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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线电广播到虚拟大学：美国
远程教育历史亲历者的反思
口【美】迈克尔·格雷厄姆·穆尔

肖俊洪译

【摘要】

目前因特网通信技术被应用于各层次的教育中，因此有必要了解过去教育领域引进其他技术的情

况，尤其是教师、管理者和决策者对技术应用的态度。过去半个世纪，美国远程教育有诸多重要创新之

举，其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涵盖三个方面：在教学法领域，威斯康星大学首创课程组机制，把课程组作为

教学的系统论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则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展了交互式在线教

学；在理论领域，把远程教育当成一种教学法现象研究，提出交互距离理论；在组织领域，加强远程教

育在传统双轨模式大学的地位，发展校际合作和联合体，出现独立的、通常也是营利性的单轨模式大

学，以及最近提出的不依托某一所具体学校的虚拟大学系统这个理念。诞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理论是

实证研究的基础，促进实证研究的发展、远程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培训以及学术期刊和其他文献的增

长。所有这些都是奠定现代远程教育极其重要的发展的基础，无论是教育研究者还是决策者和管理者都

应该研究这些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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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迈克尔·格雷厄姆·穆尔(Michael Grahame Moore)教授在中国远程教育领域家喻户晓，他的很多研

究成果对于中国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为学界所广泛引用。穆尔教授虽然已经从宾夕

法尼亚州立大学杰出教育学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Education)的岗位荣誉退休，但仍然活跃在远

程教育研究领域，忙碌于世界各地，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穆尔教授一直关注中国远程教育

(尤其是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并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很荣幸地邀请他为本刊撰写这篇

文章，诚如穆尔教授所言，希望“他山之石”能唤起我们对(中国)远程教育历史的重视，以史为鉴，坚定进

一步发展(中国)远程教育的信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过去的辉煌是为了增强发展信心，汲取历史教

训则能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本刊主编严冰先生也深感以史为鉴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远程教育(尤其是开放大

学建设)的重要性，多次在本刊“卷首”呼吁勿忘电大卅余载发展历程之本。比如在《中国远程教育》201 2

年第1 2期的“敬畏历史”这篇卷首中，严冰先生指出：“创造未来或许当以敬畏历史为逻辑起点。⋯⋯以在中

国特有国情条件下探索开放大学发展道路为主线，研究广播电视大学30多年发展历程及历史经验，包括进行

深刻的历史反思，可能是个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非常需要这种‘历史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

究方法。”

穆尔教授的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视角，主要以美国远程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为背景，阐述了过去50年远

程教育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分析制约远程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和经验教训，很多历史事件和作者对这些事

件的反思对于开放大学建设正处于如火如茶的中国来讲，仍然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

文章在第一节就指出，由于远程教育日渐进入普通高等教育的主流，加之技术在远程教育领域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因此，开展远程教育往往也就意味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手笔投入，以史为鉴能使我们少走弯

路，从而避免巨大损失。一句话，发展远程教育需要的不是“莽夫之勇”。(现代)远程教育离不开技术，技术

的应用能促进远程教育的大发展——这是历史事实，然而，正如本文第二节在分析相关历史事件之后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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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种技术“登上教育这个舞台的时候都是在一开始受到热情欢迎，被寄予厚望，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失望

⋯⋯其潜在教育用途没有得到利用，或受到严重削弱。”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师没能改革传统课堂的教学方

法，管理者没能重新组织机构资源以促进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正是人们开始认识到“技术决定论”思潮的消极

影响，所以就有了大胆创新教学法的尝试。魏德迈在美国开展的“整合教学媒体”试验和建立在这个试验的基

础上的英国开放大学均是创新远程教育教学法、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例子。正如本文第三节所指出

的：“任何一种新技术登上教育舞台的时候都会增加教师的压力，迫使他们改革教学方法⋯⋯”遗憾的是，这

些经验教训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在学界引起应有的重视，因此人们依旧把希望寄托在一代又一代更新的技术上，

虽历尽挫折与失望，但依然“矢志不移”。技术与远程教育的深度融合还有赖于办学机构在组织构架／体系(管

理工作)方面的改革，“旧瓶装新酒”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本文第四节介绍了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尝试，这

些经验对于正在构建新的国家开放大学办学网络的我们而言尤其值得更进一步了解和借鉴。也正是有感于这一

点，穆尔承前启后提出了“虚拟大学”这一设想。从第五节的阐述可知，虚拟大学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所

讲的、技术上的“虚拟”，而是不依托任何大学的一个虚拟系统。穆尔认为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有三：“一是专门

的管理知识，二是雄厚资金，三是政治上的支持(这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这是在总结了美国和巴西的经验教

训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文章的第六节重点阐述“结构”、“对话”和“学习者自主”以及工业化特点的内涵，对

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理论和概念很有帮助。第七节简要回顾了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兴起发挥重要影响的几个历

史事件以及旨在促使远程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的一些努力。这种“未雨绸缪”为尚未成熟的远程教育培养后

备(研究)力量之举说明当时有一批很有远见的学者。文章最后一节再次呼吁勿忘历史并探讨了当今学界不重

视历史经验教训的原因。穆尔教授在文章的结尾再次告诫我们：不能过分热衷技术的运用，唯有不断创新教学

方法和改革组织结构以适应新技术所带来的新机会，才能实现技术在远程教育领域的潜能，助推远程教育的不

断发展。

在国家开放大学建设已经正式启动并进入实质性阶段的今天，我们必定会碰到诸多发展瓶颈和藩篱，也许

我们能从广播电视大学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突破瓶颈、铲除藩篱的很多方案。因此，我们热切期盼学界

真正重视电大的历史价值，挖掘电大的历史价值，以继往开来的姿态，迎接中国远程教育新时代的到来!

