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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办学基本情况 

1.1 学校办学定位精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及教育部“奋进之笔”的要求，围绕“互联网+”“中国

制造 2025”“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立足区域经济发展，扎根深圳，面向珠三角，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秉

持“求学求真求发展、创新创业创未来”的校园精神，重点建设发展

以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的信息类专业，协同

发展其他三大支柱产业的金融、物流、文化产业为中心的各类专业。

为地方培育高端技能型人才，为产业技术更新做好应用型科学研究支

撑，为深圳企业和社区发展做好社会服务。契合区域产业经济转型升

级和社会发展需求，产教融合、放眼世界，力争把学校建设成为全国

一流、国际有影响、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信息技术类高职院校。 

1.2 发展规模适度增长 

学校占地 92.5万平方米（1389亩），建筑面积 58.86万平方米。

学校现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为 6.92亿元，图书馆藏书 137.26万

册。2017-2018 学年，学校共设置 44 个专业，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

生总数为 15,450人。 

1.3 教学部门配置合理 

学校现有 15个教学部门，其中 10个二级学院，1个继续教育学

院，4个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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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校教学部门 

序号 部门性质 教学部门  

1 

有全日制学生的二级学院 

软件学院 

2 电子与通信学院 

3 计算机学院 

4 数字媒体学院 

5 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 

6 交通与环境学院 

7 管理学院 

8 财经学院 

9 应用外语学院 

10 中德学院 

11 有非全日制学生的二级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12 

无学生的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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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专业结构调整合理 

学校根据深圳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实际，结合经济增长点及专业岗

位需求的调查结果，重点围绕深圳市高新技术、金融、文化、物流等

四大支柱产业和生物、新能源、互联网、文化创意、新材料、新一代

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瞄准生命健康、海洋、航

空航天、机器人、可穿戴设备、智能装备等六大未来产业，不断拓展

新专业。2018 年增设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网络技术”专

业，在 2018年招生中受到了考生的追捧。接下来，学校计划在 2019

年新增设“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云

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光电制造与应用技术专业”等专业，目前

已完成专家论证与申报。同时根据行业、企业的发展状况和毕业生的

跟踪调查，合理定位，适时调整各专业的专业方向。 

1.6 课程建设实力强劲 

（1）课程设置 

学校共开设课程 1223门，平均每个专业 28门。 

（2）重点或特色课程 

学校坚持面向产业定专业，面向岗位定课程，面向学生定教法的

“三个面向”教学思路，全校共建设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7 门，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30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8门，省级思想政

治理论优质建设课程 2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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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教职员工结构合理 

（1）职称结构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513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 297人，高级职

称数占专任教师总数 57.89%。 

（2）学历结构 

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专任教师 420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 87.13%，

其中博士（博士后）272 人，在 4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中具有研究生

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占比 96.98%。 

（3）双师素质教师 

学校“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为 86.74%。 

（4）人才优势 

学校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1个，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1人，入选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１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人，广东省

教学名师奖 3人，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 2人，省级教学团队

7个，南粤优秀教师 7人，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

对象 6 人，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4 人，深圳市“鹏城学者”

3 人，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 1 人，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教师奖 1 人，

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 9名，后备级领军人才 21人，

海外高层次人才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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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表 2  办学条件一览表 

基本监测指标 学校数据值 

占地面积 92.5万㎡ 

教学用房面积 250780㎡ 

行政用房 26183㎡ 

教学、科研设备总值 6.9亿元 

校内实训基地 51个 

校外实训基地 169个 

生师比 16.41:1 

学校拥有现代化、生态型、信息化的校园，学校占地 92.5 万平

方米（1389亩），建筑面积 58.86万平方米。2017-2018学年学校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新增 2.8亿，主要用于改善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建

设，图书馆藏书新增 5.93 万册，校内实训基地工位数达 12083 个，

校园网络信息点达 304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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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办学经费保障有力 

