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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填写本《项目任务书》要以《广东省高职教育一类品牌专业指导性基本要求》为指导，以本专业建设方案为基础。 

2．本《项目任务书》相关内容起止时间为：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3．本《项目任务书》中涉及的人员，除特别说明外，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岗人员，兼职人员不计在内。涉

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建设期内，本专业人员署名本单位，并标注“广东省一流

高职院校建设计划”成果。 

4. 文字部分请用小四或五号宋体，栏高或行数不够的栏目可酌情增加栏高或行数。用 A3 纸正反打印，装订整齐，

本《项目任务书》封面之上不需另加其它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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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目标 

（一）指

导性基本

任务与预

期标志性

成果 

1.专业定位 

本专业以服务火炬开发区、中山市和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面向半导体照明、新能源产业生产、服务第一线，采用“标准引领、产品

导向、能力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光电源和开关电源应用技术岗位（群）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技术

技能，具备从事产品辅助研发、产品测试维修、PCB 绘制等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创新、实践精神和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专门人才。 

2.总体目标 

⑴综合实力：经过四年建设，将本专业建成具备全国一流的师资（专业专任教师生师比≦20、专业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60%、“双师素质”

专业专任教师比例≥90%、青年教师中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60%。），一流的教学条件（生均实训设备总值≧19000 元/生）、

一流的教学管理（建立基于国际职业教育质量标准的教学管理体系）、一流的教学科研水平（国家级教研科研项目 1 项以上、省级 3 项以上）一流

的社会服务能力（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入≧290 元/生）。在全国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具有领先优势，与国际接轨，在世界同领域

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第三方机构专业排名部分建设指标名列前茅的专业。 

⑵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98%以上，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高（比同地区相关专业高 10%以上），基本工作能力和核心知识满足

度高，工作与专业相关度高（达 80%以上），职业期待吻合度高（达 90%以上），就业现状满意度高（达 90%以上），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⑶社会认可度：新生第一志愿投档录取率和普通高考统考招生录取第一志愿投档线与立项建设前相比显著提高，新生报到率达到 92%以上。

生源质量稳步提升。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和推荐度较高(达 80%以上)。 

3.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国家级标志性成果，5 项以上：◆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专业通过国际职业教育质量管理体系 ISO29990 认证或通过《悉尼协

议》认证；◆建成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以上或出版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 1 本；◆职业技能大赛、学科竞赛或微课等教学比赛获得国家级

奖励 1 项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 10 项。 

⑵省级标志性成果，10 项以上：◆专业团队建成广东省优秀教学团队；◆建成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精品资源共享课共 2 门；◆建成省级

实训基地 1 个；◆建成省级协同育人平台 1 个；◆学生在职业技能大赛或学科竞赛中获得省级奖励；◆建成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省级）1 个；

◆完成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或在创新创业比赛中获奖；◆完成省级质量工程或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2 个；◆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或省级教

学比赛奖；◆获得省级专业领军人才或省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立项；◆省级高职师资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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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任务 分项任务 标志性成果 

级别 

Ⅰ Ⅱ Ⅲ Ⅳ 

 
2016-2017

学年 

教育教学

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  √   

建成 1 个企业冠名学院——明丰学院    √ 

教学改革 完成 1 个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省级）   √  

创新创业教育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竞赛获奖  √   

学生成长与发展 获得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   √  

质量保证 通过 ISO29990 认证 √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专业带头人 获得 ISO29990 审核员证书    √ 

教学团队 建成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完成 1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建设  √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完成省级实训基地建设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举行省级高职院校骨干教师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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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省级中职院校骨干教师师资培训    √ 

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国内合作交流      

2017-2018

学年 

教育教学

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建成省级协同育人平台   √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准现代学徒制课程标准    √ 

教学改革 

完成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省级）1 项   √  

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或省级教学比赛奖  √   

创新创业教育 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级）   √  

学生成长与发展 
获得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或学科竞赛（省级）奖励

1 项 

 √ √  

质量保证 
基于国际职业教育质量标准的专业自我诊断与

改进机制 

   √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省级）等     

专业带头人 

教学名师（国家级、省级），专业领军人才（省

级），“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省级、国家

级），珠江学者等。 

    

教学团队 信息化大赛、微课比赛（国家级、省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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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完成 1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建设   √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建成电子专业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中心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等   √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1 项 

  √  

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国内合作交流      

2018-2019

学年 

教育教学

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国家级）等     

教学改革 
完成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国家级）1

项 

 √   

创新创业教育 完成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级）立项   √  

学生成长与发展 获得职业技能大赛或学科竞赛（省级）奖励 1 项   √  

      

发明专利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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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获得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省级）立项   √  

专业带头人 成为市级以上行业协会理事或省教指委委员    √ 

教学团队 获得省级信息化大赛或微课比赛奖励   √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完成 1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  √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完成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项基地（省级）建设   √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1 项 

 √   

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国内合作交流       

2019-2020

学年 

教育教学

改革 

人才培养机制 建成第 2 个企业冠名学院    √ 

教学改革 省级以上教研教改项目立项  √   

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 

学生成长与发展 
职业技能大赛、学科竞赛或微课等教学比赛获得

国家级奖励 1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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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专业通过《悉尼协议》认证 √    

教师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      

专业带头人      

教学团队 省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立项  √   

教学条件 

优质教学资源 

建成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  √   

出版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 1 本  √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建成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省级）1 个  √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 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2 项 

 √   

对外交流

与合作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国内合作交流       

备注：Ⅰ代表国际通用标准；Ⅱ代表国家级；Ⅲ代表省级；Ⅳ代表校级，请在相应处打“√”。若是独创性成果，级别

各栏，不用打“√”，在标志性成果后面括号标明“独创”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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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分项任务 基础 目标 说明（指标定义等） 

