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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治理的文化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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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和文化是大学治理的两维。开放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型大学,本质上仍是负有文化传承

创新发展职能的文化组织,肩负大学基本的文化使命以及不同时代赋予的独特使命。开放大学治理过程

中应当坚守文化本真、持守文化理性,充分认识大学文化在大学善治实现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注重运

用文化的力量加速开放大学的善治进程,实现开放大学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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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意义上说,大学即文化[1]。大学作为文化所

附着表面并渗透至根脉的特殊组织,强烈的文化属性

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的显著标识[2]。在大

学治理中,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有大学治理

的研究和实践,对于文化的关注却明显不足。开放大

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型大学,在走向善治

的过程中,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文化

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本文尝试从文化之维度探讨开

放大学的治理,希望能够为开放大学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益思路。
一、开放大学的文化本真

从组织属性来看,开放大学是功能独特的文化组

织。我国的开放大学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面向

成人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它的“新”
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手段和平台上,但本质上仍和

传统高校一样是“大学”,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

手段“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专业场所,是负有批

判、选择、传承和创新人类文化职能的功能独特的文

化组织[3]。虽然开放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要参与社会生活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社会属

性,但内在流淌的依旧是文化的血液,文化属性是开

放大学的根本属性。
从职责使命上看,开放大学所肩负的使命可以分

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身为高校的基本使命,开放

大学和普通高校一样肩负着以文化人、引领社会的使

命[4],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启蒙把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

存状态提升至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同时以自觉的文

化创新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推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

展[5]。第二层次是开放大学所具有的独特使命,曾经

的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肩负“扩大高等教育机

会,努力使人人享有优质教育”的使命[6],在人们对于

文化水平提升渴求强烈而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的年代,
解决了两代人的学历补偿问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丰富了高等教育的形式和内

涵,促进了教育公平,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如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全面进入新时代,开放大学也步

入新的发展阶段,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建设教育

强国的基础使命、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

支撑使命、“互联网+教育的国家队”的任务使命、互
联网大学的排头兵使命、“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
教育的压舱石使命、更加开放灵活教育体系的定盘星

使命、学习型社会的加速器使命[7]。今后,开放大学

将在促进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推进全民学习、终
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创
新丰富学习机会、整合共享优质资源,满足日益增长

的大众化、个性化文化需求,进一步实现人人、处处、
时时可学的理想目标,为社会文化的创新发展、为社

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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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放大学这所新型大学而言,无论采用怎样

的名称、依托怎样的教育形式与手段、历经怎样的变

革,其首先都是一个文化组织,负有文化传承创新发

展的职能,肩负大学基本的文化使命以及不同时代赋

予的独特使命,这是开放大学作为“大学”不会也不能

变更的文化本真。
二、开放大学治理中的文化理性

纪伯伦的《先知》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已经

走了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大学治理的逻

辑起点,不应是治理本身,而应回归大学本身,聚焦大

学的本真;大学治理的终极目的,也不应仅是实现卓

有成效的治理,而应是卓有成效地实现大学存在的价

值与意义。而对于大学这种文化组织而言,存在的最

终意义就是实现其肩负的文化使命,好的大学治理结

构就应该保证始终不偏离大学的核心理念,不偏离大

学的基本目标[8]。
开放大学亦应如此,在治理过程中必须先知晓其

属性规律,形成大学之文化理性。所谓文化理性就是

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大学及其存在的

价值,知晓文化之于大学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

决策以及采取行动[9]。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程

教育体系,开放大学面对着比普通高校更为艰难复杂

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普通高校和企业巨头纷纷进军在

线教育,在线教育群雄四起;而且由于广播电视大学

长期处于高等教育的补缺地位,留下了较低定位的刻

板印象,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开放大学又具

有比普通高校更庞大的体系,不仅是一所大学,而是

一个由总部、分部、地方学院、学习中心,以及行业、企
业学院构成的覆盖全国城乡的办学组织体系,激烈的

竞争压力、庞大体系的生存发展,使得开放大学在治

理过程中不得不现实地直面生存发展问题。但是开

放大学的文化本真要求开放大学必须具备文化理性,
既要立足现实,又不能走向现实主义;既要生存发展,
也不能走向功利主义,既无法脱离社会,更不能随波

逐流。虽然不可能与任何的功利无关,但是开放大学

首先要成为自己,保持一颗纯净的守护文化本真、坚
守文化理想的心。

三、大学文化是开放大学善治的基础

(一)聚焦立德树人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10],也是高校的立

身之本[11],开放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

型大学,其治理无疑应当始终聚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立德树人既是大学政治属性的体现,体现了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一高校的

根本问题,确保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也是大学

文化属性的本质要求,大学定位于文化中,大学教育

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具体、给定知识和技能的传递,而
是通过文化教育和启蒙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中

