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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普通高校的廊人教育必须深化改革，科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只有如此，才能把发展的机遇转化 发 

展的现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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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2l世纪的教育也必 

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终身教育将成为本世纪教育发 

展的重要特征之一。终身教育为各种类型、各个层 

次的成人教育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怎样抓住这 

个机遇，是成人教育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也是成 

教管理应当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

、成人教育正在迎来一个良好发展机遇 

正如微电脑科技革命促使与之相关的工业、商 

业获得巨大的发展一样，微电脑科技的大发展也促 

使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随着现 

代DNA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一批高科技 

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中的相关专业必 

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正在着力实施科教兴国与对外 

开放的中国当然也不倒外。不仅科技的革命促使高 

等教育得到巨大发展，政府行为也在促使高等教育 

大发展。无论是即将实施的教师资格认定，还是已 

经开始实行的国家公务员聘用制度，都必将对中国 

的高等教育发展给予巨大的促进。劳动力市场对人 

才的需求同样促进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近两年来， 

国内各人才市场存在的“人才高消费”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热情，因而也促 

进丁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发展机遇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 

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机遇；二是成人高等教育的发 

展机遇。所以高等教育目前获得良好发展机遇，也 

正是成人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机遇。近两年来重庆 

市的许多高校其成人教育都得到了相当的扩大。比 

如，1998年底，重庆交通学院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在 

校生人数约为 4800人，而到 2000年底，成人教育在 

校生人数增至 6800人左右 

二 成人教育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尽管成人高等教育迎来丁良好的发展机遇，但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将加入WTO的现实告诉 

我们，未来的各业都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对 

非重点大学而言，随着高校扩招力度的加大，高等教 

育长期以来存在的“卖方市场”局面，正在逐步向“买 

方市场”过渡。如曾在 20世纪 8o年代一度 十J分兴 

盛的职大、夜大、电大则已出现衰弱，甚至无法为继 

的局面。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成人高等教育发 

展机遇，我们会 自然而然地共生这样一个认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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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抓住机遇，参与竞争，深化改革，提高教育质 

量，作为一般普通高校的成人教育，就很难在这样的 

机遇中得到持续发展。 

高校的成人教育面对激烈的竞争，巨大的挑战， 

潜在的危机，科学的态度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寻 

求问题产生的根源，深化改革，铲除产生问题的根 

源。 

如果说'o世纪9o年代职大、夜大、电大的口渐 

势衰源于普通高校普遍开办成教学院夺走了职大、 

夜大、电大以及自修大学的生源的话，那么，今天一 

般普通高校的成人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则源于 

重点大学成教学院和民营成人高校对其生源的争 

夺。前者以借助“品牌”效应，后者借助“营销”手段。 

从目前的条件来分析，重点大学的成教发展较之一 

般高校的成教发展其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它至少反 

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名牌效应突出。与 2(】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成教学员相比，今天的学员在年龄结构上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过去的成教学员以在职人员和 

社会青年为主，今天的成教学员则有了更多的应届 

毕业生。不仅年龄结构不同，而且思想观念也迥然 

相异。过去的成教学员满足于有个文凭就行；今天 

的成教学员中许多人存在着对名牌大学文凭的向 

往。因此，重点大学的成教学院名牌效应必然对求 

学者存在更大的吸引力。这就对一般高校的成人教 

育的生源形成了争夺，对一般高校的成人教育发展 

形成了威胁。 

2．入学簪件同等。由于重点大学的统招学生 

存在的高分数线，达不到分数就不能跨入门槛，这就 

为一般普通高校的扩招留下了生源空间。然而重点 

大学的成人教育却没有给一般普通高校留下这样的 

空间。因为一般而言重点大学的成人教育不存在分 

数线限制。也就是说，同样一个学生，同样一个成绩 

档次，他既可选择接受重点大学的成人高等教育．亦 

可选择接受一般高校的成人高等教育。在这样盼隋 

况下，重点大学的名牌效应就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3．学科门类齐全，科研优势明显 与一般工科 

院校和师范院校相比，重点大学学科的门类更为齐 

全，科研优势十分明显，这些齐全的学科门类和明显 

的科研优势对于重点大学的成人教育发展来说是一 

种非常有利的资源，只要这种资源得到充分运用，对 

于缺乏这方面资源的一般普通高校而言，必然处于 

不利的竞争地位。 

由于成人高教已呈现出上述激烈的竞争态势， 

所以，我们认为，目前出现的良好的成人高教事业发 

展机遇，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每一所一般普通高校成 

人高教良性发展的事实。一般普通高校成人高等教 

育的良性发展，还有赖于这些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 

寻找良机。 

三、深化改革、科学管理，把成人高教发展机遇 

转为发展现实 

高校成人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丰富的生源、失去 

了生源，普通高校的成人教育就失去了良性发展的 

可能。因此，增强一般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的吸引力． 

确保足够丰富的生源是～般普通高校成人高等教育 

良性发展的“生命线”，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加强科 

学管理，都必须围绕这个“生命线”来进行。 

】加强横向联合，推出重点品牌，与重点大学 

成人高校争夺生源。横向联合有两个层次，与国内 

名牌大学的成教联合办学；与国外相关大学联合办 

学。加强横向联台的好处在于，首先可以借助国内 

外名牌大学的办学优势，提高学校知名度，对高考落 

榜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产生吸引力，形成热点品牌 将 

这部分生源吸引到自己的学校中来；第二，联合办学 

虽然会使学校在每一个学生的收费中有所减少，但 

由于扩大了规模，其总体收入不会减少甚至会有所 

增加；第三，一般高校还可在联合办学中，获得名牌 

大学 ，以及欧美 日大学的办学经验，提高一般高枝成 

人教育的办学水平。所以，加强横向联合，推出热 

品牌 ，不仅具有在短期内保住生源，确保一般院校成 

人教育的生存的效果，而且由于在联合中可以提高 

办学水平，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增加学校的影响力． 

获得更多的办学信息，因而也更能确保一般院校成 

人教育的不断发展。 

2．深化改革，科学管理，提高成人教育质量。 

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的学员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外． 