最后，我们谨向穆尔教授致以衷心感谢!(肖俊洪)

“不懂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是侣世

纪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著名

的警示。虽然几乎没有人把这句警示与远程教育联系

起来，但是在今天如果对远程教育历史缺乏了解，那

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直到不久之前，如果我们对远程教育历史无知，这种

无知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可以说是无足轻重，因为绝大

多数教师、管理者和决策者都认为远程教育实践，甚

至是远程教育这个概念是无关紧要的；尽管有少数人

认识到远程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些人看来．远程

教育是非主流的、次优的教育，名声不佳。然而，随

着因特网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因对远程教育历史的

无知而造成的损失会是巨大的。由于在线通信的普

及，世界各国的教育机构都迫不及待——有人甚至说

是有失尊严地——匆忙上阵推出自己的在线远程教育

模式或开展某种形式的在线远程教育。在稍有远程教

育历史知识的人看来，赶潮流提供在线远程教育的大

多数大学、学校系统和其他机构显然似乎会以失败告

终，至少也是把自己的名声押在质量平庸、远不如人

意的远程教育课程上，当然它们还得有足够的财力。

201 3年，传媒对所谓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的大肆渲

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过去在开展在线教学和

开发大规模课程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但

是有些人和机构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把大量资源浪费

到开发这些项目上，而这些资源原本是可以用在建设

更高质量、更有持续性的项目上的。本文拟简要介绍

我亲身经历的、发生在几个国家(但多数发生在美

国)的几个历史事件和趋势。我以为这些例子能够说

明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涉及某一个

国家或某一种教育体系，因此期盼读者将这些例子跟

自己所熟悉的、体现自己国情和机构背景的实践进行

比较和对比。我也期盼有一天能面对面且更加详细地

向读者介绍这些经验教训，共同讨论，并回答读者的

疑问。本文将分别从技术、教学法和组织的角度阐述

这些趋势，虽然难以严格区分这三个领域，或者说严

——jo雨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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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区分并非上策。

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远程教育历史看成是反映一系

列通信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便能很容易地把远程教

育历史分为几个阶段并加以描述，而这正是大家所熟

悉的做法。比如，我编著的教科书《远程教育：系统

观》每一版都专门阐述印刷和邮政通信、无线电广播

和电视、基于计算机的学习、远程会议系统、基于网

页的学习以及移动和社交网络等技术在美国背景下的

远程教育中的应用(Moore＆Kearsley．2012，PP．

23—44，72—86)。因为普通大众都能用到所有这些技

术以及其他技术，因此每一种技术出现的时候总是有

一些教育界人士很快成为其拥趸，大力提倡将教学延

伸到课堂外和校园外。

无线电广播是第一种用于教育的电子媒介，我最

喜欢用它说明教育领域是如何热情迎接每一种新技术

以及对新技术之于教育的影响寄予厚望的。1927

年，爱荷华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Iowa)的

使命宣言中有这么一句话：“因为无线电广播应用于

教育，明天的学校将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学校，这绝非

虚梦”(Pinman，1986，quoted in Moore＆Kears—

ley，2012，P．29)。在出现无线电广播的最初20年，

美国有十多所院校提供了学分广播课程，冯·皮特曼

(Von Pittman)说：“教育电台似乎将永远称雄于公

共无线电广播的天下”(Pittman，1986，P．39)。然

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在1940年，学分广播课

程在全国就已经招收不到一名学生。

电视的情况，至少有一段时间，比无线电广播好

一些。在20世纪三十年代末，有些大学学分课程通

过商业电视台播出(比如“日出学期”『Sunrise Se—

mesterl)，也有一些课程由大学自己通过专用频道播

出。这些在六十年代被合并由公共广播公司(Cor—

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负责播出。虽然

在20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电视教学获得很大成功，

但是在此之后甚至是公共电视台也都放弃严肃的教育

节目，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商业台争夺观众上。

美国广播电视教育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播出

机构的商业企图，它们一开始支持播出教育节目，但

后来又选择优先考虑能吸引广告的节目。但是，教育

工作者更是难辞其咎，因为他们不愿意改革教学方法

或改变机构的组织方式以更好适应广播这种新技术的

26历T雨月——————～

要求。多数教授认为通过广播授课有失体统，因此不

予以考虑，而稍有创新精神者最多只是允许在他们的

教室安装麦克风进行录音。然而，教授们不会考虑重

新组织课堂或重新准备讲课提纲，以更加适合通过广

播播出，使在家里的听众更能接受。教授们不愿意改

革教学方法以充分利用广播技术的优势，这是他们的

教学无法受益于广播技术的根本原因之一。后来其他

技术应用于教育的情况也如此。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存

在。

学界对于电视教育应用的反应与当初对无线电广

播的教育应用反应很相似，但是如果我们采用相适应

的教学法和组织结构，新技术是可以成功地用于教育

目的的。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八十

年代，公共广播公司与安能伯格基金会【Annen．

berg Foundation)携手推出一系列电视课程(这是

美国电视教育节目上乘之作)。安能伯格基金会提供

雄厚资金，通常每门课程的投资是200—300万美

元，充足的资金保证了教学设计的高质量和制作的高

标准。这些电视节目与专门编撰的教科书、学习指

导、教师和管理者指导等有机结合在一起，为此教学

设计专家、内容专家和内容评估专家、音响和视频制

作者往往要花上数百小时进行交流沟通。这些节目每

年通过无线和有线网络(这是后来出现的新技术)向

～千多所高等院校播出，有60多万成年学生参加学

习(Brock，1990)。但是，即使是获得如此成功的一

个节目，大约10年之后，由于基金会停止资助而被

公共电视网(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叫停。

如同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一样，随后出现的技术

(包括通过卫星和有线电缆进行的点对点和多点的电

视广播、基于计算机的教学、万维网和今天的移动与

社交网络)登上教育这个舞台的时候都是在一开始受

到热情欢迎，被寄予厚望，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失望。

每一种技术一开始都因其被认为能为学习提供前所未

有的新机会而受到欢迎，但最终却被用于制作主要为

广告和营销服务的节目，其潜在教育用途没有得到利

用，或受到严重削弱。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败。是因为

大量教师没能改革传统课堂的教学方法．管理者没能

重新组织机构资源以促进教学方法的改进——至少在

美国是如此。这种现象同样见诸今天的大规模在线公

开课程：人们把课堂教学方法搬到这些课程上，与此

同时却在原来的大学机构框架下控制课程的制作和教

学的开展。人们以为新技术能支持旧的教学方法。但

是如同过去一样，在这种背景下新技术的潜能是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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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应有发挥的。

