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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放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历经演化。国内外有关“开放教育”的

论述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即主张彻底消除或尽量减少学习者面临的障碍，通过多样化的组织机

构、技术手段和方式方法充分满足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开放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实现“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开放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根植于人类社会对教育公平、终身学习、个性化

学习、泛在学习、教育技术革新的孜孜追求；教育公平、终身学习、个性化学习和泛在学习理论为开

放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性，而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的远程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为开放教育的发展提

供了可能。开放教育在国际范围内的实践进展突出表现在开放大学在世界各国不断建立和发展，开放

教育国际组织影响力不断增大，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的建设与应用方兴未艾。为顺应国际开放教育的

发展趋势，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加强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推动教育在各个维度更加开放；完善政

策法规，加强对开放教育事业的规划和管理；推动开放大学转型发展，使之成为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

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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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的开放教育理念与实践*

□ 王向旭 杨孝堂

引言

“开放教育”一词在中文文献中通常是作为一个

偏正短语，“开放”作为定语对“教育”进行修饰和

限定。在英文文献中，与之相对应的表述为“open
education”，同样是用“open”对“education”进

行修饰与限定。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开放

教育”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演变。在同一历史

阶段的不同国家，其指代的内容有时也会有所差异。

对于这一概念如何进行定义，目前国际学术界尚未达

成充分的共识 （Stracke, Downes, Conole, Burgos,
& Nascimbeni, 2019; Peter & Diemann, 2013）。尽

管如此，国内外有关“开放教育”的论述都有一

个共同的精神内核，即主张彻底消除或尽量减少

学习者面临的障碍，通过多样化的组织机构、技

术手段和方式方法充分满足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从国际视野来看，“开放教育”的理念和实

践在中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并经历了不

同阶段的演化。

一、中国教育史视角下的开放教育

从中国教育史的视角来看，开放教育的理念和

实践可以追溯到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孔子明确提

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具有“开放”特征

的教育思想并在其教育实践中身体力行。我国近代

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等在研究西方教育思想的基

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

学校”“教学做合一”“平民教育”等教育理论，以

及创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

“山海工学团”“香港中华业余学校”“重庆社会大

学”“乡村建设学院”等教育实践均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出“开放教育”的精神内涵。新中国成立以后，

* 基金项目：国家开放大学 2018年度重点规划课题“国家开放大学参与国际成人能力评估 （PIAAC） 的路径与机制
研究”（课题批准号：G18A000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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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扫盲运动”，

70年代末建立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80年代创立的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及普通高校开展的函授

教育和网络教育，均可视为新中国的开放教育实践

（王向旭, 等, 2019）。
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开放教育”作为

一个词组首次出现于中文学术期刊的文章标题中，是

在1986年第11期《电视大学》上的署名文章《搞好

电视教学 发展开放教育——祝贺“中国教育电视”

正式开播》。文中提出“卫星电视教育是一种开放式

教育，人人都可以参加学习”，要“促使广播电视大

学加强同函授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之间的横向

联系，使开放式教育的容量更大，社会效益更高”，

要在“三至五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成

一个由广播、电视、函授组成的教育网络，出版一

批具有较高水平、符合成人自学特点的教材，使具

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学校更加完善，更好地为广大

教师、干部和青年在职业余学习服务”（李鹏 ,
1986）。1995 年，上海电视大学主办的 《文科月

刊》 更名为 《开放教育研究》，这是我国第一本

以“开放教育”命名的学术期刊，其创刊词《开放

教育大有可为》 指出：“函

授、自学考试和广播电视教

育等开放教育是与传统的学

校课堂教育并行的一种教育

形式，其主要特点是以学生

为中心，通过开放式教育管

理，给一切有志于求学的人

提供灵活便利的学习条件和

接受教育的机会。”（谢丽娟 ,
1995）

1997年，国家教委印发

的 《电教单位机构改革实施

方案》（教人 〔1997〕 73号）

提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

“国家教委直属的，采用广播

电视、文字教材、音像教材

和计算机课件及网络等多种

媒体进行现代远距离开放教

育的高等学校”。1998年，教

育部在《面向 21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199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

