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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国际比较研究
及其主要结论

———“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认证国际比较研究”成果（ 1）
□ 丁兴富

! 摘 要"

本文是综述#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认证国际比较研究$成果的系列论文的第 1 篇%该项

目对国内外单一模式&双重模式和基于校园的大学网络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以及各国对远程教育院

校质量的评估与认证进行了大量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本文在论述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试

点工程取得的进展和面对的挑战的基础上’综述了该项目的设计规划&研究内容和成果形式&主要结论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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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程的

进展及面对的挑战

国 务 院 在 1999 年 1 月 13 日 批 转 了 教 育 部 在

1998 年 12 月 24 日制订的 ,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

行动计划- ’ 首次正式提出要组织实施# 现代远程教

育工程’ 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 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党中央& 国务院在 1999 年 6 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 颁发了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 重申要/ 大力发展

现 代 远 程 教 育.’ / 形 成 社 会 化& 开 放 式 的 教 育 网

络.’ / 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以及/ 大力提高教

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 于是’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 以逐步形成开放式教育网

络& 逐渐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大力提高教育信息化和

现代化程度为目标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就开始启动

了%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和教育信息化工程涵盖各级各

类教育和培训’ 涉及整个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

的构建% 本文集中探讨我国高等学校组织实施的现代

远程教育工程% 从 1998 年到 2004 年’ 教育部先后

共批准了我国 68 所高等学校举行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的试点’ 其中 67 所是普通高校’ 另外一所是作为全

国广播电视大学龙头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自 2001 年起’ 教育部对参与现代远程教育试点

的高校开展了年检年报工作% 依据 2002 年底的年检

年报数据形成的 , 网络教育的现状& 问题与措施- 报

告中指出0

/ 4 年来’ 试点 工 作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进 展 顺 利’

并取得可喜的经验和成果% 试点高校根据教育部有关

文件的要求’ 在学历教育& 非学历教育& 网络平台建

设& 课程资源建设& 资源共享& 学习支持服务& 网络

教育质量保证& 探索网络教育新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机

制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已经

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

别在现代远程教育的办学模式& 教学模式& 技术模

式& 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实践

探索’ 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 这对于实现高等教

育的大众化& 推进高等教育信息化& 扩大高等学校的

办学自主权& 以及探索东部中心城市的优秀教育资源

向西部& 向农村输送的渠道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在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取得巨大进展& 经

验和成绩的同时’ 网络远程教育面对的种种挑战也变

得越来越严峻%

事实上’ 从启动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试点

学 术 论 坛

9

DOI:10.13541/j.cnki.chinade.2005.02.003



中国远程教育

2005 年 2 月 / 上

起! 教育部就十分关注网络远程教育的质量保证" 教

育部对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实行宏观质量

监管和评估认证的主要手段是制订# 发布和实施相应

的政策行政法规和文件决定" 同时! 教育部经常组织

各类会议 $ 工作会# 研讨会# 论坛# 座谈会等% 对网

络远程教育的质量保证和监管展开交流# 讨论和研

究" 此外! 教育部于 2001 年初启动了& 网络教育质

量认证研究与实践’ 研究项目" 该研究项目立项的主

旨是探索建立一种网络教育的第三方认证制度! 通过

更为规范的管理和评价来促进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健

康 发 展" 该 研 究 项 目 共 划 分 为 10 个 子 课 题! 包 括

& 网络教育学院认证研究’# & 网络教育学习中心认证

研究’# & 网络课程认证研究’ 和& 网络教育基础课

程质量认证研究’ 等" 本系列论文就是该项目第 7 子

课题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于认证国际比较研

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

认证国际比较研究

&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认证国际比较

研究’ 是全国教育科学& 十五’ 规划重点课题& 中国

特 色 远 程 教 育 学 科 理 论 体 系 构 建 ’ $ B YA 010113%

第 1 子课题& 远程教育的学科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

研究’ 下的研究项目! 同时也是教育部立项资助的课

题& 网络教育认证制度研究与实践项目’ 的第 7 子课

题" 该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共三项(

! 印刷报告( )&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

与认证国际比较研究’ 总结报告* +

! 光盘资料库( )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

估与认证国际比较研究原始资料# 翻译资料和案例分

析报告* +

! 专题网站( )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

与认证国际比较研究* 专题网站 $ 网址( http://w w w .

