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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美国推进全民创客行动的进程中,非常重视社区创客空间的建设,并积极动员全美各地区、各社

区重视将创客行动纳入区域与社区的发展计划,众多社区创客空间明确提出自身所担负的教育责任。 基于对美

国若干社区创客空间建设目标与运行方式的分析,本文探析了作为社区创客教育主要载体的创客空间的发展动

力、功用与应用。 研究发现,技术与社会的发展是美国社区创客空间发展的根本动力,全美创客行动的深化实践

则是美国社区创客空间发展的基本依托。 在功用维度,美国社区创客空间具有培养社区成员创造创新能力、提
升社区成员创业就业技能的教育功用,同时又具有创生就业创业机会、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的经济功用;在应用维

度,美国社区创客空间主要通过精心规划功能区支持多样化创客活动、采用适当的运行形式、多途径开展创客教

育、多方位促进创客空间高效利用等实现并优化空间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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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4 年 6 月 18 日,美国举办了第一届白宫创

客大会,并将举办日定为“国家创造日(Day of Mak鄄
ing)冶。 2015 年 6 月 12-18 日,美国举办第二届白宫

创客大会,并将其定为“国家创造周冶(Week of Mak鄄
ing)。 奥巴马总统在两届白宫创客大会上做了全民

参与创客行动(Maker Movement)的动员。 自 2014
年起,政府、学校、社区、企业都积极响应总统号召,
从承诺到实践全面推动全美创客行动 ( The US.
White House,2015a)。

社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单位。 美国一直将社区

教育视作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进全美创

客行动的过程中,虽然目前有关创客教育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基于创造的学习冶变革与改进

学校教育,但在实践层面却非常重视社区创客空间

(Community Makerspace)的建设与利用,动员全美

所有地区都要重视如何将创客行动纳入区域与社区

发展计划。 基于对美国社区创客空间发展背景与动

力的认识,结合对美国若干社区创客空间建设目标

与运行方式的具体分析,本文探析作为社区创客教

育重要载体的美国社区创客空间的功用与应用。

一、美国社区创客空间发展动力

摇 摇 这主要来自于技术与社会发展对新型创造方式

的需求所产生的内内动力及美国各地域各社区规划

与实践创客行动所产生的外在推力。
(一)内在动力:技术与社会的发展

社会的不断发展、技术工具与手段的日益丰富,
为人们以独立或协同的方式将创意设计转化为现实

作品与产品提供了可能,为社区创客空间的发展提

供了动力。 美国著名的“未来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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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简写 IFTF)冶认为,人类的创造过程在很

大程度上受社会性与技术性因素的影响,内含六个

重要的驱动因素( IFTF,2008):一是社交平台(plat鄄
forms for sociability)的快速发展,为人与人之间的协

同与合作提供便捷,也让集体智慧得到发展与应用,
使得人们在创造过程中可以脱离传统环境及时、快
捷地寻求他人的帮助;二是产品(尤其是技术产品)
的快速更新与淘汰,与人们对地球绿色发展的需要

(Eco-Motivation)及环保愿望不相适应,人们期望对

已有或打算废弃的产品进行改造利用,实现“降低

消耗与成本、重用、改造冶目的;三是越来越多人不

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他们有创造

的热情,能充分利用资源,使得专业者与业余者之间

的界线日益模糊,成就了大批“专业的业余创造者冶
(the professional amateur);四是技术成本的下降、技
术工具的多样化与获取的便捷化,使得很多人可以

