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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教师队伍现状研究

冯立国

（国家开放大学，北京 100039）

[摘 要] 以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调研了办学体系

教师队伍现状。研究发现办学体系师资基本能够满足教学需要，但电大向开放大学转型的过程中需优化师资

队伍；多任务是教师的工作常态，教师角色和工作职责需优化；工作中学习是获取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方

式，职业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职业发展状态堪忧，学校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服务亟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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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国家开放大学是从事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大学，师

生分离是远程教育的基本特征，系统运作是开放大学

办学的基础保障。在远程开放教育理论指导下，国家

开放大学系统已形成了一支规模相对庞大，能应用现

代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教学管理、学生服务和研究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远程教育专业化教师队伍。经过 30 多

年的发展，教师队伍从建校初期的 5 千多人，发展到

了现在的 8万多人，规模、结构、素质均有很大的进步。

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教职工分布在总部、省级

分部、市级学院和县级学习中心，形成了由专任教师、

管理与服务、技术、研究 4 类人员构成的远程教育队

伍。对电大系统和开放大学的师资队伍的研究包括师

资队伍的现状、职业发展、角色定位、能力素质等，

如钱有江在基层电大教师专业发展时提出，学校层面

存在着取向偏颇、管理无序、培训滞后、主体缺席的

问题，教师层面存在着敬业不够、知识不丰、科研不

佳、创新不足的问题 [1]。肖俊洪等以基层电大英语学

科辅导教师为研究对象，发现：虽然基层电大英语学

科辅导教师的教学任务重，但是多数人对自己的教学

效果比较满意；他们的英语水平、教学法知识、教学

研究水平和远程教育理论基础等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教育技术的创新使用方面也有待改进；很多教师能

克服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努力提高自身专业水平，

但是基层电大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的重视不足 [2]。张

遐研究远程教育教师角色时，提出电大系统教师对自

己的角色认知、角色扮演特点仍然存在模糊和冲突的

现象，而远程教育教师的权力生态也需要进一步改善，

因此，开放大学的教师角色需要合理定位 [3]。刘永权

等从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组人员配置、专兼职教师的

角色和职责以及美国凤凰城大学的课程开发机制与人

员、核心教师与助理教师的角色和职责分析入手，借

鉴总结出开放大学“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与支持

服务教师团队、“以课程为中心”的课程建设与运行

教师团队下的教师分类原则与角色定位方法 [4]。

作为转型中的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教师队

伍建设是新型大学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办学体系

师资情况如何，教师职业发展的现状如何，这些问

题是规划办学体系师资队伍、提升办学体系教师教

学能力的重要前提，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研究过程与方法

为全面了解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教师现状，

2015 年 5—9 月，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研究

方法，面向办学体系教师进行广泛调研，并征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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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们对角色定位、工作职责、能力要求等方面的意

见与建议，探寻办学体系教师职业发展的现状、困

惑、方向与需求。

本次调查问卷及访谈涉及教师的基本信息、工

作情况与职业认识、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职业发

展 4 个大方面共 32 个问题。共回收 1,959 份网络问

卷，有效问卷 1,959 份，汇总后进行了统计分析。组

织 108 名专职教师参与 3 次座谈会，并对个别教师

进行了个人访谈，采取开放性访谈的方式，多形式、

多角度、多维度进行了广泛调研。

三、教师队伍现状

（一）师资队伍整体情况

国家开放大学的办学和教学由总部、分部、学

院、学习中心共同完成，形成了统一教学要求、各

负其责、分工协作的教学运行机制，各级办学体

系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方式，由

不同角色和职责的教师共同完成教学工作。以专

业和课程为纽带，“课程教学团队”和“中心教研

组”为组织形式，由专业负责人、课程主编主讲

教师、课程主持教师、专业责任教师、课程责任

教师、课程辅导教师、导学教师（班主任）组建

各司其职的教学运行队伍，共同参与专业建设、课

程建设、教学过程实施、教学研究，为学生提供

线上线下的学习支持服务。教师角色及职责分工

见表 1。

专业负责人、主编主讲教师、主持教师，主要

集中在总部，共享专业和选修课程由分部承担；责

任教师、辅导教师和导学教师分布在分部、学院和

学习中心。

根据《国家开放大学教育统计年鉴 2012—2013》

中 2013 年的统计数据，办学体系承担教学任务的专

任教师 47,586 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17,965

人，占 37.75%；办学体系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8,505 人（占 17.87 %），其中总部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

教师 122 人（占总部 158 名在编专任教师的 78%），分

部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在编专任教师 2,633 人（占分

部 5,162 名在编专任教师的 51%）。截至 2014 年秋季，

办学体系本、专科在校生 3,561,063 人，专兼职教师

82,742人，生师比为43∶1。本科层次在校生为1,056,010

人，本科专业必修课程辅导教师 31,233 人，生师比

为 33∶1。全部教师队伍的数量与结构分布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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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基本数据外，课题组通过访谈发现，师

