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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远程化教学模式 

改革案例 

 

【编者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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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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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

近百所高校参与项目研究，在实践、理论和体制机制等方面

研究成果丰硕。2021 年 2 月 5 日，项目顺利结题并获得专家

组特别赞赏。项目结题共收到的 27 份高校远程化教学模式

改革实证报告，为进一步推广应用委托项目成果，现节选《阜

阳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案例》等

若干篇案例以园区简报的形式公布，因篇幅限制，其他佳作

未能一一收录，后续将通过交流研讨等方式共飨研究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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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校概况 

（一）学校概况 

阜阳师范大学创办于 1956 年，是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本

科高校。现设置 17 个教学学院、1 个继续教育学院；拥有

70 个本科专业，涵盖文学、历史学等 11 大学科门类。 

（二）学校继续教育发展概况 

学校始终高度重视继续教育，《阜阳师范大学章程》明确

规定“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学校继续教育由一名校级领导

分管；设继续教育学院，作为继续教育的专门办学和管理机

构，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体制。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现有函授、业余两种类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仅在安徽省内招生，截止到 2019 年底，学校录取 2020

级学生 3383 人，另有在籍生 3486 人。 

二、推进措施  

（一）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基本情况 

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紧紧依托学校全日制本科相同

（相近）专业进行办学，与全日制本科相同（相近）专业协

调发展，形成了相互补充、彼此促进的良好态势。 

学校切实满足不同学习对象、不同层次和学习形式对教

学内容和学时的要求，持续推动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和信息

化建设，教学和管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才培养质量大幅

提升。 

（二）改革措施 

1.管理模式 

学校初步构建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规章制度体系，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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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进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和信息化建设、大力提升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严格遵循继续教育规律，努力提供线上线下多层次服务，

方便教师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2.教学模式 

2014 年以来，学校大力推进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和信息

化建设，逐渐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取

得明显成效。为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学校一方面加快制定远

程化教学模式下学历继续教育课程标准，构建远程化教学模

式下学历继续教育课程体系，设置远程化教学模式下学历继

续教育教学环节，另一方面完善远程化教学模式下学历继续

教育过程评价和质量监控体系，同时积极推进远程化教学模

式下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三）改革成效 

截止到 2019 年底，学校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网络课程 93

门，另有共建共享网络课程 21 门。除音乐学专业外，各专

业主干课程均实现网上学习，访问量、完成作业量、发帖量、

提交学习笔记量等均居全省高校前列（具体见图 1、图 2），

已有二十余所省内高校前来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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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安徽省部分本科院校资源上线情况。 

数据来源：《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建设发展报告 2019-2020》（安徽省教育厅，

2020年 9月） 

 

 
图 2：安徽省部分本科院校课程上线情况: 

数据来源：《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建设发展报告 2019-2020》（安徽省教育厅，

2020年 9月） 

 

安徽

广播

电视

大学

安徽

大学

淮北

师范

大学

皖西

学院

蚌埠

学院

滁州

学院

池州

学院

宿州

学院

铜陵

学院

阜阳

师范

大学

黄山

学院

资源总数 38337 11031 12129 10230 8914 8276 5252 5068 5109 3636 4251

视频讲数 24038 8730 6655 5715 5357 5309 3262 3240 3012 2553 2150

课程数 1024 204 156 204 160 159 98 95 111 93 68

0

200

400

600

800

10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课
程
数

资
源
数
和
视
频
数

安徽广

播电视

大学

安徽大

学

蚌埠学

院

淮北师

范大学

滁州学

院

阜阳师

范大学

安徽农

业大学

皖西学

院

安徽理

工大学

宿州学

院

专业数 28 76 30 31 37 30 73 18 35 22

课程门数 1175 560 361 267 223 213 210 206 201 183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5 
 

