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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高辍学率是远程开放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研究依托“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研究冶项目,使用量

化研究、质性研究以及国际比较研究法,深入地考察国内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现象,探究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其

规律。 研究发现:不同学习层次与专业有着不同的辍学率;学习者入学第一年是辍学的高峰;学习者的性别、年
龄、所属学习中心行政区域、学习层次、专业、学业成绩是辍学的影响因素,“远程学习者辍学归因解释框架冶和
“学习者完成学业要素关系图冶揭示了辍学发生机理以及完成学业的关键要素及其作用机制;那些具有远程学

习技能(信息素养、时间管理能力、师生交互能力)缺乏、错选专业、没有选择合适的课程等级、课业负担过重、不
及格科目多、缺乏学习动机、个人意志与成功信念易动摇、经济困难等特征的人群更易辍学;本研究提出了学生

保持率公式、复学的关键工作,并讨论了院校自身教学体系对辍学发生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与英国开放大学相

关成果进行比较,对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研究进行了反思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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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摇 摇 远程开放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普及化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
远程开放教育有两个本质属性使它区别于传统的高

等教育:一是不设入学门槛;二是学习者不必囿于校

园开展学习活动。 从远程开放教育的本质属性可以

看出,远程开放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形式,具有社

会化、大容量的特点,尤其是在入学环节上,没有太

多限制。 学生入学容易,放弃学习的比率也随之增

大,所以高辍学率是远程开放教育普遍存在也是不

容忽视的问题。
从国际上远程开放教育院校的毕业率来看,各

院校的辍学率很高。 英国开放大学(以下简称英

开),其学生 11 年后的毕业率为 22% ,是英国传统

高校毕业率的 1 / 4;阿萨巴斯卡大学,其学生 8 年后

的毕业率是 5. 3% ;英属哥伦比亚开放大学,其学生

8 年后的毕业率是 33. 5% ;荷兰开放大学,其学生 8
年后的毕业率是 2. 5% (Simpson,2010;刘永权等,

2011a)。 中国的远程开放教育院校包括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简称中央电大)和 66 所普通高校网院。
2011 年,中国远程开放教育在校生数已近 485 万人

(杨志坚,2012),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

献。 然而,开放入学带来的学生辍学问题也日益突

出。 对于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的中国远程教育

院校,辍学率高意味着办学效益的损失,教育投入的

浪费;对于付出时间和学费的学习者,辍学意味着前

期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回报和一段失败的学习体

验。 辍学会使院校和个人蒙受损失,因此,关注辍

学,提高学生保持率和成功率,是远程教育院校的办

学目标与效益诉求,也有助于帮助更多的学习者完

成学业,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

二、相关研究

摇 摇 关于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研究,国际上最系统的

研究成果来自于奥蒙德·辛普森 ( Ormond Simp鄄
son),他曾担任英国开放大学教学指导与学生支持

服务中心主任,现任伦敦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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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 辛普森发表了辍学与学生保持系列研究成

果,其两本代表性专著———《对远程学习者的支持

服务》和《远程教育学生支持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国内均已翻译出版。 他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回答了以

下问题:英国开放大学的辍学率(毕业率)如何? 辍

学发生有怎样的时间规律? 学生辍学的原因是什

么? 什么样的学生容易辍学? 如何防止辍学,提高

学生的保持率?
(一)英国开放大学的辍学率(毕业率)如何?
辛普森指出,从 1971 年英国开放大学正式招生

开始,学生的毕业率一直在下降,从 1971 年的 59%
降到 1994 年的 22% 。

(二)辍学发生有怎样的时间规律?
辛普森描绘了学生从入学到课程考试之间辍学

的周计发生规律,也描绘了课程学习期间学生的退

出轨迹。 他强调,学生辍学往往发生在课程学习的

早期阶段。
(三)学生辍学的原因是什么?
辛普森指出,很多学生反映他们辍学的原因是

跟不上学习进度,课业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压力大,
以及身体原因等。 但辛普森认为还有更深层的原

