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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外部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现状、反思与建议
□ 林世员 陈 丽 彭义平

【摘 要】

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建立了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包括审批制度、年报年检

制度、网络统考制度以及招生管理制度。实施主体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面向高

校、公共服务体系、校外学习中心三类机构。这一体系依赖教育行政部门却没能明确划分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的职责，对第三方机构和行业组织重视不够，缺乏权威、科学的标准以及标准之间的衔接。质

量保障体系是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组织建设、标准制订、运行机制调整等方面加强我

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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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开始试点，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开

展了招生考试、教学组织、资源建设、支持服务和质

量保障等多方面的改革试点，在众多实践探索中，质

量保障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主

导下，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建立了由审批制度、年

报年检制度等构成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17年来，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试点高校加强质量保障的努力和

社会对远程教育质量的质疑形成了鲜明对比，远程教

育的质量声誉远低于其实际办学水平。作为教育行政

部门和试点高校，其管理和办学的追求在于举办高质

量的现代远程教育，但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却揭示了我

们在质量保障方面的缺憾和不足。教育治理体系建设

已经成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方面，而质量保障

体系是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包括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仅对提升

教育质量意义重大，更对当前我国教育综合改革影响

深远。鉴于此，需重新梳理并反思已有的外部质量保

障体系，厘清问题所在，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构建适合发展新需求的现代远程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

系。

一、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外部

质量保障体系现状

现代远程教育的规范发展和质量问题从试点伊始

就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17年来，教育行政部

门尤其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多种措施构建外部质

量保障体系，引导办学机构加强内部质量保障，推动

现代远程教育质量建设。教育行政部门构建的外部质

量保障体系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制度构成：

（一）审批制度

审批制度是对现代远程教育办学资质和支持服务

资质的准入制度，实施主体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面向高校和校外学习中心两类机

构。针对高校的审批履行高校申请—教育部实地考察

—答辩—专家评审—得出结论的程序。

2000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对教育网站

和网校进行管理的公告》（教技[2000]4号）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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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未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机

构不得冠以‘网络大学’的名义或在网上以学校名义

注册域名，建立相应的网站，进行招生和开展相应的

教学活动；不得以远程教育的名义建立和利用卫星网

络开展远程教育。”[1]同年6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

网站和网校暂行管理办法》（教技[2000]5号）中明

确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报开办教育网

站和网校，必须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申请，经审查批

准后方可开办。”[2]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审批制度初具

雏形。2000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支持若

干所高等学校建设网络教育学院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

点工作的几点意见》（教高厅[2000]10号）可谓我国

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阐

明了试点工作的主要任务、试点学校的基本条件、试

点工作的管理方式等，对试点高校的基础设施、机构

设置、办学指导思想、教学组织、内部质量保障、专

业设置、资源建设、经费及师资队伍等做出了初步规

定。它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在试点工作开展之初对我

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同时也是对

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基本办学质量的概括性要求。该文

件规定了申请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基本条

件，进一步明确了审批的要求和条件。2004年 6月
29日，在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412号）中，将“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学历

教育的教育网校审批”设定为行政审批项目。10年
之后，这一审批制度随着2014年国务院《关于取消

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4]5
号）中取消“利用网络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网校

审批权”而宣告终结。

校外学习中心审批制度于2002年开始施行，之

前实施备案制。负责学习中心审批的机构是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其程序是由试点高校会同学习中心依托建

设单位向学习中心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

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评审—定期将批准设立的

学习中心报教育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3]2003年 3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

（点）暂行管理办法》（教高厅[2003]2号），该文件

对校外学习中心（点）的性质、职能做出了详细规

定，初步提出了校外学习中心（点）的建设标准，规

定建设依托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对管理服

务人员、软硬件条件等做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对校

外学习中心（点）设立的程序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

监管等做出了规定。该文件可以说是我国现代远程教

育发展过程中第一份专项的标准规范性文件。针对在

2002年、2003年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年报年检中校外

学习中心（点）出现的问题，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分别

于2003年、2004年发布《关于规范现有现代远程教

育校外学习中心（点）管理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

[2003]173号）、《关于加快对现有现代远程教育校外

学习中心 （点） 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

[2004]141号）两份文件，进一步加强了对现代远程

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点）的监管。2015年10月，国

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62项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7号）

