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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沈阳开放大学

继续教育发展报告

2023年，沈阳开放大学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教育方

针，自觉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聚焦发展、深化改革，应对挑战、砥砺奋

进，紧紧围绕构建服务沈阳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

提升内涵，提升质量，提升水平，致力转型、深融、超越，办学能力和内涵建设迈出新

的坚实步伐，为推动沈阳市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贡献教育智慧和力量。

一、总体情况

沈阳开放大学是由省政府批准的、沈阳市政府主办的一所成人高等学校，创建

于1960年3月，是全国44所省级电大之一。2010年，学校成立沈阳社区大学。2012年，

国家开放大学在沈阳电大建立“国家开放大学沈阳分部”，标志沈阳电大已纳入国

家开放大学的大系统之中。2015年，学校增挂“沈阳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牌

子。2021年，沈阳广播电视大学正式更名为沈阳开放大学。2022年7月，“沈阳市两

邻学院沈阳开放大学校区”正式挂牌成立。2023年8月，经市委编委批准，学校加挂

“沈阳老年大学”牌子。

我校办学的目标定位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依托远程教育、社区教育、老

年教育办学体系，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发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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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提供更加灵活、便捷、公平、开放的学习方式和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

学校现在的主要办学形式为开放教育、成人高职、残疾人教育等学历教育；社区教

育、老年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非学历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协同发展。

当前，学校形成以“三化”为特征（数字化、国际化、创客化），以“五大”

为任务（大招生、大培训、大文化、大教务、大网络），加快构建“一体两翼、四

合四进、五发展”的新发展格局（“一体”是以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为主体。“两翼”

是稳步推进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并举。“四合”是整合沈阳开放大学、沈阳社区

大学现有系统资源，结合沈阳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联合国家开放大学、兄

弟院校及相关社会办学力量，将沈阳开放大学改革发展充分融合到沈阳市教育发展

“十四五”规划和沈阳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四进”是通过沈阳开放大学改革发展

服务于推进沈阳市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设，整合优质教育资源进企业、进社

区、进农村、进家庭。“五发展”是指沈阳开放大学未来重点打造的学历教育、社

区（“两邻”）教育、老年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等五种办学业态，推动

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

2023年，学校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被市

委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好”的等次；荣获“沈阳市文明校园”荣誉称号。沈阳开

放大学幸福教育亲子学堂，荣获2023年辽宁省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沈阳

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在辽宁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举办的“振兴新突破 学习促

发展”社区教育案例展播及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组织奖”。

二、专业设置

（一）开放教育

2023年，沈阳开放大学共开设高起本专业8个，专科起点本科专业30个，开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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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专业30个，“一村一”专科专业6个，助力计划专科专业13个（含方向），课程范

围涵盖经济学学科类、公共管理类、教育类、外国语言文学类、计算机信息技术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土建类、法律实务类、电气信息类课程等。

（二）成人高职

成人高职现有脱产专业9个，业余专业5个，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完成教学计划修

订，并正在论证新开设专业。

三、人才培养

（一）学历教育

开放教育办学体系包括4家直属分校，7家县区分校。2023年，全年招生5850人

（其中本科2301人，专科3549人）。目前开放教育在校生规模为24105人，其中专科

16858人，本科6345人，高起本902人。

网络教育在校生671人，残疾人学院371人，一村一名大学生485人；

成人高职2023年招生共计719，现成人高职在籍学员共计925人；成人中专2023

年招生共计825人，现成人中专在籍学员共计825人。

（二）非学历教育

积极主动对接行业、企业、社区、政府各职能部门，努力将培训触角延伸到全市各

个行业、各个领域，实现各类培训、社会考试扩面提量，2023年全年组织承办各类培训

考试10万余人次。

1.社会培训

（1）沈阳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远程继续教育

承办沈阳市财政局的沈阳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远程继续教育培训，完成2023年

续签委托协议，同时积极协调、组织提前完成2023年课程资源制作工作。截至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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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31日，已经注册学习77895余人，完成1091学时的课程资源录制工作。2022年

