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教育为创造
美好的生活“加分”

至今年 10 月，黄浦区业余大学建校整整 60 周年。这是值得庆

祝、值得重视的节点，也是回顾既往、展望未来的恰好时机。

黄浦业大的 60 年，既是区域教育发展的见证，也是终身教育

发展的缩影。 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既有难忘的筚路蓝缕的艰辛，

又有受到党和人民肯定、足以引为自豪的辉煌。

事实证明，教育是最大民生，也是市民提升素质的阶梯；教育

是最好的福利，也是市民提高生活品质的台阶。黄浦业大能发展壮

大，能经久不衰，能成为品牌，就是因为我们能搭准时代之脉搏，适

应社会之需求，满足市民之愿望，走的是教育振兴、教育育人、教育

圆梦的正确道路。

黄浦业大与南市区、卢湾区业大的合并，促进了区域教育资源

的整合与配置， 为学校发展带来了契机。 我们一直走在改革的路

上，研讨学习“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明确转换办学方向的必要性、

必然性，然后探讨改革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并逐步付诸实践。 学校

先后强化了与社区教育的结合，承担起了老年大学办学，设置了应

时应需的特色专业，实现了办学方向的多元化，相应地对师资及教

学资源亦进行了整合与调配。其后，于 2016 年，作为黄浦区教育局

“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学校重点项目”，我们申报的“以供给侧改革理

念，促进区办成人高校转型发展”的专题，获得黄浦区教育局批准

立项，并于 2017 年完成了中期评估申报。到目前，在办学的转型上

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与进展：学校呈现出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

教育、培训教育并举的新局面。

让教育为创造美好的生活“加分”，为提升市民的文明素养“加

持”，黄浦业大将站在新的起点，传承 60 年办学精华，以更高昂的

精神和专业的技能，为区域教育发展添砖加瓦，为建成学习型社会

而共同努力。

（作者为上海市黄浦区业余大学校长）

兴学为使命： 60年发展 “主基调” 常鸣
黄浦业大之所以长久不衰， 是因

为不论风吹雨打， 学校始终牢记使

命， 坚守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创新型、 复合

型、 应用型人才， 为满足广大市民多元化

学习需求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作做贡献的

“主基调 ” 不变 ， 并与时代俱进 ， 共风云

常鸣。

不拘条件奋力而为

1956年， 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

设。国家不但需要大量人才，而且迫切需要提

高建设者的业务素质。 除了扩大全日制高校

的招生， 可选用的办法就是开展在职人员的

业余教育。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在职的工作

者、劳动者的迫切要求。为了提高已具备中等

水平的业务技术骨干的素质， 黄浦业大的前

身———上海市黄浦区职工业余工业专科大学

应运而生。由于当时人力和资源紧缺，业大的

创业者们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据老校长们

回忆，虽然有了学校的牌子，但一无齐新的校

舍场地，二无齐整的专职教师队伍，三无齐备

的教学大纲，四无齐全的课程教材。 然而，这

些先驱者，凭着自己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各级

领导的支持、多方面的协调，不但坚持下来，

还强化了教师队伍的建设及教学资源的配

备，完善了专业，丰富了系科，使学校渐成规

模。仅就黄浦和南市来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期已培养出三、四届毕业生，这些人都属工

厂和事业单位的骨干。学校办学的成绩，得到

上级教育部门以至全国总工会的肯定。

学校迎来发展春天

1978 年恢复高考及紧接着的改革开

放，迎来了中国社会的春天，也迎来了黄浦

业大的春天。高考的恢复、招生规模的扩大，

固然解决了燃眉之急，然而远远不能满足国

家和执意进取的学子们的需求。于是业余成

人高教，成了满足需要的最佳选项。 学历虽

不是业务素质高低的绝对标准， 却是最显

著、最普遍、最被认可的文化水平的标志。在

当时，被耽误了求学机会、已经走上社会岗

位的青壮年一代，强烈的愿望就是，不管通

过什么渠道，能取得相应学历，才算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获得相应的社会认可。 因而

