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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共营——“京学网”服务北京终身学习的创新实践 

成果总结报告 

一、 成果背景和简介 

“京学网”是在北京市教委支持下，由北京开放大学建设运营，

面向北京市民终身学习和社区教育提供服务的区域性综合学习服务

平台。2007 年 4月 11 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建设学习型城

市工作会议，做出了《关于大力推进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决定》；

作为推动北京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主要工作举措之一，北京市教委依托

原北京市广播电视大学（现北京开放大学）建立了“北京学习型城市

网”，作为北京学习型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的官方网站，承担政府机构

的日常行政事务和管理职能，同时作为网络公共学习平台，为广大市

民免费提供在线视频课程学习资源和学习服务。2013 年 10 月，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教育部及北京市政府在京成功举办首届国际学

习型城市大会，并发布了《学习型城市建设：北京宣言》等报告，首

都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入新时代，面临着新目标和新形势；互联网及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全网络学习提供了更可靠的解决方案。为此，

2013 年底，北京开放大学在原有“北京学习型城市网”的基础上进

行了升级改造，推出了功能更加强大易用的“京学网”，为首都市民

提供终身学习服务。经过长期积累和拓展，“京学网”得到了北京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首都市民终身学习服务的重要网络支撑。2016

年北京市 14 个委办局联合发布的《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京教职成[2016] 8号）和《北京市“十三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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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 年）》都提出要充分发挥“京学

网”作用，服务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北京学习型城市建设。 

综上，“京学网”经历了如下 3 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如图 1所示）。

（1）作为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官方网站，并为市民提供

终身学习资源和学习服务；（2）在为广大市民终身学习提供开放资源

的同时，为特定人群提供大规模定制化培训；（3）在已有服务的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为汇聚全市资源，市区互联的智能化终身学习公共服

务平台。 

 

图 1 “京学网”服务模式的演化 

经过 10 年的建设运行和迭代升级，“京学网”不断探索创新，形

成了较为成熟的服务模式，为市民素质提升、不同群体职业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市区两级互联共享、汇聚政府

和行业优质资源的建设发展和学习服务模式；支持大规模个性化在线

学习、定制化混合式培训两类教学模式；为北京市民提供了丰富的视

频学习资源，为北京市教师教育、农民教育、安全教育、女性教育、

老年教育、科学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响应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教

育扶贫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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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果主要内容 

(一) 凝聚了市区两级政府资源，服务北京学习型城市建设。 

“京学网”充分调动市区两级政府资源，与北京市教委、北京市

妇联、北京市老干部大学、北京市安监局、北京市科协、北京市农科

院等建立了紧密合作，并与东城、怀柔、石景山、丰台、通州等各区

学习网实现资源、用户、信息的共建共享，从而实现了横向内容汇聚、

纵向渠道打通，推动北京终身学习服务的共享式集约化发展，成为北

京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的重要网络支撑。 

北京市依托“京学网”建立了与各区的学习网络联盟，并为东城

等 6 个区的学网提供了技术支撑平台，实现了底层数据对接。依托“京

学网”与北京市妇联共建了“首都女性终身学习平台”，与北京市安

监局共建了“北京市安全生产网络学院”，与北京市科协合作开展“首

都科学讲堂”的网络直播，承担了北京市教委的小学数学教师研修，

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研修，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等项目。 

 

图 2 依托“京学网”构建市区学网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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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依托“京学网”与北京市妇联共建“首都女性终身学习平台” 

 

图 4 依托“京学网”与安监局共建“北京市安全生产网络学院” 

 

图 5 依托“京学网”与北京市科协合作直播“首都科学讲堂” 

   

图 6 依托“京学网”承担北京市教委的教师培训与农民教育项目 

“京学网”通过资讯共享系统以及网络直播等功能，实现了全市

社区教育、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的信息交流，活动展示和线下学习基

地、学习资源的呈现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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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全市社区教育资讯共享 

 

 

图 8 线下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建设管理 

(二) 汇聚了丰富优质的市民终身学习资源。 

“京学网”自 2007 年起，通过自建、共享、购买、互换、整合

等方式，汇聚了大量贴近市民学习需要的优质资源，形成涉及养生保

健、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语言学习、居家生活等多个专题，5100

多集、10 万余分钟的终身学习资源，先后引进超星视频 500 余集、

11,000 多分钟；引进首都科学讲堂 17 个主题、长达 5,600 多分钟的

73 位名家讲座；共享北京智农天地网新农村建设课程 8,000 余集，

240,000 余分钟，创新了学习资源的供给方式，为广大市民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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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更多选择，并在学习平台上提供了个性化推荐服务。 

“京学网”通过多个项目的积累，以及在全市范围内征集资源，

与天津电大互换资源等方式，总共汇聚了 5100 多集的视频资源，促

进了京津冀终身教育服务的协调发展。如表 1 所示，具体的视频课程

目录见支撑材料。“京学网”还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北京市老干部

大学提供了 296 集视频共享课程。 

表 1 “京学网”汇聚的视频资源 

 

 