（三）

分项任

务量化

指标 

教育教

学改革 

人才培养机

制 

⑴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重点专业 

⑵火炬职院特色的校企合作； 

⑶学年制固定学制 

⑴国家骨干专业 

⑵企业冠名学院形式的协同育人平台 

⑶包含学分制的弹性学制 

⑴以立项文件 

⑵以人才培养方案为准 

⑶以正式协议为准 

教学改革 

⑴有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2 项 

⑵生均教学改革及研究专项资

金<400 元 

⑶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80% 

⑴增加省级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2

项和国家级规划项目 1 项 

⑵生均教学改革及研究专项资金>1000 元 

⑶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90% 

⑴以立项文件为准 

⑵生均教改及研究专项资金=教改及研究

专项资金/本专业全日制在校生数 

⑶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90% 

创新创业教

育 

⑴应届毕业生中，自主创业学

生所占比例不足 1% 

⑵院级指导性创新创业协会活

动奖项 

⑴应届毕业生中，自主创业学生所占比例达

到 3%以上 

⑵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 项（省级） 

⑶创新创业竞赛获奖 1 项（院级及以上） 

⑴自主创业学生所占比例=创业学生数除

以本专业总的毕业生人数 

⑵以立项文件为依据 

⑶以获奖证书为准 

学生成长与

发展 

⑴高职院校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竞赛省级获奖 3 项 

⑵应届毕业生获取高级以上证

书的获取率为 80%左右 

⑶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85% 

毕业生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

60% 

⑷毕业生对基本工作能力总体

满足度 83% 

⑸毕业生对核心知识的总体满

足度 77% 

⑴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大赛或全国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国家级）获奖 1 项 

⑵应届毕业生获取高级以上证书的获取率

≧90% 

⑶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90% 

⑷毕业生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70% 

⑸毕业生对基本工作能力总体满足度≧90% 

⑹毕业生对核心知识的总体满足度≧90% 

⑺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80% 

⑴以获奖证书为准 

⑵高级以上证书获取率=获得高级证书的

学生数/本专业毕业生总数 

⑶以第三方调查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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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分项任务 基础 目标 说明（指标定义等） 

⑹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 72% 

质量保证 
⑴建立了社会第三方（麦可思）

参与的多元评价机制 

⑴建立基于自我诊断与改进的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 

⑵通过 ISO29990 认证 

⑶通过 TAC 认证 

⑴以出台的正式制度文件为准 

⑵通过认证的证书 

教师发

展 

激励和约束

机制 

⑴还未建立二级学院 

⑵有《兼职教师政府津贴制

度》，还未建立兼职教师激励制

度 

⑶未出台基层教学组织的管理

办法 

⑷教育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还

不完善 

⑸专业带头人的激励与约束机

制未建立 

⑴出台基于二级学院二级管理的激励和约

束制度 

⑵完善基于《兼职教师政府津贴制度》的兼

职教师激励制度 

⑶出台与完善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织的管

理办法 

⑷出台与完善教育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⑸建立专业带头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⑴以出台的正式制度作为标准 

⑵实施进程材料 

专业带头人 

⑴专业带头人为还不是省级专

业领军人才培养对象或省级以

上教指委或行指委委员 

⑵兼职专业带头人在行业企业

的知名度不高 

⑶专业带头人国际视野还不广

阔 

⑴专业带头人成为省级专业领军人才培养

对象或成为省级以上教指委或行指委委员 

⑵聘请 1名行业企业的知名专家做兼职专业

带头人 

⑶加强专业带头人国际视野和引领专业建

设能力的培养 

⑴立项文件或相关证书 

⑵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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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分项任务 基础 目标 说明（指标定义等） 

教学团队 

⑴获得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立项 

⑵还未获得高层次技能型兼职

教师项目（省级）立项 

⑶兼职教师的的教学能力不高 

⑷“教练型”双师专业教学团

队还未形成 

⑴建成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⑵获得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省级）

立项 

⑶兼职教师的的教学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⑷建成“教练型”双师专业教学团队。 

⑴以省级优秀教学团队验收结果为依据。 

⑵以省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立项

文件为依据。 

教学条

件 

优质教学资

源 

⑴建成院级优质网络课程 6

门，其中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 门 

⑵出版工学结合教材 8 本，其

中 1 本获得“十二五”职业教

育国家规划教材立项 

⑴建成一个数字化教学和信息化教学平台 

⑵建成 LED 电源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⑶新建 6 门核心课程，其中 1 门达到国家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标准，2 门达到省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标准 

⑷出版教材 2 本，其中 1 门以上达到国家级

规划教材标准 

⑸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省级重点教材、校

企合作开发使用的校本教材或讲义等优秀

教材和最近 2年出版的新教材占比 80%以上

等 

⑹开发慕课 1 门 

⑴以网络平台为依据 

⑵以出版的教材或合同为依据 

⑶以立项文件或网络平台为依据 

校内实践教

学基地 

⑴建有 11 间实训室 

⑵设备价值被价值 600 万元实

训面积 3000 多平米 

⑴建成 1 个省级实训基地 

⑵新建新能源发电技术实训室等 4间实训室 

⑶建成 1 个省级协同育人中心 

⑷建成 1个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⑴生均实训设备总值≧19000 元/生，生均

学年校内实践基地使用时间≧510 学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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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分项任务 基础 目标 说明（指标定义等） 

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⑴与 12 个紧密型合作企业建

有校外实习基地 

⑵无企业冠名学院 

⑴企业冠名学院 2 家以上 

⑵建成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1 个 

⑶新增校外实践基地 6 个以上 

⑴立项文件 

⑵实训基地使用记录 

⑶校企合作协议 

社会服

务 
社会服务 

⑴年均获得授权专利 1 个 

⑵还无技术服务推广平台 

⑶年均承担横向纵向课题 4 项 

⑷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

技术服务收入≦290 元/生 

⑸年均培训社会人士 1000 人

日 

⑹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激励制

度还不完善 

⑴年均获得授权专利 2 个以上 

⑵建成一个产学研结合的新能源发电技术

推广服务平台 

⑶年均承担横向纵向课题 6 项 

⑷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入

≧290 元/生 

⑸年均培训社会人士 2000 人日 

⑹出台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激励制度 

⑴年均获得各类专利授权数量=（获得各类

专利授权数量）/建设起止学年 

⑵年均开展各类社会培训总量=（开展各类

社会培训总量）/建设起止学年 

对外交

流与合

作 

国际视野人

才培养 

⑴专业专任教师赴境外参加培

训达 15% 

⑵ 学生开展境外交流活动较

少 

(1) 参加境外教师培训比例达 30%。 

⑵开展境外学生交流活动比例达 5%。 

⑶接收境外交流学生的数量达到 3人次以上 

⑷与 1所境外高水平院校的相同专业或相近

专业建立姊妹专业关系并进行良好合作 

⑸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用的职业资格认证

体系 

⑴以培训记录与相关函件为依据 

国内合作交

流 
⑴赴兄弟院校交流较少 

⑴教师交流 5 人次/年； 

⑵学生交流 10 人次/年。 

⑴以国内合作院校证明为依据 



13 

二、建设任务 

（一）教育教学改革 

1．“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1.1 人才培养机制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获得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国家级规划课题）立项，完成时间：2017 年 8 月； 