本年度学校总收入 10.46亿元，总支出 10.78亿元。用于日常教

学经费 6509.49万元，教学改革及研究支出 1875.44万元。 

 
图深圳市政府投资近 30 亿元打造的新校区“大运村”全景 

 

 
图行走新校区“大运村”的大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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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发展 

2.1 品牌引领，生源质量持续改善 

我校 2018年招生计划 6000人，实际录取新生 6000人。其中普

通高考招生录取 3685人，自主招生录取 450人（其中中职免试 7人），

学考录取 1012人， 3+证书录取 853人。生源结构特点有： 

（1）市外投档分较高。市外文科投档最低分 461分，超过省线（215

分）246分，2017 数据为 224分，同比上升 22 分；市外理科投档最

低分为 365分，超过省线（205分）160分，2017数据为 167分，同

比基本无差距。 

（2）市内投档分基本稳定。其中市内文科最低 318 分，超省控线

103分，市内理科最低 198分。 

继续教育学院成人高等教育大专学历近三年招生录取规模呈逐

年递增趋势，2018年招生人数创历史最高。目前在读生共 3141 人，

生源均为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历经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录取后就读的学

生，除校本班 638人外，其他均在我市各区 17个教学点就读。成人

大专学生中 85%为市外户籍生源，多为来深务工者，深圳市户籍生源

仅占 15%。学生年龄基本在 17-35岁之间。 

2.2 需求导向，就业质量稳定提升 

我校 2018届毕业生共有 5166人，截止到 2018年 9月 1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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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毕业生已就业人数 4971人，就业率为 96.23%。对口就业人数 3948，

在全部 4711 名理工类毕业生中占比 83.8%，毕业生 9 月 1 日就业平

均起薪线为 3749 元，经广东省就业指导中心的严格查核，在全国就

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超额的完成了就业率 93%的目标，从用人

单位的数量和质量上看，我校今年就业质量有进一步的提升。 

表 3   2018届我校毕业生“计分卡”指标 

指 标 单位 2017年 2018年 

就业率 % 99.91 96.23 

月收入 元 3522.00 3749.00 

理工农医类专业相关度 % 84.87 83.80 

母校满意度 % 99.80 99.60 

自主创业比例 % 1.60 1.80 

雇主满意度 % 100 98.99 

毕业三年职业晋升比例 % － － 

反映就业质量关键指标的“计分卡”数据显示，我校毕业生就业

质量持续提高，其中创业比例继续保持高水平。 

就业率：我校毕业生继续保持高就业率，截止 9月 1日应届毕业

生达到 96.23%，充分说明我校专业以紧贴深圳市及珠三角区域经济

结构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专业设置原则符合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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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入：我校毕业生月收入继续增长，达到 3749元，比 2017届

提高 6.4%，比广东省的上年平均水平 3075元高出 21.9%。 

理工农医专业相关度：本年度毕业生专业相关度基本保持稳定，

为 83.8%，基本反映了学生就业对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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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满意度：我校毕业生母校满意度继续保持高位，达 99.60%。 

自主创业比例：在当前社会创业激情影响下，特别是深圳良好的

创业环境及学校创业引导政策鼓励，我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达

1.80% 

2.3 服务为先，在校体验满意度高 

学校坚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办学目标，突出专业技能

和职业素质的培养，为学生职业生涯的能力塑造安排在校教育教学活

动，注重学生个体在校体验。 

在以职业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职业精神培育上，紧密围绕企业普

遍认同的责任担当、工匠精神、团队合作等内容建立培养目标，为培

养职业道德和态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师生交流方面，学校构建了一支具有“双师”素质和“双师”

结构（校内辅导员和“行企”辅导员）的辅导员队伍，有效排解学生

学习、社交、就业方面的困惑。在社团建设方面，学校共有 123个学

生社团，校园文化氛围活跃。 

在学校全员育人、全过程、全方位的工作理念指引下，成立的学

生服务中心秉承“热情、真诚、高效、便捷”服务宗旨，全心全意服

务学生，并不断拓展服务项目，目前可提供 103项服务，累计受理各

类业务已达 135896人次。 

学校 2018 届毕业生对学校的满意度为 99.6%，高于全国骨干校

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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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生问卷调查反馈表 