在远程教育历史上有两个有一定联系的成功试验

值得一提，因为它们标志着组织教育资源的新方法和

新教学法的形成。第一个是“整合教学媒体”(Artic—

ulated Instructional Media)项目，系20世纪六十年

代后期在美国开展的一个研究课题。第二个是+年之

后在英国开展的项目。采用“整合教学媒体”的教学

原则，创建英国开放大学。

“整合教学媒体”是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查尔斯·魏德迈①(Charles Wede．

meyer)教授的点子。1964年。魏德迈获得卡内基

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资助开展一项历时

三年的新教学方法试验，这项研究的成果促进了远程

教育(事实上可以说是整个教育领域)在理论和实践

上的大发展。魏德迈富有远见，他提出，当且仅当科

学合理调配人力资源时，通信技术才能在教与学中发

挥最有效的作用。所谓合理调配人力资源主要是指在

教学中遵循劳动分工的原则(几乎也是在这个时候，

德国提出一个类似的原则，我将在后面进行阐述)。

根据教学的组成部分分解教学过程，每一个组成部分

的工作由专家团队负责，而且并不仅仅使用一种技

术。而是把各种技术整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就有可能

制作出比传统方法(即依靠课堂上教师个人的能力水

平)更加质优价廉的课程。使用各种技术呈现内容，

效果要比使用单独一种技术好，也能满足不同学习风

格的人的学习需要。“整合教学媒体”首创课程组机

制，课程组由教学设计专家、技术专家和内容专家组

成。辅导教师和学习支持人员并非课程设计者，他们

通过电话、信函和学习中心与学习者交流互动，帮助

他们的学习(Wedemeyer＆Najem，1969)。早在

1966年，魏德迈就预见到计算机在管理“整合”系

统各个组成部分方面的作用，由此可见他的远见卓

识：

“计算机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工具。不管学生

是否身处校园。也不管是全日制还是业余学习，他只

要在电话上拨下计算机号码(他会得到一张计算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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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表】，输入自己的名字和准备学习、即将结束学习

或正在学习的课程，计算机就会通过电话线将相关课

程和教学指导传送给他，计算机还会暂停传送以便学

生作答并评价其回答。计算机会把视听材料传送给学

生，并由一个装置显示静态画面或通过电视机播放动

态画面。教师的板书或画图的动作也通过电话信号在

其他装置显示。计算机允许学生回答问题、提问、背

诵、练习发音并把自己的发音与标准发音进行比较

(如同在语言实验室一样)。计算机会布置阅读任务和

学习活动，会在适当的时间发出向学生邮寄书本和学

习资源的指令，会指导学生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会要

求学生到地区中心或校园上实验课以及安排学生参加

有监考的考试和跟教师个别见面。简而言之，计算机

会制定好整合媒体课程的学习计划，使学生能按照自

己的进度在方便的时候学习。由于使用了教学工具和

技术，学生能充分体验有指导但又是独立的学习，因

此培养具备终身学习能力的学生这个恒久的教育目标

也将得以实现”(Wedemeyer。1966，P．154)。

魏德迈首先在“整合教学媒体”项目中试验他的

课程组机制，课程组机制后来在上文提到的“安能伯

格／公共广播公司”项目②中得以实施(在美国远程教

育历史上，这是课程组机制的最佳应用案例)。“整合

教学媒体”是由一所大学单独开展的项目，而“安能

伯格／公共广播公司”项目则比前者更进一步。其团

队成员不局限于任何一所大学，而是根据每一门课程

的具体要求按需在全国各院校招募的。这样一来，教

师(虽然规模不大但人数持续上升)熟悉了以团队形

式开展教学设计的程序，管理者也意识到可以使用校

外设计和传送的教学资源，而辅导教学则由本校教师

(包括全职的以及越来越多的合同制和兼职教师)提

供——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课程组机制使越来越

多的人接受这个事实：负责课程教学的人不必是该课

程的设计者(包括确定课程内容)或设计团队成员。

很多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原来没有接受师范教育培训，

因此他们对于把教师与内容专家这两种角色分开的做

法越来越感兴趣。换言之，高等教育领域的教学法出

现了变化，重点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助学与传授知识

同等重要(前者甚至可能比后者更重要)。这种教学

法在社区学院的教学中得到更充分体现，但是时至今

①穆尔1970一1973年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Wisconsin-Madison)担任魏德迈的研究助理。当
时魏德迈主持了很多项目，包括开放学校(Open Sch001)(参见本文的介绍)、通信卫星在教育领域的早期应用、
教育卫星项目等。
②穆尔在1986—1988年担任该项目多个课程组的成员。

——了i瓦若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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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大学仍未被多数人认可，有时还招致因循守旧

之士的强烈反对。任何一种新技术登上教育舞台的时

候都会增加教师的压力，迫使他们改革教学方法，随

着新一代教师的出现，改革的阻力会越来越小。

今天美国约90％有学位授予权的院校都热哀于

采用新技术以防落伍，因此这些院校在线提供课程，

努力适应Web 2．0技术的新发展。从设计上看，这些

社交网络技术的主要特点是交互性，因此给远程教育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赋予新的意义(见下文对学习者

