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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一篇关于“第21届远程教育国际会议”的综述报告。本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回忆的概述；第二，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新趋势；第

三，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的新动向；第四，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缩小数字鸿沟的成功经验；第五，总结。作者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读者全面了解现代远程

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以及目前世界各国远程教育领域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和研究成果，进而推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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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概况  

由香港公开大学承办的第21届远程教育国际会议，于2004年2月18日-21日，在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隆重召开。会议的主
题为：“在网络世界里终身学习”。分主题为：第一，远程教育的理念、政策和策略；第二，远程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第三，远程教
育的教学和技术；第四，远程教育的支持与服务；第五，远程教育的管理；第六，远程教育的研究和评估；第七，远程教育的质量
保证和资格认证。会议分别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三个范围内，交流和探讨上述七个方面的有关问题。本届会议的宗旨
是总结过去远程教育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就，并研究和探讨在网络时代，远程教育为不同阶层的人士提供开放和远程教育学习机会
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会议共收到657篇论文，经过国际专家的匿名评审，其中430篇论文被选为宣读论文，190篇论文被选为张贴论文，37篇论文
没有被会议接受。会议期间安排了272篇论文的宣读，87篇论文的张贴。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30人，来自50多个国家，其中来自
中国内地的代表共161人，约占会议总出席人数的30％，是历届远程教育国际会议中，内地代表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  

二、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三个重要趋势  

前英国开放大学校长、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约翰·丹尼尔John Daniel)应大会邀请，做了题为“开放和远程学习对
普及教育的贡献”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他总结了网络时代世界范围内远程教育发展的3个重要趋势：  

1．远程教育应用层次的多样化  

在过去的30年中，远程教育主要提供大学层次的课程。现在，远程教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层次的教育系统和教育项目中
(Daniel，2004)。本届会议论文的内容也反映出，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远程教育不仅适用于远程高等教育，而且已经广泛地被应
用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大学后继续教育、扶贫项目等多层次，多种形式的教育中。  

第一，远程教育已经广泛应用于基础教育的课堂教学改革中。例如：在墨西哥中学里，教师和学生利用网络环境进行远程教
育；在巴西，利用网络大面积培训中小学教师(Avila&Bosco,2004)。在加拿大，中小学利用网络环境组织学生进行基于问题的合
作学习(Crichon&Li,2004)。  

第二，出现了专门服务于基础教育的虚拟学校。在许多国家出现了专门服务于基础教育教师和学生  

迫切需要；第二，政府直接驱动和支持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和发展现代远程教育。例如：我国自1999年起，政府启动现代远程
教育工程，截止到2002年底，已有67所大学参与应用信息技术的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共招收学生137．3万名(Chen Li，Liu 
Ying & Huang Rong huai，2004)。南非政府也通过国家项目的方法，成功地推动传统大学开展现代远程教育
(Broere&Kruger,2004)。实践证明，利用信息技术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是发展中国家扩大教育规模，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追赶
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  

3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开展教师在职培训  

在本届远程教育国际大会上，包括主题报告在内共有40多篇的论文都高度肯定了远程教育在各国教师在职培训中的成功经验。
例如：香港公开大学在2002年，利用远程教育的方式成功地培训了中学语文教师的汉语教学法(Ma，2004)；巴西自1997年开始
利用远程教育的方式，培训在职教师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远程教育(Avila&Bosco,2004)；南非自1996年开始，利用远程教育
的方式普遍提高教师学历水平，更新教师知识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Coetzee,2004)。  

来自世界各地的经验一致证明，现代远程教育是开展教师在职培训的有效方法，教师培训是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关键性工作，只
有通过教师培训，教师理解和掌握了最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才有可能将新的理念和方法整合到教育过程中，从而真正改善教学结
果。  



 

4．网络课程设计、开发和与实施·与其它媒体相比，计算机网络在多媒体资源共享、师生间或者学生间的交互，以及虚拟教育
社区三个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是否能够有效地发挥网络的优势，是否能够真正利用网络帮助和促进学生的学习，还有赖于
有效的技术应用和高水平的教学设计。会议的许多代表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果。  