随时随地使用技术与工具进行创造;五是开源软件

与资源越来越丰富(Open-Source Everything),可以

支持多种多样的创造与创作;六是越来越多的人期

望通过亲自动手制作与创造回归本真的生活。 社区

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既是社会产品的使用场

所,也是社会产品需求产生的重要基地。 技术的发

展、产品创造与开发过程的变革,允许社区居民将自

己的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这为社区创客空间的创

建与发展提供了内部动力,美国社区创客空间正是

受到社会与技术发展的正向驱动而得以快速发展。
(二)外在推力:全美创客行动

全美创客行动的迅速发展与不断深化为美国社

区创客空间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依托。 奥巴马总统

在 2015 年“国家创造周冶呼吁所有美国人都要积极

响应全美创客行动,确保全美公民不分性别、种族、
背景享有创造的机会,以全面释放国家的潜力。 他

指出,创客行动的持续发展、创客社区的不断壮大对

美国的发展机会巨大。 为此,包括联邦机构、企业、
非营利组织、城市、学校等在内的各行各业积极响应

总统号召,承诺联合起来在全美建设超过 1000 个创

客空间(The US. White House,2015b)。 如果说 2014
年美国“国家创造日冶之前的创客行动更多地表现

为民间兴趣,或者是学校特色活动,现在则已经上升

为举国重视与全民参与的活动,并且目标越来越清

晰、支持举措越来越明确。

正是在全美推进创客行动的大背景下,美国众

多城市市长联名承诺要大力推进区域性创客生态系

统建设,加强推进区域性创客行动的规划与实践,这
为美国社区创客空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例

如,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将在 2015 年启动 “奥克

兰制造冶运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拟在 2015 年

以市长名义签发“创新路线图冶,重点解决 “数字鸿

沟冶、提升城市居民与城市整体创新投入度、打造开

放数据网络、提升城市内部动作能力等影响城市走

创新之路的问题(Pittsburgh,2014)。 同时,匹兹堡

市拟通过专项资金资助开发关于如何支持基于创造

的学习的实践手册,提出三十余种策略,帮助社区创

建创客教育网络(The US. White House,2015b)。 在

实践层面,很多地域不断地改进创客行动的推进方

式,以便为社区创客空间的长远、可持续性发展提供

支持。 以匹兹堡市为例,该市一直走在美国创客行

动前列。 2014 年,全市创客行动圆桌会议召开,明
确提出要响应美国总统号召,推进地域性创客行动,
同时反思、总结了促进匹兹堡市创客行动深入发展

的三个原因:一是得益于关注创造、勇于创造的传

统;二是得益于创客组织的快速发展———数量上的

快速增长,也注重创客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为居

民参与提供机会与平台;三是得到了大学与政府的

支持,对于形成创客文化起了促进作用(Pittsburgh,
2014)。

国家的倡议、地方的规划与支持使得美国创客

行动不断扩散和深化,使之从实验室、学校逐步走向

社会,从小规模的兴趣活动渐渐转变为全民创造实

践。 社区创客空间是美国国民体验、参与创客行动

的实践基地,为美国创客行动的深入推进提供了重

要支撑。 另一方面,社会创客空间的建设与应用本

身又是美国创客行动的重要建设内容,后者为前者

的发展提供了依托与支持。

二、美国社区创客空间的功用

摇 摇 (一)“教育功用冶是首要功用

首先,很多社区创客空间提出了明确的社区创

客教育目标,旨在将其打造成支持社区居民实现自

我教育的教育空间。 例如,纽约 Rochester 创客空间

定位为教育性组织,认为创造活动既需要参与者的

精心设计与规划,又需要毅力与坚持,更需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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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面向社

区成员实施并教会社区居民开展创造活动看作是社

区创客空间的首要职责。 Rochester 社区创客空间

的服务理念是为社区成员提供“学习、使用工具、创
造冶的机会与平台,指向支持社区成员学会怎样利

用工具、怎样制作与创造等实用性知识与技能(Ro鄄
chester Makerspace,2015)。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

Make Haven 社区创客空间,明确提出其使命在于推

进社区创客教育,通过基于兴趣驱动的项目与动手

实践,通过对机械、电子、手工、艺术、设计、编程、制
作等资源的充分利用,支持社区公众学会创造

(MakeHaven,2015)。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的

FUSE 创客空间提出为社区居民提供与创作、创造

与创新能力发展相关的培训与教育;通过提供工具、
资源与训练等支持社区内学校创客教育的实施,激
发创造性思考、支持学生的创造能力发展;将创客空

间的活动与社区其它活动结合,推动社区与地域的

整体创造力、 创新力、 教育质量的提升 ( FUSE,
2015)。 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功用,众多社区创客