三、机制保障 

（一）制度建设 

截止到 2020 年 10 月，共制定、修订及实施规章制度 8

项，覆盖了学籍学历管理、教学管理、学分制，以及管理人

员、教学人员的酬金等方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规章制度体

系得以初步构建。 

（二）师资保障 

学校不断充实、优化继续教育教学管理队伍，培养锻炼

了一支人员稳定，结构合理，整体素质高，服务意识强的教

学管理队伍。教学方面，师资全部依托各教学单位专业师资

队伍；管理方面，继续教育学院机构健全，分工明确，人员

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 

（三）资源建设 

学校高度重视教学资源建设，严格教材建设，不断加强

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学校拥有总值

26856.44万元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202.6万册的纸质图书，

同时拥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science direct 电子期刊库

等 70 个中外网络资源数据库，可供继续教育学生使用。 

（四）设施设备 

学校继续教育学院坐落在清河校区，占地 37 万平方米，

教学生活用房 15.8万平方米，并拥有两个专用学术报告厅，

可同时容纳 3000 余名继续教育学生（学员）使用。继续教

育中心培训楼共有 10 个设备先进的多媒体教室，可同时进

行 500 余人的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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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作办学及校外教学站点建设和管理情况 

学校高度重视学历继续教育函授站（点）建设，严格按

照上级文件要求，督促并定期检查函授站（点）建设情况，

确保办学条件达标，校外各函授站（点）均按规定配备办公

设备和教学设备。截止到 2019 年底，学校拥有函授站（点）

5 个，分别设在界首、蒙城、太和、临泉和合肥等地。 

（六）经费保障 

继续教育学院认真执行预算，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控制

经费支出，并做到专款专用，确保学费收入主要用于教学，

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四、社会贡献 

在服务国家战略、行业及经济社会发展与学习型社会建

设方面，紧紧依托自身的优势资源，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和人

才培养方案，努力满足学生个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大力支持

地方老年教育发展。 

在学历继续教育资源面向校内、社会开放服务方面，实

现了与全日制本科教育的资源共享。 

在学生满意度方面，经过学生评教结果分析，学生学习

满意度均在 90%以上。学生网上学习访问量、完成作业量、

发帖量、提交学习笔记量等均居全省高校前列（见图 3），也

能从一个侧面证明学生学习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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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安徽省部分本科院校学习者在线作业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建设发展报告 2019-2020》（安徽省教育厅，

2020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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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网络园区的优势资源，取得显著成效。 

此外，学校与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理工大学、淮北师范

大学、安庆师范大学、淮南师范学院等省内兄弟院校也保持

了密切联系，实现了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全力服务终身教育，与阜阳市老年大学、老年学学会保

持了密切联系，有力促进了阜阳市老年教育发展。 

（三）教育教学研究与成果等情况 

学校高度重视继续教育科学研究，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

平。先后获批立项学校深化综合改革重大项目 1项（2015年），

安徽省级高校继续教育重点教学改革项目 6项（2018年 2项、

2019 年 4 项），先后荣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继续教育分会学

术年会 2015、2016、2017 年度优秀论文奖。 

六、问题挑战、对策及建议 

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新战略为高校继续教育提供了历史

机遇，同时，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提供

了强劲需求。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普通高校的大规

模扩招以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使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

专业建设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面对问题和挑战学校将持续大力推进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发展优势特色专业，开发前瞻性的、

市场化、特色化的优势学科专业，大力提升自身竞争力；进

一步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优势互补，协同推进，

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将借鉴国外（境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

教育管理方法，加强与国际一流高校的合作办学，促进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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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建议： 

进一步加大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和信息化建设力度，为

各高校提供样板示范作用； 

进一步规范管理，明确职责，细化分工，使高校有章可

循，有规可依，有据可考，有账可查，规范有序运行，进而

构建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体系； 

进一步发挥园区的平台作用，加强各高校的交流合作，

整合各高校的优势资源，促进各高校的协调发展； 

进一步丰富优化园区网络课程资源，制定相应的课程标

准，编辑出版相应的教材，使之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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