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人才培养工作情况和成效报告

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职业教育规律，牢牢

把握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坚定职业教育理念、属性和特

色，立足大湾区，辐射“一带一路”，打造服务广东战略性

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及轻工业高端领域的

高水平轻工专业集群，努力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社

会服务、技术创新、文化传承中服务国家战略及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学校牢牢把握人才培养作为高职院校的基本职能、

根本职能、首要职能，持续推进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始终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学校的生命线，现将 2023 年

人才培养工作情况和成效报告如下。

一、人才培养工作情况

学校人才培养坚持科学观、整体观、协同观、持续观，

从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路径、人才培养

方法、人才培养内容等方面全方位发力，着力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在人才培养机制建设方面：建立多元协同工作机制、

创新人才培养保障机制、完善多元反馈评价机制；在人才培

养模式方面：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探索了“三

结合、三提升”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路径方面：提升

面向产业实践的教育教学条件与培养水准、提升学生技术技

能和创新创业的职业发展能力、提升学生精益求精和追求卓

越的职业发展品质；人才培养方法方面：育德育心结合、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结合、德智体美劳结合；在人才培养资源

方面：修订完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重构“核心技能

+综合素质”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开发建设优质课程与教学

资源库。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职业核

心能力培养、美学教育、工匠精神、崇尚劳动贯穿全过程，

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和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二、建设成效

（一）人才培养机制更加健全

1.强化政治引领，建立多元协同工作机制。在学校党委

统一领导下，持续完善“党建引领、泛在协同”立体化铸魂

育人体系和意识形态工作全链条风险防控闭环体系；建立制

度、办法、标准、责任四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和跨部门定

期联席会议制度；完善专业群内课程、师资、实训等校内外

教育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用、专业预警与动态调整制度及

专业带头人遴选培育机制；建设工业机器人、现代信息技术

与新工科、应用外语三个协同教学中心，形成跨学院、跨专

业群协同教学机制，为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进行多部门、

全方位、协同化赋能。

2.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保障机制。一是以

规范性制度落实两校区资源调整方案，集约校内外优质资源

服务人才培养，促进专业集群与区域产业链的有效对接，形

成支撑人才培养的资源保障；二是落实专业交叉融合制度，

深化“新工科”“新文科”人才培养改革，形成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创新发展知识能力保障；三是打造智慧校园 3.0 系

统，推进学生个性发展，形成教育教学智能化管理保障。四

是依托学生行为习惯养成素质教育平台，形成大素质教育成

绩单，为人才精准培养提供数字化信息保障。

3.强化目标责任制考核，完善多元反馈评价机制。一是

建立校院两级质量保障体系，试点教考分离考核方式改革，

以考促教、以考评教；二是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教师

授课质量评价系统”，督导、学生、教师、雇主（企业）四

方共同参与评价；三是构建畅通的人才培养信息反馈、评价

与诊改机制；四是落实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与分析和质量

年度报告制度。

（二）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完善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探索了“三结合、三



提升”人才培养模式：“育德育心结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结合、德智体美劳结合”“提升面向产业实践的教育教学

条件与培养水准、提升学生技术技能和创新创业的职业发展

能力、提升学生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职业发展品质”。

“三结合”铸魂，创新人才培养方法，夯实复合型人才

培养根基。一是育德育心结合。实施了多元协同、三全泛在

的大思政教育体系，育德育心，构筑学生思想成长“承重墙”。

出台了《进一步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工作方案》，

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健全人格培育、专业素质成长等全面

渗透于学生生活社区的全方位、学生生活的全过程，形成了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的典型范式。二是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结合。建设“数字马克思主义学院”，实施思政

课理论教学“互联网+矩阵式”远程互动教学改革创新，建

设了全国高职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机制和省思政课区

域协同创新中心；将“课程思政”建设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

系统构建了课程思政全覆盖育人模式。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线上线下教学、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构筑学生思想

