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

·
件
∴

∷
附

寺
 
 
 
 

〓

.
一

咛
 
∷
廿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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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 ∷∵

项目∷负责人

职 ∷ 称

所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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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

本人自愿申报广东省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认可所填写的 《广东省

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下简称为 《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

诺对所填写的《申请书》所涉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课题申请如获准立顼,在研究工作屮,接翼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 (委托)单位、

以及本人所在单位的管理,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

国政府签薯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

2.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恪守学术道德,维护学术尊严。研究过程真实,

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八学术成果,杜绝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

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成果真实,不重复发表研究成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声誉和公信力,不以项目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3.遵守广东省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有关管理规定以及广东省财务规

章制度。

4.凡因项自内容、成果或研究过程引起的法律、学术、产权或经费使用问题

引起的纠纷,责任由相应的项目研究人员承担。

5.项 目立项未获得资助项目或获得批准的资助经费低于申请的资助经费时,

同意承担项目并按申报预期完成研究任务。

6.同意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 (委托)单位有权基于公益需要公布、使用、

宣传 《项目申请 ·评审书》内容及相关成果。

项 目负责人 (签章 ):

7/↓年丫月V饴



-、 项目及项目负责人(项目组简况

项

目

简

况

项目

名称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项目

类别
1.综合类教改项目 2。 一般类教改项目

起止

年月
⒛16年 8月 到2018年 12月

项

目

申

请

人

姓名 葛巧玉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9. 11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副教授/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硕士/中 国

所在

学校

学校名称 广东医科大学 手机号码 15916921816

通讯地址 东莞市松山湖产业园区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要

教学

工作

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1993.07亠

2013.06

概论 本科生
每年 400

学时
安阳工学院

2013.07-

2016.06

概论、形

势与政策
本科生

每年 200

学时
广东医科大学

主要

教学

改革

和科

学研

究工

作简

历

时间 项目名称 获奖情况

2009-2011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改革
校级三等奖

2014-2015
高校通识课程与公共基础课程教学

改革与实践
无

2015Ξ圣今 高校思政教学与人格教育融入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改革与发展论坛征

文评比丁等奖



2009-2011 关于解放思想的哲学思考 无

项
 
 

目
 
 

组

总人

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 士
参加单

位数

6
'
"

o
乙 0 0

,
,

0
, 1

主要

成员

(不

含申

请者 )

姓名 J性另刂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

位
分工 签名

张瑜 女 1977.5
助理研

究员

广东医

科大学

撰写论

文 1犭
氵/钅

l

曾小五 男 1964. 08 教授
广东医

科大学

统筹指

导 增小么

赖 琼 女 1968.12 副教授
广东医

科大学

收集资

料 觚
曾 竞 女 1974.09 副教授

广东医

科大学

撰写研

究报告
增钐

徐太军 男 1988.10 讲师
广东医

科大学

收集资

料 伽助
魏莹莹 女 1987.3 讲师

广东医

科大学

收集资

料 ∷
 {i|{|丨 |l}ii{彳 I丨

;}{彳丨丨}



二、立项依据 (项 目研究的意义、现状分析)1

(亠 )项 目研究的意义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手机、平板电脑1PC等数据来源或数据承载方式的飞速发展,

球信息数据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大数据浪潮汹涌而来。与互联网等其他发明一样,大数据浪潮

不仅仅是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j更是全世界的政府、企业、组织和个人优化管理、引领创新的利器。

作为思想最活跃、知识最密集、网络信息技术充分运用的前沿阵地,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服务模式诊

师生的思想观念、学习方法和行为习惯必将受到大数据浪潮的深刻影响。如何适应与创新大数据时

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充分实践的重要战略课题。

1,理论意义:(1)进行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为对学生思想行为进行量

究奠定了基础;(2)便于开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新原则和新理念ρ

2,实践意义:基于大数据呈现出的特点和优势,如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i

势,根据数据分析呈现出的问题、热点和规律,运用新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进一步增强思想

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基于大数据挖掘、分析和运用,在探索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讠

