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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习型社会是当今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它对学习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更持
久、更全面。
建设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形成处处学习的环境、时时学习的氛围、人人学习的机制，有利于人的
潜能的开发，实现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更有利于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
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铺平道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十四年前学习型组织理论引入中国，对我国今天建设学习型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2003年以来，全国掀起了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
经过五年的创建实践，总体来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流于形式、虎头蛇尾的现象，有些地方
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学术界方面，经过这几年许多专家学者的潜心研究，先后出版了不少关于学习型社会专题的书籍和文
章，为创建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为构建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理论提供了宝
贵的文献资料，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很多研究仍局限于引进和介绍国外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层面。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理论中国化、本土化问题，但并未系统给出“如何中国化、本土化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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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从“中国特色”这一着力点入手，论述了建设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
现有的基础环境，分析了建设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主要的优势与劣势，以及中国在创建学习型社会过
程中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初步总结了中国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基本经验，并提出了在现有国情之下建
设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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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导论编第一章 建设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学习
型社会的产生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二、社会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推动学习型社会的产生三、民主化强
烈呼唤学习型社会的来临四、信息化的快速到来加速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进程五、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
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六、地球村的出现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七、教育自身的发展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
成第二章 建设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的战略意义一、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趋势
二、适应当代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迅速发展三、呼应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
战略目标四、践行我国现代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的大政方针第二部分 理论编第三章 学习型社会基本
理论一、学习型社会理论的界定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与任务三、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基本途径四
、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组织第四章 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概念的提出二、
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第三部分 实践编第五章 建设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的基本问题
一、经济环境问题二、教育环境问题三、文化环境问题四、政治环境问题五、各地建设学习型组织存
在的问题第六章 建设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的基本经验一、政策导向与组织监督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前
提二、法制建设与法律保障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条件三、终身教育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核心四、学习
型组织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关键五、各地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实践经验第四部分 策略编第七章 建设中
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对策一、在认识上与实践中实现五个转变二、建设学习型社会教育要先行三
、营造全民热爱学习的环境四、建立有利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长效机制第八章 结束语——建设中国特
色学习型社会展望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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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建设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背景　　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学习型社会的
产生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类社会改变了几千年来所形成和习惯了的那种传统的生产、工作和学
习方式，人类社会从一种相对固定的静态的传统社会向着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的现代化社会迈进。
这种社会转型不仅对人类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和习惯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而且对人类的思想、
观念领域和思维方式也形成巨大的冲击。
面对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艾德加·富尔在《学习生存》一书中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科
学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相比拟。
”“18世纪的产业革命是用机器去代替和加强人类的肌体功能，可与这种产业革命和最初的机器时代
相比的是，科学与技术革命同时还进而征服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即在任何距离之间都可以直接传递信
息，而且发明了日益完善的、理性化的计算机。
”这种现象必然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各方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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