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高等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开展继续教育进行了探索，创立了四层次研
究法和教育活动二分法，构建了校企合作制定继续教育培训课程的流程，创立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用
户时间为前提，以用户现场为教学基地”的继续教育教学模式，探索了“通过差异化创生特色化，通过特色
化营造品牌化”的继续教育市场开拓模式，尝试了“以继续教育学院为主导，各教学系部共同推进”的社会
服务能力建设模式，建立了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绩效评价体系。

本书在构建继续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创新校企合作的继续教育新模式等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可
供从事继续教育工作的相关人员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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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散去，世界经济的竞争却更加炽烈，而获胜的关键就在于人
才，特别是科学和技术人才（包括技能人才）。 尽管金融危机是从虚拟经济领域引发的，但是
经济的恢复首先要依靠技术人才和实体经济部门。 工业、农业等各类实体经济部门是国家
财富的最重要的创造者，是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聚集地带，而高职院校则是培养高等技术
应用型专门人才和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摇篮。 可见，高职院校面向社会对技术人才和技能
人才开展继续教育是应对危机、迅速恢复并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之一。 为使高职院校能
够更好地完成这个历史使命，首先必须回顾世界各国继续教育的实践经历，然后结合重庆航
天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二十余年的培训经验，对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的运行机制进
行深入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升为可以普遍适用的规律，展望继续教育的发展趋势。
高职院校开展的继续教育完全可以认为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研究高职院校

继续教育的运行机制，可以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分别从物理层、表现层、规则层和环境四个
方面进行普遍意义上的研究，剖析其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逐层提出富有针对性的解决
策略，最后结合我院二十余年继续教育的探索和实践，进一步总结并提升为理论。 这样就很
自然地形成了本书的撰写结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阐述问题提出的背景及研究的意义，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
经验，研究的目的、内容，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方法论。
第二章主要界定“继续教育”和“运行机制”两大重要概念。 首先从语义学和文献分析

的角度对继续教育的概念进行了剖析，最后廓定了继续教育概念的涵义；然后从系统论（包
括一般系统论和社会系统论等）的角度，结合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 ＩＳＯ）提出的计算机网络 ＯＳＩ参考模型（即 Ｏｐ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ｆ唱
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简称 ＯＳＩ／ＲＭ或者 ＯＳＩ参考模型），将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运行机制划分成物
理层、表现层、规则层和环境四个研究层面，其中前三者属于系统本身的描述层次。 对这些
概念的界定一方面规定了研究的边界，另一方面构建了研究的技术路线和理论基础。 为了
使研究更加严谨，特别对与“机制”相关联的“体制”和“模式”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 另外
对本书多处涉及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单位”也进行了比较科学的界定。
第三章分别从物理层、表现层、规则层和环境四个层面对高职院校继续教育运行机制的

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剖析，最后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归纳了继续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向。 根据
系统论的观点，四个层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要寻求其解决对策，必须秉持系统论的基本
思想，统筹四个层次的问题并密切关注继续教育运行机制的整体运行绩效。
第一个层次是物理层，主要研究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系统的物理结构，它是系统目的、行

为和功能得以表现的物质基础。 根据系统论关于系统结构的划分方法和高职院校开展继续
教育的业务分工情况，可以将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系统划分成教学子系统、管理子系统和用户
单位子系统三个子系统以及教师和学员两类要素。 这些子系统和要素在一定的规则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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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组合方式就是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各种运行模式。 为使各个子系统和要素发挥最大
的效力和潜能，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自认为最理想和最优化的运行模式。

第二个层次是表现层，主要研究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系统的目的、行为和功能。 其目的是
面向全社会的适当对象进行继续教育，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功能主要表现在经济效
益、教育收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可以统称为教育绩效；其行为可以按照继续教育的业务，
划分成教学和管理两大类行为，当然学员的学习也是一类重要的行为。 总的来说，目的是行
为的方向和指南，是指向预期功能的；功能是行为和目的的可能结果；行为是目的和结果的
执行过程。 继续教育在表现层的目的、行为和功能必须合乎社会规则，否则其业务行为会受
到限制，不仅会使其应有的功能难以有效地发挥出来，也很难实现其应有的目的。
第三个层次是规则层，主要从社会规则角度来研究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的影响因素。