⑵获得高职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立项（院级及以上），完成时间：2019 年 6 月。 

1.2 教学改革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获得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省级及以上）立项，完成时间：2018 年 12 月。 

1.3 创新创业教育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省级）立项，完成时间：2018 年 12 月； 

⑵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院级及以上）奖项，完成时间：2019 年 6 月。 

1.4 学生成长与发展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获得职业技能大赛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省级及以上）奖项，完成时间：2019 年 12 月。 

1.5 质量保证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通过国际职业教育质量标准 ISO29990 认证，完成时间：2016 年 12 月； 

⑵通过国际标准技术教育（TAC）认证，完成时间：2020 年 0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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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1.1 人才培养机制 

1.1.1 探索中高职三二分段协同培养模式 

实施要点：⑴与东风理工和开发区理工校对接制定的中高职三二对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专业标准；⑵三二分段协同培养的其

他过程材料。 

1.1.2 探索高职本科对接三二分段协同培养模式 

实施要点：⑴与广东白云学院对接制定高职本科连贯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⑵高职本科对接协同培养的其他过程材料。 

1.1.3 探索现代学徒制班培养模式，实施校企双主体育人 

实施要点：⑴成立明丰电源学院，组建“现代学徒制班”，共同制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⑵建立校企“双导师”制度，制定现代学徒

制“双导师”标准；⑶实施现代学徒制班的过程材料。 

1.1.4 探索实施弹性学制 

实施要点：⑴修订 2018 级人才培养方案，体现学分制的人才培养；⑵制定学分认定规则；⑶制定弹性学制实施的条件。 

1.2 教学改革 

1.2.1 探索全覆盖的学业导师制度和主辅修制。 

实施要点：⑴学业导师管理办法；⑵实施学业导师制的材料；⑶制定“主专业+辅专业”的运行机制及管理办法。 

1.2.2 开展专业核心课程小班化教学。 

实施要点：⑴配置专兼 1：1 教师队伍；⑵配置足够的实训室数量及工位。 

1.2.3 专业教学标准和专业核心课程标准研制。 

实施要点：⑴引入行业/企业岗位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和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1.2.4 卓越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程。 

实施要点：⑴采用“导师制”和“学长制”实施办法；⑵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拔尖生导师选拔与管理办法”、“实验室开发管理办法”。 

1.2.5 实施专任教师与兼职教师同授一门课。 

实施要点：⑴制定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及课程结对方案；⑵对兼职老师进行培训。 

1.2.6 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改革。 

实施要点：⑴对“高频变压器设计与测试”等 5 门专业课程实施翻转课堂教学；⑵专业核心课程考核改革，以过程考核和实操考核为主。 

1.2.7 深化教育教学研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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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要点：⑴在中高本连贯培养、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探索、基于 ISO29990 的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化改革；⑵发表高水

平教研教改论文；⑶申报国家级或省级教研教改项目。 

1.3 创新创业教育 

1.3.1 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 

实施要点：⑴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和内容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里，作为必修课记入学分。 

1.3.2 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 

实施要点：⑴建立虚拟创业平台和实体创业平台；⑵参加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 

1.3.3 开发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实施要点：⑴开发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⑵开展创新创业计划专门项目；⑶制定《学生创新创业作品学分认定办法》；；⑷参加省级创新创

业大赛。 

1.3.4 打造一支优秀的创新创业指导教师。 

实施要点：⑴选送一批老师参加 SIYB 创业培训、大学生 KAB 讲师培训；⑵聘请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成功的校友为兼职创新创业指导

教师。 

1.4 学生成长与发展 

1.4.1 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实施要点：⑴通过打造与企业文化对接的校园文化，将企业注重的“诚”、“敬”、“信”、“严”、“细”、“实”等职业素养以及 8S 现场管理文

化融入实训室环境，营造职场氛围；⑵通过建设电子创客平台，成立创新社团，组织电子设计及“挑战杯”比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和创新创业能力；⑶实施“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文化建设。 

1.4.2 学生核心竞争能力的培养。 

实施要点：⑴指导学生参加全国、省、市和校级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或影响力较大的国内重要竞赛；⑵培训学生获取高级工证书。 

1.4.3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实施要点：⑴成立第二课堂领导小组，制定第二课堂活动实施方案；⑵丰富学生获取素质拓展证书的内涵，鼓励学生参加学院社团活动。 

1.5 质量保证 

1.5.1 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实施要点：⑴构建基于 ISO29990 的高职院校质量管理评价体系和监测机制，制定与国际职业教育质量管理体系接轨的教学诊断与改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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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基于 ISO29990，开展在校生学习成果评价和毕业生跟踪调查（对应利益相关方用人单位及毕业生的反馈）。 

1.5.2 建立国际职业教育规范。 

实施要点：引入国际职业教育质量标准 ISO29990 和国际标准技术教育（TAC）。 

量化 

指标 

1.成为国家高职骨干专业 

2.包含学分制的弹性学制 

3.企业冠名学院（明丰电源学院）形式的协同育人平台 1 个 

4.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国家规划)1 项 

5.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大赛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国家级）获奖 1 项 

6.创新创业竞赛（院级及以上）获奖 1 项 

7.生均教学改革及研究专项资金>1000 元 

8.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90% 

9.应届毕业生中，自主创业学生所占比例≧3% 

10.应届毕业生获取高级以上证书的获取率≧90% 

11.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70% 

12.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80% 

13.通过国际职业教育质量标准 ISO29990 和国际标准技术教育（TAC）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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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1.1 人才培