工作的通知》（教高厅 〔1999〕 １号）。尽管该文

件并未对“开放教育”进行概念界定，但从其内容

表述可以看出，该文件中的“开放教育”是指与通

过“高考”入学相区别的实行注册入学的高等教育

形式。“开放教育”的“开放”首先是指对“人”

的开放，即是否参加过“高考”以及“高考”分数

的高低不再是学习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条件，符

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可以直接注册入学；其次是

“教学方式”的开放，表现在教育部要求参与试点

的广播电视大学要特别注重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技

术和手段开展教学和教学辅导工作 （王向旭 , 等 ,
2019）。

本研究以“开放教育”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期

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得到 4,557篇中文学术论

文，以此作为样本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年度发文量走

势如图1所示，作者所属机构分布如图2所示，论文

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3所示。

图1 中文样本论文年度发文量走势

图2 中文样本论文作者所属机构分布（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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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文样本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 1的数据表明，国内学术期刊中以“开放教

育”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在 1999年之前寥寥无几，

199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展“开放教育试点”以

后以“开放教育”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才大量出现，

2000年至 2005年间年度发文量快速增长并达到峰

值，之后的十余年里，年度发文量略有下降但基本保

持稳定，近年来年均发文量在200篇左右。

图 2和图 3的数据表明，在中文学术论文中“开

放教育”这一概念的使用者主要是开放大学（广播电视

大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所关注的研究问题主要聚焦

于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包括开

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管理、教学质量等。如果将那些翻译引介国外学

者相关思想和观点的论文除去，我们不难发现，在中

文学术文献中“开放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开放大

学（广播电视大学）所举办的学历高等教育的代名词。

目前，国内仅有华东师范大学等个别普通高校使

用“开放教育”一词指代其所开展的各类成人学历和

非学历教育，绝大多数普通高校还是习惯于使用“网

络教育”“继续教育”等术语指代其具有开放教育特

征的教育教学实践。不过，近年来国内也有研究者提

倡从更广义的层面诠释“开放教育”，主张将“开放

教育”定义为致力于推动教育在各个维度更加开放、

最大限度地满足学习者学习需求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

践的统称（王向旭, 等, 2019）。

二、西方教育史视角下的开放教育

从西方教育史的视角来看，开放教育的理念和实

践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免费向一切有

志于求知的人进行启发式教学，随时随地通过问答式

讨论施教，充分体现了其对于教育对象和教育方法

所秉持的开放理念。近代以来，卢梭的自然主义教

育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帕克等人的进

步主义教育思潮对西方开放教育理念的发展也有很

大影响。

在基础教育层面，现代西方学校教育中的开放教

育实践最早可追溯至英国自由主义教育家亚历山大·

尼尔 （Alexander S. Neill） 于 1921年创办的夏山学

校（Summerhill School）。尼尔从自由主义教育理念

出发，主张以学习者为中心安排课程，认为儿童的学

习在不受胁迫的自由状态下是最好的，所有课程都应

该是可选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什么时间做什么。

在高等教育层面，1858年伦敦大学开始为校外

学生提供远程学习机会（盖斯凯尔, 等, 2019），1946
年南非大学成立了专门提供远程函授教育的校外学习

部 （普林斯路, 等, 2019），1969年英国建立了实行

开放入学并以远程教学为主的开放大学——这些都是

通常所认为的近现代意义上开放教育发展的几个重要

里程碑。英国开放大学首任名誉校长杰弗里·克劳瑟

（Geoffrey Crowther）（1969）在其就职庆典上提出的

“四个开放”，即教育对象的开放（open to people）、
教育地点的开放 （open to places）、教育方法的开

放 （open to methods）、教育思想的开放 （open to
ideas），被视为对开放教育理念的经典诠释。

本研究以“open education”为关键词，在

Scopus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得到 502篇英文学术

论文，以此作为样本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年度发文量

走势如图4所示，作者所属机构分布如图5所示，论

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6所示。

样本论文的数据显示，“open education”这一

词组于 1969年首次出现在英文学术期刊的论文标题

中。以“open education”为主题的研究在 20世纪

70年代有过一段短暂的活跃期，但此后的数十年里

以“open education”为主题的论文数量并不多见，

直到 2009年前后发文量才开始有了快速而显著的增

长。

样本论文的统计数据显示，发文量达到 10篇及

以上的机构有3个，分别是土耳其阿纳多鲁大学、英

国开放大学、荷兰开放大学，发文量较多的机构还包

括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美国杨百翰大学、美国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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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欧盟联合研究中心、

