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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通平台的考研资源共享与协调学习服务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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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ꎬ考研成为大学生提升自我、实现社会流

动的重要途径ꎮ 探索基于学习通平台的考研资源共享与协调学习服务机制ꎬ提高学生的考研效

率和成功率ꎮ 首先ꎬ研究分析国内外考研服务机制的现状ꎬ指出了当前服务机制的不足ꎬ并提出

改进策略ꎮ 通过对韩山师范学院本科学生的考研情况调查ꎬ构建一个基于学习通平台的考研资

源共享平台ꎬ并设计一种协调学习模式ꎮ 评估学习通平台对考研效率和成功率的影响ꎬ并通过

政法学院的案例分析ꎬ验证了平台与服务机制的有效性ꎮ 最后ꎬ总结构建本科生考研工作长效

机制的实践启示ꎬ强调健全考研指导服务工作机构、营造考研氛围、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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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ꎬ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有增无减ꎬ且要求日渐多样化ꎮ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下ꎬ考研成为大学生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和自身职业

发展ꎬ并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重要途径ꎮ 根据数据显

示ꎬ２０２４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 １１７９ 万

人ꎬ较去年增加 ２１ 万ꎮ 然而ꎬ相对于形形色色考研

培训机构的“热”ꎬ高校的考研服务反而不愠不火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教育部印发«２０２４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工作管理规定»ꎬ要求各省各地高校要坚持以

考生为本ꎬ提供更加温馨便捷的考生服务ꎮ 因此ꎬ
高校构建有效考研工作服务机制ꎬ为学生考研提供

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保障ꎬ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ꎮ 对于地方本科师范院校来说ꎬ构建考研工

作服务机制ꎬ不仅适应了当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趋

势ꎬ有利于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ꎬ为社会培养高水

平人才ꎬ而且能够拓宽学生的就业平台ꎬ增强职业

竞争能力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在考研信息服务机制建设方面ꎬ早在 １９９９ 年ꎬ
游福成等(１９９９)研究了高校在图书馆收集、开发考

研信息资料方面构建考研服务机制ꎬ提出通过挖掘

考研信息资料内涵、设置考研专题阅览室、举办考

研信息专题讲座等方式为广大考研学生提供全方

位、多层次优质服务ꎮ
在考研指导与学生心理分析方面ꎬ在 ２００８ 年世

界金融危机期间ꎬ大学生的就业形势空前严峻ꎬ在
高校出现了一股强劲的考研热潮ꎮ 孙巍巍(２００９)
针对社会对高校毕业生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ꎬ导致

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ꎬ提出促进学生考研工作的策

略ꎬ通过思想教育ꎬ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ꎬ
紧抓学风建设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加
强学生考研指导为学生提供考研保障ꎮ 武培博等

(２０２４)将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与学生考研关联起来ꎬ
研究学习压力与学生考研投入之间的关系ꎬ提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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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更加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适度学习ꎬ提
高学习效率ꎬ从而提高学生考研的上岸率ꎮ

在考研动机与激励机制研究方面ꎬ随着高校制

度的完善ꎬ黄开勇等(２０１２)从考研制度方面展开研

究ꎬ以创新组织机制、引导机制、服务机制、激励机

制等作为实践方向ꎬ帮助学生确立考研目标、坚定

考研决心、缓解考研压力、选择考研目标、联系指导

老师、选择复习资料、选择复习方法、创造考研条

件、营造考研环境、制定考研策略、掌握复试技巧ꎮ
坚持分学期、分阶段、全过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生

考研工作机制构建的实践探索工作ꎮ 张理政等

(２０１８)在前者对考研机制研究的基础上ꎬ对本科生

的考研动机进行访谈调查ꎬ并对其考研动机影响因

素进行系统性的分析ꎬ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本科生

考研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ꎮ 对学生考研更加有针

对地提供服务和保障ꎮ 李春燕(２０２０)探索基于考

研需求的立体长效辅导机制ꎬ通过做好大一到大四

的学风管理和考研过程服务ꎬ对考研相关课程积极

改革ꎬ融入考研知识ꎬ加强每个学期的教学实践活

动与考研相融合ꎬ考研导师有针对性的线上线下辅

导等方式ꎬ进一步提高了学生考研的成功率ꎮ
在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考研抉择研究方面ꎬ张

