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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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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是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时代命题。在现代职业教育智

能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下,分析开放大学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目前存在的困境,从办学管理理念、

教学组织形式、专业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四个方面提出具体解决措施,为开放大学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提供了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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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邓小平同志批示创办广播电视大学,随
后全国各级、各层次广播电视大学作为学历补偿教育

应运而生。在四十多年的办学时光里,广播电视大学

在开放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和社会培训等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经国务院批准,2012年7月国家开放大学完成更名,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亲自揭

牌。自此,广播电视大学从学历补偿教育向远程高等

教育转型,十年间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各行各业应用型

专门人才,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1-2]。截至目前,除国家开放大学和各

省级电大完成更名外,各市级电大也陆续更名为开放

大学。全国电大系统的更名,不仅是名称上的更换,
更重要的是办学方向的转变和重新确定了培养目标。
开放大学办学四十多年来,无论是开放教育还是继续

教育,从某种意义上都具有职业教育的属性。进入新

时代后,教育强国的建设目标要求高质量发展,但新

时代也带来了不确定性,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介入给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
开放大学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形成何种

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新的课题和研究方向。本文在

系统研究国内开放大学举办高职教育的基础上,总结

经验,提炼典型案例和模型,梳理出具体措施为国内

开放大学开展同类研究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

借鉴。
一、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大数据

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导致

职业迭代加速,大量人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与此同

时,与产业界关系密切的职业教育也面临着重新洗

牌,越来越多的职教人开始思考和研究人工智能将会

给职业教育带来何种变化和挑战。首先,在教学内容

上由于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冲击,“机器换人”的大趋势

将不可逆转[3-4],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在教学内容安排

上需要增加5G、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融入。同

时,理论内容技术的增加和升级导致三年高职已经满

足不了教学要求,“长学制”将成为职业教育的必需。
高职将围绕技术的升级和积累逻辑安排教学,并为了

实现对高端技术的学习和创新,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

次的职业教育将会越来越普遍。其次,在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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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于社会信息量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速度也越

来越快,要求高职培养的人才要具有较强的信息辨别

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非程序化能力。因此,在培

养目标上除明确应用型人才培养之外,对人才的综合

素养要有更高的要求。最后,在课程体系上根据不同

专业特点开设不同性质的人工智能课程或增加人工

智能内容,加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深度融合,将
知识积累型课程向能力积累型课程转化。推进“人工

智能+教学”改革,增强虚拟仿真和智慧教室建设,从
教学设施、教学环境、教学手段等多维度进行教学设

计和实施[5-7]。
综上所述,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正在以

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对各行各业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现代信息技术对高职的教学管

理、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也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在教学理念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学生对各类知识的获取变得十分容易,传统课堂

教学已经满足不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学生作为知识获

得的主体地位更加明显,教师将逐渐由课堂的主人转

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答疑者。同时,课堂也将不

再是学生学习的唯一阵地,在线教学平台也逐渐成为

师生交流学习的渠道。在教学模式方面,“填鸭式教

学”已经不能符合年轻学生的口味,微课、动画、虚拟

仿真等信息化教学资源应融入教学过程中。理论与

实践融合、线上与线下融合、现实与虚拟融合等多种

混合式教学模式将逐渐成为主旋律。在教学内容方

面,随着互联网信息量的增加,内容上不仅要增加本

专业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结合,也将互联网

中大量的案例融入课堂案例或教材编写中,增加教学

内容的时效性和吸引力[8]。
目前,职教界普遍认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

高职教育满足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人才需求的重

要抓手。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高质量人才,给学生提

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会,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

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动手能

力。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在教学模式

上,逐渐由传统黑板课桌的教学场所向企业车间或校

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转移,情境式教学将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教学过程中。企业技术人员将深入参与到学校

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环节的设计、教学资源的建设

等工作中。在教学内容上,大量企业一线的生产案例

将融入课堂案例、教学资源、学生作业中。帮助学生

短时间内了解企业的最新技术和企业文化,增强学生

的实践能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二、开放大学发展高职教育面临的困难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都是连接教育和

就业之间的重要枢纽,也是创新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

大国的重要力量。传统意义上,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

质高技能的一线劳动人才,高等教育是培养拔尖人才

和高级专业人才,继续教育是满足职后社会人员的各

类需求。但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

系成为了各类教育进行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和提质培

优的主旋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统筹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这是加快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一个时代命题,在这一方面,开
放大学体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目前全国

已有江苏开放大学、重庆开放大学、广东开放大学等

23家省级开放大学举办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成为

统筹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高职教育协同创新的排头

兵。开放大学一直秉承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
办学理念,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在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发展的理论创新、实证

