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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转型，都不陌生，尤其是电大更名开大

之后。不过，转型这词用得太广，比如社会转型、

经济转型、教育转型、学校转型甚至还有课堂转

型。况且转型这个词还很时兴，常与多词连用，

如转型突围、转型升级乃至转型发展。然而，转

型说易做难，这就是著名学者吴敬琏（2013）所

常讲的，“转型，为什么仍然困扰着中国”的依据。

电大建校四十多年来，曾有过三次重大的转型，

其影响相对深远。第一次是 1999 年，内容是广播

电视教育整体转型为现代远程教育。现代远程教

育作为“工程”，首次出现在国家《面向 21 世纪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之中，目的是“要以开放式

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当然，参与转型试

点的还有 68 所普通高校的网络学院，但由于“管理

还不够规范、质量还不是很理想以及还不够开放”
等问题（严继昌，2021），目前仍无明确的说法。

第二次转型有些尴尬。大约在 1995 年至

1999 年期间，国家教委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见，针

对电大提出了“进一步办好普通高等专科学历教

育”，并“通过高等职业教育试点，推动广播电视大学

等高等专科教育的教学改革”。然而，电大却在

2006 年停办了，普通高专和高职教育整体受挫。

尽管如此，前后仍约有 16 所省级电大办起了或合

并了地方高职校，开创了“一校两制”和“一校两牌”
的转型格局。据说这种“一体两翼”式的学历教育，

极易导致定位不准和精力分散，故有报告直送教育

部，要求“控制规模”，“确保开放在学校教育中的主

体地位”，同时有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因此对办

有高职的电大不开展达标性评估。十多年过去了，

尽管是狭缝生存，但那些复合型的学校还在那里，

其中最早一批更名的“5+1”所开放大学，此类学校

就占了一半。只不过，国家“职教 20 条”（2019）出
台之后，面对职教全面创优提质的大趋势下，习惯

于“开放教育思维”的我们，也可能会遇到难题。

电大历史上的第三次转型，就是开放大学

挂牌更名之后正在进行的，想必大家都感同身

受，即远程教育向开放教育转型，电视大学向开

放大学转型。

通常教育转型系指“类型”上的变更。然而，远

程教育作为教育类型，好像国家有关文件或文献均

未这样指明过，大家都熟知的教育基本类型，不外

是“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扫盲教育和成人

教育”等（柳海民，2002）。远程教育从其定义来看，

更像是一种“工业化形态的教与学”（奥托•彼得斯，

1993），而开放教育从最初的理念与构想，通过系列

试点实践，正在成为一种“常态”（教育部，2010）。这

里的“形态”和“常态”多指外在的样式而非内在的涵

义。而“类型”这个词，却有讲究。通常“类”是主观

的分别，即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体现价值判断。

而“型”则指客观的规定，即某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

属性，具有本质特征（朱孝平，2020）。从这个角度

来看，过去的远程教育是对近距教育（校园教育）形

态上的突破，而开放教育作为对封闭教育阵营的打

破，正是吸纳了所有的教育类型，试图向社会和公

众敞开。因此，远程教育向开放教育的转型，更重

要的应是指向理念价值以及内涵本质的。

至于电大向开大转型，那是指学校的转型，

要成为“新型大学”。记得当电大初创办时，教

育部长蒋南翔（1980）就指出，“广播电视大学是

新型的高等学校”。不过 40 年前后的新型究竟

有什么不同？答案也是有的，那就是 1995 年 4
月 4 日国家教委主任办公会议决议中指明的，

“电大办学不能走普通高校的路子，要符合远程

教育和开放办学的要求”，这真是一语中的！

看来新型大学作为一种新的“类型”大学，主观

上既不归类于普通高校，也不归类于成人高校；客

观上既是学校教育型，也是社会培训型。只不过在

这所新型的大学里，所有的教育类型都可以在这里

被包容、被共享和被接续，所有的教育活动均可以

在这里被渗透、被融合和被交叉，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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