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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也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努力打造一支宏大

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实现农

村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

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这不但为我国各类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正确

的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而且更是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行动指南。我

历来主张，搞科研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躁，在培养人才上也是如此。我们要

多渠道地慢慢培养人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施农村高等职业教育，正

是大规模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的创新实践。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农村远程高等职

业教育的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项目作为农村人才培养新模式，倡导了教

学与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具有教学、科研和技术推广一体化的鲜

明特色，列入了国家教育部的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试点项目，也列入了国

家科学技术部的 “星火计划”，从教育和科技的双重角度诠释了现代远程教育

在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人才培养理念，并且以十年探索的突出业绩彰显

了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和显著作用。

《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理论与实践》一书，立足广西农村发展和农

村人才培养的实际，着力于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运

用，重点把握农村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归纳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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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关系和内涵，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才培养目标统一化

与农村人才需求多样化、教学内容划一性与农村社会需求多变性矛盾的原则

和方法，依据 “因材施教、务实致用”的教育规律建立适合 “三农”实际需

求的适切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评价理论，探索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满足农民群众教育需求的新型教育评价模式，不失为新常态下培养新型

职业农民的成功实践和创新突破。作者具有长期从事远程教育研究的学术背

景，又亲自经历农村高级实用人才培养的探索实践，对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

育，既有丰富的实践，更有理性的感悟，专著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该书

的出版发行必将对 “三农”工作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工作产生强大的推动力

和深远的影响力，为我们拓展视野、启迪思考和创新实践提供经验与借鉴。

中国工程院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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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理论

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是利用各种现代远程教育信息技术将高等职业教育

课程资源和学习理念送往农村地区，为农村培养实用型人才服务的一种新型教

育形式。它是新形势下农村发展与变革所需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是改革农村

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提高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是保证其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编介绍了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的兴

起和发展，从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质量保证、质量评价等方面探讨、研究了

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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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随着现代远程教育的蓬勃发展，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在广大农村地区越来越广泛

地为农村居民所接受，并逐渐成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农民文化科技素养提升的重要途

径和方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服务 “三农”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本章从

远程教育的内涵和发展入手，介绍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第一节　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及理论

农村远程高等职业教育是指利用各种现代远程教育信息技术手段将高等职业教育的

课程资源和学习理念送往农村地区，以农村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一种开放的教育形式。

它是在远程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远程高等教育的下位概念；其除了具备远

程高等教育特征，还具备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是综合了这两者优势、特点的农村成人

教育方式，又因其教育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而使其培养目标的定位、教育模式的选择、教

育质量的评价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

一、远程教育的定义及特点

（一）远程教育术语的由来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这一术语的正式出现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澳大利亚新英格

兰大学在其成立的特许状中的条款及在前民主德国政府管辖下的部分高校开展的教育项

目中。根据现在可以考查到的外国文献记载，最早对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这一术语所

代表的概念进行描述的是德国图宾根远距离教育研究所的多赫曼，之后彼得斯 （１９７３

年）、穆尔 （１９７３年）、霍姆伯格 （１９７７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１９７９年）、德斯蒙德

·基更 （１９８０年）和魏德迈 （１９８１年）等学者和机构对这一术语相继进行研究，使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命名与定义在国际上逐渐取得了基本的共识。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应用，以及各国远程教育理论研究的开展和实践的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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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众多学者对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提出了一些补充和完善，这一概念术语逐渐被广

泛地承认为这一类新的教与学形态的总称谓。１９７９年，“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条目出现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 《成人教育词汇》里。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ＣＣＥ，国际函授教育协会）正

式更名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ＣＤＥ，国际远程教育协

会），这标志着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成为这一领域内正式的和法定的术语称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远程教育）”这一术语在我国的使用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在我国，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现象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以语言为媒介的口耳相传的远古