坤等(２０１４)基于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对考研和就

业做出抉择方面进行研究ꎬ帮助学生通过理性思考

自身因素和外界因素为职业发展需要为大学生考

研提出具体建议ꎮ 帮助大学生树立考研目标ꎬ提高

学生学习积极性ꎮ
在考研信息平台开发方面ꎬ黄海燕(２０２２)从考

研平台现状着手分析ꎬ了解考研群体的真实需求ꎬ
研究、设计、开发一款满足更多人需求的考研信息

共享微信小程序ꎬ提供正确有效的考研信息和学习

资源ꎬ为考研者提供便利ꎬ助其更好地学习ꎮ
这些研究涵盖了从信息服务、心理辅导、激励

机制、制度策略、职业规划到信息平台开发的多个

方面ꎬ反映了近年来考研服务机制研究的全面性和

深入性ꎮ 每个方向都旨在通过不同的策略和工具

来提高学生的考研成功率和整体教育体验ꎮ
(二)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ꎬ线上教育已成为

全球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特别是在考研资源

共享与协调学习服务方面ꎬ国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

深入的研究ꎮ 教育信息化已成为全球趋势ꎬ欧美、
英国、日本等教育强国通过建设线上教育平台ꎬ实
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ꎮ 这些平台如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ｅｄＸ、Ｕｄｅｍｙ 等ꎬ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

源ꎬ还促进了学习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ꎮ 这些平台

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分类ꎬ为学习者提

供了便捷的资源检索和获取方式ꎮ
其次ꎬ国外研究强调在资源共享的基础上ꎬ为

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ꎮ 这些服务包

括学习进度跟踪、学习路径规划、学习成效评估等ꎬ
旨在帮助学习者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并提升学习效

果ꎮ 一些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ꎬ分析学

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偏好ꎬ为其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资

源和服务ꎮ
同时ꎬ协作学习被认为是提高学习效果的有效

途径之一ꎮ 国外学者研究了多种协作学习模式ꎬ如
小组讨论、同伴互评、在线协作项目等ꎬ并将其应用

于在线教育平台中ꎮ 这些模式促进了学习者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ꎬ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和效果ꎮ 平台通

过提供协作学习工具和功能支持ꎬ如在线讨论区、
协作编辑工具等ꎬ进一步推动了协作学习的实施ꎮ

综上所述ꎬ学者在学生考研机制的研究领域呈

现出持续深化和拓展的趋势ꎮ 从早期的通过图书

馆资源优化ꎬ信息整合等方式为学生考研助力ꎬ到
中期结合学校的相关制度ꎬ为学生考研设置更加全

面的组织机制、引导机制、服务机制、激励机制等ꎬ
分学期、分阶段、全过程、全方位地帮助学生树立目

标ꎬ持续学习ꎬ到后期学者们研究新平台构建ꎬ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等ꎬ通过考研信息共享和心理健康教

育为学生考研保驾护航ꎮ 通过这些研究可见ꎬ我国

教育的工具和模式在往现代化方向发展ꎬ为本科学

生考研服务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

支撑和实践指导ꎮ 因此ꎬ在目前信息科技迅速发展

的时代ꎬ迫切需要广大学者巧妙利用现代化工具ꎬ
为本科学生构建更加科学的考研资源共享与协同

学习的新模式ꎮ
二、考研资源共享与协调学习服务机制研究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韩山师范学院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重
点关注学生在考研指导方面的政策、课程、服务以

及支持系统等ꎮ 同时ꎬ我们也将密切关注学生的考

研需求、期望和反馈ꎬ以确保考研服务机制的研究

能够真正落地ꎬ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ꎮ
(二)研究对象考研情况

韩山师范学院作为一所专注于师范教育的高

校ꎬ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创新精神的教

师ꎮ 学校鼓励学生刻苦钻研、深入探究学问ꎬ并勇

于攀登学术高峰ꎬ以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ꎮ 通

过“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活动ꎬ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ꎬ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打

下坚实基础ꎮ 在此基础上ꎬ学校为有意愿考研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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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供精准化的考研指导ꎬ帮助学生实现考取研究

