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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层开放大学在推进社区教育的过程中,面临体制机制不完善、资源共享不足、居民参与度不高、发展不均

衡等困境。基层开放大学可充分运用“互联网+”带来的优质技术、资源和服务支持,通过成立社区科普大

学、打造数字化学习平台、整合多方资源、构建便民服务体系、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等路径,提高社区教育的

有效性,承担起新时代社区教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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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社区教育是在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

会教育的特征与优势整合在一起,充分借鉴国外相关

经验,并结合我国社区发展具体情况的基础上逐渐发

展起来的。2006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将“社区

教育”的概念界定为:“在社区中,开发、利用各种教育

资源,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开展旨在提高成员的

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成员的全民发展和社区可持续

发展的教育活动”。当前,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基层开放大学

经过多年的办学发展,能够担负起推进社区教育的责

任。更为关键的是,基层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

模式、教育对象等与社区教育高度契合,以基层开放

大学为依托,借助互联网推进社区教育,有利于社区

教育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一、基层开放大学推进社区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体制机制不完善

从管理体制层面看,我国开放大学大多采用“两
级统筹、四级办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层

开放大学的发展。开放大学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

办学进行指导和评估,但是下级部门的教育资源往往

依靠地方政府配置,这意味着基层开放大学的教育工

作存在多重领导的情况。但是通过对三者的关系进

行分析,可以发现开放大学的基层单位与上级部门之

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基层单位与政府、上级部门

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1],这种关系对基层开放

大学的管理体制将会产生影响。从运行机制看,由于

开放大学拥有丰富的远程教育办学经验,在办学机

制、监管机制以及评测机制上相对完善,但是因为教

学对象以及管理方式的不同,这种机制对社区教育的

适用性尚存在着不确定性。
(二)资源共享不足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区教育可以选择

的资源越来越多。相应地,人们对于教育资源的可选

择性、共享性要求也不断提高。传统的社区教育隶属

于非学历教育的范畴,这就导致社区教育具有共享性

不足、内容丰富度不高的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限

制资源共享,难以调动起社区学习人员的积极性。而

依托开放大学开展社区教育以来,部分社区教育依托

国开学习网将教育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学习网

络平台可以利用的资源更加丰富,从而节省了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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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学习平台使用成本。在“互联网+”背景下社

区教育资源得到了更新、内容得到了丰富、操作流程

得到了优化。但是基层开放大学开展社区教育更多

地是形式上的合作,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合

作。自主建设的资源较为稀少,“名家名课”等资源仍

然十分匮乏。基层开放大学之间的资源共享性不足,
缺乏交流合作,非学历教育教学资源也共享不充分。

(三)居民参与度不高

从社区教育发展进程来看,全体社区居民是社区

教育的主要受益者。然而,社区教育管理决策却鲜有

居民的利益表达。社区教育是一种大教育理念,具有

开放性和社会化的特点,如果社区居民不能积极参与

其中、缺乏互动交流,那么社区教育的发展就会受限,
难以全面持续发展。当下,社区教育较低的知晓率、
参与率和满意率,是社区教育发展的一块“绊脚石”。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社区居民对社

区教育不熟悉,参与管理的意识不强;二是有意愿参

与社区教育管理的社区居民,难以找到有效途径;三
是不同学习群体学习能力不同,社区教育的学习方式

不够便捷灵活;四是不同学习群体学习需求各不相

同,当前社区教育不能充分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学

习需求[2]。
(四)发展不均衡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失衡的现象,东部相对发

达,中西部偏落后,而社区教育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发

达程度息息相关。东部沿海地区的教育理念以及教

育设备都比较先进,政府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更大,所
以社区教育发展势头良好。部分先发地区,如北京、
上海、浙江等,已经涌现出大批省级甚至国家级的示

范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社区教育的发展。而中

部以及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落后,政府给予的财政支

持不够,当前社区教育尤其是基层的社区教育处于落

后的状态。中西部的社区居民不能获得平等的学习

机会,不能最大程度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3]。
二、“互联网+”为基层开放大学推进社区教育带

