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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六网融通”
人才培养要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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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六网融通”人才培养理论的基础上，借用社会统计分析方法，收集现行网络教育平台上数

据信息，并对数据进行因素分析，试图从数理论正的角度证实“六网融通”人才培养理论的科学和理性。结

果显示，开放大学教育平台以现行网络学习课程为核心，提取课程网络数据的公因子达五个，并依据“六网

融通”的内涵界定了要素名称为网络学习课程、网络学习空间、网络学习支持、网络学习测评、网络教学团

队、网络教学管理。通过数据证明，开放大学提出的“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是科学合理的，并结合“六网

融通”人才培养实践现状，提出了改进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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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我国经济发展

发生重大转型，这对教育改革和发展也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和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对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改革

和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核

心是提高教育质量。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人才培

养模式是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由教育部于

1999 年 4 月批准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该项试点极大

地促进了电大的改革和发展，形成了体现中国远

程开放大学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管理

模式和运行机制，“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实

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
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从

发展的角度看，该项目试点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

不足: 第一，师生分离、教考分离导致教育教学的

互动性、融合性偏低，学习者学习呈现更多的个体

性行为，学习的孤独感较强; 第二，已有的网上学

习资源呈现单向的信息传输方式，缺乏学生学习

效果信息的及时反馈渠道和途径，学习资源呈现

方式也相对单一; 第三，对于全国性的办学组织体

系，师资队伍管理相对隔离，各级办学单位的师资

较难实现共享共用; 第四，课程测评采取五统一的

形式，对于工学矛盾突出的学生出现较高的留考

—011—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4 期( 总第 187 期)



率和缺考率; 第五，教学教务管理数据平台较多，

数据各 自 独 立，没 有 互 通 共 享，导 致 管 理 效 率 不

高。
2012 年 战 略 转 型 后 的 国 家 开 放 大 学 (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OUC ) ，在 原 中 央 广 播 电

视的基础上建立，试图解决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于

2013 年提出了“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以现代

信息技术为支撑，着力构建一个多元化主体参与、

集约集团办学、共建共享的开放式办学共同体，以

“云路端”为网络技术支撑，构建一个通过网络实

现数据共享，集教学、测评、服务、管理为一体的基

于互联网的人才培养模式。经过近年的发展国家

开放大学“六网融通”人才培养已经取得丰硕的成

果，初步搭建了集网络学习空间、网络学习课程、

网络教学团队、网络学习支持、网络学习测评、网

络教学管理为一体的国开学习网平台，截至 2017

秋有 249 门课程在这个平台上运行，平台平均每

天的访问量约达 7000 万次，云平台的使用产生了

大数据库。为此，笔者想利用大数据的信息挖掘，

来论证“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合理性。

二、理论依据

“六网融通”是国家开放大学特有的人才培养

模式，最 早 是 由 杨 志 坚 校 长 提 出 的。杨 志 坚 于

2013 年在《国家开放大学建设: 改革与创新》文中

提出: 现代信息技术似乎无所不能，问题的关键在

于需求 与 应 用。国 家 开 放 大 学 教 育 信 息 化 的 过

程，就是明确教育教学现实需求，借助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实现技术与教育双向融合、无缝融合和深

度融合的过程。深度融合发展的模式或结晶，就

是“六网融通模式”，即网络核心课程、网络学习空

间、网络教学团队、网络支持服务、网络考试测评、

网络教学管理之间互为前提、交融支持、协调运行

的教学或学习模式( 选自《中国远程教育》2013 年

4 月) 。

国家开放大学 2013 年建设试点报告中对“六

网融通”的六网进行了细微调整，报告中提出: 适

应基于网络的新型学习模式需求，探索形成教学

应用的“六网融通”模式，包括网络核心课程、网络

学生空间、网络教学团队、网络学习支持、网络考

试测评和网络教学管理。六网中的网络学习空间

演变为网络学生空间，网络支持服务演变为网络

学习 支 持。2016 年《国 家 开 放 大 学 综 合 改 革 方

案》中提出了创新“六网融通”培养模式: 适应“互

联网 +”发展趋势，探索形成以网络学习空间为基

础，以网络核心课程为中心，以网络教学团队、网

络学习支持、网络考试测评和网络教学管理为支

撑的“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项目的推进，“六网融通”

