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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团队

1.项 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王兆麒 性另刂 男 出生年月 1985年 10丿日

部门职务 广州工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专业技术

职务
讲 师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硕 士 手机号码 18502042477

通讯地址

及邮编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范湖三花公路中⒛ 号广州工商

学院三水校区,邮编犯8138

工作简历
(重 点填

写与项目

建设相关

的经历 )

我在现在的岗位上已有 3年多时间,主要参与我院成人

教育各项工作的推进与协调,对成人教育与互联网+专题有一

定了解和研究,并带领学生团队参与互联网十项目且取得了一

定理论科研成果。

主要学

术、教研

成呆

个人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篇 ,指导学生公开发表与互联

网十相关学术论文 6篇 。
、
指导学生参加校级项目2项、省级项

目“挑战杯·伧刂青春创业大赛
”
并获得二等奖。



2.项 目团队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J性另刂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王兆麒 男 1985,10
广州工商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
副院长 讲丿币

2 杨楷 男 1989,8
广州工商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
副院长 无

3 黄剑火 男 1988.2
社培科技 (广 东 )

有限公司
主任 无

4 钟瑜 女 1984.6
广州工商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
主任 无

5 何梅芳 女 1979.9
广州工商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
主任 无

6 杜顺荣 男 1981.8
广州工商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
主任 无

7 周静 女 1981.10
广州工商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

马院党

总支书

记、常

务副院

长

副教授

8 穆建叶 女 1956.7
广州工商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
教丿币 教授

9 唐晓燕 女 1956.11
广州工商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

马院第

一党支

部书记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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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 目团队分工及特色
项目负责人 :

王兆麒负责项目
`总
体进度的把控及预算的合理使用,并组织协调内外部关

系,充分调动相关资源。

项目组成员:

杨楷负责项目整体推进及中期、结项前的项目检查,确保项目按计划施行。
黄剑火负责技术开发工作。

钟瑜负责监督检查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协助王兆麒做好财务管理工作,并测
试网站相关功能。

何梅芳负责处理项目中与教学教务工作相关的部分,并直接对项目涉及到的
学生负责。

杜顺荣负责项目外出考察及调研工作的开展,配合取得项目所需的外部资源
及重要数据。

周静、穆建叶负责课程理论指导,确保课程内容符合相关要求和标准。
唐晓燕负责课程技术指导,确保课程最终效果符合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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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

1.牵 头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广州工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单位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海布光明路5号

单位联系人

姓名
许静 单位联系人电话 86929307

单位简介

广州工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成立于2020年 9月 ,是学院

成人继续教育工作管理的教学单位,依附于广州工商学院的

教学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办学,在 学院分管副院长的领导下

统筹学院继续教育各方面工作。

广州工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下设 5个部。分别为:继 续教

育学院一部、二部、三部、四部和五部 ,目 前在校生约

1Ⅱ00人规模。学院具体负责宣传、落实上级有关继续教育

工作的方针、政策;负 责学院继续教育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

施;负 责继续教育类招生专业申报、计划申报、招生录取、

学籍管理、教务教学管理、教材管理、考务管理和档案管理

等工作;负责组织开展继续教育教学改革和质量评估工作。

广州工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秉承

学校全方位、开放式、国际化发展战略,求真务实,开拓创

新,探索建立我校高水平高层次的继续教育办学模式进行 ,

全面开拓我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为 构建我国的终身教育体

系,建设学习型社会而努力奋斗。以服务社会为已任,努力

打造
“
业务与市场服务体系、学习支持体系和技术服务体

系
”
,使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依托广州工商学院

学科和师资优势,面 向社会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学历和培

训教育,重在促进
“
人

”
的知识更新和素质全面提升,力 求

探索与我校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目标相适应的继续教育办

学体制和质量保障体系,为 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

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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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建单位 (如无可留空)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3.多 元协同建设机制
(填写多个单位间的分工情况、项目参与情况和协同建设机制,如只有

1个建设单位,此栏不填。)

5



三、项目基础
(主要根据项目申报条件条理撰写,限 1页面 )

(一 )“后疫情时代
”

