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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角色探究
———以国家开放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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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将其作为我国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
务。开放大学作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本文
借助国家开放大学试点探索工作取得的成果，在厘清开放大学与学习型社会建设间关系的基础上，探寻开放
大学在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并进一步思考其如何在建设过程中进行多元角色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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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Ｒ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ut forward "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task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the open university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learning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 University and learning society construction，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Open University in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with the help of the experimental ex-
ploration results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and further thinks about the ways to expand th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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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学习、终
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之后，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

提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迫切
需要，并将其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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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根本保障。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
国民素质”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由此可见，建设学
习型社会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必然趋势，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1］根据《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办好开放
大学”和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
式”试点的要求，国家开放大学积极探索开放大学
的中国模式，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为我国学习
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助力。本文以国家开放大学
( 以下简称“国开”) 试点探索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为
素材，在厘清开放大学与学习型社会建设间关系的
基础上，探究开放大学在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
角色定位及多元角色拓展。

一、开放大学与学习型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
1．学习型社会理论的内涵辨析
1968 年，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赫钦斯 ( Ｒ．

M． Hutchins) 在《学习型社会》( The Learning Socie-
ty) 一书中，最早提出“学习型社会”概念。他认为:
该社会为每个处于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年男女们
提供可供其空余时间参与的成人教育，最终在社会
所有部门的帮助下，通过学习、自我实现和完善人性
这些目标来促进社会本身的价值转换。［2］此后，诸
多学者围绕“学习型社会是什么?”、“学习型社会有
什么作用?”、“学习型社会是否会实现?”等问题展
开讨论，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其中，代表人物包
括舍恩( Donald Schon) 、伊里奇 ( Ilvan Illich) 、博希
尔( Boshier． Ｒ) 、胡森 ( Torsten Husén ) 、兰森 ( Ｒan-
son，S． ) 、贾维斯 ( Peter Jarvis ) 、门德依 ( van der
Zee) 等。这些学者分别从个体、教育和社会的角度，
期待借助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多
样化学习需求、推进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实现社会
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欧盟等国际组织的推动，学习型社会理论于 20 世纪
80 － 90 年代成为全球策动教育变革和推动社会进
步的力量。［3］可见，学习型社会就如同一个“学习共
同体”，以终身学习理念为引领，强调为每一位社会
成员提供其终身所需的学习机会，从而挖掘个体潜
能以达成自我实现的需求。其基本特征包括:第一，
终身学习，强调学习涵盖人的一生，并需要适应个体
和社会的发展;第二，全员参与，强调参与需囊括各
利益相关者 ( stakeholder) ，不仅包括学习者也包括
学习提供者;第三，资源整合，强调城市中各种有助

于推进终身学习的资源 ( 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
源) 的有机结合; 第四，全面发展，强调个人和社会
的协同发展和整体提升，一方面通过学习完善人性
以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借助学习营造更好的社
会环境以使个体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

2．开放大学的理念阐释
大学的理念是其安生立命之本，也是其精神和

灵魂所在。开放大学最为核心的理念是“开放”。
英国开放大学首位名誉校长杰弗里·克瑞德( Geof-
frey Crowther) 勋爵将其具体表述为人的开放 ( open
to people) 、地点的开放( open to place) 、方法的开放
( open to method) 和思想的开放( open to idea) 。［4］这
四个“开放”作为开放大学最基本的办学理念，为世
界各开放大学所共同遵循。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
开放大学可能会基于当时的发展背景和需求，对这
一基本理念有更加丰富的演绎。就我国而言，为了
顺应世界开放大学建设发展的潮流，开放大学在原
电大系统基础上应运而生。《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
大学的意见》明确指出: 开放大学要以终身教育思
想为引领，树立开放、灵活、优质、便捷的办学理念，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办学形式、组织模式和
运行机制，努力办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高等
学校。［5］由此可见，在终身学习理念的指引下，开放
大学一方面是一所大学，寻求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发
展，具备其他普通大学一样的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
“开放”二字赋予开放大学更多的使命，其积极推进
大众化的教育理念，推行教育公平，坚持全人教育、
全民教育的思想追求，进而满足人的终身全面发展
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求。以国开为例，教育部党
组通过的《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方案》中，提出五大核
心理念: 开放、责任、质量、多样化、国际化。“开放”
是纲领性理念，是对大学应该是什么的理性认识;
“责任”是指向性理念，是对大学应该做什么的理性
追求;“质量”、“多样化”、“国际化”是有关大学如
何发展的理念，是办学方针，其中“质量”是核心，是
生命线，“多样化”、“国际化”是基础。［6］