在此，社会规则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的统称，前者包括社会观念、教育理论等思想意
识范畴，后者主要是国家、地方政府、高职院校和用户单位的政策、法律、制度和规章等，其中
也包括质量评估、证书管理等方面的制度。

第四个层次是运行环境，主要是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市场环境。
最后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简要地归纳了继续教育的发展趋势。
就现状来看，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系统在四个层面都存在问题，但是辩证地看，现有运行

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也正是创新的可能和机会。
第四章是高职院校继续教育运行机制的创新策略。 在此，必须注意社会系统和自然系

统的区别，即，社会系统中人是最活跃和最具有创造力的因素，人可以积极主动地对系统进
行改革或者革命，形成新的运行机制。 因此，运行机制创新策略的顺序和研究运行机制现状
的顺序正好相反，先规则层，再表现层，最后才是物理层和运行环境。

在规则层首先要解决观念的定位和继续教育理论创新的问题，其次是国家、各级地方政
府、高职院校和用户单位等在政策、法律和制度规章方面的完善和创新。 在观念方面，必须
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积极主动的竞争观，凸显大职业教育观；在政策、制度、规章方面，国家
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尽快完善继续教育的法制体系，高职院校和用户单位要建立分类齐全、层
次完备的各类管理制度、评估制度和保障制度等。

在表现层，高职院校要重新设定继续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拓展继续教育的功能，教学定
位要灵活、务实、高效，管理要定位明确，控制得当，注重成本的核算。
在物理层，高职院校要扩大继续教育的边界，以便扩大业务范围；师资定位要准确，以便

保证教学质量；校企结合的继续教育模式要夯实，以便保证生源，保证实效。 运行环境方面，
政府要积极规范市场竞争，高职院校要积极开拓市场，培育市场，以质量求信誉，打造继续教
育的品牌，以市场的差异化战略赢得特色优势，注重品牌建设和品牌维护，创造品牌效应。
第五章是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继续教育的实例分析。 这一章也按照物理层、表

现层、规则层和环境四个层面展开，通过回顾我校二十余年来面向企业、事业、行政等单位开
展继续教育的历程，总结工作经验并进行理论提升。 本章节对我院继续教育机构的改组、运
行模式的构建、教学和管理方式的改革、后勤保障体系的建设、评估制度和质量保障手段以
及市场开拓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初步形成了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在巩固我院已取得的继续教育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我院创建继续教育品牌和特色的策略。
第六章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研究结论的赅要阐述和对高职院校继续教育运行机制发展

趋向的简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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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ｕｓｔ ａｂｉｄｅ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ｉｔ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唱
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ｅｒｔ ｉｔｓ ｐｒｏｐ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ｔｓ ｄｅｓｅｒｖ唱
ｅｄ ｇｏａｌ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ｓ ｒｕ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ＶＴ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ｕｌｅｓ．Ｈｅｒｅ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ｌａｗ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ＶＴＣ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ｕｎｉ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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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ｈ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ＶＴＣ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唱

ｔｅｒ ｓｕｍｓ ｕｐ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ａｂｏ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ＶＴＣｓ．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ｏｐｅｒ唱
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 Ⅳ：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ＨＶＴＣｓ．Ｗｅ
ｍｕｓｔ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唱
ｆｏｒｍ 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 ａ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ｎｅ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唱
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ｔ ｌ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ｎｏ唱
ｖ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唱
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ＶＴＣ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ｕｎｉ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唱
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ｗａｒｅ唱
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ｉｅｗ．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唱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ＨＶＴＣ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ｕｎｉ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ＨＶＴ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ｅｔ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ｎｄ ｇｏａｌ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ｔ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ｐａｉ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ａｃ唱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ＨＶＴ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
ｉｔ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ｏｐ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 ｏ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ＶＴ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ｔ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ｂｒ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ｇ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唱
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Ｑｕｉｔｅ 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ＨＶＴ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ｂ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ｆ唱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ｂｒ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ｈａｐｔｅｒ Ⅴ：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Ｔｈｉｓ ｃｈａｐ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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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 ａｌｓｏ 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ｕ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ｒｕ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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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篇

