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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 一体化推进区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整体转型的“园区模式”

2023 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发起学习型社会建设

重点任务遴选，安徽开放大学牵头申报成功立项学历继续教

育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数字赋能 一体化推进区域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整体转型的“园区模式”》，成为首批全国遴选立

项的 100 个项目之一，同时基于网络园区的安徽省学分银行

建设成为教育部 50 项探索三教统筹协同创新路径重点任务

项目之一。11 月 28 日，由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高等

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继续教育领域典型

案例宣传推介会”在北京召开。安徽开放大学作为学历继续

教育改革创新任务建设代表受邀参会并作学习型社会建设

重点任务案例分享，现节选汇报部分内容如下。

园区建设背景

为重点解决成人高等教育教学形式落后等方面的问题，

促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融合创新发展，更好服务区域地方经

济与社会的发展，2013 年，安徽省教育厅、财政厅实施高等

教育振兴计划，启动“成人高等教育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与

信息化建设”项目，委托安徽开放大学作为全省统一的继续

教育教学与管理平台“安徽继续教育在线”的承建方和服务

方，借鉴经济开发区、高新区理念，首创安徽继续教育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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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逐渐走出一条“政府引领、高校联动、园区服务、资

源共享、规范有序、创新发展”的融合之路。

园区建设模式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整体推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融

合发展的园区模式

以全省统一的继续教育教学与管理平台为“载体”，构

建“政府引领、高校联盟、学分银行和百校联动”四方融合

的“一体四融”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共同体，推进在皖办学省

内外高校学历继续教育教学改革整体向信息化、数字化转型，

促进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面授辅导教学模式融合，形成园区

服务继续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安徽方案”。

（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化资源供给服务

百万学子的园区模式

光明日报曾专题报道《安徽高校继续教育的“供给侧改

革”》，提出“园区已成为安徽高校继续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的实验区、资源建设的开发区、合作共享的创新区”。据最

新统计，园区平台共服务 150 多所高校及教育机构，1 万多

名教师参与教学，累计注册学历继续教育学生、高职扩招学

习者、学位外语考生、自考助学考生及其他社会学习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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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学习者达 139 万人。平台课程网络资源总量已增长至

84 万多条，其中视频资源 60 多万讲。园区各项数据增长的

背后，反映了园区模式能有效提升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更

高效服务园区百所高校、百万学子。

（三）贯彻高质量发展要求，持续强化服务继续教育数

字化治理的园区模式

园区联合百余所高校，在推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探索继续教育教学评

价改革等方面展开实践，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为高校提供

个性化、全流程质量管理和风险防控服务，为教育主管部门

对高校学历继续教育办学进行常态监测、检查评估等提供重

要依据。

园区建设创新

（一）数字引领探索教育智治改革：“协调融合共生”

的数字平台新生态

建成省内一流、国内领先的数字化教学与管理平台，含

移动学习等 20 个互联互通的子系统。实现了一体化教学、

一站式学习、全过程监控、智能化服务等功能，为打通学历

继续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构建覆盖多领域的“互联网+”

公共支持服务体系及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奠定根基。

（二）数字赋能助力教育资源改革：“绿色优质普惠”

的资源供给新生态

百余所高校依托园区开展“个性化、有支持、学习者自

主学习为主、线上线下支持服务相融合”的教学模式改革，

实现“整体设计、模块安排、任务驱动、多元交互、立体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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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教学思路，以联盟为抓手，形成“自建共享式”“共

建共享式”“联盟共享式”“项目共享式”等资源建设新模

式，在园区内打造云端“超市”和云端“乡村振兴学院”。

（三）数字治理推进评价改革：共创“开放共享共治”的

教育评价新生态

从学习成果零散分布、难以记录向全过程、全阶段学习

成果互联互通的“评价模式转变”。一是构建内含 8 个一级

指标，23 个二级指标的远程化教学过程监控与质量保障体系，

为高校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全方位监控服务。二是共创高校联

盟，为区域继续教育共同体实践与研究提供动力机制。三是

以园区为基石，打造有影响力的学分银行。依托网络园区、

高校联盟，以学分银行为桥梁纽带，以学位外语学习成果、

农民学分银行、技工院校学习成果认证与应用为突破点，联

通三教学习成果，探索推进教育评价综合改革。

（四）数字创新推动教育机制改革：“三体三共三互”

的体制机制新生态

园区秉承服务学生、服务高校、服务教育主管部门的初

心，按照“政府引领、整体规划、数字赋能、区域联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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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聚焦“‘共生式’公共支持服务体系”“继续教

育共同体”“‘互联网+’人才培养新教学模式”三方面开

展研究与实践，形成了省厅监管主体、园区服务主体、高校

办学主体，园区共建、联盟共治、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学

分互认、成果互用的“三体三共三互”监管服协同机制，探

索三教统筹协同创新工作试点，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打造

终身学习品牌。

园区建设成效

一是网络园区应用成效显著。园区高校实现3.6万门次

课程线上与线下融合教学，高校间共享课程达1.1万门次，

139万名学生因此受益，高校师生满意度超过95%。4份继续

教育发展报告、8份园区发展报告均被采用。借用园区模式

推进自考助学数字化服务改革，今年共有3000多名考生注册

学习。

二是特色联盟建设成果丰硕。依托园区高校联盟先后有

合肥工业大学等70所高校加入，共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

习指南”课程和应用化工技术等专业课程。英语联盟首推继

续教育公共英语教学改革新模式，先后组织13次学位外语考

试，省内外45所高校参与，累计为27.3万人次学习者试提供

预约考试服务，依托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在全省17所市级开放

大学设置考点，为高校考生就近就地预约考点提供便利。

三是学分银行发展扎实有力。以网络园区为基石，安徽

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链接国家职业教育学分银行、长三角地

区开放教育学分银行，已为130多万学习者建立账户，实现1

万多门课程的跨校互认共享，建成153个覆盖全省的认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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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推动全国首个农民学分银行实体运行。

四是成果应用辐射广泛备受关注。园区建设被列入省政

府、省教育厅年度重点工作，纳入省教育事业十三五、十四

五规划。《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10家新闻主流媒体

予以报道。依托园区搭建“高职扩招”在线教学系统，搭建

农民工继续教育服务平台服务“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建

设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服务平台等品牌项目，取得

良好社会效益。湖南省教育厅等20多个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和

100余所高校前来调研，为外省多高校、多联合体提供参考

借鉴。

五是所获荣誉奖项令人振奋。承担教育部委托课题1项、

教育部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2项、省重大教学改革课题

及重点研究项目近20项，公开发表论文60多篇，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2项、安徽省教学成果特等奖2项、安徽省教学

成果一等奖2项，获全国、全省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

指导：省教育厅高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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