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建 方案项 设
一、项目建设目标

(一)项目目标

本项目研究，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将BOPPPS教学模型与PAD课

堂相融合的新型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入成人学历教育机械设计制造与

自动化专业《机械CAD/CAM》课程中。一方面，基于《教育部关于

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推进成人

学历教育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的需求，深入探索适合于该课程特点

的教学实施模式，通过教学实践，研究在课程教学实施中开展混合

式教学的有效路径，包括教学理念运用、教学模式的创新、信息化

教学资源构建，增值评价机制改革等，并从学生视角对教学改革成

效进行调查分析。具体目标如下：

1.基于BOPPPS教学模型与PAD课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课

程目标设计；

2.基于BOPPPS教学模型与PAD课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课

程标准设计；

3.基于BOPPPS教学模型与PAD课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课

程教学整体设计、单元设计方案；

4.基于BOPPPS教学模型与PAD课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

学组织实施方案；

5.基于BOPPPS教学模型与PAD课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课

程考核评价体系设计。

(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BOPPPS教学模型与PAD课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课

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大纲、课程单元设计的原则、路径、方法

与要点。                                                   

2.BOPPPS教学模型与PAD课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如何

实现教学过程完备性向教学有效互动性的转变。

3.BOPPPS教学模型与PAD课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下,以增

量评价为主线的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

4.BOPPPS教学模型与 PAD课堂相融合教学理论下, 如何组织记

录和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实现从“评教”向“评学”的转变。



二、项目建设思路

（一）建设思路

1.首先对国内外“混合式教学”、“BOPPPS教学模型”、

“PAD”课堂相关研究综述、理论体系(基本理论和方法论)，进行搜

集整理分析，获得相关教育教学理论资料。

2.其次对研究课题进行策略定性分析，包括现状分析和对策研

究。通过对现在存在的问题，比如教师、学生、思维模式、价值取

向，来制定对策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决，一是研究和构建归

纳课堂混合式教学的有效途径；二是研究“ BOPPPS 教学模

型”+“PAD”课堂的组织实施办法；三是在线下线上教学中提升学

生参与度与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策略。并基于此制定课题研究计划。

3.通过课程教学实践，从教学活动准备策略、主要教学行为策

略、课堂管理行为策略、课堂教学评价策略四个方面来研究和构建

课堂教学的有效途径。从自主学习意识的培养、选择自主学习的方

法、合作交流的能力、对学习过程的有效监控，四个方面来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

4.从研究过程中，得出有效的结论及建议，撰写课题研究报告，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如图 1所示，项目建设思路图。

图 1 项目建设思路图

(二)实践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研究借助 Web of Science、知网（CNKI）百度学术、谷歌学

术等国内外期刊数据库以及相关图书、统计资料，并查阅与整合当

前与“混合式教学”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混合式教学”进行

了梳理，了解该研究领域的成果与不足，并完善研究思路，从而得

到目前基于 “BOPPPS模型+PAD课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研究现

状，并从中整理出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以期为本研究提供切实可

行的理论依据和详实参考。

2.访谈研究法 

本研究根据“BOPPPS模型+PAD课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研究

需要，设计了访谈提纲，对项目研究主体进行访谈，了解教师和学

生对于该教学模式的体验和感受，征询对该教学模式的意见与建议，

为深入分析问题并提出对策提供更加丰富、可靠的资料。

3.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内容，编制针对学生的前测问卷和后测

问卷。其中前测问卷主要是了解学生的基本信息，进行混合式学习

的现状，以及学生的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

分析、比较和归纳，以掌握师生在课程教学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以及

对混合式教学的理解和运用等情况，为本项目的开展奠定研究基础。

而后测问卷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效果问卷调查，分析项目实施的有效

性，以评测项目目标达成度与改革成效。

三、项目建设内容

（一）项目调查研究

走访部分省内高等院校，对工程管理相关专业基于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的课程开发情况，教学实施经验进行学习调研。开拓思想，