本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回顾过去，总结现在，根据系统理论将高职院校

继续教育的运行机制分解成物理层、表现层、规则层和环境四个层面，从这四个层面

分别对继续教育，尤其是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创新的策

略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讨。 研究的结论是，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的机遇大好，但是

困难重重。 最大的困难在于国家在继续教育方面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极不完善，限制

了继续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在“危”“机”并存的两难境界，高职院校不可

守株待兔，静等政策，而是要主动与企业、事业等用户单位多元协同，通力合作，共襄

盛举，编制贴近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和特色化的培训课程或培训方案，走“通过差异化
创生特色化，通过特色化营造品牌化”的发展道路，构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用户

时间为前提、以用户现场为教学基地”的灵活、务实、高效、校企互动的继续教育新

模式。

本篇还结合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从文献分析的角度简要地归纳了继续教育的发

展趋势。 研究预测，在教育体系上，继续教育首先会与职业教育融合，形成融通职前
职业预备教育和职后职业继续教育的大职业教育体系，然后继续与其他教育类型进

一步融通，形成一体化的大教育体系；在教育理念上，与终身教育概念发展过程中出

现终身学习的概念一样，继续教育也很可能会出现继续学习的概念。 这表明，对进一
步追加教育的需求将会从被动走向主动，并出现闲暇类型的继续教育。 尽管如此，继

续教育的功利性仍然不会丧失，但是其人文性将会进一步增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一）高职院校对社会开展继续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宏伟的跨世纪工程，不仅需要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劳
动者，还需要培养大量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这就要求包括继续教育
在内的各项事业都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 而纵观当今世界潮流，科技创新、知识创
新、教育创新，正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为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
水平，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在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差距，我国及时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
发展战略，进行必要的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培养和储备工作，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暨此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特别指出要“发展继续教育，建
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这为教育，尤其是继续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
战略要求。 继续教育符合终身教育的理念，是培养和培训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层
次专门人才的有效途径，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二）高职院校是继续教育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主体

高职院校作为学校职业教育高级形态部分的主体，承担着为社会培养生产、管理、建设
和服务等方面的高技术、高技能和高素质劳动者的职业预备教育的功能，它与企业、事业等
用人单位，尤其是与实体经济部门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为这些部门的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继
续教育服务，是继续教育运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有利于
贯通职业预备教育和职后继续教育，并最终形成大职业教育体系，这不仅与上述构建“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政策导向是一致的，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迅速恢复和
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手段。

（三）现有高职院校继续教育运行机制的发展困境

纵观国内外继续教育现有运行机制，其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均有很大差距。 就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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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来看，相关理论研究较多，但是与本书研究主题吻合度较高的文献极少，而其实践当中

自发构建的继续教育运行机制却非常健全；相比之下，中国的相关理论研究最为丰富，与本

书研究主题吻合度较高的文献也比较多，而在实践当中不论是自发还是自觉构建的继续教

育运行机制都是残缺不全的，尤其是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的运行机制更是因法制不健全

而创新乏力，这与历史赋予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使命格格不入，严重制约了高职院校发挥教

育功能、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潜力，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制约了

国家竞争力稳健、快速地提高，制约了个人成长路径的多样化选择，制约了学习型社会的

建立。

由此可见，要使高职院校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发挥其在继续教育事业方面的

优势，必须对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化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归纳

具有普适性的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继续教育事业。

二、研究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系统化地研究高职院校继续教育运行机制，有助于界定继续教育运行机制的内涵和外

延，树立大职业教育观，扩大对职业教育办学主体、教育对象和教育资源的认识；有助于为构

建职业预备教育和职后继续教育一体化的新职业教育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有助于为建立、更

新或修正职业教育法、继续教育法以及建立职业教育投资体系等提供理论依据。

（二）实践意义

在竞争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重构或创新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运行机制，对相关利益群

体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可以使实体经济部门在保持人员结构稳定

的基础上迅速更新技术、提高产能。 其次，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是个人更新知识、提高工

作技能、获得良好的生存机会的重要手段。 再次，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是校企合作的一种

重要形式，是市场机制和社会分工协作的要求。 第四，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也是服务于社

会经济建设，尤其是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 最后，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也拓展

