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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密广播电视大学课题研究工作总结

哈密广播电视大 学

(执笔人
:

罗志宏 张 福 )

(哈密广播电视大学
,

新疆 哈密 8 3 9以X ) )

摘 要
:

哈密电 大在试点项 目课题研 究工 作中历 时三年走过的探索之路
,

是现代远程教育理论与试点 实践密切

综合的有效体现
。

试点 项 目课题研究成果是在教职工 广泛参与
、

共同努力下取得 的
。

试点项 目课题研究工作的完成
,

为

明确 今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思路提供 了从实际 出发的第一手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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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自治区电大的统一安排部署下
,

我校所承担的
“

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

项 目研

究第一子课题中的研究项目
“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培养对

象
、

目标和质量规格的研究与实践
”

已于 2 00 3年 7月完

成
,

课题研究报告《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培养对象
、

目标和

质量规格的研究与实践》也于 2 00 3年 8月撰写完成
,

并于

今年 5月通过了中央电大的结题验收鉴定
。

这是我校在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基础上
,

历时三

年走过的探索之路的记录
。

试点项目课题研究成果是在

教职工广泛参与
、

共同努力下取得的
。

试点项目课题研

究工作的完成
,

使我们明确了我校今后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发展方向和工作思路
。

一
、

领导高度重视
,

课题研究做到三落实

我校领导对试点项目课题研究工作高度重视
,

把课

题研究工作任务始终摆在学校的重要日程
,

长抓不懈
,

成立 了领导小组
,

并调整管理部门
,

抽调专门人员创建
“

远距离教育研究室
” 。

对于试点项 目课题研究
,

校领导

亲自挂帅主持
、

参与
,

慎重选拔人员组成课题组
,

从加强

领导
、

健全组织方面逐一落实
,

并为试点项目课题研究

划拨专款
,

做到了组织
、

人员
、

经费三落实
,

为试点项目

课题研究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

二
、

认真学习研讨
,

深入调查研究

我们正在进行的
“

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

放教育试点
”

工作
,

是以项目研究的方式进行的
。

试点项

目课题研究工作是一项以科学研究推动实践探索
,

通过

实践带动科学研究的系统工程
。

对于研究的方向
、

重点
,

尤其是如何将研究工作与我校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问题
,

课题组反复学习
、

研讨
,

并将课题组再分为几个调研小

组
,

对哈密地区人才现状
、

人才需求情况广泛进行了调

研 ;对我校 2 X() 0级开放教育专科小学教育 (师资 )专业
,

金融学
、

法学
、

会计学本科专业的学员分别进行了问卷

调查
,

还对我校开展试点工作建立的学生学习小组进行

了较为深人的个案研究等等
,

力求试点项 !习课题研究能

密切联系我校远程开放教育实践
,

推动试点工作的深入

开展
。

三
、

课题研究有计划
、

有检查
,

实行项目资任制

课题组在深人分析课题内涵与外延基础上
,

决定将

试点项目课题研究分为相对独立而又密切联系的三个

阶段
。

在对学习者基本特征进行分析
,

界定现代远程开

放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基础上
,

重点放在第三部分

即实现培养 目标
、

规格的途径与措施上
,

并据此制定了

具体
、

详实的研究计划
,

逐次讨论拟定每个阶段的撰写

题纲
。

对每一阶段的初稿
、

修改稿
、

统稿任务均具体安排

了完成及检查的时间
,

做到了有计划
、

有步骤
、

有检查
,

实行项目责任制
。

这样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

为整

个试点项目课题研究工作各有侧重
、

梯度衔接起到了较

好的作用
。

四
、

反复论证研究结论
,

指导试点实践探索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
,

即贯彻
“

以学

生为主体
,

以教师为主导
”

的教育思想
。

课题组第一阶段

*
此 文为哈密广播电视大 学上报我校的

“

中央广播电视 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和开放教育试点
”

项 目课题研究工 作总结材料
。

执笔人罗志宏
、

张福分别为新橙哈密广播电视 大学远研室主任
、

高级讲 师和新按哈密广播电视 大学副校长
、

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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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我校开放教育学习者基本特征从教育学
、

心理

学
、

人 口学
、

地理学等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
。

这对我们试

点工作的开展
,

对电大今后的长远发展均有较强的针对

性
、

实用性
。

课题的第二
、

三研究阶段分别是对
“

远程开

放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

规格的研究
”

及针对
“

远程开放教

育培养对象现状和基本特征
,

实现培养 目标和规格要求

的途径与措施
”

