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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教育节目融媒体建设模式研究
戴　悦

（江苏开放大学资源建设中心，江苏 南京 210036）

摘要：作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高等学校，开放大学长

期以广播电视媒体作为传播优质教育资源内容的重要手段和特色

优势，将教育节目作为推进开放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

要窗口。“开放融合”模式研究，积极探索融媒体教育节目制作

的创新路径，为推动教育节目与课程资源的开放融合，进一步加

快课程资源建设和推进线上教育等问题提供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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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放大学教育节目融媒体建设研究背景

（一）教育资源失去核心竞争力

开放大学作为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转型升级，通过广播电视

媒体传播优质教育资源内容，是开放大学的重要手段和特色优势。

为了促进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各地开放大学与广播电视机构建

立长期合作，部分开放大学还设立了专门的广播电视频道或栏目，

用以播放课程视频和教育节目资源，从而增强学生和普通观众的

收听收视率，进一步提升开放大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随着媒体

制作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课程视频逐渐难以适应观众的审美

需求，教育节目便成为开放大学推进开放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

教育的重要窗口。节目内容多强调教育性、公益性和服务性，重

点开发与课程资源相关的科普类、访谈类和纪实类等节目类型。

其中以医疗保健类、文化科普类和普法教育类等为代表的优质节

目，不仅长期拥有大量固定的受众群体，甚至一度进入到主流节

目的行列。

然而随着互联网背景下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的迅速

崛起与媒体融合的不断推进，在对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造成巨大

冲击的同时，也让开放大学教育节目的制作质量、传播收视和教

学效果受到严重影响。节目受众老龄化的局限性与开放大学转型

发展带来教育对象的多元多样性之间所形成的矛盾，让开放大学

教育节目在自身定位和受众群体的问题上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尴

尬境地。再加上近年来随着全球远程教育教学体系的不断发展完

善，高等院校纷纷加大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力度，高质量高水平教

育教学资源的广泛普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开放大学的特色优势，

从而逐渐失去在教育资源建设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二）教育节目融媒体建设不足

自 2018 年起，部分开放大学率先开始对教育节目融媒体建设

进行初步探索与尝试。由于对媒体融合的趋势和发展规律把握得

不够全面深刻，以及缺乏专业的新媒体节目制作人才，导致初期

的融媒体建设仅仅停留在将节目视频同步上传至自媒体账号的简

易操作：既没有针对互联网特点的内容生产，也没有对账号日常

的运营管理维护，甚至没有依托于学校或广播电视机构官方新媒

体平台的宣传推广。这种粉丝基数小、关注流量少，主要依靠朋

友圈转发，以至于在学校范围内都无法实现全面覆盖的发展模式，

一度陷入“自娱自乐”的建设困境。

随着开放大学的转型发展和媒体行业的格局变迁，尤其是近

年来短视频行业和“直播 +”等新兴业态的迅猛崛起，让学校意

识到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路径规划，坚持以互联网思维为导

向，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同发展，并将开放大学融媒体建设提升

到发展战略高度，重点引进和培养新媒体专项技术人才。而开放

大学教育节目制作人员因其对口的专业技术和学科背景，成为推

动学校融媒体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节目制作人员通过深入学校

各个学院和专业学科开展调研，依托开放大学线上教育平台大数

据系统所建立的研究观测点，及时有效地针对目前开放大学转型

发展中，急需加快课程资源建设和推进线上教育这一自身需求，

结合开放大学的特色优势，开展兼具对策性与思想性的建设模式

研究。同时运用“云录制”“直播 +”等新媒体技术，联合学校

师生共同开展新媒体教育节目研发、制作与推广，成功实现利用

融媒体教育节目，推动教育节目与课程资源的开放融合，为进一

步加快课程资源建设和推进线上教育等问题提供了有效对策，具

有借鉴意义。

二、开放融合”建设模式思路与特点

开放大学教育节目制作团队在深入学校各个学院和专业学科

开展调研后发现，推进开放本科学历教育，是具备独立本科专业

办学资质的开放大学在转型初期的首要任务，部分开放大学还肩

负着申请设立硕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艰巨使命。但

学科专业建设能力不足、课程资源建设水平较为薄弱是现阶段开

放大学在加强实体建设、强化办学职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

由于目前大部分课程资源建设工作主要停留在传统的网络课程制

作和微课制作上，即授课教师通过录课教室的技术设备和专业课

程制作人员的拍摄及后期制作来共同完成，不仅在录课场景、媒

体技术和人员配置上受到局限，课程资源也存在着形式内容陈旧

死板，知识内容专业性、理论性过强，缺乏一定的通识性、趣味

性和互动性，导致根本无法吸引当下年轻人为主的学生用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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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开放大学通过在人员配置、内容资源和平台搭建上将教育