成人高考辅导改革的必要性

⒛19年 12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逐渐肆虐全球,受

疫情影响,世界范围内人口流动受到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国 际关系

也在发生着各种微妙变化。新冠疫情对汉语国际教育带来了显性或隐性

的、直接或间接的的影响,如果不寻求出路,疫情很可能会使成人高考辅

导事业的发展呈现下滑趋势,出 现办学实体减少、入学人数下降、办学

“
热区

”
转移、学习方式变革、一些教育资源闲置、一些人士的求学愿望

不能满足等种种问题。在面临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危机面前,全世界范围

内的教育都迅速转型,转变教学模式,由 线下教学为主转变为线上教学为

主。在此情况下,成人高考辅导课程模式紧随世界教育大趋势,实施线上

授课方式,线上教学教育生态成为了趋势。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各上
“
一

夜之间
”

猛然增添了许多平台客户端,线下教学全面向线上转型,这既是

必然趋势,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新冠疫情的爆发倒逼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成人高考辅导进入
“
后疫情时

代
”
。

(二 )开展
“
后疫情时代

”
成人高考政治考前辅导课程模式的基础

一是教师具各丰富的教学经验。当前从事成人高考辅导的教师有多年

工作和培训经验。能够和专业教师配合,对学生进行精准指导,利 于课题

的开展与实践。课题的主要参与者已经参与相关培训的工作实践,对学生

学习基础和学生特点有了更为全面、准确的了解,能对本课题进行系统的

研究,这些都为课题研究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二是已建成课程资

源体系。课题组建成录播课讲授为主,在 线辅导为辅的政治课程辅导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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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目标
(一 )预期成呆
(1)通过本课题相关研究,清晰的界定了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 (专

升本 )政治辅导内涵和外延,提 出构建符合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 (专 升

本 )政治辅导模式,构建起适宜后疫情时代政治辅导课程体系一套,用 于

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 (专升本 )政治课的基础学习、复习和在线测试等多

功能的课程体系。
(2)通过本课题的研究,针对目前成人高考政治辅导具体模式进行

全面的探索,依据相关国家相关教育政策,从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后这

3个阶段对成人高考辅导课程进行系统而整体的分析,探索成人高考政治

辅导课程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后疫情时期的解决方

案。

(3)形成学术论文一篇、研究报告一份。

(二 )预期效益

(1)通过本课题研究,为 后疫情时代学生提供专业的考前政治辅导

和服务。
(2)通过本课题研究,不 断探索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政治考前辅导

建设的新模式、新思路,制定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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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思路
(一 )总体思路

本课题研究拟从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 (专升本 )政治辅导面临的问题

入手,研究遵循
“
问题提出→实质探析→对策研究

”
的基本逻辑思路,首

先,基于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的基础上确定
“
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 (专升

本)政治考前辅导课程模式创新研究
”

的研究命题;其次,在理论分析和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评价研究探析后疫情时期传统成人高考政治辅导

课程的不足和影响发展的瓶颈因素;再者,针对疫情给高考政治考前辅导

影响与特征,最后结合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条件对传统的成人高考政治辅导

课程模式改进,提出适合后疫情时期成人高考政治辅导课程模式。

(二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 EBsCOhost、 s「血ger

h酞等国内外大型文献数据库,收集后疫情时代的特征及成人高考政治辅

导方面的文献成果,借助 Citespace进行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了 解本研

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新思路。

(2)问卷调查法

通过发放问卷,深入调查疫情给成人高考政治考前辅导影响及其特

征、后疫情时代下成人高考政治辅导课程模式现状,为研究提供相关数据

支撑;通过调查相关专家和部门负责人,准确把握研究方向。

(3)定量与定性结合法

根据调研资料和统计数据,对疫情给成人高考政治考前辅导影响及其

特征做总体研判,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后疫情时代下成人高

考政治辅导课程模式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既有定性的现状调查,又有定量

的数据分析,增加课题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合理性。

(4)典型案例调研法

选取国内外教育机构在后疫情时代进行政治考前辅导的成功案例,依

循关键性、独特性和启示性的原则,针对目前同类教育机构等进行调查 ,

尽可能多的获取与呈现一线资料与数据,为具体路径探究提供参考。

(5)逻辑分析法

对前期调研过程中获取的资料与数据进行汇总,在疫情给成人高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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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考前辅导影响及其特征、后疫情时代下成人高考政治辅导课程模式现状