的研究
。

根据新的大教育观
、

人才观
、

质

量观
,

根据远程开放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
,

针

对哈密地区人才需求情况
,

经反复论证
,

我校调整 了招

生计划
,

把侧重点放在社会巫需的小学教育 (师资 )专

科
、

本科专业
、

计算机应用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科
、

本

科等专业上
,

受到了社会用人单位的欢迎
。

在教学改革方面
,

我们提倡以科研促教学
。

2 00 2年8

月在哈密与援疆兄弟院校广州市电大共同召开了
“

哈密

电大
、

广州电大首届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研讨会
” ,

并在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发表系列论文
,

形成了较为浓

厚的学术氛围
。

同时我校加大了
“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
”

中教学模式的改革力

度
。

在深人教学实践的基础上
,

初步总结出插播型
、

讨论

型
、

案例型三种导学模式的雏形
。

在新的管理模式探索

中
,

把对实践环节的管理放到重要位置
,

以进一步突出电

大
“

以能力为本
”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特点
。

在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

我们根据电大
“

四

个面向
”

及试点项 目课题研究成果
,

根据培养
“

下得去
、

留得住
、

用得上
”

的应用型人才目标
,

将 目光投向基层
。

经几年艰辛努力
,

由地区办学向县
、

乡办学延伸
。

在学习

支持服务上进一步完善校园网
,

并进一步向有线电视台

网推进 ;在教学资源建设上
,

不断加强校园资源库建设
。

首先完善了电大教学所需的资源建设
,

而后进行了整个

教育系统的资源建设
,

再进行各专业所需资源的建设
,

最后形成了名符其实的远程教育学习和技术网
,

为每一

位电大学习者及各族劳动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

支持服务
。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是新生事物
。

新疆哈密地处祖国

边睡
,

相对来说经济较落后
,

信息比较闭塞
。

作为一个地

区电大
,

承担该课题研究须克服时间
、

人员
、

经费等多方

面困难
,

也需要有敢于战胜困难
,

勇于开拓创新的勇气

和魄力
。

我校试点项目课题研究历时三年
,

其间多次组

织人员去基层进行调研
,

对学生学习班组进行实验跟

踪
、

深人调查
,

对导学教师进行理论
、

技术的专门培训
,

并多次举办论文研讨会
。

为了更好地为学习者提供支持

服务
,

我校多方筹措资金
,

建起 5 000 平方米的网络大楼
,

并于2 00 3年 8月正式建成
“

哈密教育技术中心
” 。

我校试

点项目课题研究力求立足实践
、

深入实践
、

指导实践
,

在

对学习者基本特征
、 “

教
”

与
“

学
”

模式的探索总结
、

管理

模式
、

学习支持服务的完善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

果
,

使我校对今后发展的方向更为清晰
:
只有坚持

“

四个

面向
” ,

突出
“

能力为本
”

的应用 型人才特点
,

以质量取

胜
,

电大才能真正在教育市场竞争中更好地生存
、

发展
。

我们认为
,

我校试点项 目课题研究与
“

中央电大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

项目工作实践探索的有机

结合
,

达到了预期目标
,

为推动我校教学改革工作
,

服务

地区经济
,

提高各民族劳动者素质迈出了可喜的步子
。

教育是一项长期行为
,

由于时间紧
、

任务重以及学识所

限
,

我校科研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

在教学模式改革探

索
、

教学支持服务体系向基层延伸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实

践
、

总结
,

以不断探索远程教育规律
,

适应社会飞速发展

的需要
,

适应新疆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

为边疆经济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

五
、

以课题研究为契机
,

推动科研工作开展

试点项 目课题研究工作不但改变了我校过去那种

把科研仅仅当作是教师个人的事情的局面
,

而且促使我

校教职工逐步树立了
“

全员参与
,

科研立校
”

的思想意

识
,

学校的科研气氛越来越浓厚
,

在各类出版物上发表

论文的教学
、

管理
、

技术和科研人员越来越多
,

不断提高

自身的科研素质已经成为广大教师和管理人员投身电

大教学改革
,

在教学实践中提高和完善自我的必然要

求
。

试点项 目课题研究工作也推动着我校今后要在建立

和完善科研工作的激励机制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方面

下大功夫
,

并努力使科研工作成为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

由于我校的科研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

进行课

题研究也是第一次
,

因此
,

我们在课题研究工作各方面

还缺乏必要的经验
。

我们除了自己学习和摸索以外
,

还

经常就课题研究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向自治区电大远研

所请示
,

自治区电大的领导对我校的试点项目课题研究

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
,

远研所也给予我们工作很大的支

持和帮助
,

我们借此机会表示衷心谢意
。

我们期望通过

对这次试点项目课题研究工作的总结
,

认真学习区内外

各级电大在开展科研工作方面的好经验和好做法
,

以这

次取得的成果作为新的起点
,

使我校的科研工作在指导

电大教学改革实践
、

推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事业发展方

面
,

与时俱进
,

取得更大的成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