来的机遇

(一)“互联网+”为基层开放大学推进社区教育

提供优质技术

互联网背景下的5G网络、大数据、云技术、移动

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社区教育提供优质的技

术支持[4]。首先,优质技术实现多元化、全方位、广覆

盖的教育资源集成与共享,创新了教育资源的形式和

内容。数字图书馆、多媒体课件、微课等层出不穷,各
种教育资源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并且易于理解,能够

提高学习者的兴趣,最重要的是使学习者能够拥有平

等的学习机会,最大程度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实现

教育公平。其次,优质技术创新了学习的传播途径,
使学习者学习途径更加优化,学习资源更加快捷、方
便、高效,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碎片化学习等新的学

习方式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各个地域以及不同文

化层次的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选择所要

学习的内容,并“量身定制”精准的学习计划,多样化、
个性化、现代化、人性化的学习需求得到满足。

(二)“互联网+”为基层开放大学推进社区教育

提供优质资源

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开放大学经过多年的

发展,逐渐积累起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形成了独特

的远程开放教育模式以及具有校本和地域特色的远

程教育资源体系。开放大学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
将地区的远程教育体系扩展到全国范围,并借助网络

资源共享的特点,整合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建成了

功能齐全、资源丰富、方便易学的国开学习网。与此

同时,社区教育也拥有自己独特的教育资源。由于基

层开放大学和社区教育的办学模式、服务对象有所区

别,两者所拥有的教育资源也不尽相同,“互联网+”
为两者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共享共建搭建了桥梁。
基层开放大学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化的网络教

学和管理手段,为全体学习者搭建一个高质量、大容

量、系统化、数字化学习平台。通过建立数字化学习

平台,实现两者学习资源的整合、聚集和优化配置,从
而形成更大更新的优质资源库[5]。

(三)“互联网+”为基层开放大学推进社区教育

提供优质服务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社区

居民除了对社区教育质量有了更高的需求之外,在服

务质量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国内社区呈现出了多层次的分布状态,这意味

着不同层次的社区所需求的服务质量以及服务内容

可能存在差异性。基层开放大学想要加快社区教育

的进程,就必须满足居民对于高质量服务的需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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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设高水平的服务体系。以O2O学习服务模式为

例,O2O是一种将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有机地整合

在一起开展混合式教学的服务模式。基层开放大学

通过整合优质的网络教学资源,构建社区教育的线上

学习平台,学习人员只需要利用移动终端登录网络学

习平台,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内容,就可

以开展自主学习。将O2O学习服务模式与基层开放

大学的教育服务体系相结合,能够最大程度、最高质

量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为社区教育的

推进奠定坚实基础[6]。
三、“互联网+”背景下基层开放大学推进社区教

育的路径

(一)坚持多元化办学,成立社区科普大学

随着省级开放大学的转型升级以及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不断发展,基层开放大学必须打破以学历教育

为主的办学模式,结合社区教育,成立满足全体居民

多样化学习需求的社区科普大学。为顺利实现基层

开放大学的转型升级,推进社区教育的发展,基层开

放大学可以与地方科学技术协会合作,以社区科普教

育为切入点,成立社区科普大学。社区科普大学是以

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补偿教育、继续教育、休闲教

育等为一体的新型“大教育”办学单位[7],是一所“有
教无类”的平民学校。

(二)坚持“互联网+”思维,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

平台

社区教育受众对象广、年龄跨度大、需求多样化,
这就需要建立方便管理、易于学习、强化服务的数字

化学习平台。坚持互联网思维,运用互联网带来的优

质技术,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平台是基层开放大学推

进社区教育的重要途径。一个完整的数字化终身学

习平台总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地区专栏,根据

本地特色设置,如国内外要闻、地区观点、民生百态

等。二是特色活动,因地制宜,开展百姓喜爱的活动,
如黄梅戏大比拼等。三是学习资源,包括社区教育、
继续教育、开放大学等课程资源。四是学分银行,针
对通过网络平台学习的全体社区居民,建立一个学分