指标 单位 一年级 二年级 

1 全日制在校生人数 人 5340 5121 

2 

教书育人满意度 — — — 

（1）课堂育人 
调研人次 人次 4078  3065 

满意度 % 97.33 95.53 

（2）课外育人 
调研人次 人次 4078  3065 

满意度 % 96.74 94.43 

3 

课程教学满意度 — — — 

（1）思想政治课 
调研课次 课次 4078  3065 

满意度 % 87.89 79.90 

（2）公共基础课 

（不含思想政治课） 

调研课次 课次 4078  3065 

满意度 % 95.27 91.55 

（3）专业课教学 
调研课次 课次 4078  3065 

满意度 % 95.71 92.85 

4 

管理和服务工作满意度 — — — 

（1）学生工作 
调研人次 人次 4078  3065 

满意度 % 98.28 96.67 

（2）教学管理 
调研人次 人次 4078  3065 

满意度 % 96.84 95.44 

（3）后勤服务 
调研人次 人次 4078  3065 

满意度 % 97.43 96.16 

5 学生参与志愿者活动时间 人日 3891  10929  

6 

学生社团参与度 — — — 

（1）学生社团数 个 85  121  

（2）参与各社团的学生人数 人 4437  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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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赛促学，技能人才培养扎实 

学校坚持职业教育办学目标，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各专业均实施双证书培养，学生除完成课程学习之外，还须获得专业

技能证书、计算机证书、英语证书。学校大力推动“以赛促学，以赛

促教”教学模式改革，不断完善专业技能竞赛管理模式，形成了集中

申报、统一规划、学校主办、院部承办的管理体系，初步形成国际、

国家、省、市、校四级技能竞赛的基本架构，出台了技能竞赛项目申

报、竞赛方案设计、竞赛项目遴选、竞赛过程管理、竞赛奖励等管理

制度。 

学生在各级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2017-2018年度，学校承办深

圳市技能大赛赛项 2个，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 5个，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 1个；学生获政府部门主办的省级二等奖以上各

类技能大赛奖项 65 个，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7 项，其中一等奖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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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奖 

2.5 多元培养，职场发展后续有力 

据《2017 年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

质量跟踪评价报告》显示，本校 2018 届工程类专业毕业生中，分别

有 68%、62%的人认为大学帮助自己在“团队合作”、“人生的乐观

态度”方面得到提升较多，而提升较少的两方面分别是“工程安全”

（19%）、“人文美学”（20%）；其他类专业毕业生中，分别有 67%、

53%、54%、48%的人认为大学帮助自己在“积极努力、追求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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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乐观态度”、“包容精神”、“乐于助人、参与公益”方面

得到提升较多。 

本校2018届毕业生的总体能力满足度为88%，比本校2016届（87%）

高 1个百分点，比全国骨干校 2014届（82%）高 6个百分点。 

从全校整体情况来看，本校 2018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较好，职业

发展前景较好。 

从主要培养结果指标来看，表现较好的指标是离职率。本校毕业

半年内离职率低于全国骨干校较多，说明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较好。

此外，就业现状满意度高于全国骨干校，从毕业生自身感受角度反映

出就业质量相对较好，职业发展前景较好。月收入高于全国骨干校，

超过九成的毕业生选择在深圳就业。 

从能力、知识和价值观来看，学校注重通识教育，本校毕业生基

本工作能力、知识满足度均较高。从能力的角度看，最应该提高的能

力是“说服他人”和“谈判技能”；从知识的角度看，最应该提高的

知识是“销售与营销”；在价值观方面，学校帮助提升较多的价值观

是“人生的乐观态度”和“关注社会”，同时在“人文美学”、“健

康卫生”方面提升较多，促进了职业的发展。毕业生在就业岗位上和

学历提升再深造方面表现较好。 

本校毕业生参加社会实践及公益类社团活动的人数及满意度最

高。其中，参加表演艺术类社团活动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基本

工作能力满足度、母校满意度均较高。社团活动提升了毕业生与人交

流和团队协作能力，为职业发展加大了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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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搭建平台，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我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达 1.8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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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创新创业相关文件精神，以深化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整合各类创新创