明确取消了由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校外学

习中心（点）审批”，校外学习中心审批制度正式取

消。

（二）年报年检制度

年报年检制度是教育部加强对试点学校现代远程

教育质量监控的重要措施之一。2003年 1月，教育

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对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网络教

育学院开展年报年检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03]1
号），决定对试点高校的现代远程教育实行年报年

检。在随文件一同下发的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自查

要点中，将办学定位、招生、考试、教学、资源、校

外学习中心、学习支持服务等纳入检查范围。年报年

检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学校自

检—学校撰写并提交自评报告—教育部审查年报材料

—专家组实地检查抽查—得出年检结论的运行机制。

针对年检不合格的高校，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会根据其

问题的严重程度做出限期整改、复检乃至停止招生的

处理措施。截至目前，已有十几所高校在年报年检中

被发现问题而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处理，有的高校至

今尚未恢复招生。经过十余年发展，年报年检已经成

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一项较为成熟的质量监管制度，

规范了试点高校的办学行为；基于年报年检所建立的

现代远程教育基础数据库，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监控现

代远程教育办学的管理基础，提高了管理的科学性和

规范性。

有些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也针对属地内的校外学习

中心实行年检制度，以此加强对校外学习中心支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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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的管理。北京市教委每年对设在北京市内的校

外学习中心进行评估检查，检查对象包括高校在京设

立的校外学习中心和经教育部批准的弘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知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高校合作在京设立

的公共服务体系学习中心，检查范围包括招生、规范

办学（包括合作办学）、教学条件、教学管理、学生

管理与服务、教务管理、考务管理、收费及安全、稳

定等各个方面。北京市教委制订了完善的《在京现代

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评估指标体系》，检查评估采

取实地检查评估和信息化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在实地

检查评估过程中先由学习中心提交自评报告和《校外

学习中心基本情况调查表》，评估专家组实地检查后

向北京市教委提交总结报告。北京市教委根据评估结

果做出决定，分为合格、暂缓通过和不合格三类，对

不合格的校外学习中心将取消其招生资格，甚至撤销

校外学习中心资格。

（三）网络统考制度

为探索完善“宽进严出”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进一步加强现代远程教育的规范管理，确保人才培养

质量，2004年 1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对现

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生部分公共课实行全

国统一考试的通知》（教高厅[2004]2号），对统考对

象与组织实施进行了初步规定；同年6月，教育部成

立了第一届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同年11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

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试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教高[2004]5号），对统考的组织实施进行了

详细规定，标志着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宽进严出”新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建立。2005年 1月，第一届

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下发《试点高校网络教

育部分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试点工作管理办法》（网

考委 [2005]1号），随同公布了考点设置和管理办

法、考试安全保密规定、阅卷工作管理办法、违纪处

理办法、考试过程应急预案5份文件，基本建立起组

织严密、要求严格、纪律严明、考风端正、信誉良好

的网络教育统考组织和管理制度。2006年 8月，在

总结 2006年 3月和 6月两次网络教育统考工作的基

础上，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做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

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工作的通

知》（教高函[2006]17号），对统考工作的组织管理

和制度建设、收费管理以及组织和实施的信息化等方

面进一步做了详细规定。至此，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

育确立了完善的网络教育统考制度。网络教育统考作

为落实“宽进严出”政策、提升人才培养和办学质量

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质

量的提升。

（四）招生管理制度

招生是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办学的关键环节，也是

教育行政部门实施监管的重点环节。2002年 7月，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下发《关于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网

络教育学院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思路，调整2002年秋

季招生计划的紧急通知》（教高司函[2002]183号），

要求高校现代远程教育招生主要面向社会在职从业人

员。针对部分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003
年8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严格现代远程教育