生的目标ꎮ
根据韩山师范学院近 ４ 年的考研情况统计ꎮ 从

２０２０ 届到 ２０２３ 届ꎬ学校考研人数逐年增加ꎬ从 １４３
人增加到 １８２ 人ꎮ 考研率在 ２０２０ 届和 ２０２１ 届之间

有所上升ꎬ从 ２.４２％增加到 ２.８８％ꎮ ２０２２ 届的考研

率继续上升至 ３. ４７％ꎬ但在 ２０２３ 届略有下降至

３.１５％ꎮ 整体来看ꎬ考研人数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

势ꎬ这反映了在学校政策支持和帮助下越来越多的

学生选择继续深造ꎮ 考研率虽然在 ２０２３ 届有所下

降ꎬ但整体上仍然显示出增长的趋势ꎮ
(三)研究内容

本文致力于深入探索韩山师范学院考研服务

工作的现状ꎬ识别存在的问题ꎬ并提出具体的改革

创新策略ꎮ 通过对韩师现行考研指导体系的审视ꎬ
以及对国内外优秀考研服务机制构建的实践借鉴ꎬ
我们期望构建一个更加适应学生需求、与时代发展

相契合的考研服务模式ꎮ
１.研究构建基于学习通平台的考研资源共享

平台

学习通平台的移动客户端能够为本科学生的

在线移动学习提供良好的硬件基础ꎬ使得学生能够

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进行学习ꎮ 一方面ꎬ研究基

于学习通平台搭建考研资源共享平台ꎬ能够方便学

生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重复使用考研资

源ꎬ从而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ꎮ 另一方

面ꎬ研究基于学习通平台搭建考研资源共享平台ꎬ
通过学习通平台支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发帖、
答疑、点赞等在线互动与老师随时交流考研焦点问

题ꎬ实时解决考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ꎮ
２.设计协调考研学习模式ꎬ评估学习通平台对

