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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主要负责同志教学工作述职报告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围绕教学中心，向规律要办学成果、向治理要办学

活力、向市场要办学动能、向党建要办学保障，述职如下：

一、教学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学校党委研究审议教学相关议题 22 项，涵盖教材选用

编写、实习单位遴选等意识形态把关，二级学院发展、专业

（群）建设等战略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审定，教学绩效分配、

职称评审改革等教学改革考核激励，专业教师资源优化、高

层次人才引进等师资队伍配置，智慧课室建设、重大实验实

训项目基地建设等教学资源配置。校长办公会审议教学相关

议题 62 项，包括以实训室建设为核心的教学软硬件设施项

目、“三教”改革具体措施等教学管理工作。校党委书记担

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主任、课程思政教

学研究中心主任，直接指导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校长

狠抓教学内涵建设，要求严格落实《教研室工作管理办法》

等教学管理制度。实行五年一轮全体教师教学能力参赛，创

新基于“教学+”的多维度模块化教师年度考核评价办法，

教师聚焦教学的工作生态已经形成。

二、教学改革创新情况

一是依托“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

深化思政课程建设；开展课程思政系列的教改课题、示范课

程、示范专业、示范团队、示范教研室、示范学院、省示范



2

校、省示范研究中心等项目，深化课程思政体系发展。二是

聚焦轻工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流通营销”，以“信息

技术+”赋能专业建设，升级 3 个“协同教学中心”，优化

国家级、省级、校级高水平专业群 2+9+2 梯队建设，深化专

业群契合产业需要的动态调整机制。三是建立基于产科教有

效融合、跨专业群联合反哺教学的工作机制。将科技项目研

发融入人才培养，以科促学；将科技成果转化成教学资源，

以科促教；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生产力，以科促产。赋能

课程数字化建设，推动课堂革命。四是牵头成立国家级市域

产教联合体 1 个，牵头成立工业互联网、主动健康、生物技

术等行业共同体 3 个，落实“搭平台、配资源、立项目、促

融合”服务模式，运行职教集团、联合体、共同体协同共建

机制，深化校企资源共建共享、精准对接、精准育人。

三、教学质量保障情况

探索实践“五个系统”重构、“四个引擎”驱动、“一个

平台”支撑、“五个层面”立准、“四个阶段”运行、“一个

中心”监管的“双 541”质量诊改运行机制。一是“五系统

五层面”，建构内部质量保证系统。突出“大教学”中心地

位，形成基于“四大一强”的内部质量保证系统。二是“四

阶段四引擎”，完善质量诊改运行路径。“8 字形质量改进螺

旋”不同节点划分为计划、实施、诊断、改进四个关键阶段，

落实项目、制度、文化、案例四个引擎驱动。三是“一平台

一中心”，打造智慧校园信息系统。建设智慧校园 3.0，推动

大数据应用，打造云上智慧校园平台，建设质量诊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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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开展情况

创建高职院校“三定四建五强”高质量培训发展模式。

教育部认定“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国家

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成为“中国轻工联轻工行业职

业技能等级评价直属基地”“广东省示范性继续教育基地”。

非学历教育（培训）服务收入额超 3774.06 万元，非学历教

育（培训）服务量 81716 人次。立项运行国培、省培项目 35

项，财政资金到款 1099.756 万元，项目数与财政资金到款

额均居省职业院校国家级、省级基地首位。“广东省继续教

育质量提升工程”研究项目 21 项，居全省高校首位。

五、教学条件保障情况

实施办学条件达标工程，生师比、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

教师占比、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生均图书等 5 项指标完全达标。落实“强师工程”，一是系

统推进柔性引进、职称评审、综合评价、绩效分配四大改革。

二是强化精准引才，80%以上人才招聘指标用于专任教师岗

位，引进 44 名教师。三是升级建设“广轻大学”“产教科联

合中心”教师培训与发展平台，分层分类制定教师培育“套

餐”，实施教师全员轮训 90 余场。四是做实做精做成效教师

下企业实践工作，无企业经历新进教师 100%实现 6 个月企业

实践（两年内）或主持横向项目到账经费 1 万元以上，教师

企业实践 208 人。统筹多渠道资金来源，聚焦“双高计划”