“立德”是重要方面,“树人”是最终结果。大学文化是

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路径与载体,也是立

德树人的重要路径与载体,大学文化的内容中也蕴含

着丰富的立德树人文化素材,同时大学文化也构成了

大学立德树人的无形文化环境,两者的高度契合,使
得大学文化能够保障开放大学在治理过程中牢牢聚

焦立德树人之本。
(二)凝聚价值共识

作为围绕学科和行政单位展开活动的矩阵型组

织[12],开放大学内部存在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及学生

三大基本群体,不同群体由于从事的活动类型不同、
代表的群体利益不同,在价值观念方面存在冲突。教

师群体以追求真理为自身的最高价值,崇尚独立自

由,希望能够独立自主地安排个人的教学学术事务,
不受外界的左右和干涉;行政管理人员以公共责任和

管理效率为价值追求,致力于通过建立统一清晰的目

标、严格的结构、规范的程序,以最低的运作成本最大

限度地实现预期目标;而成人学生群体由于来源广泛

而复杂,价值追求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总体而言倾向

于认同保持独立人格的重要性,强调个性的价值。不

同群体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站在各自立场展开“有
限理性”博弈,以“自由”和“控制”为焦点,形成了复杂

的冲突关系[13]。大学文化本质及其核心就是价值

观[9]44,附着在大学人思维模式及观念体系中,能够

有效地调和不同群体间的价值冲突,通过价值构建和

文化整合凝聚共识使得开放大学中的人能够以主人

翁的姿态形成强烈的使命感和凝聚力,唤起维护大学

秩序的自觉,朝向共同的目标坚定前行。
开放大学和普通高校不同,是一个实施远距离教

育的“巨型有机体”[14],治理层次也较普通高校复杂,
存在着体系链层次的治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特征更

为明显。文化是凝结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组成部分以

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隐形纽带,通过共同的价值

观念和信念体系可以将整个体系内分散在全国各地

的开放大学人以及致力于我国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

发展的各界人士牢牢地凝聚在一起,从而形成具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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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精神追求和目标认同的学术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发展共同体。

(三)影响制度安排

大学治理的基本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

证大学目标和理念的实现,大学的使命也好、理念也

好,都不可能自动实现,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来持续推动[8]3。但实际上大学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都

深深受到大学文化的影响:大学制度依靠人设计、依
靠人实施,而人是有思想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

文化,大学制度的产生、存在以及变迁背后都蕴含某

种思想或思潮的价值观或目标定位,大学文化对于大

学制度的设计起着理论指导、观念依托、意义解释的

作用[15]。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大学文化也通过确

定大学人独特的认知图式,影响着大学人对制度的解

读和认同,只有获得大学成员发自内心接受和认同的

制度,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16]。此外,制度执行的

过程也会促使制度文化的形成,从而将制度的外在制

约逐渐转化为大学人的内在自律[17]。
(四)营造环境氛围

大学文化充溢于大学内部,构成了大学人赖以生

存的环境,也构成了大学治理的无形环境。文化虽非

直接治校的利器,但却可以通过文化环境氛围的营造

潜移默化地影响身处其中的开放大学人。校园内的

建筑、设施、氛围、人际关系、传统乃至一草一木都可

以成为大学文化的载体,无声地传递大学的核心理

念、精神信仰、道德风尚等,以强大的感染力和内驱力

对大学人施加外在影响,引导陶冶规范着大学人,孕
育大学人精神上的自重,预防越轨和偏失行为的出

现,以一种隐性制约和软性规制的方式在大学治理中

发挥作用[18]。同时开放大学作为面向成人开展远程

开放教育的新型高校,校园环境由实体延伸至网络,
大学文化无缝连接着开放大学的实体和虚拟校园环

境,引导规范着大学网络文化环境的建设,净化网络

空间、清新网络环境,抵御网络化所加剧的市场化、功
利化等一系列问题,也为大学治理营造了良好的网络

环境。
四、开放大学走向善治的文化理路

作为文化性的存在,开放大学的文化本真决定了

其治理中的文化理性,大学文化也为开放大学的善治

提供了基础,身为转型发展中的新型大学,开放大学

应当注重从文化之维度发力,加快善治步伐,实现自

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一)超越喧嚣,回归文化本真

现代大学已从传统修道院式的封闭机构演变为

沟通生活各界、身兼多种功能的超级复合社会组

织[19],与社会日益紧密的接触互动,让曾经遗世独立

的大学在多了些烟火气的同时,也显示出了更突出的

政治、经济属性。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催生于社会发

展的迫切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亦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

持,再加上自身规模庞大的运行系统以及普通高校的

补缺定位,决定了广播电视大学运行过程中的行政

化、市场化特点,淡化了应有的学府韵味。重视和社

会的联系与合作、注重市场导向,强化了行政力量在

大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弱化了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力