因,那就是:动机是学生学习进步最重要的因素,学
生辍学是因为缺乏学习动机。

(四)什么样的学生容易辍学?
辛普森指出,那些先前教育资历较低、错选专

业、没有选择合适的课程等级、课业负担过重、社会

经济地位低等的学生更易辍学。
(五)如何防止辍学,提高学生的保持率?
1. 学生保持率的计算公式

辛普森给出了计算学生保持率的公式:学生的

成功=恰当的课程选择+早期确定“容易辍学冶的学

生+(早期+持续)的联系伊学习动机支持前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课程,

尽早而且持续地跟他们建立动机前摄联系等,是提

高保持率的策略中应优先考虑的。
2. 复学

提高学生保持率,一方面是预防与防止学生辍

学,另一方面是通过辍学生的复学。
辛普森提出,学生辍学可能发生在不同阶段,建

议院校采用不同的复学策略。 他还提议可以通过数

据挖掘或学习分析软件来帮助发现易辍学的学生群

体。 对部分学生,如果院校需要付出的复学成本和

复学努力过高,是可以放弃的。
面对辛普森提出的 5 个问题,中国的远程教育

实践能够给出怎样的回答? 本文将借助“远程开放

教育辍学研究冶课题所取得的系列研究成果,尝试

予以回应。
“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研究冶是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承担的 200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面上

项目,项目时间跨度是 2010-2012 年。 项目研究依

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在校生数约为全国远程开放教育在校生数的 2 /
3),多视角、多维度、多方法深入地考察中国远程开

放教育辍学现象。 可以说,该项目是至今最系统地

以实证方法研究中国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现象的研

究。 透过项目取得的成果,中国远程开放教育辍学

的发生原因及其规律、辍学的预防方法等清晰地呈

现在远程教育工作者面前。

三、研究思路与途径

摇 摇 本项目设计使用了三种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
质性研究以及比较研究:大样本的量化研究着重发

现影响辍学的关键变量并有效地识别辍学风险高的

学习者;质性研究着重深入剖析学习者,寻求对辍学

的整体性、解释性的理解;通过与英国开放大学的比

较,着重发现辍学发生的国情适应性特征与普适的

辍学规律。 对应于三种研究方法,本研究形成了三

个数据来源:量化研究数据来自于项目所建“1999-
2009 学籍状态基本信息数据库冶的支撑;质性研究

过程中形成了大量访谈组成的“英语专业辍学研究

资料库冶;比较研究的内容来自于奥蒙德·辛普森

英国开放大学辍学与学生保持的研究成果。
1. “1999-2009 学籍状态基本信息数据库冶:针

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有 44 所省级电大的分布格局,
项目选取中部 1 所省级电大进行样本点的分析。 在

该校教务管理系统数据库中,本研究选择 1999 春至

2009 秋的全部学生学籍状态信息,共计 238459 条,
建立了“1999-2009 学籍状态基本信息数据库冶,为
课题进行大样本量化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和研究

保障。
2. “英语专业辍学研究资料库冶:课题的预探索

研究表明,辍学主要发生在学生入学后的前 3 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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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此后学生在学状况趋于稳定(李莹,2009)。 大

样本(即《1999-2009 学籍状态基本信息数据库》)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英语专业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各专业中辍学率较高的专业。 由此,本研究决定选

择英语专业为样本,并进行追踪研究,对 2010 年春

入学新生(共 2237 人)开展连续 3 学期的追踪调

查。 追踪调查可以有效地克服辍学生一旦离校便难

以再联系的困难;也可以使研究团队通过 3 学期的

辍学比较进一步判断每学期辍学发生的特征。 到调

查结束时,三个学期共出现 398 名辍学生,其中 270
人受邀填写了网络调查问卷,156 人接受了访谈。
本研究还访谈了英语专业相关教师 72 人次与班主

任 52 人次。 以上信息特别是大量的访谈信息形成

了“英语专业辍学研究资料库冶。 数据通过质性分

析软件 NVivo9 进行处理与分析,进一步探究学生辍

学的深层原因与规律。
3. 英国开放大学辍学与学生保持研究成果:我

们收集了奥蒙德·辛普森的相关研究成果用以支持

比较研究。 图 1 为本项目的研究思路。

图 1摇 “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研究冶项目研究思路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摇 摇 参照辛普森提出的 5 个核心问题,本研究得出

