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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和意义层面挖掘
鼓励人才实现机制共创

对于公益慈善教育面临的这些问题，文军
院长认为，未来发展有几个方面值得去思考。
首先是公益慈善文化的学习，既包括专业、方
法、技巧，也包括历史文化和理论。“以文化教育
为导向，再实质性解决现实问题。”

其次，他指出，对教育来说，学生拓展实习
机会和渠道很重要。没有社会一起来参与，光
靠高校不能达成这样的任务，因为“当大家沉淀
到社区治理和服务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问题其
实是通过社区参与途径来解决的。”另外，他也
提到要推进社会化媒体的应用。“现在开展微公
益、微慈善是很好的发展，这个对自身宣传是非
常有帮助的。”

华民慈善基金会现代慈善研究院副院
长冯凌则指出，在未来的公益慈善教育中，
如何从价值和意义层面去引导人才相当重
要。“我们应当让这些公益人才意识到，在公
益慈善行业工作，我们要对自身、对行业和
其他两大部门，也就是政府和商业部门实现
机制共创，才能实现自身行业可持续的发
展。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购买和拨款，没有独
立的造血能力和生存能力，你的造血只能依
靠输血方。”同时，在这个行业工作，还是要
创造意义，为受助对象和整个社会带来意
义。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由享乐型追求变
成了意义追求，这个过程将定位自己将来职
业发展路线。此外，冯凌副院长还对依托学
校的公益教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一，人是目的，绝不是手段，培养每个学
生应该作为我们教育的唯一目的。第二，希望
我们的培养和培训，脚踏实地、志存高远。还有
从小做起，从很小的计划，从一点一点的学分做
起。对于公益人才深耕，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
必不唐捐——别人可以踩着我们，摸着我们过
河，那便是我们的目的。”

同样，文军院长也表示，“我们所做的事
业，从微观个体改变到社会宏观的进步，实
际上渗透到各个领域，无论是对社会工作者
而言，还是公益慈善者而言，都是一个永久
性的命题。”

上海公益慈善教育开启先河

从探索者到教育实践双向推进
如今，公益慈善精神和行为已

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力
量，但是作为基础的公益慈善教育
却一直相对滞后，公益人才培养远
远不能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在近
日一场探究公益人才教育“使命与
担当”的论坛上，来自各界的学术和
实践“大咖”们直面现实，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更开启了上海公益慈善
教育的先河。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慈善领域大众教育
与专业教育均处于起步阶段

“之前，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呈现出孤独的探
索者特点。”在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携手上海紫江
公益慈善基金会举办的“使命与担当：第一届公益
慈善教育与人才培养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工作
教育协会会长、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徐永祥教授直言
不讳地说。

针对公益慈善教育一直相对滞后的尴尬现
状，这一论坛邀请了公益界与教育界的实践者和
学者齐聚沪上，共同商讨公益慈善教育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新思路。

来自该领域的“大咖”们齐齐现身，分别从宏观、
研究和行业视角，重点围绕“公益慈善教育的现状与
未来”、“公益慈善教育的践行与发展”、“公益慈善教育
与人才的培育”等话题展开全面深刻的沟通和交流。

在论坛上，徐永祥教授以从“单兵突进”转向
教育与实践的双向推动为主题，探讨当代中国社
会工作教育发展的走向与启示。

在回溯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史过程中，他指
出，2006年前的社会工作教育呈现出孤独的探索者
特点，在发言中他特别提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工作
专业在上海社区建设以及早期社会工作发展过程
中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在迅速
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如社会工作教育国际化与本
土化等问题，但展望未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
明的。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在现场
更指出，公益慈善教育，目前没有统一的概念，但
应该既包含专业的教育，也囊括大众的教育。“大
众教育针对所有社会成员，主要目的是培养慈善
的意识、传递慈善的知识。而慈善专业教育有培
养的目标，专业课程知识，还有理论的基础，它是
制度化的教育形式。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在两个
方面都是处于起步阶段，面临很多的问题。”

不过，文军院长指出，随着教育理念发生变化，
现在越来越强调教育过程中人的重要性，“人是目的，
而不是手段，把人格完善拉到教育当中，为我们今天
的公益慈善教育提供了很广阔的空间。从这个角度
来讲，把公益慈善教育分为大众公益慈善教育和专业
教育，未来需要有很多教育针对青少年公益慈善教
育，因为青少年关乎未来公益慈善事业的走向。”

高校企业联手成立公益
慈善中心9月起正式招生

针对公益慈善人才培养的现状和盲点，一个
由高校和企业联手打造的公益慈善中心可谓开启
了先河。由华东师范大学和紫江公益基金会合作
筹办的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中心正式成
立。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个中心将依托华师大
在慈善公益领域的研究力量和平台优势，致力于
培养能够独立胜任公益慈善机构，和企业社会责
任部门组织管理、项目运作、专业服务及理论研究
等工作的专业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慈善管理的储
备人才。

“这些人才应具备强烈公益心与社会责任感，
能够熟练掌握公益慈善管理的系统知识理念，了
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前沿，具备扎实的公益慈善
管理理论基础与实操技能。我们计划于今年9月
开始正式招生。”相关负责人说道。

据介绍，这个中心将开展三类公益慈善教育
项目，一是公益慈善管理辅修计划，选拔有志于从
事慈善事业管理的在校各年级各专业学生开设。
二是公益慈善管理人才暑期学校计划，在一学年
内顺利完成课程、公益实践及相关研究要求且有
志于在该领域继续深造的同学，将进入公益慈善
管理人才暑期学校计划，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益慈
善管理特训，深入了解公益慈善管理技术与发展
前沿；三是海外访学研修计划，中心将根据暑期学
校师生综合评价，选拔15名同学参加海外研究计
划，到香港、台湾地区及欧美学习、实践。

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琳作为捐资
方，向青年报记者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项目规划和
发展的方向。她指出华东师范大学和紫江公益基
金会携手共建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要打造符合
现代公益慈善理念的专业性和复合型公益人才培
养模式。“我们希望从零到一，从今年的暑期课程
到秋季的选修课程，再到明年的第二专业以及未
来的在职培训等等，逐渐搭建出公益人才完整的
培育体系。”

陈琳相信，中心的专业公益人才培养工作，将
有助于打造上海乃至华东地区公益人才生态圈，形
成人才高地积聚，并通过确立和制定公益慈善行业
人才标准，打造全方位服务和创造公益慈善未来的
中国行业人才黄金标准体系和人力资源库。

直面现实
开启先河 引导人才

启动仪式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