方面逐渐探索出新的实践模式。

3,应用价值:(1)进一步强化大数据意识,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2)大

强运用大数据技术的能力,充分挖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深层规律;(3)不断探索完善

章制度,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中充分运用数据技术提供保障;(4)建立大数据协调推进

,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

(二 )现状分析

大数据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大数据将在各行各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每个人、每个

门(每个行业,每天都在诞生海量数据 ,∷ 如何将这些原本碎片化的数据,进行全面科学地提取和分析 ,

为我们的决策服务,是大数据带给我们的最大挑战和机遇。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使得教育领域面临新的革命。从孔子时代的竹签到蔡伦的造纸术再到活字

术,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教育的时代性革新。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发展也将为

的未来奠定根基。当前,许多世界知名高校都开设了网上公开课,其中耶鲁、哈佛等大学构成网上

课的主创者,而且谇些最好的教育资源,绝大部分都将免费。之所以免费,原因之一便是
″
大攀据

″

术背景,这些知名高校需要收集最多的行为数据,从而研究世界各国学习者的行为模式,以研究开

好的在线教育平台,并强化其学校的品牌效应。人们通过观察并预测,认为大数据时代将使教育发

I表
格不够,可 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羽料。下同。



少以下变革:△是建立 “
以学生为中心

”
的学习,教育真正进入

“
以学生为中心

”
时代:二是跟随

教师学习,引发在线学习革命:三是翻转课堂,变革课堂教与学方式。四是构建学习共同体:向最

教育的地方输送优秀教师智慧。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处于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 ,必须紧跟时代发展 ,

立大数据时代意识,根据大数据时代特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变萆要求,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教

新形式,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目前教育己进入
“
互为师生

”
的时代,毕竟人们越来越习

通过网络获取知识,教、学、评价工具都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会倒逼教学模式的变革。传统教学模

有以下优势:一是科学知识的灌输具有较强的系统是教师与学生性,整体教学效率相对较高;二是

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功能能够经常互动,有利于培养深刻的师生情感。同时传统教学模式也

以下的局限性:注重教师对知识的传授、灌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在教育目标上,传统教学模式

纲和教材规定了的目标为目标,各类型高校教学目标千校一面,强调注重知识掌握;在教学程序上 ,

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中按照课前备好的教案中的程序进行操作,具有程式化、机械化的特点;在教学

上,传统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教学设施陈旧没有新意:在教学原则方面,传统教学模式强调知识的

性、系统性、完整性和逻辑性,却忽视知识的实用性和时代性|传统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主要任务

要消化、理解教师讲授的内容,把学生当作灌输的对象、前人知识和经验的存储器,忽略了学生是

主观能动性的、有创造性思维的活生生的人。

2009年开始 ,“ 大数据
”
成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的流行词汇。2013年 ,“大数据

”
深入各个行

个领域并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力量,并因此而使 ⒛】3年被称为
“
大数据元年%当前,我国已有一些

对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变革给予关注,大数据背景下移动教学平台的逐步建立,激发了众多学者变革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浓厚兴趣。但就整体而言,大数据时代与我国教育变革问题还是ˉ个新

,大数据时代条件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问题也是其中的新问题,相关文章从 zO13年开始有零

究,2Q⒕、2015两年有近百篇关于应对大数据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章,但此类的专

还较少面世,直接探讨大数据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政教学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方面的文章笔者在知网上

五篇论文,而且篇幅很短。国外课程并不存在
“
思想政治教育

”
这一概念,很多国家采用隐蔽的

对其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学生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多是在公民权利、义务、道德教育等课程中顺势普

的。 所以也无可参考借鉴的文献。为此,面对大数据的巨大变革力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庀

要主动跟进 ,分析大数据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才能更好地提升思想政治理

课教学的质量效果,探索出适应大数据发展要求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创新体系。



主(项自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丁 )具体改革 内容、改革 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娌论课教育教学变革实施的具体内容

