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文件 
苏社教指〔 2020〕 3 号  

 

关于开展 2020 年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

基地创建及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社指中心）、开放大学： 

为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

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和江苏省教育厅等十一部门《关于加

快发展社区教育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根据《关于开展长

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创建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

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满足居民多样化学习需求，促进全民终

身学习，加快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现决定开展 2020 年江

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创建及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

验基地申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2020 年“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创建工作 

（一）创建目标 



学习体验基地的创建旨在整合、利用社会非教育部门主

管的各类资源，促进社会优质公共教育和文化资源的融合，

以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拓宽居民终身学习路径，

创新居民学习方式，开拓社会教育新领域。 

学习体验基地应突出自主性、感受性、互动性、实践性

等体验式学习的特征，引导居民主动学习探究和参与互动感

受，通过各类学习体验活动，搭建居民自主学习新平台，让

居民在体验过程中充分享受学习的快乐，增强体验学习的内

涵活力，为构建“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

型社会助力。 

（二）创建范围 

各地应积极挖掘整合辖区内的各类资源，吸纳区域内科

技、文化等不同系统共同参与，实现跨部门统筹、协调与合

作，开展如传统文化、创意手工、文体艺术、生活民俗、红

色文化、科普教育、智慧生活、陶艺创作、科技体验、农业

观光等学习体验项目。以下各类均可申报： 

1、各级各类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纪念馆、博物

馆、美术馆、农家（社区）书屋和体育馆等社会公共文化设

施。 

2、有影响力、社会反响较好的非学科类社会教育培训

机构。 



（三）创建要求 

1、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场地与相对完善的设施设备，有

专人负责学习体验基地的创建、协调、沟通和活动开展工作，

形成项目专管模式。 

2、根据居民的学习需求，确定工作目标和计划，精心

设计常态化体验项目和专题性体验活动，有计划地开展学习

体验，做到有计划、有方案、有公告、有记录、有总结。 

3、活动内容设计基于自身基础发展特色，学习体验流

程清晰。活动形式注重实地体验与数字体验相结合，可以是

讲座、课程、参观、沙龙，也可以是表演、DIY、体验等。 

4、保持一定的活动开展频率。每个学习体验基地开展

活动不少于每周一次，能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社会教育工作。 

5、属地教育局和开放大学对基地建设、项目运行、服

务特色等方面负有指导和监督义务，适时组织召开工作交流

会，通过诊断、评价、总结，进一步推进学习体验基地建设

进程。 

6、学习体验基地应将体验活动逐步整合成课程，形成

特色和品牌。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深化提高，加强服务指导，

拓展体验式学习项目，开发体验式学习课程，开展体验式学

习的课题研究，力争有新的突破和创新。 

7、注重加强对学习体验基地建设的宣传工作，依托各

类媒体，扩大居民对学习体验基地的知晓度。搭建学习体验



基地之间的学习交流平台，促进学习体验基地、社会教育机

构之间的学习互动。孵化出更多的学习品牌，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学习体验模式，不断探索网上学习体验基地建设，

实现居民学习方式的新变革。 

（四）创建说明 

1、有意向创建的单位可填写《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

验基地申报表》（附件 1），同时申报单位需制订详细的学习

体验基地建设方案。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将组织专

家对各地上报的学习体验基地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根据需要

对申报单位进行现场考核，择优公布 2020 年江苏省社会教

育学习体验基地名单，授予“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

地”铭牌。 

2、学习体验基地建设周期一般为两年。对学习体验基

地实施动态管理，创建过程中，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

心将采取不定期抽查的方式，督导建设情况。 

3、两年建设周期结束后，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

心将针对学习体验基地开展特色评选和表彰活动，激励和促

进学习体验基地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 

4、对于运行顺畅、参与人数多、社会反响好的省级社

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优先将

其创建为“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二、“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申报工作 

（一）申报范围 

2018 年已被列为“江苏省首批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

及省级游学基地等，且运行比较成熟的单位可积极申报。 

（二）申报要求 

填写《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申报表》（附件 2），

并将自创建为“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及“江苏省

社会教育游学基地”以来，面对全体居民所开展的教育活动

作为支撑材料一并报送。支撑材料应包括专项工作目标和计

划、方案、公告、记录、总结、工作交流会、活动图文、宣

传报道等。 

（三）工作任务 

1、结合自身区域发展实际，推进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

体验基地建设管理的规范化、特色化和长效化发展。 

2、结合区域发展特色，激发社会活力，构建跨体系合

作网络。 

3、聚焦区域特色，丰富体验式学习内涵，推动课程建

设，形成区域特色鲜明的品牌效应，提升终身教育发展水平。 

4、发展互联网新媒体优势，探索建立“市民网上学习

体验”的模式，扩大学习体验基地的辐射效应。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管理，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将学习体验



基地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纳入到单位的日常工作之中。 

2、开展交流合作，协同推进学习体验基地的融合发展。 

3、加强宣传推广，宣传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工作，扩大市民对基地的知晓度；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实践

成果、成功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推动长

三角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协同发展。 

三、报送要求 

（一）请各市教育局（社指中心）、开放大学做好本区

域 2020 年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创建及长三角市民

终身学习体验基地申报事宜的宣传、组织工作，由各市开放

大学汇总申报材料后，在市教育局的指导下共同进行遴选，

择优推荐。原则上各市最终可推荐 2—3 个“江苏省社会教

育学习体验基地”，1—2 个“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

省社指中心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择优公布 2020 年江苏省

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及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名