dlearning .com% "

该项目研究组于 2002 年 1 月正式启动! 由首都

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联合组

成了项目研究组! 制订了分工协作的研究体制"

研究任务和目标

! 研究项目定位在整个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

量评估与认证! 不只限于网络教育认证制度" 在各类

远程教育中! 尽可能优先考察网络远程教育"

! 研究项目将形成最终研究成果 )& 远程教育质

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认证国际比较研究’ 总结报告*

及若干附件! 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组织实施!

尤其对各试点高校网络学院的教育教学工作及其质量

保证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和独立的理论价值"

! 研究项目将阶段性研究成果 $ 各国远程教育质

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认证的原始材料和翻译材料# 初

步的分析比较研究等% 和最终成果以多种方式 $ 文字

报告# 光盘资料库和专题网站% 发表"

主要研究内容

! 远程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教学模式和质量理

念"

! 远程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的总体构架# 基本要

素和主要功能"

! 设置远程教育的法律法规# 政策条例及其教

育# 文化背景"

! 对远程教育院校或传统院校提供的远程学位学

历教育的审批# 认证和评估"

! 远程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 以多种

媒体课程材料为核心的教育资源建设的质量保证及其

教学效果的评估"

! 远程教育学生学习支助服务体系 $ 包括课程发

送和接受! 辅导# 答疑和咨询! 师生和同学间的双向

通信交互! 实践性教学环节! 作业# 检测和考试等%

的构建及其运行! 对学生学习支助服务质量的监控和

评估"

! 远程教育管理体制及其质量监控和评估"

研究方法和调查对象

该项目的基本研究方法是( 文献研究以及基于文

献调研基础上的案例研究# 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 在

文献调研中! 以网络文献 $ 学校和机构网站# 专题网

站# 网络杂志# 网络发布的数据库和资源库等% 为

主! 辅助其它文献资料 $ 杂志论文# 会议文集# 光盘

资料# 专著等% ! 也包括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国内

外有关学校和机构咨询和索取进一步的数据资料" 主

要调查对象是(

! 以提供高等学历教育的院校为主! 调查内容也

以高等学历教育为主"

! 中国 $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以外地区包括(

北美# 欧洲# 亚洲# 非洲和大洋洲"

! 重点调查的院校类型( 已经开展网络教育的开

放远程大学 $ 以巨型大学为主% ! 已经开展网络远程

教育的原传统大学 $ 即双重模式院校% ! 新兴的网络

大学# 虚拟大学或在线大学! 基于网络的企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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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提供网络远程教育的各类联合体 " 校校联合# 校