自主的阐述)．并促使教学方法的转变——从传统教

与学的观念(学习活动和学习目标具有高度可预见

性)向强调适应性的学习环境的转变。在适应性环境

中，学习更可能是自我组织的，要求学生之间的协作

以及师生之间的协作，鼓励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创新。

从交互距离理论角度看(见下文)，新的教学方法要

求学生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老9币之间有更多的对话，

课程的结构，性较低，更加突出学习者自主，而且必须

持续监控学生的学习表现。如果学生的学习表现欠佳

而影响到学习动力，教师要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干预。

然而，持续监控和适时干预却往往被忽视或没有引起

足够重视。

由专家团队负责设计和教授课程、主要依靠计算

机进行教学管理这个理念在当时(1969年)对于魏

德迈所在的大学而言实在太激进，但魏德迈的思想和

研究成果却在英国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作为英国人

的顾问，魏德迈向他们介绍了“整合教学媒体”项目

所碰到的困难，即在传统大学中教师对于课程的设计

和讲授有绝对决定权，要在这些学校引进新教学法困

难重重(Moore．2004)。结果，当时的英国政府决

定建立一所新型大学，这所大学将采用这种新的教学

法。把各种各样的技术整合起来，拥有自己的师资、

预算和学位授予权。这就是今天被广泛认为是高等教

育历史上最重要的创新成果之一的英国开放大学，而

且世界各地有十几所大学是模仿这种模式建立起来

的。3然而，美国没有这样的全国性教育系统，大多

数高等远程教育由传统大学提供。在20世纪很长的

一段时问里。美国的远程高等教育主要是函授课程，

由大学教师通过教育延伸中心进行授课。20世纪八

十年代，我们有了卫星直播和其他电信会议技术，因

此能够开展同步课程教学，实现师生互动。”如果远

程教育由各所大学单独负责，那么其机构的组织结

构、预算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都不必做大的变动，

但是20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型组织，就是各

所大学以校际伙伴关系和联合体形式力求分摊卫星教

学费用。由于有这种校际协作，一些个人和学校也能

学到世界各地更加正规的远程教育系统的课程设计和

传送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国家技术大学(Na—

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就是早期的一个典

型例子。作为一个联合体，国家技术大学面向理工科

学生提供广播课程，约有50所合作院校拥有卫星上

行链路，另有约500个下行链路点，包括私营公司

(Mays＆Lumsden，1988)。后来出现的此类联合体

包括： ①大平原地区校际远程教育联盟(Great

Plains Inter—Institutional Distance Education AIll-

ance)，由中西部1 1所院校组成(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l、爱荷华州立大学、堪

萨斯州立大学[Kansas State Universityl、密歇根州

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蒙大拿州立大学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内布拉斯加大学[Uni—

versity of Nebraska]、北达科他州立大学[North Da．

kota State University]、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

homa State University]、南达科他州立大学[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和德克萨斯理工大学[Texas

Tech University])；②“课程共享”(Course—

Share)，由公立大学组成，应用在线技术，使不同

学校的学生能够选修只有一所或少数几所合作院校能

够提供的专业性很强的课程，比如美国土著语言、藏

③1976—1985年穆尔就职于英国开放大学，参加若干课程组和学生支持服务工作。1980年9月22日，他在英国牛
津向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做一个慢扫描视频会议发言，题目是“英格兰成人教育研究概述”，这可能是大西洋
两岸的首次教育视频会议。
④1986年穆尔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采用因时网(BITNET)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音频／视频会议技术开发
在线课程，这些课程属于世界首批在线课程的一部分。1987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四个校区的学生实现联网，

1989年又跟芬兰的拉赫蒂(Lahti)、图尔库(Turku)、于韦斯屈莱(Yvaskylla)和赫尔辛基(Helsinki)等城市的
大学联网，后来又增加了墨西哥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6noma de M6xico)、维拉克鲁斯
大学(Vera Cruz)、瓜达拉哈拉大学(Guadalajara)和蒙特雷大学(Monterrey)以及爱沙尼亚的塔林大学(Tal—
lin)。由于开展了这些试验，1998年，宾夕法尼亚州I立大学建成了世界校园(WorldCampus)，我们的在线课程也
成为本校第一个在线硕士学位的一部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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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乌兹别克语和祖鲁语。下列组织也属于校际联

盟：

·康涅狄格州远程学习联合体(Connecticut

Distance Learning Consortium)，包括该州全部1 2

所社区学院和另外16所院校。

·西班牙裔远程学习服务网(Hispanic Educa—

tional Technology Services)，包括约20所院校，其

中一半来自波多黎各，服务讲西班牙语的学生。

·美国远程教育联合体(American Distance

Education Consortium)，包括65所州立大学，主要

提供农业教育。

·伊利诺斯虚拟校园(IIlinois Vi rtual Cam—

pus)，包括72所院校，提供8，000多门课程，招收

18万名学生，在全州40所社区学院所在地设立学生

支持中心。

这些例子说明，美国的教育机构迫切希望能够利

用新技术的潜能，因此通过有别于传统院校组织结构

的形式让技术应用于教学上的这种可能性正受到越来

越多院校的认可，而这正是魏德迈20年前的“整合

教学媒体”项目和开放学校(Open Sch001)计划所

追求的目标，虽然当时的目标比现在更加激进。20

世纪九十年代初又开始出现一种比联合体更为激进的

组织形式，当时一些学者(为数不多但人数逐渐增

加)开始讨论新的可能性嚣。到了1995年．甚至那些

保守倾向的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传统院校的机构组织模

式过时了；有一位学者把这种模式描述为“集中储存

信息、学生前来获取信息、把大量不同学科的信息集

中在一所学校的屋檐下——在信息稀缺、复制不便且

费用昂贵、专业不够细分的年代，这样做是合理

的”，该作者也指出如果信息分散、学生不管身处何

处都能获取信息，复制几乎免费，那么这种模式就不

合适了(Noam，1995，P．247)。

作为改革倡导者，我在过去十年的多次演讲中都

描述了一种全新机构组织结构的设想，即“虚拟大

学”(virtual university】，其资源分布要远比现在任

何联合体更加广泛：

“学生不管身处何处都能联系上任何地方的教

师、学习任何一所院校的课程。对于学生而言。他所

需要的教师不必跟以往一样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工作，

中国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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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教师而言，他的学生也不必集中在一个地方学

