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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价值阐释、关键要素和实践路径 

杨 宁 

广西开放大学  广西南宁 

【摘要】本文基于系统论视角，以“驱动－主导－支持－评价”四大子系统为支撑，构建了开放大学实践教

学体系框架，并明确了实践教学的观念、目标、课程、理念、过程、管理、保障和评价七个核心要素。“以产业

需求为导向，问题驱动，职业胜任力为目标，共建共享资源体系”是开放大学实践教学革新道路的实践路径建议，

为我国开放大学提升实践教学质量，造就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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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in open university: Value Interpretation, key elements and 

practice path 

Ning Yang 

Guangxi Open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Abstrac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framework 
of Open University,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four subsystems of “Drive-leading-support-evalu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practical teach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philosophy, process, management, security and evaluation of the seven core 
elements. “Industry demand-oriented, problem-driven,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s the goal,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system” is the practical path of Open University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our open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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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明确提出：“加强实

践性教学，实践性教学学时原则上占总学时数 50%以

上”，强调对学生职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开放大

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灵活、开放、普及的模式，对全

民终身学习和教育公平促进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将

系统探讨开放大学实践教学体系的价值、关键要素及

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开放大学的实践教学改革提供

理论支持和现实指导。 
2 开放大学实践教学体系的价值阐释 
实践教学体系作为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含

的构成部分有培养方案、实验训练、专业实习、综合实

践、学科竞赛等[1]，开放大学实践教学体系是提高学生

专业能力及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带动教育改革

以及社会进步的关键动力，主要体现在： 
2.1 推动知识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提升学生的综合

能力 
有别于传统大学，开放大学学员更关注跟职业发

展直接相关的需求，实践教学成为塑造学生综合能力

的关键阶段，尤其体现在工作场景中的知识应用能力，

开放大学采用的实践教学体系，经由项目驱动、问题导

向等多样教学途径，跟行业企业达成深度合作，一起设

计仿真实际工作环境的项目任务，协助学生在真实情

境中应对和解决问题，经由参与这些任务，学生不仅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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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新引进的技术工具，还进行了团队协作、项目管理

等职场软技能的训练，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

高，增强其未来工作中适应能力与竞争水平。 
2.2 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校企协同育人 
开放大学的一个显著优势表现为可依据不同学生

群体的需求，弹性调整课程架构，与其他类型高校固定

课程体系所区别，开放大学更多把学生个性化学习需

求和职业发展需求纳入考量，形成课程内容和形式的

多样化局面，同时可为学生打造更实用的知识体系。 
然而，仅凭学校内部调整无法契合学生实际需求，

开放大学尚需强化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协作，产业的快

速革新需要教育体系同步跟上，学校跟企业的深度配

合，可促使学生更好地把握行业需求，增强未来面对职

场的适应性。 
也就是说，高校与产业推进协作能带动知识与技

能共享，从而打造出一套良性的知识生态系统，该协作

不仅会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还会强化其在市场方面

的适应本领，保证其毕业后可尽快融入职场。 
2.3 促进教育公平，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实践教学体系的优

化不只是关乎个体职业发展，也关乎社会整体人力资

本水平的提升，开放大学以远程教育及混合学习模式

作为主要形式，其广纳性的办学特质赋予了不同背景

学习者公平学习的机会，开放大学实践教学体系应充

分借助数字技术之力，设立灵活多样的学习途径，诸如

基于微证书形成的实践课程体系，让学习者可按需选

学并获得职业能力认证[2]。 
2.4 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社会对具备跨学科、团队

协作及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强调

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意识。

开放大学应当采用虚拟仿真、跨学科合作、在线协作项

目等多样实践教学手段，尤其是能力成熟度模型

（CMM）造就学生层级式的实践能力，实现学生从基

础技能训练到高阶问题解决能力的渐进提升。 
3 开放大学实践教学体系的关键要素 
在开放大学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中，系统论赋予了

一种整体性视角，推动各教学要素构成一个有机联系、

彼此依存的整体，从该视角维度看，研究将实践教学体

系拆分为驱动系统、主导系统、支持系统及评价系统四

大子系统，还在这一基础上析出七个核心教学要素，由

此形成一套既符合开放大学办学定位的实践教学框架
[3]。 

作为体系的内部驱动核心，驱动系统主要于实践

教学观念与实践教学目标两个层面呈现自身，于倡导

终身学习理念与产学研协同的时代背景当中，应当变

革传统以教师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把“以学为主、以

实践促成长”作为核心指引方向，这一观念从终身学习

理论和能力成熟度模型中衍生，为教学目标的厘定提

供科学依据；通过把区域产业需求跟学校办学定位相

结合，可充分调动学生的创新意识与问题解决能力，保

障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同步匹配。 
主导系统承担教学过程具体任务的实施工作，其

核心部分由实践教学课程与教学过程组成，区别于传

统高校长期实行的固定课堂模式，开放大学的课程设

计必须彰显灵活多样的格调，课程除覆盖传统实验和

实习外，还得引入项目式、虚拟仿真及跨学科合作等新

型教学样式，借此实现知识与实践的深度契合，教学过

程设计凸显出连续性与反馈性要求，采用过程性评价

方法保障每个教学环节都能得到有效监控与动态修正，

以顺应迅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和产业要求。 
在整个体系运行的操作阶段，支持系统对体系运

作起到关键保障功能，它囊括实践教学管理跟教学保

障的两个层面，既要求学校营造科学严谨的管理体系，

同样强调以校企共建、资源共享以及“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为途径来提供充足的软硬件支撑[4]，这种支持不

