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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非正规教育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从成年人扫盲、失学儿童基础教育到生活技能、工作技能、性
别平等和社区发展均属非正规教育。 非正规教育项目由各种机构负责提供,采用面授、远程开放学习和基于信

息通信技术的方法。 这些项目如果想得到拨款、支持和好名声,那么它们必须证明能给个人、社区和经济带来好

处。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精心设计和实施质量保证。
本文介绍一种基于成效的质量保证体系,向非正规教育决策者、筹划者、项目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和其它相

关各方阐述这种体系的必要性和实施步骤。 一般说来,教育领域的质量保证体系关注的是投入,包括投入多少

资金、员工和其它资源、提供多少支持服务、开展什么形式的教与学活动等。 人们总以为投入越高产出的质量就

越高,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不同的质量保证框架。 这个框架既严谨又方便使用,用于

评估非正规教育项目的产出、结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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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摇 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06:1)的
定义,非正规教育指“任何不完全符合正规教育定

义的有组织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教育活动。 (非正规

教育)可在教育机构内外进行,以满足各年龄阶段

的人的需要……并非一定要遵循‘阶梯式爷体系,时
间可长可短,可能授予证书也可能不授予证书。冶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非正规教育需求很

大,这是因为非正规教育能:1)向没有机会接受正

规教育的人士提供基础教育和读写算教育以及向青

少年和成人提供扫盲后(post-literacy)教育;2)在个

人、集体和社区中开展营养、计划生育、保健和儿童

保育方面的教育;3)提供农业、渔业、林业管理、建
筑、本地手工艺、计算机和本地企业发展等领域的新

知识和新技能,帮助社区发展经济;4)提供在职培

训和专业培训;5)在一些地方出现自然灾害、战争

或政治动荡后帮助社会重建。
通过提高终身学习机会和质量以及发展个人和

社区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能力,非正规教育能给全

球众多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群体或被歧视群体带来

巨大益处。 这一任务极为艰巨,仅靠常规面授、课堂

教学将无法完成。 在这方面,远程开放学习和信息

通信技术作用重大。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国家以及

很多人把非正规教育和远程开放学习视为二流教

育,而因为缺乏证据支撑,为这些项目提供资助的国

际组织、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和私营组织不相信这

些项目的质量。 正如道斯(Dodds, 1996)、鲁滨逊

(Robinson, 1999)、辛克莱( Sinclair, 2002)和莱切

姆(Latchem, 2012)等研究所证实的,这一领域极其

缺乏严谨的评估和质量保证。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
巴彻勒(Batchelor et al. , 2003)、巴格利(Baggaley,
2004)、小林(Kobayashi et al. , 2005)、肯尼(Kenny,
2006)、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2009)和总督

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2010)等研

究表明,评估非正规教育项目时,有时会发现它们没

有取得预期成效。 因此,必须制定质量保证体系,确
保非正规教育项目能取得预期成效。

二、基于成效的质量保证体系

摇 摇 大多数质量保证体系往往关注投入,包括投入

多少资金、员工和其它资源、提供多少支持服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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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哪种形式的教与学活动等。 人们总以为投入越多

产出的质量越高,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今天,在
决策和拨款层面人们关心的是项目成效的质量,因
此,我们必须向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学习者)保证

他们花的钱有所值。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为发展项目

提供资助时会从以下方面考虑项目成效:
1)产出( outputs):项目对个人和集体的即时

效果;
2)结果(outcomes):产出的短期和中期效果;中

期能观察到的行为、机构和社会变化;
3)影响(impacts):项目学习者的生活和环境出

现长期、有意义、结构性、持续性和积极的改进。
美国商人詹姆斯·凌·詹姆斯 ( James Ling

James)常对员工说:“不要告诉我你有多努力;告诉

我你完成了多少事。冶 美国管理顾问和教育家彼

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曾说:“服务或产品的

质量不等于投入;质量是服务或产品带给顾客的好

处。冶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主张采用基于产出、
结果和影响的质量保证体系(an outputs-,outcomes-
and impacts-based QA system),而不是基于投入的