西班牙利奥哈国际大学、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等。数据

表明，在西方学术界尽管开放大学同样是“开放教

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一些传统大学也在“开放教

育”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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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英文样本论文的作者所属机构（5篇及以上）

英文样本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

络表明，在英文学术论文中“开放教

育”涉及的研究主题更加广泛，开放

教育资源、慕课、在线学习、电化学

习、课程、教学、学生等研究主题在

“开放教育”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有关开放大学教育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通常涵盖在这些研究主题

之中，而没有单独凸显出来。

英国开放大学学者乔丹（Jordan
和魏勒（Weller）（2017）指出，在西方学术界“开

放教育”研究的关注点经历了若干阶段的演变，其

演进脉络如图 7所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罗兰·巴斯 （Roland
Barth） 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中小学

的开放教育 （open education in schools） ”，即如

何促使（中小学）学校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更加

“开放”。以 1969年巴斯发表于《教育哲学与理论》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上的那篇Scopus
数据库中最早的开放教育文献为例，该文的标题是

《开放教育：关于学习的假设》（Open Education-As⁃

sumptions about Learning），作者在文中提出了 9项有

关儿童学习的原理性假设，对教育为什么应该以儿童

为中心进行了哲学层面的理论概述（Barth，1969）。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所阐述的“开放”的儿童教育理

念与当代开放教育倡导的“自主学习”

“个性化学习”“泛在学习”等主张一脉相

承；该文提出的有关假设虽然是对儿童学

习原理的阐述，但实际上对所有年龄段的

学习者均同样适用。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

的国家和地区效仿英国建立起开放大学，

英国开放大学所主张的“远程教育和开放

学习 （distance education & open learn⁃
ing）”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

90年代，随着计算机多媒体和互联网技

术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电子学习和在线

教育成为开放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和特

征；进入 21世纪，“开放教育”的内涵更

加丰富，“开放获取出版 （open access
publishing）”“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

图4 英文样本论文的年度发文量走势

图6 英文样本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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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tional resources）”“开放教育实践（open edu⁃
cational practice） ”“慕课 （MOOCs） ”“社交媒

体在教育中的应用”等已成为开放教育研究的重要分

支主题（Jordan, et al., 2017）。
近年来，随着“open education”这一术语在

西方学术文献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一些西方学者

和研究机构意识到由于这一术语涵盖的内容较为丰

富和复杂，其含义在实际使用中显得较为混乱（Nai⁃
du, 2019; Bonk, Li, Reeves, & Reynolds, 2015, pp.
xxii; Stracke, et al., 2019），因此尝试对其含义进行

辨析和界定，并各自做出了多种阐述。欧盟联合研

究中心在其2016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出，“开放教育是

一种教育方式，其目标是消除各种障碍并使学习变

得容易、丰富和个性化，从而扩大每个人的受教育

机会，提高参与程度；开放教育通常采用数字技术，

提供多种教和学、构建和共享知识的方式，以及各

种接受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途径，并将两者连接起

来”（JRC, 2016）。荷兰开放大学克里斯蒂安·施特

拉克（Christian Stracke）教授提出，开放教育是指

“本着愿景上的开放、运作上的开放和法律上的开放

对学习机会进行设计、实现和评估以提升学习者的

学习质量”，开放教育的开放性（openness）可划分

为三个范畴九个维度，即“‘愿景’上的开放，包

括开放创新、开放认定和开放方法；‘运作’上的开

放，包括开放标准、开放技术和开放资源；‘法律’

上的开放，包括开放易得性、开放许可和开放获取”

（Stracke, 2019; 施特拉克, 等, 2018）。《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 杂志主编澳大利亚学者索姆·

奈杜（Som Naidu）主张从整体视角来看待“开放教

育”这一概念，认为该术语可涵盖开放教育实践的各

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开放教育资源、开放教学、开

放获取，开放出版、开放学术，以及教学设计、学习

机会和学习策略的开放（Naidu, 2019）。

三、国际视野下“开放教育”的实践进展

当前，全球范围内开放教育的实践进展突出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开放大学在世界各地不断建立