只是在设施与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事宜上，更呈现于对

教学流程的精细化管控和对资源配置的恰当调控上，

进而为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筑牢了坚实后盾。 
评价系统充当整个体系的反馈机制，有着连接理

论与实践、推动不断改进的重要意义，实践教学评价应

考量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及应用水平，又要留意创新

思维、团队协作等高阶能力的成长态势，凭借构建以过

程性评价为主、结果性评价为辅的评测体系，还借助大

数据跟智能监控途径，评价系统可为教学改革呈送及

时、客观的反馈，由此助力教学目标与课程内容不断革

新。 
4 开放大学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路径 
4.1 以人才培养标准为参照，提升实践教学体系的

适应度 
开放大学实践教学体系需以地区产业需求为起始

点，贴合学校的定位与特色，设计贴合实际的实践教学

方案，此过程要求学校深入了解所在地区产业发展、技

术革新以及岗位需求实际，找准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

还要保证实践教学内容的时效性与适应度恰当。学校

可凭借分析行业技术发展态势和职位要求，筹备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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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内容，保障教学内容的时效性与前瞻性，在这一

实践开展中，学校可以尝试采用依托能力成熟度

（CMM）的分级评价机制[5]，架设从基础技能到创新

能力的渐次进阶路径，该模型助力学生在实际工作中

逐步提升自身能力，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也逐渐形成其处理职场复杂问题及创新思索的素养。

开放大学应结合国家职业资格框架（NQF）标准，定制

科学、严谨且具有实操性的教学标准体系，这不仅可助

力学校找准培养目标，还能让学生职业技能与国家标

准相匹配，为其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开放大学须与行业专家、企

业技术骨干一起合作，一起制定专业课程要求，保证每

门实践课程皆紧密对应岗位能力要求；学校还须构建

一个跨校、跨区域的标准对接体系，依靠信息技术方式

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与评估标准，实现教学内容与行业

需求同步更新。 
4.2 以问题为引领，激活实践教学体系的动力源 
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的关键要素是如何把真实问题

引入课堂里去，进而唤起学生的探究激情与创新本领，

开放大学要把企业和社会实际需求作为立足基础，依

靠“问题驱动”理念，把典型案例、真实项目和前沿技

术问题当作课程设计核心部分，学校可借助项目式教

学、案例讨论、情境模拟以及基于工作场景的实训等模

式，驱使学生在团队配合中体验并化解实际难题，强化

跨学科综合应用技能[6]。 
采用在线教育平台与虚拟仿真技术途径，开放大

学可冲破时空界限，为学生搭建一个虚拟仿真的工作

空间，凭借开展企业运营与真实项目设计模拟活动，学

生可以在虚拟实验室里进行职场模拟的 PDCA（Plan 计

划、Do 执行、Check 检查和 Act 处理）训练，实现理

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同时，学校还应全面推进“校企

联合导师制”，邀请企业专家介入教学各阶段，给学生

实施个性化辅导，塑造“师生、校企、院系”多方协作

的教学新生态系统[7]。 
4.3 以岗位能力结构为基准，建构实践教学体系的

主支脉 
为保证课程紧密对接岗位发展需求，学校可借助

对岗位情况的分析，搭建岗位能力模型，以岗位所急需

的知识、技能和素质为标准优化课程规划及教学内容。

譬如，在培养工程技术类专业学生的阶段，可引入更多

跟工业 4.0 相关的内容，包括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让学生除学会传统专业知识外，还掌握运用

现代技术的能力，从而促进理论知识的集聚，还能让其

在毕业后迅速融入工作岗位，增强职场适应性。 
学校可依靠大数据及智能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对

教学整个进程进行动态监测与分析，设立形成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闭环反馈系统，将实验操作、项

目完成状态、团队协作表现与应用技能训练等都包含

在该系统中，并引入企业及行业第三方的评价反馈，创

建“内评、外评、终评”三位一体的评鉴体系，评价结

果需与教师教学改进、学生个性化辅导及资源配置建

立联动，形成学生画像相关数据，科学评估学生的认知

模式、能力方向和个性特质，以便为体现针对性和个性

化的指导提供支持[8]。 
4.4 以共建共享为准则，拓宽实践教学体系的实践

域 
搭建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是促进开放大学实践教学

改革的重要保障，开放大学需对接企业、科研院所、行

业协会及其他高校以增进合作，合作搭建实验室、虚拟

实训基地及行业创新中心，此合作模式不仅推动学校

整合资源，还可增进学校教学质量及办学水平。开放大

学还应加速优质课程、虚拟实验室和多媒体教学资源

的标准化、模块化建设步伐，并凭借国家级或区域性在

线共享平台对广大学习者扩大开放层面。 
资源共享不只是反映在硬件设施与教学资源的整

合里面，还需形成一个多方参与、协同融合的长效模式，

政府、企业、高校与社会各界需一起开展资源共享、课

程共建和师资互聘等方面合作，催生以开放、协同、共

赢为核心的新型教育生态，此生态不仅可带动教育公

平发展，亦能为学生赋予更多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 
5 结语 
本文从价值内涵、关键要素和现实路径三个层面

去考量开放大学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问题。研究表明，

实践教学不仅是让理论知识过渡到实际应用的桥梁，

更是强化学生创新能力、职业胜任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的关键阶段，借助开展校企合作、改革教学过程、深化

信息技术赋能等途径，开放大学可渐渐搭建起符合新

时代需求的高质量实践教学体系，用更加开放、灵活、

多样的形式满足学习者的要求，增进全社会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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