香港公开大学遥距及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对17个网络教学平台和100多门网络课程进行了深入归纳和分析，探讨了这些网络课程
及平台的特征和异同。并提出了网络课程及平台的主要功能维度和特点(Zhang，Weiyuan&Wang，Lixun，2004)。目前，该
研究中心已经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并开发了网络课程评价量表。该量表包括8个维度的70个问题，根据教师和学生的回答，
系统将自动评价课程在8个维度上的水平，并与常模进行比较。利用该评价工具，可以全面了解任一网络课程在8个维度上的实际
水平，进而将评价结果作为改进网络课程的依据(Zhang，Wei-yuan&Wang，Lixun，2003)。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深人研究了网络课程的社会性问题。通过文献调研、学生问卷和访谈等方法，研究人员揭示出，在网络课程
学习过程中，学生对课程中社会关系的感知，直接影响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也就是说，网络课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
生之间在网络环境中的社会交往关系，与真实世界中的社会关系一样，会极大地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网络课程的设计和
实施过程，要注意利用同步和异步交互技术，努力创设教育社区，教育社区的核心是社区文化和社会关系，教师是创建教育社区的
核心力量(Gunawarden，2004)。网络课程的社会性需要教育社会性在网络课程中的具体体现，我国网络课程的设计、实施和评
价过程中，已经充分考虑了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互活动，但尚未专门从学生对社会关系的感知角度研究网络课程的设
计、实施和评价。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教学设计人员，在第一手教学设计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整合专家实践确定网络课程学习对象的方
法。这种确定学习对象的专家实践法是利用同步或者异步交互技术，邀请专家参与到网络课程设计中，专家在网络课程设计中的作
用是帮助教师确定具有实践意义的学习任务和学习对象。这种方法可以弥补学校教师缺乏第一线实践经验的不足，专家的实践经验
将保证课程学习对象在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方法的适应性和有效性(Crithton&L1，2004)。  

5．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学习规律的研究  

在本届会议上，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学习规律方面的研究论文非常多。这种现象显示了以下两点：第一、网络学习环境中学生
的学习规律具有新的特点；第二、学生是远程学习的主体，学生及学习规律永远是远程教育实践和研究的中心。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研究人员，专门研究了影；响网络环境中学生与学生交互的因素。研究结果发现以下4个因素将直接影响
网络环境中学生与学生的交互：教师的参与、学生对待他人意见的态度、课；程内容和评价要求、网络环境的文化氛围(Lowe,；
2004)。；  

香港公开大学的研究人员专门研究了香港公开大学新生对网络课程的期待，并比较1年后他们对网络课程的期待。研究结果发
现，新生对网络课程的；期待远远大于课程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学生在网络课程学习过程中态度不积极
(Aylward & Kwok & Lam & Lee & Robertshaw, 2004)。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对电大远程开放教育培养对象群体特征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学生的基本情况；学习条件
和环境；学习动机和需要；学习态度和风格；知识、能力、素质；远程开放教育培养对象与传统高等教育培养对象的比较；社会对
人才素质的需求(时锦雯等，2004)。  

6．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  

远程教育的质量保证是远程教育会议永恒的主题。中国政府和各级远程教育机构对远程教育质量保证的研究，成为本届会议的
闪光点。  

从2001年开始，我国教育部针对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需要，设立年报年检制度。每年通过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对现代远
程教育试点院校办学机构进行年检。通过两年的年报年检，一方面，政府得以准确监控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各项进程；另一方
面强有力地推进了试点院校办学机构远程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完善(Chen，Liu&Huang，2004)。  

2002年初，我国教育部启动了“网络教育质量认证研究与实践”研究项目，力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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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健康发展。在会议上，项目组代表，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黄荣怀教授汇报了关于网络
教学过程认证标准的研究成果。网络教学过程的认证标准包括4个维度52项二级指标和144项三级指标
(Huang&Zhang&Dong,2004)。  