和发展、开放教育国际组织影响力不断增大、开放

教育资源和慕课的建设与应用方兴未艾（Blessinger
& Bliss, 2016, pp.1-26; Stracke, et al., 2019）。

（一）开放大学

开放大学是开放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的重

要表现形式（Bonk, et al., 2015, pp.xxx）。开放大学

通常采用远程、在线、灵活的教学模式，对学习者

的入学没有或者较少设置门槛，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开放教育对于“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理想追求。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9年底世界范

围内开放大学的数量已经超过 100所 （见表 1），广

泛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各大

洲。这些开放大学，有的是直接采用“开放大学”

或类似词语命名，有的虽然校名中没有“开放”二

字 （如南非大学、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和中国的

广播电视大学等），但由于其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同

样符合入学门槛较低、主要采用远程或在线的灵活

教学方式、致力于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等“开放大

学”的特征，因此也被视为是广义上的开放大学

（李薇, 2019, pp.5-35）。据Contact North （2018）
统计，保守估计，目前全球开放大学的学生人数超

过2,000万，在中国、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

家开放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百万以上规模，有力地

助推了这些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在可预见

的未来，开放大学在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高等教育

需求方面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DeVries, 2019）。

图7 英文学术文献中“开放教育”研究主题的演进脉络

（资料来源：Jordan, Katy, Weller, & Mart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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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世界各国（地区）开放大学统计表（举例）

亚洲

欧洲

美洲

非洲

大洋洲

其他
（跨洲）

巴基斯坦阿拉玛·伊克巴尔开放大学、巴基斯坦虚拟大
学、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开放大学、菲律宾开放大学、韩
国国立开放大学、韩国网络大学、马来西亚开放大学、
马来西亚宏源开放大学、孟加拉国开放大学、缅甸仰光
远程教育大学、尼泊尔开放大学、日本放送大学、斯里
兰卡开放大学、泰国苏可泰·探玛提叻开放大学、土耳
其阿纳多鲁大学*、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伊朗亚米奴
尔大学、伊朗穆斯塔法开放大学、越南河内开放大学、
以色列开放大学、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印度尼西亚开放大学、中国国家开放大学***、中国台湾
空中大学、中国香港公开大学

德国巴伐利亚虚拟大学、德国哈根大学、荷兰开放大
学、希腊开放大学、葡萄牙开放大学、瑞士远程教育大
学、瑞士远程应用科学大学、塞浦路斯开放大学、西班
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西
班牙利奥哈国际大学、意大利国际通讯大学、英国开放
大学

阿根廷泛美开放大学、巴西开放大学、多米尼加成人开放
大学、哥斯达黎加远程教育大学、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
学、美国凤凰城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全球校区、美国西
部州长大学、委内瑞拉国立开放大学、西印度群岛大学

博茨瓦纳开放大学、非洲虚拟大学、冈比亚伊斯兰在线
大学、加纳劳埃开放大学学院、津巴布韦开放大学、利
比亚开放大学、毛里求斯开放大学、纳米比亚开放学习
学院、南非大学、南非远程教育学院、尼日利亚国立开
放大学、苏丹开放大学、坦桑尼亚开放大学、赞比亚开
放大学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开放学院、
南太平洋大学、新西兰开放理工学院

阿拉伯开放大学、开放教育资源大学、英联邦小国虚拟
大学

*土耳其阿纳多鲁大学、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等属于“双
重模式”（dual mode），即同时承担传统大学和开放大学的双
重职能。

**印度除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外，还有十余所邦立开放
大学，限于篇幅未一一列出。

***中国的国家开放大学有四十余个省级分部，限于篇幅，这
些分部所依托的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开放大学未一一列出。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是由澳大利亚多所普通高校共同组建的
一个股份制的开放教育机构。

（二）开放教育国际组织

目前，国际上致力于推动开放教育发展的国际组

织有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
cil for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ICDE）、全球

开放教育联盟 （Open Education Global，OEG）、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COL）、亚洲开放大学协会 （Asian Association of
Open University，AAOU）等。

1. 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理事会

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理事会是致力于促进开放、

远程、灵活和在线教育的全球性会员组织，也是世界

范围内开放与远程教育领域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国

际性组织。其前身是 1938年成立于加拿大的国际函

授教育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rrespon⁃
dence Education），1982年更名为国际远程教育理