业资源和育人要素，全面加强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形成了

完善的创新创业组织管理与保障机制。 

学校以培养高技能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为核心，以课程、师资、

平台、政府、企业、社会资本六大要素为支撑，通过政府支持、校企

合作、校地合作构建起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1核心+6要素”为支

撑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 

学校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

育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树立创业意识、完善创新知识结构、掌握创业

技能，使创新创业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安排全体教师参与，贯穿人才

培养全过程。 

学校积极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相融合，

形成了“一、二、三、四”四课堂递进，“3全+3融合”的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新创

业实践活动，在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建成了国家级

众创空间、深圳市创业孵化基地等 13 个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在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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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全程育人，工匠精神滋养学生 

“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的灵魂。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将工

匠精神的培养贯穿于教育教学改革全过程，渗透到教学各个环节。学

校能够利用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平台，加强“工匠精神”的

养成教育、体验教育和实践教育，尤其是在组织学生参加技能大赛等

工作中，着重强调培育学生以敬业刻苦，精益求精，创新突破为核心

的职业素养，不仅让学生在技能大赛中切磋基础技艺，比拼技能精度，

同时可以促使师生对技能精雕细琢，对技术精益求精。 

学校以“工匠精神”培育作为切入点，营造学生教师密切互动共

同成长的机制，使师生共同成长成为一个有机又有效、教与学统一的

过程。教师结合自身在企业工作经验，保持对产业需求和发展趋势的

高度嗅觉，通过产学研合作，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反哺

了自身科研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教师把产业资源和科研项目真正

融入到教学工厂和现代师徒制等创新教学方法中，不仅培养学生高超

的职业技能，还通过创新、创意和创业的“三创”教育和实践，开发

令人耳目一新的科技作品，造就学生现代“工匠”本领和精神。 

如我校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学生在校期间开发的科研项目，获得

市财政经费资助 25万元，学生创客作品“五轴数控加工设备”和“曲

面立体激光艺术画”，多次亮相高交会和文博会。大族激光、海目星、

瑞镭等许多激光企业高度肯定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每年纷纷向该学院

预约和录用优秀学生，这些具备现代“工匠”精神的学生，不仅成为

企业的顶梁柱，也成为自主创业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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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改革 

3.1 专业设置，对标区域经济特点 

学校秉承“对接深圳支柱产业，打造信息技术特色”的办学定位，

坚持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原则设置并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建立产业结构

调整驱动专业改革机制，专业设置始终围绕“四+七+六产业”为核心：

重点围绕深圳市高新技术、金融、文化、物流等四大支柱产业和生物、

新能源、互联网、文化创意、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

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瞄准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机器人、可穿

戴设备、智能装备等六大未来产业，不断拓展新专业。 

通过调整优化传统专业，积极扶植新兴专业，重点培育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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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资源，均衡协调快速增长 

（1）生师比。生师比是指每位教师承担培养学生的数量，是评

价学校教师充足程度和教师工作负担的重要指标。2018 年，学校生

师比为 16.41：1，本年度学校调整了专任教师与校内兼课人员的统

计范围，故生师比较去年有所放大，但随着我校新入职教师的到岗，

生师比将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2）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2017年学校双师素质教师比例在

高位保持稳定，达到 86.74%，该指标远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5９.81。 

（3）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学校本年度生均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值为 42167.14元，远高于教育部评估优秀标准要求 5000元，2018

年度学校加大教学科研硬件条件建设力度，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明显增长，该数据明显高于广东省高职院校平均水平 9430.09元。 

（4）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学校生均教学及辅

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达 17.93 m2/生. 