的内涵也进行了更新，2018 年在《国家开放大学

“六网融通”: 基于网络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创

新》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中提出了最新的内容:

“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是国家开放大学根据学

校办学性质、宗旨、特点和使命，提出的以学习者

为中心，以提高质量为目标，创建的集教学、测评、

服务、管理为一体，基于互联网培养人才的过程的

总和。“六网”指基于互联网进行人才培养必不可

少的六个要素: 网络学习空间、网络学习课程、网

络教学团队、网络学习支持、网络学习测评和网络

教学管理。其中，网络学习空间是基础要素，网络

学习课程是核心要素，其他四个是支撑要素。“六

网”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融通配合，构成了一

种特定结构。

三、数据收集

为了论证“六网融通”的六个要素的科学合理

性，我们收集了国开学习网平台中 2017 秋试点运

行的 249 门网络核心课程的原始数据信息，并以

每年进行网上教学检查的网络教学团队评价表为

信息采取的主要依据，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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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六网融通”人才培养要素结构

网络教学团队 网络学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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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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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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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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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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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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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任
教
师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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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辅导
教师
配置

率

( 一) 提取原始数据

依据“六网融通”人才培养要素结构，在国开学

习网提取了 2017 秋学期 249 门课程 46 家分部的实

际运行数据。考虑到各分部名称的保密性，为此，对

2017 春、秋两学期参加网络核心课程试点的单位名

称通过数字进行了随机编码。
( 二) 处理方法

根据“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数据结构模型收集

到的数据类型多样，统计口径不统一，为此需要进行

数据处理，形成统一口径的数据。数据处理方法是:

对于数据为率的数据直接计分; 生师比是数值最小

的为 100 分，数值最高的为 0 分，进行等比打分; 对

于数量类的数据按照最高数值为 100 分，数值最低

的为 0 分，进行等比打分; 管理行为成绩是对应指标

的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 学生行为成绩是对应指标

的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 教师行为成绩是对应指标

的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 终考成绩是终考及格人数

占终考人数的百分比直接作为最终成绩; 形考成绩

是形考及格人数占形考人数的百分比直接作为最终

成绩; 综合成绩是综合及格人数占综合考试人数的

百分比直接作为最终成绩; 所有成绩不全的分部不

作为有效数据。
( 三) 处理结果

经过处理的数据结果如下表。
表 2 “六网融通”人才培养要素数据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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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素分析

我们利用 SPSS 社会统计分析系统 17． 0 版本对

开放大学“六网融通”人才培养理论模型的基本要

素数 据 进 行 因 素 分 析。该 项 数 据 取 样 适 当 性

( KMO) 检验显示，本项目样本取样足够，KMO 值为

0． 696，大于 0． 5，Bartlett’s 的卡方值达到了显著程

度，说明该项目数据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较多，比较适

合进行因素分析。

表 3 因素分析可靠性检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aiser － Meyer － Olkin 取样足够 ． 696

Bartlett’s 检验

近似卡方 1490． 063
df 210
Sig． ． 000

我们选取主成份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

公因子有 5 个，通过因素陡坡检查也能明显的发现

图中第五个因素以后较为平坦，因此本项数据因素

公因子保留 5 个。

表 4 提取公因子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7． 507 35． 748 35． 748 7． 507 35． 748 35． 748 6． 993 33． 302 33． 302
2 5． 416 25． 792 61． 540 5． 416 25． 792 61． 540 3． 840 18． 284 51． 586
3 1． 885 8． 975 70． 515 1． 885 8． 975 70． 515 2． 808 13． 371 64． 957
4 1． 436 6． 840 77． 355 1． 436 6． 840 77． 355 2． 424 11． 544 76． 500
5 1． 213 5． 778 83． 133 1． 213 5． 778 83． 133 1． 393 6． 632 83． 133
6 ． 863 4． 111 87． 244
7 ． 675 3． 215 90． 459
8 ． 474 2． 255 92． 714
9 ． 420 2． 000 94． 714
10 ． 343 1． 633 96． 346

提取方法: 主成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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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因子示意图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每个公因子的具体内涵，我

