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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有助于提升远程教育质量。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无处不在。据

此，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形成一个互动系统。其中，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及其主体、远程教育质量保障

实践及其主体是系统构成件，教育中介是联系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及实践的连接件。系统各要素充分发展、有

机配合，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达成理解与对话，最终才能促使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双

向转化，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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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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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stance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helps to im-

prove the quality of distance education ． The modern system theory believes that system is everywhere． The distance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form an interactive system，in which education theory，education

practice，education medium，the subject of distance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all its essen-

tial element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ll the elements，the quality subjects of distance education can hav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dialogue，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chieve the two － way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distance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theory and practice，which must be run in the way of posi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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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论滋养的教育实践和缺乏实践根基的教育理论不能协调发展。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

践的发展既有相互滋养、相互促进的一面，也存在相互脱节的一面。我国远程教育质量的提升，有赖于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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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一、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提升远程教育质量是当前我国远程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

有助于提高远程教育质量。但实践表明，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实践及互动存在一定的问题，制约着

远程教育的发展。

( 一)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研究缺乏独立性

不同层次的教育理论对于教育实践有不同的反映水平。叶澜指出，理论反映实践有三级水平: 第一为最

初级的水平，理论能正确地描述实践本身。这种理论虽不能算严格的理论，但它已区别于实践，以与实践主

体相脱离的符号存在。第二级水平为对实践的解释和说明，以揭示实践中的因果关系为主要任务。它已经

进入了理论形态，但还是对具体实践因果关系的解释和说明。第三级水平为对某类实践的规律揭示，这一级

的理论已呈原理的形态，具有较高的抽象度。并不是任何层次的理论都具有同等反映实践的水平。［1］我国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研究存在两种明显倾向: 一是移植国外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二是借用普通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理论。既没有深厚的远程教育基础理论做后盾，又缺少对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的深入研究，因此，

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相对缺乏中国特色与远程教育本质特征。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的低水平

发展，自然对实践的指导效果是有限的。

( 二) 缺乏对国外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转化应用程序的研究

对国外的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在学习的基础上与我国的教育实践相结合，不能

直接移植。正如萨德勒所言，我们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不能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这里采一朵花，从那

里摘一片叶子，指望把这些采摘来的东西移植在自家的土壤中然后长出茂密的植物。［2］近年来，我国远程教

育质量保障理论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吸收明显加强，当前的研究范式与表达模式也正不断以新的哲学手法来

阐释本土问题。尽管“理论无国界”，但理论产生的背景、过程以及如何应用理论的具体操作却有着鲜明的

地域风格与政治文化色彩。因此，关注但不应照搬西方教育哲学思潮，利用而不完全采用其思想结构，以本

土化的视角关注理论研究的现实功用，［3］这样才能促进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的契合以及复杂

关系的协调。

( 三) 远程教育实践发展行政主导色彩浓厚

发达国家远程教育实践并不依靠行政指示等外在因素而推动发展，而是依靠远程教育理论与实践自身

逻辑与专业特性。其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良性互动，走的是内生型发展路

线。而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方式与其他国家都有所不同，政令驱动代替了远程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而

形成了一种人工培育的政策环境，使得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缺乏自我生长、自我更新、自我延续的内在动力。

当然，行政主导有一定的优势，就是整齐划一，国家的重大决策与计划容易推行。但是以行政指示为主的外

在发展模式，在远程教育规模迅速扩张的情况下，监管不到位与政策真空就容易导致远程教育实践的混乱。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启动以来，在 2002 到 2003 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中出现的违规办学、虚假招生、乱设教学

点等问题，便是这种教育管理机制的漏洞所致。

( 四)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主体之间存在隔阂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理论主体包括专业研究人员、教师、管理者等，实践主体包括学校、政府、中介机构、

管理者、教师、学生等。从远程教育发展实际来看，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间的沟通与联系

并不紧密，而在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所形成的团体内部与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主体所形成的团体

内部也存在隔阂。于志涛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之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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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体内部联结松散。［4］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主体之间由于目的、利益的差异，在教育评估过程中，

也产生了相互摩擦、力量消解与牵制，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远程教育及其质量保障实践的

发展。

二、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互动系统要素分析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要素的聚合体。系统具有整体性、有机性、

结构性、动态性等特征。系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整个世界就是由千差万别的系统构成的一个大系统。远

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构成一个系统，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构成一个系统，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其实践

的有机互动也构成一个系统，它必须以系统的方式运作才能使整体效益最大化。在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

与实践构成的互动系统中，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及其主体、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及其主体、教育中介共

同构成系统要素。全方位地从系统构成各要素进行分析，使各要素充分发展、有机协调才能使系统整体功能

最大化，产生各要素之和不具备的新质。

( 一)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

作为系统要素之一，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应具备以下特征: ( 1) 科学化: 指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遵

循远程教育及远程教育质量保障自身内在的逻辑与规律，对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内在规定性能够真实反映

与客观表达。( 2) 体系化: 指理论自身的整顿和规训。［5］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只有对远程教育独特的

本质、规律、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成熟的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3) 本土

化: 指他者理论与我国的文化、历史、习俗、管理机制等相互碰撞、协调而逐步内化与转化并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的过程。( 4) 独立化: 指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研究建立在远程教育本质、属性、

特点、规律、逻辑等基础之上，加强远程教育专业化发展进程，形成具有远程教育自身特性的质量保障理论。

( 5) 时代化: 指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时俱进，与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保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 二)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

教育理论主体的理论素养、研究水平、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等影响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的效果。基于

此，需要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做到以下几方面: ( 1) 提高专业素养。从专业发展的角度看，当前我国