企联合# 政企校联合等$ %

! 调查对象还应包括与本课题内容相关的各国

政府部门 " 如教育部$ # 国际组织和各类社会# 教育

和学术组织 " 委员会# 基金会# 学会# 协会等$ %

! 调研资料主要来源& 文献资源 " 政府发布材

料# 院校发布材料# 专家论著# 专业教育期刊# 会议

文集# 年鉴# 年度报告# 评估报告等$ # 网络资源

" 政府及相关教育机构网站# 院校网站# 网络杂志#

各类文献数据库等$ %

研究步骤及分工

整个主课题研究分两个阶段进行&

! 2002 年 1 月至 2003 年 5 月! 承担任务的三

所大学各自组织力量完成了文献调研# 案例分析和报

告撰写! 形成阶段性成果%

! 2003 年 6 月至 2004 年 3 月! 由该项目负责

人汇总阶段性成果! 撰写 ’(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

量评估与认证国际比较研究) 总结报告* ! 并策划整

合# 设计制作光盘资料库和专题网站%

承担研究项目的三所大学各自完成的项目任务

是&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完成了 9 所外国

院校和 4 所中国院校的案例分析研究和报告撰写! 英

美两国政府机构对远程高等教育的认证和评估的比较

研究! 以及大量文献调研%

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学院教育技术系+++完

成了 4 所外国院校或 IT 公司和中国香港公开大学的

案例分析研究和报告撰写! 并提交了相应的 ’ 案例报

告集* %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完成了

大量文献调研# 形成了 ’ 网络教育质量认证比较研究

总结分析报告* " 一$ " 二$ " 三$ , 并且集中对教

育部组织实施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项目的中期评估进行了案例分析

研究# 撰写了报告%

三校分别形成了课题方案预定的阶段成果& 各

国原始材料及相关的翻译材料, 各种案例分析和专题

比较研究的单项报告%

最终成果及主要内容

作为最终成果的 ’(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

估与认证国际比较研究) 总结报告* 由上篇 ’ 综述报

告* # 中篇 ’ 案例报告* 和下篇 ’ 文献报告* 三部分

组成% 上篇 ’ 综述报告* 形成( 全文文字报告), 中

篇 ’ 案例报告* 和下篇 ’ 文献报告* 由于资料丰富!

数据量大! 以光盘资料库和专题网站的方式发布% 上

篇 ’ 综述报告* 中提及的参考文献可以参见下篇 ’ 文

献报告* % 中篇 ’ 案例报告* 中的每个案例都有各自

的参考文献和附录%

’(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认证国际比较

研究) 总结报告* 综述了该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成

果! 其内容结构如下&

上篇 ’ 综述报告*

第 1 章 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与试点高校网

络教育质量

第 2 章 远程教育的质量观

第 3 章 国外远程教育院校的质量保证体系

第 4 章 国外远程教育院校质量的评估与认证

中篇 ’ 案例报告*

第 5 章 外国院校

5.1 英国开放大学 " U K O U$

5.2 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 IG N O U$

5.3 韩国国立开放大学 " K N O U$

5.4 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 " A U$

5.5 西班牙开放大学 " U O C$

5.6 南非大学 " U N ISA$

5.7 非洲虚拟大学 " A VU$
5.8 英联邦国家开放学习共同体 " C O L$

5.9 美国哈佛大学 " H arvard$

5.10 美国斯坦福大学 " Stanford$
5.1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 M IT$

5.12 美国思科网络技术学院 " C ISC O$

5.13 美国太阳公司 " SU N$

第 6 章 中国院校

6.1 北京大学

6.2 中国人民大学

6.3 北京邮电大学

6.4 浙江大学

6.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6.6 香港公开大学

下篇 ’ 文献报告*

第 7 章 中文文献

第 8 章 外文文献 " 原文和译文$

教育质量是教育教学工作永恒的主题! 更是远程

教育改革和发展永恒的主题% 希望该项目研究及其成

果能对我国高等学校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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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质量认证和评估工作

有所借鉴!

结论和建议

"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认证国际比较

研究# 的基本结论

结论 1 我国教育部组织实施的高等学校现代

远程教育试点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试点

高校从 1998 年的 4 所发展到如今的 68 所$ 从事现

代 远 程 教 育 试 点 工 作 的 教 职 工 共 95,525 人 ! 截 止

2002 年底$ 开设的专业已覆盖工学% 管理学% 医学%

文学% 理学% 农学% 经济学% 教育学% 法学% 哲学等

10 大学科门类的 140 种专业$ 累计招生 137.3 万人!

其中试点普通高校在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设立了校

外学习中心 1,968 个! 同时$ 试点高校的网络远程教

育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和标准方面也面临着重大的压

力和巨大的挑战! 特别是自 2001 年试点高校开始向

社会输送毕业生以来$ 网络远程教育文凭和学位含金

量等现代远程教育质量和标准问题成为政府% 教育

界% 试点高校% 学生及其家庭% 以及全社会和媒体关

注的热点! 2003 年湖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考点的集

体作弊事件和 2004 年 5 所试点高校停止网络教育招

生是其中两个突出事例!

结论 2 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需要做好长期

应对严峻的挑战的准备! 挑战来自各个方面& 来自教

育界% 产业界和全社会的传统观念$ 来自政府的政策

导向$ 来自学校% 教师和学生这些远程教育主要参与

机构与实践者的素质% 理念和行为$ 来自我国社会转

型期的教育市场化% 产业化乃至商业化取向$ 还来自

我国文化教育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等!