如下初步结论:
(一)远程开放教育的辍学率如何?
1999-2009 年,中部某省级电大专科辍学率为

14. 20% ,本科辍学率为 10. 65% ,本专科核算的总

体辍学率为 12. 85% 。 不同学习层次与专业的辍学

率不同。 在专科层次,英语、计算机、数控技术专业

辍学率最高,分别是 37. 21% ,21. 06% 和 20. 13% ;
在专业上,英语、计算机、工商管理专业辍学率最高,
分别是 19. 69% ,16. 81% 和 16. 35% 。 随着现代远

程教育的实践发展,该省电大辍学率呈现明显下降

的趋势(朱祖林,2011)。
(二)辍学发生有怎样的时间规律?
课题的预探索研究给出了辍学发生的时间规

律。 对天津电大 1999-2008 年计算机专业 1196 名

辍学生的分析显示,辍学有四个高发时段:第二学

期、第一学期、报名时以及第三学期,以上四时段辍

学生数占全部辍学生数的 87% ,而前三个时段占比

接近 70% 。 可以看出,学习者入学第一年是辍学的

高峰(李莹,王晓鸣,2009)。
追踪调查进一步验证了以上发现。 398 名辍学

生中,第一学期辍学率为 9. 1% ,第二学期辍学率为

8. 0% ,第三学期辍学率为 0. 6% 。
(三)学生辍学的原因是什么?
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学生的

辍学原因。 基于“1999-2009 年学籍状态基本信息

数据库冶,采用数据挖掘、灰关联分析以及生存分析

等方法,我们发现学习者的性别、年龄、所属学习中

心行政区域、学习层次、专业、学业成绩是辍学的影

响因素(朱祖林等,2011;李莹等,2014)。
基于“英语专业辍学研究资料库冶,我们发现,

学习者辍学的原因主要有工学矛盾、错选专业、学习

困难、缺少有效的学习方式与方法、生活和工作中出

现突发事件、缺乏学习动机、情感联系弱、经济困难、
交通不便、学习支持不到位等(杜永新等,2011;杨
永建等,2011a;罗红卫等,2011;齐艳生等,2011;刘
永权等,2011b;郭红霞等,2011;Rong Huali,Zhang
Ying,2011;Chen Jie et al. ,2011;陈荷男等,2012;孙
晓玲等,2012;李莹,牛健,2011)。 “远程学习者辍

学归因解释框架冶 (杜永新等,2011) (见图 2)进一

步揭示了复杂的远程教育辍学现象各环节之间的关

系及其联动作用,也就是辍学原因背后的作用机制

和辍学机理。 学生入学前相关能力(包括信息素

养、时间管理技能、英文读写能力、电脑交互能力)
准备不充分,入学后自身学习能力与教学计划或教

学要求不匹配、缺少师生交互技能与学习动机,加之

繁忙的工作与生活等外部因素给学生持续学习带来

影响,使得学生产生更多的负面心理体验,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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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想,课程及格率低,学习信心遭受打击而放弃学

业(李莹等,2013)。 “远程学习者辍学归因解释框

架冶同时也揭示,与办学机构密切联系的内部因素,
即远程院校所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会对学习者入学