事 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Distance Educa⁃
tion），1999年改为现名。截至 2019年 12月，国际

开放与远程教育理事会共有190余个机构会员，遍布

世界各个大洲的 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开放大

学、在线教育企业等远程教育机构以及相关的学术

组织 （ICDE, 2019）。自 2009年以来，国际开放与

远程教育理事会形成了每两年召开一次世界大会

（world conference） 的传统。此外，国际开放与远

程教育理事会还定期举办“终身学习峰会（Lifelong
Learning Summit） ”“开放教育领导者峰会 （Open
Education Leadership Summit） ”等会议，发布有

关开放教育的专题研究报告，并办有兼做会刊的学术

期刊《开放实践》（Open Praxis）。国际开放与远程教

育理事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伙伴

关系，共同致力于开发和使用有助于推动全民学习和

终身学习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倡导通过技术变革促进

全球优质教育，通过在线、开放和灵活学习扩大教育

机会、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

2. 全球开放教育联盟

全球开放教育联盟的前身是成立于2008年的“开

放课件联盟 （Open Courseware Consortium） ”，

2014年更名为“开放教育联盟 （Open Education
Consortium）”，2019年更名为现名。全球开放教育

联盟是一个非营利、全球性的开放教育机构会员制组

织，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领导开放教育的发

展，促进发现、使用、创建和共享开放教育资源的能

力，推动开放教育政策，创建可持续的开放教育模

式，促进国际合作和创新。全球开放教育联盟每年主

办“开放教育周 （Open Education Week） ”“开放

教育全球会议 （Open Education Global Confer⁃
ence）”，颁发“开放教育卓越奖（Open Education
Awards for Excellence） ”，目的是通过这些活动为

世界各地的学习者提供高质量的和全纳的教育。全球

开放教育联盟以“在世界各地促进、支持和推进教育

的开放”为使命，主张教育应该成为一种基本、共享

和协作的社会福利，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应该获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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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渴望的高质量教育和培训。（OEG, 2020）
3.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的成立始于 1987年的英联邦

政府首脑会议 （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
ment Meeting），1988年正式开始运转，总部位于加

拿大温哥华，是致力于开放和远程教育的英联邦国家

政府间组织。通过与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国际组

织合作，促进英联邦国家学习机会的增加和教育质量

的提升。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紧密合作，英联

邦学习共同体的影响力其实并不局限于英联邦国家，

而是遍及全球。自1999年以来，英联邦学习共同体每

2~3年举办一次泛英联邦开放学习论坛（Pan-Com⁃
monwealth Forum on Open Learning，PCF），组织

开放和远程学习领域的专家学者研讨共同关心的问

题，交流思想，分享开放教育实践的经验，探索开放

与远程学习在扩大教育机会、缩小数字鸿沟和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COL, 2019）。2016年，英

联邦学习共同体发布《吉隆坡宣言》，呼吁各国政

府、教育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通过各种形式的

教育促进开放学习和终身学习；充分利用开放与远程

学习以及混合和灵活的学习方式提供教师教育和在职

教师培训，增加合格教师的供给；关注开放与远程学

习的质量，注重学习者的学习成效；制定战略和政策

推动开放教育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

时降低教育成本；重视通过远程与开放学习提升妇

女、女童、残疾人等群体的教育，促进全纳教育

（COL, 2016）。
4. 亚洲开放大学协会

亚洲开放大学协会成立于 1987年，是由亚洲主

要从事开放与远程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所组成的一个

非营利性组织。该协会致力于为亚洲所有人提供更多

的教育机会，提高成员机构在教学、研究和教育管理

等方面的质量。亚洲开放大学协会通过远程教学系统

及专业和伦理标准开发远程开放教育的潜力促进亚洲

教育的发展，重视与各种对远程教育直接或间接感兴

趣的官方和非官方机构的合作，以及与其他类似的区

域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截至2019年12月，亚洲开放

大学协会共有正式会员 47个、非正式会员 16个。

1989年以来，亚洲开放大学协会每年举办一次年会，

由会员机构轮流主办。（AAOU, 2019）
此外，欧洲远程和在线学习网络组织（Europe⁃

an Distance and E-Learning Network）、非洲远程

教育委员会 （Africa Council for Distance Educa⁃
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经合组织等国际

