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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孙春兰同志视察国家开放大学，对学校 40
年来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给予充分肯定，对职业教

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给予高度评价，对今后学校改

革发展特别是对教学质量、评价考核、特殊群体教

育、老年大学、学分银行、思政课教学等提出一系列

明确要求①。
开放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 自 1979 年成立以

来，学历教育招生 2050 万人，毕业学生 1512 万人，

不论是招生人数、毕业生人数还是在校生人数都占

全国高等教育规模的 10% 以上; 目前开设专业( 方

向) 238 个，涵盖理、工、农、医、文、管、经、法等 10 个

学科门类( 荆德刚，2020 ) ; 办学形式由单一模式到

线上线下结合、学历非学历互动、脱产半脱产均可;

教学服务做到了老中青全覆盖; 办学空间由点到面，

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从西部边陲到军营战舰，真

正实现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40 年来，开放大学励精图治、开拓创新，解决了

两代人的学历补偿问题，走出了“先进传播手段 + 名

师名教”的成功之路，形成了“敬学广惠、有教无类”
的优良传统，提供了改革开放所需的人力资源，积累

了低成本、高效益举办高等教育的中国经验，探索了

穷国办大教育的终身教育模式。正如时任国务院总

理李鹏同志所说:“不要看不起电大，电大所起的作用

是你们普通高校所起不到的。”(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

教育大事记编写组，2019)

一、改革发展新使命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②，开放大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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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了新使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构

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发挥网络教育

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

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

建设学习型社会”。( 本书编写组，2019 ) 这既是对

教育的新要求，也是新时代开放大学的新使命。
( 一) 开放大学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

育体系”的基本支撑。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

系，需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健全学前

教育、特殊教育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保障机制，完善

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

制。”( 本书编写组，2019) 开放大学既是高等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又有职业教育的新赋能，更是继续教

育的主力军。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不

能缺少开放大学，更不能离开开放大学。开放大学

也必须自觉融入国家战略，积极服务国家战略，才能

真正成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支撑。
( 二) 开放大学是“互联网 + 教育”的探路者、先

锋队。“互联网 + 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

也是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的有效手段。党

和国家多次提出大力推进“互联网 + 教育”。作为致

力于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没有围墙的大

学，开放大学始终在“互联网 + 教育”方面孜孜耕耘、
坚定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优势。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互联网 + 教育”价值凸显，开放大学

又迎来了发展的重要机遇。
( 三) 未来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趋势需要一流的

开放大学。毋庸置疑，未来大学的发展一定是线上

线下结合的知识传播创新综合体。开放大学已从广

播电视时代，转向互联网时代，积累了高等教育发展

的重要实践经验，这既是先进传播手段迭代的逼迫，

也是开放大学转型发展的需要，更是适应未来教育

的必然。面对普通高校互联网化和互联网企业巨头

布局教育的新动向，开放大学只有坚定地探索“互

联网 + 大学”新业态，把自己打造成为真正的“互联

网 + 大学”排头兵，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领

域占有一席之地。
( 四) “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的教育离不开

一流的开放大学。开放大学办学具有适合人数最

多，分布范围最广，办学形式最活，专业设置最全，办

学效益最好等特点(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大事记

编写组，2019) 。开放大学办好了，既是国民教育的

延伸和扩展，又是对有围墙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更

是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有力抓手。可以

说，开放大学是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

人”教育的“压舱石”，是一个小投入、大产出，事半

功倍的智慧之举。
( 五) 建设学习型社会不能没有一流的开放大

学。学习型社会是国家、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

力，是人民群众和谐向上的源泉。学习型社会的基

本标志是“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校

教育是重要的，但不是教育的全部。开放大学突破

时空限制，打破身份界限，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工农

兵学商，可以学技能、享乐趣，既灵活，又便捷，其构

建的是“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

系”④，追求的是“来到开放大学总有一门课程适合

您”的目标。展望未来，开放大学在“十几亿中国人

身边，必然搭建起人人愿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学

有所成、学有所用、学有所乐的学习型社会”( 陈宝

生，2017) 。

二、攻坚克难谋发展

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总体目标，开放大

学未来 30 年，也分“三步走”建成世界一流开放大

学: 第一步，从 2020 年到 2025 年，基本建成世界一

流开放大学，实现广播电视大学整体转型升级，形成

学历教育、社会培训、老年教育“三驾马车”并驾齐

驱; 第二步，从 2026 年到 2035 年，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开放大学，办学指标和社会声誉进入世界开放大