习。学生不管身处何地都能学习到任何地方的教学资

源。学习相同内容的学生不必师从同一个教师；学生

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挑选任何州或国家的教

师、获取任何州或国家的信息资源。学生也能不受地

点限制求助并得到指导”(Moore，1993 P．4)。

这里所说的“虚拟”不同于技术意义上的“虚

拟”，而是指能够不依托任何机构进行课程设计和传

送。虚拟大学是一个系统，在很多方面跟上文所述的

“安能伯格／公共广播公司”项目相似(当然，技术方

面除外)，每一次提供某一个教育产品或某一项培训

服务所需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均由总部一个部门通过

签约购买，每一个项目所需的资源来自全国、全州，

甚至可能是全球，然后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整合，即

“汇集和搭配”。虚拟大学没有固定员工、设计部门

等，这些工作都通过临时签约完成．但它有一个由专

家组成的理事机构，负责监督签约资源的规划和评

估、课程和专业设计、技术、教学和学习者支持、培

训和信息管理等工作。一门课程的内容专家可能来自

三、四所学校，软件专家又来自另外三、四所学校，

学习者支持则由另外100所学校负责。魏德迈、穆尔

和其他倡导虚拟大学系统的人认为虚拟大学不仅比建

设新的大学更有成本效益，而且比任何大学更能满足

新的和不断变化的需求，因为传统大学本质上会保护

现有专业，发展能给自己员工提供就业机会的专业。

要巩固这样一个不依托任何大学的虚拟系统，有

三个方面的因素非常关键：一是专门的管理知识，二

是雄厚资金，三是政治上的支持(这也是最关键的因

素)。联合体的历史已经说明，若这样的项目依靠的

是合作机构的资助和政治善意，那么它们不可能维系

很长时间。我们不妨以走联合体道路的美国中部大学

(University of Mid—America】为例。这所大学20世

纪七十年代设在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

braska)，但最终关闭了，原因是合作院校意见分

歧。各自把自身利益置于联合体利益之上(Mc—

Neill，1980)。当年魏德迈向威斯康星州建议新建一

⑤穆尔参加过一些这样的活动，包括：1989—1991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JamosNational Laborato—

n『)举行的、旨在制订国家远程教育政策的活动；1989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uS．CongressOffice ofTech—

nologicalAssessment)的活动：1988—1989年开展的、旨在制订美国军队后备力量计划的美国军队论坛项目(u．S．
Army Forum Project)；1993—1994年联邦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北美远程教育研究网络特别小组。

29

万方数据



中国远程教育
f)I’1～、【E EDL(^TI r)＼f、C¨I＼^

所服务全州的开放学校时(Wedemeyer，1971)，

他其实是想要发展一个不依托任何一所院校的网络系

统。但是，这一倡议由于他的对手同事的反对而很快

就被扼杀了。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虚拟大学只有得

到政治上的支持，得到国家或州的政策保护，其经费

和独立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才有成功的希望。

虚拟大学这一构想至今在美国还没有大规模试验

的成功经验，最佳进展可能是在佛罗里达州。佛罗里

达州立大学系统(State University System)

1993—1998年战略计划提出成立佛罗里达远程学习

网络(Florida Distance Learning Network)，“以专

业为基础设计和提供学分与非学分远程学习”

(Board of Regents，1995，p．4)。⑦这份战略计划

是这样说的：

“佛罗里达远程学习网络将是一所虚拟大学、虚

拟学校、虚拟社区学院、虚拟企业培训中心。它不会

是～个新的机构．不设在任何地点．没有教师或自己

的通信技术。相反，佛罗里达远程学习网络将是全州

教师、培训者和学习者的网络，通过现有通信技术和

网络联系起来⋯⋯佛罗里达远程学习网络将由一个规

模不大的远程学习协调中心负责管理”(Board of

Regents 1995。PP．4-5)。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传统大学政治上的反对，这

