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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进展情况（工作方案、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拟开展的工作，能否按时

完成计划等）

（一）工作方案

本项目立项后，项目组根据项目目标，制定了工作方案：一是通过查阅和整理开

放教育和高职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相关文献，梳理高职扩招相关政策理念；二是深

入到粤东西北三地的开放大学分校开展实践调研，掌握学情和高职扩招课程教学需

求；三是深入分析研究开放大学系统高职扩招“在岗成才”课程体系建设，形成相

关的理念、流程、方法和推广路径。

（二）实施情况

项目组按照既定的工作方案，有序推进项目实施。

首先，查阅和整理相关文献，明晰项目研究和探索实践的内涵特征，厘清有关核

心概念，为项目研究和顺利结项奠定理论基础。邀请专家对项目实施进行论证研讨。

第二，深入开展调研，对开展调研，深入全面了解开放大学系统扩招潜在生源的

学习需求和开大分校的课程教学需求。对高职扩招生源职业生涯岗位进行调研，了

解扩招专业生源的岗位类型、岗位层级和工作任务。

第三，形成阶段性研究成果。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开放大学系统高职扩

招社会工作、行政管理和法律事务三个专业生源的职业岗位情况调研分析报告，为

三个专业高职扩招课程建设提供了实践依据。按照研究计划，发表了 2篇学术论文。

（三）存在的问题

受疫情影响，项目组的访谈调研工作不能顺利开展。

（四）拟开展的工作

继续开展调研，开发建设专业课程，研制课程准，建设和推广开放大学系统高

职扩招“在岗成才”课程体系。

按照目前实施情况，项目能够按时完成计划。



二、代表性成果简介（发表杂志或采用单位、基本内容、应用价值、社会影响等）

按照研究计划，项目组成员发表了 2篇学术论文。

（一）《“两校一体”办学模式下开放大学与高职院校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研究》，

发表在《成人教育》2020 年第 12 期。

基本内容：

“两校一体”办学模式在开放教育领域较为普遍，它是开放大学与高职院校基于

“两块牌子、一套人 马”管理体制所采取的一体化办学模式。 “两校一体”办学模式

有应然之利，也有现实之困与发展之难，破解困难之 道在于建构“和而不同”的命运

共同体，以发挥双方互补优势，尊重各自教育规律。开放大学与高职院校命运共同 体

的建构包括文化共同体、学生共同体、教师共同体、教学共同体的分别打造，其目标在于

实现两校间的价值认同、学生间的互帮互助、教师间的协同发展、教学间的求同存异，最

终实现开放大学与高职院校的一体化发展。

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

高职扩招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为高职教育和开放教育的融合发展提供了

具体实践的契机。本文研究探讨了“两校一体”办学模式下开放大学与高职院校命运

共同体问题，有利于在开发大学系统高职扩招办学方面统一认识，澄清误区。

《成人教育》为中文核心期刊，在该刊物上撰文发表学术观点，会产生一定社会

影响。

（二）《高职质量型扩招下的远程开放教育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广东省

为例》，发表在《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2 期。

基本内容：

高职百万扩招专项意义重大，利在当下功在千秋。课题组在前期调研与访谈的基

础上，提出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协同育人”的联合培养模式，利用两个“优势”，

共同提高高职扩招的人才培养质量，一个优势是广东省高职院校输送自身的优势专

业、课程等的教育资源，一个优势是借助广东开放大学拥有遍布城乡的办学体系和四

十年来的办学经验。“两优”相结合，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至基层、社区、乡镇乃至

农村，切实解决了下岗工人、新型职业农民等人群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参与高职扩招专

项的困难。

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

论文以“高质量完成高职扩招的人才培养质量”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多方参与、

共建共享、协同育人”的联合培养模式，对开发大学系统高职扩招教育教学实践有一

定的指导应用价值，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力。



三、经费情况

3.1 经费到位情

况

经费来源
到位金额

（元）
到位时间 下拨文件名称

省财政

学校 20000
2020.06.29

关于省高职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扩

招专项拟立项名单的公示

其他：

合计 20000

3.2 经费支出情

况

支出科目
支出金额

（元）
支出时间

……

合计

四、项目实施效果（具体案例，字数控制在 3000 之内，可另附页）

云浮开放大学高职扩招“在岗成才”课程教学实例

云浮开放大学 2020 年和 2021 年开展高职扩招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累计招生 218

人，其中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85 人，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104，法律事务专业学生 29 人。

经过本项目的实施，云浮开放大学顺利开展了高职扩招“在岗成才”课程教学工作。

一、合理进行学情分析，量身定制课程目标，把好课程质量关

项目组制定了广东理工职业学院社会工作、行政管理和法律事务专业（高技能人才

学历提升计划）人才培养方案，开发建设了专业课程，研制了核心课程标准，交由云浮

开放大学执行。高职扩招生源来自社会人员，包括农民工、下岗职工、退役军人、新型

职业农民等。教师在授课前，首先针对学生不同的工作经历、文化基础、年龄层次及技

能所长进行较为详细的、合理的学情分析，“量身定制”设计课程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

根据学生的真实需求，合理制订课程教学实施方案，确定课程考核目标。以任务承载知

识，以技能作为骨干，将课程的知识点，按照由简到难、环环相扣、循序渐进的原则串

接起来，构建新的课程知识体系。在引入够用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充分考虑部分学生

对知识的可持续性需求，要为他们后续的发展搭建知识平台。

2、依托广东开放大学网络教学平台，整合教学资源，合理进行“线上线下教学”

针对高职扩招生源非全日制的实际，学习时间和精力有限，云浮开放大学依托广东

开放大学网络教学平台的网络优势课程，开展线上教学，通过微信、QQ、腾迅会议直播

等各种方式，搭建勾通平台，进行更为灵活的教学设计。教师课前发布信息，了解学生



在工作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案例，引导学生进行相关问题的思考，激发学生带着疑问和

求知欲反复观看教学视频，主动学习相关知识点。课后设置讨论环节，要求学生探讨在

学习了新的知识点后，可以解决哪些工作实际问题。

3、充分利用专业教学资源库，实现课程资源的共享

2020 年，项目组成员建设完成了广东省高职教育社会工作专业教学资源库，教学

资源库包括一个资源平台和一个门户网站、17 门社会工作专业骨干课程、10 个典型任

务模块及 7个特色栏目。资源总量 13710 条，其中包括微课、音视频、动画、网络资源、

PPT 课件、文本、图片等多种形式，构建了全面的课程体系。学习平台具备按智能查询、

资源推送、教学组课、在线组卷、在线学习、讨论互动、培训认证、信息咨询、在线测

试、分析评价等功能设计搭建平台等多重功能，能够有效的支撑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多

种教学模式的实施。

在项目组的推广应用下，云浮开放大学要求高职扩招学生注册为社会工作专业教学

资源库的用户。教师利用教学资源库平台，满足了备课、上课、作业布置、过程考核、

日常课程辅导、复习指导、在线测试、成绩登记等各个环节的教学需求，使教学资源库

成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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