（5）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该指标反映校内实践教学设备

的满足程度，本年度该数据为 0.78，由于学校专业以信息类为主，

日常教学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实训室机房进行，所以本项指标总体上

比其他高职院校要高。 

（6）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学校校园网主干最大带宽为

10,000Mbps。 

（7）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2017-2018 学年，学校教学计划内

课程总数达 1543门，其中线上开设课程数为 398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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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资源表”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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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首届全国高职院校教学资源 50强 

 

 

 

 

 

 

 

 

 

 

 

 

 

3.3 质量工程，着力引领教学改革 

学校高度重视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作，以项目为抓手，出台了

系列管理和激励措施，不断培育、推进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目前学校

“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具体情况如下： 

专业项目：建设国家骨干校重点专业 4个，央财支持高职院校提

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专业 2个，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4个，国家级专业类示范专业点 2个，省级示范性专业 4个，省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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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专业 11 个，省级重点专业 5个，省一流校高水平建设专业 6 个，

省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1个，校级重点专业 12个。 

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7门，省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 30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8门，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18

门，校级精品课程 48门。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建设国家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3项，省级教

育数学改革项目 49项，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266项。 

实训基地项目：建设省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11 个，省级公

共实训中心 1个，校级示范性实训基地 23个。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12个，深圳市高职教育校外公共实训基地 42个，在建校大学生校外

实教学基地 22个。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建设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40项，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70项。 

教材建设项目：建设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项目

9项，“十二五”职业教育教材项目 35项，校级教材项目 144项。 

教学团队：建设国家级专业课程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7

个，校级教学团队 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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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教学场景 

 

3.4 产教融合，共谋校企协同发展 

产教融合是学校发展“双轮驱动”战略中的一极，学校聚焦 IT

信息服务业、高端智能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等技术领域，面向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深化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挥校企合作办学的积极作用，加快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在推进产教融合的过程中，努力构建产教融合的完整体系，包括

三个层级：宏观（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理念）、中观（产教融合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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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建设、专业建设等）、微观（产教融合的课程建设和资源整合等），

在此指导下，学校有步骤推进产教融合。 

2018 年学校启动了《奋进计划定方向，创新强校立标杆》的三

年奋进计划的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机制作为学校十三个重点工作之一

列入其中。学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以及《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文件精神，紧贴深圳地方经济

发展需要，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大力建设与地方政府重点规划产业相

关的专业（群），打造了一批国内领先的拳头专业，提升了专业支撑、

推动、引领产业发展的能力。 

此外，积极开展与行业、企业联合开发优质教育资源，大力支持

‘互联网+教育培训’发展，建设符合现代职业教育要求的数字化教

学与信息化管理平台，推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实施互动的远程教学。

通过机制创新，不断完善企业兼职教师聘用制度，构建专职教师与兼

职教师结对互补机制，利用教师实践企业基地，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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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ҿ 2018 Ὴ ҟ Ӑ Їᾥⅎ⌐ Ὺ

Ⱶ ΐ ֥ ᵲЇ2018 3 15 Ґ Ї ғ Ḫ

ҟ ֥ ᵲᴰ Ї ɻ ∕ ɻ

Ḍ ָⱵ ₴ ᴰ ɼ Ά ӫ ∏ Ї Ї 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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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龙岗区开展合作 

 

 

3.5 校企对接，专业实现精准育人 

学校大力对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理念，按照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要求，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

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3.5.1探索“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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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技术专业、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会计专业等专业联合深圳市行企龙头，整合校企资源，从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课程建设平台开发、实训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以及校企双导师

队伍建设四个方面出发，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建设基于“现代学徒制”

的人才培养体系，使学校专业建设和发展紧密关联企业用人需求，形

成校企网状的资源共享新局面，实现人才培养与就业质量的双提升，

最终建立集人才培养、服务合作企业、服务创新创业为一体的产教融

合平台。 

3.5.2推进“人才多元订单”培养模式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以弹性学分制改革为契机，对学生分层次进

行不同的订单式培养，形成人才多元订单培养模式。在第一到第四学

期，培养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在第五学期实行“大众订单”式培养，

第六学期将学生分成三类，一类采用“企业冠名订单班”培养模式，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一类采用“岗位订单班”培养模式，其余采用顶