学第一方阵，建设一批国家一流学科和特色专业，学

校办学水平、办学效益、社会声誉、国际化水平显著

提升; 第三步，从 2036 年到 2049 年，建成名列前茅

的世界一流开放大学，学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

现现代化，学历教育、社会培训和老年教育三足鼎

立，各项指标居世界一流开放大学前列。
实现上述目标，开放大学必须以构建服务全民

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为宗旨，以服务国家战略、产业

发展和终身教育为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

教育，坚 持 落 实 立 德 树 人 的 根 本 任 务，着 力 实 施

“1233”工程，即打造一支队伍，提升两种能力，建好

三个体系，实施三大战略。“打造一支队伍”即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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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基于互联网思维，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讲政

治，重落实，奉献有为的教工队伍; “提升两种能力”
是提升教师全球化教学资源识别和应用能力，提升

学校“互联网 +”教育教学的管理和治理能力; “建

好三个体系”是建好网络安全保障体系、质量评价

监控体系和创新驱动发展体系; “实施三大战略”是

启动学历教育创优提质战略，社会培训发展壮大战

略，老年大学做优做强战略，努力把开放大学建成我

国终身教育的重要支柱，社会教育的重要平台，学习

型社会的重要渠道。
( 一) 以改革求突破

一是凝心聚力抓教育教学改革。要始终把教育

教学改革放在重中之重位置，狠抓教育教学质量不

动摇，领导、教师要把主要精力用在教育教学上，以

高质量教学带动学校工作全面提高。理念上要真正

以学生为中心，不能把“以学生为本”当口号，要落

到实处，重大政策措施制订要听取学生的意见，人财

物要围绕教改、围绕学生，各部门、各学院要结合业

务特点，切实为学生服务; 方法上要加强顶层设计，

切实改变教育教学仿效或照搬普通高校的做法，教

学制度改革以上率先，教学内容改革上下结合，切实

做到从学历补偿向知识补偿转变，由文凭提高向能

力提升转变，由线上学习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 手段

上要以治“三乱”为抓手，坚决清理中介招生，集中

整顿教学点，严厉打击乱发文凭，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爱护学校的声誉，争取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打

赢质量保卫战，取得实实在在的质量成果; 措施上要

在教和学上持续发力，抓住专业建设的牛鼻子，推进

教师、教材、教法的改革，要求教授带头上课，带头评

课，带头辅导，激励青年教师教学挑重担，教研当先

锋，建设一流网络教学团队; 对学生严要求，通过技

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大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

加作业频率和难度，明确学习任务，加强教学服务，

落实教学过程，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真正使学生

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二是以点带面抓信息化建设。教育信息化是开

放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要面向信息技术最前

端，加强与世界先进互联网企业合作，集中力量建好

“一路一网一平台”。要瞄准新基建，以 5G 为基础

拓展信息高速公路，解决卡顿和“慢”的问题，实现

开放大学总部和分部、学院、学习中心的快速访问和

数据高速传输。要聚焦便捷学习，重点打造一个学

习网，实现选课、学习、教研、辅导、答疑、作业、形考、
查询、统计等的高速访问和快速转换。要围绕提高

效率，解决数据分割和信息孤岛问题，实现招生、学
籍、课程、考试、毕业、学位、资源管理、学生服务、学
分银行、质量监控、内部管理等的一站式管理和服

务。要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和管理中的应用，

提升学生和教师的信息素养，推进教学改革和管理

创新，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要整

合融通各种办学业务数据，建立大数据中心，促进教

育数据共享，提升学校的数据管理治理水平。以大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学生学习行为，有效调

