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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高等教育研究新视野

□ 杨志坚 （国家开放大学校长　博士）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

中国远程高等教育从开始发展至今，随着技术的发展变化，经历

了三种不同的教育模式的转变：以纸质材料为主的函授教育模式———

以录音录像为主的广播电视教育模式———以基于信息技术的网络及计

算机多媒体为主的现代远程教育模式。现代远程高等教育发展的时间

不长，但其发展非常迅速，有力地促进了开放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开放大学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类新型大学。

１９７９年，我国相继成立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一批地方广播电视大学。

它强调以技术为手段，强调学习的时间、地点、方式、资源、对象等

的开放，强调突破原有大学模式，向意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学习

机会和服务。在管理机制上，各级广播电视大学是相互独立的高等教

育机构，按照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分工合作的模式运行。

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极具特色，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

的办学系统。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下文简称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 “办好开放大学”的要求，

意味着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向开放大学转型已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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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办好开放大学”，这是国家开放大学和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系

统共同面临的课题。顺应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全面落实 《教育

规划纲要》战略部署中强调的 “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完善终身教育

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等重要思想，广西远程教育服务中心联合广

西壮族自治区电化教育馆、广西师范学院，优化整合三方优势资源后

组建 “广西现代远程教育研究中心”，由贺祖斌教授牵头，形成了一支

以高学历、高职称为主体的远程教育研究创新团队。“广西现代远程教

育研究中心”以教育信息化的优势，被确定为首批广西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关于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的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它的成立，标志着省级现代远程

教育研究迈上新的平台。

该研究基地确立了几个发展目标，我认为是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性

的：一是实现区域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整合教育信息化资源，构

建资源的网络平台；二是推进教育信息化 “三通两平台”建设，促进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三是促进远程教育信息化的理论研究，

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四是培养远程教育信息化人才，扩

大学术交流。因此，我认为，研究基地的发展目标对推进现代远程高

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远程高等教育理论研

究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开放大学机制建设、

教育信息化建设、“学分银行”推进、教育资源建设等等。研究基地计

划出版年度 《中国远程高等教育专题研究报告》，每年一个专题，这种

形式非常好，将国内最新的关于远程高等教育某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

行评析，并开展深度研究，多出理论和实践成果，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贺祖斌教授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他在国内高等教育生态、区域

高等教育等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他从过去研究 “围墙内的大学”扩展到研究

“围墙外的大学”，从主要从事普通高等教育研究，增加了现代远程高

等教育研究方向，并在实践中践行着自己的大学理想。我希望，“广西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在他的带领下，取得更多远程高等教育的研

究成果，创造更多新的辉煌。

是为序。

００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导言】　信息技术与大学教育变革　贺祖斌

第一部分
我国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
研究与评析报告
贺小丽　贺祖斌　时锦雯

　　００６　我国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研究的总体分析

０１１ 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内涵研究与评析

０１４ 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地位作用研究与评析

０１８ 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能力建设研究与评析

０２５ 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教育资源的建设共享研究与评析

０３４ 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中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评析