提高考研效率和成功率的作用

通过学习通平台设计协调考研学习模式ꎬ具体

设计思路如下:
(１)设计考研学习进度

基于学习通平台设计考研特色课程ꎬ首先对课

程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ꎬ考虑考研学生考研复习的

学习节点ꎬ设计的课程内容按照考研复习时间分阶

段安排ꎬ为考研学生规划考研复习时间ꎬ以短期目

标的形式ꎬ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获得感ꎮ
(２)制作考研资源导学

为有意愿考研本科学生在大三学习期间制作

考研资源导学ꎬ导学主要就大三一年的考研学习安

排、学习任务等作详细介绍ꎬ方便学生了解考研政

策支持ꎬ以及报考专业以及院校ꎮ

(３)考研资源准备

课程资源采用文字＋音频、ＰＰＴ 讲解视频、案例

视频等三类资源ꎬ部分不需要用视频就可以讲清楚

的内容ꎬ则采用了录制 ＰＰＴ 音频讲解的方法ꎬ同时

把重要内容用文字和图片在学习通页面列清楚ꎬ方
便学生一边听一边看要点ꎬ能够有效节省流量、避
免拥堵ꎮ

(４)研究学习通平台对考研效率和成功率的影

响评估

本文还将评估学习通平台在提高考研效率和

成功率方面的作用ꎮ 通过收集和分析使用学习通

平台的学生的考研成绩、学习进度和用户反馈等数

据ꎬ评估平台的功能和资源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

响ꎮ 研究将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ꎬ通过问

卷调查、访谈、学习数据分析等方式ꎬ收集学生使用

学习通平台的体验和学习效果的相关数据ꎮ 此外ꎬ
还将对比使用和未使用学习通平台的学生的考研

成绩ꎬ以评估平台的实际效果ꎮ
基于学习通平台的考研资源共享平台和协调

考研学习模式的构建ꎬ有望为学生提供更加高效、
便捷的考研学习支持ꎮ 通过本文的深入分析和评

估ꎬ可以为高校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宝贵的参考和建

议ꎬ以进一步优化考研教学资源和方法ꎬ提高学生

的考研成功率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通过构建基于学习通平台的考

研资源共享平台和设计协调考研学习模式ꎬ旨在提

高学生的考研效率和成功率ꎮ 通过综合运用多种

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手段ꎬ本文将为高等教育领域

提供实证研究结果和实践指导ꎬ以促进考研教育的

创新发展ꎮ
(四)研究目标

构建一个基于学习通的考研资源共享平台ꎬ设
计协同学习模式ꎬ评估其对提高考研效率和成功率

的作用ꎮ 基于学习通的考研资源共享平台ꎬ一是平

台将可以实时更新最新的考研资讯和资源ꎬ帮助学

生紧跟考试动态ꎬ把握考试趋势ꎻ二是尽可能集成

了诸如在线词典、学术搜索引擎、笔记工具等辅助

学习工具ꎬ帮助学生更高效地学习和复习ꎻ三是平

台可以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成绩ꎬ帮助学生了解

自己的学习状况ꎬ及时调整学习策略ꎮ 进而评估评

估平台对于学生考研效率和成功率的作用ꎮ
(五)研究成果

本文构建基于学习通平台的考研资源共享平

台ꎬ创新性地利用学习通平台的优势ꎬ为考研学生

整理考研资源ꎬ合理安排学习进度ꎬ规划阶段性学

习任务ꎬ进一步提高考研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收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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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研究基于学习通平台的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

的考研指导新模式ꎮ 针对传统考研指导中理论与

实践脱节的问题ꎬ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将先进理论与

实践经验紧密结合的考研指导新模式ꎬ提高了考研

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ꎮ 与之配套的ꎬ本文基于所

构建的平台创新性地建立一套科学、全面的考研指

导效果评估体系ꎮ 该体系将涵盖多个维度和指标ꎬ
能够全面反映考研指导工作的实际效果和存在的

问题ꎬ为后续的改进和优化提供有力支持ꎮ
为更好研究基于学习通平台的考研资源共享

与协调学习服务机制对韩山师范学院考研学生的

帮助ꎬ本文以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为例对学生考

研情况进行分析ꎮ 在近两年中ꎬ将本文所提平台与

服务机制应用于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学生ꎬ根据

近四年政法学院考研学生数据变化情况进行研究ꎮ
在四年中ꎬ学生考研录取人数逐渐增加ꎬ近两年间

将本文研究平台与服务机制应用实际后ꎬ政法学院

考研人数成倍增长ꎬ由 １０ 人增加至 ２２ 人ꎬ考研率由

４.６％增加到 ５.２％ꎮ 因此ꎬ本文所提平台与服务机

制能够有效帮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考研复习的学

习状况ꎬ及时调整学习策略ꎬ有效提高了学生考研

的成功率和录取率ꎮ
三、实践启示

在当前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ꎬ本科生考

研已成为提升学生学术水平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

途径ꎮ 因此ꎬ构建一个有效的本科生考研工作长效

机制对于高校来说至关重要ꎮ 本文通过构建长效

机制ꎬ提高本科生的研究生报考率和考取率ꎬ同时

促进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和人才培养质量的

改进ꎮ
首先ꎬ构建本科生考研工作长效机制的核心在

于健全考研指导服务工作机构和组建专业的考研

指导服务工作队伍ꎮ 这不仅要求高校在组织结构

上进行优化ꎬ还需要在人员配置、培训和激励机制

上进行创新ꎮ 通过增强考研指导服务工作力度ꎬ拓
宽服务内容ꎬ提升服务水平ꎬ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

全面和深入的考研支持ꎮ 这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最

新的考研政策信息、备考策略、心理辅导以及学术

资源的整合与共享ꎮ
其次ꎬ营造浓厚的考研氛围和形成高涨的考研

热潮对于激发学生的考研热情至关重要ꎮ 高校可

以通过举办各类考研相关的讲座、研讨会和经验分

享会ꎬ邀请成功考取研究生的校友回校交流ꎬ以及

通过校园媒体和网络平台宣传考研的重要性和成

功案例ꎬ从而在校园内形成积极向上的考研文化ꎮ
这种文化氛围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报考率ꎬ还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考取率ꎮ
此外ꎬ构建本科生考研工作长效机制还有利于

高校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风学风建设、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ꎮ 通过考研工作的推动ꎬ高校可以更

