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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中国开放大学即中国广播电视大学 40
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次粗线条的探究。通过对纷繁的历史事件和现象进行梳理和廓清，划分出四个

发展阶段，分析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做出整体性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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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大学之路
□ 杨志坚

自 1979年至 2019年，中国开放大学即中国广

播电视大学①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激情到理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试点推进发

展并逐步成型的风雨历程，走出了一条扎根中国大

地、适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发展

之路。

一、历史深处

学界普遍认为，世界近现代大学源自中世纪后期

的欧洲，代表性大学有 11世纪末诞生的意大利博

洛尼亚大学，以及稍后的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

大学等。在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因内外部环境

的不断变化，其职能、形态、方向、特征等也不断发

展变化，办学理念和行为也逐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而向外开放，出现了一些具有开放性特征的

大学，如 19世纪上半叶诞生的英国伦敦大学。但从

整体看，大学的开放性特征并不明显。

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大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人们要求大

学进一步向社会开放，让更多的社会成员，包括退

伍军人、战后出生的大批适龄青年进入大学接受

高等教育，体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导致了两个

结果：一是大学面向社会更加开放；二是政府创办新

型大学向社会开放。在英国，政府另辟蹊径的结果就

是于 1971年成立英国开放大学，它被称作英国教育

在20世纪中最重要的创举。

英国开放大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开放性，强调对

象、时间、地点、方式的开放，以广播电视技术为主

要手段，为一切有意愿、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提

供机会。在一个新的世界和时代环境中，英国开放

大学的诞生犹如春天里破土的第一根竹笋。其后，

不少国家纷纷向英国学习，成立自己的开放大学。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也是学习、借鉴英国开放大学的

结果。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满目疮

痍，百废待兴，而整个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人才奇缺、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

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不可能顺利，现代化建设目标

也难以实现。正是因为看到这一根本问题，1977年
5月，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呼吁：“我们要实现现

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

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

有人才。”（邓小平, 1977a）当年8月初复出后，邓小平

同志立即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讲话，明确提

出要恢复高考。鉴于当时大学太少，容量有限，很难

①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是学习、借鉴英国开放大学的结果。2012年，教育部批准6所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开放大学，
其余39所省级广播电视大学更名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国开放大学和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是两个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词。
本文之所以混用，是为尊重历史，也照应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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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教育还是要

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

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

走路。”（邓小平, 1977b）
1977年 10月，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Ed⁃

ward Heath）访华，向邓小平同志介绍了英国开放大

学利用广播电视手段大规模培养人才的经验。邓小平

同志对此高度重视，敏锐意识到利用广播电视手段大

规模培养人才是一个好办法，当即表示要利用电视手

段加快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正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

示精神，1978年2月，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向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提交了《关于

筹办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办好电视教育

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满足群众学习要求，培养

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人才，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

项重要措施；在开办电视教育讲座的基础上，尽快筹

办电视大学已是势在必行，并建议教育部和中央广播

事业局集中力量办好面向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即中

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大事记》

编写组, 1999, p. 3）。方毅同志阅后批示：“报邓副主

席审批。拟原则同意，编制、房屋、设备、交通工具、

外汇等等有关具体问题，同有关部门商研解决。”邓小平

同志审阅报告后批示“同意”。（中国教育新闻网 ,
2009）正是这两个字，使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得以横空

出世！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

又高瞻远瞩地指出：“要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

学校”，“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

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

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邓小平 , 1978）此外，

邓小平同志还高度关心、支持广播电视大学的筹备

和建设工作。如邓小平同志通过与希思的信件往来，

促使我国教育部与英国开放大学接触，进行访问和合

作；在租借还是购买卫星转播电视课程的问题上，邓

小平同志对方毅同志说，“向国外购买一颗直播卫星”，

这样“不就快一点么，无非是我们花点钱么，花个

几千万么”。（中国教育新闻网, 2009）
1979 年 2 月 6 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西藏、台湾外）广播电

视大学在北京隆重举行开学典礼，由中央电视台向全

国转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同志、教育部部长

蒋南翔同志及一批中央部委领导出席了典礼。自此，揭

开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 40年风雨兼程、拼搏向前的

序幕。

二、风雨历程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 4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