重点建设任务，实行项目负责的绩效导向问责制，建立“三

维一体”预算绩效内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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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工作成效情况

2023 届毕业生共计 11632 人，毕业生初次就业毕业生去

向落实率达 98.60%，专业相关度 89.51%，就业起薪 4883 元

/月，雇主满意度达 100%，核心就业指标保持稳定，位居全

省前列。高职扩招学生就业满意度达 98.68%，母校满意度超

97%。2023 年，教育部第二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获批 16

项，广州市就业创业 E 站评估建站；曾望团队、龙济时团队

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3）职教赛道国赛金奖；职

业教育国家在线精品课程立项建设 7 门；首批“十四五”职

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入选 34 本；教师团队获得全国职校教

学能力比赛国赛专业组一等奖，实现教学能力国赛一等奖

“三连冠”；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1 项；学生技能竞

赛等获国家级奖项 10 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5 项（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4 项）。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新一步工作举措

1.面向国家战略新需求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新形

势，如何优化专业设置和专业群重构？

举措：一是深化完善《专业群优化及专业动态调整管理

办法》等制度，强化动态分类绩效评价，升级契合产业需求

的动态调整机制。二是推进本科专业体系化建设，打造以本

科专业为龙头的专业群内部与专业群之间的聚焦性、共享性、

支撑性、适应性的产业逻辑发展体系。

2.面对产业发展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

如何进行人才培养的课程改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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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一是校企多元实质性协同，挤水课、压学分，深

化以人才培养方案为核心的人才体系适应性改革。二是抓牢

抓实教师下企业实践这一关键环节，强化“学校教学问题‘去

实践’—企业典型工作任务‘有发现’—技术服务或培训项

目‘带回来’”的发展逻辑，深化精细化分类管理。三是发

挥产科教联合中心、市域联合体、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平台功

能，提升科技研发与服务项目数量质量，提升基于产业实践

的科教融汇创新型课程系统性成效。

3.面对已经取得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如何将其更广范

围、更大深度的支撑和服务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举措：一是建立针对 5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重大成果

的后续实施方案，落实聚焦高层次成果实践性应用的激励保

障机制。二是研究已有国家级成果的生成逻辑与形成机制，

打造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探索的指导效应，形成后续教育教学

改革实践成果的传帮带教学改革生态环境。

4.面向职教类型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如何升级现

有教学成就的发展路径，创新教学管理制度与校园文化环

境？

举措：一是实质化运行国家首批市域联合体“佛山市‘两

高四新’产教联合体”，以及“全国主动健康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等产教融合共同体，深化校企合作的产教融合运行

机制。二是完善分类、动态的教师管理机制，以“广轻大学”

“产科教联合中心”为关键载体，全面提升教师团队教学创

新能力，变革行政性推动的教学业绩向产科内涵教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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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治学、教育规律办学层级发展。

5.面向职业本科高层次教学研究与实践改革新要求，如

何深化教改研究，将教改成效落实到学生综合职业素养、实

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上？

举措：一是聚焦战略性产业发展需求，构建“岗位导向、

理技融通、三链协同、能力复合”人才培养模式。二是聚焦

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厚基础、精技术、强实践、重创新”

职教特色课程体系。三是狠抓实抓精抓教研室管理，做实二

级单位党政办行政职责，强化教研室教研功能，顶层设计教

研主题，聚焦以学生发展成果为导向的评价，将教研活动纳

入教师培训考核体系。四是多元协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以

毕业设计（论文）为抓手，强化其应用价值与应用效果，倒

逼新技术课程、数字化赋能课程改革。五是是深化教风学风

考风改革，以综合型、创新型课后大作业为抓手，倒逼学生

评价体系改革，聚力面向产业变革要求的职业综合实践与创

新能力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