组织也设有专门的机构或议题，对开放教育开展研究

和推动实践。上述这些国际组织所开展的有关开放

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对全球开放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

（三）开放教育资源和慕课

1. 开放教育资源

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将“开放教育

资源”作为一个术语提出（UNESCO, 2002）。此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英联邦学习共同体等

机构及众多学者发表了大量以开放教育资源为主题的

报告和学术论文，积极倡导并助推开放教育资源在世

界范围内的发展，主张开放教育资源是满足全球对教

育和培训巨大需求的重要途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

弥合教育鸿沟、促进社会正义，在扩大所有人特别是

非传统学生群体的学习机会、降低学习成本的同时还

有助于改变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提升教育机构的

学 习 支 持 服 务 质 量 （UNESCO & COL, 2011;
OECD, 2007; COL, 2017; 李艳 , 等 , 2015; 里克特 ,
等, 2016)。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首届世

界开放教育资源大会，并发布《开放教育资源巴黎宣

言》，建议各国尽其所能地从各个方面推动开放教育

资源的发展。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第二

届世界开放教育资源大会，发布《卢布尔雅那开放教

育资源行动计划》，提出41项建议措施，旨在推动开

放教育资源进入主流教育，帮助所有会员国建设知识

社会，助推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4，即

“确保全纳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

会”（UNESCO, 2017） 的实现。很多国家出台了支

持开放教育资源发展的政策，例如欧盟的开放教育行

动计划、中国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美国的

“平价大学教科书法案”和“#GoOpen计划”等。

开放教育资源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

为数众多的开放教育资源项目，创建和发布了海量的

免费教育资源，有力推动了全球教育资源的开放共

享，对教育体制及其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 （李莹 ,
2019, pp.282-285）。

2. 慕课

尽管学术界对于慕课及其与开放教育的关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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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争论甚至可以说毁誉参半（Bonk, et al., 2015, pp.
xxix-xxxv; Rees, 2017），慕课促进教育开放的功能可

能有所夸大，或者说并未完全达到人们的期望（Wiley,
2015, pp.3~7），一些慕课平台似乎已经背离了“开

放”的初衷，甚至彻底沦为商业机构牟利的工具，但

总体而言，慕课对于全球开放教育的发展确实发挥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穆尔德 （Mulder, 2015, pp.
xxvi）所言，如果学习者、教师、教育机构和相关团

体等各方能够共同努力，推动慕课继续朝着“开放”

的方向发展，那么通过慕课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教育

向所有人开放”还是很值得期待的。2016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和英联邦学习共同体发布题为《慕课的

意义：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指南》的报告，提出慕

课“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4的重

要工具”，倡导发展中国家将慕课定位于“一种通过

网络平台免费提供的开放教育形式”，坚守慕课“向

更多人开放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初衷。以我国为例，

在政策的支持下以“学堂在线”为代表的慕课平台发

展势头强劲。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至 2019年 8月
底我国慕课上线数量已达到1.5万门，在校生和社会

学习者学习人数达2.7亿人次，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

人数达8,000万人次（教育部, 2019）。
事实上，在慕课兴起之前，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已经存在多年，如一些开放大学（包括中国的广播电

视大学），从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就通过广播向公

众提供开放的课程（Dousay & Janak, 2018），20世
纪 90年代就开始借助互联网向学习者提供免费的或

收费低廉的课程 （Stracke, et al., 2019），但这些课

程长期以来并未像慕课一样引起主流媒体和教育研究

界的如此关注。慕课之所以能声名鹊起，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世界各国顶尖大学的积极参与。从这个意义上

讲，慕课无疑对开放教育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走出“象牙塔”服务全

民的开放教育理想的实现。

四、开放教育的核心思想及理论基础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开放教育”理念的产生

和发展在中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并经历了不

断的演化。尽管不同语境下不同学者对“开放教育”

的论述有所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即人

类社会的教育在制度、对象、内容、资源、方式、方

法、时间、空间等各方面都应该是“开放”的，只要

学习者有学习需求和学习能力，就应该提供学习机

会，不能因为学习者的年龄、性别、地理位置、经济

条件、职业身份等学习能力以外的因素人为地设置入

学门槛和学习障碍，或漠视和忽视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和面临的学习障碍。一言以蔽之，开放教育就是致力

