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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成教的规模、层次和质量是实力、竞争能力和声誉的综合反映  

    各高等院校在承办成人教育中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雄厚的师资力量、装备精良的办学

条件和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制度等。各高校都在因地制宜地开展成人教育，有条件的高校单

独设立成教学院拥有独立的师资力量；有的高校虽成立了成教学院，但只有管理人员，与社

招学生共享师资；有的甚至没有成教学院的正式名份，但实际上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教任务。

高校所办成人教育包括成人学历教育和短期业务培训两大类，学历教育又包括函授专科、函

授本科、在职研究生及在职博士等层次。在学历教育管理日渐规范的形势下，我们越来越清

醒地认识到：成教的规模、层次和质量是高校实力、竞争能力和声誉的综合反映。成教规模

较大，其培训网点逐渐延伸，门类层次齐全，质量得到社会认可的高校，必定有着广泛的知

名度、良好的声誉和强大的实力；成教规模不大，培训网点非常有限，层次偏低的高校，其

知名度可想而知。成人教育办得比较成功的高校能在社会上迅速扩大其影响，提高声誉；成

人教育办得不伦不类的高校也会立刻反馈到社会上，进一步诋毁其声誉。成人教育是高校伸

向社会的桥梁，也是高校理论联系实际的纽带。高校承办成教，成教状况与高校命运息息相

关。  

    二、 搞好成人教育，既能满足社会需要，又有利高校自身发展  

    1、高校办成教可相应增加收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发生了变

化，一般认为人生的价值不仅包括其内在价值，而且还包括外在价值，而外在价值的衡量有

统一的货币计量标准。当国家财政仍然面临困难的时候，财政对教育投入有限，尽管仍有大

部分教育工作者热爱本职工作，安贫乐道，但只有解决后顾之忧之后（或按马斯洛的需要层

次论解决基本需要之后）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学校通过承办成教，开辟了新

的收入来源，缓解了建设经费不足的紧张程度，增加了广大教职工可支配的收入。  

    2、高校办成教没有就业压力。以往，高校专业设置和毕业分配去向是考生及家长选择

高校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从 1999 年开始国家对高校毕业生不再实行计划分配，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压力异常突出。正如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企业必须面对市场的道理一样，每一所高校应该义不容辞地将毕业生推荐到社会上，争取

早日就业，否则，高校的良性循环必将遭到破坏。高校在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的过程中，

必然面临分配难题和就业压力。正因为如此，高校一般不会盲目扩大社招学生规模（目前招

生规模仍实行计划确定），但成教规模扩大时，因绝大部分学生是在职的，故没有分配上的

后顾之忧。  

    3、高校办成教，能发挥“窗口指导”作用。高校办成教，不仅能挖掘高校师资、设备

的潜力，而且能通过成教这个“窗口”，搜集信息，了解市场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加强横

向联合，给高校的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为高校适应市场找到理想的途径。高校办成教，可

以突破传统教学的单一模式，形式灵活多样，既可以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授课，又可以请老

师“服务上门”；既可以按专业设置安排教学内容，又可根据学员的实际需要调整教学内容。  

    三、 改善成教服务，必须外树形象，内抓质量  

    1、近几年，各高校成教发展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无庸讳言，发展中也存在这

样一些问题。  

   （1）高校存在重招生、轻管理的倾向。高校按教委确定的计划招生，一旦招满，便如释

重负，对所招学员如何有效开展教学管理，则存在“到哪山上唱哪歌”的思想。有的学校甚



至出现仓促发放教材，临时安排课堂，由没有教学经验的硕士研究生代课等不规范的现象。  

   （2）课程安排计划性不强，信息反馈不及时。尽管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事先有一个完整的

教学计划，但执行起来经常调整、变更。各期课负也不均衡，存在前松后紧情况。每一门学

科考试完毕，尽管要求任课老师在一周内评阅试卷并交出成绩，但成绩往往不能及时传到学

员手中，有的甚至考后几个月还不知道成绩，当成绩知晓的同时补考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学