社会，可谓源远流长；但作为术语或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并且经历了从多个类似术

语混用到逐步认同、接纳的规范称谓，从中文译名 “远距离教育”到 “远程教育”的演

变过程。以应用印刷教材和通信为传播手段的函授教育自从传入我国以来，其专用术语

“函授教育”、“视听教育”的称谓还算相对固定，但随着视听教育、教育技术的发展，我

国教育界就出现了较多的电化教育概念术语，如 “电化教育”、“广播电视教育”、“远程

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和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等概念，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 “开放

教育”、“网络教育”、“教育技术”、“虚拟教育”、“多媒体教育”等称谓。这些相互关联

又彼此交叉、彼此重叠的概念或术语，虽然为描述远程教育的复杂现象带来了便利，但

是在一定程度上给理解和使用它们造成了混乱和困惑。国内远程教育专家丁兴富教授在

其编著的 《远程教育学》中，具体介绍了从远距离教育到远程教育，再到现代远程教育、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演变过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随着英国开放大学的影响和我国广播电视大学体系的建立，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术语在我国开始使用和传播。当时我国大陆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翻译成 “远距离教育”，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则将其分别翻译成 “遥距教

育”和 “隔空教育”。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国务院在批转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于１９７８

年１２月２９日上报的 《关于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 “广播电视大学

的特点是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进行远距离教学”，首次使用了 “远距离教学”这一术

语。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远距离教育”、“远距离高等教育”、“远距离教学”和 “远

距离学习”等称谓被普遍采用在各种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报告和文件材料中。１９８８

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 《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指出：“广播电视大学是采用广

播、电视、印刷和视听教材等媒体进行远距离教学的开放性高等学校，是在教学上实行

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远距离教育系统。”这对广播电视大学的性质和任务作

了明确的界定，标志着我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政策法规文件中对 “远距离教育”术语

的认定。同时，始于１９８６年编撰，由顾明远主编，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

出版的 《教育大辞典》，在其分卷 《教育大辞典·教育技术学卷》（１９９０年）和 《教育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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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成人教育卷》（１９９１年）中收录了大量关于 “远距离教育”的词条，这是我国学

术理论界首次对 “远距离教育”的相关概念术语进行统一规范和标准化。同期或稍后，

我国关于 “远距离教育”的第一本译著 《远距离高等教育》、第一本专著教材 《远距离高

等教育学导论》及第一本编著 《世界远距离高等教育概观》相继出版发行，之后相关的

论著和文献成指数型增长。可以看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前中期，在我国中

文译名为 “远距离教育”的术语作为概括广播电视教育、函授教育和自学考试等教育形

态的总称谓被确立并被普遍采用。

中文译名为 “远程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术语称谓的启用并产生广泛影响始于

１９９６年清华大学拟订的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项目建议书》。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期间，在清

华大学与政府部门的来往文函中，大多使用 “远程教育”替代了 “远距离教育”。这一模

式也被其他普通高校使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的 《关于高等学校开

展远程教育有关问题的通知》中，也用 “远程教育”或 “现代远程教育”称谓取代了

“远距离教育”。在１９９８年的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等政府官员的批示、讲话、

发表的文章中，多用 “现代远程教育”称谓取代 “远距离教育”，在社会上和大众媒介中

也开始启用和广为流行 “远程教育”的术语称谓了。１９９８年５月， 《中国教育报》创办

“制高点”专栏时，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发表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教育教学改

革》的文章中用 “现代远程教育”称谓取代了 “远距离教育”。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０日，李岚

清副总理对陈至立部长签发的教育部给国务院的 《关于报请批转 〈关于发展我国现代远

程教育的意见〉的请示》作了批示：“远程教育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高素质教育的

一种教育方式，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应作为一项重大工程来研究实施。请你们组织一

些同志进行周密地研究，提出方案。”批示中用 “现代远程教育”称谓取代了 “远距离教

育”。１９９８年９月，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直播课堂第一讲就讲了 “现

代远程教育”。特别是在１９９９年７月，我国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在深化

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主题下，再一次重申了加快建设远程教育网络、构建终

身教育体系的战略决策。１９９９年，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将远程教育列为主题的国际会议，