四、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缩小数字鸿沟的成功经验  

我国前教育部副部长、现中国科协副主席、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韦钰教授，应邀为大会做了主题为“改变命运”的
主题报告。报告集中介绍了中国利用远程教育，推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和促进教与学模式变革的成功经验。  

作为前教育部副部长，韦钰教授曾直接发起和推动了中国教育信息化，特别是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和推广。她用生动
的例子，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展示了中国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教育发展的成功案例。其经验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1)政府投
资，发展教育科研网和研制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平台；(2)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平台向贫困地区输送优秀教育资源；(3)利用信息技
术改变教与学方式（Wei Yu，2004)。  



韦钰的报告和生动的案例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国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信息技术，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
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进而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经济落后地区，信息技术既是数字鸿沟的根源，也
是解决数字鸿沟的有效武器。这一经验值得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借鉴。  

现英国开放大学校长布伦达·葛丽(Brenda Goufley)在会议上做了题为“缩小数字鸿沟，促进社会发展”的主题报告。布伦达·
葛丽曾长期生活在南非，曾任南非纳塔尔大学校长，是南非历史上第一个女校长。2002年1月她开始担任英国开放大学的校长，
是英国开放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由于她长期生活在南非，并亲自参与和目睹了南非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她从独特的视角阐述
了数字鸿沟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主题报告中，布伦达·葛丽明确指出，数字鸿沟不是导致社会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它只是造成贫穷等社会问题的众多因素
中其中的一个原因，数字鸿沟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技术不是造成数字鸿沟的本质原因，相反，技术是缩小数字鸿沟的有
效工具。技术可以帮助人类跨越传统的时空障碍，允许全世界所有阶层、所有地方的人携手共同发展，这在人类历史还是第一次。
因此，她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将利用信息技术，缩小数字鸿沟，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  

布伦达·葛丽提出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缩小数字鸿沟要注意以下7个关键问题：(1)政策和实际脱节．的问题；(2)缺乏经验交流和
共享的问题；(3)必须在技术方面实现3个前提保证：突破有线连接，实现无线通讯；计算机等设备价格不断降低，保证弱势群体
都能够支付其费用；灵活、方便、便宜、语言本地化的软件资源；(4)残障人士的学习与发展问题；(5)语言、内容、软件系统等方
面的本土化，缩小内容鸿沟；(6)第三世界国家尽快利用信息技术加入国际贸易市场；(7)正确发挥私营企业在缩小数字鸿沟中的作
用(Gourley，2004)。  

五、总结  

在4天的研讨中，以论文主题为线索，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代表分别在7个分会场，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讨论和交流了彼此
的观点，与此同时，贯穿会议每一天的主题报告和专家主题座谈，在更高层次上，集中交流和探讨对远程教育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
问题，即如何认识在网络时代远程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正确定位和作用问题。  

通过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在网络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支持，现代远程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包括以下
两个方面：  

远程教育作为独立的教育形态，在近10年内，规模发展迅速，并逐渐能够为更大范围的群体，提供更多层次的学习机会。例
如：在中国，基于信息技术的远程教育已经成为促进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因此，在网络时代，远程教育作为
各国政府实现终身教育的第一选择，不再是昔日的替补队员，而是终身教育系统的主力军。  

2．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教与学的模式，已经渗透到传统学校中，正在改变着传统教与学的理念和方法。远程教育为学生提供更
多自主学习的机会，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与自治的能力；远程教育允许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是实现教育全
球化的主要教学模式，因此，在网络时代，远程教育是传统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  

上述的两个作用充分证明，经过30年的发展，；远程教育已经由教育的边缘模式，发展成为教育的主流模式。网络时代的远程
教育不再作为一种替补的教育形式，只能为那些错过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人们提供补救的学习机会，而是作为一种代表未来方向的
教育形式，正在引领着各国教育领域的全面变革，目标是使得教育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在网络时代，远程教育肩负
着空前重要的历：史使命，也必然面临着更大的新挑战。远程教育的实；践者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这一重大变化，才能够站在；新的
高度上去推动远程教育的全面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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