图 9 与北京市老干部大学共享视频课程资源 

(三) 服务了北京不同群体的素质提升和职业发展。 

通过多年实践探索，形成了依托“京学网”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

和定制化混合式培训的成熟模式。针对女性教育、老年教育、科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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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等大规模受众群体，采取视频资源推送、网络直播和公众平台推广

等方式扩大资源受益面，提升市民素质。依托“京学网”建设的“首

都女性终身学习”课程受众达到 192 万多人次；近一年的微信公众号

图文阅读量达 143003 次。“京学网”与老干部大学合作共享老年学习

课程 296 集，与北京市科协合作开展“首都科学讲堂”网络直播 30

多场，有效推动了北京市老年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 

 

 

图 10  “京学网”学习人数、课程时长和观看次数统计 

 

图 11 “首都父母学堂”受众人数 

针对教师教育、职业农民教育和全市专职安全员培训等有明确学

习目标和学习群体的培训，通过案例研修、专家指导和岗位实践相结

合的形式，为其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培训服务。已使 20,000

多名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以及近 1,000 名新型职业农民获益；并为近

7000 人的专职安全检查员队伍培训建立了平台与课程。2017 年将幼

儿园教师培训的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河北大名（国家级贫困县），为

当地幼儿园教师培训提供了支持服务，服务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

教育扶贫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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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大名县教育局为“京学网”教师研修出具的鉴定材料 

三、 成果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方式 

(一) 采用市、区两级联动的方式，解决了平台和资源重复建设，运

行效率低下的问题，满足了市级统筹与区级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京学网”自身支持快速建设门户独立的学习网站，同时在数据

层和后台管理层又能够实现共享，从而实现课程资源、学习者信息和

学习行为记录的共享。各区学网既能够独立开展活动，又能够共享市

级与其他区的资源与活动，有效提升了市区两级财政资金的利用效

率，实现了市区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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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采用与北京市委办局合作的方式，解决了终身学习服务精准推

送和内容供给专业权威的问题，实现了市级政府资源的共享利用。 

北京开放大学依托“京学网”，与北京市妇联共建“首都女性终

身学习平台”、与北京市老干部大学共同开发老年教育课程、与北京

市科协共同推动“首都科学讲堂”、与北京市安监局共建“北京市安

全生产网络学院”，承担了北京市教委的教师培训项目。通过与市委

办局的合作，汇聚了全市政府在终身学习服务方面的专业力量及权威

优势，切实推动了面向女性、老年、教师、安全员、大众科普等不同

群体或不同内容领域终身学习服务的有效落地。 

(三)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了单纯线上学习固有缺陷的

问题，推动了线下学习体验基地的建设。 

北京在全市范围内评选建设了一批北京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

基地建设依托“京学网”进行管理，并建立了线上线下学习服务互为

补充，协同联动的机制。利用“京学网”学习地图的功能，北京市民

能够了解线下学习基地的教学信息和课程资源，同时很多基地的部分

在线课程通过“京学网”进行发布和实施。北京市妇联、北京市科协

还依托“京学网”建设线下的“首都女性学堂”与“科普 e 站”。在

利用“京学网”开展的教师培训过程中，形成了线上线下学习，校本

研修与专业培训相结合的混合式研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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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学习地图功能 

(四) 采取自建、共享、购买、互换、整合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了资

源开发投入大，运行效果难以预先评估，优质资源数量不足的问

题。 

采取自有经费建设，与北京各区、各校共享，和兄弟省市互换资

源，购买资源使用权、整合互联网开放学习资源等方式，汇聚了贴近

市民生活和发展需要、符合北京市“四个中心”定位的终身学习课程

资源，包括北京文化、人文艺术、科学技术、女性教育、养老保健、

安全教育、生活休闲和职业技能等 200 多个主题的 5000 多集、近 10

万分钟课程资源。以“课程超市”的方式组织课程资源专题，充分发

挥了“京学网”面向广大市民提供“大规模”和“开放”学习资源的

优势，解决了公共优质学习资源匮乏、质量不高、范围过窄、可获得

性不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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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的创新点 

(一) 多方服务联动，推动平台发展模式创新。 

市民终身学习服务涉及的人群多元化，内容建设和支持服务都不

是一家单位能够独立完成的，因此，“京学网”并不是孤立的一个网

站平台，而是由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妇联、老干部大学、安监局、科

协等委办局，以及东城、顺义、怀柔、石景山、丰台等区诸多主体共

同为北京市民和不同职业群体提供终身学习服务与培训的网站矩阵，

各网站通过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和用户行为共享等实现资源的集约化

利用和服务的分布式开展。 

(二) 线上线下结合，实现课程教学模式创新。 

根据学习对象和学习目标的不同，“京学网”支持大规模在线自

主学习、定制化混合式培训等多种课程教学模式。在普及性市民教育

项目上，支持大规模自主学习，并根据学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学习

习惯、学习偏好进行个性化推送。在教师研修项目上，创建了聚焦教

师专业能力发展的混合式研修模式，以优秀教师的成功教学经验为专

业资源，以问题导向的多元互动和同伴互动研修为学习机制，融合线

上学习（系统化课程模块+互动交流）和现场学习（面对面专题研修+

工作场所实践），形成全员参与、互为资源的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 

(三) 共建共享共用，实现资源建设模式创新。 

“京学网”自 2007 年起，通过自建、共享、购买、互换、整合

等方式，汇聚了大量在线视频学习资源。这超越了原有资源全部依靠

自建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了政府在各个方面投入的财政资金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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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服务资源，通过资源共享和互换，征集了各区的优质学习资源，