量在大学中的发言权[20]。开放大学作为广播电视大

学的转型升级,肩负构建服务全民终身教育体系的重

任,在治理过程中应当遵循自身的文化逻辑、持守文

化理性,回归大学的文化本真,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

去认识和把握大学及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大学理

想与喧嚣现实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既要回应社会和

市场的需求,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需要坚守大

学的文化本真,把大学当作大学而非其他政治经济组

织来治理,实现开放大学存在的本原意义。
(二)革新文化,重塑大学精神

大学的成长成熟取决于大学内在文化精神的培

育和形成,而并非外在的机遇和手段[9]46。开放大学

作为广播电视大学的转型和升级,不仅仅是名称的改

变,更是内在实质性的转变。大学文化乃大学魂之所

系,既是推动大学变革的深层动力,亦是大学变革的

核心层面,如果没有文化层面的持续革新,开放大学

的转型将难以真正实现[21],而且原有文化还可能会

制约和阻碍开放大学的发展。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

的深层结构,是大学的基本信念及共同价值追求,体
现着大学的品格和价值取向[22],也是文化革新的发

力点。广播电视大学在三十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形成

了“开拓创新、善于学习、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电大

精神[23],在新的建设发展时期,开放大学的进一步发

展需要探索精神层面的深层变革,探寻开放大学的价

值本源,重塑和培育开放大学精神,以充分发挥大学

内在文化精神对大学运行的统摄作用[24],将开放大

学的个性、价值观念、精神追求渗入到开放大学人的

灵魂深处,塑造治理主体的内在精神结构,引领开放

大学体系的整个办学治校过程,凝聚共识加速开放大

学善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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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治理,还大学以温情

大学组织不是机器,而是“文化”[25]。大学作为

传承创新人类文化的独特文化组织,之所以让人心驰

神往,就在于她因文化而充满的知识理性和人文温情

的魅力[26]。开放大学虽为新型大学,但骨子里流淌

的依旧是文化的血液,理应具备大学理性和温情的魅

力。文化治理从文化的角度识读制度范型下的大学

治理,既是对大学本质的坚守,亦是对大学治理的深

度诠释。对于大学这样的文化组织而言,它是一个松

散的耦合系统,并不能完全移植传统科层制的严密结

构,等级权威、规章制度以及物质利益刺激只能发挥

有限作用[27],而柔性内隐的文化却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文化治理的本质在于通过文化认同和价值规范

的整合机制,用涵化[28]而非控制的方式实现个体的

自我约束和自觉参与,将传统管理的控制技术转变为

个体的自我治理[29],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良好

运行机制,从而使大学治理不再机械冰冷,规范而不

规心,约束而不压抑[30],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还大学以脉脉温情。

五、结语

制度和文化是大学治理的两个着力点,但是在现

有大学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中,往往过于重视制度建设

而忽视了文化的作用。开放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

体系中的新型大学,肩负重要的文化使命,在治理过

程中要始终保持对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使命的清

晰认知,回归文化本真,持守文化理性,认识到大学文

化在大学善治实现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注重运用

文化的力量加速开放大学善治的实现,以实现开放大

学存在的最本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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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IntelligentSoftwareDingDingin
LearningSupportServiceofOpenEducation:
FromthePerspectiveofOpenEducationLearningCenter

HUAYan1,ZHENGDan2
(1.SchoolofContinuingEducation,Hefei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ChaohuAnhui238000,China;
2.Students’AffairsDivision,Hefei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ChaohuAnhui238000,China)
Abstract:Openeducationlearningsupportservicesmainlyincludeinfrastructure,teachingresources,

teachers,learningprocess,learningskillsandhumanisticemotion.Theserviceleveldirectlyaffectsthe
qualityofopeneducationandthelearningeffectoflearners.Atpresent,thereareprominentproblemsinthe
learningsupportservicesoflearningprocess,learningskillsandhumanisticemotionineachlearningcenter.
Takingadvantagesofintelligentsoftware DingDingininformationtransmission,collaborativeoffice,

personnelmanagementandcurriculumteaching,DingDingcaneffectivelysolve manyproblemsinthe
learningsupportserviceofopeneducation.Thepaperexploresandconstructsanewlearningsupportservice
modelbasedonintelligentsoftware,whichhasstrongpractical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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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DimensionofOpenUniversityGovernance
LIJing

(HefeiOpenUniversity,Hefei230001,China)
Abstract:Systemandculturearethetwodimensionsofuniversitygovernance.Althoughtheopen

universityisanewtypeofuniversityinChina’shighereducationsystem,itisstillessentiallyacultural
organizationwiththefunctionofculturalinheritanceandinnovationdevelopment,shoulderingthebasic
culturalmissionoftheuniversityandtheunique missiongivenbydifferenttimes.Intheprocessof
governance,weshouldadheretotheessenceofculture,holdculturalrationality,fullyunderstandthe
fundamentalroleofuniversitycultureintheprocessofachievinggooduniversitygovernance,andfocuson
usingthepowerofculturetoacceleratetheprocessofgoodgovernanceoftheopenuniversityinorderto
achievetheoriginalintentionoftheopen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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