理；能够充分利用社区教育网络资源

开展社区教育；培养社区居民数字化学习意识，提升数字化学

习能力，推广数字化学习和移动学习。



实地察看 检查资料 居民座谈 领导汇报 情况反馈

建立《重庆市九龙坡区数字化学习普及工作评估体系》等考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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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搭建平台，强化师资，助推数字化学习开展



（一）建立数字化教育辅导和管理的师资队伍

充分发挥区社区教育学院的龙头作用，在街道、

村社配备数字化教育专兼职辅导员，提高管理队伍的

业务能力，确保数字化学习运行顺畅。现已基本形成

以学院教师、街镇干部为骨干，各类志愿者参与的专

兼职相结合的数字化学习工作者队伍，大大增强了社

区数字化教育的发展后劲。

教师队伍专业化
助学队伍多样化

志愿者队伍特色化

落稳“队伍”，提升数字化学习服务新能
力



（二）构建数字化学习网络平台

居民学习方式的推广离不开数字化学习共享服务平台的

搭建，这也正是数字化学习的核心。“九龙坡区全民终身学

习网”在2014年建成，标志着九龙坡区在构建现代化、数字

化的社区教育体系中迈进了一大步。“九龙坡区全民终身教

育网”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集教育、学习、管理等功

能于一体，包括数字化视频、电子图书、多媒体软件、在线

学习管理系统、在线讨论等，这为市民搭建了高效、实用、

方便的网络学习平台，实现了学员年龄和科普知识的全覆盖。

为社区居民提供丰富的学习内容和广阔的学习空间。



九龙镇投入492余万元进行智慧社区

建设。

线上：建九龙云社区以智慧化建设倒逼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变革，探索形成共建共

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线下：在盘龙社区、九龙花园社区建成小

型智慧社区体验馆，为社区居民提供一

个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的智慧生活环

境。



（三）开展数字化学习培训

数字化学习是一种全新学习模式，它改变了学习的时空观念，要求学习者具有终身学习的态度和能力，同时

也要求学习者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九龙坡区幅员广大，东部主城与西部乡镇在人员构成、教育需求方面差异明

显。九龙坡区在充分调研不同人群学习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教育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培训活动，推动科普

数字化学习进程，居民素质整体不断提升。

通过“百川讲坛”引进来、系统渠道
走出去、校本培训追主流、项目驱动
勤实践等方式，切实开展各类培训。



三

整合资源，项目驱动，提高数字化学习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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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送教进社区”，普及居民数字化学习的水平



（二）建立示范学习点、实验基地，摸索全区数字化学习的模式

建立六个数字化学习示范点 吸引辖区内外的居民参与线上自主学习和线下培训



建立石坪桥街道和白市驿镇东西部
数字化学习实验基地 研究适合九龙坡区居民的数字化学习途径，不断增强数字化学习社区

的辐射能力。现已建成19个社区学校和176个社区数字化学习点，在
重庆市率先实现区域全覆盖



（三）立足课题研究，加强数字化教育的研究

开展系列课题的研究，完成了《在社区教
育中开展数字化学习有效途径的实践研究》
等课题，通过课题的思考、申报、立项、开
题、研究、总结、结题的开展，有效地把数
字化学习与社区教育工作的探索实践与理论
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九龙坡区尽管在社区教育领域中推广数字化学习中的探索与实践取

得了一些成绩，基本实现了“讲实学、求实用、得实效”的目标，数字
化学习深受广大社区居民的喜爱，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态势，2015年1
月，九龙坡区还被评为“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



资源整合有待加强

发展程度不够平衡

推进举措不够完善

居民数字化学习技能有待提高

问题



结 语
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是一项开拓性和持久性的工作，

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不断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思考，以不断

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敢上九天揽月、勇于龙行天下”，这是九龙坡的城市

精神。走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大路上，九龙坡人定当扬起终

身学习的风帆，勇立潮头、百舸争流，为开拓一条符合中国

西部普及数字化学习的发展之路而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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