成长“同心圆”。三是德智体美劳结合。构建了德智体美劳

有机结合的全域育人机制，推行基于大数据的“学生大素质

成绩单”测评体系；寓劳动教育于专业人才培养，以劳育德、

增智、强体、育美；改革体育教学，实行了“必修+俱乐部

制”选课机制，为体育特长学生提供了成长通道；创新美育

教学，开发了美育通识课和专业限选课；依托智慧 3.0 学生

一体化模块，记录学生成长历程；课内外相结合，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构建学生思想成长“立交桥”。



“三提升”赋能，畅通人才培养路径，形成复合型人才

培养通道。一是提升面向产业实践的教育教学条件与培养水

准。首先是打造了“对证施教”型教师队伍。培训专业带头

人 52 人次，培训双师型教师 81 人获得高级考评员资格。其

次是建设了“课证融通”型育训教材。构建“专业核心课+X

模块化课”课程体系，课程思政有机融入所有课程，修订课

程标准；实施“大专业+小方向”培养模式，2023 年获批 66

个教育部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覆盖学校 13 个专业群，

学生可自行选择“X”证书项目进行技能考核与提升；2023

年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34 本。再次

是实施“知行合一”型教法改革。以教学实效提升为标准，

推进智能技术与教学有机融合。二是提升学生技术技能和创

新创业的职业发展能力。成立粤港澳职业核心能力认证中心，

强化学生技术技能培养认证。构建创新创业精致育人体系，

将专业知识传授与双创能力训练深度融合，毕业设计与商业

计划书结合呈现，共立项建设精致育人项目 120 项，培养学

生创业意识；完善学生创新创业激励制度体系，参与项目学

生可获毕业和辅修双证书；主编双创教材及优秀案例集各 2

本，营造学生创新发展的浓厚环境。通过精致育人创业训练

项目和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实现“产教科”融合，校企精

准共育双创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把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作

为教育模式改革的重点，将创新创业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实



现全员全过程覆盖，以“创业训练项目”和“创新训练项目”

为核心，推动“专创+科创+产教”三融合，系统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提高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掌握创业技能。

三是提升学生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职业发展品质。建立

“三竞赛、三训练、三培育”制度，全面推行技能竞赛、科

技挑战杯、创新创业竞赛“三种竞赛”，实行校、省、国家

“三级训练”，制订了《学生竞赛管理奖励办法》等制度，

实施技能工匠、技术能手、创业精英“三类培育”；将竞赛

成果融入课程标准和教学过程，培育工匠精神、卓越品质和

创新能力；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根据专业特点分别搭建“产

教研创”实践教学平台，强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实

践生成性职业发展品质。

（三）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2023 年，学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家级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3 项；广东省技能大赛一等奖 44

项、广东省技能大赛二等奖 43 项、广东省技能大赛三等奖

45 项；

2023 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学生共获得国赛金奖

2 项、国赛银奖 2 项，获得省级金奖 6 项、省级银奖 6 项。

第十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学

生作品获国赛主体赛二等奖 1项，黑科技专项赛特等奖 1项、

二等奖 1 项;省赛合计获得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7 项，二等



奖 11 项，三等奖 5 项，并获“优胜杯”和优秀组织奖，“振

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学生组创新创效竞赛全国决赛

并取得突破性成绩，荣获 1 金 1 铜。

学校承办国家级技能竞赛 1 场、省级 9 场、校级 75 场；

取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5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

教师能力大赛国赛一等奖 1 项、省级 12 项；获批省级职业

院校产业导师 4 个、导师团队 3 个；获批省级课程思政项目

17 个，其中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高职院校 1 个、省级课程思政

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1 个；省级课程思政示范团队 1 个、省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1 个、省级课程思政教育案

例 5 个。

2023 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 98.60%，家庭经济困难毕

业生就业率 98.81%；2023 届全校毕业生对学校总体满意度

为 97.66%，近三年均达 97%以上；用人单位对我校 2023 届

毕业生总体满意度为 100%，较 2022 届（99.73%）升高了

0.27%，近三年总体处于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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