在全日制高校超负荷发展的同时， 业余大

学 、电视大学 、函授教育 、自学考试如火如

荼、遍地开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浦业

大有了长足发展，学校建制完善，规模扩大，

教师队伍扩充， 教学资源设备日益丰富，专

业的设置日渐完备， 招生数量不断增加，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办学局面。

“三校”合并尽显生机

新世纪初， 上级决定黄浦业大与南巿

区、卢湾区业大先后合并，这样学校有了三

处校区，教职工总数达 170 人，教学系部 6

个，职能部门 9 个，在校生最多时年均上万

人，总体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从 1978 年恢复学校建制以来， 据粗略

统计，培养的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就有

5万多人，对国家社会来说，起到了为改革开

放、经济发展服务，提高人才素质的作用；对

学生来说，使他们实现了阻断已久的大学梦，

提高了其素质，改变了其处境，甚至促成了其

人生的转折。 至今， 当初风华正茂的学员，

有的已是皤皤白发， 离开了工作岗位， 仍然

深情地怀念着在黄浦业大读书的生活， 不忘

业大的教育使其改变命运的人生经历。 有些

虽然最初学成于业大， 经过不断奋发努力，

已成长为政界、 商界、 法律届等业界精英以

及名牌大学 （如复旦大学） 的资深教授。 这

对黄浦业大来说是足以自慰自傲的成绩 ，

也是一种辉煌。

■费秀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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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 为业态： 60年旅程 “主基业” 常新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社区老年教育、非

学历培训教育， 成为黄浦业大教育旅程的

“主基业”。 目前，学校已步入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社区老年教育、非学历培训教育“三驾

马车”齐头并进的办学新阶段。

“三教”融合天地宽

学校从以学历教育为主，非学历教育为

辅，转而为以学历教育为基础，社区教育和

老年教育为重点， 非学历培训教育为取向，

进而实现成人高校的转型发展。办学形式更

加开放，从闭门办学到合作办学，逐步向社

会开放，利用辖区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

源，加强与社会各方的联系和沟通，大力开

展合作。 2017 年，学校先后与市民热线、区

妇联、驻区部队、兄弟院校合作；与终身学习

对接，整合社区资源和社会资源，设计、论证

并推进教育创新项目，寻求教育结构调整的

突破口。 在推进“三教”融合的进程中，学校

着力于硬件资源的融合、 教师队伍的融合、

教育研究的融合。 在学校的各个校区，“三

教”共融办学，所有教学设施实现全开放；在

学校各项教学中，“三教”共通实施，教师们

在不同的教育模块中穿梭教学， 已是常态；

在课题研究、项目实施中，“三教”共同携手，

取长补短，成效显著。

“三教”融通，是学校在成人教育形成新

常态、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的新探索、新举

措，点破迷津，指引大道，由此使学校办学焕

发了新生命。

学历教育绽新枝

在学历教育方面， 黄浦业大利用地处

中央商务区的区位优势 ， 不断优化设置 ，

开拓新型专业 ， 逐步探索管理

类、 营销类、 金融类、 物流类、

计算机类 、 应用艺术类等适应

人才需求和社会发展的专业方

向 ， 曾相继推出了金融 、 物流

管理 、 国际经济与贸易 、 市场

营销经纪人等社会急需专业 ，

使学校办学很快地跟上了时代

的脚步 。 同时 ， 招生时还不设

年龄上限 ， 如 “应用艺术设计

（电脑绘画 ）” 方向的学员最大

的年龄接近 80 岁。

此外 ， 黄浦业大还开展

“智力拥军 ”， 推出武警班 、 消

防班， 提出 “入伍即入学， 退伍即毕业”，

并于 2017 年开设了第一个本科班。

社区老年教育沐春风

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作为学校工作的

组成部分， 在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 在

学校 “供给侧改革” 理念的指引下， 不断

探索、 不断变革、 不断创新。 从 2006 年开

始构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 （即社区学院 、

街道社区学校、 居委学习点）， 到 2013 年

的养教结合学习点建设， 再到 2016 年的社

会学习点， 在全校的共同努力下， 社区教

育、 老年教育不断延伸服务的范围、 拓宽

服务的途径， 构建社区教育的 4.5 级网络，

创设终身教育的 5-8 分钟学习圈， 把终身

教育逐步拓展到小区、 楼宇、 楼组， 成为

市民真正 “家门口的学堂”。

2016 年年底， 上海市民终身学习需求

与能力监测中心正式落户黄浦， 大学不再

只是年轻人的大学， 老年教育风生水起。

同时， 学校致力于研究破题， 由校长

费秀壮领衔的课题组， 以 《老年教育进家

庭， 服务居家养老》 为题， 通过大数据分

析， 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精准把握老年人

居家养老学习偏好、 学习取向与需求差异，

为 “十三五” 期间黄浦乃至全市老年教育

阶段发展 ， 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和参考 ，

以持续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 共同推进

老年教育居家养老事业发展。

“市民海派文化体验基地”有风光

黄浦区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为黄浦区开发 “海派文化”

