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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本研究项目顺利完成，特制订本研究方案。 

 

一、目标和拟解决的问题 

1.研究目标 

坚持以党的十九大关于办好继续教育精神为指导，探索基于《广

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的多种形式学习成果认定机制，畅通

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培训及业绩之间转换通道和转换体系，重点探

索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在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应用，拓展辐射

石油化工专业群其他专业，推进我省石油化工人才终身学习体系的建

设与发展。 

2.拟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省已实施的《广东省职业教育条例》、《广东省教育厅关

于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实施意见》、《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

等级标准》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实现各级各类

教育与培训的沟通和衔接，建立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制度，

拓宽终身学习通道，搭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实施终身学习战略

等提供了法律和制度指导，但实，在基于资历框架落地实施方面仍然

存在比较大的困难。本项目将重点研究《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

标准》在成教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应用的方法，形成标准实施配套细则

等文件，解决标准落地难等问题，为广东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

服务。 

二、研究与实践内容 

    本研究主要研究《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在成教应用

化工技术专业中的应用方法与途径，构建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在该

专业中的应用体系，提高继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主要建设内容有： 

    （1）梳理成人高职教育个性化人才培养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

和发展趋势，厘清资历框架理论在成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的应用路

径、策略和困难，为本项目研究奠定基础，形成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

育资历认定分析报告。 

    （2）开展成人职业教育生源学情分析。全面调查分析学生学习

经历、培训经历、工作经历、技能证书、年龄情况、工作状况等信息，

根据调查结构，分析学生的资历层级，参照《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

等级标准》，制订专业培养学分替换方案。 



   （3）参考《广东省教育厅关于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实施

意见（试行）》等文件的要求，制订校级《继续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

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成人教育）学分认定

和转换实施细则》等，形成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实施体系。 

    （4）形成研究报告 1 份、撰写发表高质量论文成果不少于 1 篇，

辐射校内外专业建设。 

3.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图书资料、网络等多种渠道，收集中外

学分银行、教育资历框架标准建设和应用等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并

进行阅读和研究，分析，整理出本次研究的理论文献，夯实课题研究

的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设计相应的调查问卷，对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及相关专业学生等进行资历成果、学历、阅历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学

情。 

（3）数据分析法：本次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所以会产生大

量的数据，在后期运用数据分析法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取得

所需的信息和资料，为本次课题研究提供支持。 

（4）实证研究法：通过对已经开展多种学习形式和成果互认高

职院校进行实地调研，校内推进实施进行研究和不断改进，得出实证

性结论。 

4.实施计划 

    （1）项目建设思路 

    本项目以成教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

对行业、专业和生源学情分析，对照《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

准》和国内外教育资历框架的实践应用经验，构建我校成教应用化工

技术专业学生资历成果与课程学分互认实施体系，形成具备辐射石油

化工专业群的成果，提升我省化工人才培养质量。 

    （2）技术路线 

    第一步：文献综述。 

    第二步：调查研究。制作问卷、访谈提纲→问卷调查、访谈、调

研→收集资料整理数据→总结分析。 

    第三步：实证研究。试点专业项目研究选取→实施研究实证→搜

集、分析研究资料→总结提炼→推广应用。 

    （3）项目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①完成文献综述及调查研究：2021.10-2022.3，通过文献研究、

问卷调查，走访高校、教学点进行调查研究，形成初步的研究方案。 

    ②完成可行性分析和整体方案的撰写与论证：2022.3-2022.6，完

成研究方案的设计，提出课题研究与实施的整体思路和组织框架，组

织成教应用化工技术专业试点实施，并对研究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信息

反馈进行可行性分析研究，不断改进和充实课题研究。 

    ③实施和完善项目：2022.7-2023.9,制订、实施校级《继续教育学

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成人教

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实施细则》等，开展项目实证研究。 

    ④项目结题：2023.9-2023.12，完成论文项目报告，撰写与发表

项目论文，申报项目结题验收。 

5.经费筹措方案 

项目经费将由学校创新强校资金按制度配备，项目预算为 20000

元。使用预算如表 1. 

表 1   项目费用预算表 

支出科目（含配

套经费）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合计 20000  

1.图书资料费 4000 
拟购置相关图书资料 500

元，论文成果发表 3500元。 

2.设备和材料费 2000 

拟购置移动存储器、打印

纸张、中期和结题验收材料抵

印、印刷费用等。 

3.会议费 / / 

4.差旅费 3000 外出学习、调研 



5.劳务费 9000 

邀请专家 9人次进行项

目进行咨询和结题评审（单人

次 1000元）。 

6.人员费 1000 
拟根据教科研费用管理

办法标准支付项目人员费。 

7.其他支出 1000 
用于项目实施不可预测

且必须的研究费用。 

 

6.预期成果和效果 

（1）预期成果 

①开展《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在我校应用化工技术

成人教育专业研究，形成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育资历认定分析报告。 

②制订校级《继续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③制订校级《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成人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实

施细则》 

④形成项目研究报告 1份、论文成果不少于 1篇。 

（2）预期效果 

①及时总结，校内推广。及时将校级《继续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

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成人教育）学分认定

和转换实施细则》项目成果辐射推广石油化工专业群，条件成熟后在

全校继续教育各专业、高技能扩招专业进行推广应用。 

 ②协同企业，对口互认。依托广东省石油化工协同育人中心、

广东省公共实训中心等协同育人平台，探索企业职工参加学校专业课

程学习成果纳入职工培训续续教育考核体系，扩大项目成果应用面。 

③撰写论文，扩大影响。通过撰写成果论文在教育类专业刊物上

公开发表推广项目成果；通过省市继续教育协会年会等进行成果交流，

多途径扩大项目的影响。 

7.特色与创新 

    特色与创新一：课题提出基于的学分制改革和多种学习成果互认



在续续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有利于大力推动《广东终身教育资历

框架等级标准》落地实施，对构建广东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体系起

积极促进作用。 

    特色与创新二：以成教应用化工专业为点，以石油化工专业群为

面，由点达面探索我省化工先进制造行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成人教育

与普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等教育资历成果的互通“立交桥”

实现方法，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终身教育理念，缓解继续教育工学矛

盾问题，提高继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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