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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模式、途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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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很多国家都将学

分银行制度视为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的有力“抓手”。本质上讲，学分银行制度就是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

度，其主要目标是建立各级各类教育衔接和沟通机制，拓宽学习和成才途径与渠道，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的多次和

多种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推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学分银行制度

建设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需要从终身学习发展、市场经济、人力资源开发、学习成果导向、教育国际化和社会

文化等多种角度去深刻研究和认识。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我国学分银行应采取建立国家层面的学习成果认

证、积累与转换制度模式，应在大量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整体设计，建立继续教育协调机构、学习成果框架

和标准体系，并通过国际合作和试点，协同、稳步推进学分银行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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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
程。学习、运用和创造知识的能力，越来越成为推
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人全面发
展的决定性因素。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
会，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
择。（郝克明，2006）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
构建、实施和评价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现有的
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整合和完善。很多国家都将在
国家层面上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各级各类学习成果的
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即“学分银行”制度，视
为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的有力“抓手”。“学分银
行”制度建设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需要从终身学
习发展、市场经济、人力资源开发、学习成果导
向、教育国际化和社会文化等多种角度，研究和认
识“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
性，同时结合国情，提出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建
设的路径和策略。

一、学分银行制度概述

学分银行借用“银行”这一形象用语，反映对
学习成果进行认证、积累与转换的特点，其核心是
以学分为计量单位，对学习者的各类学习成果进行

统一的认证与核算。本质上，学分银行制度是具有
学分认定、积累、转换等功能的新型学习管理制度
和教育管理制度。

1.学习成果与学分

学分银行制度中的重要概念是“学习成果”，它
是学分银行制度研究的核心，也是制度设计与服务的
主要对象。学习成果是学习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经
历、完成一定学习任务获得的或者能够表现出的知
识、技能和能力体系。（袁松鹤，2013）学习成果的表现
形式通常为资格，即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通过评价与
认证，判断学习者已达到相应标准所规定学习目标的
正式成果。学习成果也可以有其他形式，如竞赛成绩
是学习成果而不是资格，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可以进行
认证、积累与转换。各级各类学习成果的核定、认可
和认证统称为学习成果认证。它通常从知识、技能和
能力这三个维度描述学习者经过一段学习经历后，知
道了什么、理解了什么以及会做什么。

学分是用于衡量学习者学习成果学习量、价值
和水平的计量单位。学分是可以携带和累积的。学
分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原始学分，即由学习者
获得学习成果的机构赋予的学分；第二种是基准学
分，即按照学习成果框架的标准对原始学分进行换
算的学分；第三种是实效学分，即按照一定标准最
终实现转换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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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分银行制度的含义

人们对学分银行的概念还有不同看法，对其理
解也不尽相同。“学分银行”制度，是指专门管理
机构、授证机构、学习成果认证机构与组织体系的
总体及其正常运行所需的种种规范、规则或规定、
标准的总和，它包括灵活与开放的注册制度、学分
制度、认证制度、积累制度、转换制度以及评价制
度，核心是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

3.学分银行制度的功能

学分银行制度是调节政府、社会、学习者、用
人单位和教育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有效机制，
对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起有力促进
作用。其功能和作用具体体现在：

第一，对社会成员个人，学分银行制度可以使
其原来是制度外的、认证无门的非常规成果，或通
过多种途径取得的成果得到某种程度的归并、积累
和承认，由此大大减少重复学习，同时还可获取多
个证书，提高学习效用。换言之，在学分银行制度
下，学习者可以享有更大的自主学习计划和学习成
才发展的空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需
要，不仅对学习的课程（科目或项目）自主选择、
有机组合，还可以对学习的方式方法和获取学习成
果的渠道与途径进行整体考量和一体化设计。

第二，对于机构或者组织来说：首先，通过学
分银行的高标准认证，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成果或
者资源可以得到权威认可，并因此顺利走向市场，
获得更大效益。这一过程本身客观上也会促进培训
机构及其资源品质的提升。其次，学分银行信息
管理平台社会化服务和学习账户（终身学习档
案）的建立，可以使各用人单位和学习型行业、
企业找到更多适应本组织员工培训和人力资源开
发需要的学习资源及人力资源信息，充分利用其
中的优质资源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和人才选聘、
培训培养以及人力资源建设。同时，行业证书培
训与学历教育相沟通，提高了培训的品质和效
能，可推动教育培训机构设计源于产业、服务于
产业的教育和培训模式，并以此开发和培育更多
技能好、能力强的人力资源。