3．开放大学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关系梳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
战略目标;并在继续教育部分强调“大力发展现代
远程教育”，“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满足个人
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办好开放大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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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揭牌仪式上指出: “开放大学是教育服务国家
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是构建终身教育
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学习需求、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借
此明确了开放大学在促进全民学习、实现教育公平
及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
基于以上对学习型社会理论的内涵解析以及开放大
学的理念解析，可发现两者存在互相依存且相互促
进的关系，均以“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为
愿景，并将全民终身学习的理念贯穿始终。开放大
学作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柱、载体、手段和途
径，有力地促进了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学习型
社会建设理念为开放大学的发展提供引领，使开放
大学能更有成效地完成其使命任务。

二、开放大学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鉴于开放大学与学习型社会建设之间的密切关

联，可以确定前者在后者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可以把这种角色定位理解为开放大学在学习型
社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抑或存在的功能。国开在原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在推动整个国家的
学习型社会建设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且积极的作用。
本文基于国开的功能地位与办学使命等，结合学习
型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
解开放大学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具体角色定位。

1．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
赫钦斯在《学习型社会》一书中，用了一个章节

的内容专门论述“大学”，可见大学在学习型社会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相比普通大学，开放大学拥有庞
大的办学网络、各种类型的学习服务与广大的服务
群体，需应对全社会不同种类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所以责无旁贷地成为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
“主力军”。国开自挂牌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形成了
“国开共同体”的办学思路，建立了立体覆盖全国城
乡的办学网络，有力显现了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这
一“主力军”功能。就办学体系而言，国开由总部、
分部、学院、学习中心构成: 总部是整个办学组织体
系的领导机构，在其中发挥全面统筹和引领作用;分
部是办学组织体系在各省、区、市的分支领导机构，
依据总部设立的整体运行框架对所在区域的学院和
学习中心进行建设、管理与统筹; 学院包括地方学
院、行业( 企业) 学院、专门学院和实验学院，除了地
方学院由分部、实验学院由分部或总部单独建设与
管理外，其余二类学院均可依据特定发展需要，由总
部或分部与相应机构组织等合作建设与管理; 学习

中心直接面向学习者，接受分部和学院的管理与指
导，设立在相应区域或行业企业中。就办学组织形
式而言，国开近年来在稳步推进学历继续教育之余，
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十二五”时期，国开在
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获得了学士学
位授予权，成立了老年大学，建设了 58 个社区教育
实验中心( 基地) ，面向中小学教师等开展各类培训
……这一系列的成果都使国开能够尽力为更加广大
的人群提供多样化且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据统
计，国开目前注册在校学生 359 万人，其中本科学生
105 万人，专科学生 254 万人，包括近 20 万农民学
生、10 万士官学生、6000 多残疾学生等。［8］基于如此
庞大的教学规模，国开力求将体系内的各办学主体
动员起来，为社会中有教育需求的个体，提供终身学
习的机会，进而有效推进我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

2．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倡导者”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基点是“学有所教、学有所

成、学有所用”，目标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人人
成才”，实现途径是“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
学”，三者有机统一于实现学习型社会的核心价
值———提升公民素质之中。［9］根据对学习型社会
“基点”、“目标”和“实现途径”的这些表述，可总结
出学习型社会的实质是以学习求发展，期待通过人
人终身且全面的学习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国开在对自身建设进行总体战略布局时，充分
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念融入其中，不管是办学理
念输出，还是实践等方面的拓展，都充当了学习型社
会建设“倡导者”的角色。开放大学的成立立足学
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其办学使命任务与学习型社
会建设的核心旨向相契合。就使命任务而言，除以
上提及的办学核心理念外，国开的历史使命是适应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促进终身
教育体系建设，促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形成;战略目标之一是把国开建设成为我国学习
型社会的重要支点; 主要任务之一是搭建终身学习
“立交桥”。［10］

3．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协调者”
学习型社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

要社会各个部门 ( 如学校、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
等) 的配合与支持。其中，政府基于自身职能所在，
在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着统筹协调的核心作
用。其借助编制建设规划、制定政策或法律法规、投
入经费、监督评估等使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不断向
前迈进。开放大学作为政府主办的教育机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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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庞大而又立体的办学网络，协助政府推进学习型
社会建设，在其中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2015
年，国开在推进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全面组织推进了
“1314 工程”，具体包含“一个核心”、“三根支柱”、
“一条纽带”和“四个着力点”。其中，“一条纽带”
即指学分银行，学习者可以将个人学习经历和学习
课程转化为学分存入个人学习账户，待账户内学分
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按规定获取相应的证书和文
凭。开放大学借助学分银行的建设进行不同类型学
习成果的积累、转换与认证，贯通和衔接各级各类教
育，建立终身学习“立交桥”。该项举措有力地推动
了教育公平和全民学习，促进了终身学习体系和学
习型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此外，这种协调功能突出
体现在开放大学与学习型社会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合
作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不是仅仅依靠个别主体就
能建成，除了政府外，需要调动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
与其中，如学校、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其他各类
组织和教育机构等。由此，一方面，可以获取更多的
学习资源，并利用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将优质教
育资源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将更多的社会力量集中
起来，促进社会的凝聚。开放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尝
试建立起一个联系各方的纽带，促进各利益相关者
的合作与参与。此外，国开除了拥有覆盖全国城乡
的办学网络之外，还探索成立了大学、行业、企业和
城市这四大支持联盟;同时与行业协会合作办学，成
立行业学院。