空间一般设置在社区的公共图书馆,因为公共图书

馆是社区居民习惯利用且允许免费接入、公平使用

的公共空间,人们已经习惯利用图书馆资源实现自

我教育(The Maker Spot,2015)。
其次,重视对社区居民创造精神与素养的培养。

真正的创客具备六项重要特质(Maker Education In鄄
itiative,2014):一是相信创造的力量,并具备创造的

信心,相信“只要能够想象,就一定能够创造冶,相信

自己可以成为产品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产品的消费

者;二是总是寻找机会通过亲身实践学习做新的事

情;三是常常会创造出令人惊喜的、有创意的作品,
即使这些作品可能显得粗糙,但其中一定蕴含了创

客自身精心的设计与创意实践;四是更加开放、包
容,愿意主动创建、参与有创新能力与技术技巧的社

区活动;五是不反对获取经济收入,甚至有些创客正

是通过创造开始创业,但盈利、创业、申请专利等大

多不是最终目标,而更愿意享受创造本身带来的乐

趣;六是愿意跟他人共享创造设计、内容、过程与成

果,分享创造的热情与激情。 美国众多创客空间致

力于培养社区居民的这些创造精神与素养。
再次,重视对社区居民就业创业技能的培养。

众多社区创客空间期望通过鼓励、支持社区居民利

用创客空间的资源(尤其是技术资源),让无论是已

经对先端技术有较多了解甚至使用的居民还是没有

接触过新技术资源的居民,都有充分利用技术创造

产品、创造生活的机会,重在培养社区居民的创业就

业技能,同时也希望通过社区创客空间的发展与利

用让更多社区外的投资商、创业者了解社区的发展

潜能、社区居民的创造创新能力,为社区居民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 ( Open Lab Idaho,2015; The Maker
Spot,2015)。 将于 2015 年 8 月正式开放的德克萨

斯州北里奇兰希尔斯市的 themakerspot 创客空间旨

在 “点燃社区的创造力冶,提出要为社区提供最新的

技术应用接入与培训,以支持社区居民创业( The
Maker Spot,2015)。

虽然社区创客空间的教育功用并不像学校创客

教育那样精心规划与设计,后者主要关注对学生个

体与群体创造积极性的激发、创造热情的保护以及

创造能力的培养,前者指向培养社区居民动手创造

的实践能力与生活能力、重视对社区居民就业创业

技能的培养,较之学校教育更具现实性与实践性。
(二)经济功用:促进社区与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社区创客空间为社区与社会新型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与支持。 美国未来研究所预测

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产品的设计、生产与流通将呈

现六个新趋势( IFTF,2008):一是更加关注个人设

计与创作———从机器生产模式走向桌面设计模式、
生产实验室模式,从而推动更多的科学梦想与设计

得以实现;二是将走向轻型创作( lightweight manu鄄
facturing)———快速发展的生产技术、个人创作开发

技术以及越来越灵活的供给网络,让人们可以进行

微创造与绿色创造,从原来的集中式生产走向个性

化、多样化生产;三是激发更多市民参与创造研究与

开发———从只能在实验室进行的研究与开发走向融

于社区的开放性研究与开发;四是网络为创造者创

建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成创造者实践共同体的建

立与发展;五是基于开源软件的创造过程能够支持

强化个体与个体之间关联的、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

(grassroots economics)得以快速发展;六是能够建立

新型开放式创造对话关系,更加关注协同创新,支持

真正的开放性创新( open innovation)。 社区创客空

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工具的、技术的、社会的协同创

造与创新平台与环境,顺应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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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支持新型经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社区

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社区创客空间有望为社区居民创建新的

就业、创业机会,提升社区居民的经济与生活水平。
虽然大多数创客不是为了申请专利或营利,但是通

过创造产生新的价值、创造新的财富却是很多创客

行动的重要目标,美国期望创客行动能够为国民提

供更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为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

新的变化(Maker Education Initiative,2014)。 社区

创客空间让社区内不同智慧、创意与经验的人聚在

一起,支持社区居民学会使用复杂工具、帮助社区居

民提升就业技能获取就业机会,同时也培养社区居

民的创业技能,为社区居民提供设计与开发产品的

机会与空间,激励社区居民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
启动新事业,实现自主或协同创业(Rochester Mak鄄
erspace,2015;FUSE,2015;The Maker Spot,2015)。

