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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海军编著的《网络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以我国高校网络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研究对象，采用基
于设计的研究，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从学习中心、服务模式、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和质量监管等
角度．对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关要素及其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提炼出我国网络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发
展的经验和教训，辨析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为网络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改革“鼓与呼”并提出思
考与建议。旨在创新网络教育发展模式和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引领实践探索。
    《网络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研究》适合网络教育及公共服务体系的从业者、研究者和管理者阅读，也
是网络教育行业相关人员学习、研究、管理和运营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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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安市碑林区是我国西部城市老社区，社区教育形式较为单一，居民对数字化学习较为陌生。社
区居民主要集中在26-40岁（占41%）和41～60岁（占32%）这两个年龄段；参加工作时间在20年以下
，需要从网络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以中青年为主，学历层次主要集中在高中和中专学历（占78%），以
企业员工和自由职业者居多（占93%）；老年居民对数字化学习较为陌生，能够上网学习的人很少，
但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愿望较强。　　示范中心结合居民的数字化学习基本技能培训，注重转变传
统的社区文化与学习观念，传播先进的终身学习理念与文化，培养数字化学习的能力，提升终身学习
的素养（原来85%的学习者不会上网学习，通过参加数字化学习港的学习后，65%的人能每周坚持上
网；62%的人表示能上网学习，并很快能搜索到所需资料；89%的入学习意识和能力有了提高，表示
通过上网获取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业余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根据学习者及社会组织的需求，
与区组织部、妇联、共青团等社会群团组织合作，整合了电大、奥鹏、普通高校、政府和社会等各方
面的多种教育培训资源，开展了相应的培训项目和文化活动。与区妇联联动组织了插花、编织培训，
网上学习和网下的操作技能训练结合，使下岗女工不仅掌握了数字化学习基本技能，而且为她们提供
了到花店和针织企业再就业的本领。　　案例3：广州海珠区数字化学习示范中心　　广州海珠区除
老社区居民外，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利用数字化学习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满足其求职和转岗需
要，使其迅速融入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年轻人比例占绝大多数（30岁以下的占78%），文化层次较低
（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占77％），计算机技能普遍较低，但可塑性强，学习积极性很高，外来务工人
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参加面对面的培训；另一个群体是老人，计算机的认知和操作技能较弱，但对学习
有浓厚的兴趣和充足的时间。　　示范中心依托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数字化学习环境，提供贴近社区居
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实际生活和工作需要的课程与服务。在居民区，开放数字化学习体验区、数字化影
院和书画室，为居民学习计算机技能和丰富文化生活、开展各种活动提供方便；在外来务工人员集聚
的工业区，就近建设了网络教室，开设计算机基本技能、提升其择业态度和择业素质的课程，利用数
字化学习机动、灵活的优势，分批次培养骨干、逐步扩大培训范围，提升这一弱势群体的思想文化素
质和实际就业能力。承接海珠区劳动局外来工培训项目，劳动局补贴70%的学费，学习者承担20%，
学习中心承担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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