于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教育理

念与教育实践。

中西方有关“开放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着相同

的逻辑起点，尽管在当前的研究和实践中存在一定的

差异，但殊途同归，都是围绕着上述这样一个核心思

想，其发展都植根于人类社会对教育公平、终身学

习、个性化学习、泛在学习、教育技术革新的孜孜追

求。教育公平、终身学习、个性化学习和泛在学习理

论为开放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性，而现代信息技术

支撑下的远程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为开放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可能性。

（一）教育公平

促进教育公平是开放教育的初心和使命。“公

平”（equity） 包含两个维度，即“公正”（justice）
和“平等”（equality）。教育公平是“公正”和“平

等”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它既是社会公平的重

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为了促进教

育公平，“开放教育”的倡导者主张教育各个维度的

开放，既包括教育对象、资源、思想、方式、方法的

开放，也包括教育制度的开放以及学术研究成果发

表、出版和获取的开放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

实现教育公平，继而通过教育公平推动社会公平。联

合国在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就已将教育列

为一项基本人权。进入 21世纪，世界各国普遍已将

教育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教育面向人人开放被

视为实现人类社会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保持国家和国

际稳定的重要手段 （Johnstone, 2005; Bonk, et al.,
2015, pp.xxx）。开放教育被视为高等教育民主化运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促进教育公平和扩大学习机会

的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变革是开放教育研究的重要旨趣

之一（Patrick, et al.,2016, pp.11~29）。
（二）终身学习

推动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是开放教育的责

任和担当。自 1965 年保罗·朗格朗 （Parl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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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提出“终身教育”概念以来，无论是各国政

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已普遍接受“学习贯穿人的一生”

“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2015年9月，联合国大

会提出17项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其中

第 4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是“确保包容和公

平的优质教育，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机会”。要想

满足所有人的终身学习需求，仅仅依靠传统的学校教

育是远远不够的，教育在制度、机构、资源、方式等

各个维度都必须更加“开放”，只有充分“开放”才

能满足全民终身学习的需求。

（三）个性化学习和泛在学习

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和泛在学习需求是

开放教育的重要特征。古代的教育先贤，无论是孔子

还是苏格拉底，都非常重视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和随

时随地的泛在学习，注重针对学习者的个人特点因材

施教，师徒之间的问答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近代以来，学校成为主流教育场所，而学校教育

普遍采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班级授课制，为了与

工业化社会对劳动者的要求相匹配，学校教育在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等方面都日益标准化和模

式化，学习者沦为批量生产的产品，个体差异和个性

化学习需求被严重忽视。20世纪，西方一些教育家，

如杜威、帕克、伊凡·伊里奇等相继认识到学校教育

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并在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进步

主义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开展了大量致力于推动以学习

者为中心、提倡个性化学习的教育改革，有效地促进

了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方法的开放。进入 21世纪，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无论基础教育领域还是高等

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个性化学习和泛在学习的需求

已经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中西方教育的方式和方

法都正朝多元和开放的方向发展。

（四）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的远程教学理论和学

习理论

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是开放教育的实现途

径。开放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

学、时时可学”，不断更新发展的信息技术是实现这

一理想的物质基础，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的远程教学

理论和学习理论为“开放教育”不断从理想走向现实

提供了工具和方法。在古代社会，由于教育技术匮

乏，学习的发生最初只能依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

随着书籍的诞生，人类的知识存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

好的载体和手段；近代以来，教育技术不断推陈出

新，从黑板+粉笔，逐渐跨越到广泛采用投影、计算

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和工具开展教学。5G时

代，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前沿科技即将大规模应用于教育领域，教育与信

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将使“在线学习”“个性化学习”