再次,由于空间的开放性与协同性,社区创客空

间也为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分享与协同提供了机

会,包括支持亲子活动、家庭间的协同、社区居民与

社区外人员的协同等,提升了家庭内部、家庭之间、
社区与外部空间之间的互动,有助于逐步形成社区

创客文化,也有助于形成社区内外互帮互助的文化,
推动社区的和谐发展。

三、美国社区创客空间的应用

摇 摇 (一)精心规划创客空间

首先,美国非常重视对社区创客空间功能区的

规划,以支持多样化创客活动。 一方面,人类的创造

活动本身多种多样,任何一种创造活动都既需要创

造主体全身心投入与参与,也需要适当的外界工具

与资源支持的复杂活动。 另一方面,不同于针对某

一年龄段、同一受教育水平的学生或某门课程教学

应用的学校创客空间,社区创客空间往往面向不同

年龄、不同受教育水平与技能背景的社区居民,服务

于不同的创造领域,往往需要承载更多样化的创造

活动。 由此,社区创客空间的规划应综合考虑空间

利用者的需求(谁可能利用创客空间? 他们需要何

种支持? 创客利用空间的工具与材料可以达到什么

目的?)、空间利用方式(创客怎样利用工具、材料?)
以及空间可以承载的活动类型(可以支持创客完成

何种创造活动? 可以提供哪些学习活动、教学活动

与合作活动支持创造过程?) ( Sheridan et al. ,
2014)。 典型的社区创客空间既是一个被精心设计

的物理空间,也是一个实践社区(Open Lab Idaho,
2015),这就需要精心规划社区创客空间的功能区

并提供相应的工具、材料与合作空间。 例如,威斯康

星州麦迪逊市的 Sector67 创客空间是目前美国较为

知名的社区创客空间,其中设有缝纫工作室、计算机

实验室、木工商店、激光切割区、五金商店、焊接商

店、会议室、机械商店、活动空间、存储仓库、创造主

空间等多个区域,支持软硬件开发、艺术、金属制造、
游戏开发、电子、缝纫等创客活动,为社区创客提供

学习、应用、创造下一代技术的整合空间(Sector67,
2015)。

其次,选择适当的空间运行模式,方便社区居民

利用。 美国绝大数社区创客空间都是非营利的,实
施会员制的也仅收取少量会费以维持空间的正常运

转。 例如,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 MakeHaven 社区

创客空间,会员每月缴纳 50 美元会费即可 24 小时

使用空间的所有工具与设备,同时可以免费学习空

间提供的创客课程。 MakeHaven 社区创客空间由来

自设计、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业

人士组成的创客导师团队,能够为创客会员提供及

时的指导与支持(MakeHaven,2015)。 美国社区创

客空间也非常鼓励包括资金、工具与设备等在内的

社会捐赠,以不断提升创客空间的软硬件设施配置

水平。 还有些社区创客空间制定了专门的、合理的

空间使用与管理制度,详细说明创客空间的使用、相
关程序、制度与注意事项,以推进社区创客空间利用

效率、效果与效益的最大化(The Maker Spot,2015)。
(二)多途径实施社区创客教育

如前所述,教育功用是众多美国社区创客空间

的首要功用。 依托社区创客空间实施社区创客教育

主要有以下三条途径:
一是通过开放的创客活动吸引社区居民关注、

参与创客行动,实施隐性的社区创客教育。 例如,美
国众多社区创客空间设置了社区开放日,并定期举

办小型创客作品、产品展示会,由创客展示个性的

DIY 项目成果,社区居民通过参加开放日活动参观

创客空间、体验创客活动,对创造过程形成感性认

识;通过参加创客作品、产品展示会了解创意如何形

成可以改变生活的产品,打破传统思维模式、质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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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生活生存方式、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同时也可体