养机制 

1.1.1 探索中高职

三二分段协同培

养模式 

2016.09-2017.08 

1.1.1-1 中高职三二对接一体化

人才培养方案 

1.1.1-2 中高职三二对接一体化

课程标准和专业标准 

0 8 7 5 2 梁奇峰 

2 

1.1.2 探索高职本

科对接三二分段

协同培养模式 

2016.09-2017.08 

1.1.2-1 高职、本科三二对接一体

化人才培养方案 

1.1.2-2 高职、本科三二对接一体

化课程标准和专业标准 

0 8 7 5 2 梁奇峰 

3 
1.1.3 探索现代学

徒制班培养模式 
2016.09-2020.08 

1.1.3-1 成立明丰电源学院，组建

“现代学徒制班” 

1.1.3-2 校企共同制定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方案 

0 8 6 4 2 熊宇 

4★ 
1.1.4 探索实施弹

性学制 
2017.06-2020.08 

1.1.1-1 体现学分制的 2018 级人

才培养方案 

1.1.1-2 学分制认定的规则 

1.1.1-3 实施弹性学制的条件 

0 6 5 3 2 黄浩 

5★  

1.2.1 探索全覆盖

的学业导师制度

和主辅修制 

2016.09-2020.08 

1.2.1-1 学业导师管理办法 

1.2.1-2“主专业+辅专业”的管理

办法 

0 5 5 5 2 廖鸿飞 



18 

6★ 

1.2 教学改

革 

1.2.2 专业核心课

程小班化教学 
2016.09-2020.08 

1.2.2-1 专业核心课程授课小班

化率达到 100% 
0 6 8 8 1 廖鸿飞 

7★ 

1.2.3 专业教学标

准和专业核心课

程标准研制 

2016.09-2018.08 
1.2.3-1 专业教学标准 

1.2.3-2 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0 10 8 7 1 何薇薇 

8★ 
1.2.4 卓越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工程 
2016.09-2020.08 

1.2.4-1 获得职业技能或电子设

计大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 
0 10 8 7 2 

廖鸿飞 

彭建宇 

9★ 

1.2.5 专任教师与

兼职教师同授一

门课 

2016.09-2020.08 
1.2.5-1 专兼职教师同授一门课

程的材料 
0 5 7 7 1 左红英 

10★ 

1.2.6 实施“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手

段与教学方法改

革 

2016.09-2020.08 
1.2.6-1 专业核心课程进行翻转

课堂教学改革的材料 
0 5 5 5 1 

张远海

左红英 

11★ 
1.2.7 教育教学研

究与改革 
2016.09-2020.08 

1.2.7-1 国家级或省级教研教改

项目 

1.2.7-2 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0 8 8 8 1 熊宇等 

12★ 

1.3 创新创

业教育 

1.3.1 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建设 
2016.09-2020.08 

1.3.1-1 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和内

容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0 4 4 4 1 张远海 

13★ 
1.3.2 创新创业教

育平台建设 
2016.09-2020.08 

1.3.2-1 创新创业平台 

1.3.2-2 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 
0 4 3 4 2 张远海 

14★ 
1.3.3 开发创新创

业教育专门课程 
2016.09-2020.08 

1.3.3-1 创新创业专门课程 

1.3.3-2 创新创业专门项目 
0 4 4 4 2 张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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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3.4 创新创业指

导教师 
2016.09-2020.08 

1.3.4-1 专兼职创新创业指导教

师相关资料 
0 3 3 2 2 张远海 

16★ 

1.4 学生成

长与发展 

1.4.1 学生综合素

质的培养 
2016.09-2020.08 

1.4.1-1 与企业文化对接的校园

文化 

1.4.1-2“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文

化 

0 4 3 5 2 张远海 

17★ 
1.4.2 学生核心竞

争能力的培养 
2016.09-2020.08 

1.4.2-1 大学生技能竞赛获奖证

书 

1.4.2-2 大学生创业创新竞赛获

奖证书 

0 5 5 4 3 张远海 

18 
1.4.3 开展第二课

堂活动 
2016.09-2020.08 

1.4.3-1 第二课堂活动方案及相

关材料 
0 3 5 4 3 杨立宏 

19 

1.5 质量保

证 

1.5.1 建立专业自

我诊断与改进机

制 

2016.09-2020.08 

1.5.1-1 基于 ISO29990 的自我诊

断和改进机制 

1.5.1-2 学习成果评价和毕业生

跟踪调查 

0 7 6 7 2 熊宇 

20 
1.5.2 建立国际职

业教育规范 
2016.09-2020.08 

1.5.2-1 通过国际职业教育标准

ISO29990 和 TAC 认证 
0 7 7 6 2 梁奇峰 

合  计 0 120 114 104 36 374 

注：“项目经费预算”指本项目所有建设经费（下同），项目经费预算时间为自然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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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发展 

1．“教师发展”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2.1 激励和约束机制 

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专业带头人提升专业水平、扩大行业影响力，支持普通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预期标志性成果： 

(1)有效的二级管理及奖惩激励制度，完成时间：2018 年 01 月； 

(2)立项的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省级）,完成时间：2019 年 08 月； 

2.2 专业带头人 

支持专业带头人及时跟踪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动态，准确把握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方向，保持专业建设的领先水平，提升专业水平、扩大行

业影响力，在全国性或国际教学或行业组织、团体或专业刊物担任重要职务 

预期标志性成果： 

(1)专业带头人获得省级专业领军人才或成为省级以上教指委或行指委委员，完成时间：2019 年 08 月； 

(2)聘请 1 名行业企业的知名专家做兼职专业带头人，完成时间：2019 年 08 月。 

2.3 教学团队 

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专兼结合、德技双馨的专业教学团队。专任教师整体教学、科研水平明显提升。培养或引进 1-2 名在全国或

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的教学带头人和教育管理专家。 

预期标志性成果： 

(1)建成“教练型”双师专业教学团队，完成时间：2019 年 08 月； 

(2)建成广东省优秀教学团队，完成时间：2019 年 08 月。 

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2.1 激励和约束机制 

实施要点：(1)结合二级学院二级管理制度，探索激励和约束机制；(2)根据专业建设发展需要并结合教师个人发展目标制定职业发展规划；(3)

获得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项目（省级）立项；(4)完善教师教育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探索基层教学组织创新建设与管理改革实践；(5)建立专业

带头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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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专业带头人 