以下四个阶段。

（一）“高举高打”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

（1979—1985年）

这一阶段，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人们

的思想从根本上得到解放，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

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

由于广播电视大学是邓小平同志倡导建立的，因此

“高举高打”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

所谓“高举高打”，是指在广播电视大学建设过

程中的各项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由党中央和教育部

决定的，各项会议和活动都有中央领导、中央各部门

领导出席和参加。如1978年11月和1979年8月，在不

满一年时间里的两次“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

即是由教育部根据中央精神召开的，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方毅同志、王震同志分别出席了会议并讲话。1979
年2月举行的开学典礼，出席的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王任重同志、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周培源同志以及一批中央部委的领导。

1982年举行的毕业典礼，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

同志、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同志、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副主任袁宝华同志出席并讲话。

广播电视大学建设发展中的一些文件，是由国务

院下发、转发或由中央相关部委联合下发的。如国务

院国发〔1979〕14号、〔1979〕277号文件就是转发

1978年、1979年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的报告。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摸着石头

过河”。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广播电视大学的

体制、机制、模式以及一些具体制度和办法都是一边

研究、一边制定、一边执行的，也就是“先上马后

备鞍”。如关于办学体制，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

面的积极性，提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由教育部和中央

广播事业局共同举办，各省市区广播电视大学的方针、

任务、办学方案、教学计划等都由其自行决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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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至于它们之间的一些复杂关系

问题则根本来不及研究。而作为补充，除提出中央

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由教育部党组报党中央批准后

任命外，省一级广播电视大学校长“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革委会（人民政府）的一位负责同志兼

任比较好”（国务院, 1979），可以协调解决一些关系

问题。

广播电视大学办学伊始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专业

设置”，只有“课程设置”。如《中央广播电视大学79
级教学计划（草案）》规定：“本教学计划设置理、

工科（机、电类）的基础理论课程和技术基础课程，

共10门。”（教育部, 中央广播事业局, 1978）这10门
课程划分为电子、机械、理科三类，“学完其中一类

的课程，经考试成绩合格，修满规定学分者，即为

毕业，发给毕业证书”；“学完 1门课程，经考试成

绩合格者，发给单科结业证书”。（教育部, 中央广播事

业局, 1978）因此有全科生、单科生之说。1982年才

开始增设语言文学类专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专业

建设逐步规范发展。

为保证教学质量，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主讲教师

都是根据教育部要求，从各大学中遴选出来的一流教

授，如华罗庚、王力、陈琳等著名教授。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也因此享有很高的声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二）扶持、整顿和规范发展阶段（1986—
1992年）

1985年 5月，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

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教育体制改革也全

面展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

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

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

动者，数以千万计的各种类专门人才，并专门提及：

“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家教育委员会应就改进和加强这方面工作，做出专

门的决定”。（中共中央, 1985）
在宏观层面，教育体制改革极大地刺激了教育的

发展，高等教育发展也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峰。

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单是1985年，全国高等学

校数就增加了114所。而高等职业教育也得到了极大的

发展，它的规模与本科教育之比1985年达到了1∶2。
在此背景下，广播电视大学的规模发展也很快，1985
年招生接近30万人，环比增加了约30%。

由于之前几年的建设发展，除了经验、质量、声

誉外，广播电视大学办学系统也逐步形成，办学效益

显著，越来越受到高层和各方的重视。 1986 年

1 月，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同志在《发

展电大事业，重视办学的社会效益》一文中指出，我

们的国力与巨大的教育任务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这

就需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发挥广播电视大学的作用，

“要考虑把对象扩大到中学毕业生中去”（何东昌,
1986）。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

鹏同志则在年度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电视大学在招

收在职人员的同时，也要向应届高中毕业生开放，为

有志青年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使国家和社会通过这

条途径培养出更多的各类专业人才”。（《中国广播电

视大学教育大事记》编写组, 1999, p. 63）仅在1986
年，李鹏同志先后九次就广播电视大学的工作进行指

示，并在考察烟台广播电视大学时亲笔题词：“电视

教育大有可为”。1989年，李鹏同志任国务院总理后

还为广播电视大学亲笔题词：“努力办好广播电视大

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培育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大带来了质量和管理问题。

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张达同志后来回忆说，

当时发展规模过大，发展速度过快，师资和管理跟

不上，经过统一思想，大家一致认为应把质量放在第

一位，采取的措施包括停招自学视听生，加强考试、

教材和管理工作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09）。而为

提高教材质量，尤其是电化教材质量，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组织力量开始进行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体化教

学媒体设计方案，由各类人员共同组成课程组进

行建设，并于 1991年出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建设工作规程（试行）》。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发展具有“先上马后