了自身的业务空间，降低了平均运营成本。

第二节　研究现状

由于高职院校继续教育运行机制在国内外均属于较新的课题，因此，可以借鉴的基本上

都是关于继续教育方面的资料。 尽管这些文献对本研究不无裨益，但是，就“高职院校继续

教育运行机制”这个关键问题来看，似乎显得非常牵强。 为了顾及我国的研究传统和研究风

格，现将所检索的文献按照一般方式进行归纳和呈现，然后再紧扣研究主题，紧紧把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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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发展历史和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的政策和法律依据，也就是从高职院校继续教育

运行机制的历史发展的自发状态和政策、法律等人为规定的自觉状态中，找到现实和理想、

自发和自觉、历史和未来之间的差距，为后续研究提供可能的突破口。 此外，为了行文的需

要，其他一些可资利用的数据将被分散在研究论文之中逐步呈现出来。

下面按照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个板块、国外和国内两个境界、机器检索和人工检索相

结合的手段对文献进行归纳和整理。

对于国外的文献，限于作者的学术经历，仅对英文文献进行了检索，德语文献也仅限于

主题和摘要部分为英文的文献。 在英文数据库的选择方面，由于精力有限，主要选用了 Ｓｐｒｉ唱
ｎｇｅｒｌｉｎｋ外文期刊数据库，其他如 ＥＲＩＣ数据库仅作为成果查询和数据补充，如果因此而有纰

漏，敬请读者指正和提醒。 国外相关文献的检索，由于检索引擎的差别和语言的隔阂，以及

避免无效数据的堆砌而干扰读者的思绪，故没有采用和国内文献相互对等的方式进行呈现，

而是采用关键词检索结果陈列后直接进行高度概括性的总结。

对于国内的文献，通过梳理大量相关资料，按照继续教育的课程、方式、类型、模式、体

系、政策、发展、运行机制等多个主题进行归纳；归纳过程中已经对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了人

工鉴别和筛选。 为了提高研究的效率和方便读者阅读，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数据仅引用一

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数据主要集中于三大类，即继续教育的体系、模式和

类型。

基于以上原因，务必请各位读者保持理性和批判的思维鉴别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并谨

慎地在其他情境中推广这些研究成果。

一、相关理论研究

（一）国外维度的相关理论研究

国外相关文献主要查询和搜索英文文献数据库。 与“继续教育”有关的英文词汇可以分

成三类：第一类是与“ｃｏｎｔｉｎｕｅ”有关的词汇，如“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第二类是
“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如澳大利亚的 ＴＡＦ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学院，意思就是
“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第三类是“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翻译成汉语就是“持续培训”，这个

称谓主要用在新加坡对国家公务员的继续教育培训。 为了减少工作量和提高检索的效率以

及文献数据搜集的准确性，在研究过程中主要检索了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 数据库，通过精确检索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唱
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等关键词来搜集文献。

通过远程访问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引擎设置为：高级检索；标题：关键词

精确检索；日期为全部；输出结果按照“出版日期（最近者优先）”排序，检索结果如下：

检索关键词“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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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命中均为 ０件。

检索关键词“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命中 ３件，分别是：

２００４年 １件：介绍视频会议技术应用于继续教育的优势与实例①。

２００２年 １件：继续教育：再培训化学分析师②。

１９７８年 １件：介绍布鲁克戴尔医药中心佩吉与威廉姆· 布莱克研究生院为纽约城市大

学西奈山医学院提供继续教育的情况③。

检索关键词“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命中 ９４件，分别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５件：其中 ４篇是关于医学的继续教育，１ 篇是关于“在再就业背景下运

用反思性学习改进继续教育的影响”④。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４１件：其中最相关的有“教师继续教育：在职进修和车间锻炼”⑤，主要介

绍了职业技术教育院校教师继续教育的两种途径，即在职培训和下车间接受实际生产技术

的锻炼；其次是“首次教育和继续教育：替代还是互补？ 欧洲工人生命历程中继续教育与训

练的区别。”⑥该文主要观点认为继续教育与初次教育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另外是

“挪威的大学院校满足继续教育多样化市场需求的策略”⑦，该文介绍了挪威大学院校满足

市场对继续教育多种需求的六种策略，即：专业人员研究报道、以灵活的方式提供相同的授

课内容、改编的专业课程、跨学科的硕士课程、开拓新市场的跨学科课程、受委托的定制课

程等⑧。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 １４件：其中相关性比较紧密的主要是“继续教育的论述、结构和实践：瑞