2.2.1 实施“专业带头人培育培养工程”。 

实施要点：(1)制定专业带头人培养计划；(2）培养一名在全省有较大影响的专业带头人；(3)提升专业带头人教学知名度，专业带头人成为省

级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对象或省级以上教指委、行指委委员。 

2.2.2 制定引进企业专业带头人的计划。 

实施要点：聘请 1 名行业企业的知名专家做兼职专业带头人，扩大专业带头人的行业影响力和提升其引领专业建设发展的能力； 

2.3 教学团队 

2.3.1 建设“教练型”双师专业教学团队。 

实施要点：(1)制定“教练型”双师专业教学团队建设计划与方案；(2)建设一支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广泛开展有效教研活动，充分发挥基层教

学组织在教学改革、教师发展中的作用；(3)每年选送 5 名以上骨干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种培训。 

2.3.2 培育或引进教学名师、教学带头人或教育管理专家。 

实施要点：培养一名在全省有较大影响的教学名师或教育管理专家，使其在省级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有一定影响力，或引进一名在全省教学组

织中担任重要职业的教学名师。 

2.3.3 兼职教师的培训与管理。 

实施要点：(1)制定兼职教师管理制度和兼职教师培养计划，提高兼职教师的教学能力；(2）按专兼 1 比 1 配置兼职教师队伍；(3)逐步形成实

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4)每年对兼职教师培训 1 次以上。 

量化指

标 

1.1 名专业带头人或骨干教师成为专业领军人才（省级）或省级行指委、教指委成员； 

2.主持 2 项省级以上教研课题； 

3.获得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建设项目（省级）1 项； 

4.专业专任教师生师比≦20；专业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70%，“双师素质”专业专任教师比例≥95%；青年教师中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

博士学位的比例≥70%；专任教师人均年企业实践≥22 天，具有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专任教师比例≥80%。 

5.学年参加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占专业专任教师的比例≥80%。 

6.学生实践技能课程由高技能水平兼职教授授课的比例达 30%以上。 

7.建成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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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发展”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2.1 激励和

约束机制 

2.1.1 建立教师激

励和约束长效机制 
2016.09-2020.08 

2.1.1-1 二级管理及奖惩激励制度 

2.1.1-2 优化的量化考核指标、绩效

考评体系 

2.1.1-3 针对专业带头人的奖惩激

励制度 

0 1 0 1 0 何薇薇 

2★ 
2.1 激励和

约束机制 

2.1.2 兼职教师的

培训与管理 
2016.09-2020.08 

2.1.2-1 兼职教师培训和管理办法 

2.1.2-2 获得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

师项目（省级）立项； 

0 2 2 2 2 何薇薇 

3★ 
2.1 激励和

约束机制 

2.1.3 基层教学组

织创新建设与管理

改革 

2016.09-2020.08 
2.1.3-1 出台激励基层教学组织创

新建设与管理改革措施 
0 2 2 1 1 何薇薇 

4★ 
2.2 专业带

头人 

2.2.1 实施“专业带

头人培育培养工

程” 

2016.09-2020.08 

2.2.1-1 专 业 带 头 人 培 养 计 划

2.2.1-2 专业带头人获得的教研成

果及引领专业发展的材料 

2.2.1-3 专业带头人境内外培养或

进修成果 

2.2.1-4 专业带头人担任行指委或

教指委等团体的职务情况 

2.2.1-5 企业兼职带头人指导专业

建设的情况。 

0 16 16 16 16 熊宇 



23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5 
2.3 教学团

队 

2.3.1 建设跨界“教

练型”双师专业教

学团队 

 

 

2016.09-2020.08 

2.3.1-1 教学团队建设计划 

2.3.1-2“教练型”教师培养实施办

法 

2.3.1-4 兼职教师培养培育计划 

2.3.1-5 建成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省

级优秀教学团队 

0 40 40 40 40 梁奇峰 

6★ 
2.3 教学团

队 

2.3.2 培育或引进

教学名师、教学带

头人或教育管理专

家 

2016.09-2020.08 

2.3.2-1 培育或引进一名在全省教

学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业的教学名

师。 

0 2 2 2 2 何薇薇 

7★ 
2.3 教学团

队 

2.3.3 实施兼职教

师实践课程负责制 
2016.09-2019.08 

2.3.3-1 兼职教师的教学能力显著

提升； 

2.3.3-2 学生实践技能课程由高技

能水平兼职教授授课的比例达

30%以上。 

2.3.3-3 专兼比例达到 1：1。 

0 1 2 2 1 左红英 

合计 0 64 64 64 62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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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条件 

1．“教学条件”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3.1 优质教学资源建设 

建立可满足“互联网+”时代教育要求的数字化教学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平台使用效果显著。建设基本覆盖专业核心课程、主干课程的专业

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微课程等优质数字化资源，实现校内开放、校外共享。新增国家级和省级规划教材、重点教材或精品教材。开

发替代性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和开发仿真教学软件。推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实时互动的远程教学。 

预期标志成果： 

⑴建成 1 个数字化教学和信息化教学平台，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⑵建成 LED 电源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⑶建成 6 门在线开放课程，其中 1 门以上达到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标准，2 门以上达到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标准，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⑷出版教材 4 本，其中 1 本以上达到国家级规划教材标准，完成时间：2020 年 6 月。 

3.2 校内教学实践基地建设 

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厂校合作，不断改善实训基地条件，建立具有真实职业氛围、设备先进、充分满足教学需要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

积极探索“校中厂”、“厂中校”等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校企组合新模式。按照先进性要求，及时更新实训设备，提升设备的技术含量，确

保实训中心的设备和技术水平保持与同期企业生产使用设备水平相一致，并且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预期标志成果： 

⑴建成 1 个省级实训基地，完成时间：2018 年 6 月 

⑵建成 1 个省级协同育人中心，完成时间：2018 年 6 月 

⑶建成 1 个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3.3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建立数量充足、专业对口、运行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遵照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依托合作的企事业单位，推动

校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校企共同制定校外实践教学培养方案，共同组织实施校外实践教学的培养过程，共同评价校外实践教学的培养质量。 

预期标志成果： 

⑴建成 1 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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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建成 2 个企业冠名学院，完成时间：2018 年 6 月 