第三，从国家层面或者政府层面来看，建立国
家学分银行制度，首先是实现上述两个层面的功
能，其次是通过制定各类各层次学习成果认证的国
家标准，建立起学习成果之间沟通、衔接、转换的
体系，使学术类课程、职业类课程和培训类课程享
有同等的地位，将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正规教育
与非正规教育纳入综合教育体系，提高全社会教育

培训质量和效益，推进教育公平，从制度上落实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等
主张，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最终搭建终
身教育的“立交桥”。

二、 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视角分析

学分银行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
仅涉及教育观念、教育结构体系、教育功能、教育
体制、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而且涉及终身学习体系构建、教育国际化、人力资
源开发和劳动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重大社会变革，同
时，还会受到一定社会文化的影响，包含着极其丰
富的观念更新，组织和制度的调整、重组和变革。
（郝克明，2006）学分银行制度建设以终身教育的思
想推动传统的教育结构体系、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
发展模式的变革，探索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政策与法
律法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学习成为每一个
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促进学习型组织和学
习型社区的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全民终身学习的
需求。

1.终身学习发展与学分银行制度建设

终身学习是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
转变的大背景下，在传统学校教育已经不能适应人
类社会变革的客观现实下提出并不断发展的。随着
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构建服务于
终身学习的终身教育体系已经从一种思潮或者观
念，发展成为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现实的社会活动，
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更新其内涵和经验。（郝

克明，2006）终身学习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顺应
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认为学习应该贯穿人的一
生。终身学习包括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学习——从婴
儿到生命终结前各种环境下的正规、非正规和非正
式教育和学习。第二，学习和教育不应只是少数人
的特权，应该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终身学习对所有
人都是非常必要的，应该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进行终
身学习。第三，终身学习的目的是保证每个人拥有
知识和能力并且能够不断地学习和提高，适应以知
识为基础的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学
习和教育应该包括获得知识、素质、技能和能力的
过程以及所有的学习活动。第四，终身教育和学习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中进行，
包括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以及非学历教育、非正
规或非正式教育；终身教育和学习的内容、工具、
技术以及时间都有比较大的弹性和多样性，教育的
途径、形式、结构体系和布局等，都应有利于广大

【学术时时空】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模式、途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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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适应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求。第五，终身学
习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关注学习者的多样化需
求。终身学习的体系，应该是在对社会各种教育资
源进行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有利于学习者学习的系
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在一生中的任何时间、任何阶段进行学习。
（郝克明，2006）终身学习的发展，需要我国教育进
行新的革命性转变，实现对传统教育制度的突破和
超越，打破不同教育间的壁垒，突出强调和体现教
育结构体系的丰富性、沟通性和教育制度的弹性
化、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学分银行制度建设
的重要目标就是建立各级各类教育沟通和衔接的机
制，搭建终身学习的“立交桥”，为学习者继续学
习提供多次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
展需要。学分银行制度通过认可学习者多样化的学
习成果，有效衔接正规学习、非正规及非正式学
习，架起终身学习的“立交桥”。学分银行制度拓
宽了广大学习者的学习成才之路，变一次选择为多
次选择，变单一的、只有通过进入传统正规大学学
习才能成才的“独木桥”为通过各种学习途径努力
学习和创新都可以成才的“立交桥”，不仅为广大
社会成员自身的学习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
于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应试教育痼疾也将提供一条
重要途径。（郝克明，2006）

2.市场经济与学分银行制度建设

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商品经济所共有的一种经济
运行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它具有如下特征：第
一，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利益驱动型经济，肯定个
人利益的存在，鼓励追求自身的利益。第二，市场
经济是一种平等、自由的经济，商品的等价交换反
映了市场主体的人格平等。人们可以机会均等地、
自由地出入市场，公平地参与竞争，从而保证资源
实现最有效的配置。第三，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
济，要求人、财、物的合理流动和配置。随着世
界市场的形成，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的跨地
区、跨国界、跨洲际的流通日益普遍，经济出现
了明显的全球化趋势。第四，市场经济是一种规
范经济，经济主体必须具有良好的伦理道德观
念，必须以不妨碍他入、社会的利益为前提追求
自身利益；（窦春玲，2000）同时，还要有健全的
法律、法规，惩恶扬善，打击不法行为，保障市
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教育摆脱计划经济的藩
篱，化解体制机制障碍，按人的发展规律办事，适
应市场需要，建立新型的教育及教育管理制度。学

