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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一书集中了推动中国远程教育快速健康发展的两方面智慧：一方面，是政府的“行政智慧”
。
关于远程教育的政策思路出现过数次调整，积极推动、实事求是、加强管理是其特点。
没有各级各地教育以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对终身学习理念的深刻理解、对信息化社会学习发展趋
势的超前部署、对远程教育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的不断总结调整，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远程教育发展
的大好局面。
另一方面，是不同领域专家们的“思想智慧”。
我国广大远程教育战线的实践者们为“中国智慧”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专家们的思想正是对众
多实践者们丰富经验的总结和提升。
同时，远程教育不仅是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更是伴随信息技术诞生和发展的新教育领域；发展远
程教育不仅需要教育技术的更新，更需要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技术标准、评估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
，也需要社会各界在文化、观念等方面的理解和包容。
没有各方面专家的潜心研究和深入解读，也不可能有现在远程教育多方面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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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扩大社区教育实验区的规模。
　　要求各地继续推进，特别是目前还没有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的，至少要选择一个作为全国的社区
教育实验区，先开展起来。
　　此外，我们准备在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继续发展一批全国的社区教育实验区。
如果发展到100个，大概也就占城区数目的8％，这个比例也并不高。
　　2．提升层次。
　　希望能够创建一批全国的社区教育示范区，让它们起到表率和引领的作用，促使社区教育总体提
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3．出台进一步推进新时期社区教育的相关文件。
　　“十一五”期间社区教育怎么做？
2020年之前，我们社区教育怎么做？
现在正在研究起草这样的文件，争取以教育部的名义印发，提出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推动各级教育
部门更加重视、加强社区教育。
　　4．召开全国社区教育工作的经验交流会议。
总结、推广一些地方经验，加强研究。
　　5．建立健全统计评估制度，定期公布各实验区社区教育发展的情况，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全国
社区教育的协调发展。
　　要对社区教育的工作进行评估和指导，制定类似于“两基”达标，或者像高校的检查评估的评估
办法，通过这个来推动社区教育的发展。
　　6．社区教育要因地制宜、按需施教，努力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教育培训需求。
要以在职人员的岗位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兼顾社区青少年和老
年人的教育培训、文化休闲的需求，进一步开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多种内容的教育培训活动，提
高社区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
进一步扩大培训的规模，提高培训率。
　　7．创建有社区教育特色的教育培训网络与培训资源。
　　一是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包括必要的补贴。
二是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设施。
把电大、教育电视台，包括我们很多网站的资源，都延伸到街道和社区的居民学习点。
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有比较大的发展，把社区教育的培训课程、培训项目、培训教材、远程教育设施
的建设，综合起来统筹考虑。
　　8．要提高社区教育的教学层次和质量。
　　在区县、街镇这一级的社区教育中心，要在提供普及性培训的基础上，重点抓好一批提高性的教
育培训课程和培训项目，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的比重，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区级社区教育中心、成人学
校师资和教学设施在技能培训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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