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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到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

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公共服务、社会
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1]。《中国教育现代化2025》中提到

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

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2]。正是为了在数
字化背景下，结合远程教育的优势特点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远程

教育资源，积极推进教育教学的现代化改革。

开放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对社会人才的培养和教
育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家战略部署下，数字化是远程教

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它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形

成易传播、易学习的教学资源，通过远程教育模式扩大受众，
形成数字化的全面终身教育体系。

2　远程教育数字化与智能化变革分析

远程教育具有“无边界”的特色，数字化和智能化可以与
远程教育形成完美的适配。通过从资源数据化到教育数字化、

管理数字化可对开放教育体系完成全方位的改革。

2.1数字化转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数字化资源促进信息的整合和融合，方便对资源建立新的

评价机制，不断优化平台数据质量为学员提供良性互动循环的基

础。同时利用平台数据建立个性化的课程体系，为学员推荐定制
的教育计划。数字化资源可以建立有效的推广机制，通过平台和

各种与资源相关的活动等推广数字化资源的使用，使开放教育的

相关教师和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了解数字化资源的优势和应用价
值[ 3 ]。

2.2数字化为智能化教学提供基础

通过数字化提供海量的数据不断优化人工智能应用的体验。
逐步形成智能化课堂。智能化课堂可以实现体验式的场景化教育，

例如在云课堂场景下利用视频识别技术和AR/VR技术让学生多角

度的了解学习内容。从教师角度来说，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并有针对性的进行备课，提高教学效率。对学员而言

可以快速匹配自己的需求，找到自己适合的课程提高学习兴趣。

2.3远程教育的数据开放与共享
教育部发布《教育部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教育数据管理办

法》，指出建立统一的教育数据资源共享交流和开放平台，使数据

更好地为教育改革发展服务[4]。远程教育的数字化可以不断的完
善教育数据的标准规范制定，推动教育数据的有效共享。例如：学

生情况统计、教师水平统计等内容。通过数据驱动远程教育的平

台优化和数据融合能力，帮助远程教育建立优质课程为社会服务
和培养复合型人才。

3　远程教育数字化应用模式变革分析

数字化远程教育的应用模式可以提高教学质量，挖掘学员潜
在需求，培养学生的数字化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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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教育模式、方法变革

远程教育是学员自学和教师教授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教师可以实时的跟踪学员的学习情况，进行适当的答疑和引导，
实现了远程教育变成引导授课、课程资源服务、在线帮扶以及自

主学习的全新教育模式。让学习成为学习者自身的事情,充分发挥

学习者学习主动性、自觉性和自愿性[5]。在课程设计方面也可以
及时的调整方案适应学员的个性化需求。数字化对教育模式和方

法的变革是全方面的改变，推动了参与人员的数字化服务意识的

提升。
3.2评价方式变革

在对教师评价方面，通过数字化工具学员可以对课程进行更

加全面的评价。其次，数字化的转变让让教师的授课变的更加
透明。在对学生的考核方面，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让学术造假

行为变的更容易监控，利用学习追踪的方法能全方面的考核学生

的学习成果。这样可以提升教育效果，不断的优化教师队伍，
进而建立数据驱动的教育评价体系。

3.3数字化平台变革

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是传统信息化平台单纯知识输出的智能化
升级，提供了多方面的交互能力。建立学员自适应学习、直播

学习、智能复习等多个场景的应用平台。同时，根据学员学习成

果和进度推荐相应的复习资料和资源。数字化远程教育平台通过
集成智能化助手，辅助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最终实现远程开放

教育的智能化水平提升。

4　总结
数字化远程教育的本质是对信息化的数据进行有效利用并构

建不同的智能化应用场景，实现开放教育数字转型。同时，数字

化的普及也为远程教育带来机遇和挑战，在应用实践过程中还需
要不断的探索并形成标准规范，通过数据融合创新教学模式和教

学流程，同时也需要大量的智能化技术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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