分银行制度的建立，正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战
略选择和重大举措。第一，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初
衷即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利益驱动原则。它通过

“通用货币”——学分，对各类不同形式学习成果
的认证、积累与转换，有效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原
始利益诉求并予以正向激励，为不同教育间的沟通
和衔接提供平台，为社会学习者搭建人才成长的

“立交桥”。第二，学分银行制度体现了市场经济平
等、自由特征和等价交换原则。学习者作为教育消
费者，有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习惯和需要选择
自己的课程和学习形式的权利，以及按照自己的经
济承受能力、学习潜质与基础自主安排学习的自
由。在这样的“权利”与“自由”下获取的学习成
果能够得到当量或等量认可，体现出公平与等价的
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第三，学分银行制度体现了市
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成本节约的原则。在市
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有限、稀
缺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即配置到稀缺程度
最大的产品生产上，从而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
用，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求。在学分银行制度
中，学习者的选择可以说是教育资源产品稀缺程度
的风向标。他们根据自身情况，在允许的范围内自
由选择课程、学习以及时间、学习方式。学分银行
制度能够通过学生的选择将不同的教育资源以特定
的方式组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学习者的“选
择”需求，从而有效促进资源，特别是稀缺、优质
资源的优化配置。（朱宁，2010）如此，对教育资源
建设与提供者而言，可以大大减少重复建设，提高
资源配置水平和资源开发质量；对学习者而言，可
以更加准确、便捷地选择和获得所需学习资源，减
轻学习负担，提高学习质量和学习效果。第四，学
分银行制度的内核是刻画学习成果等级与体量的资
格（历）基准框架和该框架指引下的成果认证单元
标准，以及积累与转换规则、工作规范等。这一系
列框架、标准、规则、规范形成的标准体系即是市
场经济下规范经济的具体体现。无论是对规范教育
培训市场，提升教育培训及其资源质量，还是对保
证学习成果认证质量，提高学分银行社会公信力，
推动学分银行制度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3.人力资源开发与学分银行制度建设

人力资源开发是 20世纪 80年代兴起的旨在提
升组织人力资源质量的管理战略和活动。人力资源
开发的对象是人的智力、才能，即人的聪明才智；
开发过程既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客观因素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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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力资源开发的原理和特点，学分银行制
度建设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发挥如下作用：第一，通
过资格框架的建立，研制和发布权威、公正的职业
资格认证系列标准，并以此标准为杠杆，建立教育
培训机构及相关资源的认证准入与退出机制，整合
和优化现有的培训市场，逐步形成一个有系统、有
权威认证、有质量保证的培训体系。第二，通过认
证标准、积累与转换规则的建立，打通职业教育与
学术教育的界限，按照成才就业目标，改革教育培
训内容及课程体系，优化技能培训、人才培养方
案，避免应试教育弊端，提升就业及岗位适应与竞
争能力，促进技能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
第三，通过学习账户和终身学习档案的建立以及相
关信息服务的提供，使用人单位、培训机构等人力
资源开发与服务部门更方便、更全面、更快捷地了
解学习者（应聘者）的学习经历、学习能力、学习
成果等基本情况，方便其获得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
现实状况、教育培训市场发展水准及相关需求等信
息，以及人才选择、人才培养、人才使用等多方面
有价值的资料。第四，通过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不断扩大我国学分银行制度的社会认知度和公信
力，使学分银行制度获得国际认可，推动我国劳动
力市场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国际间的往来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务工人
员跨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工作。（Welford，2005）我
国要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不仅要加强教
育和培训的力度，建立人人学习、人人学习有记
录、各种学习成果均能得到认可的激励制度，而且
要从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上与国际
对接，以便深入参与国际间的人力资源流动与合作
开发。

