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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管理中心 2025 年 5月 23 日

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创新之路——学习型社会建设重

点任务典型案例汇编（第二辑）（节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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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2023 年教

育部组织实施了“学习型社会建设和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工

程”,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印发《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

的通知》，培育建设了一批典型示范项目。在组织专家跟踪

指导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为总结各地优秀经验，教育部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联合编辑了

《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创新之路一一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

务典型案例汇编》(第二辑）（以下简称《案例汇编》)，精

心呈现了 52 个具有较强代表性、典型性的项目案例。

《案例汇编》分为“继续教育模式创新”“继续教育支

撑国家发展战略”“继续教育服务重点人群”“继续教育数

字化转型”等四部分，其中由省教育厅指导、安徽开放大学

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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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呈现了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继续

教育数字化建设的最新进展与成果。现以园区简报的形式将

此典型案例全文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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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教育厅直接指导下，安徽开放大学基于深化成人高

等继续教育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学历继

续教育的要求，依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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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供泛在可及的

公共支持服务，一体推动省域内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数字化整

体转型，形成可推广的“安徽方案”。

一、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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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教育厅依托安徽开放大学建立“安徽继续教育网

络园区”（以下简称“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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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一体四融”教育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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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开展研究与实践，高

校师生满意度超过 95%，逐步走出一条“政府引领、数字赋

能、高校联动、园区服务、规范有序、创新发展”的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融合之路，形成省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改革

数字化整体转型的“园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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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入驻高校及教育机构 150 多所（其中，安徽省举办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高校已实现 100%入驻），1 万多名教师

参与教学，140 多万学习者因此受益（其中，网络自考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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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突破 5000 人，助力 2 万名“求学圆梦行动计划”学员

完成学业）。在线课程资源总量已达 84 万多条，视频资源

超过 60 万讲，视频学习总时长超过 10000 万小时。

园区平台大数据观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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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在省教育厅的组织协调下联合百余所高校，在推进

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资源共建共享模式、促进教学评价

改革等方面展开实践，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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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校提供个性化、全流程质量管理和风险防控服务，

为省教育厅开展常态监测、检查评估等提供重要依据。

二、主要成效

（一）数字引领形成“协调融合共生”的数字平台新生

态

以“整体设计、模块安排、任务驱动、多元交互、立体

评价”的在线教学思路为引领，建成国内领先的数字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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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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服务功能，

为高校、教师和学习者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服务。

安徽省自考助学平台

安徽省农民工继续教育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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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服务形成“绿色优质普惠”的资源供给新生

态

形成“自建、共建、联盟、项目”四式共享的资源建设

模式，建设云端“课程超市”和“乡村振兴学院”。园区实

现 4 万门次课程线上与线下融合教学，高校间共享课程达 2

万门次，为百余所高校依托园区平台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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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改革提供支持。

课程超市——云端乡村振兴学院

（三）数字治理共创“开放共享共治”的教育评价新生

态

安徽省教育厅依托园区建设安徽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

为80多万学习者建立账户存储学习成果1000万个，建成153

个覆盖全省的认证中心，推动全国首个农民学分银行、产业

工人学分银行实体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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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发教学监管与质量保障指标，开展继续教育共同体实践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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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学分银行为桥梁纽带，以技工院校学习成果等作为认

证与应用为突破点，探索推进教育评价综合改革。

学分银行数据驾驶舱

（四）数字创新形成“三体三共三互”的体制机制新生

态

按照“政府引领、整体规划、数字赋能、区域联动”的

发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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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园

区成立高校联盟先后有70所高校加入，协同创新发展；依托

园区推进学位外语考试改革，在16个市考点为48所高校30万

学习者试提供预约考试服务。

指导：省教育厅高教处

编发：网络园区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