后的心理体验产生影响,以致作出辍学决定。 项目

进一步深入探究了“远程学习者辍学归因解释框

架冶内部某项因素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见图 2)。

图 2摇 远程学习者辍学归因解释框架

“本科辍学生课程注册与学业成绩报告冶基于

英语专业本科三学期辍学生课程注册与学业成绩,
分析了学生选课对学业成绩以及辍学产生的影响。
辍学生的课程学习之旅如下:第一学期,专业功底薄

弱的学习者在没有充分估计学习难度的情形下,倾
向于尽可能多地注册专业课程,有的学习者甚至提

前注册了应在后续学期学习的专业课程。 课业负担

过重,使学习者考试失利而引发辍学;第二学期,仍
有学习信心的学习者留下来继续学习,此时专业学

习难度攀升,学习者需要根据第一学期的学业状况

适时减少修课门数,停止选修后续学期开设的难度

稍高的课程,以提高其课程及格率。 如果学习者没

有针对性地调整,则不合格的课程增多,学习信心遭

受打击,容易在第二学期放弃学业。 第三学期,部分

成绩不理想但仍怀揣希望的学生坚持注册了课程,
但已无法挽回大势,不及格的课程在进一步增加,学
习者终于信心全无而辍学(李莹等,2012)。

“电大开放教育英语本科专业辍学生学习动机

的研究冶在自我决定理论框架下,重点研究学习动

机与学习行为的关系,探究了学习动机对学生辍学

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入学初,学习者学习动机

高,对完成学业充满信心。 学习中,学习者发现自身

学习能力与专业学习难度有差距,产生挫败感,学习

动机急剧下降;教师的面授辅导、网上教学以及其它

外在学习支持服务进一步影响学习者学习动机,有
时会成为引发学习者辍学的更重要的原因(张萍

等,2012)。
我们通过对优秀学习者进行访谈和质性分析,

得出了学习者完成学业的主要因素及要素间相互的

作用机制。 学习者完成学业的主要因素有 14 项,包
括学习背景、学习动机、学习理念、学习方式、资源利

用、应对问题、生生互动、复习考试、学业表现、学以

致用、入学教育、资源提供、师生互动、学业帮助。 其

中,前 10 项可归为个人要素,后 4 项可归为机构要

素。 个人要素和机构要素共同作用于学业的三阶

段:准备、过程与完成阶段。 完成学业需要良好的学

习背景、明确的学习动机、灵活的学习策略、以及全

方位的学业支持,见图 3(杨永建等,2011b)。

图 3摇 学习者完成学业要素关系

(四)什么样的学生容易辍学?
从学习者角度来看,那些远程学习技能(信息

素养、时间管理能力、师生交互能力)缺乏、错选专

业、没有选择合适的课程等级、课业负担过重、不及

格科目多、缺少学习动机、个人意志与成功信念易动

摇、经济困难等的人群更容易辍学。
(五)如何防止辍学,提高学生的保持率?
1. 学生保持率的计算公式

如果要给出计算中国远程开放教育学生保持率

的公式,本研究尝试提出以下公式供参考:学生的成

功=选对专业+远程学习技能培训+选课指导+课程

关注+关注第一学期成绩单+成功信念教育。
即在招生咨询时,由专业教师帮助学生选择适

合学习能力的专业;入学后需要接受远程学习技能

培训,提高电脑技能、时间管理能力和师生、生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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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同伴支持),并要求专业教师在专业授课中

注意三项基本能力的训练和提升;由专业教师对学

生每学期选课进行个性指导;要求专业教师关注课

程学习中的落后者;关注学生成绩特别是第一学期

成绩,对成绩差者及时进行个性指导;整个学习过程

始终贯穿成功信念的教育,帮助学生保持学习动机。
2. 复学

项目完成了辍学生复学的案例研究(Qi Yansh鄄
eng et al. ,2011;齐艳生等,2012)和复学的专题访

谈,从中可以看到使学生复学的关键工作(见图 4):
及时了解、分析辍学生的深层辍学原因,采取相关措

施调整现状或实施干预。 经过干预,学生的可能会

作出三种决定:有的学生选择立即复学;有的学生表

示在个人条件允许时返校学习;也有的学生坚持选

择放弃学业。 针对这三种选择,教师应与有意向复

学的辍学生保持定期联系,同时设立返校学习绿色

通道;对去意坚决的辍学生保持关注,不排除他们重

新返校的可能性。

图 4摇 复学的关键工作

3. 完善的教学体系

以上辍学预防与促进学生复学的措施,其前提

是院校各项教学措施都较完善。 然而,通过大量的

调研,我们发现,我国远程院校自身教学体系尚存在

很多不足,这些不足直接或间接地对学生辍学产生

了影响。 以英语专业为例,其教学体系问题包括:
1)专业、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不高

