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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研究：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分析》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出发，从三个层面
对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一）基本理论层面：终身教育的基本概念及理论。
（二）具体视角层面：从经济学视角和非经济视角对终身教育进行分析。
（三）实践发展层面：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的现状分析及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对策建议。
主要解答三个问题：终身教育是什么？
为什么要提出和发展终身教育？
如何发展和构建我国的终身教育体系？

　　首先，对国内外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分析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对终身教育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问题进行了澄清和确定；结合自身的研究视角，对终
身教育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基本特征进行了重新界定；就心理学、经济学、人口学以及社会学等领
域的理论依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挖掘和阐述，从而为终身教育的研究奠定多方面的理论基础，以便对
终身教育体系的构架、特征和功能进行探讨。
接着，从经济学视角和非经济视角探讨可持续发展与终身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机制。
指出终身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并且，也是教育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最后，就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
认为尽管我国终身教育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应当积极采取有效的对策措施，
以推动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发展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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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可持续发展及其非经济内涵　　可持续发展观，是长期以来人们通过对传统的“唯经济增长
”观的批判和反思，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对传统发展观的根本改变，可持续发展具有鲜明的非经济内涵，它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强
调社会其他领域的健康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自我教育和自我反思的结果　　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既可追溯
到古代文明的哲理精华，又蕴涵着现代人类活动的实践总结和反思。
“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能够同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当代的努力，能够同
人类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本地区发展的努力，能够同为其他地区共建共享的努力相
平衡时”，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在总体上看，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深刻反思。
　　1.经济中心主义的反思　　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可持续发展
战略并不否认这一点，而且强调其自身的最终实现，必须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和保障。
没有经济基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的发展以及环境的治理等方面都将困难重重。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产力水平仍比较落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强综
合国力以及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仍将处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
但是，以“经济”为中心，不能导致经济中心主义，即经济至上或唯经济是从，而忽视或损害其他社
会领域的应有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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