体系(an inputs-based system)。
在展开讨论前,本文必须强调,质量保证应该

被当成持续改进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活动。 质量

保证应该在宏观层面(评估机构和系统的质量)和

项目层面实施,而且基于成效的质量保证决不能等

到项目结束后才进行,而应在机构和项目开始筹划

阶段就制定好质量保证框架,以确保:
1)根据利益相关者的预期产出、结果和影响开

发教育项目;2)能对筹划和开发过程和程序进行形

成性评估;3)能通过终结性手段评价项目成效;4)
并据此判断项目投入是否恰当、充足或有效,继而拟

定进一步改进的措施。
这个质量保证框架是根据战略计划所提出的想

法或行动制定的,采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创始人威

廉·爱德华兹·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倡

导的“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冶循环。
有些质量保证体系因太复杂、太繁琐且成本太

高而失败了。 质量保证绝不应该造成过重负担或成

本太高,因此考虑质量保证过程的全面质量成本

(total quality costs)非常重要,包括:

1)预防成本:开始阶段为了避免出现缺陷而开

展以下工作所产生的成本:征求利益相关者对需求

的意见,制订质量保证政策和程序,提供质量保证培

训以及建立质量保证体系。
2)评估成本:对质量保证体系、产品和服务进

行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估所产生的成本,确保这些都

符合所要求的标准,避免产生失败成本。
3)失败成本:失败成本有内部和外部之分。 教

育项目公开推出之前,如果在开发过程发现必须重

做、替换或放弃(这是最严重的),所产生的费用就

是内部失败成本;这些失败被发现的时间越迟,纠正

的成本越高。 如果项目在投入实际使用中出现意料

和预算外问题,包括处理学生的问题和投诉,提供额

外支持服务,取消项目并开发替代项目,以及回应负

面宣传或重振士气,这时便产生外部失败成本。 外

部失败成本通常远高于内部失败成本。
4)机会成本:如果没有出现失败成本,我们能

把所节省的开支用在其它事情上并从中获益。
阮和皮罗齐(Nguyen & Pirozzi, 2006)建议必须

仔细考虑哪一层次的质量保证投资回报率最高。 卡

纳(Kaner, 1996)建议与直接负责行政、教育、技术

和项目其它方面工作的人士交流意见,以避免在采

取某些质量保证措施或为这些措施提供资金时可能

出现的阻力。 这些人对系统、项目和服务方面的失

败导致时间增加、成本提高和诸多不便等的不满可

以被当作说明任何失败都必定会产生成本的证据,
并以此证明质量保证的成本效益。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质量保证过程的各个环节。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们假设有一个服务边远地区

农业发展的远程开放学习非正规教育项目,以说明

如何制定和实施质量保证框架(例子见下)。
(一)分析需求

首先,征求利益相关各方的意见,了解或确认项

目所有受益者的需求。 掌握以下情况尤其重要:
1)学习者目前的技能、知识、态度、能力和条

件;2)达成项目学习目标必备的技能、知识、态度和

能力。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这些情况:1)直
接观察;2)请教关键岗位和(或)具备本领域专门知

识的人士;3)开展核心小组讨论和访谈;4)开展研

究和(或)实施问卷调查;5)参考相关文献。
注意确保项目的设计不是基于错误假设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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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研究结果,因此必须反复核对:1)数据来源;2)数
据现时性和可靠性;3)数据时效;4)数据不一致之

处及原因;5)其它可能有用的数据来源。
案例:对本地区农民和小农户的调查显示他们

在农作物耕种、畜牧业和农产品增值方面经验不足。
结果,这些农业社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很低。 鉴于

此,必须通过远程教育形式向他们提供非正规教育

项目,传授知识和技能,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和

增收、农产品的增值和营销以及土地保护。
(二)制定愿景和(或)使命宣言

愿景宣言是机构或项目预期在中长期要达成或

实现的结果,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旨在作为目前或

未来行动方针的指南。 使命宣言明确了机构或项目

的性质、必要性、主要服务对象、过程和服务以及运

作背景。 有些机构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术语。
在表述方面,愿景和(或)使命宣言必须能使所