士和德国的比较”⑨。 该文可供参考的主要结论是瑞士和德国的继续教育结构中，企业是最

重要的提供者，占 ３０％的比例，而德国的私立学校（包括行业协会）仅占继续教育举办者的

１２％，而瑞士则占到了 ４９％，文章并未对此原因做继续研究和解释。

５

第一章　绪　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ａｓａ Ｄｉｖｊａｋ．（２００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Ｖｉｄｅ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Springer Boston，１３７．

Ｙｕ．Ａ．Ｚｏｌｏｔｏｖ．（２００２）．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Journal of Analytical Chemistry，５７．
Ｔｈｅ Ｐａｇ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ｃｋ Ｐｏｓｔ唱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ｒｏｏｋｄａｌ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ｕｎｔ Ｓｉｎ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ＵＮＹ）．Springer New York，１７１．
Ｂｒｉｇｉｔｔｅ Ｖａｃｈｏｎ， Ｍａｒｉｅ唱ＪｏｓéＤｕ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Ｊｅａｎｎｅｔｔｅ ＬｅＢｌａｎｃ．（２００９）．Ｕｓ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ｗｏｒｋ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Adv in Health Sci Educ．
Ｒｏｂｅｒｔ Ｖ．Ｂｕｌｌｏｕｇｈ．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唱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Springer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Education，２１．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Ｈ．Ｊ．Ｗｏｌｂｅｒｓ．（２００５）．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ｉｆｅ唱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４５９唱４７８．
Ｅｌｌｅｎ Ｂｒａｎｄｔ．（２００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ｙ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Higher Education，３９３唱４１１．
六种继续教育的策略分别是：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ｗ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唱

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ａｓｔｅｒ’ ｓ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ｗ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ａｉｌｏｒ唱ｍａｄｅ 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Ｋａｒｌ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Ｊüｒｇｅｎ Ｗｉｔｔｐｏｔｈ．（１９９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唱

ｔｗｅｅ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５４７唱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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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 １３件：最相关的文献主要对继续教育的学生来源①和继续教育中的职业

指导作了介绍②。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 ２０ 件：最相关的文章除了探讨医学领域的继续教育外，还有大学教师的

继续教育③，部队的继续教育模式④，妇女的继续教育⑤等。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 １件：主要介绍了宗教心理学中学习、训练、经验和继续教育的机会⑥。

检索关键词“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命中 １７件，最相关的有效文献主要探讨了继续教育学生

同伴间批判性思维技能的交流和习得⑦，南美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合并的准备方法⑧，苏

格兰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融通途径⑨等。

从以上检索结果来看，与继续教育运行机制相关的国外文献（仅限于英文版）凤毛麟角，

而与高职院校继续教育运行机制相关的国外文献（仅限于英文版）更是几近于无，而且，以上

国外文献总体来看呈现以下特点：①主要集中在医学继续教育领域中；②主要集中在微观领

域，而关于“继续教育运行机制”这样的宏观问题基本上没有涉略，这可能与国外研究的风格

和学术传统有关；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这个名称属于中国首创，因此，本研究主题也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问题，可资借鉴的国外文献自然非常难得。

（二）国内维度的相关理论研究

从 ＣＮＫＩ中精确检索相关文献，初级检索时检索引擎设置如下。

检索项：篇名；检索词：继续教育；匹配：精确；范围：全部期刊；更新：全部数据；从 １９７９

到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０唱８唱３０）；排序：时间；每页：５０。

初检结果：命中 １３ ２５６件。

二级检索引擎设置如下。

搜索结果：并且；检索项：篇名；检索词：机制；匹配：精确；排序：时间。

检索结果：命中 １２４ 件。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Ｌｙｎｎ Ｈ．Ｗｉｌｌｅｔｔ．（１９８２）．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Ｂｅａ Ｗｅｈｒｌｙ．（１９８４）．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Interna唱