资队伍数据的变动性较大，迫切需要建立动态师资

库；办学体系需要师资队伍相关的宏观制度，如师

资队伍整体规划，以指导、规范办学体系的师资队

伍建设工作。

（二）工作情况与职业认知

1. 工作状态

参加调查问卷的教师除了课程教学任务外，还

承担着教学教务管理、学生管理和服务等工作，管

理人员、班主任兼课程教师的情况比较普遍。77%

的老师对系统有强烈的归属感，82%的教师非常

热爱现在的工作，68%的教师对现有工作有强烈

的自豪感和满足感。有 66%的教师觉得工作压力

很大，这些压力主要来源于职称晋升、科研任务、

教学任务和学校事业发展（表 3）。但平均每周从

事开放教育的工作时间并不是很大，5—10 小时

的老师占 25%，10—30 小时的占 20%，30—40

小时的占 18%，40—50 小时的占 18%，5 小时以

下的占 11%，50 小时以上的占 8%，办学体系中

的学校多元办学给了教师更多的不同的办学和教

学任务，不同学校的教师用于开放教育的工作精

力存在很大的差异。

2. 对办学的认可度

在电大系统转型、开放大学建设和改革的过程

中，问卷调查中 71%的教师认为国家开放大学办学

体系 (电大系统) 的运作机制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

要，70%的教师认为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 (电大系

统) 的教学模式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69%的教师

认为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 (电大系统) 的教学管理

模式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表 4）。办学系统教师

对此 3 个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30%左右的教师认

为学校在运作机制、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上与事

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与上面 3 个问题类似，

69%的老师认为国家开放大学的专业和课程能满足

社会需求，31%的教师认为还不能满足学生和市场

的需求。

3. 教师岗位的认知

参与调查的教师对国开办学体系教师种类的看法

与电大系统现有的教师角色基本一致，主要包括主编

主讲、主持教师、责任教师、辅导教师、导学教师

（班主任），同时 50%的老师认为可以增加教学设计

师的岗位（表 5）。这与访谈过程中反馈的意见基本

一致，远程教育的教学设计是从事课程教学的各类老

师都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但很多教师在信息技术的

掌握、学习活动的设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

教学设计师提供一些媒体设计、学习活动设计相关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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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体系教师的职责分工方面，60%以上的教

师认为：总部教师的工作职责主要是专业开设与

管理、课程设计与开发、教研活动与师资培训、教

学团队管理、教学研究、学科研究；分部教师的

工作职责主要是教学研究、教研活动与师资培训、

教学过程落实、教学团队管理、教学过程实施的

管理与监控、教学问题的沟通和反馈；学院和学

习中心教师的工作职责主要是面向学生实施教学、

对学生的引导和督促、教学问题的沟通和反馈、教

学过程的落实（表 6）。访谈中，已经参与过国家

开放大学网络课程教学试点的教师，建议调整现

有教师的种类和职责分工，如学生数量少的分部

课程责任教师的作用弱化，甚至可以取消责任教

师；总部教师在课程及团队的管理和协调方面的

作用应更加突出；辅导教师应加强导学和促学任务。

（三）职业能力

1. 能力与工作的匹配度

参与问卷调查的教师中，38%的教师认为自己

的知识和能力是完全可以或可以满足工作需要的，

39%的教师认为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尚可，还有 23%

的教师认为知识和能力不足。访谈发现，信息技术

和网络教学的快速发展，学习者学习理念、学习目

标、学习需求、学习方式、学习习惯的不断变化，对

教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需要不断地

学习才能适应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工作的要求。

2. 职业知识的来源

远程开放教育教师的知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

是学科专业知识，二是远程教学知识。问卷调查的

教师，学科知识的三个主要来源是实际工作中所学、

上学所学、自学（表 7）；教学知识的三个主要来源

是实际工作的总结、自学、参加培训（表 8）。教学

知识与学科知识来源不同的一点在于，有 57%的教

师通过和其他教师的交流来获得教学知识。访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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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办学体系内学科专业知识的交流和研讨相对较