调研发现,学生动力不足部分源于专业课程所

学内容未能与大部分求学者所从事的职业密切联

系。 为此,我们建议依据社会需求,“增强专业设置

和课程教学内容的职业性,增加与职业发展相关知

识及技能的输入与实训,如现行外语专业派生商务

英语、旅游英语、会展英语等,并在课程设置上真正

增设与职业相关的教学内容冶(郭红霞等,2011)。
2)教学内容难度跨度过大

调研中,很多辍学生反映“自己基础差冶 “课程

难度大冶,在经历听不懂面授课、不会做作业、考试

受挫后而辍学。 授课教师也提出课程梯度设置存在

跳跃现象,容易造成学习困难。 为此,我们建议,在
教学内容设置和教学要求设定上充分考虑循序渐进

和螺旋上升原则。 本研究进而为电大学生量身定做

了分级梯进英语教学模式(见图 5)。
图 5 表示学生通过入学测试划分学习层级,依

据学习层级学习相应的课程。 教师如果通过反馈和

测评认为学生达到了该级水平,则该学生可以继续

学习更高级的课程。 如果教师认为他未达到该级水

平,学生则需要继续学习,直到能晋级为止。 分级梯

进英语教学模式,体现的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链
锁式螺旋上升的学习轨迹。 学生在这样的学习过程

中,容易感受到进步和提高,体验到学习过程的充实

快乐,进而保持学习热情和强劲的学习动力(张瑛

等,2012)。

图 5摇 分级梯进教学模式

3)学习评价机制不完善

电大对学生学业成就的评价主要以形成性考核

(家庭作业)和终结性考试(笔试)的方式进行。 调

研发现,“受各种客观因素干扰,师生双方对形考作

业的认知均停留在了作业提交的次数和作业的分数

上,造成任课教师对学生作业表现的教学反馈信息

提供不够;实际教学场景中的形考作业表现与电大

现行的形考制度目的(敦促与落实学习过程的实

现)之间存有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电大形

考管理程序及措施在应对复杂多元的学生求学状态

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亟待改进的方面冶。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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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学生终结性考试通常在固定时间进行,缺少灵活

性,学生如果无法请假则不能参加考试,严重影响学

习成绩和学习信心。 为此,电大应更加关注相关政

策的实际操作层面,关注各项教学支持服务措施的

有效落实,以避免制度流于形式或者执行中发生偏

移(杜永新等,2012)。 一些可以尝试的探索包括:
注重学习过程,提高平时成绩所占比例,降低期末考

试难度。 考试安排更加灵活,减少或取消在固定时

间的考试。 学习内容以够用为原则,考试题型注重

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减少死记硬背的,以发挥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观能动性。 探索先前学习

评价,将在职学习者工作中掌握的技能、知识转化为

学历教育学分,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保持学习动

力(孙晓玲等,2012)。
4)专职教师缺少支持服务

调研发现,在现行电大教学制度下,专职任课教

师的能动性在提高课程教学效果上受到约束和限

制;同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生的学习表现与预期

教学目标之间存在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

师对自身教学的判断和调整。 本研究认为,“电大

教学组织制度的变革和对教师支持服务力度的加强

势在必行冶(杜永新等,2012)。
5)兼职教师缺少对成人学生的理解和共情

调研发现,有的外聘教师因不熟悉电大成人学

生情况,对学生缺乏理解,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师生

关系不融洽。 学生反映老师上课没有笑容,影响听

课兴趣和学习热情。 本研究建议,应重视对外聘教

师的培训,使他们不仅了解电大的授课内容与形式,
还能懂得成人学生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教学

环节、实施教学。 这样的教学容易融洽师生关系,激
发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进而提高学生

