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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互联网+”背景下的继续教育问题 
黄卫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510075） 

摘要：本文以“互联网+”背景下继续教育为研究核心，分析阐述了当前继续教育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互联网+”背景下高校
教育的思路和策略。为开展继续教育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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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继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历补偿机制的规模降低。 
在现代高等教育中，非学历的教育不断呈上升的趋势。随

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教育的类型和方式呈现多种形
式发展的局面。在继续教育中，学历补偿呈现出下降的状态。
在高等教育的招生扩大的前提下，非学历的教育就面临明显下
降的情况，这样的环境中，大学生的金字招牌不再具有高附加
值，学历水平要求在变化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人才综合素质的培
养。但是，在当前的继续教育中，很多的学生要求在获得知识
的前提下，注重能力的培养。在继续教育中，教育的方式和内
容都要以继续教育为基础，学生们更加注重学术实践能力的培
养。学生们在获得学识的过程中，更要求在日常生活的能力上
可以获得培育。继续教的市场正在进行转型，继续教育需要有
更多的资源进行匹配才能够适应当前培养人才的需要。如果学
历补偿教育规模不再升级，继续教育就需要进行体制上的革新。
而在现实环境中，继续教育面临着能力培养的降低，就会促使
着继续教育需要整体上进行推进。 

（二）继续教育的体制和机制有待完善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高校继续教育的规模和种

类经过不断发展获得了扩展。但是，教育的整体结构还存在一些
问题。不同的教育具有着不同的制度和体系，在规章制度上没有
完善的规则就导致了高等教育的继续教育存在问题。由于受市场
影响继续教育呈现出环境复杂的现象。继续教育需要对学生的能
力和水平进行整体提升。在规章制度上如果依然没有做好价格机
制和准入机制，就导致了继续教育的整体行业不规范。就使继续
教育偏离到利用教育圈钱的境地。知识经济实际上要求教育行业
就要沿着培育人才的整体方向进行推进。继续教育不应该成为一
种虚设，而应该真正以培养人才为主体要求。现代化的教育需要
继续教育作为教育增值服务。继续教育如果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
存在缺陷就容易使继续教育陷入到发展迟缓的境地。 

（三）教育的方式和模式不对应 
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互联网+”覆盖了人们

的生活，但是，在教育领域对于“互联网+”资源的应用依然存
在着问题。教育的传统化教育的封闭化使继续教育模式固定化。
学生们在“互联网+”时代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互联网+”庞大的社会资源，庞大的知识体系和更加先进的教
育模式没有架构到知识体系中。继续教育沿用了封闭的发展方
式，不利于当前学生的实际发展。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下，学生
们对于知识的整体环境更加开阔，利用“互联网+”的环境能够
让学生们从整体上构建起学习规划和职业规划，学生们能够在
学习的过程中，从多个角度获取知识。在当前的环境下，教育
方式和认知水平不匹配使得继续教育无法顺利有效的进行。 

二、“互联网+”背景下继续教育创新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一）创新教育模式实施教学改革 
信息时代的教育要根据信息时代发展的环境进行匹配。继

续教育市场出现的招生规模下滑的情况就要求对其原因进行分
析。这些教育要根据市场环境进行设计，更要根据继续教育的
需求进行考量。在继续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远程教育替代了传

统继续教育的模式，通过“互联网+”的背景可以实施远程教育
平台建设，让教育教学的模式和教学改革适应，让教育能够呈
现出快速发展的状态。继续教育的管理方式通过信息化的建设
可以让学生们体验到信息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改革。学生们就会
跟随环境的变化进行学习计划的调整。继续教育整体水平的提
升，要求继续教育能够真正根据信息环境进行实质性的推进。 

（二）利用网络资源构建发展模式 
教学方式中可以建立网络教育平台，可以实施慕课教学，

可以实施微信、微博的线上平台教育，让继续教育能够促进学
生们与自己生活相对接。继续教育的核心功能是教育教学改革，
“互联网+”环境加速了舆论生活体制化的变化，让教育在新时
代的发展中呈现出分工和协调不断细化的状态。继续教育要做
到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就要求实现教育的平台化建设，高校能够
在互联网教育的的前提下，适应社会化生产环节的变化，在信
息技术会依托的情况下，“互联网+”充分的资源能够让学校的
综合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学校的社会效益也可以获得提升。例
如阿里巴巴和北京大学慕课形式倡导了继续教育在多种课题的
研究，这个过程中运用了“互联网+”的优质化条件，实现了综
合效益的整体提升。 

（三）构建精品课程，创新品牌建设 
实施“互联网+”环境下的综合课程设计。继续教育的课程

需要实施精品化建设，在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发挥条件和优势的
推进作用，突出学科优势和专业特点。继续教育的专业性和针
对性不断增强，学校要加强自身建设，增加品牌知名度，获得
市场竞争力，使基础教育的市场参与度不断增强，让继续教育
的深度和广度达到现代化教育的要求。继续教育要求学生进行
专业性的学习，教学活动就要有针对性。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
高教育的质量水平，加强教育领域的核心技术任务，在“互联
网+”环境下进行教育教学和学生多种能力培养，使教学衔接更
加紧密，不断创造自己教育教学的良好形象，提升“互联网+”
环境下自主教育的整体功能性。 

结语 
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这是一个网络发展不断递进的时代，

在教育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理念指导下，继续教育需要良好
的环境。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在“互
联网+”的时代，人们开展了多种学习，学习让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更多的人们可以参与到“互联网+”的模式中。创新发展的
时代里，继续教育不断更新，继续教育的模式和“互联网+”背
景教育之间架构起必然的关系，就能够让现代化的教育更加符
合人们心理的教育需要，符合人们学习的需要。继续教育要开
展多方面立体化的教育教学，继续教育的模式中，运用互联网
可以让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新鲜事物出现，能够让崭新
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不断取得实践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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