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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学分银行”制度最早应用于发达国家，是一种学分制度的创新，能够改变传统高校成人教育模式，为学

习者提供更加便利的学习条件。2010 年之后，这一新型的学分管理制度开始进入我国。国外的实践经验表

明，“学分银行”制度是一种较为适宜应用于高校继续教育领域的制度，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

育模式，适用于多个行业、多个领域的人才教育。[1]我国很多学者近年来对“学分银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

遍认为“学分银行”制度是适用于我国高校成人教育实际情况的。从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应

用“学分银行”制度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本文从“学分银行”的概念与内涵分析出发，阐述“学分银行”制度在

高校继续教育中的应用意义与应用策略。
1 “学分银行”概念及内涵

“学分银行”制度最早由韩国学者在 1997 年提出，在此后的多年中，在一些欧美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学分银行”制度，是把学习者学习每门课程的学分作为一种计量单位，寄存

在“学分银行”系统中。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学习课程，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在“学分银

行”中所积累的学分满足毕业要求，既可以毕业，可以获得相关的证书。在学历挂钩方面，不同层次的继续教

育学历，也有着相应的学分要求，学习者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学分积累情况，申请不同层次的学位。[2]“学分

银行”的核心内涵，在于打破了传统高校继续教育的连续教育模式，广泛地适用于各个行业的人员，并且在

教育模式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打造开放式的继续教育环境，为更多人员提供更具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教育

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分是学习成果的计量形式或者说是学习者学习成果的载体，积累学分的过程本身也

是接受完整继续教育的过程。[3]

2 “学分银行”制度在高校继续教育中的应用意义

2.1 保障继续教育的持续性

从“学分银行”制度的优势来看，其在高校继续教育中的应用意义，首先便在于保障继续教育的持续性。
传统的高校继续教育模式，学习者接受教育的时间有限，在规定时期内完成学习任务，达到学习目标，才能

够顺利毕业。[4]当学习者毕业后，再次接受高校继续教育的机会很少。然而“学分银行”制度则不同，在这一制

度下，学习者的学习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只要条件允许，学习者可以一直接受高校继续教育，选择相应的课

程，这些课程并不是连贯的，可以更加个性化地安排学习时间。[5]因而可以看出，“学分银行”制度在高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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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应用，可以延长学习时间，并且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加丰富的课程资源，能够适用大多数行业人员的

高校继续教育需求，对于保障继续教育的持续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学分银行”制度还能够促使学习者

保持良好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这同样是保障高校继续教育持续性的重要途径。
2.2 促进更多的学习者接受继续教育

在当前我国的高校继续教育模式下，大部分就业人员并不具备接受连贯性高校继续教育的条件。“学分

银行”制度在高校继续教育中的应用，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学分银行”制度对于学习者放宽了限

制条件，形成了一种开放式的教育环境，任何人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教育方案，灵活

安排学习时间。因此，“学分银行”制度能够促进更多的学习者接受继续教育，长此以往，能够有效地提升我

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并且也有利于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学分银行”制度的应用，并不仅仅是一种教学

形式或者教育模式方面的改革，而是从本质上改变了高校继续教育模式，更改变了核心的继续教育理念，旨

在为更多的人提供高校继续教育，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为国民高等教育体系的完

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支撑。
2.3 便于进行因材施教

所谓因材施教，也就是针对不同学习者实际情况和学习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而对于学习者来

说，则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兴趣，选择相应的课程和教学方案。例如一些学习者在某些专业性课程方面

有着较大的需求，但是对一些基础性的知识课程，则可能需求不大。在传统高校继续教育模式下，所有的学

习者均是接受统一的教学安排，由浅入深地进行学习，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教学效率。[6]而“学分银行”
制度的应用，就为高校继续教育的因材施教创造了基本条件。不同学习基础、不同学习能力以及不同学习需

求的学习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课程方案。当学习者完成某一课程的学习并且通过考

核后，其所得的学分就会计入“学分银行”系统中。借助于这一过程，就可以较好地实现高校继续教育的因材

施教，打破传统的教学思维，这也有助于提升高校继续教育的教学质量。
3 “学分银行”制度在高校继续教育创新中的应用策略

3.1 建立个人学习账户，创新教育形式

首先，建立个人学习账户，也就是建立储存课程积分的个人学习账户。在此基础上对教育形式进行创

新，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建立起模块化的教学课程。例如可以将某一专业的一系列课程，按照难易程度以

及专业知识的深入程度划分为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可以由多个课程组合而成。学习者依据自身的情况和需

求，选择相应的课程模块。每当学习者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后，其所获得的学分就储存到个人学习账户中。
个人学习账户的设立，可以由高校完成，也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统一完成。当个人学习账户的学分积累到一

定程度后，可以换取相应的学历和学位，当换取完成后，扣除个人学习账户中的相关学分。把学分作为一种

货币形式来进行管理和使用，这也是“学分银行”的核心内涵所在。例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分事实上也就

代表了学生课程学习的效果和成绩，这种成绩评价包含了考试成绩和日常学习评价，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

计算成相应的学分。对于学生而言，学分货币是永久积累的，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由于参加继续教育的

学生学习时间不固定，那么这种学分货币积累的形式，也就更利于其自主安排学习时间。
3.2 丰富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

在“学分银行”制度的应用中，丰富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长期接受继

续教育，学习者对于课程的知识需求可能会出现变化。如随着行业技术和时代的发展，一些专业领域的人员

知识体系也会更新，传统的课程知识必然难以较好地满足其学习需求。所以，高校应为学习者提供更加丰富

的教育资源，并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教育资源的共享。特别是教学质量较高的高校，更应当承担起教育资源

共享的责任，以提升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整体水平。高校还应当同外校进行紧密地合作，根据外部市场环境

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教学课程，注重于培养有着较强专业性高素质应用人才。在这一过程中，高

校也应积极应用互联网技术，促进教育资源共享。
3.3 改革学分积累模式，提升教学质量

改革学分积累模式，主要是指在“学分银行”制度的应用中，高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打造更加具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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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学分积累模式，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便于施展因材施教的选择方案。例如高校可以设置不同档次的学

分类别，提高部分专业课程的学分，降低一些基础课程的学分，从而对学习者的课程选择进行一定的引导。
在学分积累中，应当强调专业性课程的完整性，如果学习者选择了多种同类型的课程，而专业领域内的其他

课程选择较少，那么就应当降低同类型课程的学分积累总分；或者在学分积累制度中明确规定，必须选择专

业内的所有类型课程，才能够积累足够学分，否则不允许毕业。这种学分积累模式改革的关键，便在于对学

习者的课程选择和学校进行引导，保证学习者能够学习所有同本专业相关的必修课程，部分专业还应当对

选修课程的选择情况进行明确规定。整体而言，学分积累模式改革的关键在于，既要给予学习者一定的选择

自由度，包括课程选择自由度、时间选择自由度，也要保证课程体系构成的主体性，如要将一些专业中的重

要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从而反映在学分方面，可以分为必修学分和选修学分两个类别。
4 结束语

随着我国对于专业型高素质人才需求的提升，高校继续教育应当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各行业人员提

供持续的继续教育，满足相关学习者的教育需求。鉴于当前继续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应积极促进“学分银

行”制度在高校继续教育中的应用，使得更多的学习者能够接受继续教育，这对于提升我国就业人员素质水

平及专业人才的培养水平都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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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sic concept and implication of a credit bank, and elaborates its signifi－
cance of application in further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applicable strategies for innovation of further educa－
tion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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