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3.1 优质教学资源建设 

3.1.1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可满足“互联网+”时代教育要求的数字化教学与信息化管理平台。 

实施要点：建成数字化教学与信息化管理平台，包含慕课，微课教学系统及交互式教学管理系统；利用数字化教学和信息化管理平台开展网

络教学。 

3.1.2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 LED 电源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实施要点：⑴建成 LED 电源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资源库包含 1 个教学资源库（含专业级教级教学资源和素材级教学资源）、1 个拓展功能

模块（培训、鉴定服务模块）和 1 个网络平台；⑵开发 LED 照明电源检验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3.1.3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核心课程。 

实施要点：⑴建设精品开放课程《开关电源分析与制作》，《高频变压器设计与制作》，《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应用技术》，《PIC 单片机系统应用

与编程》，《电子产品嵌入式应用技术》，其中 1 门以上达到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标准，2 门以上达到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标准；⑵建设慕课

1 门------《数字与逻辑电路》。 

3.1.4 利用信息技术建设立体化教材。 

实施要点：⑴出版教材《开关电源原理与分析》，《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技术项目式教程（三菱机型）》，达到国家级规划教材标准；出版教材

《高频变压器设计与制作》，《数字与逻辑电路》，达到省级规划教材标准；⑵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省级重点教材、校企合作开发使用的校本教

材或讲义等优秀教材和最近 2 年出版的新教材占 80%以上。 

3.2 校内教学实践基地建设 

3.2.1 建设新能源技术实训室 

实施要点：⑴侧重于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发电技术以及风光互补技术；⑵实训室建设方案；⑶设备采购、安装、调试⑷使用记录。 

3.2.2 建设智能家居控制技术实训室 

实施要点：⑴侧重于 LED 智能照明、调光控制技术；⑵实训室建设方案；⑶设备采购、安装、调试⑷使用记录。 

3.2.3 建设新型节能环保电源技术实训室 

实施要点：⑴侧重于电动汽车动力系统、节能灯电源技术；⑵实训室建设方案；⑶设备采购、安装、调试⑷使用记录。 

3.2.4 建设电工电子云平台虚拟仿真实训室 

实施要点：⑴体现互联网+时代的虚拟仿真实训技术，为电子电气类专业基础课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虚拟实训平台；⑵实训室建设方案；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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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采购、安装、调试⑷使用记录。 

3.2.5 建设 1 个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中心 

实施要点：(1)可为培养从事电子专业辅助研发、测试、检修、销售等岗位的职业能力提供虚拟仿真训练；⑵仿真中心建设方案；⑵设备采购、

安装、调试；⑶使用记录。 

3.2.6 建设 1 个省级协同育人中心 

实施要点：⑴协同育人中心运行机制；⑵协同育人中心在专业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材料；⑶使用记录。 

3.3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3.3.1 与企业共建 6 个校外实践基地 

实施要点：⑴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计划⑵与企业共建的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方案、协议⑶校外实训基地的教学记录。 

3.3.2 建成 1 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实施要点：⑴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省级）获得立项⑵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的运行记录。 

3.3.3 建成 2 个企业冠名学院 

实施要点：⑴冠名学院的合作协议；⑵实施产学研合作的材料。 

量化 

指标 

1.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 

2.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省级）2 门 

3.国家级规划教材 1 本 

4.建成省级实训基地 1 个 

5.建成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1 个 

6.建成 2 个企业冠名学院 

7.建成 1 个省级协同育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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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条件”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3.1 优质教

学资源 

3.1.1 数字化教学

与信息化管理平台

建设 

2016.09-2020.08 

3.1.1 建成一个满足“互联网+”时

代教育要求的数字化教学和管理

平台 

0 14 14 14 4 左红英 

2★ 
3.1 优质教

学资源 

3.1.2LED电源专业

教学资源库 
2016.09-2020.08 

3.1.2-1LED 电源专业教学资源库 

3.1．2-2 开发 LED 照明电源检验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0 14 14 14 6 廖鸿飞 

3★ 
3.1 优质教

学资源 
3.1.3 课程建设 2016.09-2020.08 

3.1.3-1 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 

3.1.3-2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4门 

3.1.3-3 慕课 1 门 

0 20 20 20 12 

梁奇峰

廖鸿飞 

张远海 

左红英 

杨立宏 

何薇薇 

4★ 
3.1 优质教

学资源 
3.1.4 教材建设 2016.09-2020.08 

3.1.4-1 使用国家规划教材、省级重

点教材和校企合作开放教材的比

例≥80% 

3.1.4-2 新增国家级规划教材 1 本、

省级规划教材、重点教材或精品教

材数量 3 本 

0 14 14 14 10 

梁奇峰

廖鸿飞 

左红英 

5 
3.2 校内教

学实践基地 

3.2.1 新能源技术

实训室 
2016.09-2020.08 

3.2.1-1 开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技

术等课程的教学 

3.2.1-2 生均学年使用时间≧100 学

时/生 

0 50 90 60 38 
廖鸿飞

何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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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2 校内教

学实践基地 

3.2.2 智能家居控

制技术实训室 
2016.09-2020.08 

3.2.2-1 开展 LED 智能照明、调光

控制、嵌入式技术等课程的教学等

课程的教学 

3.2.2-2 生均学年使用时间≧100 学

时/生 

0 34 34 34 18 

张远海 

杨立宏 

彭建宇 

 

7 
3.2 校内教

学实践基地 

3.2.3 电工电子云

平台虚拟仿真实训

室 

2016.09-2020.08 

3.2.3-1 开展单片机、数电、模电等

课程的教学 

3.2.3-2 生均学年使用时间≧100 学

时/生 

0 50 50 50 30 
黄浩 

左红英 

8 
3.2 校内教

学实践基地 

3.2.4 新型节能环

保电源技术实训室 
2016.09-2020.08 

3.2.4-1 开展电动汽车充电、新型节

能灯电源技术等课程的教学 

3.2.4-2 生均学年使用时间≧100 学

时/生 

0 26 26 26 12 
梁奇峰 

廖鸿飞 

9 
3.2 校内教

学实践基地 

3.2.5 职业能力培

养虚拟仿真中心 
2016.09-2020.08 

3.2.5-1 能进行电子专业多个岗位

职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培训效果 
0 13 13 13 5 

黄浩 

左红英 

10 
3.2 校内教

学实践基地 

3.2.6 省级协同育

人中心 
2016.09-2020.08 3.2.5-1 校企协同育人效果显著 0 0 0 0 0 0 

11 
3.3 校外教

学实践基地 

3.3.1 校外教学实

践基地 
2016.09-2020.08 

3.3.1-1 新增 6 个实践教学基地 

3.3.1-2建成 1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实

训教学基地 

0 12 12 12 6 
张远海 

左红英 

12 
3.3 校外教

学实践基地 

3.3.2 建成 2 个企业

冠名学院 
2016.09-2020.08 

3.3.2 建成 2 个企业冠名学院,实施

产学研深度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

培养 

0 1 1 1 1 熊宇 

合  计 0 248 288 258 142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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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服务 