进行研究论证时,主要采用归纳、演绎的逻辑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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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建设方案
(一 )具体研究与实践的对象和内容
(1)搭建基于个性化学习的录播课教学模式

实现个性化学习的关键是使学生能够自由选择合适的知识建构方式,

要实现这一点,需充分调用和组合环境中的各个要素,为 学生提供合适的

多样化的资源,供学生自主选择。基于此,同 时本课题针对传统成人高考

政治辅导教学资源库的不足,积极完善后疫情时代的政治辅导课程教学资

源库,资源库包含课程视频、电子课件、活页教材、习题 (3年 内真题构

建的作业和 6年 内真题构建的模拟题 )、 相关图片、题目等多方面内容资

源,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合后疫情时代的高考政治辅导课程体系。

(2)构建全方位的在线教学和在线辅导平台

通过录播课程体系的建立,为后疫情时期成人高考政治辅导注入了前

所未有的活力。同时,需积极开展移动和在线学习平台建设,满足电脑、

手机等不同智能终端的学习需求。

(3)优化政治辅导教学内容设计

本课题通过录播课教学模式的构建,初步确定教学内容及呈现方式、

教学方法、评价方式,利用课程资源库准备教学内容相关教案、视频、拓

展学习资料等材料,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依托
“云课堂

”
向学员提供多种

教学资源。
(4)多角度展现成人高考政治辅导教学的魅力

思想政治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部分知识点很难在短时间内了

解和掌握,需要反复思考,在实践中理解和把握知识点。鉴于此,本课题

通过搭建基于个性化学习的录播课程教学模式,对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反复

学习,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这也是教学成果最直接的展示。

(二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解决以往的灌输式教学的瓶颈,并顺利向个性化学习的在线录

播课程模式的方向过渡。

(2)尝 试将成人高考政治辅导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于在线教学平台

上,突破了对特定时空的单一化学习的依赖。

(3)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过程及教学效果评价方面入手 ,

提升了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同时,教师可利用合理的教学平台与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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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相应的教学任务, 通过线上学习使学生参与课堂学习全过程, 从而

获得丰富的设计经验, 实现设计理论知识学习和设计实践的完美结合。

(4)构建在线录播课程模式重点聚焦学生自我发展,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同时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 使学生的自主学习

得到全面发展。
(三 )研究与实践拟达到的目标
(1)教学改革目标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成人高考政治辅导教学不再受以往模式

的束缚,而是倡导个性化、自主、研讨、参与、 实践等新型教学方法。

因此, 开展在线录播课程模式就成为后疫情时代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本课题以成人高考政治辅导改革为切入点,完成适宜后疫情时代的成人政

治辅导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多方面关键环节的革新,全面达

成教学改革目标。
(2)及时学习目标

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让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

的智慧学习环境形成逐渐成为了现实,同 时基于成人学习的特点,通过在

线录播课程模式逐步构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智慧学习环

境,达成智慧校园目标和及时学习的目标。

(3)受益范围目标

基于成人高考辅导的录播课程模式探索研究,还可将此教学模式应用

到本校其他专业相同类似课程的教学,也可推广到其他兄弟院校。



七、项目创新
(一 )学术思想创新

以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教学过程中面临的现状为突破点,应用现代信

息技术,构建起在线教学模式,这样的模式不仅仅满足了成人学习时间灵

活的特点,还有效的避免了线下教学的弊端,为提高教学质量、创新教育

理念创作有利条件。并从理论上提供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操作性的学术

思想,确保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政治辅导教学模式的优化途径的科学性、

系统性和有效性。
(二 )研究方法创新

在采用文献资料、数据统计法等规范研究方法的同时,针对当前成人

高考辅导面临的瓶颈因素,以在线辅导为切入点,构建起适合后疫情时代

的教学方式。同时,通过本课题研究,能够切实为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教

学模式的研究提供有利契机。同时,也为关心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和

借鉴,真正激发人们的思考以及更为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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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推广价值

通过本课题的深入研究,把信息化时代诸多优势资源落实到成人高考

政治考前辅导课程教学的创新性研究全过程,使教学观念、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更贴切于成人高考学生自我价值需求的需要。同时,在信息技术