教育领域内，远程教育只是教育技术或成人教育专业的一个研究方向，没有形成独立学科，专业化发展程度

不够，专业人才的培养有限。( 2) 深入研究实践。西方的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应用于我国远程教育质量

保障实践中需要根据我国的现实条件，选择吸收，关键是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学生的特点以及远程教育的实

际发展水平与状态，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其在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中应用的可行性和适用的程度，

制定相应的应用策略、程序与方法等。( 3) 变革研究方法。在我国远程教育的研究中，研究方法以思辨性为

主。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研究者必须面向正在变革的实际，变革研究方法，积极开展行动研究、综合性研

究等，加强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 三)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

在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发展过程中，国家教育政策规范和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教育评估是外部

质量保障的主要方式，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专业性、自治性、独立性较差。一些西方国家的远程教育质量保

障制度框架比较成熟。要使远程教育院校建立行之有效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以远程教育内部质量提升为

动力，改善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发展模式，必须按照远程教育自身内在规律来办学，从法律政策与管

理机制上给予支持，培育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中介机构，提高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的专业性、自治性和独

立性。

( 四)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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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主体应具备: ( 1) 较强的反思意识和能力。实践主体的反思意识与能力不

仅反映了他们对相关理论的认识水平、关注程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实践效度。较强的反思

意识和能力有助于实践主体不断转变认识、更新观念。( 2) 较强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首先，远程教育质

量保障实践主体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决定着他们对质量保障理论的认识、理解的深度与广度。其次，远程

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主体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决定着他们对理论的审视、选择、内化与重构。( 3) 较强的理

论综合应用能力。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主体对理论的掌握应是精神上的融合和价值上的统一。只有这

样，实践主体才能自觉地对引起自身行为的潜在的、缄默的理念与价值有意识地进行反思、挖掘与批判，并在

与理论相互沟通、对话的基础上形成视野的熔融，基于此，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相关理论才能变成实践者自

觉的行动。［6］( 4) 统一的理念、意志、认识和行动。统一的理念、意志、认识和行动不仅有利于实践活动的顺

利开展与目标任务的最终实现，也有助于将实践经验总结升华为理论。从系统论角度看，群体性实践主体形

成统一的理念、意志、认识和行动，最终凝结为系统动力，推动系统健康发展; 反之，则容易产生内耗。

( 五) 教育中介

理论来源于实践，却不能直接还原为实践。理论智慧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实践意识或实践智慧，理论只能

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进入实践，理论对于实践而言是范导性的。［7］

远程教育理论与实践都具有层次性。就实践而言，根据参与实践活动主体的不同，可以将远程教育实践

划分为国家层面的、群体层面的和个体层面的实践。［8］根据远程教育实践的不同层次，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

论指导实践、走向实践的过程中，需按照其不同层次的特点和不同中介，分别形成相应的互动方式。教育政

策是国家层面上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走向实践的中介; 规章制度是群体层面上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走

向实践的中介; 行为规则是个体层面上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走向实践的中介。

三、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互动系统运行机制

在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构成的互动系统中，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及其主体、远程教育质量保

障实践及其主体是构成件，教育中介是联系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及其实践的连接件，对话是沟通远程教育

质量保障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桥梁。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教育中介有机联

系，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通过理解与对话，互动互应，它们共同构成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

论与实践互动系统。

( 一)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形成对话关系

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与对话是人的一种本质属性与基本存在方式。在对话中，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

的主体，他人也不是被改造利用的客体，而是与“我”一样的主体。在面对共同客体时，会考虑他者与“我”都

是主体，从而打破了主体间的敌对性与封闭状态，形成主体间性。在哲学解释学里，人与人、人与物 、人与世

界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理解和对话的关系，理解和对话的终极目标则在于重新认识和重新建构意义。

在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构成的互动系统中，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内部、远程教育质量保

障实践主体内部以及两大团体之间应该积极改变自身的思维定势、惯习、理念、角色定位等，激发自身的理性

自觉性，将自身的行为建立在理解与协商的基础上，重构自身的存在方式，通过不断的交往与对话实现理性

和谐，观念一致，行为协调以及视界的融合。

( 二)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双向转化

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的发挥应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即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自身发

展的科学化、体系化、本土化、独立化和时代化。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的发展依赖于理论主体的专业理论

素养水平、深入实践的程度以及研究方法的变革。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远程教育质量保障 ( 下转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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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分析和论证，指出跨文化敏感度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的起点，对于自我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差别缺

少识别和认同就不可能在语用能力上表现突出。英语教学长期注重知识传授不注重应用能力培养使得学生

语用能力欠缺，应加强语用规则的传授和交际实操。在跨文化交际中要明确自己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对于自

己民族的文化要有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于异域文化要尊重和包容欣赏。随着社会对高等级实用型人才

英语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意义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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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1 页) 理论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转化为实践，需要借助中介来实现。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

践都具有不同的层次，对应的联系两者的教育中介也具有相应的层次。在国家层面，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

通过教育政策走向实践; 在群体层面，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通过规章制度走向实践; 在个体层面，远程教育

质量保障理论通过行为规则走向实践。而教育实践又具有情境性、复杂性、动态性，教育实践向教育理论的

转化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的发展应该走向专业化、自治化与独立化。远程教育

质量保障实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承担主体———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主体。因此，远程教育质量保

障主体需要具备较强的反思意识和能力、具备较强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具备较强的理论综合应用能力并

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形成统一的理念、意志、认识与行动。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通过其主体的理性自觉与总

结升华向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转化。当然，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其实践的双向转化必须建立在远程

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与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主体积极的沟通、对话以及视域融合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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