三、开放大学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多元角色
拓展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了解到，正是由于开放大学
与学习型社会建设间的紧密关联，使开放大学在推
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承担着多元角色，并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来，国开的探索实践为这
些角色的功能发挥提供助力，积极推动了我国学习
型社会建设。鉴于十九大对学习型社会建设进度所
提出的更高要求，国开作为开放大学中国模式的开
创者，有责任也有能力进一步拓展其在学习型社会
建设中的多元角色，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并为其他开放大学积极参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经
验借鉴。

1．强调开放的教育理念
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开放的整体，跨越组织和部

门间的界限，将社会各部分联系起来，支持人一生的
学习。国开提出开放、责任、质量、多样化、国际化的
五大核心理念，以“开放”作为核心且纲领性的理念

来引导其他理念的实现。由此可见，学习型社会与
开放大学所秉持的“开放”理念一脉相承，互为支
撑。所谓开放，就是强调教育观念的开放、办学方式
的开放、学习对象的开放、培养模式的开放、管理方
式的开放、教育资源的开放，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百姓需要的思想、方法、模式、行动都可以
选择和实践。［11］国开通过建立“国开共同体”、提升
教育信息化建设、探索“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
推动“学分银行”建设、大力推进非学历教育、拓宽
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远程教育研究等举措，努力将
“开放”的理念落到实处。由此，在加快推进学习型
社会建设中，开放大学需继续贯彻落实“开放”这一
核心理念，在关注个体的同时，还强调知识的增长和
强化应用，以有益于经济和社会，服务于地方、地区
和全国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在形塑民主、文明
和包容的社会中起主要作用。［12］

2．凸显学习者的主体地位
对“由于智力存在区别，部分人可能因为智力

低下而没有能力接受教育”这一观点，捷克教育家
夸美纽斯( J． A． Comenius) 曾这样回应: 我们差不多
找不出一块模糊的镜子模糊到了完全映不出任何形
象的地步，我们也差不多找不出一块粗糙的板子粗
糙到了不能刻画上什么东西的地步。［13］可见，每个
人都具有接受教育的能力，这也是赫钦斯提出学习
型社会理念的前提。他分别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
强调了人对知识的渴望及人有很大一部分天赋未被
激活，进而印证这一前提。学习型社会的裨益除了
涉及社会与教育的发展外，更重要的或最终的落脚
点是个体的终身全面发展。与之相应，开放大学以
现代信息为支撑，提供不同人群所需的远程与开放
教育，强调学习者学习的自主性与个性化学习需求
的满足。由此，开放大学的教学在凸显学习者主体
地位的过程中，紧密围绕学习型社会建设以人为中
心且强调其终身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开放
大学可以学习支持服务为切入点，以学习者的需求
为基点来提供多样化的支持服务。例如，在学习资
源方面，国开拥有包括网络核心课程、五分钟课程、
通识课程等非常丰富的数字化学习资源，而在加快
并加大投入扩充这些资源之余，可更加关注诸如资
源质量、与学习者需求相匹配、资源整合、资源的可
获得性和共享性等问题，以使不同层次水平的学习
者获得贴合自身需求的个性化学习资源。

3．加强多方的联系与合作
尽管开放大学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主要载体，

16第 36 卷第 203 期 开放大学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角色探究



但仅凭其一己之力无法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这项庞
大的系统性工程。学习型社会建成与发展需联合社
会各方力量，共同努力来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通
过学习型社会建设，将这些建设主体联合并团结起
来，既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必备条件，也是其期待达
成的目标之一。目前国开除了拥有覆盖全国的办学
网络外，还拥有四大支持联盟及行业学院等，为此建
立了将学习型社会建设中不同利益相关者联合起来
的良好基础。国开在协调这些建设主体的过程中，
一方面可继续拓展与更多利益主体间的联系与合
作，如社区、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等;另
一方面可对现有合作关系进行坚固与深化，进一步
规范、优化并创新合作机制。由此，其可将各级各类
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
紧密衔接，借助学分银行的学习成果转换与认证等
形成终身学习的“立交桥”，发挥自身在学习型社会
建设中的协调与整合功能。

四、结语
我国的开放大学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推

进并丰富“学习型社会”这一理念，走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方面，开
放大学的使命任务正在转变;另一方面，民众的学习
需求日趋多样化，由此使得开放大学面临更多机遇
和挑战。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开放大学的多元角
色拓展能够使其适应这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重变
化，促进自身的转型发展并更加强有力地推动我国
的学习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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