整学生学习状态，为学生提供精准、有效的个性化

服务。
三是提质扩容抓学习资源。坚持做最适合的学

习资源，满足终身学习者多样化学习需求。要始终

以学习者需求为导向，以课程为中心，全面提升学习

资源建设质量。加大专项课程建设力度，打造开放

大学特色课程品牌。原有学习资源要整理、改造、上
线，700 多门网络核心课程要在淘汰的基础上提高，

6. 7 万门优质课程要在整合的基础上改造，3. 7 万门

5 分钟课程要在细分的基础上归类，实现移动端和

PC 端的无障碍上线。新建学习资源要补充、扩展、
实用，要积极参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围绕国家战略

开发学习资源，无接触经济等新兴产业学习资源要

尽快补充，5G 等“新基建”学习资源要进一步扩展，

人工智能等学习资源要注重实用和能力提升，新的

学习资源建设要跟大企业产教融合，自觉接受市场

检验。学历教育、社会培训、老年大学学习资源要融

合、共享、互动，与学分银行有机衔接。要探索多元

主体共建共享数字化学习资源机制，完善学习资源

的准入、退出制度，建立优质学习资源的发现、融合

应用和管理机制，以学习资源的时代化、数字化促进

开放大学的特色化、现代化。
四是“康养学游”融合抓老年教育。老年教育

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举措，是教育的

新领域、新阵地。当前，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约 2．
49 亿，接近或超过在校大中小学生数量。这为开放

大学服务国家战略，拓宽服务领域提供了空间。要

坚持“体系联动、孵化扶持、打破常规、市场运作、效
益并重、服务引领”原则，建立“康养学游”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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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不断完善适应老年群体学习需求的课程

体系，建立老年学历证书制度和学分积累转换机制。
要立足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积极建

设全国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平台，推进老

年教育资源、课程和师资共享，做优做强老年大学，

打造示范性、标准化的教育养老综合体，把老年大学

建成服务于老龄化社会、服务于全民终身学习教育

体系的新阵地。
五是体系联动抓社会培训。社会培训是开放大

学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抓手，是“有为有

位”的显性标志。要高度重视社会培训，发挥体系

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做到“体系联动、整合资源、合
作共赢、项目拉动、市场细分、效益并重”。坚持开

放合作、多元投入、借力发展，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和

力量，实现快速发展壮大，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步增长。要着力打造培训品牌，引入战略合作伙

伴，探索在线培训的新模式，形成适应开放大学转型

发展的非学历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健全绩

效评估和股权激励，建立非学历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的长效机制，把社会培训打造成开放大学事业发展

的新增长点。
六是聚焦制度抓治理体系建设。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特征，是办学

治校的看家本领。要研究制定开放大学改革方案，

通过办学定位、发展目标、运作模式、保障措施、经费

投入等改革举措，积极完善治理体系和现代大学制

度。要尽快发布开放大学章程，通过章程强化制度，

形成适合新型大学改革发展的制度体系。要整体构

建开放大学体系，按照统筹规划、分级办学、资源共

享、共同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广播电视大学整体转

型，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共同体制

度体系。要切实加强能力建设，深化内部管理体制

改革，厘清困难问题和责任主体，围绕主责主业，强

化服务意识，改革资源配置机制，创新财务管理体

系，真正形成体系办学的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 二) 以实干促发展

一是学生工作要以人为本。学生是开放大学生

存发展之本，学生工作是开放大学最重要的工作。
开放大学的学生工作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放到应

有的位置。要从“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

养人”的高度充分认识学生工作的战略地位，真正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牢牢抓在手上，落实在行