高度集中的时代背景和后疫情时代背景下, 面对成人高考辅导进行一定

创新,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改革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

主体,改变以往
“
教师讲,学生听

”
,以 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实现适合

成人学生利用闲散时间自主学习,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充分体现教学过

程职业性、实践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的要求,有利于激发成人学习兴趣 ,

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及教学效果。

推广途径:在 ⒉3所教育机构推行基于线上教学的成人高考政治考前

辅导课程体系,其教改理念和实践经验为其它课程所吸取,或为其它教育

机构所借鉴。

13



九、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本课题预计历时2年 (⒉ 个月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

1、 课题研究准各阶段:⒛21年 6月 -2021年 10月 ,收集、学习有关文

献资料,制定研究方案,确定调研内容,设计调研题目。

2、 课题实施阶段:2Ⅱ 1年 10月 -2021年 12月

(1)初步探索阶段 (探索期 ):2021年 10月 -2021年 12月 ,探索适合

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辅导的策略和方法,实现教师、教学、教法的改革和

匹配,为 下一步构建教学模式打好基础,并撰写调研报告。

(2)进一步研讨阶段 (定 向期 ):2022年 1月 -2022年 5月 ,依据探索

期调研结果,对成人高考课程设置进行系统梳理,通过模块化设计完善已

有的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开发基于录播形式的在线教学模式,并召开有关

人员、学者的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并形成中期研究成果。

(3)项 目实践阶段 (实施期 ):2Ⅱ2年 6月 —2022年 12月 ,以构建的在

线录播课程为基础,实施在线教学,收集和分析在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

并逐步解决,优化在线课程教学平台,同 时注重教学效果评价,将在线教

学的优点充分发挥。

3、 课题总结阶段:⒛23年 1月 -2023年 6月 ,整理、分析各种研究资

料,对本课题研究进行全面总结,理论升华,撰写论文,向课题组申请结

题。本课题计划在⒛⒛年 6月 30日 前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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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设单位保障机制
(1)本课题具各了一定研究基础。课题组成员前期已对该领域进行

了初步研究,通过相关书籍、期刊、网络等广泛阅读和搜集了大量的相关

文献,为本课题论证研究搜集了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已发表过相关文

章。
(2)本课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课题主持人政治素质强 ,

理论知识丰富,科研水平高,组织能力强,具有极强的敬业和进取精神 ,

能够完成本项目设定的任务和目标。项目组成员为相关院校的专业教师 ,

对外联络广,专业知识精。此外,课题组成员承担一线的教学任务,具各

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素养,能更加方便地开展本课题相关领域调查研

究,能准确调研后疫情时期开展成人高考辅导的基础数据,为项目研究提

供第一手资料。

(3)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能够为开展课题研究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

和时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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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一 )总经费预算

材料费 1万元,知识产权服务费 1.” 万元,会议培训费 6万元,劳务

费 0.8万 元,专家咨询费 2.56万元,差旅费3万元,线上课程制作费 8,6

万元,总计 23.88万 元。
(二 )经费来源

自筹。
(三 )经费安排
(1)材料费:打 印、复印等 1万元。

(2)知识产权事务费:4篇×鲳00元 /篇 =1。” 万元。

(3)会议培训费:6次×20人/次×500元 /人=6万元。

(4)劳务费:400元 /人/工×20人=0.8万 元。

(5)专家咨询费:聘请专家 8人 ,800元 /人/天 ,4天 ,预计支出

2.56万元。
(6)差旅费:3万元。

(7)线上课程制作费 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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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说明
(如没有可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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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项目推荐意见

1.项 目团队成员签名

姓名 项目任务分工 签名

项目负责人 王兆麒 总负责人 彡冫〃勺坳~

项目成员 杨楷 中期检查、结项检查 茂兖孩

项目成员 黄剑火 技术开发 硇刻大
项目成员 钟瑜 财务管理

'',Jl氵

i∶丨卩
r∶

丨丨彳∫ii}|

项目成员 何梅芳 教学教务

项目成员 杜顺荣 考察调研 屮么

项目成员 周静 课程理论指导 囤砗
项目成员 穆建叶 课程理论指导 魏趔
项目成员 唐晓燕 课程技术指导 勇觞
项目成员

项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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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 目建设单位保障承诺及推荐意见