有利益相关者都清楚本机构或项目的意图、形式和

方向。 有时,这些宣言充塞了言过其实的辞藻,因而

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或根本没有意义,比如“成为世

界领先、具有最佳实践、富有创新精神的非正规教育

机构,适时以恰当的方法提供一流项目。冶诸如此类

的宣言应坚决杜绝;预期结果必须现实、可付诸行

动、可观察和可衡量。
案例:开发一个远程教育系统,以促进小农户和

边缘化农村社区的能力建设,使农业生产增值,能以

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确保粮食和生

计安全。
(三)制订目标

目标也必须现实、可付诸行动、可观察和可衡

量,根据此前所确定的学习者需求,体现项目的目

的、规模、性质和活动。
案例:1)开发一套利用各种恰当技术和方法的

远程教育系统;2)鼓励农民自己组织农业协会,采
用全社区参与模式发展农业;3)培训和支持农民在

自家田地开展实验,学习使用新方法和新技术;4)
培训农民,使他们成为变革推动者,并向其它农业社

区传播新知识;5)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促成农

民、农业推广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教育机构、信息通

信技术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6)实现农业生

产出现具有教育意义和经济意义的可持续变化;7)
实现农作物种植、乳品生产和肉产量的增效和增收,

进一步提高市场机会意识和小企业发展意识。
(四)阐明价值观

清晰阐述支撑项目的价值观。
案例:1)把农业发展看成是促进社区掌握自我

管理农业知识系统能力的过程;2)发展认知社会资

本(cognitive social capital),使之成为终身学习的先

决条件;3)尊重并通过恰当手段传播和推广本地文

化价值观。
(五)决定将采用什么策略

这个阶段将根据某些假设提出拟采用策略,随
后的质量保证将检验这些假设,并判断这些策略是

否合适,在多大程度上合适以及是否达成预期结果

和在多大程度上达成预期结果。
案例:1)培养这些农业社区的自我导向学习能

力,帮助农民成为知识建构和知识管理的合作伙伴;
2)建立农民、农业专家、教育工作者和信息通信技

术和金融服务机构以及其它公立和私立机构之间相

互促进关系;3)推动和支持创办本地企业,进一步

促进农村社区的自主发展;4)把能力建设作为农业

社区(包括在妇女人口中)扩大银行信贷市场的手

段;5)提供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培训并评估其有效

性,使用农村信息亭、移动电话和社区电台促进传统

观念根深蒂固社区的能力建设。
(六)向利益相关各方和合作伙伴确认计划实

施的质量保证体系

至此,核查计划实施的质量保证体系是否满足

本机构或项目利益相关各方和合作伙伴的需求和期

望以及是否跟他们的能力相一致,这点很重要。
案例:跟以下各方沟通:1) 当地农业社区 / 组

织;2)非正规教育学院和农业推广 / 研究机构;3)银
行;4)电信供应商;5)农村社区终身学习、远程教育

和 e-学习专家;6)课程开发者、教学设计者和当地

学习辅导员。
(七)明确结果

接下来必须制定本项目的预期结果,包括:1)
对学习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要求以及此前

已清楚阐明的愿景和价值观进行反思;2)提供评价

工具,评估本项目对学习者以及对他们今后的行为

和活动所带来的好处、影响和变化;3)区分短期的

产出(学到什么知识和技能)、结果(行为变化)和长

期影响(价值观、环境和地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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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取得这些结果至关重要的政策、程序、资源

和系统,说明这些必须如何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

用。 这点至关重要,因为某方面的失败可能影响其

它方面发挥作用,最终影响项目结果。 比如,教与学

的方法不当,材料不合适,经费不足,没有足够时间

培训负责培训工作的人员,营销不力,不能保证参加

学习的人具备必要的动力、专注和经验———凡此种

种都可能导致学习者不能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
这些产出、结果和影响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衡

量:1)目标,比如预计多少学习者和多大比例学习

者能达成哪些具体结果;2)业绩指标;3)关键成功

因素。
业绩指标是财务衡量和非财务衡量指标,目的

在于帮助项目筹划者、管理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评估相对于既定愿景 /使命而言项目的进展情况以