4.学习成果导向与学分银行制度建设

学习成果导向强调由关注学习期限和学习院校
的传统教育评价方式，转移到关注实际学习和已经
具备或通过学习具备知识、技能和能力水平的教育
评价方式。（Richards， 2010）依据学习成果导向的
理念，学分银行应建立起以学习成果判断学习者学
习情况的制度，使学习者获得的教育资历更具应用
价值，更符合市场的需求；注重学习成果本身而
不是关注在何处获得这样的成果，使教育制度成
为更加开放的系统，更具导向性。以学习成果映
射教育和培训目标不仅增加了教育与培训的灵活
性，同时也增加了学习者在教育与培训过程中选
择的灵活性。学习者以设定的学习成果为依据，
自主选择学习的途径。学习成果的确定既要符合

教育标准也要符合行业标准，以成果为目标导向
引领教与学的过程。

5.教育国际化与学分银行制度建设

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一种全球性趋
势。它不仅是一种教育理想，而且是一种正在全球
范围内展开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国际化的本质是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充分
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教育市场，优化配置本国的教
育资源和要素，抢占世界教育的制高点，培养出在
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本国的最高利益
服务。在知识经济日益显现的时代，国家综合实力
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数量多、
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富于创新能力的人才，谁
就能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在激烈的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在教育国际化大背景下进行学分银行制度建
设，要关注：第一，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吸取制度
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使国家学分银行制度在高起点
上进行建设，少走弯路。第二，在学习成果框架、
标准的制定和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方面与国际接轨。
第三，在制度建设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合作
开展研究和学分互认实践。

6.社会文化与学分银行制度建设

概括地说，文化就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是
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使个人
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文化与社会是
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就不会有文化。所谓社会文
化，就是社会群体的心理心态、思维方式、行为方
式和处事方式。社会文化是与人们生产和生活实际
紧密相连，由特定群体创造，具有地域、民族或群
体特征，并对社会群体施加广泛影响的各种文化。一定
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人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以及
感情生活的刺激物。它能够促使个人和群体易于去过一
种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创造性的生活。（何爱霞， 2007）

文化及其引导下的理念无处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态度及其与该事物互动的行为方
式和结果。不同的社会环境，自然会有不同的文化特
征、积淀与理念，但就某些特定事物而言，不同的社
会文化环境之间也会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文化共性与理
念共识。（李林曙等，2013）

社会文化会对学分银行制度建设产生影响，学
分银行制度建设必须考虑特定的社会文化。第一，
在学分银行制度建设中，应充分利用社会文化对学
习者的激励作用。对于学习者而言，在持续不断的
社会化进程中，周围同事、伙伴或者本人，常常会

【学术时时空】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模式、途径与策略

.. 36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3年6期／总126期

劝诫或告诫自己：“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中
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在知识社会到来之
际，应该加强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所有这些涉
及社会准则、社会规范以及行为方式的社会文化话
语，其背后都蕴涵着一种“有利”与“不利”的价
值判断。制度建设应运用社会文化，趋利避害。第
二，在学分银行制度建设中，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的
社会文化现状和历史传统。国际上，不同文化背景
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国家在建立终身学习成果认证、
积累与转换制度时，几乎都采用了与其社会文化相
对应的技术路线和方式方法。例如，英国、马来西
亚、南非等国家的学分银行制度建设是从制定国家
资格框架入手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传统上往往
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分离，社会文化上往往重学术
教育轻职业教育。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则没有从制
定国家资格框架入手，其终身学习成果认证、积累
与转换制度主要是通过相关立法和机构之间的协议
建立起来的。第三，运用特定的社会文化，推动学
分银行制度的实施。根据学习者终身、全面发展的
实际需要进行文化的判断与选择，并通过各种形
式、各种空间将其传递给学习者。也就是说，学分
银行制度的文化批判与选择不仅以社会价值、经济
价值为取向，同时，又以教育价值、学习者个体价
值为重要取向——在教育过程中所选定的文化，既
要满足学习者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又要满足学习
者作为劳动者、配偶、父母、家长、消费者、休闲
者等多元社会角色的需要。即在不断适应历史文化
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及其价值取向的进程中，努力
满足学习者终身发展、全面发展的需要，从而有力
推动学分银行制度的实施。（高志敏，2005）