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selling．
Ａｄｒｉａｎ Ｃｏｗａｎ．（１９７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Prospects，４．
Ｃｌａｙ Ｓｃｈｏｅｎｆｅｌｄ．（１９７７）．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２．
Ｍａｒｉｏｎ Ｖ．Ｒｏｙｃｅ．（ １９７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Revue internationale l’éducation， １９．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Pastoral Psychology，１５，

１９６４．
Ｔｏｎ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Ｈｏｗｅ，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Ｓｏｄｅｎ， Ｊｏｈｎ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Ｐｅ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ｉｔｉ唱

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Instructional Science，２９．
Ｄｒｉｅｋｉｅ Ｈａｙ ａｎｄ Ｍａｇｄａ Ｆｏｕｒｉｅ．（２００２）．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ｍｅｒｇ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唱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ｓｔａｆ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Higher Education，４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ａｎｄ Ｉａｉｎ ＭｃＬａｕｒｉｎ．（２００６）．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Higher Education，５２：１４９唱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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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二级检索词设置为“运行机制”的话，命中结果仅有 １９ 条。

现将以上检索结果分成继续教育运行机制的周边文献和中心文献两大类。 在此，周边
文献是指与“继续教育运行机制”这个主题有一定间接关系的文献，比如继续教育的课程、教

学模式、类型等；中心文献是指与“继续教育运行机制”这个主题有最直接关系的文献，其中
与研究主题“高职院校继续教育运行机制”完全吻合的文献可以称之为高级中心文献，其余
的可以称之为次级中心文献。

１．继续教育运行机制周边文献的研究现状

继续教育运行机制的周边文献数量比较庞大，主要包括继续教育的方式、管理、课程、基
地建设、类型、模式、体系、协会、法律制度、发展等方面，在此，仅将继续教育的方式、模式、体

系、法律制度和发展状况作一综述，其余部分将在后面章节中按照论述内容的实际需要逐渐
呈现。 一则避免周边文献综述体积过于庞大而喧宾夺主，二则保证了论文体系的结构平衡，

三则照应了阐述的逻辑层次之间衔接的方便。

１）关于继续教育方式的研究

继续教育的方式或者形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进与完善的，并受“其所处的社会历

史背景、政治、经济、公民的科技文化、知识水平状况”①来决定；因此必须采取“因地制宜、因

人而异、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多渠道的办学形式。 如：全日制、半日制、脱产、半脱产、短

期、长期、星期日夜校、成人夜校、职工讲习所、函授广播电视、各级各类教育学院、党政干部

管理学院等。 除办各类学习班外，还可以组织各种新技术讲座、参观、考察、研讨等。”②

２）关于继续教育类型的研究

关于继续教育的类型，基本上有三种分类方法，一种是按照学科和教育类型划分，比如，

黄日强等将德国的成人继续教育分成了职业继续教育、普通继续教育和政治继续教育三大

类型；③另一种是按照继续教育的层次和内容来划分的，比如，刘发军针对现代企业继续教育

的不同层次及内容，将企业继续教育分成了基础补缺型、更新增知型、应用普及型、岗位适应

型、专题研修型、学历提高型等几种类型④；再一种就是按照职业阶段和职称资格来划分，比

如钟杨，杨志俊等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类型划分为岗前培训、学历培训、在职进修、干部
培训等⑤。

３）关于继续教育模式的研究

关于继续教育的模式，有“以产业部门为领导，学术团体为依托，兴办继续工程教育”的
模式⑥；中国继续教育发展模式主要采取的是依托大学的办学模式；⑦还有论者从继续教育

７

第一章　绪　论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②　张丹莉，齐淑芬．继续教育的方式、方法、内容初探［ Ｊ］．才智，１９９７，（１）：３０唱３１．
黄日强，黄宣文．德国成人继续教育的类型［ Ｊ］．成人教育，２００８（３）．
刘发军．现代企业继续教育的类型、方法与手段［ Ｊ］．现代企业教育，２００１（１０）：３８．
钟杨，杨志俊，岳训涛．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类型与形式［ Ｊ］．四川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９，（１０）：２０唱２３．
刘兴家．高效益的继续教育模式［ Ｊ］．中国机械工程，１９９１，（１）：３６唱３７．
杨永星，张素江．中国大学发展继续教育的模式及未来趋势［ Ｊ］．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０１（２５）：４４唱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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