单。 

（二）学习体验基地由属地教育局和开放大学指导，当

地开放大学协助管理。 

（三）请各市开放大学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前将申报材

料（一式一份，加盖公章）报送至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

中心。“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纸质申报材料包括

《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申报表》及相应的建设方



案；“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纸质申报材料包括《长

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申报表》及相应的支撑材料。电

子申报材料发送至邮箱 76861217@qq.com。联系人：费红辉，

电话：025-86265339。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 399 号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邮编：210036。 

 

 

附件： 

1. “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申报表 

2. “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申报表 

3. 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建设评估指标（试行）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20年 4 月 17日 

 

 



附件 1： 

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申报表 

学习体验基地名称  

所在地址及归属单位  

体验基地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学习体验基地简介 

请用精炼的文字高度概括体验基地的特色（300字以内） 

全年特色体验活动 

及宣传预安排 
 



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申报表（续表） 

 

申报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县（区、市） 

开放大学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县（区、市） 

教育局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市开放大学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

指导中心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申报表 

学习体验基地名称  

所在地址及归属单位  

体验基地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学习体验基地简介 

请用精炼的文字高度概括体验基地的特色（300字以内） 

学习体验基地 

特色体验活动 

具体介绍 

（具体体验项目、学习内容、体验形式、参与人次、社会评价

等） 



  

长三角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申报表（续表） 

 

申报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县（区、市） 

开放大学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县（区、市） 

教育局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市开放大学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

指导中心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江苏省社会教育学习体验基地建设评估指标 

（试  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内容 权重 评分 

基 

础 

条 

件 

（10分） 

1.基地要求 

（4） 

（1）基地学习体验项目已正常运行，有一定规模，能满足开展学习体验活动的需求。 

（2）有一定的活动组织、接待、协调、服务等管理能力。 
4 

 

2.设施设备

（6） 

（1）具有与基地项目开展相配套的设施设备，设备完善先进，突显项目的自主性、感受

性、互动性、实践性。 

（2）与体验基地项目相关的学习资源内容丰富，体验形式多样，彰显专业化、特色化、

品牌化。 

（3）建设专门的学习体验场地或教室，确保活动的有序开展。 

6 

 

组 

织 

保 

障 

（30 分） 

1.领导重视

（8） 

（1）“学习体验基地”建设有整体部署，统筹协调；有专项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2）对基地进行不定期地检查、监督、考核和评估，设立专项监督考核小组。 
8 

 

2.管理有序

（6） 
有专人负责基地创建、沟通、协调和教学体验活动工作，形成项目专管模式。 6 

 

3.联动机制

（4） 

与属地教育局和开放大学建立有效地联动机制，对基地建设、项目运行、服务特色等方

面加强指导，适时组织召开工作交流会，诊断、评价、总结，有联动工作计划和工作台

账等。 

4 

 

4.规章制度

（6） 

（1）有科学、合理、完备的管理规章制度，并遵照严格执行。 

（2）教学活动安排科学、合理，设备管理、财务管理、台账管理等规章制度健全。 
6 

 

5.经费保障

（6） 

（1）有稳定的活动经费支持，多渠道拓宽基地活动经费来源，做到专款专用。 

（2）项目经费开支合理、账目清晰、手续齐备、台账齐全，项目投入资金逐年递增。 
6 

 



  

活 

动 

开 

展 

（40） 

1.体验活动

（10） 

（1）体验活动融入学习性、实践性、互动性等体验式学习理念。 

（2）体验活动有详细的实施方案，体验流程清晰，体验方式安全便捷，操作性和可行性

强。 

（3）注重体验活动的过程管理，体验活动有专人负责和指导，活动有记录，注重学习者

参与体验活动的意见反馈。 

10 

 

2.专题活动

（8） 

（1）根据居民的学习需求和兴趣，开展相应的专题体验活动，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2）专题体验活动精心设计，有策划方案，全过程记录，收集意见反馈。 
8 

 

3.特色活动

（12） 

（1）注重融合发展和内涵发展，对体验活动不断地进行提炼、总结、提升，形成特色体

验活动品牌。 

（2）特色体验活动在区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辐射面，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3）特色体验活动有详细的活动方案，有活动过程记录，注重效果评价和意见反馈。 

12 

 

4.运行环境

（10） 

（1）体验基地内有明确清晰的关于学习体验基地项目的具体信息介绍。 

（2）体验基地运行正常，常态化的体验项目活动不少于每周一次。 

（3）有针对性地开设线上体验式学习课程，开发、建设基地微信公众号或项目在线体验

小程序等。 

（4）注重创新发展，创新基地建设和工作推进举措等。 

10 

 

社 

会 

影 

响 

（20分） 

1.宣传推广

（10） 

（1）综合运用多种传媒手段，宣传终身学习理念，推广终身学习体验式学习平台，提高

市民对学习体验基地的知晓度和认同度。 

（2）在主流媒体上宣传学习体验基地开展体验活动、专题活动或特色活动的成果；在“江

苏学习在线”平台上发表资讯；在省、市级以上主流媒体介绍典型经验与做法等。 

10 

 

2.市民参与

（10） 

（1）提高市民参与度，做好相关活动记录和参与人数统计。 

（2）根据不同的学习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适应不同人群的学习体验项目。 

（3）根据实际，开展市民问卷调查工作，翔实记录需求和反馈。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