保持率(齐艳生等,2012)。
6)学习资源设计与整合有待提高

电大的学习资源包括课程教材、配套光盘、学习

指导书以及在线学习资源。 调研发现,以上学习资

源要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要么不能满足学习者的

需求。 为此,本研究提出,纸质学习资源与网络学习

资源在课程建设时应进行一体化设计,将学习内容

与任务按预定的结构精心组织并细化,使教材、学习

指导书、文本、音视频、超链接、多媒体课件等各种学

习资源相互补充、配套,发挥各自以及整体的优势和

作用(杨永建等,2012)。
根据对学习者自主学习时间长度及学习者对视

频课时间长度的需求调查,本研究提出,应将网络视

频课进行分类设计、系列制作、微型呈现(见图 6)。
这样一方面方便学习者学习,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

习者形成对教学内容的系统理解,增强学习兴趣与

动力,也使花费较高成本制作出的视频课能充分发

挥作用(杨永建等,2012)。

图 6摇 网络视频课的分类设计、系列制作与微型呈现

调研还发现,有的学习者完全处于自学状态。
其原因是基层教学管理方或者因为该专业学习者过

少而无法实施组班教学,或者因为当地师资不足而

无法提供教师指导。 根据穆尔、基更、加里森的学习

交互理论和交互控制理论,我们认为,电大应搭建一

个多维度交互、全国共享的学习平台,以给学习者创

设有效、交互性强的虚拟学习环境,(见图 7) (杨永

建等,2013)。
“依托这一学习平台,教师可与学习资源交互:

设计、制作、补充、更新课程的结构化学习资源,挖
掘、整合非结构化学习资源;教师可与学习者交互:
进行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策略与学习技巧的指

导,对学习活动或练习结果及时予以反馈,通过在线

答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习者的学习困难;教师可与

教师交互:组建课程教学团队,共同承担学习资源建

设、学习指导、在线答疑等工作。 学习者可与学习资

源交互:接受现代远程教育理念与学习观念,通过自

主学习或合作学习的方式,运用不同的方法与策略,
思考与探究学习内容;学习者可与教师交互:通过教

师的指导、反馈和答疑解决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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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摇 依托学习平台的多维度教与学互动

者可与学习者交互:获取相关信息,交流学习经验与

体会,相互勉励,共同进步。 学习者与学习者、教师

之间的交互形成了大量非结构化学习资源,由于它

们与结构化学习资源存在着内在联系,所以对结构

化学习资源具有促进、反馈和借鉴作用。 同样,学习

资源的设计、制作、使用过程也促进了多方的教与学

互动冶(杨永建等,2012)。

五、反思与展望

摇 摇 本课题历时 3 年,完成了研究目标和研究任务,
回答了中国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的相关问题。 通过比

较中英两国开放教育辍学研究与实践,我们可以发

现,两者有相同点,也有很多不同。 相同点是远程开

放教育辍学的普遍规律,不同之处则体现了两国的

国情差异。 这意味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教育辍学

与学生保持理论与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也意味着中

国对于世界开放大学办学理论与实践的贡献。 英开

自招生始,呈现的辍学趋势是毕业率不断下降;而课

题调查的样本院校自 1999 年开放教育试点始,辍学

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反映了中国远程开放教育实践

中学生保持水平和学习支持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辛普森强调学生辍学发生在学习课程的早期阶段,
其分析单位是课程。 本研究也得出了辍学早期发生

的结论,但更强调前 2-3 个学期是辍学集中期,以
及第一学期学业表现对学生辍学将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学生第一学期合理选课作用重大。 双方对辍学