岗实习培养模式，毕业后通过双向选择进行就业，实现了精准育人。 

3.5.3发挥职教集团办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作用 

充分发挥深圳 IT 信息职业教育集团校企合作办学指导委员会的

作用，根据信息行业的发展，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要求，与学校共同制

定学生培养方案，指导学校专业设置、专业建设、队伍建设、实训基

地建设、文化建设等，推进学校与合作企业在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

工学结合、毕业生实习与就业、科技开发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促进

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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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职教互通，构建特色职教体系 

2018 年，学校在构建多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方面获得新

的突破，除了继续坚持“三二分段”招生以外，还与省内本科院校联

合培养四年制本科生，在三个专业正式招生 180 人。 

（1）三二分段 

为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广东省在

2010 年启动对口自主招生“三二分段”，解决中高职衔接培养高素

质技能型人才的紧缺问题。我校作为省示范高职院校，在 10 个专业

进行了试点。 

2017-2018 学年学校继续开展“三二分段”招生培养改革试点，

移动通信技术专业、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和智

能控制技术专业等 4 个专业开展三二分段招生，共录取 180 名学生，

近 3 年的相关规模情况如下： 

表７ 近三二分段招生情况 

 ԑ  Ҙҟ   ָ   

2015 

ғ Ḫ  Ḫ  1 49 

223ָ 

  1 32 

֢ ғ   1 25 

ᴌ  ᴌ  1 35 

┼ ғ  ꜡ ғ┼  1 45 

┼ ғ  ┼  1 37 

2016 

ғ Ḫ  ꜠ Ḫ  1 51 

192ָ 

ᴌ  Ḫ  1 50 

┼ ғ  ғ┼  1 46 

┼ ғ  ┼  1 45 

2017 
ғ Ḫ  ꜠ Ḫ  1 50 

180ָ ᴌ  Ḫ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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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ғ  ғ┼  1 46 

┼ ғ  ┼  1 52 

 5ү  10үҘҟ 14ү 595ָ  

 

为做好培养工作，三二分段专业积极开展行业、企业用人需求调

研基础上，按照基于工作过程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开发方法，以

专业调研为起点，分析职业岗位群的职业能力，通过组织召开学生座

谈会、教师座谈会和企业专家参与的头脑风暴会议，确定职业工作岗

位、职责、任务、流程、能力和职业素养等。现三二分段专业均构建

了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其专业课程以岗位群职业能力为基础，满足

岗位拓展与能力可持续发展需求，侧重培养专业核心技能、职业核心

能力，实现中高职课程体系全面衔接。专业还配套完善了专业实训室，

并针对三二分段学生的特点，配备了具有丰富学生工作经验的专职辅

导员。 

通过 2018 年工作，三二分段专业建立了较完善的中高职衔接教

学管理组织机构、教学运行管理机制和质量评价体系，提升了中高职

衔接人才培养水平，推动了学校相关专业创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培养质量。同时也有效促进

了对口中职学校内涵发展，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和吸引力。 

（2） 本科招生 

为丰富技术技能人才的学历层次，满足深圳市区域经济发展对技

术人才的学历层次要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我校一直在筹备本科

层次的职业教育，经过 2017-2018 学年的精心筹备，在 2018 年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我校正式试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

育，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合作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 

ɀ ᶡ 10Е ғ ҡ 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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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保障 