一次是清华大学在４月召开的 “远程教育、远程学习和２１世纪教育发展国际会议”；另

一次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１０月主办的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１３届年会，会议主题是

“面向２１世纪信息和学习社会的开放与远程教育的系统和模式”。至此，从政府政策法规

文件、学术理论界到社会大众媒介，用 “远程教育”取代 “远距离教育”已成为事实。

（二）远程教育的定义

远程教育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校园教育的新型教育模式，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

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远程教育的定义也随着其发展而变化，在学者的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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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不断的补充、完善和充实。研究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

人们对远程教育的理解、定义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学者对远程教育

的定义也有所不同。以下是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给 “远程教育”下的比较权威的定义。

１．Ｇ．多曼的定义

原联邦德国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Ｇ．多曼认为，远距离教育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的

自学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学生的咨询、学习材料的准备以及学生成绩的保证和监督都

是由一个教师小组进行的。这个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远距离教育通

过媒体手段有可能消除距离障碍，媒体的手段可以覆盖很长的距离，这是一种通过教师

和学生之间直接接触发生的教育类型，与 “远距离教育”相反的是 “直接教育”或 “面

授教育”。

２．奥托·彼得斯的定义

德国哈根远程教学大学终身教授奥托·彼得斯认为，远距离教学或远距离教育是一

种传授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方法，通过劳动分工与组织原则的应用以及技术媒体的广泛

应用而合理化，特别是通过复制高质量教学材料使同一时间在学生们生活的地方教授大

量学生成为可能。这是一种教与学的工业化形式。

３．Ｍ．穆尔的定义

Ｍ．穆尔认为，“远距离教学”可以定义成教学方法大全。在这个教学方法中，教学

行为与学习行为是分开实施的，也包括有学生在场进行接触的情况，结果学生和教师之

间的交流必须通过印刷的、电子的、机械的和其他手段来促进。

４．Ｂ．霍姆伯格的定义

Ｂ．霍姆伯格１９７７年提出，术语 “远程教育”包括所有层次的各种学习形式。在这

些形式中，学生与教师并不在同一教室或不住在同一楼内，因而学生并不处于教师连续

的直接监督、管理之下，但是他们仍然从教学组织的计划、指导和教诲中受益。

霍姆伯格定义的基本的两大要素：

教师与学生分离

教学组织的计划

５．德斯蒙德·基更的定义

国际远程教育专家德斯蒙德·基更于１９９０年概括出远程教育具有以下五项特征：①

在整个学习期间，教师和学习者处于准永久性分离状态；②教育组织通过规划培养方案

和提供学习支持与服务来影响教学活动；③技术媒体 （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计算机媒

体）的使用把教师和学习者联系起来，并成为课程内容的载体；④提供双向通信，使学

习者可以主动对话并从对话中受益；⑤在整个学习期间，准许永久性地不设学习集体，

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但可根据教与学两个方面的需求，召开必要的教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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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的定义

远程教育是指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教育组织之间主要采取多种媒体方法进行系统教

学与通信联系的教育形式。

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

１９７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 “远程教育”较窄的定义：远程教育是指教育通

过邮政服务、广播、电视、电话和报纸进行，学生和教师之间没有面对面的接触；教学

是通过给个人或学习集体特殊准备的材料进行的；学生写下或录下练习，寄给教师，教

师进行批改，加上评语或忠告再寄还给学生。远程教育就是这样来监控学生的进步的。

８．国内专家的定义

我国远程教育专家丁兴富教授认为，学校远程教育是教师和学生在时空上相对分离，

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助学为辅，教与学的行为通过各种教育技术和媒体资源实现联系、