招生工作管理的紧急通知》（教电[2003]369号），进

一步明确了高校现代远程教育的办学定位，规定“试

点学校网络教育学院要以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为主，

不得招收或以各种名义变相招收全日制高中起点普通

本专科学生”。[4]至此，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完全转向

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在这份文件中，对招生宣传工

作及宣传信息的真实性做出了明确规定，不允许校外

学习中心（点）自行发布招生广告，招生信息必须实

事求是，不得发布模糊和虚假信息误导社会。2004
年的招生文件中明确提出从2004年7月开始不得以

现代远程教育的名义招收各层次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

学生。2008年的招生文件中规定：“不得组织招收各

级各类全日制脱产学习的在校学生（含全日制脱产学

习的自考学生） 同时兼读或套读网络高等学历教

育。”[5]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渐深入，国家对招生环节

的质量监控体系逐步完善，招生定位清晰明确，并实

现了对招生的信息化监管，网络教育阳光招生服务平

台实现了招生信息的公开以及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学

生毕业电子注册等数据的对接。通过电子注册，国家

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掌握试点高校的办学层次和办学规

模，为规范管理奠定了基础。

（五）其他管理制度

审批制度、年报年检制度、网络统考制度、招生

管理制度是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中较为成熟、完善的制度，是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主

体，具有明确、可执行、可操作的特点。除此之外，

教育行政部门还发布了一些引领性的规范文件，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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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办学服务机构内部质量保障建设。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网络教育学院管理提高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2002]8号）提出，要加

强教学过程管理，科学制定并不断改进课程设置和教

学内容，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网络教育规范管理的通知》（教高

厅[2006]1号）要求试点高校“规范招生、教学、考

试、学籍、证书发放等各个环节的管理”。[6]《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

高等学历教育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规范管理的通知》

（教高厅[2007]1号）要求试点高校严格做好网络高

等学历教育学生的毕业资格审查、毕（结）业证书发

放和电子注册工作。《关于2007年度网络教育精品课

程建设与申报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 [2007]103
号）对网络教育精品课程建设提出了7个方面的工作

要求，涉及建设规划、教学队伍建设、教学内容和课

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立体化教材和数字化

学习资源建设、学习支持服务、激励和评价机制。网

络教育精品课程建设以及后来开展的精品资源共享

课、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其建设和评审要求在一定

程度上成为现代远程教育课程建设的标准，带动了课

程及资源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

二、对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反思

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由教育

行政部门主导，从机构准入、办学检查、支持服务评

估、毕业控制、招生管理等多个方面实施质量保障，

涵盖了机构资质、招生宣传、基础设施、师资队伍、

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实施、支持服务、毕业考

试等众多质量保障要素和环节。现有的外部质量保障

体系凸显了信息化监管的特点，依托年报年检系统、

统考管理系统、数字资源管理系统、质量评估管理系

统和阳光招生服务平台等共同形成的高等学校现代远

程教育质量监管系统，实现了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年报

年检、统考、评估、招生注册及日常工作的信息化管

理，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

推动作用。但随着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进入新

阶段，这种由政府主导、主要依靠政策推动的质量保

障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质量保障的需要。重构我国高

校现代远程教育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显得必要且迫

切。反思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政府绝对主导

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把将政府作为高

校直接管理者的理念加以制度化而出现并逐步发展起

来的。[7]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从本质

上说是主要由政府控制和决定的行政管理模式，政府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教育行政部门在其中不仅履行决

策职能，还发挥监督职能，更主导了规则的制订和一

些具体措施的施行。相比之下，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

育行业组织发展极为缓慢，其在质量保障中的作用更

多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职能的延伸，而没能独立地开

展质量保障工作；社会第三方机构由于种种原因难以

介入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由于过于依赖教育

行政部门，这一质量保障体系显得相对封闭和孤立。

政府绝对主导的质量保障模式也与教育综合改革构建

政府、学校和社会新型关系的大方向不一致。政府集

中控制和完全非政府监督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向

政府、社会和保障机构协同的时代迈进是大趋势。[8]