联合建设单位意见

申请书填写内容属实;项 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合

承担本项目研究;能提供项目完成所需时间、条件;同 意承担本项目管理和

信誉保证。

单位名称 (

单位名称 意见及公章

(单位公章 )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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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荐单位意见
(通过地市教育局、教指委或有关行业协会推荐的项目须由推荐单位填写推

荐意见。)

申请书填写内容属实;项 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合

承担本项目研究;能提供项目完成所需时间、条件;同意承担本项目管理和

信誉保证。

单位名称 (公
羽

埯

')丨

年J。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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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项目申报材料附件清单

(根据实际列出)

1.项 目建设方案

0
乙



附件 1

项目建设方案

1.概述

后疫情时代对成人高考辅导课程模式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针

对疫情期间存在的办学实体减少、入学人数下降、办学
“
热区

”
转移、

学习方式变革、一些教育资源闲置、一些人士的求学愿望不能满足等种

种问题。高校继续教育要提高识变应变能力、主动化危、守正创新,通

过紧扣学生和市场需求,优化成人高考辅导课程课程体系,推进教学改

革;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坚持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盘 活高校继续教育创

新发展活力,为 筑牢终身教育服务体系提供坚实力量。

1.1项 目名称

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 (专升本 )政治考前辅导课程模式创新研究。

1.2项 目性质

成人高考 (专升本 )政治考前辅导课程模式创新研究属于优质继续

教育网络课程项目。

1.3方案编制依据

依据⒛15年 12月 10日 ,国务院发布 《关于积极推进
“
互联网 +”

行动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各领域深入融合和创新发

展。⒛16年 3月 2日 ,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 确提出未来五年要
“
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构建

惠及全民的终身教育培训体系
”
,“发展在线教育和远程教育,整合各类

数字教育资源向全社会提供服务。



目前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教育都迅速转型,转 变教学模式,由

线下教学为主转变为线上教学为主,成人高考 (专升本 )政治考前辅导

课程建设顺应时代的发展。方案基于市场和学生的需求调研基础上编制。

1.4项 目建设目标、规模和周期

1.4.1项 目建设目标

构建起适宜后疫情时代政治辅导课程体系一套,用 于后疫情时代成

人高考 (专 升本 )政治课的基础学习、复习和在线测试等多功能的课程

体系。

1.4.2项 目建设规模

本项目基于成人高考 (专升本 )政治辅导课程体系进行建设。

1.4.3项 目建设周期

项目周期为 2年 (24个月 ),⒛21年 6—2023年 6月 。

1.5项 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阶段 时间 内容

准 备

阶段

2匝1年 6月 —

2021年 10丿目

收集、学习有关文献资料,制 定研究方

案,确定调研内容,设计调研题目。

实 施

阶段

2021 年 1O

2O21 年 12丿目

1.初步探索阶段 (探 索期 ):探 索适合后

疫情时代成人高考辅导的策略和方法 ,

实现教师、教学、教法的改革和匹配 ,

为下一步构建教学模式打好基础,并撰

写调研报告。

2.进一步研讨阶段 (定 向期 ):依据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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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调研结果,对成人高考课程设置进行

系统梳理,通过模块化设计完善已有的

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开发基于录播形式

的在线教学模式,并召开有关人员、学

者的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并形成中期研

究成果。

3.项 目实践阶段 (实施期):以 构建的在

线录播课程为基础,实施在线教学,收

集和分析在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逐

步解决,优化在线课程教学平台,同 时

注重教学效果评价,将在线教学的优点

充分发挥。

总 结

阶段

2口3年 1月 —

2023ˉ年L6'闩

整理、分析各种研究资料,对本课题研

究进行全面总结,理论升华,撰 写论

文,向课题组申请结题。

2.项 目建设的现状及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2.1现状

疫情期间,突如其来的教学模式变化给高校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与全新体验。当下,随着在线教学的逐步深入开展与常态化,也 引