交互和整合的各类学校或社会教育机构所组织的教育的总称。

在谢新观教授主编的 《远距离开放教育词典》（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

版）中给 “远程教育”下的定义：远程教育是利用多种媒体传递教学信息以代替教师课

堂面授的各类教育的总称。随着教学媒体的更新，远程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函授

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多媒体技术为主要教学手段的远距离教育。远程教育具有以下主

要特征：

教师与学生在时空上处于分离状态；

利用多媒体传递教学信息，面授教学比重较小并不起主导作用；

有统一的机构负责教学计划的制订和多媒体教学材料的设计、制作和发送，并监

督、组织教学全过程；

学生以分散自主学习为主、教师助学为辅；

师生之间存在教学信息双向流通机制。

（三）远程教育的特征

从以上不同时期各学派的中外学者给 “远程教育”的界定可以看出，都是针对性很

强的描述性定义，尽管对远程教育的认识不尽相同，对概念赋予的内涵和外延各异，但

人们对远程教育的理论探索经历了一个由浅显到深入，由现象到本质的发展变化过程。

目前普遍都认为，远程教育是指教育机构借助媒体技术和各种教育资源而实施的超越传

统校园时空限制的一类教育活动的总称谓。它相对于传统的面授教育，具有以下显著特

征：

在整个学习期间，师生可准许永久性地分离；

由传统的以 “教”为主转变为以 “学”为主，实现了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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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种媒体手段承载课程内容，有效地发挥各种教育资源的优势，在学生和教

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之间运用多种媒体与多种交互手段进行灵活、高效的沟通；

打破了时间、地域的限制，教育真正不受时空限制，使受教育对象扩展到全社会。

远程教育的特征与技术的发展创新是紧密相关的。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

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它是由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发展而来的。专家普

遍认为，远程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为函授教育，第二阶段为广播电视

教育，第三阶段为利用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远距离教育。在数字信号环境下进行

的教育教学活动，被称为 “现代远程教育”。

很明显，远程教育过程与传统的校园面授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就是远程教育为了

确保教学任务的完成，一方面，教学机构要把教学信息准确地传递给学生；另一方面，

要使接收到教学信息的学生真正进行学习，并取得预设的学习效果，达到预期的教学目

标。因此，远程教育的教学行为和学习行为之间必须是一种全新的、重新建构的联系。

二、远程教育的起源

关于远程教育起源的探索工作，经过几代远程教育专家的缜密研究，已经有了一批

成果，归纳起来，普遍被接受的，且能够较完整、全面、系统地阐释远程教育起源的观

点有以下几种：

（一）人类社会形成之时远程教育起源说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最早的远程教育形式应当产生于人类社会形成之时。以语言、

文字、符号为传播载体的人类最早的教育形式，可以从神话传说、原始岩画、陶瓷艺术、

楔形文字、泥板书、纸莎草、羊皮书、石鼓文、甲骨文、钟鼎文等形式的远程教育媒体

中，捕捉到其发展流变的痕迹。

（二）人类社会形成之初远程教育现象起源说

这个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形成之初的教育是一种远程教育现象。当原始先民的交流

工具尚停留在口耳相传、结绳记事、图画记事和早期的象形文字时，应当说，它实际上

已经成为一种教育语言的文化符号，超越了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脱离了人脑的直接记忆

和传输，能在更大的时间跨度去认识、阅读和记忆保留了。

（三）远程教育基督教传教士起源说

持这种观点的丹尼尔认为，远程教育起源于古代，在古代基督教会使用的教学方法

中已有现代远距离教育中的某些观念： “圣·保罗遇到了向分散在各地的教徒教学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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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开发了与远距离教育中辅导教师和学习小组的情况非常类似的教育。”

（四）远程教育工业化起源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远程教育起源于１９世纪。他们认为，远程教育是工业化的产

物，具有工业化的特征，工业化的理论是远程教育组织管理的模型。没有产业革命，没

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不会有远程教育。

三、远程高等教育在我国的发展

远程高等教育几乎与远程教育同期出现，也就是说，早期的远程教育主要产生在高

等教育领域。１８４０年，英国伦敦大学创立的校外学位制度开创了世界远程高等教育之先

河，在随后的一百多年，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苏联、德国以及中国等国家

相继发展远程高等教育，远程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地蓬勃开展起来。业内专家普遍认为，