这一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社区教育，奠定了

坚实基础。 市民海派文化体验基地，在市教

委终身教育处、市学指办的指导下，由黄浦

区学习促进办主办， 黄浦区社区学院承办，

向社区市民提供课程学习、 开发体验项目、

开展体验活动，逐步探索出社区教育开发与

利用特色文化资源的新模式，形成一套行之

有效的特色文化资源开发策略与方法 ，自

2011 年建立基地并运行至今， 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市民海派文化体验基地，秉持“教育惠

民、同享幸福”的终身教育理念，立足于“传

承经典、打造精品”的黄浦精神，整合了辖区

内聚民族工业文化和现代文化艺术的外滩

老码头，集老城厢文化的三山会馆、文庙，汇

精致“中华老字号”文化的天宝龙凤金银珠

宝有限公司旗舰店、 红房子西菜馆等体验

点， 面向全体市民开设包括现代文化艺术、

老城厢文化和中华老字号文化在内的三大

体验项目，共十四项特色体验内容，拓展了

社区教育服务的人群，丰富了社区教育服务

的形式，满足了市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写在上海市黄浦区业余大学建校 60周年之际

“三教” 融合： 术攻不业余， 业余大学学问不浅
“兴学” 多元： 习得够专业， 学有所得天地无限

为市民学习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业余大学，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
要部分， 也是城市教育机构的一个特色汇
集，更是形成学习型社会的一个活跃元素。

作为中心城区， 黄浦区的教育兴旺发
达。在浦江左岸，外滩南侧，坐落着一所黄浦
区的高等学府———黄浦区业余大学，她创办
于 1958 年，历经几个重要时期：1958 年建
校至六十年代前半叶，为初创期；七十年代
末改革开放至二十一世纪初 ， 为昌盛期 ；

2006 年前后至现在，为转型期。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来自一线的 “当班
人”。在培养祖国所需人才的“春风”吹拂下，

1958 年 5 月，上海市黄浦区业余大学的前
身“黄浦区职工业余工业专科学校”，大胆地
迈出了办学第一步。

作为一所成人高校， 与普通高校相
比， 黄浦区业余大学的学员大多需要利
用工余时间学习，因此在办学体制、办学
功能等领域， 黄浦业大不断突破办学局
限，如在中心城区尝试多点布局、方便学
生“就近入学”等。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实
践，逐步形成了业余大学教育、开放大学
教育、高教自考助学“三位一体”的学
历教育体系， 并且构建了服务上海城
市转型发展的非学历教育体系。

进入新世纪， 黄浦区业余大学迎

来了“强强联手”，2005 年与南市区业余大
学合并 ；2012 年与卢湾区业余大学合并 。

由此， 学校正式步入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社
区老年教育、非学历培训教育“三驾马车”齐
头并进的办学新阶段。

学校目前分设四川南路(总校)、陆家
浜路、 建国路三个校区， 占地 13230 平方
米，建筑面积 31249 平方米。 作为一
所“办在社会中”的大学，黄浦业大是
“上班读书近、放学回家快”的家门口
好大学 ，连续三届荣获 “上海市文明
单位”称号。

如今， 黄浦业大不仅拥有业大、

开大、老年大学、社区学院四块牌子，

办学模式也从以前的“以学历教育为
主 ”逐渐转变为 “学历教育与社区老
年教育并重”，实现了教育转型，区域
教育特色和成人教育特点更为鲜明。

学校积极探索 ，努力实践 ，整合了中
小学校、 企事业单位等多方资源，创
建了学校类 、企业类和场馆类的 “黄
浦区市民学习基地”71 家，丰富了市
民终身学习资源，拓展了市民终身学
习的渠道，成为全体居民的社区教育
和老年教育的大课堂。

近年来 ，国家提出了 “供给侧改

革”的经济发展方针,黄浦业大校长费秀壮
在第一时间将此引入成人教育院校改革之
中,提出了成教“供给侧改革”理念,此可谓
基层单位供给侧改革的率先之举。在这个理
念的推动下，学校强势发展、转型发展，将学
校教育教学模式从需求侧的拉动转向供给
侧的推动，实现教育教学资源更优化配置，进

一步满足成人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黄浦区业余大学的诞生和发展，为市民
学习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 在这里，一
代又一代人圆了心中珍藏已久的“大学梦”；

在这里，学习成就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故
事不断上演；在这里，学有所得的终身教育
成为现实。