会真正的创造与创新不是来自政府的推行,而是来

自民间、社会需要的创意与创造的激情 ( IFTF,
2008)。

二是依托具体的创客项目与创客活动实施社区

创客教育。 如前所述,社区创客空间支持的创客项

目往往有电子类、科学类、艺术与设计类、居家生活

类等多种,完成方式可以是工作坊式(workshop)或

手工制作式( craft)。 社区居民无论是否有创客背

景,都可以通过选择完成适合的创客项目,培养自身

的创造力、 环保意识与创造技能(Maker Makezine,
2015)。 基于创客项目驱动的教育方式是社区创客

教育最常用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创客教育的本质是

为了支持创造的过程与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

区教育环境不同于系统设计与规划的学校教育环

境,前者更重视实用性、现实性与参与性。
三是开设专门的创客教育课程实施社区创客教

育。 虽然社区创客空间的创客教育课程往往不如学

校创客教育课程那样系统(例如,学校创客教育课

程常常整合于 STEM 课程体系),但是美国社区创客

空间都专门开辟了教学区与讨论区,开设一些小型、
灵活、有针对性、主题式专项创客教育课程用于较为

正式的社区创客教育。 以 FUSE 社区创客空间为

例,其提供两种创客准备课程:一是关于创造工具与

设备使用的基本知识与训练课程,主要讲授、讨论创

造过程中要使用的工具与设备(如 3D 打印机、切割

机等)的安全使用知识、方法与注意事项,同时要求

所有创客成员必须参加工具与设备安全使用的相关

研讨(因为创客空间中的很多机器与设备是社区居

民个体难以支付的,为了让更多的社区居民有利用

先端机器与设备的机会,需要精心保护与维护这些

机器与设备)。 FUSE 社区创客空间还提供专业训

练类创客课程,训练创客如何使用特定的创造工具,
训练课程结束后创客需要参加测试,通过测试且完

成了前述的基本课程,创客可以开始使用特定的机

器与设备(FUSE,2015)。 还有些社区创客空间开设

面向特定创客对象的创客教育课程,如西雅图再创

造社区创客空间面向社区儿童开设艺术类创客课

程,面向不同年龄段儿童有不同级别课程且所有课

程都安排有丰富创客经验的指导教师,同时通过夏

令营的方式组织儿童、家长积极参与创客工作坊

(ReCreative Makerspace,2015)。
(三)多方位促进创客空间的高效应用

社区创客空间的建设往往需要较多的资金投

入,购置的高端技术设备与机器如何得到高效利用,
如何推进创客空间的长远与可持续发展是众多社区

创客空间需要重点考虑的。 其中一个重要挑战是:
虽然空间配备完善,但使用空间的成员不多,经常利

用、有效利用创客空间的创客成员更少。 每个创客

空间都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物理场地或工具空间,而
应该是一个可以支持创客进行独立或协同创造的实

践社区。 为此,众多社区创客空间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调动社区居民有效参与。 例如,有研究表

明,虽然美国创客行动的目标指向全民参与,但目前

参与创客行动的人员多是白人成年男性(Nettrice,
2015)。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常常出现的现象是重

视男性创客、重视有技术应用技能基础的创客。 如

何让创客行动、创客教育更具包容性,让不同性别、
不同种族、不同技术背景的人都有参与创客行动的

机会并得到持续支持,显然是创客行动深入发展面

临的重要挑战(Gerstein,2015)。 社区创客空间不同

于学校创客空间,后者可能因为教育制度规定而在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参与创客行动、利用创客空

间的平等性,社区空间服务来源于社区居民,更应该

注意促进社区居民的全员参与、积极参与。 如前所

述,美国社区创客空间主要通过免费或收取少量会

费的方式、设置空间开放日、举办创客作品 /产品展

示会的方式吸引社区居民感知、体验创客行动。 英

特尔公司曾专门启动面向美国女性创客的资助项

目,旨在激励、支持女性参与全美创客行动( Intel,
2014)。 这些活动与项目都在实践层面有利于推进

更多的社区居民关注、参与社区创客空间的使用。
第二,注重不同创客空间之间的联合与协同。

一是注重不同社区创客空间之间的联合,努力将创

客空间打造成为人们生活中除了工作场所、家之外

的第三个重要活动空间,保障人们可以就近、便捷地

利用创客空间完成创造活动。 二是加强对社区内学

校创客空间与创客教育资源、社区图书馆、博物馆资

源的利用(Travis,2013)。 例如,匹兹堡市非常重视

通过专项资金资助推动社区内学校创客教育,支持

学校创客教育的设计与实践,总结试点学校开发、有
示范与推广价值的创客教育与创客行动经验,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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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些相对成熟的经验引领整个区域的创客行动