结论 3 试点高校现代远程教育面临的挑战同

时还来自对现代远程教育这一新兴教育形态的思想认

识% 政策法规% 学术标准% 队伍素质和规范管理等方

面的准备不足$ 来自我国教育系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的滞后和优质网络教育资源的不足$ 来自网络远程教

育理论指导和经验积累的不足$ 来自巨大的教育需求

压力下产生的快速扩展和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等!

结论 4 试点高校现代远程教育面临的挑战部

分地还来自我国高等教育的组织管理体制! 我国高校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目标是依托重点高校高起点% 跨

越式发展$ 所以被批准进入试点行列的 67 所普通高

校大多是全国重点高校! 由此而来的是试点高校在我

国高等教育界的高度声誉和品牌$ 教育界% 学生及其

家庭和全社会对试点高校网络远程教育教学质量和学

术标准的高期待同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在全国重点

高校内部的边缘地位$ 以及学生得到的网络远程教育

课程和支持服务的质量和水准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

我国教育拨款政策明确区分普通高校全日制校内学生

和远程教育学生$ 国家对前者每个注册学生都有相应

的培养经费预算拨款$ 对后者则主要依靠试点高校自

我运行! 由此而来的两类学生得到的教育培养和服务

的差距也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 我国试点高校的校外

学习中心的办学主体都是独立的法人$ 与试点高校网

络教育学院具有不同的职权分工和利益分配机制$ 这

与国外开放大学一体化的学生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组织

管理体制不同$ 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院对校外学习中

心的监管和制约力度有限!

结论 5 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需要做好长期进

行网络远程教育质量观念和质量保证体系创新的准

备! 首先要明确$ 质量是教育% 特别是网络远程教育

的永恒主题! 在网络远程教育中$ 质量与数量的基本

矛盾$ 或者质量% 规模与效益的三角关系始终处于教

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中心! 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指

导$ 实现质量% 规模% 结构和效益的协调发展! 发展

是硬道理$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要在发展中去解决!

结论 6 要明确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多样性和统

一性! 要理解$ 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以

后$ 高等教育依然需要区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部

分! 现代远程教育的主要目标和使命是发展大众化的

高等教育$ 特别要发展成人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 为

构建学习型社会做出重要贡献!

结论 7 要明确网络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基

本要素! 依据国际比较研究的结果$ 网络远程教育质

量保证体系共同的基本要素包括&

! 远程教育的资源设计% 开发与发送及其评估

! 远程教育的学生学习支持服务

! 远程教育的双向通信交互

! 远程教育的宽进严出政策及其落实 ’ 课程考核

与学生学业评价(

! 远程教育的管理

! 远程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培训

! 远程教育研究

! 远程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

! 远程教育的财政支持和经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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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8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除了关注上述

网络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基本要素外! 同时要强

调发展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要充分发挥试点高校自身

的品牌和资源优势! 开拓创新! 形成网络远程教育的

新品牌和特色"

结论 9 国家政府负有对远程教育院校的教育

质量和学术标准进行宏观指导# 监控和管理的职能"

许多国家政府及其授权的教育认证机构均制订了有关

高质量远程教育最佳实践的政策# 规范和标准"

结论 10 教育评估和教育认证是国家# 政府和

社会对远程教育院校教育质量和学术标准进行监督和

评价的两种有效举措" 远程教育的发展历史以及某些

国家高等教育或远程教育评估和认证的结果表明! 远

程教育 $ 自函授教育到网络教育% 的教育质量和学术

标准可以是千差万别的" 有些远程教育院校的教育质

量和学术标准在本国高等教育界和国际上享有盛誉!