及其产出、结果和影响的质量。 业绩指标也能使团

队朝着共同的、可以衡量的目标而努力。 业绩指标

包括:1)量的指标(基于事实的数字,比如报读人

数、巩固率);2)质的指标(主观数据,如学习者满意

度);3)方向指标(判断项目是否朝好的趋势发展,
如应用了新知识和新技能的社区的发展趋势);4)
行动指标(旨在提供改革设计、影响监控和机构推

动变革的能力等方面的指导);5)经济指标(成本效

率、成本效益、机会成本等)。
至于关键成功因素,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衡量:
1)增加外部拨款、收入或利润;2)吸引新合作

伙伴、新市场或新学生;3)提高员工知识和能力;4)
任用和留住最优秀员工;5)面对变革和挑战而不败

或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为简明起见,本文仅保留“业绩指标冶这一术

语。 业绩指标可通过文字描述和(或)数字衡量。
表一是一份分析型评分表,用于对项目产出、结果和

影响进行形成性或终结性评估。 该表采用李克特量

表计分,辅以文字说明。 根据收集的证据,把每项业

绩指标评为“优秀冶 “良好冶 “正在取得进步冶 “不令

人满意冶或“未达到要求冶等,并在相应空格填写等

级评定的理由,在最后一栏填相应分值。 评分表填

写后各项业绩指标的完成情况便一目了然。 填写等

级评定理由时,注意避免使用没意义的口号,如“最
佳实践冶或“最前沿冶;谁也说不清“最佳实践冶或

“最前沿冶究竟指什么。 要严格根据事实指出项目

的哪(些)方面取得成功、哪(些)方面有待提高;评
分和评价必须有据可依,否则质量保证工作的质量

必将受质疑。

表一摇 判断业绩指标完成程度的分析型评分表

关键
业绩
指标

优秀
(4 分)

良好
(3 分)

正在取
得进步
(2 分)

不令人
满意
(1 分)

未达到
要求
(0 分)

得分

1

说明为
什么这
个结果
达到优
秀等级

说明这
个结果
哪方面
达到良
好等级

说明哪
方面正
在朝着
预期结
果发展

说明为
什么这
个结果
不令人
满意

说明这个
结果如何
未达到要
求和为什
么这样

0 1 2 3 4

2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0 1 2 3 4

3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0 1 2 3 4

在评估非正规教育项目质量时,建议从两方面

制定业绩指标:1)项目产出、结果和影响;2)学习

者、学习的提供和项目的目标服务社区。 表二、表三

和表四分别是用于评估产出、结果和影响的业绩指

标案例。
必须强调,并不是每次都得使用所有这些业绩

指标,我们建议采用拼凑式方法。 不同非正规教育

项目在目的、性质和环境方面差别很大,它们的预期

产出、结果和影响也不同,因此只需使用最能提供与

具体项目相关的预期产出、结果和影响等证据的业

绩指标。 当然,我们还可以按需定制业绩指标或增

补额外指标。
另外,不要设置太多的业绩指标,最好选择可付

诸行动的指标,即重点关注涉及项目非改进不可的

诸方面指标,这样能节省时间,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或

提高项目的影响和成本效益。 还有一点必须考虑,
即选择对未来行动有指导作用的业绩指标,不要选

择已成为历史、今后不太可能派上用场的指标。 一

些业绩指标有自然生命周期,初次使用时,它们能产

生正能量,聚焦有待完成或改进之处,但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某些产出、结果和影响已经得以实现并继

续维持现状,这时应该更新、修改或弃用这些业绩指

标,开始新一轮的质量保证评估循环,当然使用的是

新的或修订过的指标。
为了实现持续改进,我们还必须知道哪些个人

或团队对各项结果的达成负有责任,以及哪些人有

足够权限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纠正错误以确保项目的

成效符合期望。
(八)评估投入的质量

如前所述,一些质量保证体系以项目投入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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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摇 评估产出