（二）质量保障标准缺失

在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 17年的发展过程中，

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大量规范文件，涉及机构资质、

办学定位、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招生考试、支持服

务、毕业注册等诸多教育教学环节，这些文件多以规

定、要求、要点、大纲的形式出现，从质量保障的角

度来看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质量保障标准，更没有形成

清晰的指标体系。即便是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的年报年

检制度，也仅仅形成了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

育年度工作自检要点，实际运行中的价值追求偏向于

年度办学数据统计和情况摸排，没有充分体现促进办

学机构内省与质量改进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讲，这

些规定、要求、要点仅仅是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质量保

障标准的萌芽形态，离质量保障标准还有很大的距

离。质量保障标准尤其是国家层面的质量保障标准缺

失，是当前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面临的最为急迫的问题之一。质量保障标准的缺失使

质量保障行为失去合理的目标指向，也使质量保障效

果千差万别。

（三）有效衔接沟通机制尚未形成

现有的质量保障依赖教育行政部门，但在国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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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理、

明确的职责关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同级教育行

政部门之间难以有效合作与衔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

各相关司局针对现代远程教育的管理不协调，政策没

能完全统一；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在试点之初针对现代远程教育管理责任界限不明，在

招生管理、学习中心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后经

调整，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虽然已

经明确了在现代远程教育管理中的职责划分，但权力

相对集中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导致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参与质量保障的积极性不高，质量保障机制运行依

然不畅。

（四）反思改进价值弱化

年报年检中的自检阶段是整个年报年检过程中最

为关键的环节，应该是办学单位在诚实、自省的基础

上完成，通过自检清晰地呈现学校整体、真实的办学

情况，寻找差距和谋求改进的措施，以此不断提升办

学的质量，这应是质量保障最核心的价值所在。但实

际运行中，由于质量保障标准缺失，高校难以对本校

现代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做出准确判断，高校依照要

点进行自检的过程更接近于数据统计，反思、改进的

价值追求弱化，使年报年检“加强质量监控”的设计

初衷大打折扣。

三、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国际经验

相比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封闭

与不完善，国际上一些国家针对现代远程教育建立了

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不仅制定了国家层面的远程教

育质量保障标准，也坚持质量保障开放性和参与主体

多元性的原则，有效保障了现代远程教育质量。尽管

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文化传统有差异，但从提

升教育质量的价值追求角度，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

鉴，尤其在我们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及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的过程中，其在

质量保障中所坚持的开放性值得我们借鉴。

（一）美国远程教育的质量保障

美国高等教育建立了以认证、认可为基本制度的

质量保障体系，现代远程教育的质量保障同样纳入这

一体系中。这一体系的主体是19个院校认证机构和

近70个专业认证机构，其中包括专门针对远程教育

机构和项目的美国远程教育与培训认证委员会。认证

是高等教育中通过检查或评估，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方

式，认可院校或院校中的专业，表明其达到了可接受

的最低标准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过程。[9]美国高

等教育认证制度是非政府性的社会化认证，更多采取

同行评议的方式。认证的过程一般经过提出认证申请

—院校自评—专家实地考察—得出认证结论四个步

骤。实地考察团由认证机构委派教师、管理人员以及

行业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等组成，充分体现了认证

的开放性和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不同的认证机构依据

各自制定的标准对院校和专业进行认证，这些认证标

准以引导性的定性描述为主，已经逐渐抛弃了以具体

的量化指标进行测量的价值追求，转向了引导学校或

专业注重质量建设的方向。认证机构对办学机构或专

业的认证是周期性认证，经过一个周期后要重新认

证，并且认证周期内会有不定期的视察，如果发现问

题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直至取消认证资格。

为了加强对认证机构的管理，保障认证机构的认

证水平，美国制定了针对认证机构的认可制度。按照

规定，认证机构都要经过美国联邦教育部或美国高等

教育认证委员会任何一方的认可。美国联邦教育部和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都公布了认可标准，从不同