好地审视和优化现有的教学内容和方法ꎬ使之更加

符合研究生教育的要求ꎮ 同时ꎬ考研工作的开展也

能够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

培养ꎬ这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ꎮ
在构建长效机制的过程中ꎬ高校还需要注重创

新组织机制、引导机制、服务机制和激励机制ꎮ 这

要求高校在组织机构的建设上做到健全和高效ꎬ功
能定位准确ꎬ工作运行高效ꎬ系统完善及时ꎮ 通过

这些机制的创新和完善ꎬ可以确保考研工作的顺利

进行ꎬ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考研工作的质量和效果ꎮ
本科生考研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ꎬ它涉

及教学质量的提升、学风建设的加强、考研指导的

强化以及工作机制的构建等多个方面ꎮ 这不仅需

要教学主管部门的牵头负责ꎬ还需要学生工作部

门、公共服务部门的直接参与ꎮ 同时ꎬ高校领导的

高度重视、教师的主动参与以及学生的积极备考也

是不可或缺的ꎮ 只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ꎬ才能够确

保考研工作的顺利进行ꎬ并取得良好的成效ꎮ
最后ꎬ为了确保长效机制的有效运行ꎬ高校还

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估和反馈机制ꎮ 通过定期

对考研工作进行评估ꎬ收集学生、教师和校友的意

见和建议ꎬ高校可以及时了解考研工作的进展情况

和存在的问题ꎬ从而不断调整和优化考研工作策

略ꎮ 这种持续改进的过程是确保长效机制长期有

效运行的关键ꎮ
综上所述ꎬ构建本科生考研工作的长效机制是

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ꎬ它需要高校在组织结构、
服务内容、文化氛围、教育教学改革、机制创新、评
估反馈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协调推进ꎮ 通

过这些措施的实施ꎬ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本科生的

研究生报考率和考取率ꎬ还能够促进高校教育教学

质量的提升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改进ꎬ从而为学生的

个人发展和高校的整体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ꎮ

参考文献:
[１]游福成ꎬ王少梅.谈高校图书馆如何为考研学生提供

信息服务[Ｊ] .河北科技图苑ꎬ１９９９(２):４８－４９.
[２]孙巍巍.浅谈就业形势严峻情况下如何促进本科生

考研[Ｊ] .科教文汇(上旬刊)ꎬ２００９(１６):８２ꎬ９９.
[３]武培博ꎬ冯文靖ꎬ曹科岩.考研学生心理压力对学习

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 [ Ｊ] . 惠州学院学报ꎬ ２０２４ꎬ ４４ ( ４):
１２３－１２８.

７７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６ 期(总第 １８ 期)第 ２ 卷 教育科学文献 ＩＳＳＮ: ２９５８－２８９Ｘ

[４]黄开勇ꎬ覃美珍.本科生考研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探

索[Ｊ]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ꎬ２０１２(１):１－２.
[５]张理政ꎬ王珊珊.本科生考研动机影响因素与激励机

制研究———以安徽建筑大学经管类专业为例[ Ｊ] .民营科技ꎬ
２０１８(７):１９５－１９６.

[６]李春燕.基于考研需求的立体长效辅导机制探索

[Ｊ] .才智ꎬ２０２０(１４):１８２.

[７]张坤ꎬ赵志根.基于职业规划的大学生考研、就业抉

择机制研究[Ｊ] .邢台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２９(３):１７９－１８２.
[８]黄海燕ꎬ冯静怡ꎬ古嘉欢ꎬ等.考研信息共享微信小程

序的研究与设计[Ｊ] .科技与创新ꎬ２０２２(１２):９８－１００ꎬ１０４.
[９]刘建琦.大学生考研意愿研究———基于科学引导视

角[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３２(１９):２５－２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Ｋａｎｇ１ꎬ ＬＵＯ Ｙｕｅ－ｈａｎｇ２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ꎬ Ｈａｎｓｈ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ｈａｏ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２１０４１ꎻ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Ｈａｎｓｈ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ｈａｏ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２１０４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ｌｙ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ａｏＸｉｎｇꎬ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ｌｙꎬ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ꎬ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ｅｒ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 Ｈａｎｓｈ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ａ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ａｏＸ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ａｏＸ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ꎬ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ꎻ ＣｈａｏＸｉｎｇꎻ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ꎻ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ꎻ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８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