中国的远程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三代，即第一代的函授高等教育、第二代的广播电视高

等教育和第三代的现代远程高等教育。需要说明的是，新一代的远程高等教育的形成和

发展，并不意味着对前几代的否定和完全取代，它只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进

步站到了主导的位置，而不是说到了广播电视高等教育时代，就把函授高等教育看成过

时的教育方式，全部予以取代和将其停办。同样，到了现代远程高等教育时代也不能把

之前的函授高等教育、广播电视高等教育全盘否定。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的媒体技

术手段与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等新的媒体手段的结合，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

合合理利用，是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一）中国函授高等教育

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代社会时期，外国列强

开始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入侵中国，西方文化也逐渐向中国渗透，远程教育的理念

在此时被带入中国。１９１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创设的函授学社，是我国最早的函授学

校，标志着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远程教育函授模式在我国产生，开创了中国远程

教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较大规模的函授教育开始在普通高等教育中正式举办。

１９５２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函授部并开始招生、授课，拉开了普通高等学校举办正

规函授教育的序幕。１９５６年，厦门大学创办了海外函授部，专门为海外侨胞学习提供服

务。至１９６５年，全国举办函授教育的普通高校已有１２３所，开设专业１３８个，在册函授

生达１８．９万人，占当时普通高校在校学生的２８％。函授高等教育在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

办。直到１９８０年９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 《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

的意见》，中国函授高等教育才再次迎来了春天，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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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

伴随着近代函授教育的实践和教育技术的产生，各类大众传播媒介逐渐在非正规的

社会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很快渗透到各级、各类学校的正规教育中，掀起电化教育的热

潮，进而在函授教育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利用广播电视 （卫星和微波）、录音录像、电话

电传和计算机等现代大众、个人和电信传播媒体开展的中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

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幻灯、电影等技术就开始被应用在教学中，此后随着广播、

电唱、录音等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推广，这些技术也逐渐被引入到教学中来。１９３６年，旧

中国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播音教育委员会。１９５５年，北京、天津等地分别创办了播音教育

委员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有了电视并很快被用于教育。但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

正规的高等学校教育，则产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１９５８年７月，天津市红专广播函授大

学成立 （１９５９年更名为天津市广播函授大学），先后招生３．５万人。哈尔滨、北京、上

海、沈阳、广州等城市随后也相继创办了面向本地招生的广播电视大学。这一时期的广

播电视大学，是政府为适应中国中心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的，主要解决这些

城市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大，而教师和教育设施等资源相对较少的突出矛盾，为在职人

员提供了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广播电视大学的实践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

利用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开展远程高等教育的先河。遗憾的是，十年动乱期间各地广

播电视高等教育相继停办。

中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真正得到发展壮大，发挥重要作用，是在 “文化大革命”结

束后的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大量人才，而国内的高等

教育资源极端匮乏，中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这种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大众传播媒介———广

播、电视等手段开展的远程教育模式，以其特有的优势为我国培养了大量急需人才。最

具代表性的就是在１９７８年２月６日，由邓小平同志批准创办成立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及

其遍布全国各省 （区、市）的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系统。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应该利用现

代化教育手段，建设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远程开放大学，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培养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广大求学者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提高广大

劳动者的素质，开出一条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中国教育新路。”１９７９

年，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大学第一批招收录取了通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４１．７万多名。

１９８２—１９９８年，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这个由１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４４所省级广播

电视大学、８１４所地市级广播电视大学分校、１　７４２所县级广播电视大学工作站和１７　０７６

个教学点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远程高等教育系统，仅培养高等专科毕业生一项就达２４９

万名，占同期全国各类高等专科毕业生总数的１２．９％，占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总数

的２７．４％。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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