动上。教育教学要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紧紧围绕

学生成长成才来开展，学习资源要围绕学生能力提

高来建设，支持服务要围绕学生需求来提供。过去

以教师上课、辅导为中心，以管理者方便、省事为中

心的想法和行为必须摒弃和破除，学校的一切工作

要迅速转移到学生学习知识、提高能力、促进就业、
助力发展上来。要提高学生奖助学金额度，建立专

项基金，积极主动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要加强

表彰奖励和校友会的工作，为毕业生提供终生学习

支持服务，真正让学生有归属感、荣誉感、获得感。
二是教师队伍建设要育才引才。教师队伍建设

是办学的重要基础，“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④，没有好的

老师不可能有好的教学。开放大学教授不多，团队更

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补短板，需要着力培养名师名

教团队，启动名师名教培养工程，着眼长远培养一批、
引进一批、储备一批优秀教师。要重点扶持中青年骨

干教师，从事关全局的高度给中青年骨干教师压担

子、赋职能、创条件，在工作任务中培养锻炼、成长成

才。要解放思想，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一批高水平专

家教授，带动开放大学教师队伍迈上新台阶。
三是科学研究要提高水平。科研是大学的灵

魂。要下大力气解决开放大学的科研工作薄弱、力
量分散、积极性不高、高水平成果不多等突出问题，

制定科研成果奖励办法，激发教师的科研积极性。
要围绕教学开展科研，以教学为中心，加强教学内

容、基础理论、体制机制、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的改革

创新研究。要协同推动科研，整合办学体系力量，建

设一批特色研究中心，提升科学研究整体水平。要

基于创新促进科研，实施科研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出

台系列制度文件，明确科研工作总体要求，逐步形成

开放大学科研新模式。要着眼应用强化科研，加快

推进研究团队和平台建设，重点研究网络教育规律

和特点、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以及

制约学校发展、事关全局的重大前沿问题，打造国内

先进、世界知名的开放教育研究基地。
四是学分银行要落地见效。学分银行是构建服

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四梁八柱”，是改变未

来教育生态的重要工程。当前，国家职业教育学分

银行、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已落户开放大学系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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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国家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已正式运行，此项工作

是国家任务、是奠基工程、是信任委托，必须集全国

之力做好、做优、做出成效。要着眼于学分银行的应

用，打通学历教育、老年教育、社会培训之间的壁垒，

把社会培训、资格考试等转化为学分银行的学分，并

能在学历教育中减免学费、折扣学分，使学分银行的

学分成为真正的“黄金”学分。要拓展学分银行功

能，“黄金”学分不仅在高校之间无障碍流通，在教

育系统无壁垒限制，而且在社会特别是就业、职称、
信用等方面也要用得来、用得上，使学分银行成为人

才成长的立交桥。要强化学分银行的信用，通过自

身的力量，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

技术应用到学分银行中，使学分银行的含金量提升;

通过行政的力量，把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开放大学

聚合起来，使学分互认互用，并能在读本科、研究生

时减免学费、抵扣学分; 通过社会的力量，引进战略

合作伙伴，按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做大做强，打造百

年学分银行，使学分银行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作用、开花结果。
五是国际交流与合作要双向深化。国际化是衡

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和办学成效的重要指标，开放

大学的国际化，要在量和质两方面同时发力。要在

巩固欧美国家合作交流的基础上，扩大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交流合作，在非洲建立学习培训平台，向非洲

有需要的开放大学提供学习资源和学习支持服务。
要深度开展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调动体系的积极

性，发挥体系的作用，把各分部作为吸纳国外学生游

学的目的地; 同时积极创造条件，让开放大学的学生

到国外高校学习交流。要加强教师之间的互访互

教，推进教职员工互访互聘，让国内的教师走出去，

让国外的教师走进来，共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要

拓展拓宽学校之间的合作，在共建海外学习中心、网
络孔子学院的基础上，开展学习资源交换、研究生培

养、信息化共享、教学科研协同创新、管理干部跟班

工作等实质性合作，不断深化交流合作领域，加快国

际化发展进程，显著提升开放大学的国际影响力。

三、清醒应对新挑战

开放大学办学 40 年风雨兼程，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但进入新时代，要实现新使命，面临很多外

部挑战:

一是普通高校抢滩网络教育。疫情期间，国内

各普通高校纷纷开展在线教学，截至 5 月 8 日，全国

1454 所高校开展在线教学，103 万教师开出了 107
万门在线课程，合计 1226 万门次。参加在线学习的

大学生共计 1775 万人，合计 23 亿人次。开设的在

线课程覆盖了理、工、农、医、经、管、法、文、史、哲、
艺、教 12 个学科门类⑤。此前，已有 68 所高校设立

网络教育学院举办网络教育，拥有在籍学生近 400
万人⑥。由此可见，随着普通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力