的角度对认证机构进行认可。认证机构的认可标准实

际上是对整个认证活动的总体质量要求，是美国认证

制度中规范认证及认证机构的主要依据，可以看作认

证规则的规则。[10]美国联邦教育部的认可代表官方的

监督，每5年会对认证机构进行再次认可，而美国高

等教育认证委员会作为中介机构代表了非官方的评

估，每 10年对认证机构进行再次认可。除此之外，

媒体与社会公众也会对认证机构进行监督，尤其是认

证机构之间的自律建设有效保证了认证机构的认证水

平。

（二）加拿大远程教育的质量保障

按照法律规定，加拿大的教育由各省负责，因此

加拿大没有国家层面的教育行政机构，更没有国家层

面的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其教育管理重心集中在省级

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针对教育质量保障，每个省都

设有类似教育质量委员会的机构，负责对本省教育质

量进行评估，远程教育的质量保障也纳入这一体系。

加拿大的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以其内部保证体系和外部

评估体系协同作用，政府组织、中介机构及高校内部

47



中国远程教育

中国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相互合作、相互制约，以及多样化的评估方法、健全

的评估程序，共同为世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保

障树立了良好的典范。[11]

以加拿大阿尔伯特省为例，该省设有专门针对办

学机构实施质量保障的常设机构——教育质量委员

会。委员会成员由大学和政府推荐，并经省教育部长

任命。教育质量委员会虽然由政府设立，但不是政府

部门，而更多体现了中介机构的性质和特点，这保证

其能独立地开展质量保障工作。该质量委员会的职责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评估所有新申请项

目；二是制定评估的标准和程序；三是组建同行评议

团队；四是监测已经认可的学位项目；五是组织全面

评估；六是评估项目计划实施情况；七是针对机构或

项目的评估向教育部长提出建议。

阿尔伯特省教育质量委员会颁布了严格的质量保

障标准，并且针对远程教育又出台了专门的附加标

准。远程教育项目除满足该省教育的一般标准要求

外，还要在机构使命、办学项目、合作协作、风险管

控、信息安全、知识产权、技术支持与更新、项目发

展计划、网络学习环境、课程建设、学习者支持、软

硬件建设、教师支持等诸多方面达到省教育质量委员

会的专门标准要求。省教育质量委员会对远程教育项

目实行两种类型的周期性质量评估：一种是全面的质

量评估，另一种是年度报告。

四、对构建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

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质量保障机制

伯顿·克拉克曾把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看作国

家、市场和学术三股力量之间博弈、制衡的三角关

系，并构建了学术权威、国家权力以及市场三足鼎立

的“三角协调模型”。[12]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

的新型关系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的方向。[13]2014
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

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4]5号），正式

取消了“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网

校审批”项目。在教育行政部门以行政审批为主要手

段的前置监管逐渐退出、国家教育权力重新调整的情

况下，需重新确定教育行政部门、行业组织、社会等

主体在质量保障中的职责，谋求建立法律规范、教育

行政部门指导、行业自主运行、社会充分参与的制度

模式和运行机制，实现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开放性和参

与主体多元性的统一。

（二）准确定位不同主体的质量保障职能

“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网校

审批”项目的取消，改变的是教育行政部门注重入口

控制的前置监管模式，教育行政部门所代表的国家权

力在现代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作用并没有被削弱，

以“事中事后监管”继续发挥作用的教育行政部门在

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中依然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在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的背景

下，教育行政部门应该重新定位自身在高校现代远程

教育质量保障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发挥决策职能为

主，退出具体执行领域，由直属专门质量保障机构、

独立的行业组织和社会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实施质量

保障；理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之间以及同级教育行政

部门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参与现代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积极性；充分发

挥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教育部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中心等国家级质量保障机构以及上海市教

育评估院、江苏省教育评估院等省级教育质量保障机

构的作用。

（三）注重发挥行业组织和第三方机构的作用

“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强化企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是党的十

