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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工作简报 

2021 年第 2 期   总第 15 期 

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管理中心                         2021 年 3 月 30日 

 

教育部委托课题“基于信息化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融合发展与监管服务探索”项目顺利结题 

——“安徽方案”、“安徽经验”、“安徽建议”获专家组特别赞赏 

 

2 月 5 日，安徽省教育厅与上海市教委、北京大学、国

家开放大学共同参加由教育部职成司组织召开的“基于信息

化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融合发展与监管服务探索”项目结题

汇报及验收双向视频会。会上，安徽省教育厅项目组汇报了

在教育厅统筹、高校联动、园区服务机制下委托课题的研究

情况，课题立足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建设实践与创新基础，从

共建、共生、共享、共同体在实践、理论和体制机制等方面

凝练的“安徽方案”、“安徽经验”和“安徽建议”获得评

审专家组一致认可和特别赞赏。至此，历时两年多的教育部

委托项目顺利完结，其中凝聚了省厅、高校和众多继教人的

共同成果，是探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安

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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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过程积累，体现探索与实践 

2018 年 12 月，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委托安徽

省教育厅在现有“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实践基础上，深入开

展基于信息化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融合发展与监管服务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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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成立以省教育厅分管领导为组长，高教处、

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管理中心、17 所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研

究管理人员为组员的项目组，对项目实施开展调研。2019 年

3 月，省教育厅制订委托项目实施方案，将该课题设立安徽

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工程大学、阜阳师范大学、安徽

开放大学牵头的六个子项目，并纳入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

量工程重大教学改革项目。2020 年 2 月，印发《安徽省教育

厅关于做好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委托项目研究工作的

通知》（皖教秘高〔2020〕22 号），进一步推进项目研究工

作。期间，共组织召开项目推进会 4 次，各子项目研讨会 14

次。 

 

 

⚫聚焦质量提升，体现内涵与深度 

（一）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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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底，有超过 45 万人上线园区平台学习，教

师在线布置作业 4 万份，学习者在线提交作业 1200 万份，视

频学习总时长超过 3400 万小时，实现了时时可学，处处可学，

有效的缓解了工学矛盾。特别是在 2020 年疫情期间，园区平

台为全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以及高职扩招等群体学生在线

学习提供了有力保障。 

1.逾百所高校入驻园区。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入驻高校及

其他教育机构共计 102 所，高校入驻率超过 95%。主动服务

国家“高职扩招计划”，农业农村部、中华总工会实施的“农

民工求学圆梦行动”等品牌项目。 

 

2.共建共享 6千余门次课程资源。高校间通过共建、共

享等多种方式，在园区平台建设完成课程资源 30 多万条，其

中教学视频资源 20 多万讲，涉及 1 万多门次学历教育课程和

225 门非学历培训课程，共享课程 6196 门次；省教育厅牵头

共建“学前教育”等 3 个专业近 41 门学历继续教育课程资源，

并向全省免费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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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教学过程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研制《安徽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远程化教学过程质量评价标准》，拓宽园区督

导系统数据分析功能，搭建区域特色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

学过程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发布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建

设发展年度报告，对高校开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远程化教学

模式改革与信息化建设进行总结评价。 

 

4.共创安徽学历继续教育区域性联盟。29 所高校合作成

立安徽继续教育公共英语联盟，推进公共英语教学改革与学

位英语考试改革。安徽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成功上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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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成立安徽高校继续教育合作联盟，为学习者共享各级各

类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提供畅通的区域沟通渠道。 

 

（二）理论成果 

课题研究聚焦共建、共生、共享、共同体发表相关论文

17 篇，获得相关奖项和主流媒体报道 30 余次。 

1.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共建体系研究。研究指出，在“园

区”建设与应用实践中，构建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共建体系主

体包括高校、数字化学习中心、学习者、管理中心。通过与

高校网络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行业学院、企业大学

等开展合作共建，依托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形成继续教育

公共服务共建体系。 

2.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共生发展理念研究。为解决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学习形式融合、信息化建设、资源集约化的问题，

借鉴共生理论，从共生环境、单元、模式等方面分析系统共

生问题，结合园区建设实践，探析省域继续教育网络园区构

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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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互联网+”学历继续教育共享模式研究。打造全国首

