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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
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的战略目标 

 第一次系统地、清晰地表述了终身教育的发展
目标和制度框架 

 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确立了综
合性的继续教育概念和政策框架（比如，明确
了继续教育的三大领域：学历继续教育、职业
培训与社区教育），明确了继续教育改革发展
的目标和任务 

 



2010年以来终身教育政策进展 

 制定继续教育发展专题规划 

 启动终身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建设与示范项目 

 启动相关政策研究（开放教育办学与管理
体系研究、学习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研究、
学习成果认证与转移制度研究、终身教育
立法研究等）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北京、上海、江苏、
云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建立学习成果认证和“学分银行”制度 

 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考
试制度，探索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 

 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北京市、上海市、山东
省济南市、广东省广州市） 



北京开放大学建设的主要内容 

 建立与高校、行业企业的合作机制，促进学习资源共享，互
选课程和学分互认，联合开展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 

 建设远程自主学习支持平台，该平台具有提供学习资源、交
流协作、行政管理、教学评估、学习支持、质量保障等功能 

 开展国际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与香港大学合作开发网
络学习平台。与英国开放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引进部分课程。
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合作，引进国际教师网络培训项目。积
极参与国际高校“开放教育资源运动”，面向世界开放课程
资源。 

 拓展服务功能，建立首都市民终身学习平台，开发面向市民
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与社区教育平台形成网络联盟。 

 加强教师队伍能力建设。引进优秀教师人才，外派访问学者，
组织境外研修。 
 



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制度 

 上海市制定了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实施
方案。 

 上海市电大制定了6个专科专业课程的学分与其
他教育机构学分的互认标准。制定成人高等教
育课程与200多种职业资格证书的学分认证和转
换标准。420个职业培训证书目录和927门文化
休闲教育课程目录。 

 启动学历教育学分信息库建设，开通学分银行
信息化服务平台，受理市民学分银行开户注册
申请，建立个人学习档案。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保障体
系（上海开放大学） 

 建立健全“宽进严出”的开放学习制度，以学
分积累与转移为纽带，以模块化课程为基础，
实行弹性学习和跨校、跨专业学习。 

 建立“强专长、多技能、厚基础、重应用”的
开放大学质量标准基本框架。 

 探索建立“学校-社会”与“学校-教师-学习者”
有机结合的质量评价机制。 



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建立国家学习型社区示范区（2008和2011年，经评估
各确定34个，共计68个城市区县示范区） 

 启动学习型城市指标体系研究 

 确定若干大城市作为学习型城市建设试点 

    以上海市为例 

    ——推进地方终身学习立法——上海市制定颁布《终身教育促进条
例》（2011年2月） 

    ——成立跨部门的领导协调机构——如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
身教育促进委员会 

    ——制定发展规划——如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 

 



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建设与示范项目 

 高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研究和实践高校继
续教育基地的建设模式与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远程开
放教育服务模式。 

 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模式研究及示范应用项目——探
索依托广播电视大学的多网合一的终身学习服务平台的
建设模式和运行机制、数字化学习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
等。 

 高校继续教育学分认定、转移的质量标准与机制研究及
应用项目——研究本、专科和非学历继续教育课程的学
分标准、质量内涵及学分转移的制度与机制，研究建立
学习成果认证和学分银行制度等。 

 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开放服务模式的研究
及应用项目——探索整合与开放普通高校数字化学习资
源的模式及机制，促进高校数字化学习资源向社会开放。 
 



实施高校数字化学习资源免费开放计划 

 全国103所高校加入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数字化
学习资源开放联盟 

 2011年11月，首批由北大、清华等名牌高校知
名教授主讲的20门“中国大学视屏公开课”上
网，免费向公众开放 

 教育部计划在未来5年打造1000门精品视频公
开课，5000门资源共享课程。 

 



今后的政策课题 

 加快国家层面终身教育、继续教育立法进程 

 建立健全终身学习、继续教育领导体制和协调
机制（跨部门的领导协调机构、教育行政部门
中的专门管理机构） 

 加快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制度和激励机制建设 

 加强终身学习、继续教育教学、指导、管理人
员的专业化建设 

 进一步促进继续教育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和人
群差距 

 加大对继续教育的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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