4.1 政策引导与分析：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 

学校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深圳市人民政府

举办的公办全日制高等院校。近些年来深圳市政府正在补足高等教育



35 

ɀ ᶡ 11Е Ὴ ᴰ ָЇΆ ӫ ∏

ҿ ҏ  

Ὴ ᴰ Ї Ά ҐЇῊ Ά Ї

ᾫ Ӏӎ ᵣЇ Ҳ ᴰӀӎ Ї ᴰӀӎ⸗

Їӥ ӫ ָЇŅ ЇӤ ָņЇ

Ņָ ҅ה ņɼ 

Ὴ Ὴ ᴰ Ї ָ ɼ9 28 Ґ Ї

Ά ∏ ӫ қהŅװ ∕ҟ └қ ņҿ Ї 30

2018 ש ԋ҅ ⌡

Ņ ҅ ņЇ

Ņ ҅ ņЇּיִו

ӥ ӥ Ҳש ᴰ

Ӏӎ ғ ɻ

Ї ᴮ ∕ ∕ҟ

Ґ ₵Ņ ∕ņ ғ ғ Ņ

↔ņ Ї ָ

ꜗ Ѓ ɻ ɻ ꜠ɻ

ЄЇ ָ Ҏ ᵩ Ѓ

ɻ ɻᵩ ЄЇᾥⅎ⌐

ҵ Ї ָ

ᾩɼ 

∏ӫ ҅ Άװ ԝ

꜠ɻ Ὺ

ῇԋ Ї ԋ

Ї ԋŅқ ∕ҟ

ņ Ņқ ņ

ɼ ԋ Ņ Ҳ

ΐ֥Ά Ҳ ņɻŅ Ҳ



36 

ᴰӀӎ Ҳ ņɻŅҲ ᴰӀӎ ῇ ņש Ҏү

ҲЇҲ ԋ ɻ └ Жא

40 Ї∏ӫ Ҳ ᾩ ɻ 40

Ⱶɻ ∕ ɻ ԎⱵᵣ Ὴ ╦∆

Ї ԋ 40 ה └

Ӄқ ɼ ש ԍ ᶕ Ї Ї∏ӫ

ӥԋʃ ↔(2017ŀ2030 )ʄ Ҳΐ ῏ Ὴᴰ

Їּיִו ᴂᵲҿ ש ָ ɼ 

∏ӫ Ї ꜠Ԑᶡ ҵ Ї

ЇẦ ɻ ɻ ԝ꜠Ж Ὺ Ї ᵣ Ї Ҳ ΐ

֥Ά ∕ҟ Ї Ņ ņЇ Ԑɻ ӥ

ԐЇ Їⅎ ɼ 

 

4.2 专项建设与成果：“奋进计划”加速学校发展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 2018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教

政法〔2018〕1号）文件中提出“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计划，实施职业教育质量发展攻坚战。”的工作布置。学校党

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服务的新需求，

结合学校高职教育建设发展实际，在学校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成果

和实施“广东省一流校建设计划”、“创新强校工程”的基础上，决

定启动“奋进计划”（2018—2020 年）（下称《奋进计划》）编制

工作并同步实施建设。 

2018年 3月，学校发布了《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奋进计划”

编制说明》，《奋进计划》以《高水平院校规划》为基础，以确保进

入全国前 50位，争取进入前 20位，居全国电子信息类院校第一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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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其中专业以进入全国同类专业前 3 为目标），包括 24 个子项

目，其中 10 个专业（群）建设项目。2018 年 8 月 30 日，学校组织

开展了《奋进计划》“挂图作战”仪式，各子项目将项目雷达图分析、

建设进度甘特图表、标志性成果表等呈现给全校师生。 

 

4.3 专项建设与成果：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面向“互联网+”时代教育要求，学校着力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

推动优质教学资源校内使用、校外共享。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日，

学校建成国家教学资源库 2个，入选备选库 1个。网络技术专业教学

资源库整合、优化了国内外优质的网络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实现资源

的整合和开放式汇聚。数字媒体专业群教学资源库项目紧密对接我国

文化创意产业，以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为指导，整合国内外院校、企

业等合作单位的力量，建成了具有“泛在化、国际化、智能化、开放

化、精品化”特色的数据仓库型专业教学资源库。投资与理财专业教

学资源库助力“中国梦-致富梦”，响应“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服务“一带一路”，面向金融产业群，关注国际最新投资理财知识与

工具，致力于为我国高职投资与理财专业打造标准化与个性化兼顾的

教学平台。 

学校目前有省级教学资源库两个：移动通信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及投资与理财专业教学资源库；4个校级教学资源库。学校通过 3个