以及兄弟省市开放教育、社区教育的优质学习资源。充分利用国际上

已有的开放教育资源，更好地服务了北京市民的终身学习。 

五、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 为北京各区建设学网提供平台支撑，助力学习型城市建设。 

实现了与北京市区级学网的互通和共享，为东城、怀柔、通州、

石景山、丰台提供了学网建设的技术支持，并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

享和学员学习记录共享；与顺义学网实现了资源共享。通过微信公众

号，以及资讯共享功能，实现全市社区教育的信息交流。近几年来积

极为北京市终身学习活动周及学习型城市创建工作巡展活动提供直

播服务与为“首都市民学习之星”提供宣传服务，在全市范围内普及

传播了终身学习文化。 

(二) 丰富优质学习资源辐射全国，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 

京学网为全国妇联提供了 81 个视频，1814 分钟的精品资源，为

全国“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习计划”服务；与天津终身学习网互换资

源 300 余集，实现京津资源共享；为中国移动数字出版系统工程、中

国教师研修网等提供了资源使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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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与天津广播电视大学互换资源的协议书 

(三) 服务了北京市教育改革和发展 

支撑了北京市教委的数学教师培训、幼儿园新入职教师培训、农

村成人教育干部培训和社区教育学习指导师进阶培训，并服务于河北

贫困县。2011-2016 年先后开展了八期“北京市小学数学教师网络研

修”项目和三期“北京市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网络研修”项目，通过混

合式研修，为房山、顺义、大兴、平谷、延庆、昌平、密云、门头沟、

通州等 13 个区培训了 8260 位小学数学教师；为门头沟、延庆和东城、

朝阳等部分幼儿园的 679 名新入职教师提供了在线研修服务。为河北

大名县提供了学前教师研修培训。分两期为 980 名农村成人教育干部

教师提供在线培训。2016 年底，支撑了 60 名北京市社区教育学习指

导师的进阶培训。参加研修和培训的教师专业能力及素质普遍得到提

高，为促进首都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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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支撑了北京市妇联的终身学习服务 

依托“京学网”与北京市妇联合建“首都女性终身学习平台”，

从 2015 到 2017 年，建设了发展、权益、健康、情感、家庭、文化等

六大领域的 400 余集精品课程，吸引注册用户 4 万多人，达 97512 次

课程学习，课程受众人数为 192 多万人次，近一年的微信公众号图文

阅读量达 143003。利用“首都女性终身学习平台”的资源，共享给

“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习计划”全国总平台女性享学吧共 10 门课程，

81 个视频，1814 分钟，约 36 课时。在全国妇联系统介绍了“首都女

性终身学习平台”的建设经验。截至 2018 年 3 月底，10 门课程选课

人次达 7245 人。 

 

图 15 在全国妇联平台上共享课程 

(五) 支撑与北京市安监局的战略合作 

依托“京学网”与北京市安监局共建“北京市安全生产网络学院”，

上线课程 1498 分钟，涉及专职安全员、执法检查人员、企业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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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以及面向学校、学历和家庭方面的安全教育课程。为北京市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人员队伍的上岗培训、在职轮训，以及本科学历教

育；中小学和中高职学校安全教育通识课的学习；与安全生产和城市

安全关系密切的企事业单位安全员的培训与学习；普遍性基础性安全

知识的市民学习，提供了学习平台和可重组的知识模块，为构建四位

一体的首都安全教育新格局奠定了基础，有效地服务了平安北京建

设。 

(六) 支撑了北京老干部大学的老年教育和北京市科协的科普教育 

与北京市老干部大学和北京市科协合作，推进老年教育和科普工

作。为老干部大学提供共享课程 296 集，为北京市科协“首都科学大

讲堂”提供网络直播 20 多场，有效推动了老年教育与科普工作的发

展，为提高首都市民科学素质，服务和谐宜居城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七) 获得各级各类多个奖项 

入选“2009 信息北京十大应用成果”、2010 年“首都市民学习品

牌”、2017 年北京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所建资源连续 7 年荣获

“中国教育电视优秀节目”教学类、专题类一、二、三等奖。 

     

图 16 部分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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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获得了多项科研立项和研究成果 

在“京学网”创新实践的基础上，获得了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

北京社会科学规划等课题立项，并在《中国教育报》《开放教育研究》

《开放学习研究》等报纸期刊上发表了相应的学术文章。项目组还编

译了系列《地平线报告》，专著《网络学习的理论与实践》，从学术建

设的角度指导“京学网”的发展。反映教育信息化前沿趋势的《地平

线报告》被广为引用，吸引了政策制订者、教育技术研究者和一线实

践者等大量读者。 

  

图 17 相关课题立项证书 

 

    

图 18 译丛和教育信息化地平线系列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