创的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有效促进了教育教学与现代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构建了线上与线下教学支持服务融合发展

的继续教育教学 OMO 新模式。互联网汇集了各高校的优质

课程资源，通过共建共享，为更多学习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教

学服务。 

4.依托园区的继续教育共同体发展模式研究。研究提出，

继续教育共同体走向实体化即是成立各类实体联盟，坚持政

府引领，综合利用社会需求对继续教育资源进行合理调配，

促使区域内整体教育资源达到平衡。同时，通过园区内高校

合作共同体，探索实现五种学历继续教育学分认定与转换模

式，建立多种形式学习成果认定机制，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

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定与转换制度的建立。 

（三）体制机制成果 

1.形成教育厅主管、高校联动、园区服务的体制架构。

打造互联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模式，构建政府引领、高校

联动、资源共享、规范有序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融合发展新

机制，探索了基于信息化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全过程的

监管、服务与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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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成教育厅、高校、园区层面系列融合发展制度机制。

出台一系列基于信息化条件下的行之有效的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教学管理融合发展的制度机制。教育厅层面，提出了基

于信息化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模式改革、质量监控与评

价、函授站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政策要求，高校层面，围绕教

学管理监控评价制定具体的应用细则，园区层面统一了资源

建设基本要求、课程远程化教学工作规范、学分银行认定和

转换实施办法等服务规范，各项制度成果 30 余项。 

3.构建监管服务运营体系等系列成果。为区域内高校学

历继续教育融合发展与监管服务体系初步搭建，命运共同体

概念基本形成，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与借鉴。 

⚫立足创新支撑，体现亮点与特色 

（一）构建区域性继续教育共同体，为各类型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协同与融合发展打通最后“一公里”带来“安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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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依托园区搭建统一网络平台，以网络平台、继续教育联

盟和安徽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为载体，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融合发展进行探索，以课程资源共享、学分互认互换、教学

信息互通为突破口，形成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共生发展理

念，构建了“4+N”（园区、平台、联盟、银行+多高校）

继续教育融合发展与监管服务共同体模式，为推进长三角区

域内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探索“互联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共建、共享、

共生发展理念，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监管服务提供“安徽经

验”。 

 2013 年，省教育厅围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远程化教学

模式改革，建立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开启了全国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改革之先河。平台建成后，通过安徽大学等省属

重点高校成功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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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来，百余所高校和教育机构陆续加入园区，在资源

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形成了系列规章制度，高校间共享课

程资源达 6000 多门，200 多门课程资源“商品”在园区超市

向社会开放。创新“三体三共三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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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服协同机制，构建了

全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融合化发展的新格局。2020 年疫情期

间，园区平台为全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以及高职扩招等群体

学生在线学习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探索“政府引领、高校联动、资源共享、规范有

序”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融合发展新机制，为全国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安徽建议”。 

一是政府引领，创新体制和管理模式，实现不同形式学

历继续教育的有机融合；二是高校联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

化技术和平台，构建区域性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优质教学资

源共建共享；三是构建大专业广课程培养体系，有效落实融

合发展和个性化培养；四是强化继续教育共同体建设，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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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融合发展的教学方法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五

是着力推进学分银行建设，确保学历继续教育个性化培养落

地生根；六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教学过程监控和

教学质量评估。 

⚫持续建设投入，体现示范与推广 

根据项目已有的实施情况及研究成果，未来将持续建设

投入，力争将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广。 

（一）抓应用，进一步强化教育部委托项目成果推广应

用。持续推进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建设，助力高质量教育体系

构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融合发展任重道远，远程化教学模

式改革和信息化建设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推进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监管服务改革试点。 

（二）抓研究，持续推动有关部门、高校加强继续教育

研究工作。计划将高等继续教育改革研究单独列入安徽省高

等院校质量工程项目，探索单独设立高等继续教育教学成果

奖项目，筹划建设终身教育研究院。支持高等院校开展继续

教育各类型研究，提站位强内涵显作用。 

（三）抓实践，进一步推动安徽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和

长三角地区开放教育学分建设研究与实践。开展区块链技术

在学习成果存储、积累、认定与转换中应用研究，重点探索

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之间成果转化，安徽努力为

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高等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一体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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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大作为。 

 

 

（指导：省教育厅高教处；编辑：园区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