研究和实践模式构建等方面已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

距离党和人民期待的在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目标仍有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9]。
(一)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理念尚缺

推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融合与协同

发展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基本教育方针和教育理念,是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追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

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也明确指出,要进一步通过资源共建和互

通共享,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贯通、横向融通”。

2022年5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

育法》也提到建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与融合应用。目前,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发展主要有

三种形式:一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办学管理模

式,如辽宁开放大学、广东开放大学等,在职能管理和

教学院部都是一套人员,教师既是开放教育的教师,
也是高职教育的教师,在人事、财务、教务等方面形式

上高度融合在一起;二是“一体多元”的办学管理模

式,如湖南开放大学,这种形式是保持开放教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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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位不变,开放教育利用职业教育在校企合作、专
业设置和教学模式等方面的优势开展职业教育;三是

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在保持职业教育自身优势的基础

上,吸收和借鉴开放教育在学习方式、远程服务、教学

手段等优质教学资源实现开放教育和职业教育协同

发展,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无论是哪种协同创新

发展模式,职业教育和开放教育的协同发展还依然停

留在资源共享方面,在协同创新机制、典型案例、专业

群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方面仍然无法达到高度契合。
(二)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教学组织形式交叉

经过多年的开放大学高职教育实践,开放教育和

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已经可以达到融合,遵照

执行相同的专业教学标准,也均是为区域经济发展和

技能型社会培养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但是,在教学

归口管理、教务管理设置和教学资源配置上仍需进一

步协调和整合。例如,有的学校虽然二级系部教师既

上开放教育的课程也上高职教育的课程,但是却分设

开放教务处和高职教务处,两个教务处各自独立运

行,管理同一批教师,使得教师无所适从。同时,开放

教育的教学基本上使用教学平台在线教学,而高职教

学虽在疫情期间也使用在线教学,但后疫情时代基本

上要回归到原来的线下课堂教学为主,两种不同的教

学组织形式也导致教师内心抗拒。
(三)开放教育 和 高 职 教 育 专 业 课 程 建 设 标 准

不同

目前,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均能在教学内容上强

调技能和实践的重要性,在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按

照统一标准进行专业和课程建设。但是,因为教师个

体理解上的差异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表面形式融

合多,深层次融合少。在专业和课程建设方面,偏重

高职教学的教师认为实训条件建设重要,而偏重开放

教学的教师就认为课程资源建设是核心。尤其是在

网络教学平台和课程资源建设方面,开放教育和高职

教育各有一套标准,各自开展建设,造成学校资源极

大浪费。
(四)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分化

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各自独立运行管理,同样使

得管理人员和教师对协同发展存在误区,缺乏深刻理

解,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尤其一些学校由于政策制

度上的障碍造成教师思想认识上的不理解。例如,从
事开放教育教学工作的工作量不能作为教师教学工

作的基本工作量,或者开放教育教学工作量过少但要

求较多,直接导致大量高职教师不愿意从事开放教育

教学工作。久而久之,从事开放教育的教师和从事高

职教育的教师双方身份属性明显,相互不了解对方的

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产生工作上的疏离感。
因此,开放教育和职业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融合程

度不高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度上的原

因。例如,广东开放大学在教务处的设置上,分分合

合进行调整,也是学校在实践过程中的反复尝试,都
充分说明开放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同创新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开展深入研究,
总结经验。

三、开放大学发展办高职教育的有效路径

开放大学举办高等职业教育既是时代发展的使

命也是现实社会需求。但在办学定位、办学模式等方

面仍需达成思想共识,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优化

管理模式,形成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良好

局面。
(一)办学管理理念上的融合

思想认识是制约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融合发展

的根本性问题。二者的协同发展不是教育元素的简

单叠加、复制或者移植和嫁接,而是各自优势的合作

互补、融合发展和协同创新。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

开放教育还是高职教育都是服务于全民终身教育,构
建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开放大学作为面

向社会民众,服务终身学习的新型大学,四十多年的

成功办学充分证明了在教学资源供给方面的优势。
在学历补偿教育、非学历教育等方面具有实用性强、
大众化的特点,符合我国国情需要,尤其在缩小城乡

教育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教育公平。
因此,开放大学办高职教育仍然要坚持人民至上,以
人民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学校要做好顶层设计,明确

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服务面向、专业设置、人
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融合发展,坚持“扎根基层办大学”
的办学特色,树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办学宗旨,让
优质的高职教学资源覆盖到基层,实现开放办学的梦

想,圆梦有求知欲望的人民群众。
(二)教学组织形式上的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进行了

部署,教育部也在积极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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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教育模式将会兼具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和个

