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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开放教育教务管理系统(CPS1.0)使用手册(上)》中对开放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书中提到开放教
育转入常规对电大系统的教学教务管理工作的更高要求，常规运行需要各项教学和教务管理工作常态
化，它不仅要求我们对十年艰苦探索进行总结、提炼并以制度等成果形式固化下来，还要求这些成果
在现实应用中具有较强的稳态效应和对未来教学工作强有力的指导和引导作用，这也是推进电大教育
内涵建设和开放教育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适应新要求，中央电大教务处和考试中心将开放教育教务管理、考试管理的规程和规范整理成册，
形成开放教育系列工作手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书中的手册内容呈现了开放教育十年来全国电大教学教务管理人员在教学管理模式探索中形成的富有
价值的实践与研究成果，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在多年管理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智慧结晶。
相信系列手册的出台，会更加有效地指导各级电大及教学点规范、有序和高效地开展教学教务及考试
管理工作，使开放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者做到"手中有册、心中有数、行为有规、管理有据"，并进一步
促进了开放教育教学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精细化，切实提高电大系统教学运行效率，提升教学管
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保证开放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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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规则不但改变传统的刚性专业教学计划模式，建立体现开放教育完全学分制和自主
选课特点的专业规则，还对各个既定的学习目标在每个课程模块中只规定最低要求的学习量，以使学
习者有更多的课程选择空间和学习途径达到自我设定的学习目标。
这体现了教学计划改革的本质。
对于省级电大来说，也意味着今后不再是实施性的教学计划，而是相对于中央电大指导性专业规则的
实施性专业规则。
 专业规则可以理解为原来的教学计划，并进行了拓展，一般包含公共基础课模块、专业基础课模块、
专业课模块、拓展课模块、实践环节模块等。
全国电大一个专业执行一个专业规则，所有省级电大开设的课程都出现在这个专业规则中，为借鉴其
他省级电大选修课程及其资源提供了基本信息，基本可以实现课程开放以及搭建课程平台的目的。
旧版的教学计划以省级电大为中心管理，省级电大可以增设选修课程并且没有限制，各省级电大之间
的同一个专业选修课可能有很大不同，而且相互之间信息并不沟通。
因此，专业规则原则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导性专业规则，另一类是实施性专业规则。
两者的区别在于指导性专业规则可能含全国的选修课程，而实施性专业规则可以剔除部分选修课程，
并规定某些课程为本省学生必修（省必修）。
 学位、补修规则则是附属于专业规则的单个小规则。
学位规则即按要求学习专业规则内课程设置并通过毕业的学生需要申请获得学位的一个要求。
补修规则则是弥补电大开放教育专业限制不强——允许学生任意选择感兴趣的专业进行学习，但未达
到专业入学基本要求而设置的学生必须补修的课程。
 3.1.3规则与教学计划 1.专业规则 从性质上来讲，专业规则是课程平台运行的基本指令；对教育者而言
，它是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统一的专业知识结构要求、又包容个性化差异）；对学习者
来说，它就是学习过程中的选课规则。
从内容上来讲，专业规则包括：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课程模块设置规则、课程设置规则、毕业规则
、有关说明（教学管理、课程说明等）。
专业规则形式上就是一个具体的教学指导文件，其结构包括：专业规则总要求（含最低毕业学分、中
央考的最低学分等）、模块要求（一般分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通识课、专业拓展课、
实践课等模块）、各模块的课程及其属性（类型：统设、非统设；性质：必修、必修（省）、选修，
考试单位：中央、省等），本科还包括补修规则。
 2.专业规则与教学计划的关系 一方面，教学计划实质上也是一种专业规则，固化专业规则中的一种选
择，其结果就是教学计划；另一方面，专业规则是教学计划经过多次改革、发展演变过来的。
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
专业规则面向科类、面向课程，而教学计划面向单一专业；专业规则强调学术管理和知识结构细分，
而教学计划相对注重系统运行管理；专业规则更具开放性，强调课程互认和资源共享，教学计划则难
免局限性，相对封闭；专业规则体现学生的自主选择和"五统一"的完善，而教学计划相对刚性和机械
统一。
 教学计划：一般情况下，学生毕业的条件之一是达到最低毕业总学分，教学计划各类别学分与最低毕
业总学分的关系如下： 最低毕业总学分一必修学分一限选学分一实践环节学分一应选选修学分 对于
教学计划来说，计划外的课程（可能更新了）在软件上实现还有学分替换的问题。
一般会下文件并提供替换关系。
 专业规则：同教学计划一样，学生毕业的条件之一是达到最低毕业总学分。
专业规则各模块学分与最低毕业总学分的关系如下： 最低毕业总学分一各模块最低毕业总学分一其他
课程学分 其中上式中其他课程可以是规则内的课程，可以是规则外的课程。
具体的开放教育法学本科专业来说，最低毕业总学分为71，各模块最低学分（就是最低毕业总学分）
之和11＋26＋14＋2＋8＝61，则按照上述公式得到71－61＝10，也就是其他学分最低10学分。
这10学分，可以是一个模块里的几个课程的学分之和，可以是几个模块里的几个课程学分之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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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业规则外的几个课程的学分之和，还可以是模块内的和模块外的几个课程学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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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放教育教务管理系统(CPS1.0)使用手册(上)》针对开放教育所提供的教学手册，教学管理是学校管
理的核心，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
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如果说教育教学资源和教学支持服务是远程教育得以立足的两大支
柱的话，那么，资源、服务、管理则是远程教育前进和发展的三个轮子，而且教学管理还是推动教学
运转、控制质量目标的"主动轮"。
因此，教学管理在远程开放教育中的作用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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