转型为发展： 60年征程 “主旋律” 常响
教育与社会共振， 与时代脉搏合拍，黄

浦业大一路走来，始终坚持在转型中求发展

的办学战略，坚持贴近、贴紧、贴实社会发展

趋势和市场发展需求的“主旋律”，不断拓展

办学新天地。

勇破难题显智慧

进入二十一世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社会的迅速发展，文化教育的形势有了

很大变化。 由于全日制高校不断地扩大，成

人高教的广泛普及，经二十多年累积，本、专

科学历的人才基本饱和，学历不再是矛盾的

焦点。自 2010 年前后，与上级教育部门的考

虑相一致，学校开始深入思考，广泛调查研

究，琢磨办学的重心、宗旨、方向的转型，这

是顺应形势变化的自觉性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后，进入深化改革的新时

代，在经济与社会改革方面，明确提出了“供

给侧改革”的新概念、新命题，这也给成人高

校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使大家豁然开朗：在

所属领域，学校就是“供给方”，社会需要就

是 “需求方”， 既然学历教育已不是主要需

求，那么作为“供给方”的学校，在思想和理

念、目标与方向、资源与配备、课程与设置等

方面，皆要依据社会新的需求而转向。

善解课题有方略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个性

化、终身化的学习需求，2016 年，这所始终站

在改革潮头的黄浦业大， 又开始了新一轮响

应国家需求的教育探索。学校以“供给侧改革

为理念， 促进成人高校转型发展” 为破题方

向，瞄准国家急需、城市急需、学员急需这三

个热点，推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尝试。

在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过程中，

对接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学校优化专业设

置，全方位整合优质教育供给，整合现有的

各种教育类型，包括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

年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形成优质教育供给

整体，提升教育服务供给的质量。 从注重实

用的闲暇教育，到有行业认证的职业技能培

训，再到系统科学的学科专业，逐步凝练出

新专业，对接市场之需；优质的专业设置和

课程通过学分互认的方式，在各种教育类型

中共享，以适应和引领学习之需，实现“三教

融合”。如：学历教育根据市场需求和市政府

民生实施工程，开设“城市公共安全与管理”

本科班，“家政服务与管理”、“老年服务与管

理”大专班。学校实施“一张文凭，多种证书”

的办学举措，实现了学历毕业证书与职业资

格证书的对接， 在提供专业课程的同时，借

助非学历教育，通过开展专业培训、职业技

能培训，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又如：将

社区教育系列微视频引进学历教育，开展女

性教育，深受欢迎，通过引入社区教育和老

年教育的通识性课程， 拓展学习者的知识

面，增加文化涵养。 再如：学校举行法律、投

资理财、心理辅导、子女升学计划、本专科入

学报名等五大现场主题咨询活动，6 位教师

开展了 《22 楼的故事》《职场英语口语》《生

活实用财务知识》《职场英语口语》《影视英

语赏析 》《室内家居布置艺术 》5 个公益讲

座，并向社会免费开放，获得一致好评。在优

化专业设置的过程中， 突破了课程供给壁

垒，加速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融合发

展和共生发展。

对此 ， 费秀壮校长说 ： “一直以来 ，

黄浦业大骨子里的东西没有变， 那就是重

‘三贴’ ———贴近、 贴紧、 贴实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趋势； 求 ‘务实’ ———追求务实的

人才培养策略， 着力培养应用型、 复合型、

外向型人才。 走到今天， 黄浦业大所进行

的一系列改革依旧如此， 那就是在供给侧

改革影响下， 专业设置不断改变； 师资力

量不断加强； 学校组织架构供给不断调整。

荣誉摘要

2013 年荣获 2011—2012 年度 “上海市文明单位” 称号
2015 年荣获 2013—2014 年度 “上海市文明单位” 称号、

荣获 2013—2014 年度 “黄浦区文明单位” 称号
2017 年荣获 2015—2016 年度 “上海市文明单位” 称号
2016 年荣获 “拥军优属模范单位” 称号
2010 年荣获 “全国示范性基层电大” 称号
2011 年荣获 “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进集体” 称号
2017 年获评首批 “全国示范老年大学”

2012 年黄浦区获评 “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

2016 年黄浦区获评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2014—2017 年连续三届荣获 “全国社区教育微课大赛 ”

一等奖、 优秀组织奖
2015 年、 2016 年连续两届荣获 “首届全国传统文化进社

区微视频大赛” 一等奖
2015 年 、 2016 年连续两届荣获全国 “传统文化进社区 ”

微视频大赛一等奖
2017 年荣获 “全国社区教育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先进单位”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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