银行。如此,学习者就可以将自己的学习成果转换为

积分,存储在银行中。而这些积分,则可以购买课程,
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知识,实现良性循环。五是学

习风采,包括名师风采、百姓学习之星、学习成果展示

等。在网络平台中,开设评选栏目,将优秀教师以及

优秀学习者评选出来,借此展示居民的学习成果以及

教师的教学成果,激发居民学习动力以及教师教学动

力[8]。基层开放大学必须立足于社区教育,以信息技

术为手段,构建数字化终身学习平台,实现开放大学

教育与社区教育的深度融合。
(三)坚持共建共享,深度整合多方资源

杨现民等学者一致认为:“理想的资源共建共享

状态应该是人人参与资源建设并主动分享,人人规范

享用所需的一切资源,海量的优质资源跨越地域、种
族、机构以及个体,实现资源的无缝流动与自由分

享。”[9]实现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需要建立“大教育”
运行机制。基层开放大学应充分发挥其系统优势和

资源优势,整合、优化各级各类教育资源来满足社区

内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实现经费投入、学习资源、人
力资源的多元化。这就需要打破开放大学之间、社区

之间、社区与开放大学之间的资源共享屏障,建立纵

向贯通、横向合作、纵横沟通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基层开放大学还应格外重视利用各类教育机构

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形成以基层开放大学教

育资源为主,其他社会资源为辅的运行机制。基层开

放大学还需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加强

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加强数字化

学习平台的建设和应用,实现社区资源的开放、共享,
为学习者提供便捷、高效的社区教育学习平台。

(四)坚持政府主导,构建便民服务体系

社区教育是一项惠国惠民的大工程,其发展需要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区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以基层开放

大学为依托,实现“双轮驱动”。明确发展社区教育是

政府的重要职责,教育部门就会重视社区教育,宣传、
文化等有关单位就会积极配合,各部门才能多方联

动、同向发力,形成抓社区教育发展的工作合力。社

区教育不仅作为社区居民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同时

也是促进和谐社区建设的“润滑剂”。因此,实现社区

教育的全面覆盖至关重要。依托基层开放大学推进

社区教育,需以政府为主导,构建便民服务体系,实现

社区教育全覆盖,将社区教育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开放大学拥有“四级管理、五级办学”的覆盖全国的远

程教育体系,各级开放大学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市开

放大学、县工作站与社区居民有着天然的联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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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已有的服务体系,合力共建完善市、区县、乡
镇、村四级社区教育服务体系。例如:成都市经过多

年的发展,以“最成都·市民课堂”和各类主题活动为

载体,打造“学习地图”,构建了“市社区大学—区县社

区教育学校—街道(镇)社区教育学校—社区(村、居)
社区教育工作站—院落学习室”五级社区教育服务体

系,形成了体系化的便民惠民学习圈[10]。
(五)坚持线上与线下联动,开展多样化的社区学

习活动

社区教育的受众群体涵盖了从婴幼儿到老年人

的各年龄段群体,针对不同的学习群体,基层开放大

学应坚持线上与线下联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独具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学习活动,激发社区居民

的学习兴趣,进一步营造学习氛围,使越来越多的居

民亲身参与社区教育,并从中受益。例如,线上可以

借助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开展各种在线学习活动,实
现学习者网上交流、咨询、答疑、互动。针对老年群

体,可以举办“老年学习网”培训、“网上学习万人行”
“老年网上学习之星”评选等活动,激发老年人的学习

动力。线下可以开展全民学习活动周、全民读书日、
终身学习讲坛、专题讲座、书法摄影展、游学、学习圈、
文化休闲娱乐等活动。基层开放大学还可以根据本

地特色,因地制宜,通过系列主题活动,打造社区教育

品牌,形成“一地一品”或“一地多品”的社区教育特色

发展格局。同时,打造具有基层开放大学特色的社区

教育示范基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宣传引导,
鼓励社区居民不仅参加社区活动,还要将参与过程制