们选取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形成因素旋转

成份矩阵图，根据旋转后因子矩阵结果显示: 第一

个公因子包含综合成绩及格人数、形考人次、综合成

绩人数、终考人次、终考及格人次、形考及格人次，按

照“六网融通”的内涵，把他们统称为网络学习测评

要素; 第二个公因子包含学生在线天数、学生人均在

线行为次数、学生人均上线天数、学习网选课率、学
生行为总数、上线教师比例，按照“六网融通”的内

涵，把他们统称为网络学习支持要素; 第三个公因子

包含教师在线天数、教师人均上线天数、教师人均在

线行为次数、教师行为总数，按照“六网融通”的内

涵，把他们统称为网络教学团队要素; 第四个公因子

包含生师比、班级辅导教师配置率、课程责任教师配

置率，按照“六网融通”的内涵，把他们统称为网络

教学管理要素; 第五个公因子包含学生贴回复率、上
线学生比例，按照“六网融通”的内涵，把他们统称

为网络学习空间要素。

表 5 转轴后因子矩阵

因子

1 2 3 4 5

综合成绩及格人数 ． 993
形考人次 ． 992
综合成绩人数 ． 992
终考人次 ． 989
终考及格人次 ． 984
形考及格人次 ． 977
学生在线天数 ． 657 ． 590 ． 312 ． 131 － ． 118
学生人均在线行为次数 － ． 157 ． 774 ． 330 ． 189 － ． 303
学生人均上线天数 － ． 274 ． 726 ． 148 ． 200 － ． 343
学习网选课率 － ． 171 ． 711 － ． 402 ． 202
学生行为总数 ． 477 ． 680 ． 328 ． 188
上线教师比例 ． 206 ． 677 ． 194 ． 143 ． 179
教师在线天数 ． 256 ． 527 ． 517 ． 425 ． 263
教师人均上线天数 ． 277 ． 887
教师人均在线行为次数 ． 238 ． 855 － ． 156 － ． 126
教师行为总数 ． 234 ． 572 ． 599 ． 360 ． 189
生师比 － ． 301 ． 203 － ． 137 ． 765
班级辅导教师配置率 － ． 178 － ． 198 ． 333 ． 706 ． 133
课程责任教师配置率 ． 146 ． 260 ． 598 ． 108
学生贴回复率 － ． 197 ． 145 ． 280 ． 751
上线学生比例 ． 221 ． 353 ． 493 － ． 600

提取方法 : 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法 : 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a． 旋转在 11 次迭代后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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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国家开放大学提出的