汲取经验为项目研究提供思路。

（二）课程构建原理与方法研究

 运用文献法，查阅与 BOPPPS教学模型和PAD课堂相关的文献，

了解两种模式的起源和发展，基本结构和理论基础，保证团队具备

项目研究的理论基础。

（三）BOPPPS教学模型和PAD课堂融合的课程开发过程

1.课程目标设计的具体路径为：调研内外部需求，分析生源素

质现状，确定需求的主要向度内涵，制定课程培养目标与核心能力。

2.课程标准设计融入了预期学习成果、基础概念、学习活动、



评量及回馈等元素，主要包括课程概述、教学目标、核心能力、课

程权重和教材内容五个方面。

3.课程实施模式设计

“BOPPPS教学模型+PAD课堂”采用了基于 UbD 理论的逆向教

学设计，即在确定目标后，先思考如何测量目标，再设计教学活动。

设计运用 BOPPPS 完善教学环节，解决“有效教学结构”问题，用

PAD课堂的“亮考帮”实现参与式学习。将教师精讲—学生自修—

小组讨论—教师答疑作为参与式学习的内容，实现PAD与 BOPPPS的

深度融合，重构教学过程，实现二者优势互补。

4.课程评价考核模式基于混合式教学的线上线下、多项学习内

容、多个连续的学习过程，注重全过程的考核设计，同时基于学生

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探索增值评价考核方法。

（四）课程教学实践

组织教师按照所设计的方案对课程进行教学实践，在实施过程

不断总结经验和不断完善，逐步形成课程的相关研究资料与信息化

教学资料等建设成果。

(五)工作总结与成果发布

1.发布“专本同读”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专升本）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

2.发布制订的《计算机辅助制造》课程的相关教学资料，包括：

课程目标、教学标准、教学实施方案、考核标准等。

3.提交建设的相关教学资源，包括：课程网站、在线资源库等。

4.以项目研究报告和公开发表论文（1-2篇）的形式对本项目

的研究成果做出总结。

四、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本项目建设预计周期两年，共分四个阶段，建设步骤及时间进

度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23年 3月——2023年8月)

1.自 2023年 3月¬—至 2023年6月, 组织教师走访相关院校或

参加培训,学习建构主义理论、混合式教学方法，了解其相关机械制

造类专业建设成果。收集资料，做好理论研究基础。

2.自 2023年7月—至 2023年9月，按照“BOPPPS模型+PAD课

堂”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要求，组织教师在调研基础上，凝练课程

目标，制定课程标准。初步形成课程教学实施方案，建立课程在线



学习平台。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23年9月——2024年 3月)

1.自 2023年9月—至 2024年 1月，在本教学周期内，对《计算

机辅助制造》课程进行教学实践，期间通过问卷调查、专业交流等

方式，反馈教学效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进行诊改，完善

教学实施方案。

2.自 2024年 1月—至 2024年 3月，梳理各项教学资料、整理研

究相关资源，为总结做准备！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23年 3月——2023年7月)

1. 自 2023年05月—至 2023年07月，总结教学经验，分析研

究教学改革成效，目标达成程度，同时不断完善研究资料，为发表

论著做准备。

2.自 2024年03月—至 2024年07月，项目团对各成员根据自身

项目实施中所获得的研究实践与研究心得，撰写研究论文，并向期

刊投稿，发表。

第四阶段：推广阶段(2023年9月——2023年 12月)

1.自 2024年09月—至 2024年 12月，项目团队成员，实验性将

研究成果运用到智能制造专业群其他专业课程中，同步验证教学效

果。

2.自 2024年09月—至 2024年 12月，项目团队与相关院校分享

研究成果，听取意见与建议，对研究过程进行总结，并收集各方面

资讯，形成项目研究报告，进行结题申请。

五、项目建设保障与经费

（一）项目建设保障

1.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教务处对本项目的申请和实施提供便利条件，

根据广州城建职业学院省级、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经费支持方案，学

校对本项目的申报有部分定额经费支持。

2.学校财务处以年度为单位划拨专款用于校本培训及教科研工

作的经费。分学期考核,分学期划拨,在划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按实

际所需款额划拨。

3.学校、二级学院会对年度内省、地市、校级教科研项目立项分

等级进行考核与奖励，提供部分定额奖励资金。

4.学校对跨部门联合立项的项目，有教务处牵头，实施协同联

动机制。能够有效推进项目开展。



（二）项目建设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本项目经费由建设单位划拨，具体预算安排如下表所示。

支出科目

（含配套经

费）

金额

（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1.图书资料费 500
购买有关教材书籍、专项报告、参考资

料约 500元

2.调研费 2000
走访企业、院校 3家计 5*500元；特定

院校学生问卷、座谈 500 元，共计：

2000元

3.会议费 1000
参加省内教研教改交流研讨会至少 1次，

（含交通差旅费约 1000元

4.仪器设备费 1000
课程实施教改所需设备购置或租用费

1000元

5.差旅费 3000
走访企业、相关院校所发生的食宿交通

费用,约 3000元。

6.专家咨询费 2000
项目咨询会务费 2000元，专家劳务费 2

人*1000元，约 20000元

7.其他 500 项目管理费 5%

合计 10000元

其它超预算经费，由项目团队自行筹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