度的加大，在办好围墙内线下教育的同时，凭借品牌

优势大规模举办网络教育和继续教育已成为不争的

事实。同时，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支持职业院校

改革发展，特别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明两年

高职院校扩招 200 万人⑦，学生可减免学费，实行弹

性学制。这对办学模式比较单一、学历层次受限的

开放大学带来严峻挑战。
二是企业巨头试水在线教育。今年以来，在人

们居家抗疫的时刻，一场静悄悄的在线教育革命正

在酝酿和暴发。教育部门和大中小学校积极响应教

育部“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号召，迅速筹备

并及时开通了网络课堂和在线辅导。以线下教育培

训和辅导为主的著名企业立即跟进，把线下课程搬

到了线上，并不断改进线上服务模式; 一些教育技术

服务企业，发挥提供在线教育解决方案优势，及时免

费开放在线直播平台和远程教学技术服务，帮助学

校和教培机构将线下课程平移至线上; 以 BAT 为代

表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巨头，依托技术和人才优势，迅

速布局和启动教育业务，整合和开发教学资源，提供

免费课程，开放技术服务。甚至一些金融机构，也以

服务客户为名，提供儿童免费课程、休闲娱乐课程和

职场能力提高课程。一时间，在线教育群雄四起、百
花齐放、争奇斗艳，开放大学网络教育面临前有强

敌、后有追兵的危险局面和窘迫境地。
三是人民群众首选优质教育。随着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进入新阶段，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更加迫切。“能上学”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热情期盼，上好大学、名牌大学、新兴时髦专

业已成为多数人的价值追求。同时，随着新一轮改

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宽广，人

民群众的选择范围由国内变成了国际，留学出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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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普遍现象。电大老师好、考试严、质量高、社会

认可等感知度正在消减，开放大学无门槛、低水平的

印象也在蔓延。开放大学面临的竞争，不仅是国内

高水平大学，还有国外大学。全面提升开放大学的

影响力和竞争力，在办学定位和办学水平上错位发

展、形成特色、提高质量，已是当务之急。
四是社会用工歧视开放教育。2020 年全国普

通高校毕业生 874 万人，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一方面是就业形势严峻，另一方面是用人单位可挑

选 的 余 地 大、机 会 多、要 求 高。用 人 单 位 首 选

“985”、再选“211”，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随着经济

下行压力增大，毕业生人数增多，客观上造成社会用

工越来越苛刻，给不占优势的开放大学毕业生带来

新的挑战。当然，开放大学自身也有部分专业陈旧

和培养能力不足等问题，社会急需的微电子、芯片等

“卡脖子”专业，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时髦”
专业，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无接触经济等新型专业，

开放大学还培育不出来，家政、月嫂、陪护等专业又

没打出品牌。缺少品牌、缺乏特色、质量不高等问

题，使得开放大学内外交困，学生发展受限。
来自内部的顽瘴痼疾也不容忽视，更需要破除。
一是开放大学不开放。40 年的办学经验和实

践探索，固化了一些惯性思维、保守做法。长期的体

系办学和“天下电大是一家”思想，使得“电大”形成

了自成体系的小社会、自我封闭的小圈子。久而久

之，办学相关的所有事情几乎都习惯于在体系内解

决，热衷于自娱自乐，荒废学问、忽视科研、不重视职

称成为难以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长期的自我

办学、自我管理、自我生长，使得教职工不愿、不会、
不想与外界打交道，助长了封闭、保守等习气，成为

开放大学转型发展的障碍。
二是优势特色不聚焦。40 年办学实践，开放大

学走出了“先进传播手段 + 名师名教”的成功之路，

培养了 1512 万本专科毕业生。但扪心自问，开放大

学的特色是什么? 优势有哪些? 又很难一一说清

楚、讲明白。尽管目前开设专业( 方向) 238 个，涵盖

理、工、农、医、文、管、经、法等 10 个学科，但传统专

业无特色、优势专业不出色、新兴专业无起色问题始

终困扰着全校师生。开放大学十大专业 ( 行政管

理、工商管理、学前教育、法学、建筑工程技术、会计、
计算机信息管理、机电一体化、药学、护理学) 在全

国同类专业中能否占有一席之地? 与国家战略契合

度高的专业有哪些? 支撑国家“新基建”发展的专

业怎么办? 这些问题既需要思考，更需要回答。优

势特色不聚焦是制约一流开放大学建设的重要因

素，急需凝心聚力、重点突破。
三是质量意识不强烈。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

是开放大学的生存之本。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已达到 51． 6% ⑧，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高等