12月—2023年12月期间承办沈阳市会计大讲堂工作，开展2023年沈阳市行政企事业

会计人员在线培训，组织完成27个教学及课程资源制作工作。今年新增加开设沈阳

市四个郊区县的会计人员面授培训项目，并聘任我校教师为主讲教师，提高培训质

量，提升培训特色。

（2）社区工作者培训

面向社区副书记、社区工作者、社区骨干、入党积极分子和基层党务工作者开

展各项培训。陆续开展各类培训20余次，分别承担小区点长、社区书记培训等，受

益人次达12万余人次，为推进沈阳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3）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与辽宁省网联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计划开展城乡规划、工程勘察、建筑施工等25个专业的单科培训，现各专业培

训陆续展开中。

（4）体彩从业人员资格培训

与沈阳市体育彩票协会合作，利用我校平台开展体彩从业人员资格培训，目前

已经开始试运行。已完成学员线上注册，学习资源上传工作，学员可以点击学习。

目前正在筹备新周期学习资源的制作工作。

（5）社区书记培训

按照市委组织部要求，承接并开展社区书记专项培训，运用承接封闭式集中培

训方式。

（6）社区工作继续教育培训

与社区对接开展社区工作继续教育集中培训，共计600余人参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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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员工能力提升培训

目前已达成合作意向，相关事宜及协议正在积极筹备签署中。

（三）社会考试服务工作

我校整合现有考试资源，完善考试设施，相继与省招考办、省司法厅、市委组

织部、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司法局、市考试院等政府部门合作。积极拓展学校

服务能力，扎实推进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法律事务服务中心、市妇联、市家

政协会、辽宁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等会议协调和组织工作。

1.沈阳市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培训、考试工作

我校与沈阳市司法局和沈阳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互联，做好沈阳市执法人员培

训工作。沈阳市行政执法资格培训学习已于5月全部完成，并签署2024年培训合同。

相关培训工作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2023年全市各区执法人员培训、考试工作服务

人数5000余人。

2.政府、事业单位、企业招聘工作

一是残联招聘社区工作者工作，完成了沈阳市铁西区残联、和平区残联2023年

度社区专干的招聘考试工作，其余各区也在陆续筹备中；二是完成省肿瘤医院的面

试工作，参与考试人数1249人；三是完成省水利厅2023年面试工作，参与面试人数

120人；四是完成沈阳市地铁集团2023年招聘工作，参与考试人数近2000人；五是完成省

财政局招聘考试工作。参与考试人数60人。

3.其他考试服务工作

我校承接社会类考试十余项目，合作单位包括沈阳考试院、省招考办、ATA考试

中心、司法局和企业单位及协会等。2023年新增合作单位北京水利部建安中心，申

请我校为沈阳地区水利部三类人考试指定考点。辽宁省水利水电三类人员考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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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设为辽宁地区考点。全年水利水电考试人数合计3000余人。

四、质量保证

（一）制度建设

2023年，我校相继制定出台了《关于印发〈沈阳开放大学教学督导检查制度（试

行）〉的通知》（沈开大发〔2023〕11号）、《关于印发〈沈阳开放大学教师教学

工作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沈开大发〔2023〕14号）、《沈阳开放大学教

职工培训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文件，陆续规范完善了学校的教学管理规章

制度。

（二）师资保障

全校职工总数317人，其中编内用工224人。

1.在编教师队伍结构

（1）在编教职工共计224人，其中管理岗位59人，专业技术岗位151人，双肩挑

3人，工勤岗位19人。

（2）学历学位情况：博士研究生5人，硕士研究生55人，本科156人，专科及以

下8人。

（3）年龄结构情况：35岁以下32人、36岁-40岁22人、41岁-50岁85人、51岁-59

岁85人。

（4）职称结构情况：正高级职称32人、副高级职称77人、中级职称24人、初级

职称18人。

2.人才引进情况及政策

我校一直以来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战略转型工作的重点进行大力建设，积

极联络省内外重点高校，开展教师招聘工作，积极参加沈阳市人社局、沈阳市人才



7

办组织的招才引智活动，并根据省、市人才引进工作有关要求制订了《沈阳开放大

学引进和培养博士暂行办法》等政策。2023年，学校在市人社局的政策指导下，计

划招聘青年教师46人。

（三）教学团队建设工作

学校目前开放教育专任辅导教师总数598人，开放教育管理人员145人，专职班

主任83人。2023年，按照国开的考核要求，我校成立开放教育网络教学实施团队99

支，参与教师412人次；开放教育支持服务创新团队6支，参与教师39人次；社区教

育（老年教育）教学实施团队23支，参与教师133人次。

（四）科研工作

在教师科研方面，2023年学校科研处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各级各类课题67项，