还有在职人员，社会青年，职高学生等。他们来到高 

校成教学院学习，目的是顺利拿到文凭，获得真才实 

学。教学质量高的学校，对生源的吸引力就强．反之 

亦然，而教学质量对成人教育而言，则指两方面的意 

义：一是有较高的及格率和毕业率；二是能学到真才 

实学。当这两方面的内容具化为评价质量的标准 

时，前者反映为具体数据；后者反映为学生的教学反 

映和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反映。成人高等教育 

的教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必须围绕这两点来进行 

(】)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教学质量 在高校的成 

人教育方面，竞争机制还并不充分 尤其是在教师 

的聘用上，还缺乏一整套择优聘用的方法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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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因此提高普通高校成人教育 

质量的关键在教师．引入竞争机制的重点也在教师。 

引入竞争机制就对象而言主要体现在教师的聘用 

上：对范围而言，应有开放、开拓的视野．应将聘用的 

范围从本校拓展到外校，从高校拓展到中学、中专及 

社会，决不能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而应以成 

人高教特有的教学质量为标准，面向社会广揽一流 

师资，把那些能受到学生欢迎，能使学生获得真才实 

学的教师吸纳到普通高校的成人教育中来，以提高 

教学、教育质量。 

(2)加强科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目前的普通 

高校成人教育课程管理，普遍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 

由成教学院的教学科或教务处安排课程、聘用教师； 

另一种是由成教学院所属的太学或学院的各系部教 

研室安排教师。两种形式都各有长处，同时也存在 

各自的不足：由成教教学科或教务处聘用教师，可能 

不利于学院的统一管理；由各系部教研室安排教师 

可能对成教教学科的管理不利。如果耍真提高教学 

质量，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确保教师的职责与义务 

的平衡。教育科学管理的实质内涵在于：通过政策 

的制定、利益的调配、问题和责任的处理处罚，调动 

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倘若 

教师聘用权在各系部教研室主任手里．作为管理成 

人教学的成教学院教务科就不应承担教学质量的责 

任，因为决定教学质量关键的教师聘用权它都没有， 

它怎么能负与之相应的责任呢?所以这个责任应该 

由系部教研室主任来负。但对系部教研室主任的奖 

惩权成人教育学院相关领导又没有，由此看来，这种 

由系部教研室主任聘排成教课程的管理体制缺乏权 

利与责任的平衡，有待完善与优化．从而实现科学管 

理。反过来看，对教师的聘用权倘在成教学院教务 

科．也是存在不足的．因为对教师的整个工作教学质 

量的考评不在成教学院的教务科，而在系部及教研 

室，成教学院教务科对其任课教师教学质量优劣的 

最大奖惩权仅在课时酬金的多少和续聘解聘否，而 

这些远未达到对任课教师形成足够压力，最大限度 

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所以，也存在一些问题。 

耍加强科学管理，就必须对现有成人教育管理 

进行改革。改革首先就是耍实现权利与责任的平 

衡。这体现为对成人教育的教学态度、教学质量应 

纳入任课教师的整个考评之中；当它落实到实际操 

作的时候，就是任课教师在成人教育中的教学质量 

优劣，影响的不仅是他的续聘与解聘．而是对他的整 

个教学评价、业绩评定、职称晋升；与此同理．教学质 

量的高低也应成为衡量相关管理人员如系部主任、 

教研室主任(当聘用教师权划归系部和教研室主任 

时)、成教学院教务科长(当聘用教师权划归教务科 

时)业绩的重要标准。 

(3)重视教材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有些普通高 

校，如重庆交通学院、重庆教育学院的一些专业课没 

有成人教育的教材，沿用的或者是在校奉科生教材， 

或者是过时的中专教材。因此，要提高成人教育质 

量．各相关学校必须立即着手编制相关专业的成人 

教材。由于教材不仅要 以学科体系为基础．而且要 

以教育规律为前提。因此，教材编写人员必须确立以 

教育规律为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认真研究成人教 

育的规律．才能确立起科学的教材体系。 

(4)注重教育调研，强化信息反馈。普通高校的 

成人教育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得到 

不断的发展，就必须充分了解国际国内的教育信息 

和本校成教生源变化及用人单位对本校成教学生的 

评价。这就需要我们注重教育调研。强化信息反馈。 

然而，目前国内高校在教育调研及信息反馈上，却普 

遍存在重统招生源，轻成教生源；重统招毕业生．轻 

成教毕业生。普通高校耍想提高自己成人教育的教 

学质量．使本校的毕业生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使成 

教毕业生有良好的就业前景，从而不断扩大生源．就 

必须加强对竞争对手的了解．加强对用人单位的调 

查，听取他们对学校办学的意见，针对调查和反馈的 

问题，不断深化改革．优化教育教学方式，强化科学 

管理，使成人教育的教育教学与管理与不断发展的 

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保持动态平衡，从而确保本校的 

成人教育可持续发展。 
一 般普通高校，倘若能重视成人教育．深化成教 

改革，加强科学管理．深挖内部潜力，那么从某种意 

义上说也就确保了一般普通高校成教学院的生存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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