1.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意识

2,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大数据技术

3.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目的,做好数据挖掘和分析

4,遵循教育一般要求,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方法新内容

(1)一对一数字化学习

(2)在线学习

(3)反转课堂式学习

(4)搭建大思政教育教学网络平台

(s)与时俱进,创新思政教育教学新产晶

(6)注重对不良信息的疏导和化解

5,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殊性?注重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1)利用大数据,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定量研究

(2)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引导功能,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定性研究

改革目标 :

1,探寻大数据时代构建开放的创新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容体系

(1)要增强大数据意识,运用大数据技术,特别是充分利用其开放性(可选择性、自主性等

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大学生特点和社会实际的教学内容,建立既能让学生自主学习,又能方便

育者进行有效监控,还能让师生开展互动交流的
“
云课堂

”
:

(2)是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特别是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

(3)是要坚持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认知功能、科学素养教育和人文情怀教育相结合,要弱化

育的政治性,突出教育的人文性。

(4)楚妻坚持“三贴近”原则,即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孚生〃,正视社会热点,聚焦

关注,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走近学生,走 j

活。

2.探寻多维度立体化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新路径



(1)提供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的卉放互动的教学平台,拓展思政课教学空间。     ∷

∷
⑵构建网格化思想政治埋论课教学实施体系,彰显教育合力 (建立系统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据库)。        ∷

l3)讲究
“
共生效应

”,实现教学相长。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分析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申挑战与机遇之所在          ∷

2,建构与大数据时代相适应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提升的新模式。

(二 )实施方案、实施方法1具体实施计划 (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1.实施方案

首先从大数据时代特点入手,分析大数据时代引发的社会综合变革,以及教育领域产生的变革

此基础之上探讨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模式。如下图所示 :

大数据对高校思政

课传统教学模式带

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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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方法

项目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分

究。在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中,包括问卷调查和访谈,特别注意对访谈方法的运用。在项目的研

程中,课题组成员要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者、理论研究专家、普通学生以及学生干部进行过

深入的交流 (通过学术交流、专题研讨会和调查问卷等形式 ),向他们请教了解各地高校思想政

论课教学的现状、大数据与之结合的具体情况、广大师生的意愿和要求。结合实际用辩证的、历

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对
“
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变革路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

亍了分析、归纳与总结。

3.具体实施计划 (含年度进展情况 )

201s.08-20】 s。 ⒓ 查阅文献资料,梳理
“
大数据

”
及其相关概念

20'.01-zO】,.06 调查大数据对高校思政教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20刀 ,0,-z0】 ,。 Ω 探讨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政教学的新路径、新模式

201g,01-90】 B.Os 撰写研究论文

⒛1B。 Os-201B,1z 编写研究报告

4.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团队成员均是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都热爱思政教育教学工作 ,

具有创新意识和科研精神,大多参与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改革设计,为本课题的研究积

了第一手材料,并为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合理的研究团队。本项目团队成员都有研究生

学历,为项目研究奠定了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具有比较广博的学科知识和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 ;

图书馆拥有比较丰富的文献资料可供使用,其与国内外著名光盘和网络数据库的联机系统,亦可

方便地共享各种各样最新和最权威的文献资料;项 目团队成员长期关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

的问题,搜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章,教学任务都不重,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同时,课题组成员

从事科研的经验和精力,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课题任务。如能立项,学校也将给予一定的配套资金

以,本课题研究具有前期研究基础和充分的人力、财力保障。

此外团队成员还收集了以下参考文献:E1]相海泉,大数据时代 EJ]。中国信息界,zO13、 (5)。

E2]胡树祥.谢玉进,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EJ]。思想教育研究,⒛13`(6)⒗0亠m.

[3]李林涛,陈学颖浅议网络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j彐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⒛⒓
`(3)

[4]胸怀大事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ェ作做得更好IN⒈人民日报,⒛ 13-08-21.