“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是科学合理的，网络学习

课程是核心要素，网络学习空间是基础要素，网络教

学团队、网络学习支持、网络学习测评和网络教学管

理是支撑要素。

五、实践分析

开放大学“六网融通”人才培养自 2012 年以来

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建设有 255 门网络核心课程，

总部建设有 143 个教学团队，总部教学团队参与人

次达 1074，各分部建设有 242 个教学团队，2016 年

实现了全部课程迁移到国开学习网平台上，每门课

程开设有独立的学习空间，2017 秋网络学习平台统

计参与学生人次达 116 万多，参与教师人次达 2 万

多，学生行为次数达 3 亿，教师行为次数达 3198 万，

网络形成性考核人次达 402 万人次，初步搭建了网

络学习课程、网络学习空间、网络学习支持、网络学

习测评、网络教学管理、网络教学团队六网融通的人

才培养模式。但是，开放大学“六网融通”人才培养

距总体目标的实现仍有一定的距离，还存在如下几

方面的问题。
( 一) 配套管理制度缺乏

目前开放大学人才培养管理制度仍然执行原广

播电视大学相关管理制度，“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

式下的相关教学改革管理文件和配套管理制度没有

形成。由于管理制度缺乏，开放大学系统的运行机

制亟待重组，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需要对教学模式、

组织结构、机制运行、利益分配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

行重新思考。
( 二) 网络平台功能有待进一步完善

虽然开放大学建设有统一的国开学习网，但是

网络空间功能还不能完全满足学生、教师和管理者

的需求，网络的教学管理功能较弱，仍然使用独立的

教务管理系统进行教学信息管理，平台的不兼容会

出现数据不通的问题，带来管理繁杂、不顺等问题。
“六网融通”人才培养的最大优势是实现数据共同、

网络互通，但是开放大学的基础数据库还没有完全

建立起来，不能实现共享共用，亟需基础数据库的建

立和完善。
( 三) 网络教学团队还需稳扎稳打

随着开放大学近年招生规模的稳步上升，教学

团队建设已成为开放大学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虽

然开放大学网络教学团队已经试点多年，也初步呈

现一定的规模，但是网络教学团队仍满足不了学生

的需求量。同时，总部网络教学团队在网络教学团

队实施阶段还存在空档现象，开放大学系统的团队

沟通还不够顺畅，部分学习中心存在教学服务功能

丧失，跨区域教学涉及的学生管理、利益分配、工作

量考核等诸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 四) 网络学习测评需要进一步健全

开放大学课程考核采取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

试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形成性考核全部采取国开学

习网上的网络形成性考核形式，终结性考试有约三

分之一的课程实现了随学随考的网络考试。但是目

前网络核心课程大部分能够实现形成性考核的网络

化，仍有多数课程的形成性考核采取文件上传到学

习平台后由学生自行下载打印完成，而没有真正实

现网络形成性考核。网络终结性考试是使用独立于

学习网之外的平台，目前学生数据无法实现对接，学

生考试相关信息难以推送到学生空间。
( 五) 网络学习支持需要更加完善

开放大学学生学习以自学为主，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问题目前有阶段性的课程辅导答疑、QQ 群、

微信群、问卷调查、服务热线等，但是学生通过网络

学习的文化氛围还不够，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还难

以实现 24 小时实时答疑，同时学生通过网络难以满

足心理归属、生活咨询、业务沟通等多方面的需求。

六、对策建议

( 一) 完善人才培养要素结构

根据统计结果，正在实施的网络教学评价要素

结构与统计结果要素结构稍有不同，建议教学评价

要素结构进行调整，同时“六网融通”人才培养要素

结构也做相应调整。人才培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

程，也是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

的、需要不断的开展实践研究，根据实践论证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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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整。由此，也充分证明了开放大学“六网融通” 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合理性。
表 6 “六网融通”人才培养要素结构

网络学习课程为核心

网络学

习空间
网络学习支持 网络教学团队 网络学习测评 网络教学管理

学
生
贴
回
复
率

上
线
学
生
比
例

学
生
在
线
天
数

学
生
人
均
在
线
行
为
次
数

学
生
人
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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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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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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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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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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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教
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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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教
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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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数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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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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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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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次

形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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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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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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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次

终
考
及
格
人
次

综
合
成
绩
人
数

综
合
成
绩
合
格
人
数

生
师
比

班
级
辅
导
教
师
配
置
率

课
程
责
任
教
师
配
置
率

( 二) 加强“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环

节

“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理念和功能

基本吻合开放大学教育的办学需求和规律，但是在

实施过程中由于系统庞大、人员众多、地域宽广等各

种因素导致在实施环节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必须加

强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环节，以网络教学团队建设

为抓手，夯实网络教学实施团队的组织与实施，真正

实现全国系统上下统一团队、统一管理、统一服务，

从而实现“六网融通”人才培养的预期目标。
( 三) 重视基础数据库的建设

开放大学是一个由 45 家分部、行业学院、专门

学院等各行业联合办学，无论是学生信息数据，还是

教师、管理数据以及管理过程数据，均会有巨大的数

据资源，在互联网 + 环境下只有数据共享才能真正

实现信息的畅通顺达、管理的高效，开放大学要高度

重视基础数据库的建设，才能实现师资的共享、资源

的共享、管理的便捷、学习的高效、社会的称赞。
( 四) 注重平台建设，提高网络行为的真实有效

性

建立健全集“教学、管理、服务、测评、评价”为

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同时也须关注网络行为的真实

有效性。在“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下，教师、学

生、管理行为均发生在网上，这些行为发生的最终目

标是提高学生的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而学习测

评成绩是反映人才培养目标和能力的主要评价指

标，为此，教学行为的发生不是滥竽充数、不是挂在

网上不学习、不是弄虚作假，是真正的教学行为，是

真正的学习行为，是真正的导学行为，这样才能保证

学生学习测评成绩的优秀。
( 五) 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开放大学是以培养能力、技能、素质为主的，学

习者绝大多数是从事工作岗位的在职学习者，这部

分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区别于普通高校学生的需求，

更多地是对技能掌握的需求以及完成岗位工作的知

识短缺部分的学习，他们对知识的再生和更新需求

较高，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

开放大学课程教学资源以网络资源建设为主，这种

教学形式为教学内容的再生和更新提供了极为便利

的条件，我们需充分利用这种便利的教学条件实现

对开放大学学习者教学内容系统的研发与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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