备鞍”，边实践、边研究、边总结、边推进的特点。

为规范发展，1986年 5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根据

国家教委相关指示精神，着手研究、制定广播电视大

学设置暂行规定。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完成了“暂

行规定”的制定工作。1988年5月，《广播电视大学

暂行规定》由教育部颁布执行。这个“暂行规定”是

对过去 10年办学实践的归纳、概括和提升，对于

未来的办学工作是一种规范和指导，它的影响可谓

深远。遗憾的是，这个“暂行规定”一直执行了 30
年还在“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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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非学历教育培训工作也取得了一定

的发展。如成立中国电视师范学院、中国燎原广播电

视学校等，为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开展

“三农”服务等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彷徨徘徊与开放教育试点阶段（1993—
2009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在中国大地

引发了巨大反响。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进行经济

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适配性

改革，于 1993年 3月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提出了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的目标、战略和

指导方针，并提出积极发展广播电视教育，同时规

定成人学历教育毕业生要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

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文凭考试或自学考试。这对广播

电视大学的开放办学产生重大影响。

从历史情况看，自 1984年以后，普通高等教育

发展迅速，规模越来越大。如 1984年招生 47万人，

到1993年时招生90万人，毛入学率也从2.3%增长到

4.6%。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得到一定

程度的缓解，为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学习机会的知

识青年提供“学历补偿”的教育使命也基本完成。在

这种背景下，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加上

外部政策、内部问题等的影响，发展进入低潮期，人们

徘徊、彷徨，甚至出现“红旗还能打多久”这样的悲观

情绪。1993年8月15日，《羊城晚报》发表的《电视大

学作鸟兽散渐成趋势》一文反映的正是这种状态。

“怎么看？”“怎么办？”成为这一阶段广播电视大学

系统广泛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也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

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处。1994
年 1月27日，李岚清同志到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考察并

召开座谈会，会上，他充分肯定了广播电视大学取得的

成绩，针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他说：

“红旗能打多久？我说要永远打下去，而且越打

越高，越举越高，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 2009）
1995 年 8 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针对性

研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台了《关于广播电视大

学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这是一份比较全面、有高度也很

具体的意见。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目标”和“两个

试点”。“一个目标”就是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基

础上，面向未来，第一次通过文件形式提出自己的

奋斗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距离教育开

放大学”。“两个试点”就是招收“注册视听生”试点

和“专升本”试点。“注册视听生”与 20世纪 80年
代中期的“自学视听生”在本质上有共同之处。为落

实《意见》提出的目标和措施，1996年 4月，在安

徽黄山召开了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工作会议，即著

名的“黄山会议”。当年10月，出台了《关于广播电

视大学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意见》。

1995 年到 1998 年这三年多时间里 ，“注册

视听生”和“专升本”试点工作不断推进，积累了不

少经验，也明确了一些今后发展中要进一步探索解决

的问题，为 1999年开始的开放教育试点工作奠定了

思想和实践基础。

1999年 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 21世纪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振兴行动计划》）。

这份行动计划包含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

任务，以及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

系的目标要求。无疑，它成为广播电视大学进一步

推进“两个试点”的政策依据和主要动力。

《振兴行动计划》颁布的第二天，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就向教育部提交了《关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1999
年开展开放教育试点的请示》，拟在“注册视听生”

和“专升本”基础上进行真正的开放教育试点。

4 月底，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从 1999年开始开展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

试点”项目的研究工作，探索并构建广播电视大学在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条件下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专科

起点）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相应的教学模

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培养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和基层需要的应用性

高等专门人才（教育部办公厅, 1999, p. 488-489）。
这个批复宣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开放性”办

学取得突破性进展，本科教育历程正式开启。自此，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进入了“高速路”。在校学生

人数从1999年的3万多人发展到2008年的276.6万人

就是证明。

2007年 4月，教育部组织由教育部原副部长周

远清同志为组长的专家组，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进行总结性

评估。评估结论是：“八年试点是一次成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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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试点项目为办好开放教育形成了一系列

思路，为我国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2007）
在这一阶段，为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推

进教育现代化，基于网络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中央广

播电视大学与TCL集团合作建设电大在线平台，并形

成了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服务特定群体，

与军队合作，创建了八一学院、总参学院，与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合作，成立了残疾人教育学院。

这个阶段的试点探索和发展为2010年广播电视大

学的战略转型和开放大学试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战略转型与开放大学试点阶段（2010—
2019年）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发