其中22项获批，14项未出结果。组织课题完成结题验收21项，分别为辽宁省教育科

学规划课题11项、国家开放大学一般课题1项、辽宁省政研会课题1项、沈阳市社科

联课题1项、辽宁省职教学会1项、辽宁省成人教育学会课题6项。沈阳市学术年会征

文，2人获优秀奖；沈阳市教科工委“双服务”项目遴选活动中，1项获一等奖、1项

获三等奖。

（五）办学经费投入

2023年，学校经费投入决算4116.49万元；教学投入2700.63万元；我校资源建

设、信息化软硬件建设、师资培训投入占同期教学投入的比例为34.11%；学费收入

2387.24万元；教学投入占学费收入的比例为113.13%，较2022年的83.6%提高了

29.53%。

（六）办学设施条件

学校主校区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7号，共有10栋建筑，占地面积2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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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57099㎡；北院校区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云集街12号，共有3栋建筑，占地面

积1489.4㎡，建筑面积3252㎡。建有功能完善的礼堂、多功能报告厅、大小会议室、

多媒体教室、机房、市民数字化学习体验中心、市民学习服务中心、IDC数据中心（网

络机房）、双向视频和成果展示中心、远程教育国际交流中心、VSS录制中心、VSS

控制中心、VSS演播中心、教学资源录制中心、云教室、高端录音棚等设施，并建有

食堂、地下停车场等辅助设施。

（八）信息化、数字化基础建设工作

学校教学用房面积6307平方米，信息中心机房按照电信A级标准建设，整合学校

现有各类资源（其中计算机考场由原来的340台提升至890台），终端设备数6361，

打造标准化考场及监控指挥中心。其中服务器达到49台，网络主干10000兆，与3家

运营商同步接入，带宽达到800兆；其中刀片式服务器16台，虚拟化软件为Vmware，

可实现网络资源动态调整分配。目前拥有教学用计算机实验室30余个，教学用计算

机2596台，多媒体教室38个，云教室5个，实现了无线网校园全覆盖，拥有图书24.7

万册，图书阅览室1个，电子图书1500册，电子期刊2300册，自主开发网络课程80门，

网络课程总量1291门。

目前，我校设有专业的VSS录制、控制、演播中心，升级改造了5个培训教室，

新建了1个直播间，可以为用户提供多种形式的培训场地。为推进“国家数字化学习

资源中心”体系建设，提供面向全社会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公共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五、社会贡献

（一）优化体系建设，提升社区教育服务能力

发挥沈阳社区大学、沈阳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的工作职能，主动与市直相

关部门、区县探索合作空间和可能路径，着力推进社区教育覆盖市、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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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四级”办学体系，目前已辐射到193个社区，建设48

个市级社区幸福教育课堂示范点。聚焦社区“一老一幼”两个重点服务群体，建设

优质社区教育课程体系，完善传统面授与网络授课相结合的“双轨制”教学模式，

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经验累积优势，积极打造社会影响力强、群众参与度高的

幸福教育进社区进村屯教育品牌项目。推进幸福教育进社区民生工程，截至目前，

已组建2800余人专兼职教师队伍，受益人群达50万余人次。

（二）面向银龄群体，开辟老年教育全新领域

7月25日，市委常委会研究同意依托沈阳开放大学加挂“沈阳老年大学”牌子。

这是全国首家由市委研究同意批准成立的地方老年大学，沈阳老年大学率先成为有

牌子、有机构、有人员的“三有”老年大学，为更好地服务沈阳老年事业创造了条

件。沈阳老年大学在构建沈阳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新发展阶段，秉持老年教育“德

学康乐为”理念，以为沈阳老年人群体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为目标，以推动建立覆盖

