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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首届“全国社区教育（青年）研究成果奖” 

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和个人：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办好继续教育，加

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青年群体在社

区教育事业中的骨干作用，推动社区教育研究更好更快发展，教

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中

国成人教育协会社区教育专委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农村成人教

育专委会联合举办“第二届全国社区教育青年论坛”，同时启动“首

届全国社区教育（青年）研究成果奖”评选。评选活动共收到成

果 97 篇，经专家评审，评选出一等奖 4 篇，二等奖 10 篇，三等

奖 22篇，优秀奖 42篇（见附件）。 

附件：首届“全国社区教育（青年）研究成果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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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届“全国社区教育（青年）研究成果奖”获奖名单 

一等奖（4项） 

序号 姓名 单位 篇名 

1 国卉男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上海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实践的回顾与分析 

2 马莉 浙江电大萧山学院 “互联网+”下的社区老年群体网络媒介素养教育 

3 赵小段 李媛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责任与分工: 不同类型教育机构 

承担社区教育之比较分析 

4 刘晴 无锡开放大学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无锡市老年教育发展路径研究 

二等奖（10 项） 

1 杨东 贾红彬 上海开放大学 老年教育机构服务能力的调查与分析 

2 王理华 金坛开放大学 非遗文化传承视阈下社区教育课程的开发途径——以常州金坛为例 

3 李姝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合肥分校 学分银行制度在终身教育发展中的探索研究 



4 仲红俐 常州开放大学 社区治理视角下社区教育共同体建设探析 

5 高明鸣 中山开放大学 议题导向：一种融入社会治理的社区教育发展策略 

6 李斌 张家港开放大学 项目制：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社区教育推进策略及其治理逻辑 

7 岳燕 上海普陀区社区学院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虚拟远程老年学习团队领袖领导力建设 

8 张宏 昆山开放大学 苏南地区民办非学历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对策研究 

9 丁晓华 江苏开放大学 开放大学服务老年教育的新途径 

10 朱婷 连云港开放大学 国内外知名学者终身教育概念的分析与比较 

三等奖（22 项） 

1 邱建方 丹阳市界牌镇社区教育中心 自媒体视域下社区教育有效供给的探索 

2 李若聃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 社区教育交互式数字教材研究初探 

3 张成国 南通开放大学 基于战略视角的社区外语教育发展研究 

4 沈青 南京市玄武区社区进修学院 玄武区社区教育“三名”工程的实验研究报告 

5 孙世虹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社区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索 



6 蔡慧敏 岳阳广播电视大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浅见 ——以岳阳市为例 

7 施苏苏 常州开放大学 活动式社区教育课程：一种新型社区教育课程形态 

8 张俊辉 成都社区大学 开创市民绿色健康新生活——成都市生态菜园市民学习体验项目实践与探索 

9 张婷婷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学院 三类“学习中心”联动在基层社区教育阵地的初尝试 

10 卢海燕 连云港开放大学  基于默会知识的社区教育教学研究 

11 蒋心慈 顾晓霞 武进开放大学 
“养教联动”基地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以武进金东方颐养中心为例 

12 韩霄静 宁波市北仑社区教育学院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终身学习平台之“望、闻、问、切”——以北仑为例 

13 王权 江苏开放大学 
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网站共同体研究和探索——以“江苏学习在线”网站建

设为例 

14 贾鑫鑫 广东开放大学 面向外来工子女的社区公益教育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15 王清莲 常州开放大学 社区教育智库建设的必要性及其路径选择 

16 周小芳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学院 特色品牌打造的经验与思考 

17 施健 江苏开放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社区教育创新模式研究 

18 亢雯娟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学院 民安社区精品教育工作站青少年教育现状及问题调查研究 



19 蔡怡然 苏州工业园区开放大学 
社区教育公益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苏州工业园区工业课程进社区活

动为例 

20 沈悦 江苏开放大学 2015-2016 年社区教育研究热点简述 

21 崔广 刘晓晖 天津市河东区社区学院 区域型社区学院优质专业教育资源服务社区教育能力提升的研究 

22 杜俊 无锡开放大学 
地方开放大学办学特色与措施研究——以无锡开放大学（原无锡市广播电视

大学）社区成人教育为例 

优秀奖（42 项） 

1 陈富坤 湖北十堰电大 利用 i-国学实验室平台，让边远山区稀缺师资岗位成为“香饽饽” 