展迅猛，迫切需要教育改革发展与其相适应并提供

支撑。作为回应，2010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21世纪第二个

十年的战略目标、战略主题和发展任务。针对广播电视

大学的改革发展实际，明确要求“办好开放大学”。

为落实《规划纲要》要求，2010年10月，国务

院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中设立“探索开

放大学建设模式”子项目，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

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云南五省市电大列为试

点单位。经过近两年的试点探索，教育部于 2012年
6月批准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国家开放

大学，原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云南五省市的

五所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开放大学，并于 7月 31日
在人民大会堂为国家开放大学、北京开放大学、上海

开放大学隆重举办揭牌仪式，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同

志出席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试点的价值取向在于

促进广播电视大学更加适应国家战略发展、经济社会

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而进行战略转型，进一步转变思

想观念、改革体制机制与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充分利

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突破时空制约，促进人人皆学、

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学习型社会的实现。从试点的

实际情况看，六所开放大学都提出了适合各自实际情

况的试点探索方案并取得了不少阶段性实践成果。

以国家开放大学为例。《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方案》

明确提出：“组建国家开放大学，对于推动终身教育体

系建设和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

满足社会成员高质量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促进教育公

平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

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

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促进教育改革创新，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国家

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开放、责任、质量、多样化、

国际化；建设重点是网络平台建设、学习资源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学分银行建设；改革重点是办学模式改

革、管理模式改革、培养模式改革、服务模式改革；

使命与目标是经过十年努力，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

中的一所新型大学，世界开放大学体系中富有中国特

色的一流开放大学，我国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点。

国家开放大学试点九年来，紧紧围绕 “1314
工程”，即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办学组织

体系、教育信息化、大学基本制度框架为支柱，以学

分银行为纽带，以非学历继续教育、学科专业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为着力点，全面开展各项建

设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在

以下六个方面。

1. 构建“国开共同体”办学模式

按照“自愿、平等、合作”原则，以及“共商、

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的基本理念，初步形成了

一个“集约集团办学、多元多样主体、开放平等包容”

的“办学共同体”。这个“国开共同体”跨地区、跨

行业，立体交叉，覆盖全国城乡，既相对统一，又相

对独立。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实行双重领导、

层级管理、权责分明。

2. 形成“互联网+大学”信息化模式

以“云、路、端”三位一体为技术支撑模式，

初步构建了集教、学、管、研、服等于一体的在线

大平台，开发了适应远程开放教育需要的“云教室”

以及移动学习 App，建成了一个数字化资源中心和

249个数字化资源分中心，建设了三万多门“五分钟

课程”和280多门专业网络核心课程，以及一大批适

应学历与非学历教育需求的网络学习资源。

3. 确立“学历与非学历并举”发展服务模式

在学历教育方面，开设了 142个专业，2012年
以来共招生 782.4万人，毕业 609.3万人，获得学士

学位的8.1万人；在非学历教育方面，开展各种类教

育培训，成立老年开放大学，与全国妇联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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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习计划”并在 27个城市推广

实施，启动国家开放大学“长征带教育精准扶贫

工程”，重点对 12个省市区的 25个国家级贫困县开

展定点精准扶贫，等等。

4. 推进“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网络学习趋势，探索形成了集网络学习

要素，即网络学习空间、网络学习课程、网络教学

团队、网络学习支持、网络学习测评、网络教学管

理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了学生学习行为的

发生，实现了学习过程远程支持服务以及教学管理

水平、效率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5. 建立“学分银行”模式

组织力量对具有代表性的 1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

分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以学习成果框架为核心

的制度体系，研发了可以支撑亿万级学习者开户、存

储、积累与转换的信息服务平台，以及集慕课、学分

银行、教育淘宝于一体的新一代在线学习与学习成果

认证平台——学银在线，并受教育部委托，承担“职

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任务。

6. 探索国际化发展模式

搭建MyEChinese国际汉语教学平台，在赞比

亚、坦桑尼亚各建立了海外学习中心，并积极与国

外开放大学合作开展相关项目研究，参加相关国际

会议、论坛，不断扩大中国开放大学的国际影

响力。

总体来看，“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试点取得

了不少阶段性成果，推动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整体

战略转型及向纵深拓展。这些阶段性成果也得到了

国内外各方的肯定，2017年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协

会（ICDE）将全球唯一的“杰出机构奖”授予中国

国家开放大学。

三、谁人评说

中国开放大学是中国大学体系中与其他大学不尽

相同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大学，它有自己的使命、

追求和价值。40年来，它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为实现教育机会公平、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国民素质提高，为学习型社会、