三、我国学分银行制度的模式选择

国际上，学分银行制度模式概括起来有两种，
一种是基于国家资格框架的制度模式，另一种是没
有国家资格框架的制度模式。我国学分银行制度模
式的选择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将国际经验
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目前我国的教育现状是：第一，我国是人力资
源大国，但不是人力资源强国；教育体制和学习观
念还存在许多与终身学习不相适应的问题，并由此
引发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社会普遍关注的是教
育如何和将来的工作、生活、居住、收入以及名声
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人认为只有读了大学，而
且是上了名牌大学才有前途——只在乎形式和“一
纸”结果，并不在乎所接受的大学教育的实际效

果，也不在乎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是否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
地位不平等，学历教育和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与培训
互不融合。这不仅造成了重复学习现象严重，教育
成本高昂，同时，学习者的学习成果无法转化为对
市场和行业需求的适应和满足。第三，重视正规学
习，忽视非正式、非正规学习，造成很多市场适销
对路的学习成果得不到认证、积累与转换，不仅影
响学习者的价值取向，而且直接影响学习者人力资
源的充分利用和深度开发。

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我国学分银行制度
模式应采取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间的综合模式，即
建立国家层面的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
通过学习成果框架，明确学习成果的等级和所属的
类型及领域，并通过学习成果等级描述，建立起各
级各类学习成果沟通和衔接机制、标准与方法。同
时，鼓励教育机构通过协议，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
制度。

四、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路径和策略

1.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目标和路径

第一，建立各级各类教育沟通和衔接机制，搭
建终身学习的“立交桥”。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应通
过学习成果框架和相关标准的制定，建立各级各类
教育衔接和沟通机制，为学习者继续学习提供多次
和多种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
要。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通过认可学习
者多样化的学习成果，有效衔接正规学习、非正规
及非正式学习，架起终身学习的“立交桥”。

第二，推动建立开放的终身学习体系。我国学
分银行制度应通过以学习成果为目标导向的认证标
准和转换规则的建立，以及“前店后厂”学习资源
服务模式的构建，拓宽学习者选择渠道，推动开放
的学习体系建设。开放的学习体系下，学习者可以
享有更大的自主学习计划和学习成才发展的空间，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和学习的连续性等因
素，对学习的课程进行自主选择、有机组合。

第三，建立信息服务平台，推进学习型社会建
设。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应建立信息服务平台，为学
习者、国内外教育机构和认证机构、用人单位、政
府部门提供相关学习成果信息服务，增加各种学习
成果的透明度；促进学习者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
积累与转换；促进学习者跨机构、跨区域、跨国流
动，激发学习者终身学习的动力，从而推动全民学
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

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模式、途径与策略【学术时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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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建设的策略

第一，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科学的制度设计
是制度建设的基础。在大量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对
制度进行整体设计，有助于系统地考虑制度建设、
实施中的各种环节以及会遇到的问题，为制度的顺
利实施打下良好基础。在制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我国终身学
习发展和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以学习成果为导向，
注重学习成果而不是关注在何处获得这样的成果；
与国际接轨；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文化心理和教育传
统。总之，学分银行制度建设涉及不同领域、行业
和部门，只有协同推进，才能使制度建设得以顺利
进行。

第二，组建委员会，出台指导性文件，推动制
度建设；通过制度创新，建立适应学分银行制度建
设的政策环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要建立继续教
育协调机构。我国可以成立由教育部、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领导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
的国家学分银行建设委员会，并在教育部设立常设
办事机构，与继续教育综合协调机构合署办公；通
过学分银行建设委员会的组建，启动学分银行制度
建设。学分银行建设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
施国家资格框架，负责注册和发布相关标准，建立
机构认证规范、课程认证规范、学分积累与转换的
操作规范，负责学分银行制度运行的质量监控。另
外，在国家相关法律颁布之前，教育部可以出台有
关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建设的指导性文
件，指导制度建设。

第三，完善证书制度，建立学习成果框架。学
习成果框架的提出源自国际上资格框架的开发与应
用。资格框架又称“资历框架”或“资历架构”。
（陈丽，2013；刘永权，2013）我们在学分银行制度建
设初期，在没有“国家资格框架”的情况下，为有
效开展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可以按照国际
上通行的资格框架的机理，建立学习成果框架
（Learning Outcomes Framework，LOF）；通过框架
建立起各级各类学习成果的共同参照系，并通过一
定的标准和规范，促进学术型学历教育学习成果、
职业型学历教育学习成果、非学历教育与培训学习
成果以及其他成果之间的沟通和衔接，实现学习成
果的积累与转换。学习成果框架既具有国际上通行