[5彐 E英 ]维克托 ·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 ·库克那.大数据时代[[M⒈盛杨燕,周涛,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6]张祖.大数据改变教育写在大数据元年来临之际 EJ].上海教育,⒛ 13`(10⒈

E7]贺铃.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J彐 。求是,⒛ l3`(4卜



[8]E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⒈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

民出版社,⒛】3:zB丬 3。

E9彐 刘辉,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微传播化田:思想理论教育,zO⒕ ,(6),

[10]胡纵宇,黄丽亚.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应对 [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⒛⒕、(13)

(三 )项 目预期成果及其实践运用预期 (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

)

1.项 目预期成果

(1)撰写并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2篇 ;

(2)撰写 10OO0字 的关于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的研究报告一份。

2.实践 运 用 预 期

本项目强调多维视角,注重科研的前沿性、创新性及应用性,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

创新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在助推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中具有引擎作用,为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与对策、路径。构建完整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新模式,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者参考借鉴和运用。此外,该研究在让

广大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真学1真懂、真信、真用,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

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等方面也具

有重要功能。

(四 )本项 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把大数据意识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教学管理中,利用大数据,注重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

重研究的前沿性、应用型,助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定性研究,探索出与大数据时代相适应的

治理论课教学新模式。



四、项目建设基础

1.与本项 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

项目负责人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工作⒛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投入了

力探索教学改革的模式,曾经主持或参与各层次的教学改萆项目 10余项。为展开大数据时

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研究改革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己经收集了以下参考文献:E1]相海泉

大数据时代 [J],中 国信息界,zO13.(5).

E2」 胡树祥,谢玉进,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匚J彐 ,思想教育研究,zO± 3、 (6)⒗ 0ˉsz,

E31李林涛,陈学颖浅议网络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J].辽 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 (3)5⒐so

[4]胸怀大事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⒈人民日报,zO】3=0⒏
^1,

[5]E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那,大数据时代I∶M⒈盛杨燕,周涛,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E6]张祖。大数据改变教育写在大数据元年来临之际 EJ],上海教育,2o13、 (aO〉

E7彐 贺铃。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J],求是,2013`(4⒈

匚8彐 [英 ]维克托,迈尔.舍思伯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⒈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

出版社,zO13:⒛丬3.

[9]刘辉.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微传播化田,思想理论教育,zO1。 ,(6),

ElO]胡纵宇,黄丽亚.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应对 [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zO⒒、(13

∷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 (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

关文件 ),尚 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学校的配套经费有保障 :

广东医科大学十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研究工作,学校为该类项目提供 1:0.5的配

经费,这些经费为该课题的顺利完成提高了物质保障。

目前还缺少的条件 :

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体单一。之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教学改革的主力是马

思主义学院的教师,还没形成宣传部、学工部、校团委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合力,没有形成在党

统一领导下齐抓共管的局面。

二是改革经费不足。                        °

解决的途径 :         ∷ ∷

一是学校各职能部门统筹兼顾,高度重视。

二是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经费的投入。

一 
 
 
 
 
 
 
.
一

扌



项目负责人和项 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 目情况    ∷

(亠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   校级教改课题 ⒛11年结项 ∷

(2)如何提高大学生学习 f中国近代史纲要
”
课兴趣的思考 教育厅课题 2011年结题

(3)创新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研究   省哲学社科规划办  ⒛Os年结顼

(4)关于解放思想的哲学思考    省科技厅软科学课题  zO11年结题

(5)大学生创新能力实证研究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发展资金顼目 zO10年结题

(ω “
两课

” 教学资源融合发展研充  校级教改课题   zOlO年结题

(7)高校通识课程与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校级教改课题 2015年结题

(s)高校思政课教学与人格教育融入研究  广本医思政教改研究课题  zO15年立项

五、经费预算

预箅经费总额 2(万元 )

序 号 支出科目 预算 支出用途

1 学术交流费
0.7万元

专家研讨

2 调查问卷费
0.3万元 打印、分发、收集、整理、统计调

查问卷

3 图书资料费
0.5万元 购置参考书及资料费

4 论文版面费
0.5万元 项目研究论文版面费



所在院系意见 :

院系负责人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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