教育普及化阶段。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看，

未来大学倒闭可能是正常现象。从去年始，开放大

学已着手治理乱招生、乱办班、乱发文凭等“三乱”
现象，在全体系打响质量保卫战。但“萝卜快了不

洗泥”“不真抓质量、不严管质量”的现象依然存在;

“抓质量是找死”“不抓质量是等死”的观念在某些

教职工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不重视教学、不重视辅

导、不重视作业、不重视考试的问题时有发生; 作业

糊弄、考试作弊、论文水平不高等屡禁不绝。质量，

对开放大学来讲，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
毫不动摇抓质量，既是生存之基，更是发展之道。

四是信息技术不先进。信息技术是开放大学的

看家本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开放

大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开放大学虽然始终秉承技术

与教育的融合，一直利用先进传播手段开展教学，但

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师生网络学习的普及应用技术

落后、带宽过低、速度太慢、转换复杂等问题突出，系

统太多、APP 泛滥、部门割据、数据孤岛等问题盘根

错节，用信息化手段制造了大量信息化障碍，信息技

术应用散、慢、乱的问题有目共睹。开放大学要办成

“互联网 +”为特征的新型大学，如果技术应用不能

起到引领作用，不能成为国家的“互联网 +”教育中

心，那开放大学就很难形成比较优势，也很难完成国

家赋予的职责使命。
五是学习资源不丰富。不论过去还是将来，在

线教育时代，资源为王。没有好的在线学习资源，不

可能办成世界一流开放大学。开放大学学习资源不

少( 总部有网络核心课程 700 多门，各类优质课程

6． 7 万门，5 分钟课程 3． 7 万门) ，但称得上精品，被

市场认可、受群众欢迎的学习资源严重不足。对开

设了 238 个专业( 方向) 的学校来讲，700 多门网络

核心课程显然太少，部分课程的系统性、前瞻性、学
术性、适用性差强人意。3． 7 万门 5 分钟课程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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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量庞杂、分类混乱、系统性不强等问题。
六是师资队伍不突出。开放大学体系现有 6. 2

万名专任教师、3． 4 万名兼职教师( 鞠传进，2019) ，数

量庞大。但与普通高校教师相比，开放大学教师大多

不直接面对学生，课堂多数在网上，辅导多数在群里，

“管”课而不直接教课，存在课堂教学实践不足、与学

生沟通交流少、教学实践针对性差、忽视科研和教学

水平不高等问题。过去“名师名教”的优势难以复

制，现在“名师名教”的培养没有跟上，导致高水平的

教师少、团队少，甚至有些地方、有些专业出现青黄不

接、人才断层现象，这都影响了学校的创优提质。
七是服务领域不全面。如前所述，开放大学的

历史使命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但

学校自觉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还不强，能力还不足。
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开放大学行动滞后; 在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战略中开放大学声势不够、做不到位。不与外界交

流，不与产业合作，不扩大服务领域，不积极主动参

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只在自己的体系教与学、培与

育、评与测、统与分，开放大学是没有前途的。
八是体系发展不完善。体系办学是开放大学的

制度优势。目前，开放大学体系“1 + 5 + 40 + 3660”
的基本格局没变( 1 是开放大学总部，5 是 5 所地方

开放大学，40 是 40 所省级和副省级城市电大，3660
是 3660 多个教学点) ，但“两级统筹、四级办学”的

内涵、外延、边界模糊，中央和地方两级功能交叉，诉

求不同，缺少规划，国家、省市、市州、区县任务重叠，

办学雷同，分工不明确，侧重点不突出。这样，整个

体系看似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但因利益诉求不同、
行为结果各异，致使县级教学点多考虑生存问题，地