针对 可供使用的业绩指标

学
习
者

(1)本项目吸引到预期数量和类型的学生数;
(2)学习者参加学习的热情、巩固率、动力和参与程度很高;
(3)本项目利用了学习者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
(4)本项目传授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学习者学习过程的
行为中得到体现。

学
习
的
提
供

(1)本项目筹划者和提供者与目标群体共同评估他们的知
识需求、能力、文化和环境;
(2)需求分析可靠、准确;
(3)与教育 / 培训机构和对本项目感兴趣的其它代理机构
或团体建立牢固联系 / 合作伙伴关系;
(4)这些联系 / 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使社区参与其中,吸引
人们参加学习或培训,提供学习活动、学习材料和支持
服务;
(5)谨慎录用管理人员、教师 / 培训师、辅导员 / 导师、技术
人员和其他支持服务人员;
(6)管理人员、教师 / 培训师、辅导员 / 导师、技术人员和其
他支持服务人员接受涉及本项目的系统、方法和技术等的
恰当培训;
(7)对本项目的宗旨和可能的好处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市场
营销和推广;
(8)对本项目进行完善的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估;
(9)本项目的教育 / 培训目标已达成;
(10)本项目按照计划进行;
(11)教师 / 培训师和辅导员 / 导师表现良好;
(12)课程、课程材料、授课、实训活动等设计周密并得到很
好实施;
(13)所选择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教学手段恰当;
(14)使用合适的开放教育资源或对这些资源进行恰当的本
土化或定制;
(15)课件发送和学习支持服务得到有效管理;
(16)管理和行政方面的支持服务完善;
(17)资金管理妥善和透明;
(18)技术支持得到有效管理和运作;
(19)本项目有稳健的商业计划。

社
区

(1)本项目筹划者和提供者使社区领袖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参与到项目中,这些人了解学习者的需求、潜能和不足以及
与社区沟通和一起工作的最合适方法;
(2)让本地“积极分子冶参与其中,以使利益和参与度最
大化;
(3)学习者 / 社区参与本项目的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估;
(4)与本地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商业、传媒等建立牢固
的合作伙伴关系。

表三 摇 评估结果

针对 可供使用的业绩指标

学
习
者

(1)本项目传授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学习者学习结束后
的行为中得到体现;
(2)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应用被证明有效且能给学习者和
(或)社区带来好处;
(3)本项目赋权于参加者,使得他们有新的自我价值观和
创业精神;
(4)学习结束后参加者原先组成的实践社区或虚拟社区继
续存在;
(5)参加者主动开展类似项目。

学习
的提
供

(1)这些新方法被证明既有成本效益又有可持续性;
(2)本项目促进进一步发展;
(3)本项目吸引其他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社
区

(1)参加者向其他社区推荐本项目;
(2)其他社区要求开展或采用本项目。

点并主要评估投入质量。 投入容易确定,而且很多

投入对所有组织和项目是一样的。 费拉雷(Ferrei鄄
ra, 2010)指出投入一般都涉及:1)政策和规划;2)
学习者;3)管理和行政;4)人员配备;5)技术和基础

设施;6)拨款和预算;7)协作;8)质量保证;9)后续

学习。

表四 摇 评估影响

针对 可供使用的业绩指标

学
习
者

(1)继续保持动力,坚持不懈,掌握新技能和新知识;
(2)更多的批判性反思;
(3)更多的体验式学习和协作学习;
(4)学习社区继续开展终身学习;
(5)提高了创造性和适应能力。

学习
的提
供

(1)这些新方法继续被证明既有成本效益又有可持续性;
(2)本项目继续发展;
(3)本项目继续吸引其他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社
区

(1)态度得到改善,知识和技能得到提高;
(2)更加积极的公民责任感和个人更进一步发展;
(3)提高了处理不确定因素的能力;
(4)提高了社区创业精神和社区能力;
(5)提高了经济顺应力和自力更生能力;
(6)提高了进取心和竞争力;
(7)提高了生产力;
(8)提高了就业或自主创业机会;
(9)向有志继续深造的人提供通往正规教育的路径;
(10)提升社会包容性;
(11)学会与其它社区和睦相处;
(12)解决冲突;
(13)实现各种文化内部以及相互间的交流沟通;
(14)提高了保健和儿童养育水平;
(15)给妇女更多机会;
(16)减少污染和环境退化;
(17)提高食品安全;
(18)生态企业、生态创业和生态工作;
(19)消除腐败;
(20)更多小额信贷项目。