个建议未被采纳。这些大学想瓜分新的财政资源，反

对让一个新的独立机构闯入它们的传统领地。历史上

魏德迈的开放学校和迈克尼尔(McNeil)的美国中

部大学都遭受此命运，但英国开放大学却没有女131tlr,遭

遇。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佛罗里达远程学习网络的

思想和所提倡的一些做法被重新发现和应用，虽然从

实际上看．现在所做的与其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虚拟系

统，不如说更接近于由独立大学组成的联合体。

这种“无实体机构”系统早些年有过较为成功的

例子，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巴西。巴西的PRO—

FORMACAO项目是一个全国性培训项目(Bof，

2004)⑧，他们成立了一个虚拟组织，为不合格的小

学教师设计和提供培训，这些教师居多来自巴西最不

发达地区的农村学校。由全国最优秀的学科专家组成

的网络团队负责课程资源设计。每一位专家或是通过

自己所在学校或是自己与教学设计者和专业制作高质

量视频和文字材料的承包商保持联系，而教学的实施

和学习者支持的提供则由每一个城市的辅导教师网络

负责，地区的教师培训学院教师为辅导教师提供支

持，而各州的经理一协调员和技术助理则为地区教师

培训学院教师提供支持。辅导教师是学员与项目组的

直接接触点，因此培训辅导教师的工作由项目组负责

设计、地区教师培训学院负责实施。远程教育秘书处

的管理部门在国家层面负责教学资源的设计、制作和

分发，协调具体实施过程，向各州提供培训和技术支

持，监控和评估各项工作的落实过程和结果。这个项

目第一年制作了3，200小时的培训课程，涵盖8个科

目，培训了27，000名小学教师，其中85％的学员顺

利通过考核，总费用是3千万美元，为期两年的培训

课程人均费用略高于1千美元。负责课程设计的专家

很快就回到原单位，而为学员提供支持服务的省市一

级专家则继续留在本单位。

巴西项目的相对成功和佛罗里达项目的失败清楚

告诉我们．虚拟、网络化、开放性系统的出现《与现

有学校并存)是一个巨大的政策挑战，因此，也是一

个巨大的政治挑战。如果要大规模建设无实体机构的

网络，我们就必须对原来划拨给传统学校的财政资源

进行重新分配，而正如佛罗里达的例子所显示的，这

些学校必定会反对这种变化。在巴西的例子中，如果

新教育项目能提高质量和成本效益，这将有力证明这

些项目的合理性。但是，尽管如此，不管是国家层面

还是地方和机构层面，除非领导层既睿智又大胆，否

则这样的教育变革是难以实现的。顺便指出，PRO—

FORMACAO的许多创新之举后来被吸收采纳到巴西

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包括巴西的开放大学网络，但是

人们却很少提及这些创新之举的来源。

历史上远程教育几乎都是徘徊在大学教授们心目

中的体面高等教育的边缘，愿意从事远程教育研究、

⑥州长告诉魏德迈由于政治原因开放学校的计划不能进行下去，当时穆尔在场。
⑦穆尔1994-1995年担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系统顾问，并与该系统荣誉校长R．A．布赖恩(R．A．Bryan)共同编写
该州远程教育总方案的附录。这一项目之所以以失败告终，用布赖恩的话说，是“兴趣各方都希望有自己的行
动”，而管理者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担忧”(1995年7月5日给穆尔的信)。
⑧世界银行跟穆尔签约，聘请他作为巴西教育部顾问(1995—2003年)并给PRoFoRMAcAo项目远程教育秘
书处提供技术性意见。这个项目是1994—2002年担任巴西教育部长的保罗．费雷拉(Paulo Renato)的诸多政绩之
一，但是2003年新的管理层到位之后就鲜有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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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的学者寥寥无几。当然，我

并不是说远程教育没有学术研究，即使在两次世界大

战期间还有几位博士以远程教育为主题撰写学位论

文，也有针对远程课程效果的实证研究。然而，重新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时缺乏指导继续开展基础研究

的理论框架。由于缺乏一套大家一致认可的概念或术

语，那些想加入远程教育研究行列的研究者无法交流

沟通，而由于没有一批公认的奠基之作，人们在提出

新的研究问题时缺乏可供引用的权威文献。到了20

世纪七十年代才有几名学者开始对过去近百年远程教

育实践的报告、论文和其他证据进行回顾并整理成系

统的知识体系。当时，穆尔做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事情。在1972年举行的国际函授教育理事会蔼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rresDondence Educa—

tion)大会上，穆尔报告了一项历时两年的研究课题

的研究结果，目的是为了“描述和界定远程教育领域

⋯⋯区分这一领域的各组成部分，确定各种教与学形

式的关键成分，简而言之，构建涵盖这一教育领域各

个方面的理论框架”(Moore，1973，P．661)。穆尔

还把远程教育定义为：“教学活动与学习活动分开进

行⋯⋯因此师生之间的交流必须借助印刷、电子、机

械或其他工具开展的各种教学方法的总称”

(Moore，1972，P．76)(这是第一个英文的远程教

育定义)。远程教育理论包括三大方面：课程的概

念，称为“结构”(Structu re)；教学，称为“对

话”(Dialogue)；学习理论，也称为“学习者自

主”。这就是后来的交互距离理论(Boyd＆Apps，

1980)。“Distance Education(远程教育)”一词源

自一群德国学者的著作，他们在研究函授学习教学

法，把函授学习称为fernstudium(德语，意为“远

距离学习”)。这些研究的负责人之一奥托·彼得斯

(Otto Peters)1965年出版了《远程教育：讨论一种

新教学形式的材料》一书(Peters，1965)。作为远

程教育理论一项重要内容的学习者自主概念来自于魏

德迈(Wedemeyer，1971)给独立学习所下的定

义。他之所以采用独立学习这一术语，主要是因为他

认为远程学习者不但在学习时间和地点方面是独立

的，而且在决定自己如何学习方面也有很大的独立

性。魏德迈认为学生在如何学习方面拥有独立性实际

上可能有利于学生的成长，穆尔认为这种观点对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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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的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并通过与霍华德·

麦克罗斯基(Howard McCluskey)、罗伯特·博伊德

(Robert Boyd)和艾伦·图赫(Alan Tough)等成人

教育学者的讨论和学习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和阿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等人本主

义心理学家的著作，进一步完善远程教育理论。“对

话”和“结构”这两个术语是时任威斯康星大学成人

教育学教授的罗伯特·博伊德提出的∞。我同意博伊德

的观点，interaction(相互交流、互相影响)(这个

英文术语)含有受操纵因而常常是消极的关系这一层

意思，而dialogue(对话)则强调师生之间总是朝

着建设性和积极的方向进行交流。正因如此，我采用

“对话”这一术语。1980年成人教育联合会出版了

《成人教育手册》(Boyd＆Apps，1980)，其中“远

程教育”这一章的内容是我执笔的，而正是在撰写这

一章的时候，我创造了“交互距离”这一术语。从那

个时候起，大量实证研究都是把交互距离理论作为它

们的理论框架(相关述评可参阅Moore，2013)。

奥托·彼得斯把教育看成是一种工业化形式，这

是20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后来

被吸收到远程教育理论中，实践证明对组织结构的改

革发挥了关键作用。交互距离是一种教学理论，从教

与学的角度阐述距离这个概念，而彼得斯的理论是一

种组织理论(Peters，1984)，有力论证了为什么技

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必须伴随着组织结构的变化(这

也正是本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还解释了把劳动

分工、专业化、市场细分、资源优化、标准化、计划

和大规模生产这些概念应用于教育领域的意义。事实

上，诚如上文所述，这些概念在“整合教学媒体”项

目、安能伯格／公共广播公司项目、英国开放大学以

及新兴的虚拟系统(如巴西项目)中都得到成功应

用。魏德迈的试验表明把教学分成若干部分并分别由

专家负责实施这一做法既能保证质量又有成本效益，

而彼得斯则是从理论层面对此进行阐述。从经济的角

度看，远程学习课程的制作是一个大规模生产的过

程。远程教学机构追求招生规模，因此，计划和组织

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整个组织工作涉及课程的设

计、试用、开发和向各地数以千计的学习者传送：协

调同步和异步技术的使用(有时同一门课程要用到这

两类技术)，收缴、批改和发放作业，安排好住校学

⑨1982年国际函授教育理事会易名为国际远程教育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Distance Education)，穆尔曾
担任其研究委员会委员，多次担任国际会议项目委员会委员，并在1988—1992年担任理事会副主席。
⑩罗伯特·博伊德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成人教育学教授，曾担任穆尔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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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周或周末专题研讨课——所有这些工作都+分复