市级电大多关注生存和发展问题，省级电大多聚焦转

型重构问题，由此导致招生看数量、教学重形式、考试

走过场、合作靠关系。开放大学体系凝聚力、向心力、
战斗力不足，重塑体系、重振士气迫在眉睫。

九是治理能力不适应。面对信息技术大发展和

高等教育大变革，传统电大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新时

代开放大学的改革转型和未来发展，但有些管理仍

采取电大时代的手段，处于电大时代的水平，如管理

粗放、手段落后、重部署轻落实，有些任务完成得似

是而非，经不住“三问”; 制度不健全、不规范，有的

仅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实在

行动上; 总部与分部关系、权责利尚未厘清，中央和

地方的积极性还没有很好地调动; 以学生为本的理

念还没有完全树立，“一切为了学生”还多是口号;

教师热衷于“做课”，没有把精力转到信息资源的鉴

别应用和提高学生学习上来，具有开放大学特色的

现代大学制度有待加快建立。
十是奋进文化不浓厚。长期的体系办学和不错

的待遇，消减了教工的危机感和进取心，助长了教职

工得过且过和“小富即安”心态。定政策，基层情况

了解不深入、不细致，习惯于“头 疼 医 头，脚 疼 医

脚”。干工作，只为完成任务，不管质量和成效，眉

毛胡子一把抓，循规蹈矩，照葫芦画瓢。推改革，喜

欢修修补补，围绕边边角角，不触动核心问题，遇到

困难绕着走。谋发展，习惯于领导下命令，不主动站

在全局考虑问题、谋划发展。抓落实，惰性和拖沓行

为较重，执行力不强。
当然，内部挑战还有专业设置、教材落后、平台

不畅、统筹不够、学历教育“断头路”等，这些都是开

放大学转型发展的掣肘。
面对众多挑战，开放大学发展同样面临难得的

历史机遇: 一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

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强调发挥网络教育

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

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

建设学习型社会⑨。这似乎专为开放大学所写，既

是方向，也是要求，为我们办好开放大学进行了全方

位赋能;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线教育的迅

猛发展，为开放大学发展壮大“互联网 + 教育”提供

了新契机; 三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2 年

以各种形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年人

口总数的比例达到 20%以上，为做优做强老年教育

提供了广阔空间; 四是教育部不断完善继续教育及

开放大学相关政策，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落户开

放大学，2020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将“学分银行建设、
办好开放大学”作为重要工作，这为开放大学未来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机遇不容错过，稍纵即逝。开放大学只有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才能抓住机遇、补齐短板，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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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突出类型特色 着力提升质量 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任务落地

见效》，中国教育报，2020 年 1 月 16 日第 1 版．

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 人民出版

社，2019 年 11 月第一版: 26．

③《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关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

北京: 人民日报，2016 年 05 月 06 日第 1 版．

④《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133．

⑤教育部( 2020) ． 介绍疫情期间大中小学在线教育有关情况和

下一步工作考虑． http: / /www． moe． gov． cn / fbh / live /2020 /51987 / ．

⑥教育部 2019 年教育统计数据中网络教育本专科 858 万人，其

中含国家开放大学 431 万人．

⑦2020 年政府工作 报 告． http: / /www． gov． cn /guowuyuan /zfg-

zbg． htm．

⑧201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 / /www． moe． gov．

cn / jyb_sjzl / sjzl_fztjgb /202005 / t20200520_456751． html．

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http: / /www． xin-

huanet． com /politics /2019-11 /05 /c_1125195786．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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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Universities: Mission，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JING Degang

(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 in the 3r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open universities encounter many
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challenges． The“online world”has arrived ahead of time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
19 pandemic． What historical mission should an open university take and accomplish? This article briefly reviews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running open universities，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problems，challenges，and opportunities，and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main views，reform pathways and specific measures on how to operate the open universities in
a satisfactory way with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open universities; degree education

·11·

荆德刚． 开放大学改革: 使命、发展与挑战 OEＲ． 2020，26(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