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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办好继续教育  服务终身学习 
 

西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评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燕云捷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办好继续教育，加

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今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构建更加开放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完善招生入学、

弹性学习及继续教育制度，畅通转换渠道。强化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服务

功能，开展多类型多形式的职工继续教育。 

    新时代，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正在孕育兴起，重大科技创新正在引领社会生产新变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正在

不断重塑教育形态，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加快向创新型国

家迈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必须加快教育现代化，推动我国教育不断朝着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从长远来看，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更为多样，对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具个性的教育需

求也更为迫切。其一，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使人才需求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企业等创

新主体，对人才职业能力的需求不断增强，呈现了从具备普遍性、基础性知识到专业性、前沿性

知识的需求转向。这对高校办好继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开拓空间。其二，

科学技术进步使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使终身学习成为人才成长的“必需品”。大学生等群体要满

足职业发展的长远需要，就要在学校获取系统知识的基础上，及时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

新信息和新技能，不断更新和补充知识，积极扩大视野，改善知识结构，提高创新能力。 

    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这是服务

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大国的迫切需要。《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

本理念，即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更

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一，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指出，要加快构建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加强终身学习法律法

规建设，搭建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衔接多种学习成果的全民终身学习立交桥，加快发展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深入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和学习型城市建设。 

    教育的优质化、普及化、公平化、终身化和创新服务能力，反映了教育现代化的主要内涵。

高校应充分认识办好继续教育的意义，促进继续教育向“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转型，向内涵

式发展转型，向市场主导转型。作为办学主体，我们应主动了解社会需要，了解受众需求，由此

确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向，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进而实现从“在规模上出效益”

向“在质量提升上出效益”的转变。具体来说，就是既要遵循一定的指导原则，符合继续教育的

发展规律，也要打破传统思维和路径，符合办学主体的自身特色，实现发展定位的精准化。只有

定位精准，才能根据市场细分状况，准确提供相应的、高质量的教育产品和服务，才能更好满足

社会发展的需要。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教育现代化是赶超世界先进教育水平

的过程，同时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化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高校继续教育的发

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要有长期的调研和规划，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们要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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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调研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做好对自身定位的准确评估。应充分了解市场供给的细分状况，

精准调研办学主体的数量、层次和能力等，进而找准自身发展特色和优势，做到精准供给。例如：

以工科为主的高校，其继续教育可以创新科技培训为特色，满足学习者不断提升科技职业能力的

需求。同时，应进一步夯实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基础，包括加强办学主体的硬件建设、改善教学

和培训产品供给条件，加强教学、业务、管理等团队建设。我们既要立足当前，聚焦高校继续教

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着力补齐短板、夯实基础，又要着眼长远，使高校继续教育的功

能和水平，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教育是全党全社会

的共同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一张蓝图绘到底，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强化高校继续教育功能，同样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发展环境，使之成为终身学习体

系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办学主体应充分发挥办学优势，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职业人才成长规律，不断满足学习者学习发展需求，有效提升学习者职业能

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继续教育发展的法治保障，进一步做好办学主体的资质认证或评估工

作，进一步优化继续教育的市场供给质量，协同营造发展的良好生态和社会氛围，努力培养更多

具有较高综合素养、适应职业发展需要、具有创新意识的有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