推进工作(Pittsburgh,2014)。 休斯顿社区大学则充

分利用社区大学本身的优势与资源创建大型创客空

间,让学生与社区成员可以利用先进的设备培养自

身的创造能力、提升就业能力(HCC,2015)。
第三,充分利用外部支持资源。 例如,美国很多

社区创客空间很重视对社区内学生创造素养与能力

的培养,有社区创客空间明确提出其首要任务是提

升社区内 K-12 学生对未来数字时代职业的准备程

度与综合能力表现水平,期望通过社区创客空间支

持学生将课程学习整合于科学探索、数学推理与阅

读活动和合作问题解决过程中,从而发展学生的综

合素养(The Maker Spot,2015)。 美国教育部决定将

支持学生课外“创造冶扩展到 21 世纪社区学习中心

项目,计划在全美至少三分之一区域为基于社区的

面向 K-12 学生的创客教育提供技术、专业化的支

持(The US. White House,2015b)。 21 世纪社区学习

中心项目是美国官方最大的用于支持课后学习、夏
令营活动之类活动的资助项目(尤其关注对低收入

家庭孩子的支持)。 该项目通过创建社区学习中心

为社区的孩子提供非在校时间的学习帮助、丰富学

生的课外学习活动,除了帮助学生完成在校的常规

学习项目,支持其在数学、阅读等核心学术学科方面

达到州或当地学术标准之外,还为学生提供其它素

养类的教育服务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另外,美国

还将创客空间的建设与应用作为重要的会议讨论主

题。 例如,在美国“国家创造周冶活动中,联邦政府

专利与商标办公室负责人与众多企业负责人专门研

讨如何通过加强专利保护法建设来保护创客的创造

成果,以帮助促进创新创业从而最终推动全美创客

行动(Adafruit,2015)。 2015 年 6 月,在费城召开的

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鄄
ogy in Education,简称 ISTE)会议将创客行动作为重

要的会议主题,大会设有 67 个与创客行动相关的活

动(Hanson,2015)。 可见美国社区创客空间的发展

与利用得到了多方位的支持与推动。

四、认识与思考

摇 摇 虽然广义上创造活动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但构建专门的创客空间,支持创客利用诸如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等个体难以支付的、先进的

创造工具对于创客行动的深入推进意义重大。 一个

经过精心设计的创客空间可以为创客的创造过程提

供更为适切的支持,而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则给创客

空间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内部动力。 社会的发展、
技术的创新创生了新的生产方式,支持人们能够以

更为个性化、便捷化的方式创造、开发、生产新的作

品与产品,这是创客队伍得以不断壮大、创客空间建

设得以加强、创客行动得以推进的根本原因。 真正

的创客明确自己创造的兴趣所在并且拥有创造的激

情,能充分利用技术工具、手段以及其它智化资源与

物化资源,全身心地投入于创造过程,将自己的创意

转变成为实际的作品与产品。 美国全民创客行动的

要旨在于让民众有成为创客实现创造、创新的机会,
重在发展民众的创造、创新意识与能力,确保民众能

够及时、便捷地获取创造、创新的工具与资源,支持

民众将自己的创意与设计融入现实的问题解决过程

中,从而不断提升美国整体的创造与创新水平。 较

之于学校创客空间或基于特定实验室创建的创客空

间,社区创客空间的应用显然更能体现创客行动的

全民参与性———正是社区创客空间的发展,使得美

国普通民众有机会利用业余时间以个体、家庭或其

它方式参与创造活动。
近年来,美国社区创客空间的建设与应用越来

越受到重视。 一方面,社区创客空间的发展顺应了

社会与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另一方面,社区创客空

间通过支持社区居民学习如何借助新技术与新工具

创造作品与产品的技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新的就

业与创业机会。 社区创客空间与社会及技术发展之

间的相互作用为其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内驱力,
美国全民创客行动的推进则为社区创客空间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了