杂，要求精心准备和管理。尤其是在技术使用这方

面，远程教学机构必须预先做好基于技术的教学与面

授教学(如有安排的话)的计划，力求两者的平衡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混合学习)，使不同媒介实现

互补。

彼得斯在把大学比喻为工业的时候曾经提醒我

们：

“如果这里所述的发展(即将工业领域的一些概

念应用于教育领域——译注)没有得到(完全)认可

或甚至被否定了，这对社会是有害无益的。这些涉及

学校教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值得大家重视，不管这

些变革带来的是希望还是担忧。如果一个社会的思想

跟不上技术和工业领域快速发展的机会，这必定会导

致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给我们带来痛苦，即使学校的

教学也不能幸免。如果我们承认远程教学具备这些工

业化特征并在决策的时候恰当考虑这些特征，那么一

旦出现问题，就能更加容易发现并加以纠正”(Pe—

ters，1984，PP．111—112)。

Black(2004)全面讨论了彼得斯、魏德迈、

穆尔和霍姆伯格(Holmberg)这些提出原创性理论

的学者的著作，而Diehl(2011，2012)则详细研究

了魏德迈的思想，读者不妨一读。

远程教育的重要实证和应用研究以及理论建构发

生于1 987—1 999年这一时期。有一个特别事件值得

一提，它在随后十年引发了一场研究热潮，奠定了今

天一些最重要的研究渠道的基础。这就是美国首届远

程教育研究研讨会。该次会议历时四天，约50名学

者应邀参加，由设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刚刚成立

的美国远程教育研究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istance Education)主办(Moore，

1988)。@这是对远程教育有明确兴趣的美国学者首

次集会，共同回顾和讨论远程教育研究现状和未来发

展，并着手制订研究计划。这次研讨会的成果是把

与会者的文章汇编成一本书——美国第一本远程教育

研究论文集(Moore，1990)。20世纪九+年代初也

有一个重要事件值得一提，就是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

斯(Caracas)举行的一个专题研讨会(同样是由美

国远程教育研究中心主办)，但本次会议有国际学者

和研究者参加，目的是为了制订一个国际研究计划

(Paulsen＆Pinder，1990)。

与这两次奠基性会议相关的是发生于1987年的

另一重要事件——《美国远程教育杂志(The Ameri—

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的问世。在

此之前，所有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都是外国人主办的，

比如《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澳大利

亚)、《远程教育杂志(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

tion)》(加拿大)、《开放学习(Open Learning)》

(英国)以及其前身《远距离教学(Teaching at a

Distance)》。⑥有几本重要书籍反映早期学术成果。

一本是1991年出版的《美国远程教育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Distance Education)》

(美国全国高校继续教育联合会[National University

Continuing Education Association]独立学习中心出

版)。该书记录了始于1892年芝加哥大学函授课程、

大学使用EP,8IJ技术提供远程教育的历史(Watkins＆

Wright．1991)。1996年出版的《远程教育：系统观

(Distance Education：A Systems View)》(Moore

＆Kearsley，1996)则成为大学的远程教育专业标

准教科书，该书修订过三次，被翻译成中文、日文、

韩文和葡萄牙语。2003年出版了第一本《远程教育

手册》(Handbook of Distance Education)(Moore

＆Anderson，2003)，收录了55位学者的文章，内

容涵盖方方面面的研究文献，是一本权威的学术参考

书，同样也经历过三次修订。

随着远程教育文献的日渐丰富，对于学生和未来

研究者的职业和学术培训也显得日益重要。魏德迈

1960—1961年在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的、面向教师的

函授教育系列讲座是最早的职业发展培训活动之一，

这项活动得到“整合教学媒体”项目的资助。20世

纪七十年代初，他在这个基础上改为不定期举行面向

研究生的“独立学习”研讨班，穆尔是他的研究和教

学助手并且在1976年魏德迈退休之后接手这项工

作，这个研讨班从1976到1986年的大多数年份都如

期举行。穆尔1986年调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工作

⑩穆尔1986年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后不久就创办这个中心，并一直担任中心主任，直至2001午。除了上文介
绍的工作以外，1988年该中心还首次举行基于邮件列表服务器的在线远程教育会议——远程教育在线研讨会。
⑩穆尔在1976—1985年担任《远距离教学》副主编并参与杂志改名为《开放学习》的工作；穆尔还任职于其他国
际期刊的编委会并在1987年创办《美国远程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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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创办了自己的远程教育研究生专业，这个专业

有三门课程，在两年内就招收了50多名博士生、硕

士生和为了获取专门设计的远程教育证书而非学分的

学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在

线课程之一(可能是第一个在线专业)，很多学生来

自墨西哥的三个城市，四个学生来自芬兰，三个来自

宾夕法尼亚州，有时有将近100名学生通过音频和计

算机会议系统在一起学习(Moore等，1995)。远程

教育研究的重要性也很快在其他地方得到重视，到了

1992年，全国大学继续教育联合会的教育远程传播

中心已经能够列出远程教育、教育技术和相关研究领

域的学位和证书专业目录(Dillon，1992)。这份清

单包括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和职业教育系

开设的远程教育职业发展证书专业，这个专业是在穆

尔以及更早的时候魏德迈等人所打下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Gibson，1995)。1996年丹·柯德维(Dan