1．“社会服务”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4.1 社会服务激励机制建设 

建立和完善专业教师紧密联系企业、为社会服务的激励制度。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出台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激励制度文件，完成时间：2017 年 08 月。 

4.2 技术服务推广平台建设 

搭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主动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成果转化。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建成以新能源发电技术为主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完成时间：2018 年 8 月。 

4.3 重点科研项目 

瞄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政策制定、社会实践等产生重要影响，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

的推动作用。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获得市级以上重点科研项目立项，完成时间：完成时间：2020 年 08 月。 

4.4 成人学历教育 

主动面向社区开展服务、共享教育资源，成为当地继续教育、文化传播的中心。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累计完成成人教育 100 人次，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4.5 社会培训 

主动面向相关行业企业开展企业员工和行业从业人员的新技术、新知识培训和学历提升。 

预期标志性成果： 

(1)为省内外高职院校培训骨干教师 70 人次，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2)培训社会人士达到 2000 人日/年，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4.6 对口支援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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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兄弟院校。 

预期标志性成果： 

(1)派遣支援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老师 3 人次； 

(2)培训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老师 3 人次。 

4.7 发明专利 

搭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主动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成果转化。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授权发明专利 2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8 项，完成时间：2020 年 8 月。 

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4.1 社会服务激励机制建设 

实施要点：⑴制订并出台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激励制度文件；⑵建立社会服务组织机构，完成时间：2017 年 08 月。 

4.2 技术服务推广平台 

实施要点：⑴建成以新能源发电技术为主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 

4.3 重点科研项目 

实施要点：⑴获得市级以上重点科研项目立项。 

4.4 成人学历教育 

实施要点：(1)累计完成成人教育 100 人次； 

4.5 职业技能培训 

实施要点：(1)为省内外高职院校培训骨干教师 70 人次；(2)年均培训社会人士 2000 人日。 

4.6 对口支援与交流 

实施要点：(1)派遣支援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老师 3 人次;(2)培训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老师 3 人次。 

4.7 发明专利 

实施要点：⑴授权发明专利两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8 项。 

量化 

指标 

1.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和实用新型专利 8 项； 

2.建成一个技术服务推广平台； 

3.生均学年为社会、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入≧290 元/生，年均培训社会人士 2000 人日，出台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激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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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服务”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4.1 社会服务

激励机制 

4.1 建立社会服

务长效机制 
2016.09-2017.08 

4.1.1-1 制订社会服务激励制度 

4.1.1-2 建立社会服务组织机构 
0 1 1 0 0 张远海 

3★ 
4.2 技术服务

推广平台 

4.2.1 建设生产

性公共服务平台 
2016.09-2018.08 

4.2.1-1 建成以新能源发电技术为

主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 
0 10 10 4 0 

廖鸿飞 

 

4★ 
4.3 重点科研

项目 

4.3.1 培育重点

科研项目 
2016.09-2020.08 

4.3.1 获得市级以上重点科研项

目立项 
0 2 2 2 0 

陈振华

郭艳平 

5 
4.4 成人学历

教育 

4.4.1 完善成人

学历教育 
2016.09-2020.08 4.4.1 累计完成成人教育 100 人次 0 0 0 0 0 左红英 

6 4.5 社会培训 
4.5.1 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服务 
2016.09-2020.08 

4.5.1-1 为省内外高职院校培训骨

干教师 70 人次。 

4.5.1-2 年均培训社会人士 2000

人日 

0 2 2 2 0 梁奇峰 

7 
4.6 对口支援

与交流 

4.6.1 开展对口

支援与交流 
2016.09-2020.08 

4.6.1-1 派遣支援罗定职业技术学

院老师 3 人次。 

4.6.1-1 培训罗定职业技术学院老

师 3 人次。 

0 2 2 2 0 梁奇峰 

8 4.7 发明专利 4.7.1 发明专利 2016.09-2020.08 
4.7.1 授权发明专利两项或实用

新型专利 8 项 
0 3 1 2 0 

张远海 

陈振华 

合  计 0 20 18 12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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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交流与合作 

1．“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的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指导性

基本项

目任务

与预期

标志性

成果及

完成时

间 

5.1.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广东自贸区建设，全面加强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用的

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专业课程标准、教材体系和其他优质教育资源；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制订，吸引境外学生来校学

习或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与 1 所境外高水平院校的相同专业或相近专业建立姊妹专业关系并进行良好合作；完成时间：2018 年 08 月； 

⑵质量管理体系通过 ISO29990 认证，2017 年 08 月； 

⑶通过《悉尼协议》国际高职专业认证，2019 年 08 月； 

⑷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完成时间：2020 年 08 月； 

⑸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完成时间：2020 年 08 月。 

5.2 国内合作交流 

预期标志性成果： 

⑴与国内 1 所国家骨干校或示范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结成姊妹专业并实现跨区域合作培养学生，完成时间：2017 年 08 月。 

针对性

细化项

目任务

与实施

要点 

5.1.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 

5.1.1 与美国奥罗尔罗伯茨大学或台南科技大学或其他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实施要点：⑴与台南科技大学或其他高校、美国奥罗尔罗伯茨大学签订合作协议；⑵合作院校境外专家参与专业建设的记录。 

5.1.2 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 

实施要点：引入的境外专业课程标准或境外教材。 

5.1.3 学习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用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实施要点：⑴引入 ISO29990 国际职业教育质量管理标准；⑵专业通过《悉尼协议》认证。 