０４１ 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教育管理应用研究与评析

０４７ 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中教师发展的研究与评析

０５５ 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评析

００１



２０１４中国远程高等教育专题研究报告——— 教育信息化建设

第二部分
ＭＯＯＣｓ对中国高等教育
影响的研究与评析报告
陆丹梅　韦书令　王　茹

０６０ ＭＯＯＣｓ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研究的总体评述

０６７ ＭＯＯＣｓ的产生及其发展研究与评述

０７２ ＭＯＯＣｓ学习生态环境构建的研究与评析

０７７ ＭＯＯＣｓ对传统高等教育的冲击及对策的研究与评析

０８２ ＭＯＯＣｓ推进高等教育公平及优质资源建设研究与评析

０８８ ＭＯＯＣｓ对高等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与评析

０９４ ＭＯＯＣｓ对中国开放大学建设发展影响的研究与评析

第三部分
区域性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
资源协同创新研究报告
刘　魁　贺祖斌

１０２ 区域性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资源协同创新研究背景

１０６ 区域性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资源发展现状

１１５ 区域性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资源协同创新存在问题分析

１１９ 区域性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资源协同创新的思路与建议

００２



目录

第四部分 高等教育信息化研究

※ 专家论坛

１２８ 泛在学习：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杨志坚

１３６ 教育变革中的技术力量　祝智庭　管珏琪

１５０ 论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的 “深度融合”　何克抗

１５８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周洪宇　鲍成中

※ 政策研究

１６７ 解读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兼论信息化与教育变革　杨宗凯

１８５ 国外学分银行制度综述　杨　晨　顾凤佳

２０４ 推进教育信息化的目标、部署和认识　杜占元

※ 比较研究

２０９ 国际教育信息化２０１３地平线报告

　　———高等教育版　课题组

００３



２０１４中国远程高等教育专题研究报告——— 教育信息化建设

２２５　 ２０１３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透视　陈　琳

２３３ 中英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对比研究　吴　砥等

※ 教育改革

２４８ 高校教育信息化的新发展：信息化教育

　　———我国高校教育信息化试点学校建设的启示　周红春

２６２ 智慧教育的三重境界：从环境、模式到体制　黄荣怀

２７６ 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 （ＭＯＯＣ）与学分银行制度对接探索　刘红良

２８６ 教育管理信息化新发展：走向智慧管理　荣　荣等

２９９ 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影响　熊才平等

※ 教学应用

３１２ 终身学习立交桥建构的国际发展和比较分析　张伟远　段承贵

３２３ 论信息化环境下大学生的有效学习　陈明选　陈　舒

３３７ 构筑高校教学信息化管理平台　夏　敏

００４



导言

【导言】

信息技术与大学教育变革

□ 贺祖斌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对当代大学教育影响深远，它直接影响着

中国大学的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手段、教学形式、开放教育、

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与变革，进而影响中国大学人才的培养质量。

教育思想：促进终身教育理念的形成。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终身教育理念的构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

得过去从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向着以信息网络为渠道的终身教育发展。

今天，知识、技术的发展和更新大大加快，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所

用到的知识，往往不完全是学校教育所提供和学习的东西。现代计算

机和信息网络、数字图书馆和各种信息资料数据库，为终身学习建立

了很好的平台。国家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引进国际优质数字化教

学资源。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建立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实验室。建立开

放灵活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信息

网络只是为人们接受终身教育提供了技术硬件条件，但如何针对社会

上不同群体的需求，制定全方位、多规格的教学计划，筛选学习内容，

对学习过程进行指导、考核等这一系列教育工作，仍然是中国大学教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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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任务。

教育模式：从封闭的学校教育向开放的网络教育转变。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中国大学的教育模式发生根本的变化：从封

闭式的围墙内大学教育向着开放式的网络化教育转变。

长期以来，学校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在封闭的校园里通过教室、实

验室、图书馆等教学设施进行教育，是一种有限的、传统的教育模式。

这种传统教育模式是一种 “单向灌输教育模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变化

和网络教育的发展，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变得灵活，选择余地扩大，

学生的个人学习意识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教学双方地位和作用发生变

化———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生将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求安排

学习内容和进度，并自我支配学习时间。而学校的作用就是服务与保

障，因人而异进行教学服务，整个教育过程是一种自助式教育模式。

学生在任何能上网的地方，按自己需要开展学习，这就完全突破了封

闭的校园教育，使学校教育面向全社会成员，以信息网络为载体，实

施开放式教育。

教学手段：面对面教学向数字化教学转变。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大学教育提供了新的教育手段和技术。网

络是巨大的教育资源库，可以通过在网络的教学系统中存储大量数据、

档案资料、程序、教学软件等信息，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共享这些信息

资源。

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手段，其变化反映在如下几方面数据库

的建立与使用：一是建立数字化、开放式的教育教学资料库；二是建

立数字化模拟实验室；三是建立在线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始于２０１１
年的 “慕课”（ＭＯＯＣ），是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它是为了增强知

识传播而由具有分享和协作精神的个人组织发布的、散布于互联网上

的开放课程，它的出现正逐渐改变整个教学方式和手段，被誉为 “印

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

教学形式：从单向教学向多元化教学转变。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中国大学教育的教学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

革。教学形式正从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的单向灌输式教学，向着现代网

络化、多媒体教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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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国家精品课程的建设和开放，为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和成

人高等教育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学习课堂。在学习过程中，

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学生可以听到权威、有经验的教师授课；受

教育的人数也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教学效能大大提高，能在较短时

间内，传授更大的信息量；教学过程多样，师生实现教学双向互动。

同时，教师的角色也正在发生改变：在网络信息技术时代，教师

完成从文化知识传授者向知识体系建构者的转换。教师由以教师为中

心的讲解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和活动组织者，即以引导为主线，

以知识传授为内容。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一是作为知识的提供者

和传授者，二是作为知识的导航者和学习兴趣的激发者。

开放教育：一种开放性、网络化的新型教育。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组建开放大学奠定了技术支撑。英、美国家开

放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战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在建设的国家开放大学是一个办学实体，它由总部、分部、学

院和学习中心等共同组成。开放大学与普通高等学校共同建立 “学分

银行”，实现了自主学习的多元化、个性化，构建了 “人人皆学、处处

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框架。根据我国行业、企业发展的需

要，开放大学与其他高等学校及相关行业、企业合作，共同组建相关

行业学院、企业学院，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搭建连接跨区域的

网络教学、科研组织，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学、科研与管理水平，

形成优质教育资源充分共享的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搭建国家

教育 “云平台”。未来的大学，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无须在校园内，人

们可随时随地通过网络进行学习，移动式教育将首先从成人教育开始

普及，逐步吸引全日制高校学生走出大学校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校

园不再有严格的围墙界限，成人高等教育和全日制高等教育不再区分，

教育将真正实现终身教育。

教育管理：从经验型向信息化转变。

信息技术发展促使中国大学教育在管理上进行变革：从经验型、

定性、单项管理，向信息化、定量、综合科学管理转变。

从国家宏观层面看，教育部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建立高校教学基

本状态数据库，形成系统化的、反映高等学校教学运行状态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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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设计上，按照教学投入、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的基本思路，组