2 郭梦诗 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开放大学 以社区教育促侨乡文化的实践与研究——以开平市宅群村社区实验点为例 

3 薛应华 朱网燕 如东社区培训学院 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社区教育与新型农民培养关系研究 

4 苏朗格望 
沈阳市沈河区青少年教育办公

室 
创新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与管理模式 

5 吴强 江苏开放大学 夯实基础  优化提升 深化社会化学习新形态发展 

6 彭文亮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护理专业教育元素的社区教育实施成效探讨 

7 马国云 无锡开放大学 老年教育课程建设研究——以无锡市老年教育为例 

8 申花 无锡开放大学 开放大学有效开展老年教育成因探析——以无锡开放大学为例 



9 张莺莺 无锡市梁溪区社区培训学院 浅论计算机教育技术在成人教学中的应用与创新 

10 董波 
连云港市赣榆区墩尚镇社区教

育中心 
新时代社区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1 嵇晓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

院 
建筑职业院校技能培训探索 

12 汤建琴 宜兴市宜城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私人订制”让成人教育更具魅力 

13 周桃 宜兴市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社区教育视野下的老年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14 王祥 句容市郭庄镇社区教育中心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教育中的作用及建设途径研究 

15 阮盛元 无锡市梁溪区社区培训学院  社区教育在残疾人职业技术方面的实践与思考  

16 陈慧 武进开放大学 依托湖滨社区建设职业技术类特色课程的实践研究 

17 唐英   武进开放大学 数字化学习社区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微课应用研究——以武进开放大学为例 

18 嵇大帅 武进开放大学 移动技术在常武地区社区教育中的应用探究 

19 张蓉 武进开放大学 社区教育教师的学习状态及性别差异的调查研究 

20 陈云东 江苏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 
关于开展老年教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考——基于常州金坛区老年大学教学现

状的调研 

21 朱卫杰 江苏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 浅谈常州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 



22 蒋洪伟 金坛区儒林镇社区教育中心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23 任旭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朱林中学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以保护非遗传承人为视角 

24 赵睿 贵州广播电视大学遵义分校 对遵义市开展社区教育的思考 

25 潘国强 溧阳市南渡镇社区教育中心 社区教育培训集团化的探索 

26 赵雅萍 
杭州市萧山区新街社区教育中

心 

助推产业发展  培育绿色文化――基于特色培训的乡镇社区教育 

特色课程建设的实验 

27 潘兆明 谢海芳 丹阳市延陵镇社区教育中心 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工作中联动共育的探索与实践 

28 张乙滟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学院 关于未成年人活动与课程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29 但梦婷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学院 浅谈基层街道社区教育学校的管理与队伍建设的心得体会 

30 许红霞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学院 浅谈“润物细无声”的街道社区教育工作 

31 杨月异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学院 以艺弘道 文化养生——手工社里的传统文化浅探 

32 余晓琴 成都市青羊社区教育学院 社区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以宽巷子社区暑期教育为例 

33 沈启容 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上海老年教育发展现状与趋势 

34 李思贤 常德电大社区学院 在终身学习环境下社区教育品牌建设的思考 



    35 龙朝中 昆山开放大学 试论网站在构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体系中的作用 

36 孙承明 东台市东台镇社区教育中心 培植学习共同体  激发新时代社区教育活力 

37 胡波 
山东省五莲县洪凝街道成人教

育学校 
对接精准扶贫  助力乡村振兴 

38 陈月飞 
镇江市扬中市新坝镇社区教育

中心 
社区教育课程资源的发展与进步 

39 
刘牛 姜明房 

江苏开放大学社区教育管理学

院 

 

 开放大学系统社会教育工作者专业化发展调查报告 

40 顾明义 苏州工业园区开放大学 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41 薛亮 南通开放大学 数字文化馆在社区教育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42 蒋卫松 宜兴市高塍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社区教育资源整合：必要性、存在障碍与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