但是,如同前文强调的,非正规教育的质量和价

值主要体现在学习产出和结果、对社区和(或)国家

经济的影响以及投资回报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

倡采用基于产出、结果和影响的质量保证体系。 而

且,先把预期成效罗列出来,更容易确定取得预期成

效所必需的投入。 表五是用于评估投入质量的业绩

指标。 同样,建议有选择性地使用这些指标。
(九)收集证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或结束后(取决于项目评估

或审计是形成性还是终结性的),首先要做的是收

集证据。 表六列举了用于收集证据的关键问题。 使

用这些问题时,切记我们的目的是了解现实与预期

的一致程度。 审计过程,不管是由员工开展的内部

审计还是聘请顾问或审计师开展的外部审计,本质

都是一项“深度挖掘冶活动,目的是发现现实与说辞

在多大程度上一致,包括筹划者和机构声称他们正

在取得的成绩与实际成绩之间在多大程度上一致,
以及学习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项目产出、结果和

影响的质量评价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
证据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收集。 如表七所示,各

种方法有利有弊,因此不管是内部审计还是外部审

计,这些方法通常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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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摇 评估投入质量

针对 可供使用的业绩指标

政策
和规
划

(1)本机构根据国家 / 社区优先发展重点和需求以及优质、具有成本效益的教育机会应该达成的目标制定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2)本机构仔细考虑了达成项目目标和服务学习者所必需的远程开放学习方法和信息通信技术系统;
(3)本机构征求了利益相关各方的意见,确保项目的过程和结果与他们的需求和期望一致;
(4)本机构确保有合适的学习者支持机制和处理突发事件的预案;
(5)本机构建立了质量保证框架并实施质量保证程序;
(6)有相关政策保证残疾人、妇女和其他弱势或边缘化群体享有参加本项目学习的平等机会;
(7)计划在合适情况下提供学习路径和(或)学分 / 认证。

学习
者

(1)针对学习者的宣传和招生程序恰到好处;
(2)及时掌握学习者相关信息,他们的年龄、性别、需求、先前学习情况、先前经历以及环境;
(3)保存学习者档案,他们的联系信息和学习表现;
(4)有激励学习者参加学习的措施。

管理
和行
政

(1)本项目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交流沟通管理高效、透明、民主;
(2)本项目在中心和项目层面得到高效率行政系统的支持;
(3)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职责明确;
(4)员工、学习者、社区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等各方均有代表参加本项目管理;
(5)与利益相关者交流沟通的系统效率高、效果好;
(6)能快速高效处理咨询、投诉和问题;
(7)为边远地区学习者设置支持中心和系统。

人员
配备

(1)精心挑选本项目的教师、培训师、辅导员、导师和本地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相应培训;
(2)教师、培训师、辅导员、导师和本地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工作得到恰当承认和相应报酬;
(3)保存本项目所有员工以及他们工作表现的档案。

技术
和基
础设
施

(1)对技术和基础设施有充分准备;
(2)所提供的技术和技术设施全面;
(3)信息通信技术与教学方法搭配合理;
(4)信息通信技术设施得到很好管理和维护以及防盗、防滥用或防损坏;
(5)培训员工和学习者使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教学、学习和支持系统;
(6)有应对信息通信技术故障的应急措施。

拨款
和预
算

(1)有适当且可靠的资金供应和资金来源;
(2)预算过程和财务程序合理且被广为知晓和执行;
(3)制定会计和审计制度,对目标、预算、结果和影响作比较;
(4)学习费用在社区和学习者能承受范围之内。