学习大国建设做出了贡献。40年来，它始终沿着邓

小平同志指引的方向风雨兼程，砥砺前行，走出了一

条适应中国国情、充满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之路。

赫赫功勋，历史评说。

它诞生之时，也就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举办

开学典礼之日，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预言：

“广播电视大学是为迎接‘四个现代化’开创的一项

新事业，如果搞好了，培养学生的数量就可以大大

超过现有的高等学校，不但参加学习的青年人数量

将会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将为成年人的继

续学习创造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它有着强大的生命

力，它是前途无量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

大事记》编写组, 1999, p. 12）。
它 10周岁时，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同志撰文说：“广播电视大学已成为我国

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幅员辽阔、人口

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各地发展又很不平衡的

具体情况下，必须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

现代远距离教育，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符合我国国情

的成功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大事记》

编写组, 1999, p. 90）
它 20周岁时，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同志撰

文说：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

远距离教育系统”，“不仅为‘文革’期间被耽误的

青年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缓解了高等教

育在进入新时期后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也是从中

国国情出发，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培

养各类专门人才，开辟了一条新路子”，要“抓住当

前的有利时机，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把邓小平同志

亲自批准成立的广播电视大学办得更好，将充满生

机活力的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带入 21世纪”。（陈至

立, 1998）
它33周岁时，2012年7月31日，在国家开放大

学揭牌成立大会上，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说：

“33年的历程和成就充分证明，国家创办和支持广播

电视大学发展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广播电视大学的

实践，探索了在区域差别大、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实

施远程教育的可行做法，探索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

资源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远

程教育办学体系，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提升国

民素质的重要渠道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生力军，

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延东,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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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迎来它的40华诞。40年来，它累计培

养了1,440多万名本专科毕业生，为数以亿计的社会成

员提供了各种类非学历教育培训。目前它有注册在学

本专科学生400多万名，约占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

的十分之一。其中，来自中西部基层、农村地区的

学生多达211万名，占50%以上；30岁以上学生170
万多名，约占 40%；女性学生 183.5万名，占 45%。

此外，有士官学生130,716名，残疾人学生4,818名，

农民学生171,875名。

多么震撼心灵的数字！说它是“平民进步的阶

梯，教育公平的砝码，学习者充实自我和增进动力

的补给站”（葛道凯, 2008），多么恰如其分！

可以预期，中国开放大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将会进一步以人民为中心，

扎根中国大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助力《中国

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的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

注重终身学习的理念，以及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

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

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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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bstra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Zhijian Yang
From 1979 to 2019,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OUC), formerly known as China Central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has gone through tremendous hard work, trial and error, and tremendous changes,

gradually achieving a unique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king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by defining and analyzing events of great importance, the author separated the 40 years into four

periods, each with its own historic value. As an unconventional university, OUC has made its own contri-

butions to China in term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igher education massification, educational eq-

uity, equal 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ociety. Adhering

to the lifelong learning goal, OUC is striving to provide quality education to every person who needs it,

and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building China into a country rich i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human re-

sources.

Keywords: Open University; Xiaoping Deng;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open education; distance education;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35;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governance function of adult education in a learning societySocial governance function of adult education in a learning society

Xingzhou Li, Ning Chen and Hailei Peng
In a changing society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as the key themes, social

governance tends to depend on learning. Social governance is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to promot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by employing all possible means and resources. To some extent,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is a process to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all rou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very citi-

zen, and a shared social effort to strive for an ideal society where everybody learns, acts and is a good

citizen. A learning society relies on adult lear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which help people make their

contributions toward an ideal society. Adult education can consolidate social governance foundation

through building social identity, increase soci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rough improving social actions of

the adult and promote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transforming people into bet-

ter citizens.

Keywords: social governance; learning society; adult education; function; endogenous logic; social identity;

social action; social stability

Teacher-oriented visual learning analytics tools in online collaborative learningTeacher-oriented visual learning analytics tools in onlin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Haogang Bao, Shuang Xing, Yanyan Li, Yafeng Zheng and You Su
Learning analytics is widely used in onlin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CL). Teachers, as facilita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CL, and at the same time, fac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a

large number of learners and complex tasks,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teachers to follow the learners 

performance, hence unlikely to give timely feedback and scaffolding.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currant learn-

ing analytics theories and presents design principles for a visual learning analytics tool, KBS-T Visualiza-

tion Tool. In the quasi-experiment, study of the teachers  acceptance and the cognitive load of the tool

on the teachers shows that there is a high acceptance among the teachers, who recognize the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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