作为美国社区创客教育主要载体的社区创客空间的

功用与应用。 实施创客教育是全美创客行动实践的

重要内容。 美国各界对总统奥巴马关于支持、发展

创客行动的动员与号召给予了积极响应,尤其是针

对学校创客教育,美国众多中小学与高校做出相应

承诺,积极实践并生成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与策

略。 目前,虽然美国国内关于创客教育规划与实践

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学校创客教育领域,专门、系统地

关注社区创客教育的研究并不多见,但这并不代表

美国不关注社区创客教育。 事实上,在实践层面,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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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美国社区创客空间将实施社区创客教育作为主要

的服务目标。 一方面,美国一直将社区教育视作国

民教育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从联邦政府到各州都

设有社区教育协会致力于推动社区教育。 在全美创

客行动的大背景下,社区创客教育很自然地被转化

为社区教育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创客教育本身重

视创客自身的生活与创造经验,并指向支持创造成

果直接服务于生活与社会。 回归到社区空间的创造

过程高度契合于创客教育的本真追求,显然有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美国,其他发

达国家也大力推动社区创客空间的发展与应用。 例

如,加拿大非常关注如何通过社区创客空间支持创

新,认为好的社区创客空间不同于已有的基于兴趣

发展与临时组成的工作坊,而是一个有效平衡社区

资源、人际网络、文化与发展愿景的综合空间,重视

为社区居民提供关于创造创新的学习与教育经验。
社区创客空间也容易与已有的社区公用空间(如学

校图书馆、社区中心等)整合,有助于社区居民创造

潜力的释放(Luc,2013)。
我国在推动“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冶的进程中有

必要关注如何打造社区创客空间支持社区创客教育

的规划与实践。 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社区创造

与创新是社会创造与创新的重要源泉,打造良好的

社区创客空间在帮助社区居民了解、参与、发展创造

与创新活动,支持社区居民创造、创新、创业方面有

重要作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

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基本形成全民学

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冶,要“统筹开发社会教

育资源,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冶。 社区作为居民主要

的生活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共同生活的区域,而是人

们共同学习、共同创造、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为人

们提供了体验生活、回归生活、优化生活、创造生活

的活动空间与机会。 社区中的创造与创新让学习来

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而更具生命力。
另一方面,较之于学校创客空间,社区创客空间

的设计、规划、建设、应用与管理显然更具挑战性。
例如,社区创客空间的应用更加灵活,承载的创客活

动更加多样,与生活的关联性更强,更关注创造与创

新成果的展示、分享与产品转化,创客教育课程相对

零散但又有针对性等。 一个可以承载社区中不同年

龄、不同知识与技能背景、不同时间需要的社区居民

的多样化创客活动、实施多形式创客教育的社区创

客空间显然并不是个单一的工具空间,而是一个具

有开放性、整合性的多功能教育空间与社区空间。
社区创客空间的建设与发展主要依托于社区资源、
服务于社区发展但又不拘囿于此。 另外,如何发展

社区创客成员,让社区创客空间能够真正被有效利

用起来也是社区创客空间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

题。 虽然美国社区创客空间的功用与应用是基于美

国的特定情境,但我们仍然期望相关探讨可以为我

国社区层面的创客教育实践、社区创客空间的有效

建设与应用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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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MakerSpace in USA

LI Luyi1 & ZHENG Yanlin2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Jilin 130024,China; 2.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China)

Abstr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 research on maker education have been on how to innovate and enhance school
education based on “ Learning by Making冶 .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makerspaces have been highlighted and all districts and communities are required to consider integrating maker move鄄
ment into local development. Most community makersp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 themselves as educational or鄄
ganizations for community maker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riving forces,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community
makerspaces in the US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economy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s for community makerspace development,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maker movement facilitates the growth of
community makerspaces. As for functions, a community makerspace not only serves as community maker educ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but also promotes community economy growth and im鄄
proves the living quality of community member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makerspaces depends on delib鄄
erate design of function areas, suitable running and management modes, various maker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intentional support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maker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innovation in making;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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