项目
开发

(1)本项目的开发贴近国家、社区或个人需求;
(2)本项目的开发适合学习者的需求和能力;
(3)利益相关者参与本项目开发;
(4)本项目具有灵活性和便利性且能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环境;
(5)本项目具有文化适宜性;
(6)本项目合理搭配教学、小组学习、独立学习和实践活动;
(7)课程、课程材料、学习支持和考核等计划周密并得到很好地实施;
(8)定期评估本项目;
(9)有估算项目、课程开发和评估等成本的可靠制度;
(10)本项目的地点、时间和进度与学习者及其环境相适应。

教与
学

(1)教师 / 培训师致力于开展优质教学;
(2)教学方法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3)教与学考虑学习者的先前学习情况和先前经历;
(4)教与学恰当运用现代理论和实践以及经验知识和本土知识(empirical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5)教与学的时间安排和课程量与学习者的需求、能力和环境相称;
(6)所采用的教与学形式具有文化适宜性和包容性;
(7)学习者得到恰当反馈和巩固提高的机会;
(8)根据同行评审和(或)学习者反馈评判教与学质量。

协作

(1)主动且以创新方法与政府 / 非政府教育 / 培训机构、拨款机构、媒体和电信商以及能为本项目提供支持的其他机构进行沟通;
(2)与所有这些利益相关方保持有效联系;
(3)分享场地、设施、专门知识、技术、课件和学习者支持;
(4)有支持在职学习、实地调查和实践性学习的协作制度。

质量
保证

(1)质量保证框架结合政策、计划和实际情况,遵循计划、实施、监控和报告循环,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得到满足;
(2)内部质量保证与外部质量保证过程有机结合在一起;
(3)质量保证体系、常规工作和程序到位并为员工和学习者所知晓;
(4)员工、学习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质量保证过程;
(5)本项目营造一种质量文化;
(6)员工发展对质量保证至关重要;
(7)参考类似项目,审查优先发展重点并进一步改进。

后续
学习

(1)向有志继续参加非正规或正规学习人士提供学习路径;
(2)鼓励和支持学习者在社区、家庭或工作单位应用新知识、技能和态度;
(3)对学习者今后在社区、家庭或工作单位应用新知识、技能和态度进行监控,以评估本项目的长期结果和影响。

摇 摇 (十)数据的分析和报告

一般而言,对机构或项目的质量进行审计时,审
计人员(不管是本机构还是外来的)首先会审查机

构或项目的战略性质量保证计划,然后把质量要求、

审计措施和对每项结果进行审计所需的数据来源一

一列出。 在此基础上,审计人员制定审计计划,包括

质量保证要求、具体审计对象、审计范围、过程、时间

表和地点,然后向审计对象通报审计计划并布置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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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摇 收集质量保证证据

结果 1 业绩指标 1
所需数据
的来源是
什么?

收集数据
的最佳方
法是什么?

谁负责收
集数据?

何时何地
收集数据?

业绩指标 2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业绩指标 3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表七 摇 收集质量保证审计证据的方法

方法 目的 优点 缺点

审查
文件

审查战略性计划、
质量保证和其它政
策 文 件、 财 务 情
况等。

了解政策和程序是
否符合要 求 的 标
准等。

耗时;信息可能整
理不好或不完整;
信息可能不准确或
产生误导。

案例
研究

了解计划、政策和
程序在关键环节的
实际执行情况。

在微观层面了解计
划、政策和程序是
否落实到日常工作
中;查找差距或没
有执行的情况。

具体个案的深层次
信息和详细细节可
能不具普适性。

观察
直接观察政策和项
目 的 实 际 运 作
情况。

对项目运作情况小
规模抽样并仔细检
查,了解管理者、员
工和学生是否知道
并执行规定程序。

要对各种过程、互
动和行为进行阐释
和 归 类 可 能 有
难度。

问卷

收集和分析员工和
学生对政策、程序、
实 践 和 结 果 的
看法。

可大规模进行;具
有匿名性和低成本
特点;可产生量化
和 质 性 的 调 查
结果。

耗时;回收率可能
不高;问卷措辞可
能导致回答带有偏
见;调查对象可能
不愿意回答问题或
马虎应付;开放式
问题能收集到有趣
的回答,但由于数
据量大,增大了处
理和分析的难度。