作成相应的资源上传到数字化学习平台,经审核后供

全体学习者共享,实现线上与线下联动、现实社区与

虚拟社区的互动互补。
四、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理念深

入人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学习、生活、工作的各个

方面。“互联网+”背景下依托基层开放大学推进社

区教育,在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

教育需求的同时,也为提高社区居民综合素质提供了

支撑,不仅有利于学习型社区、和谐社区建设,也可打

破当前开放大学发展受限的窘状,实现合作双赢,共
同发展。有效推进社区教育,基层开放大学要以政府

为主导,借助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等优

势,做到“五个坚持”,不断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

区教育的知晓度、认可度、参与度。如此,相信基层开

放大学可以更快更好地发展社区教育,为实现教育强

国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魏玲.基层开放大学深度参与多方联合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宁海职业技术联合学院为例[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

报,2019,19(3):35-38.
[2] 林志标.打造开放大学语境下的“升级版”省级开放大学系统[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17(4):96-101.
[3] 刘万华,赵武龙,郭军,等.基层开放大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探索与研究:以广元开放大学为例[J].湖北开放职业学

院学报,2019,32(4):7-9.
[4] 樊德华.基层开放大学开展社区教育的实践研究:以博州开放大学为例[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21(1):24-26.
[5] 刘文瑛.数字化学习时代基层开放大学如何服务好社区教育[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2):14-15.
[6] 蓝斌,熊英,潘广林.基层开放大学转型地方社区大学的思考:江门市社区教育调查报告分析[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4,23(6):5-12.
[7] 吴遵民,陈玉明.开放大学转型社区教育何以可能[J].开放教育研究,2015,03(6):106-112.
[8] 吴雪恩.依托开放大学开展社区教育的实践与探索[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2018,91(2):5-8.
[9] 杨现民,赵鑫硕.“互联网+”时代学习资源再认识及其发展趋势[J].电化教育研究,2016(10):88-96.
[10] 沈光辉.转型发展中的社区教育问题研究[M].北京: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2016:90.

32

苏翩翩:“互联网+”背景下基层开放大学推进社区教育的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ThePracticalDilemmaandSolutionsofGrassrootOpenUniversitiesinthe
PromotionofCommunityEducationUndertheBackgroundof“Internet+”

SUPianpian
(AnqingBranch,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AnqingAnhui246000,China)

Abstract:Intheprocessofadvancingcommunityeducation,grassrootopenuniversitiesareconfronted
withthedilemmasofimperfectsystemandmechanism,insufficientresourcesharing,lowparticipationby
residents,andunevendevelopment.Theyshouldmakefulluseofthehigh-qualitytechnology,resourcesand
servicesupportbroughtby“Internet+”toimprovecommunityeducationthroughtheestablishmentof
communityscienceuniversities,digitallearningplatforms,resourceintegration,constructionofaconvenient
servicesystem,andcommunityeducationactivities.Theeffectivenessoftheneweraofcommunityeducation
hasundertakenthemissionofcommunit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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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aymentforknowledgehasbecomemorematurewithrapiddevelopment.Inordertoshow
thecurrentstatusofKnowledgePaymentresearchmoreclearly,1031relatedliteraturesonKnowledge
PaymentresearchinChinaNationalKnowledgeInternet(CNKI)from1992to2020aresorted,using
bibliometricsandCiteSpacesoftwaretovisuallyanalyzeKnowledgePayment,drawaknowledgemap,and
sortouttheresearchcontext.TheresearchfindsthatthecurrentresearchonKnowledgePaymentmainly
focusesonthreeaspects:theconnotationofKnowledgePayment,theplatformforKnowledgePayment,and
theobjectofKnowledgePayment.“KnowledgeConsumption”and“KnowledgeEconomy”havealwaysbeen
researchhotspotsinthefieldofKnowledgePayment.WaystorealizeKnowledgePaymentandtheresearch
onKnowledgePaymentplatformwillbeahottrendinfutur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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