Coldeway)报告说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卡大学(Atha．

basca University)正在计划向全世界学生提供远程

教育硕士专业课程(Bunker，1996)。与此同时，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也正在建设它的世界校园(World

Campus)∞，世界校园是在前文所介绍的穆尔的那

些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秉承穆尔所提出的虚拟

网络系统理念(当然还不是完全跟这个理念一致，因

为世界校园的人力资源很少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以外)。美国远程教育研究Cg,从20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起使用音频和计算机远程会议技术提供国际证书

专业，而世界校园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向全球在线提

供它的成人教育硕士研究生专业的。

读者可阅读Black(201 2)这篇文章以更加全面

了解远程教育教学学术的历史。

本文回顾了过去半个世纪远程教育的一些主要创

新，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包括：①在教学法领域，威

斯康星大学首创课程组机制，把课程组作为教学的系

统论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则

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展了交互式在线教学；②在

理论领域，把远程教育当成一种教学法现象理解，提

出交互距离理论；③在组织领域，从传统双轨模式

中国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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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向单轨模式大学的转变．以及发展不依托某一所

具体学校的虚拟组织的趋势。这些都是对奠定现代远

程教育基础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不妨

把它们作为学术研究的框架加以全面研究，并用于指

导机构、州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然而，许多现代

研究者以及大多数决策者和管理者似乎并不了解这些

历史成就以及其他类似的成就。比如，2000年之

后，佛罗里达州和巴西的全州和全国性项目在教学法

和管理方面的许多创新与本文所介绍的政策和项目的

创新非常相似，但是在有关的文字材料和政策中却没

有提到它们的历史渊源。同样的，今天美国多数大学

都提供了在线专业，然而它们却很少提到在哪些方面

学习了美国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国际在线教学那些重要

试验的经验教训，甚至设立该中心的宾夕法尼亚卅I立

大学也如此。世界校园的建设得益于美国远程教育研

究中心这些重要试验，然而宾州大学却没有提到这一

点。之所以忽视历史，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最有可

能的解释是历史研究法本身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得到重

视，能够指导学生查阅历史资料以发现值得研究的问

题或采用历史研究法开展研究的教授实在太少。也许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加剧了这种情况，这就是新的学生

以及新一代的教授依赖在线资料库作为文献搜索的来

源。当然，这样做不一定就搜索不到大量的历史文

献，但是要全面搜索文献档案不能仅靠电子资源。还

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很多历史记录没有得到长期

保存但又是更加全面了解历史事件所必不可少的。缺

乏历史研究方法知识又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因

此，很多人即使想开展历史研究却苦于不知如何寻找

和获取所必需的档案资料。然而，我们也看到，有些

作者是故意选择忘记“后事之师”的。比如，英国开

放大学首任校长在撰写开放大学建校记事的时候没有

说明这种新型办学系统的课程组机制和其他特点源于

魏德迈的“整合教学媒体”项目(Perry。1976)。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经常看到作者提出了自称是新

的理论范式，但实际上仅是改变交互距离理论概念的

措辞或基本上是借鉴了这个理论。在政策方面，有好

几次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个机构内部或州的政治斗争

中，不同派别所提出的政策其实不是新的，而仅是修

改了lB政策，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转移人们对IB政策的

注意或者是为了夸大各自的政绩。

⑩1992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成立一个特别小组负责制订学校的政策并促使世界校园的建设．穆尔是这个小组
的成员。

33

万方数据



34

中国远程教育
i)I、IAN(1 lDL CAII【}N I＼‘Il】h^

当然，虽然这些消极的行为为学术界所不齿，但

是更大的问题不是这种“装糊涂”而是无知。我们不

禁想起伯克的警示：“不懂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

辙”。但是，无知的代价不仅仅是“重蹈覆辙”，对于

学生和实践者来讲，尊重历史能使他们备受鼓舞，也

能激发他们的灵感。这是因为通过更好地了解历史，

他们便可以看到今天的挑战并不比过去的挑战更大，

他们今天正在从事的事业在历史上既有成功的范例也

有失败的教训。为了给读者一种历史感，我将引用更

早的一份文献结束本文。R．G．莫尔顿(Moulton)

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之一(虽然他本人是英国

人)，他富有远见卓识，早在1894年就对虚拟大学这

个现代理念做过预言：

“⋯⋯国家意味着举国通过地方或全国性机构履

行其政治责任，同样，大学也将意味着举国成人通过

任何合适的机构履行其教育责任。这样的一所大学

⋯⋯只不过是由自愿结社的机构组成的、无固定场所

的联合体。如同一个国家的商业是由众多的公司所组

成的一样，这些联合体不会被组织起来，但是它们往

往会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开展合作”(Moulton，

1891，P．14)。

远程教育学生，尤其是决策者和管理者，都应该

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谨记过分热衷于技术的应用会

令我们失望，谨记唯有创新教学方法，尤其是改革组

织结构以推动“举国成人履行其教育责任”，我们才

能取得更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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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都参照此标准开展教

育或培训，英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地区)是这种方

式的典型代表。第二种技术路线是两两比对方式。主

要由学习成果互认的双方共同确定学习成果认证单

元，美国等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方式。而从我国目前学

分认证的实践现状来看，在“资格框架”或者“学习

成果框架”下，先以有实际认证需求的不同类型教育

中学习成果问的比对，建立学习成果单元序列，然后

再逐步扩充，形成覆盖整个学科领域的学习成果单元

库，即采用“框架”+“比对”的技术路线可能更加

实用，更有利于加快继续教育“立交桥”的建设。

此外本文重点对具有一定表现形式(如培训证

书、课程考试通过证明)的学习成果认证问题进行了

研究，对于学习者已经掌握、无特定表现形式且有实

际需要的学习成果认证问题未涉及。从搭建继续教育

“立交桥”的目标来讲，学习成果认证理论上应该是

对学习者取得的各种形式的学习结果都要进行认定并

提供学分互换服务，这是需要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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