八大报告针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的战略举措。

“三角协调模型”中的学术权威与市场力量，在现代

远程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中发挥作用所依托的主体

是行业组织和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而目前我国现代

远程教育现有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中学术权威与市场

力量最为薄弱。需要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以增强学术

权威对质量保障的影响，使其在质量保障体系中发挥

主体作用。要充分发挥诸如高等学校现代远程教育协

作组等已有“政府职能延伸型”行业组织的作用，代

表国家权力和学术权威参与质量保障，发挥管理性引

导作用；更要加强“院校权力延伸型”行业组织建

设，代表学术权威参与质量保障，发挥学术性引导作

用。衡量质量的标准之一是对需求的满足程度，市场

的力量正是从学习者、用人单位和社会需求的角度来

评价和影响质量的，可以通过将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

引入市场的方式发挥市场在质量保障中的需求导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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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质量保障机构的独立情况与质量保障的有效性、

公正性密切相关。[14]要保障行业组织、社会第三方专

业机构参与质量保障的独立性，尤其是其专业的独立

性。

（四）建立合理的质量保障运行机制

机制是组织功能实现过程的规则性动态体现[15]，

机制合理与否关系到功能的发挥。质量保障体系是一

个系统，其不同元素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到整体功能的

发挥，而质量保障主体是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各主体间的关系合理与否也会影响到质量保障效

果。由于不同主体参与质量保障的出发点与动机不

同，其参与质量保障的角度和标准亦有差异，任何一

方主体作用的凸显都会影响到其他主体功能的发挥。

建立合理的质量保障运行机制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不

同主体的积极作用，并合理约束其作用边界，本质上

是重新认识和构建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力量的

依托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的运行机制首先要明

确不同质量保障主体间的运行关系，实现彼此间的分

工、协作和对接，保障政府、高校、学习者、社会和

用人单位等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质量保障，实现公

共利益最大化；其次要明确每一主体参与和实施质量

保障的规则与程序，使每一主体的作用在规则范围之

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五）研究制订现代远程教育质量保障标准

充分借鉴国外已制订的远程教育质量保障标准，

结合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实际，尽快出台国家层

面的质量保障标准。质量保障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拒

绝在单一指标或证据的基础上评价学生、项目或者学

校的表现状况。[16]国家标准作为最基础的标准，在质

量保障中发挥基础性和引导性的作用，不同机构和高

校应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订相应的标准，从而

实现质量保障标准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统一。

质量保障是保障教育质量、提升教育质量声誉的

关键措施。我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质量声誉长期低于

其实际办学水平的根源在于没有形成完善的质量保障

体系，尤其是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要在已有质量管理

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高

校现代远程教育转型发展的实际，构建标准科学明

确、机制运行顺畅的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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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pproaches and pace, and increase acceptability of the rules to be followed through negotiation

with students and appropriate external interference from authoritative figures.

Keywords: blended teaching; disobeying rules; learning rules; information overload; cognitive surplus;

evaluation mechanism; unhealthy competition

Project-based flipped classroom: the case ofProject-based flipped classroom: the case of

Computer-Assisted Graphic DesignComputer-Assisted Graphic Design

Rong Zhu, Xiaofei Li and Shun Li
Project- based teaching is a common teaching model for computer application software courses

whereby students learn by completing a series of projects and solving real-world problems with the guid-

ance of their teache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learning objectives. Project-based flipped classroom was

adopted for the course Computer-Assisted Graphic Design. Accordingly, the course content was rear-

ranged in the form of project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pre-

course preparati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practice, and post- course summary and evaluation. This

new teaching model places great emphasis on teachers’expertise and technology literacy as well as

learning material design at the pre- course stage, requires students to collect materials fit for specific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engage in active learning, and diversifies forms of assessment, hence empower-

ing student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learning, enhancing learning outcomes, and increasing

their graphic design proficiency and learning ability.

Keywords: graphic design; project-based teaching;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Towards an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distanceTowards an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distance

education provis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education provis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Shiyuan Lin, Li Chen and Yiping Peng
The current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distance education provis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covers four areas: application review process, annual assessment, national online examinations for designat-

ed subjects, and enrollment management. Administered by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this system targets at universities, public service networks and off-campus learning centers.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s implementation is the job of education authorities, this system fails to define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for education author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draw on the expertise of third party eval-

uation agencies or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societies, and offer well-established criteria. Quality assur-

ance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an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strengthen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criteria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adjustment.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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