少，远程教学层面的知识和能力的交流、培训相对

较多，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开放大学体系一直以

来对远程教学知识和能力培养的重视。

调查中 50%的教师 3 年内公开发表 1—3 篇（本）

论文或著作，36%的教师未发表过论文或著作，发

表 3—5 篇（本）的教师占 10%，5 篇（本）以上的

占 4%。学习本学科前沿知识的频率方面，有时学习

的占 51%，经常学习的占 28%，很少或没有学习的

占 21%。能有时开展教学研究的教师占 49%，经常

开展教学研究的老师占 25%，很少或没有开展教学

研究的老师占 26%。访谈发现，办学体系教师普遍

面临学科研究和教学研究的选择问题，一方面办学

体系教师很难获得学科研究的机会，另一方面在

绝大多数单位没有职称评审权的情况下，偏向学

科研究的职称评审体系和教学工作之间存在一定

的冲突和矛盾，而且教学研究的质量也存在很大

的不平衡。

3. 职业能力

教师对职业能力的认识差异不大（表 9），相

比分部教师来说，学院和学习中心教师职业能力

在“专业和课程开设的知识”、“学习资源的设计

和开发”这两项的选择上比例低于 50%，这与学

院和学习中心教师的职责有直接关系。访谈发现，

教师普遍认为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师所需具备的知

识、素质和能力与普通高等教育教师不太一样，在

遵循统一的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如学科知识、学

科教学法、教育教学基本知识和素养），具有自己

的特点和特色，尤其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成人学

习、远程教学方法和学科知识应用等方面。但因

为没有具体的可操作实施的远程开放教育教师的

能力标准，所以对知识和能力的认知比较模糊，基

本上出于个人的工作经验，从业教师心里没有明

确的能力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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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发展

1. 职业发展状态

参与问卷调查的教师中，41%有明确的职业发

展目标，44%的职业发展目标比较模糊，12%没有明

确的职业发展目标，还有 3%没有考虑过职业目标。

58%对自己目前职业发展状况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42%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状态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职业发展的困惑主要是职业规划缺失、职业定

位模糊（见表 10）。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学校在教

育体制中的边缘化，其次是学校未提供发展的环境

和空间、学校领导不重视教师发展、不知道如何发

展、个人能力不足、工作内容变动大而导致找不到

发展方向（表 11）。访谈发现，各地电大一直以来都

处于教育体系的边缘地带，随着国家和社会对终身

教育的重视，少数电大在当地的地位有所提升，但

其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颇为欠缺，这种情况同

样反映到教师职业发展中。教师的职业定位不清晰，

职业发展方向不明确，没有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领

导关注重点在于招生和考试，在面对复杂变化的办

学需求时教师个人能力不能适应新需求的变化，时

常会出现跨专业教学的工作变动，这些问题都是教

师职业发展中面临的难题。

2. 职业发展需求

60%以上的被调查教师认为国家开放大学应该

为教师职业发展设立学术交流平台、组织学术交流

经验分享等活动、分角色和主题开展培训和研修、建

立教学名师和中青年教师的培养机制、组建办学体

系的教学团队（表 12）。访谈发现，政策和制度上的

支持和保证是大家认可的促进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

方面，职业和岗位定位和发展方向应该得到明确和

认可，职业发展的渠道需要优化，职称评审指标要

与远程开放教育工作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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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训需求

培训是提升教师能力、促进教师发展的重要措

施，94%的老师认为培训是有必要的；64%的老师每

学期参加 1—3 次的培训，7%的教师每学期参加 3 次

以上的培训，但仍有 29%的教师没参加过培训。访

谈发现，教师很希望参加总部组织的培训，越是基

层这种需求越是强烈，当然由于基层教师的工作任

务繁重，一般情况下每位老师都身兼多职，参加培

训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如时间精力、“工学矛盾”、领

导是否同意、经费等。

培训内容方面，教师需求比较分散（表 13），教

学设计、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开发两项主题超过了

50%，除个人知识管理外其他内容都在 30%以上 50%

以下。访谈发现，培训内容的时效性、实用性是大

家最关心的，即培训内容是否和当下的工作紧密结

合是首要出发点。

培训的形式上，选择最多的两项（超过 60%）

的是专家讲座、案例教学；其次是教学技能类练习、

在线培训（表 14）。访谈发现，混合式研修是大家比

较认同的研修模式，这与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

相一致，能够较好的让教师体验“学生”的学习过

程；有成果产出的主题工作坊、头脑风暴等集体学

习活动教师的评价不一，这也与有很多教师还没有

真正参与过有实际效果的这类培训活动相关，这反

映出我们培训的形式还相对比较传统，在发挥学员

的主动性、激发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方面还有极大

的提升空间。

四、研究结论

（一）办学体系师资基本能够满足教学需要，转

型期需优化

从统计数据上看，办学体系师资在数量和结构

上基本满足成人远程开放教育的需求。能够充分利

用社会师资资源，从专业和课程建设到面对学生实

施教学过程，都有兼职教师的广泛参与。举办开放

教育以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运作形成的师资的种类

和分工能够适应办学运作模式和分层教学的管理模

式，教师种类与办学层级基本上对应，是办学体系

职责分工的一种体现。

开放大学的建设过程也是电大系统的转型过程，

为适应社会需求和学习者需求的变化，优化办学体

系的运作，办学和教学模式必然在转型过程中发生

变化。师资队伍建设需要适应办学和教学模式的变

化，解决现实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并面向未来为教

学改革提供可能发展的空间和人力资源的支撑。建

立办学体系师资库，准确掌握师资动态数据，并据

此制定办学体系师资队伍规划和相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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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任务是教师的工作常态，教师角色和工