员哪里来得及复习应考，即使考试实际通过了的学员也难免为成绩高低牵肠挂肚。 

 （3）教师东奔西跑，事事劳神费心。有的高校由于成教管理人员不多或效率低下或缺乏服

务意识，致使教师外出授课费尽周折。通常是教师接到成教任务后，得自己打听上课地点，

亲自购买车船票，连续紧张工作几天后，回校还得填单、审批、签字，几经周折才能领到微

薄的报酬。学校面向市场，教师的心境难免苍凉。教师在教学之外要面对如此烦琐之事，即

使不牢骚满腹，又有何积极性可言？  

    2、这些问题，内则影响教师积极性的发挥，外则危及学校的声誉，不可小视。必须做好

调查研究，摸清家底，研究对策。  

   （1）高校应明确为全体学员服务的办学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是真正的上帝。

在各高校数量逐步增加，规模日渐扩大的今天，高校之间的竞争初见端倪，如有的授课点同

时有不同高校在面对面授课，同一单位的人员选择不同的高校接受在职研究生教育等。“企

业的今天就是高校的明天。”高校应走出神秘的殿堂，放下唯我独尊的架子，高瞻远瞩，未

雨绸缪。高校应树立明确的办学思想，一切教学管理工作围绕学员的需要而展开，每一位教

职员工都应以主人翁的态度热爱本职工作，为本校的形象建设增光添彩。在成人教育方面，

应根据学员的专业设置精心设计课程体系，选派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教师为学员授课，设立

为学员服务的职能科室具体进行信息反馈，排忧解难，重视搜集学员的建议和意见，不断改

进工作。  

   （2）行政管理人员应将为教师服务的口号落到实处。各高校普遍存在一个问题是行政管

理人员远多于教师，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服务意识淡薄。尽管近几年各高校在大会小会上

提出了行政管理人员为教师服务的口号，但行动上没有多大起色，成教部门有的管理人员的

态度和服务质量就更为逊色。这种局面非改不可，迟改不行。成教部门有关管理人员应竭诚

为教师服务，应提前送达教学任务书到教师本人或教师所在部门，主动提供所教学员的花名

册及有关信息，负责安排外出教师授课的车船票及联络方式，耐心倾听教师反馈的教学及生

活信息，为教师报销差旅费及领取课酬提供方便等。  

   （3）教师严于律己，务求教学效果最佳。教师处于教学活动的第一线，是影响教学质量

高低的关键。各位热爱本职工作的教师应严格抓好备课、讲授、作业、答疑、制卷、评卷等

各环节的工作，认真负责，务求教学效果最佳。成教不同于社招的显著特点是学员经历不同，

层次不一，授课时间集中。因此，教师不能一味按校内社招班学员按步就班的教法，应注意

以下几点：  

    一是吃透教材，重点突出。教师在授课之前应对教材非常熟悉，作好讲授计划，精心备好

每一堂课，授课时应交待全书的重点、每章（节）的重点，对重点内容深入展开讲解，并尽

可能进行案例分析，切忌照本宣科，千篇一律。  

    二是表达清楚，版书规范。这尽管是对教师基本功的要求，成教学员同样看重。教师应该

用普通话讲课，速度适中，最好能抑扬顿挫，首先要保证学员听得懂，记得下，再努力增加

吸引力。同时，板书内容要准确，板书要讲究。  

    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双向交流。成教学员来自实际部门，希望提高理论水平，教师授

课的重点是在理论方面，但若只言理论而不及其它，这种“满堂灌”的课难免枯燥无味，死气

沉沉，应恰到好处地联系实际，加深理解，引起共鸣，或指出热点问题。  

    四是教师上课要一丝不苟，善始善终。教师授课是一种高度紧张复杂的劳动，连续作战更



是辛苦许多。教师一登上讲台，面对数十双炯炯有神的目光，便应进入一种超然的境界，将

个人的疲劳辛酸置之度外，一鼓作气，一丝不苟，善始善终。  

   （4）建立成教信息管理系统，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当今年代是信息时代，信息在管理中

的价值越来越大。很多行业已建立有关信息管理系统，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

教部门应尽快建立成教信息管理系统，可具体包括成教学员子系统、教师子系统、管理人员

子系统、其他高校有关信息子系统等，工作人员及时系统地登录有关信息，为教学管理服务。

同时，进一步完善各项教学管理制度，如教师资格制度、授课制度、出卷制度、评卷制度、

考试制度等，使管理日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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