访谈

了解管理者、员工
和学生的经历、想
法和感想以及这些
内心活动之间的关
系和跟其它来源研
究发现的关系。

通过对代表性人士
的访谈,能了解执
行政策和程序方面
的一致性以及机构
的文化和士气。

如果所提问题不一
致,则会影响到数
据的收集;耗时;只
能小规模进行。

核心
小组

了解管理者、员工
和学生对某些具体
经历的看法或改进
建议。

抽样收集不同环境
不同群体的观点可
能会有意想不到、
富有启发意义的发
现,更加高效。

把参加者召集起来
可能有难度;参加
者的意见可能不同
于非 参 加 者 的 意
见;参加者可能不
发表意见。

助提供所需证据的任务。
审计人员对数据进行分析,撰写审计报告草稿,

详细介绍审计过程和发现,对相关政策、过程和实践

进行评分,提出初步结论和提高质量的建议。 审计

报告草稿将交予利益相关者讨论,确保没有遗漏或

误解,最终形成正式报告并提交给对本项目负最终

责任的代理单位或机构。 为了做到透明和负责任,
这份文件通常会公开并接受公众监督。

三、结摇 语

摇 摇 远程开放学习非正规教育和基于信息通信技

术的非正规教育潜力巨大。 但是,由于在机构创办

阶段和项目启动阶段以及运行过程没有对质量保证

予以充分重视,非正规教育常常未能发挥潜力,最终

导致这些机构和项目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无法使资

金提供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信其价值和可持续能

力,令所有可能受益于非正规教育学习形式的人

失望。
因此,对非正规教育而言,质量保证必不可少。

质量保证可以由支持开展非正规教育的机构、筹划

和实施非正规教育的机构和申请新拨款或追加拨款

以开展非正规教育的机构实施。
质量保证应该被看成是持续进行的过程。 有效

开发、检验和完善质量保证体系需要时间,但是计划

并实施质量保证涉及的很多活动应该被看成是常规

的管理工作。 换言之,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必不可少

的工作,目的是要负起责任,把机构、工程或项目的

质量提高到新的水平。
我们必须经常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与

他们一起共同努力,确保机构和项目的质量保证体

系聚焦当前的需求。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教育形式

的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因此,教
育机构必须支持质量保证,营造质量文化,使全体管

理人员和教师把质量作为个人价值不懈追求,而不

是迫于上级要求而简单为之。 他们不应该简单执行

质量准则,而应该积极主动地采取注重质量的措施

并帮助他人提高质量。 如果采取草根式、相互促进

的方法开展质量保证工作,机构便能在实现质量目

标方面培养赋权感和主人翁精神。
致谢:本文是英联邦学习共同体课题的研究成果,承蒙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阿莎·坎瓦尔(Asha
Kanwar)教授同意,笔者撰写此文在《开放教育研究》发表。
本课题详细成果参见“A Quality Assurance Toolkit for Open
and Distance Non - formal Education冶 ( http: / / www. col. org /
PublicationDocuments / QA%20NFE_150.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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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based Quality Assurance for Open and
Distance Non-formal Education Programmes

Colin Latchem

Abstract: Non-formal education (NFE) is an extremely wide field, ranging from adult literacy and basic education
for out-of-school children to life skills, work skills, gender equit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programmes are
provided by a wide range of organisations and employ a variety of methods ranging from face-to-face to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ODL) and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 ICT) . For these pro鄄
grammes to receive the funding, support and high reputation that they deserve,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evidence the
benefits they bring to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economies. This requires well-designed and well-managed quality
assurance (QA) . This article explains to NFE policy makers, planners, programme managers, in-field staff and oth鄄
ers involved in this sector why and how to operate a results-based QA system. QA systems applied in educational con鄄
texts are generally concerned with inputs - how much money and what staffing, resources and support are provided,
what kind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re involved, and so on. There is an assumption - which is not always fulfilled
- that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the inputs,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the outputs. In this article, a different approach
is proposed: a rigorous but simple-to-use Q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outcomes, outputs and impacts.
Key words: quality assurance;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non-form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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