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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第一

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五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抢抓机遇、科学谋划我

校继续教育，是学校每一位教职工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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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高度关注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

n 中共十六大

加强职业教育和培
训，发展继续教育，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n 中共十七大

发展远程教育和继
续教育，建设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的
学习型社会

n 中共十八大

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推动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积极发展继
续教育，完善终
身教育体系

n 中共十九大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
体系，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办好人民
满意的继续教育，加
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历届全国人大从“发展

继续教育”到“办好人民满

意的继续教育”，表明党和

国家对继续教育的关注已由

“量变”向“质变”转变。

一、继续教育面临的形势



2、什么是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是后学校教育，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是高校与所处

区域经济、社会联系的窗口和纽带；是学校主动、直接、有效的为地方经济社

会服务的重要形式，担负着我们党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光荣

责任与使命。

一、继续教育面临的形势



3、“十四五“，学校必须解决好“继续教育怎么办的问题”

      办好继续教育，就必须做到“规模与结构协调发展” 、“质量与效益

共同提升” ，构建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元化的继续教育办学

体系，从而满足社会各类人群学习的需求。

一、继续教育面临的形势



01
       普通高等教育的蓬
勃发展,给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带来了挑战。

02

03

教育主管部门调整继续
教育专业设置带来的制
约。

       兄弟院校继续教育办学的
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压力。

4、面临的挑战 一、继续教育面临的形势

考不上大学的孩子已经很少啦！

同校同质、必须优化专业结构！

前甩后追，形势严峻！



目前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函授站点全国分布图

  我校在广东、

四川、河南、

宁夏、陕西5

省设有16个函

授站点。



5、我省14所高校学历继续教育与2020年非学历培训办学数据比较

一、继续教育面临的形势

“一流的大学，必有一流的继续教育”

（人）
（人次）

——（数据来自2020年陕西省继续教育发展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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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形势、准确定位、系统

谋划、形成共识……，要有所

为，有所不为……，要确保高

校人才培养这一中心地位不动

摇。

要创新思路、有亮点……，

要有高度、有内涵……。若把

“十四五”规划比作一盘菜，

要确保“盘中有菜，菜能够得

着，还要可口才行”。 

二、规划编制的初步思想

“十四五”是学校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期，也是我校继续教育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

时间节点。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剖析我校继续教育办学存在的短板，迎难而上，转变

思路、突出重点、形成合力、稳步发展我校继续教育。

二、规划编制的初步思想

     《西安工程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编制        依据

编制        思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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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四五”发展思路

 学院以服务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高水平大学建设为宗

旨，进一步完善继续教育办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考核和激

励机制；大力推进继续教育教学改革、科学规划函授站（点）布局、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快师资队伍建设、提高继续教育办学的品牌化

和信息化建设，切实提升继续教育办学质量，使得继续教育办学的

“规模、质量和效益”协同发展。

三、学院十四五规划蓝图



 以继续教育办学为主体，坚持“一体两翼”发展，培养应用型本专科人才、

参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开展继续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实现“学历+技能”

（1+X）的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1、办学定位

2、办学规模

“十四五”，学历继续教育学生总规模维持在8000人左右；非学历教育

（培训）达3000人次；新建函授站（点）4-5个；新增品牌化、特色化继续教

育人才培养基地3-4个；继续教育办学收入逾1800万元。

 学历继续教育办学规模平稳化、规范化、办学层次高端化；非学历继续

教育办学规模化、品牌化、办学渠道多样化。

3、办学目标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



继续教育“十四五”发展蓝图

1 X



继续教育学院

非
学
历
教
学
部

招
生
办
公
室

学
生
科

学
历
教
育
学
部

学
院
办
公
室

留
学
培
训
中
心

网
络
教
学
中
心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所

三、学院十四五规划蓝图  （三）机构设置



       转变办学观念，加强监
管与引导；加快推进函授站
（点）建设。

02

03 04

05

0601

       多措并举，加强学历教学的招生
环节建设（如直招、合作招生、利用
网络平台招生等手段和措施）。

      加强“互联网+继续教育“建
设；开展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
教学手段的改革。

       积极加强与外界的合作
与沟通，探索校校合作、校
企合作、政校合作等模式。

举 
措

      探索新型合作办学模式；同
有实力的单位、机构以及社会办
学力量实现联合办学。

 （1） 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

   拓展办学类型（如函授教育、
开放教学），搭建学历继续教
育“立交桥“。

（四）任务和举措 三、学院十四五规划蓝图



学校政策上给予扶持；实
现校内资源优化整合，归
口管理，形成办学合力。

02

03 04

05

0601

借助学校优势学科平台，走
特色化办学路子，形成较为
稳定的品牌化培训项目。

发掘我校（5+x）政产学研研究院潜
力，开展好校企合作；打造特色化培
训基地，为企业发展培训人才。

与有资质、有经验的社
会办学机构合作，联合
举办非学历培训。

 紧扣国家政策，争取“国
培”，“省培”等政府主导
的品牌化培项目支持。

与国际处合作，开展出
国留学服务与培训，拓
展继续教育的服务半径。举措

（2）积极开展非学历继续教育

三、学院十四五规划蓝图



举 措

 （五）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  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为从业者提供职业技能证明与从业能力保障



（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继续教育师资专家库

   1、通过聘用等组建一支以学校专职人员为主、社会兼职人员为辅的继续教
育专家团队；2、采取聘请学校在职教师、退休知名教授以及企业骨干人员，
组建一只相对稳定的继续教育教学团队；3、加大对函授站教师队伍建设指导。

（七）加大软硬件投入、打造优质继续教育培训平台

1、重新规划现有实验室，使其达到学历继续教育教学、技能培训、职业
技能鉴定以及举办职业技能大赛的要求；2、购置“3D服装智能设计与量
身定制软件”、“数字化仪”等软件和设备，为各类培训提供支持。

三、学院十四五规划蓝图

举
措

举
措



举 措

（1）构建科学合理的我校函授站考核评价体系

（2）修订完善继续教育各专业培养方案、教学大纲

（3）加快继续教育办学的教材建设、信息化建设

（4）完善继续教育办学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5）抓好继续教育办学的特色化、品牌化建设

（八）完善继续教育办学环节，不断提高继续教育办学的质量和社会影响力



举 措
1

举 措
2

（九） 坚持创新发展、不断提升继续教育办学模式和层次

积极探索，引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等高层次人次培养，丰富我
校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层次。

推进继续教育办学国际化，培育国际化项目1-2个。如中留服海外留学
项目(计划外)；国际“婴幼儿培育师计划”项目；澳大利亚职业教育
国际教师资格证（ITAC）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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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学历培训的场

地不足；

2、亟需一定数量的

床位支持。

二 办学空间 三 政策问题一 人的问题 四 其它问题

1、现有人员年龄偏

大，需要补充一定的

新鲜血液；

2、允许学院聘用一

定数量的临时工作人

员。

1、出台相应的激励

政策，实行按劳取酬

和奖励激励；

2、解决学院教职工

省内出差的差旅报销

问题。（已经解决）

1、学院的更名问题。

四、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工

程

大

“十四五”
继续教育

      没有强有力

的组织、条件和

机制保障，我校

“十四五”继续

教育这台机器就

无法正常运转！



2022年3月10日

继续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