的资格框架的功能，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它的要素
包括学习成果层级、层级描述、类别与领域。学习
成果框架将有效提高学习者获得学习成果的透明
性、可比较性和可转换性，进而促进继续教育和终
身学习，提升社会成员的就业能力，推动工作者和
学习者的日常流动。

第四，制定标准，规范和引导制度建设。学分
银行建设委员会下设标准委员会，负责学分银行各
类标准的审定；标准委员会又下设不同的标准制定
委员会，负责不同领域的专业和行业教育与培训相
关标准的制定。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的标准
体系，主要包括资格标准、单元标准、学分标准、
积累与转换规则、先前学习成果认证标准和机构认
证标准以及相应的工作规范和程序。标准体系的建
立，有助于规范和引导我国学分银行制度建设。

第五，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在制度全面实施
之前，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学分银行建设专
项试点，边试点，边完善，稳步推进学分银行制度
建设。学分银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教育管理机制和
学习成果管理制度。只有有相关政策支撑才能使制
度得到有效实施。为积极稳步推进制度创新，国家
可考虑在先期试点工作中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具体
有：突破传统教育学习时限的限制，以学习成果设
定教育和培训目标；实施更加灵活的入学注册制
度。我们可以按照国际惯例，允许中学或中职学生
提前注册学习部分大专课程；并依此类推，允许专
科学生提前注册学习部分本科课程。

第六，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国际性或区域性相
应规则的制定。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的“扩大政府
间学历学位互认”，我们应扩大教育开放任务，借
鉴国际上学分转换和学分银行成熟、先进的理念和
经验，与国外进行学分转换较长时间的国家和国际
组织，开展多层次的学历学位互认交流与合作；鼓
励我国具有颁发证书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与国外有
较高声誉的教育培训机构对等地开展合作，或者参
与欧盟、东南亚等学分转换组织的工作；在条件具
备时，联合一些国家发起建立诸如亚洲、环太平洋
等国家间的学分互换组织，促进我国学分银行制度
建设能力的快速提升。

（下转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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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hinking in a Century: A Review of Studies
Zhao Guoqing

Abstract: Improving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is one of the core objective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fostering thinking ability, teaching for thinking originat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ccumulated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busted into a movement in UK and USA in 1970s and 1980s. As a result, it has evolved from an implicit theory into an
explicit one and received more and more concerns. The theoretical concerns from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latest finding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mperative demands from practice are three main impetuses which push the teaching of thinking forward. On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teaching thinking emerged as teaching thinking skills, continued with teaching thinking dispositions, and
returned to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There are no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se three approaches but a partial overlap among them.
Rather than returning to the inculcation of rote knowledge, teaching thinking for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means to promote deep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by providing adept thinking skills and developing thinking dispositions. In China, teaching thinking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obtain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in educational reform. For Chinese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learning, absorbing, applying experiences from abroad, and taking the late-mover advantage are issues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seriously.

Keywords: Teaching Thinking; Development History; Practical Orientation; Literature Analysis; Teach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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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Approach and Strategies of China's Credit Bank System Construction
Li Linshu，Yan Xiaoping，Wang Like

Abstract: It is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choice to establish th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and a learning
society.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look on the credit bank system as the key mechanism to facilitate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Credit
bank system is, in nature, the system of learning outcome accreditation, 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Its main goals are to establish a kind
of mechanism in which different kinds of education are integrated, and learners are provided with mo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choices so that individuals' needs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can be satisfi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learning
society can be accelerated. Credit bank system construction is not simply an educational issu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it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lifelong learning, market economics,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utcome-based learning,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social culture.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present 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system of learning outcome accreditation, 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make holistic designs backed by abundant
researches and surveys, set up the central coordinating organization for continuous education, establish the learning outcome framework
and standards system, and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credit bank system steadily and synergistic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ilot trials.

Keywords: Lifelong Education; Learning Society; Credit Bank System; Construction Model;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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