而有些则名声不佳"

结论 11 我国试点高校在进行现代远程教育的

探索和发展过程中! 参考和借鉴国外网络远程教育的

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开展必要的交流和合作是

有益的" 这也是网络远程教育首当其冲地面对经济和

教育全球化所不可避免的选择"

&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认证国际比较

研究’ 的主要建议

建议 1 继续加强试点高校的自律和现代远程

教育协作组织的行业自律" 要树立和学习科学的发展

观" 要依据& 积极发展# 规范管理# 优化服务# 提高

质量’ 的四原则去处理好发展与质量的关系"

建议 2 继续加强政府对试点高校现代远程教

育质量的宏观规范# 监控和管理" 要坚持现代远程教

育试点高校的年检年报制度! 年检年报的结果要及时

向教育界和社会公众发布" 要继续开发# 完善和使用

统一的规范试点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办学行为的信息发

布和交流# 质量监控和管理平台" 要探索对网络远程

教育学生实现部分公共课全国统一考试的制度以及其

他教学质量与学术标准保证举措" 要坚持和完善当地

省级政府对试点高校校外学习中心资质的审批备案制

度和运行质量的定期评估制度"

建议 3 教育部直接组织和委托有资质的社会

代理机构对试点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进行各类教育

评估( 试点高校办学水平的综合评估! 试点高校同类

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质量的评估! 网络远程教育课程

与优质教育资源评估等" 教育部组织专家制订有中国

特色的网络远程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和指导政策"

要将教育评估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布并与奖惩结合起

来"

建议 4 鼓励有条件的试点高校开展教育质量和

标准的认证" 可以请我国和国际上有资质的认证机构

组织教育质量认证" 教育部组织专家制订有我国高校

网络远程教育特色的教育认证体系"

建议 5 教育部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代理机构组织

实施试点高校网络远程教育毕业生的跟踪调查! 网络

远程教育的质量最终要经受市场的检验"

本文系全国“ 十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项目

“ 中国特色远程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构建”（ 国家级：

B Y A 010113） 及教育部立项资助的课题“ 网络教育认

证制度研究与实践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 方 庄

!参考文献"
!"# 丁兴富!& 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认证国际比较研究’

总结报告"#$% 待发表!&’()%
"&$ 丁兴富% 光盘资料库(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及质量评估与认证国际

比较研究原始资料#翻译资料和案例分析报告"*$+ 待发表!&(()%
",$ 教育部% 面向 &-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 教育部高教司+ 试点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年检年报组& 网络教育的

现状#问题与措施!&’’,+
"0$ 远程教 育质 量保 证及质 量评 估 与 认 证 国 际 比 较 研 究 专 题 网 站

"12$!$ 网址(3445678999!:;<=>?@?A+BCD%

"E$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丁兴富，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远程教育 /教

育技术特聘教授（ -(((,F）。

学 术 论 坛

13



中国远程教育

2005 年 2 月 / 上

!"#$ %"#&’(

This research exam ines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s of single- m ode, dual- m ode and online

distance education institutes in C hina through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ies. C om parison w ith

sim ilar m echanism s in other countries is also carried out.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 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pilot projects in C 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The design, planning, content and outcom e of these projects are sum m arized.

R egarding these projects, the author puts forw ard five recom m endations. First,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strengthen the self- m onitor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and sim ilar organizations. Second, bet-

ter policies ought to be devised to regulate, supervise and m anage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s in

distance education institutes. Third, the M 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com m ission reputable organiza-

tions to assess m 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pilot projects. Fourth,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w ith better

resourc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develop quality and standard accreditation system s. Fifth, the

M 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com m ission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s to carry out follow - up surveys of

graduates from distance education institutes because m arket forces are one of the yardsticks for

com paring quality.

)*#& +,*-.(# *#/ 0(- 1"(2"#&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pilot distance education institutes and their online colleges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 arket. This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is-

tance education services offered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aw ard- bearing program s. H um an re-

sources developm ent, lifelong lear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s are also im portant

considerations. Pilot distance education institutes should aim at com peting w ith the educational service

provid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B esides, online colleges play an im portant role in offer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s to the

com m unity. "To serve the com m unity" is their m ission, and they should answ er to social dem ands and

becom e m ore m arket- oriented.

)3#& 4,5#&/-#&

C urriculum design is one of the key elem ents in quality assurance in distance education. W 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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