织教师、学生、条件、专业与课程、教学管理、教学效果等数据群组。

在实现方式上，分解成师资队伍、教育教学、教育经费、教学科研仪

器、教学条件、学生基本情况、学生课外活动、科研情况、学科建设

等几大类数据。其目的是为高校自身教育质量状况监测提供服务；为

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的科学管理和常态监控提供教学工作信息，提高

决策的可靠性；为社会公众提供高等教育质量信息资源，促进教育信

息公开透明。从微观层面看，高校内部的管理信息化和网络化，使决

策更加科学，资源利用更加充分，办学效益不断提高。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前所未有地影响着中国大学教育的各个方

面，它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对未来中国大学教育的资源整合

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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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我国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起步以中央

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 （１９７９年）为标志。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已发展为国家开放大学，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程教育系统，成为中

国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主流，成为构筑学习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基本框架

的重要元素。

１９９８年９月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作为现代远程教育首批试点，随后经教育部批准的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等院

校达到６８所，招收的学生超过了５００万人。

２０１２年３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 《教育信息化规划》），这是我国近年来首次发布政府

规划文件明确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目标、方向、任务和措施。该文件对 《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 《教育规划纲

要》）中关于教育信息化内容的描述进行了具体细化和落实，对我国今后１０

年教育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

新生技术特别是移动４Ｇ通信、云计算、大数据等的出现，推动远程高等

教育的迅速发展，大量涌现出 ＭＯＯＣｓ、微课、移动学习和智慧校园等新的学

习和教育管理模式。我国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研究也从无到有、从浅到深、

从单一研究到综合研究、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开展了大量课题和项目研

究，发表了大量论文、论著。于是，我们尝试以研究综述与评析的形式，以

总结和发现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研究的规律，分析存在问题，明确远程高等

教育信息化研究的方向。

一、我国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研究的总体分析
（一）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研究成果历年数量变化分析
我们通过ＣＮＫＩ（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统计了从１９８４年到２０１４年近

３０年来关于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研究的文章数量，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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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８４—２０１４历年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文章数量表 （基于ＣＮＫＩ）

年份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论文
数量

３　 ０　 ２　 ４　 ２　 ０　 ０　 ０　 ０　 ５　 １　 ５　 １１　 ２２　 ３９　１５７

年份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论文
数量

２７２　５９０　８３０　１０１３　１１２４　１０１８　１２７１　１２７２　１１９６　１１４０　１２４０　１２９１　１２９４　１７７８　１３３７

随着我国开始重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学者针对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进

行研究，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１４年的远程教育论文数量变化曲线图如下图１所示。

图１　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１４年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文章数量变化图 （基于ＣＮＫＩ）

通过图１可以看出，关于远程高等教育的论文数量除了因为信息技术的

发展而越来越多，同时还因为国家该段时期所颁布的政策性文件在跳跃变化。

１９８４年我国第一次有关于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文章，然后由于我国信

息技术发展水平还处于缓慢发展时期，到１９９８年，每年的文章数量都在１０

篇左右浮动，数量较少。１９９８年９月，教育部正式批准清华大学、北京邮电

大学、浙江大学和湖南大学为国家现代远程教育第一批试点院校。到了１９９９

年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大力发展教育信息化，同时２００１年教育

部继续扩大现代远程教育学院的试点范围从３８所院校扩至４５所，让整个远

程高等教育的队伍更加庞大，此时有关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文章成明显上

升趋势。特别是到２００６年左右，国家颁布了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国家信息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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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让研究数量又上了一个台阶。到了２０１２年，以教育部正式颁布了

《教育信息化规划》为分界点，教育信息化已经是全国教育类学者专家研究的

热点，２０１３年有关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文章数量极速上升，特别是随着新的

技术发展，将促使它成为未来近几年研究的重要课题方向。

（二）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文献作者所属机构分析
表２　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文献作者来源机构表 （基于ＣＮＫＩ）

学校类别 师范类高校 广播电视大学 国家行政部门 普通著名高校

文章数量 ３１９５　 ３７８　 １７２　 ８５９

图２　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来源机构分布图 （基于ＣＮＫＩ）

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新技术的出现，研究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文章数量

逐年增多，在此对文献作者的所属机构进行了分析。如表２和图２所示，在

ＣＮＫＩ里关于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文章中，从第一作者所属机构来看，来自

于电大系统的文章有３７８篇，约占抽取总数的８％。主要有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和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等。同时，来自普通高校的师范

类院校的文章有３１９５篇，约占抽取总数的６９％，其作者几乎国内每个师范院

校都有代表，除了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外，还有更多的一般类师

范院校都在积极研究。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的文章数量是８５９篇，约占抽取总

数的１９％，主要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同时，

也还有来自国家行政部门，例如教育部和中央电教馆的研究者，共有文章数

量１７２篇，约占抽取总数的４％。

通过对图２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有关远程高等教育信息化的研究，

全国各类高校都积极投入，总体分布均匀。这是由于除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国家开放大学）这样一直从事远程高等教育多年的系统，到２０１４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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