发了教师对后疫情时期教学模式改革的深度思考。成人高考辅导课程模

式紧随教育大趋势,实施线上授课方式,线上教学教育生态成为了趋势。

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各上
“
一夜之间

”
猛然增添了许多平台客户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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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教学全面向线上转型,这既是必然趋势,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2.2项 目建设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解决以往的灌输式教学的瓶颈,并顺利向个性化学习的在线录

播课程模式的方向过渡。

(2)尝试将成人高考政治辅导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于在线教学平台上 ,

突破了对特定时空的单一化学习的依赖。

(3)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过程及教学效果评价方面入手 ,

提升了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同时,教 师可利用合理的教学平台与网络资

源布置相应的教学任务, 通过线上学习使学生参与课堂学习全过程 ,

从而获得丰富的设计经验, 实现设计理论知识学习和设计实践的完美结

合。

(4)构建在线录播课程模式重点聚焦学生自我发展,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同时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 使学生的自主学

习得到全面发展。

3.具体研究与实践的对象和内容

3.1搭建基于个性化学习的录播课教学模式

实现个性化学习的关键是使学生能够自由选择合适的知识建构方式 ,

要实现这一点,需充分调用和组合环境中的各个要素,为 学生提供合适

的多样化的资源,供学生自主选择。基于此,同 时本课题针对传统成人

高考政治辅导教学资源库的不足,积极完善后疫情时代的政治辅导课程

教学资源库,资源库包含课程视频、电子课件、活页教材、习题 (3年

内真题构建的作业和 6年 内真题构建的模拟题 )、 相关图片、题目等多方

面内容资源,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合后疫情时代的高考政治辅导课程体

系。

3.2构建全方位的在线教学和在线辅导平台

通过录播课程体系的建立,为 后疫情时期成人高考政治辅导注入了

前所未有的活力。同时,需积极开展移动和在线学习平台建设,满足电

脑、手机等不同智能终端的学习需求。

3.3优化政治辅导教学内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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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通过录播课教学模式的构建,初步确定教学内容及呈现方式、

教学方法、评价方式,利用课程资源库准各教学内容相关教案、视频、

拓展学习资料等材料,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依托
“
云课堂

”
向学员提

供多种教学资源。

3.4多 角度展现成人高考政治辅导教学的魅力

思想政治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 部分知识点很难在短时间内了解和

掌握,需要反复思考,在实践中理解和把握知识点。鉴于此,本课题通

过搭建基于个性化学习的录播课程教学模式,对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反复

学习,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 这也是教学成果最直接的展示。

4.研究与实践拟达到的目标

4.1教 学改革目标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成人高考政治辅导教学不再受以往模式

的束缚,而是倡导个性化、自主、 研讨、 参与、 实践等新型教学方法。

因此, 开展在线录播课程模式就成为后疫情时代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本课题以成人高考政治辅导改革为切入点,完成适宜后疫情时代的成人

政治辅导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多方面关键环节的革新,全

面达成教学改革目标。

4.2及时学习目标

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让满足学生个性化学

习的智慧学习环境形成逐渐成为了现实,同 时基于成人学习的特点,通

过在线录播课程模式逐步构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智慧学

习环境,达成智慧校园目标和及时学习的目标。

4.3受 益范围目标

基于成人高考辅导的录播课程模式探索研究,还可将此教学模式应

用到本校其他专业相同类似课程的教学,也可推广到其他兄弟院校。

5.项 目建设成果和效益

5.1预期成果
(1)通过本课题相关研究,清晰的界定了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 (专

升本 )政治辅导内涵和外延,提出构建符合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 (专升

本 )政治辅导模式,构建起适宜后疫情时代政治辅导课程体系一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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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 (专升本 )政治课的基础学习、复习和在线测试

等多功能的课程体系。

(2)通过本课题的研究,针对目前成人高考政治辅导具体模式进行

全面的探索,依据相关国家相关教育政策,从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后

这 3个阶段对成人高考辅导课程进行系统而整体的分析,探索成人高考

政治辅导课程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后疫情时期的

解决方案。
(3)形成学术论文一篇、研究报告一份。

5.2预 期效益

(1)通过本课题研究,为后疫情时代学生提供专业的考前政治辅导

和服务。
(2)通过本课题研究,不 断探索后疫情时代成人高考政治考前辅导

建设的新模式、新思路,制定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

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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