节目与课程资源进行“开放融合”，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提供了

有效对策。

（一）人员配置的“开放融合”

开放大学专业的课程制作人员通常具备较高的资历，有着丰

富的课程制作经验，熟悉课程资源建设标准体系要求和教学目标，

但长期固化的制作流程和繁重的建设任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课

程制作人员的发挥，审美和思想观念上也容易受到禁锢；而教育

节目制作人员则相对年轻化，大多有着媒体行业的从业背景和相

关学科背景，其中不乏学校近年来引进的新媒体行业人才。在专

业技术上，教育节目制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足够胜任课程资源建设

工作。在教育节目课程制作人员“传帮带”的指导下，积极投入

到全新的线上课程研发与制作中，以互联网思维为导向，运用先

进的新媒体技术和传播理念，让课程形式内容达到知识性与娱乐

性的平衡，成功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

在融媒体教育节目的研发、制作和推广过程中，节目制作人

员联合课程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成功实现全校范围

的用户覆盖。同时，节目制作团队通过深入挖掘校企合作和校友

资源，充分发挥广大社会人员的重要力量，进一步扩大开放大学

融媒体教育节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内容资源的“开放融合”

在内容资源的开发上，开放大学利用自身定位和特色优势，

在高校中首创将教育节目与课程资源“开放融合”的创新模式：

即生产的内容资源既可作为教育节目满足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

的播出标准，也可作为开放大学本科学历教育的线上课程。该模

式可同时解决开放大学教育节目融媒体建设和课程资源建设两大

核心问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不仅需要制作人员同时具备教育

节目和课程制作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兼顾和平衡教育节目和

课程制作这两种不同的标准体系要求，改变“灌输式”的传统课

程制作理念，借鉴吸收网络 IP 化、短视频化的潮流趋势，充分运

用 VR、AR、动画等技术手段，满足年轻受众的审美需求。同时

在此基础上，结合互联网的传播特性和不同网络平台的定位及特

色优势，运用“云录制”“直播 +”等新媒体技术增加互动性，

进一步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用户黏性，最终形成极具开放大学高

质量发展特色的优质内容资源。

（三）平台搭建的“开放融合”

开放大学教育节目主要依托于广播电视媒体平台，而课程资

源则通过开放大学线上教育网络平台进行运营管理和维护。通过

对二者的开放融合所创新制作的融媒体教育节目，所以开放本科

学历教育的线上课程登录、开放大学线上教育网络平台，从而打

破学历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壁垒。同时，融媒体教育节目充分发挥

开放大学的特色优势，在借助学校和广播电视机构官方新媒体平

台进行宣传推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网络媒体平台的合作，

主要包括：在腾讯、优酷、爱奇艺等主流视频网站和深受年轻用

户喜爱的 B 站等平台，分别开设开放大学官方的网络视频公众号

进行节目内容发布；在抖音等网络直播平台进行直播节目；以及

通过“腾讯会议”等视频会议软件制作“云录制”特别节目。一

系列贴进年轻用户群体的平台搭建，让开放大学教育节目成为联

通优质教育资源平台的“立交桥”。

三、开放融合”建设模式意义与价值

“开放融合”建设模式对于初期的开放大学教育节目融媒体

建设具有先行先试、突破困境的重要意义，根据开放大学教育节

目制作和课程资源建设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通过人员配置、内容

资源、平台搭建的“开放融合”，充分体现了开放大学教育节目

融媒体建设“解决实际、突出特色、开放融合”的重要原则，为

今后的开放大学教育节目融媒体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全面发展和提升融媒体教育节目制作水平的同时，有效解决

了开放大学在转型期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而从长期价值来看，

该建设模式在开放大学系统和其他高校的融媒体建设中具有代表

性和可复制性，尤其对于特色型、应用型定位的高校融媒体建设，

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该模式将进一步提升开放大学教育

节目品质，发挥节目的教育功能价值，促进与媒体平台和社会优

质教育资源的合作共赢，提高开放大学资源建设质量，为进一步

推动和完善开放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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