全市城乡的具有引领性、示范型的市、区县（市）、街道（乡镇）、社区（村）的

“四级”老年教育服务体系为基础，以建设与沈阳老年教育相适应的专兼职教师队

伍和满足老年教育需求的课程体系为重点，以沈阳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和沉浸式

数字化教学场景为载体，以“两头在外”推广优质老年教育课程、教育教学模式、

打造全媒融合式教学生态建设为方向，不断提升沈阳老年大学教育服务能力，推动

沈阳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探索具有沈阳特色的老年教育发展新模式。

（三）践行两邻理念，探索社区培训“数字蝶变”

深入探索两邻学院建设工作着力点，精准发力，创新实干，在市委组织部领导

下，依托沈阳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了5期社区

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社区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小区点长示范培训班等，培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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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5万人次。2023年，上传平台“教育慧邻”云课堂、微学堂课程资源共计8637个，

辐射300多个社区，受益人群达50万余人次，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通过合纵连横，

以七省三市开放大学联学联建区域合作为基础，在“两邻”理念践行、信息技术、

数字资源、创客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探索两邻教育的“数

字蝶变”。

（四）融合驱动，拓展完善平台功能

沈阳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日益成为满足社会大众多元化、个性化学习需求的

重要教育载体。目前，该平台教师总数508人，课程资源超过1.6万门，点击量超过

4100万人次，有效推动了社区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成为

满足沈阳市民多样化学习需求、赋能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现路径。

（五）立足需求，多元培训促进发展

以沈阳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远程继续教育、沈阳市行政执法人员培训为重点，相继

开展了沈阳市会计大讲堂、体彩从业人员资格培训、中组部社区书记专项培训、公共法

律援助律师专项培训、心理咨询资格培训等各类培训项目，共计培训3万余人。

六、特色创新

（一）残疾人教育

创办国家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沈阳学院，填补了沈阳市乃至辽宁省残疾人高等

教育的空白。全年招生116人，在校389人，累计毕业1700余人，位列国开体系第一

名。

（二）产业工人技能提升

与市总工会联合开展“求学圆梦”项目，为产业工人和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学历

提升的机会，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学历和技能水平。与市地铁集团合作定向培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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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开创我校“定制招生”的先河。

（三）村干部学历提升计划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服务乡村振兴，按照需求科学合理设置专业，做好教育部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推进实施。目前在籍学生808人，共培养毕业生1402人。

（四）探索老年大学“沈阳模式”

依托沈阳市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根据社区居民和老年学员教育模式及开放

教学的理念设计开发的教务业务综合管理系统。该系统支持多级管理模式，充分利

用网络资源开展在线教学活动，为社区居民及老年学员提供了全新的学习体验。

七、问题挑战

（一）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力度不够

在政策支持、组织保证、体系建设、加强立法等方面还未获取更大的支持保障。

目前，沈阳市聚焦“一老一幼”“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幸福教育”“教育现代

化”等工作，我校积极争取建立和完善老年教育财政投入机制，增加经费保障。

（二）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开展社区教育的能力不足

参与社会服务的范围和程度不够，对社会各类资源没有进行有效利用。社区教

育的多方参与程度不高，没有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氛围。

八、工作考虑和建议

（一）聚焦深化改革，持续推动优质办学

1.全力打赢综合改革阵地战。找准学校在构建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中的坐标定

位，着力加快转型发展，不断提升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发挥资源

优势，丰富全民终身学习“敬学广惠，有教无类”的内涵和外延。要持续坚持“一体两

翼四合四进五发展”的办学思路，对学校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进行任务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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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落实落细。聚焦继续教育，提升人才培养和培训质量。以绩效

考核为抓手，实现学校工作制度化管理、内涵式提升、集约化发展。

2.筑牢招生工作生命线。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宣传，建立稳定生源基地；完善招

生管理信息系统，提高招生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修订《自主招生绩效考核办

法》，出台《班主任管理办法》，以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奖学金”“优

秀学生干部”评选工作为抓手，持续开展求学圆梦项目，确保学历教育办学规模保

持稳定。

（二）聚焦社区教育，打造幸福教育课堂

1.逐步完善社区教育体系建设。合作共建示范性社区教育基地，努力建设130个示范

性社区，推进沈阳市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进乡村；配合推进幸福教育进社区工作，招募、