性化的特点,在这方面,开放大学具有先天优势和丰

富经验。从开始的广播电视教学,到后来的信息化教

学,再到数字化教学和智能化教学,开放大学都走在

了时代的前列,树立了新型教学模式的典范,为教育

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叠加和倍增作用。近些

年,高职教育越来越多的开始推广使用微课、动画、视
频等网络教学资源,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得到了大多数院校的热捧。随着虚拟

仿真教学资源的强势介入,“互联网+教育”的模式已

经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形态,互联网教学已经不是

开放大学独有的模式。开放大学应在已有的优势资

源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混合式教学模式,以人才培养

为核心,以教育数字化为手段,建立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的教学平台,共建共享课程资源、实训平台,努力构

建规模化、数字化的个性学习服务体系。
(三)专业建设上的融合

专业建设是开放大学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融合发

展的核心和关键。因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区域适应

性”问题,因此,开放大学办职业教育从国家层面还无

法像开放教育本身那样统一管理,在省级层面需要下

放专业设置权和专业建设权。而在省级层面推进开

放大学开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和社会服

务、技能培训是很好的融合切入点。通过校企合作,
将产业发展前沿知识和技能引入到教学中,让开放教

育和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搭建、教材建设、
资源开发和实习实训方案等方面有机融合,从而实现

专业设置和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和岗位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和技能证书

对接的目的。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
确了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均有社会培训的任务。为

此,开放大学应充分利用其市场化办学的丰富经验和

优势,为职业院校学生和企业员工、社会再就业人员

提供学历提升和技能培训的畅通渠道。同时,充分利

用好职业教育优秀的师资条件、教学资源、实习实训

场地做好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保障工

作,从而完成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共同使命,促进二

者融合发展。
(四)师资队伍建设上的融合

师资队伍的融合发展是实现开放大学办职业教

育的决定性因素。全体教职工要在认识和思想上认

同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殊途同归的使命担当,无论是

从事开放教学的教师还是从事高职教学的教师,都要

主动对接企业,熟悉企业管理、产品开发、生产运行的

手段和方式,掌握企业最新的知识和技能,达到教学

理念上的融合,能够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融

入教学,同时将开放教育和高职教育融合发展融入自

身的发展当中,增强自己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学校要

优化顶层设计,制定激励机制,鼓励教职工参与融合

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搭建无界化的开放教

育和高职教育共享型专兼职教师队伍,吸纳大国工匠

和技术能手加入教学团队中,通过项目合作、访学交

流等形式形成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提高教师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教学能力、虚拟

和实际相结合的教学能力,加快新时代“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
四、结语

开放大学办职业教育既是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

国家构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
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职业教育信息化、数字化浪

潮已经来临,开放大学凭借多年办学优势和条件的积

累,在协同发展的同时,解决办学管理理念、教学组织

形式、专业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根本性、关键

性和决定性问题,利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手段,为
我国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和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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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Path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inOpenUniversities
QIURongpeng,PANDewen,ZHANGJian
(LiaoningOpenUniversity,Shenyang110161,China)

Abstract:Coordinatingthecollaborativeinnovationofvocationaleducation,highereducationand
continuingeducationistheerapropositionofbuildingthehigh-qualityeducationsysteminChina.Underthe
developmenttrendofintellectualization,informatizationanddigitizationofmodernvocationaleducation,this
paperanalyzesthecurrentdifficulties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inopenuniversities,andputsforward
thespecificsolutionsfromfouraspects:university managementconcept,teachingorganizationform,

professionalcurriculumconstructionandteachingstaffconstruction,whichprovidesthepathreferencefor
thedevelopment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inopen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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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andPathoftheDevelopmentofElderlyEducationwith
JiangxiCharacteristicsUndertheBackgroundof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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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lderlyeducationhasincreasinglybecomethefocusofacademicattention.Onthebasisofthe
specificprovincialconditions,theelderlyeducationinJiangxiprovincecontinuestoexplorenewdevelopment
modelsforelderly education.Th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ofelderly education with Jiangxi
characteristicsshouldrespondtothesocialdevelopmentofJiangxiandtheyearningandpursuitforabetter
lifefortheelderlygroup,givefullplaytothepotentialofseniorcitizens’education,enhancetheroleof
seniorcitizens’socialparticipation,andhighlightthefunctionsofelderlyeducationinservingpeople’s
livelihoods,societyandeconomicdevelopment.ToachievethedevelopmentofelderlyeducationwithJiangxi
characteristics,itshouldadoptthedevelopmentmodelof“embeddedelderlyeducation”,aswellaspromote
legislationandrelevantdocuments,streamlinethemanagementsystemandmechanismofelderlyeducation,
enrichthecontentandformofelderlyeducationcourses,andimprovethestandardizedlevelofelderly
education,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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