原因的基本调查结果很相似,辛普森尤其强调学生

学习动机是深层原因;本研究不仅对学生学习动机

逐步减弱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给出了辍学发生的

理论解释模型以及学生保持的要素关系图,对辍学

发生与学生保持机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对于辍学

人群,双方认识基本一致。 虽然辛普森提出先前教

育资历较低者是辍学的高发人群,本研究提出远程

学习技能(信息素养、时间管理能力、师生交互能

力)缺乏者是目标人群,两者缺少直接对应,但却高

度相关。
针对两国教育实践的差异,双方都给出了体现

本国特色的学生保持公式,虽存在不同,但却适合本

国实践且具有参考价值。 关于复学,两方都提出:针
对不同辍学原因,院校应及时给以回应和处理以帮

助学生复学。 但本研究的个案研究相比提出辛普森

的一般策略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本研究不仅止于

此,其价值还在于对中国远程开放教育院校自身教

学体系进行了深入反思与探讨,对远程开放教育十

年实践进行了审视与思考。 这是辛普森辍学研究不

涉及的,却是研究中国远程开放教育辍学所不能回

避的现实。 正是基于这些特定的研究背景与环境,
才使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中国远程开放教育院校

预防与解决辍学问题是独特的也是适用的。
2014 年,“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研究冶项目成果结

集出版,取名为《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研究》。 中央广

播电视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副校长孙绿怡教授为本书作的序中提出“这本专著

应是‘远程开放教育辍学研究爷新的起点和开始冶。
这促使作者思考,我们在这里,又即将去哪里? 笔者

认为,新的起点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国家开

放大学后,对除英语专业外其它核心专业辍学与学

生保持进行研究与探索;对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与提

高学生保持继续跟进与试验;对开放教育教师支持、
学习评价以及学习资源进行改革与促进等。 新的起

点使我们对中国远程开放教育未来之路充满期待,
充满了对开放大学建设之路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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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Dropout Research:
Conclusion and Reflection

LI Ying

( Institute of Distance Education and Adult Learning,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 It thus contributes to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Two es鄄
sential attributes distinguish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from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free access to learning
and open campus. The former means that all qualified individuals who aspire to learn are admitted without examina鄄
tions, regardless of age, occupation or geographic region, whereas the latter means that due to the supports from mod鄄
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has incorporated multi-media teaching methods into teach鄄
ing resources desig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organization to such a degree that learners could study at any time and at
any place according to their requirements. The two attributes show that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has strength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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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zation and capacity, especially low requirements for entrance. However, easy entrance is accompanied by high
dropout rate, a widespread problem that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cannot ignore.

In China,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started in 1999. Now the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system includ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66 network academ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enrollment number of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reached 4. 85 million in 2011. Meanwhile, dropout rate grew increasingly as well. The
high dropout rate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institutes,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Dropout
causes damages to bot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learners. Because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mainly funded by tuitions, high dropout rate means losing school- running benefits and wasting education invest鄄
ments. For learners who have invested time and money o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dropout means that their ef鄄
forts do not get expected returns. Dropout also represents failed learning experience under multiple pressures for learn鄄
ers.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being contributive to learners' completion of their studie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o鄄
cial goal of education equit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dropout and improving students' retention rate and success rate
fit better for the goals and interests of distanc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Dropout Research" Project and school-running experiences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n dropout i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It a鄄
dopt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conduct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aiming to answer questions a鄄
bout dropout occurrence rules i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鄄
tions: What is the dropout rate in the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What is the temporal regularity of dropout?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dropout? What types of students tend to dropout? How to prevent dropout and increase retention
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ropout rates vary among study levels and majors, that the highest dropout rate appears in
the first year, and that learners' gender and age, the location of learning center, learners' study level, major, and
academic records influence dropout.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Dropout Explanation Frame
and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Essential Factors for Learners' Achievement to explore dropout occurrence mechanism and
identify key elements that impact learners' completion of education. The paper also finds that learners tend to drop out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they are weak in distance education learning skills ( information literacy, time management
ability, an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hey chose a wrong major or an inappropriate study level; they are overloa鄄
ded; they failed quite a number of courses; they are short of motivation; they are weak in will and determination for
success; or they have economy problems. The paper contributes the research o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by propo鄄
sing a retention rate formula,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going back to school, and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open and dis鄄
tance education teaching system on dropout occurrence. In addition, the paper conducts cross-nation study on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dropout by comparing related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China and in U. K. .
Key words: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 student dropout; students r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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