遴选、培训社区教育兼职教师，推进“双师型”队伍建设；建立科研与实践相结合的考核体

系，提升全市社区教育教师队伍的综合能力与水平。

2.扎实推进社区教育教学管理。打造优质社区教育课程教学团队；实现社区教

育数字化课程资源建设常态化，提升社区教育“双轨制”教学品质；加快社指中心

示范班、精品班建设进程，以项目团队形式负责示范课和精品课建设，引领区、县

教学团队实现推进本区域教育融入地方经济发展。

3.创新谋划社区教育品牌项目。筹划“全民阅读”项目并开展系列活动；以社

区（老年）名师工作室项目为抓手，推进幸福教育进社区课程体系及精品课建设；

以社区大学为教学示范基地，推进亲子学堂及亲子研习营实践项目；做好智慧助老、

能者为师创新实践、教育慧邻等重点项目的培育、孵化和示范引领。探索开展盛银

爱心学堂项目，开设教学班20个。

4.丰富社区教育特色活动。稳步推进“百万市民艺术共享工程”，积极打造品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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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力争全年艺术惠民巡演小分队出演次数不少于10次，艺术惠民培训示范课程不

少于100学时。组织社区居民系列大赛、SDRC杯微视频大赛、社区教育教学技能大赛、社

区教育教师践行“两邻”理念课程思政大赛等活动。

（三）聚焦两邻教育，落实“一老一幼”主要关切

1.重点实施五项行动计划。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邻”理念和

在沈阳考察时指出的“一老一幼”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指示精神，重点开展两

邻学院建设五项行动计划，即“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诠释宣传计划、“老有所乐，

幼有所学”关爱计划、数字资源推广计划、社区工作者专项培训与学历提升计划、

软硬件升级改造计划。

2.深耕两邻学院内涵建设。扎实推进两邻学院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探索“两邻”

教育办学规律，研究“两邻”科研发展方向及途径；积极与市委组织部、社区建设指导中心、

民政局等部门合作，开展面向社区书记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思想和业务培训。

（四）聚焦老年教育，探索老年大学“沈阳模式”

1.构建覆盖全市城乡的“四级”老年教育体系。依托沈阳开放大学办学体系，

以“互联网+教育”服务和线下送课为手段，以扩大老年教育覆盖面为方向，积极争

取政策及资金支持，加速构建覆盖全市城乡的具有引领性、示范型的市、区县（市）、

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四级”老年教育体系。

2.完善老年教育学习平台建设。主动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终身化、融合化教

育发展趋势，依托沈阳市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满足老年教育个性化学习需

求。建立和完善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教学管理工作的实时监控和数字化处理。

3.加快推进基础能力建设。以加强沈阳老年大学教学场景建设为突破，积极推

进“两头在外”教育教学新模式。以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老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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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建设和新课程开发为抓手，完善老年大学课程体系建设。以老年教育教

师队伍整合为突破，完善老年大学教师队伍建设。以数字化建设为载体，积极推进

“互联网+老年教育”。

（五）聚焦社会培训，实现校地协同育人

1.持续做好社会培训工作。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做好市会计人员网络继

续教育、市执法人员资格培训等项目，积极开展养老护理员、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体彩从业人员资格培训、沈阳市会计大讲堂等新增项目，力争培训规

模达到6万人。

2.创新增长点开发新项目。建立健全培训工作相关制度，制定学校培训工作管

理办法，充分调动全校利用校内外资源开展培训服务项目的积极性；拓宽培训渠道，

与社会师资队伍培训、家庭教育培训、老年教育培训相结合，创设“数字化+赋能”

应用技术培训项目；探索从机关企事业单位需求出发开展定制化培训服务。

3.做好社会考试服务工作。继续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团体合作，整

合学校现有资源，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力争全年组织完成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全国会计初级、中级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等各类

考试突破10万人次。

沈阳开放大学

2024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