5.1.4 开展境外教师交流活动 

实施要点：参加境外教师培训比例达 30%以上，教师学习境外先进的教育新理念、教学新方法。 

5.1.5 开展境外学生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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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要点：⑴参加境外学生交流比例达 5%以上；⑵学生学习专业课程、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等。 

5.1.6 实施“走出去”战略 

实施要点：⑴接收境外交流学生数量达 3 人次；⑵积极参与国际职业教育质量管理标准的制订。 

5.2 国内合作交流 

5.2.1 与国内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互派学生，实现学生跨区域的培养合作。 

实施要点：与国内国家骨干校或示范校姊妹专业的签订合作协议。 

5.2.2 与国内国家骨干校或示范校的姊妹专业实施合作育人。 

实施要点：⑴教师交流 5 人次；⑵学生交流 20 人次；⑶实行跨校合作育人。 

量化指

标 

1.每年专任教师赴境外培训交流比例达 30%； 

2.每年境外学生交流比例达 5%； 

3.学生校际交流比例达 5%； 

4.接收境外交流学生数量达 3 人次以上。 



34 

2．“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起讫时间 预期成果 

项目经费预算（万元） 
责任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1 与境外大学建立

姊妹专业关系 
2017.09-2019.08 

与台湾龙华科技大学或

其他高校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 

0 5 3 3 2 黄浩 

2★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2 引进境外优质教

育资源 
2018.09-2020.08 

境外专业课程标准或境

外教材体系 
0 2 1 1 1 熊宇 

3★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3 学习引进国际先

进、成熟适用的职业

资格认证体系 

2016.09-2018.08 

引进国际职业教育质量

管理体系 iso29990；专业

通过《悉尼协议》认证 

0 3 4 2 1 熊宇 

4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4 开展境外教师交

流活动 
2017.01-2019.08 境外教师培训达到 20% 0 8 8 3 1 梁奇峰 

5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5 开展境外学生交

流活动 
2018.09-2020.08 境外学生交流比例达 5% 0 0 4 4 0 左红英 

6 
5.1 国际视野

人才培养 

5.1.6 实施“走出去”

战略 
2018.09-2020.08 

接收境外交流学生数量

达 5 人次 
0 0 2 2 0 左红英 

7★ 
5.2 国内合作

交流 

5.2.1 与国内 1 所国家

骨干校或示范校结成

姊妹专业 

2017.09-2020.08 
教师交流 5 人次 

学生交流 20 人次 
0 10 8 5 3 廖鸿飞 

合  计 0 28 30 20 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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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预算表 

2016～2020 年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资金来源预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总计 
省财政投入:827 举办方投入：827 行业企业投入：46             其他投入：0               合计：1700 

1.教育教学改革 

2016 年 0 0 0 0 0 

374 

2017 年 60 60 0 0 120 

2018 年 57 57 0 0 114 

2019 年 52 52 0 0 104 

2020 年 18 18 0 0 36 

2.教师发展 

2016 年 0 0 0 0 0 

254 

2017 年 32 32 0 0 64 

2018 年 32 32 0 0 64 

2019 年 32 32 0 0 64 

2020 年 31 31 0 0 62 

3.教学条件 

2016 年 0 0 0 0 0 

936 

2017 年 124 124 0 0 248 

2018 年 133 132 23 0 288 

2019 年 117 118 23 0 258 

2020 年 71 71 0 0 142 

4.社会服务 

2016 年 0 0 0 0 0 

50 

2017 年 10 10 0 0 20 

2018 年 9 9 0 0 18 

2019 年 6 6 0 0 12 

2020 年 0 0 0 0 0 

5 对外交流与合作  

2016 年 0 0 0 0 0 

86 

2017 年 14 14 0 0 28 

2018 年 15 15 0 0 30 

2019 年 10 10 0 0 20 

2020 年 4 4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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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 年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支出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支出项

目 
型号规格／支出用途概述 实施周期（年） 单位 数量 预计金额（万） 经费来源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项目合计 
    1700 

省财政专项投入 827 万，举办

方投入 827 万，行业企业投入

46 万 

一、 教育教学改革 — — — — 374  

1-1 人才培养机制 
主辅修制、现代学徒制、中高职三二对

接、高职本科对接等制度建设 
4 — — 80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1-2 教学改革 课堂教学改革，选课平台和学分制建设 4 — — 154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1-3 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课程资源、各种虚拟、实体创

业平台的建设 
4 — — 50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1-4 学生成长与发展 
学生素质教育实施、四个文化建设及职

业技能大赛 
4 — — 46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1-5 质量保证 
ISO29990 质量管理评价体系认证，第三

方机构的跟踪调查 
4 — — 44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二、 教师发展 — — — — 254  

2-1 激励和约束机制 教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设 4 — — 16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2-2 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培养 4 — — 64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2-3 教学团队 

骨干教师与“双师”素质教师培养、实

施“深海探珠”计划和“青蓝工程”,兼

职教师聘任与培养 

4 — — 174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三、 教学条件 — — — — 936  

3-1 优质教学资源 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数字化与信息化 4 — — 218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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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支出项

目 
型号规格／支出用途概述 实施周期（年） 单位 数量 预计金额（万） 经费来源 

管理平台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 

3-2 校内实践教学基地 

新能源技术、智能家居控制技术、电工

电子云平台虚拟仿真、新型节能环保电

源技术等实训室建设 

4 — — 672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3-3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现代学徒制班、“厂中校”等校外实训基

地建设 
4 — — 46 行业企业投入 

四、 社会服务 — — — — 50  

4-1 社会服务激励机制 建立社会服务长效机制 4 — — 2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4-2 技术服务推广平台 建设生产性公共服务平台 4 — — 24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4-3 重点科研项目 培育重点科研项目 4 — — 6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4-4 成人学历教育 完善成人学历教育 4 — — 0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4-5 社会培训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4 — — 6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4-6 对口支援与交流 开展对口支援与交流 4 — — 6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4-7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4 — — 6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五、 对外交流与合作 — — — — 86  

5-1 国际视野人才培养 与国外、境外大学进行交流与合作 4 — — 60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5-2 

与国内国家骨干校或

示范校进行交流与合

作 

与国内国家骨干校或示范校进行交流与

合作 
4 — — 26 省财政投入、举办方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