“泛在学习”成为常态，学习者的学习在时间、地

点、内容、节奏、方式、方法等各方面都将更加灵活

多样，教育在各个维度的“开放”程度都在不断提

升，在此过程中，适用于开放教育学习者的建构主

义、联通主义、独立学习、交互理论、探究社区等教

学理论和学习理论不断涌现，对开放教育的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总结与建议

（一）总结

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在理论层面上随着慕

课、开放教育资源、在线教育的兴起，有关“开放教

育”的研究文献在中西方学术界都有了十余年的显著

增长，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总结回顾的研究热点。

所不同的是，西方学术界在谈及开放教育时所涵盖的

主题比较复杂，开放教育资源、慕课、开放获取出版

等主题都被涵盖其中，所主张的“开放”维度也较为

宽泛，不仅包括教育对象、资源、思想方法、时间地

点的开放，还包括教育制度、政策和教学设计的开

放，以及学术发表和学术出版的开放等。在我国，

“开放教育”通常被用作专有名词，指代开放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 开展的高等学历教育。本研究认

为，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举办的高等学历教育

当然是“开放教育”在我国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

且是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但这种用“开放教育”指

代开放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 学历教育的用法，实

际上也造成了一种将“开放教育”进行极度狭义定

义的误区，对正确理解“开放教育”这一概念的丰

富内涵、推动开放大学事业发展反而有一定的不利

影响。

在实践层面上，开放教育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

蓬勃发展，中西方教育在组织机构、办学模式、教学

手段等方面都日益多样化，学习者的群体在不断扩

大，学习者面临的障碍不断得到消除，不仅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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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建立和发展，日益成为促进全

民终身学习的重要力量，而且那些传统上被喻为“象

牙塔”的精英大学，也纷纷通过慕课等方式在一定程

度上向社会开放共享其优质教育资源；学术成果的开

放出版与开放获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所倡

导和践行，“教育在各个维度上将更加开放”已经成

为一种全球趋势。

（二）建议

为顺应国际开放教育的发展趋势，助推“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理想的实现，本研究对我

国教育主管部门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1. 加强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促进教育在各个

维度更加开放

促进教育在各个维度更加开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永恒主题，也是我国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和建设学习型

社会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进教育公平，

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办好

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

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

度体系，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要落实

这些目标，就必须加强对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促进教

育在各个维度更加开放，充分满足全民终身学习的需求。

建议相关政策应牢牢把握住慕课平台和开放教育资源建

设的发展方向，使之成为促进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的有力工具，纠正或避免其过度商业化的可能倾向；

加大对开放大学建设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支持力

度，助推国家开放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使之能够

更全面、更深入地开展开放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深度

参与开放教育领域的全球教育治理，为国际开放教育

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杨孝堂, 2020）。
2. 完善政策法规，加强对开放教育事业的规划

和管理

对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开放教育的“开放

性”也带来了管理上的“复杂性”。当前从事开放教

育事业的机构多种多样，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和

继续教育学院、非营利性组织及营利性在线教育企

业，通过开展函授和网络教育、开发慕课、建设开放

教育资源、提供营利性在线课程等不同方式促进教育

的开放。与此同时，由于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一些办

学主体，如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在举办网络高等学

历教育的过程中存在“招生管理粗放，教学管理制

度不健全，出口把关不严，对学习中心监管乏力”

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教育部, 2019），对开放教育的

社会声誉造成了不利影响。尽管教育部对此已经出

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但这些政策文件通常是以“通

知”“意见”等形式发布的，法律约束力相对较

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重视，进一步加强

对开放教育事业的规划管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

规，通过强有力的外部质量监管机制促使各类开放

教育办学主体建立有效的内部质量监管和自我约束

机制。

3. 推动开放大学体系整体转型升级，使之成为

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柱

从1979年至20世纪末，办学体系遍布全国的广

播电视大学为大批因“文革”或高考落榜等原因错过

高等教育机会的学习者提供了宝贵的高等教育学习机

会。自 1999年以来，伴随着普通高校扩招，广播电

视大学系统也通过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

育试点”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以

及我国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

进入新时代，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受教育水

平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大学的未来使命将着眼于助力

高等教育普及化，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和终

身学习机会的需求。

随着国家对开放教育办学主体的分类管理和规范

管理，开放大学将成为我国开放教育发展和终身学习

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柱。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建议教

育主管部门尽快推动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的

整体转型升级。开放大学提供的开放教育不仅要强调

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机会，而且要强调提供高质量的学

习机会，不仅要强调使学习者“学有所教”，而且要

强调使学习者“学有所成”。只有这样，开放大学才

能在我国开放教育的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在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新征程中做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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