作职责需调整

一方面多元办学是办学体系内很多单位的现实

存在状态，国家开放大学的远程开放教育可能是主

要业务，多种办学业务可能都需要教师承担一定的

工作任务；另一方面越到基层专职教师数量越少，客

观上要求老师同时承担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管理、服

务等多项工作。

多数教师对办学体系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有近 1/3 的教师认为为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办

学体系的运作机制、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应该改进。

教师角色与现有的教师种类基本一致，可以增加教

学设计师，需要根据开放大学的教学模式的调整教

师角色、优化不同角色教师的职责。

（三）工作中学习是获取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主要

方式，职业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无论是学科专业知识，还是远程教学知识和能

力，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总结、研究是获取职业知

识和能力的最多方式，作为终身教育从业者的远程

开放教育教师需要成为终身学习的实践者和引领者。

远程教育机构面向市场办学的特性，决定了很多老

师所教的课程并非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同时学科

知识的不断发展，要求开放大学的教师要在原来所

学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根据教学需求拓展、更新自

己的学科专业知识。

远程开放教育教师的职业素质和能力与工作的

匹配度并不是很高，缺乏各类教师的可 操作实施的

能力标准，在面临开放大学教学改革的挑战和压力

下，教师迫切需要从理念、知识、技能等方面提升

自我。

（四）职业发展状态堪忧，职业发展方面的服务

亟须加强

虽然教师对开放大学的归属感和对开放教育工

作的热爱度较高，但自豪感、满足感，尤其是职业

满意度并不是很高。由于学校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

边缘化、教师自身职业定位不清晰、学校对教师的

重视程度不足、教师发展的空间有限等方面的原因，

个人职业发展路径和学校事业发展还未完全地融合

到一起。如职称晋升方面，除个别电大外，包括总

部在内的绝大多数单位都没有职称评审权，总部和

分部教师按照普通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审标准申报职

称，地市级学院或按普通高校教师系列或按高职教

师系列到省里申报职称，学习中心教师按中专或中

学职称进行管理，这种职称评审的方式与开放大学

教师的教学业务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

作为新型大学的开放大学需要为教师的职业发

展提供更多的空间、更好的环境、更有效的服务，包

括：扩展和理顺职业发展通道，建立培养机制，组

织培训，搭建交流平台，开展分享、评优、大赛等

活动，依靠教师团队开展协同工作或研究项目，鼓

励教学创新、教学学术的研究和反思，完善教师发

展相关制度，建立教师能力标准等。教师培训的需

求比较强烈，分层次分岗位的结合工作的培训是最

需要的，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混合式培训是大家认可

的研修模式。

五、结束语

教师队伍建设是大学的永恒主题，国家开放大

学作为新型大学实体，其教师队伍建设有其自身的

特点和规律。电大系统发展 30 多年来，已经形成了

一套比较完整的师资体系，但现有的师资队伍与新

型大学的要求还相差较远。随着开放大学建设以及

办学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师资队伍的分层分类管理

需要调整和优化，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师资队伍成

长体系和职业发展路径，需要建立一整套的教师培

养机制，提升教师从事远程开放教育的能力。国家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为这种新型大学的教师队伍

建设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内的

各级办学和教学单位都更应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为

教师队伍建设争取更大的空间，提供更多的政策和

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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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Basketball Technique and Physical Fitness

SONG Wei1 , HU Guang2 , WANG Rui-hua 1

（1. Hubei Radio & Televisio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4;

2.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By the means of modern computer technology, the system constructs monitoring system of basketball technique and

physical fitness. Special test equipment can realize real-time multi-parameter detection and rapid feedback，which can transforms electri-

cal signals of the sensors into computer digital signal and send digital signal to server through wireless network; In the aspect of data pro-

cessing, data processing software which based on C/S architecture used a microcomputer as monitor processor, which can realize the re-

ceiving of digital signal, the logic processing of data and automatically scores after the server processes the incoming signal; In the data

analysis ,th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based on B/S architecture , in addition, the software can realize intelligent and network-based data

analysis and the software provided accurate scientific basis for researchers at the scene analysis technique.

[Key words] basketball technique; physical fitness; sensor

Research on Pres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in Operating System of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FENG Li-guo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Abstract]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is the teachers in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are adopt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eachers

basically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eaching, but teachers need optimiz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from Radio and TV Universi-

ties to Open Universities. Multitasking is the teachers' normal work, and the teacher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be optimized.

Learning from the work is the main way to obtai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im-

proved.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not satisfactory. The career development services in Open University should be streng-

thened.

[Key words]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education operating system; teacher; pres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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