国家专业群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为引领，构建了国家级、省级和校级的

“点-线-面”的资源库建设体系，推动了信息技术与专业教学资源的

深度融合，提供了支持定制化教与学的平台、企业宣传的窗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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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园地、技术交流的社区和人才供需的桥梁，提升了人才培养质

量，增强了产业服务能力。 

 

4.4 专项建设与成果：落实《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的总体规划，结合学校

的实际发展情况，2018年度，学校行动计划落实情况具体如下： 

（1）向国际一流标准看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学校向国际一流标准看齐，与德国美国、加拿大、瑞士等职业教

育发达国家广泛合作，引入优质教学资源，实施师生交流、学分互认

等合作项目。引入德国“双元制”先进职业教育标准，借鉴德国职业

教育培养模式、理念、标准和课程，积极推动德国产教融合理论和实

践在中国的本土化教学，努力构建具有深圳特色的产教融合职业教育

话语体系和现代高职人才培养方案。 

中德学院于 2017 年 9 月正式招生，双元化理念，精品化教学，

小班化管理，个性化发展，首批设置两个专业，共计招生 141名。 

三年后，学生们完成高职全部规定课程并通过相关考试者，获得

中方专科毕业证书；通过德国技术员证书及工程师助理资格考试者，

即可获得德方颁发的相关证书，增加就业竞争力；有进一步学习深造

意愿的同学，可选择高职转本科环节，凭借技术员证书，在达到德语

要求的前提下，申请赴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取得相应

本科证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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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设中提出“围绕提升专业教学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健全专科高

等职业院校专任教师的培养和继续教育制度。完善以老带新的青年教

师培养机制；建立教师轮训制度；专业教师每五年企业实践时间累计

不少于 6个月。”过去 3年，学校通过引进优秀教师及培养校内教师

相结合的方式，打造深信师资队伍强校工程。我们开展了高水平师资

队伍建设工程。 

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深化三项改革（深

化用人管理制度改革、深化绩效考核制度改革、深化职称评审制度改

革）、完善三项机制（构建有效激励机制、强化约束监督机制、构建

分类发展机制）和打造六项工程（教师发展中心建设、高层次人才引

进、领军人才培养、青年教师成长、兼职教师提升、师资团队培育）。 

学校实施教师分类发展，坚持教师立体培养，分层次、有重点、

多形式地促进教师能力水平提升。学校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以师徒

制为抓手，通过教学名师和师傅“传、帮、带”作用，培养提升青年

教师教学能力。 

目前，学校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1人、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人；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2人,

讲座教授 2人，广东省教学名师奖 4人，广东省“特支计划”教学名

师 3人，深圳市“鹏城学者”特聘教授 2人，讲座教授 2人，深圳市

政府特殊津贴 1人，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教师奖 1人，深圳市高层次

专业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 9 人，后备级领军人才 21 人，海外高层次

人才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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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优质资源，促进信息化教学改革 

《行动计划》任务（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中第 5点推进信息技

术应用提出“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构建国家、省、学校三

级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国家级资源主要面向专业布点多、学

生数量大、行业企业需求迫切的专业领域；省级资源根据本地发展需

要和职业教育基础，与国家级资源错位规划建设；校级资源根据院校

自身条件补充建设，突出校本特色。”学校过去三年积极利用信息化

手段，形成有深信特色的信息化教学平台，建设国家、省、校三级教

学资源库，不断深化信息化教学改革。 

以信息化手段培养契合区域产业布局的技术技能人才，以移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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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成熟技术服务管理理念为引

领，构建一个“以人为本、面向服务”的全面、安全、便捷、高效、

稳定的信息数据技术环境，建成具有高度感知和协同服务能力的智慧

校园。强化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对

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的支撑作用，

实现校园公共服务系统化和管理决策科学化，有效服务广东及深圳创

新发展战略，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4）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牵头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产教联

盟 

2017 年 12 月 19 日，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成立大会

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召开。首批加入联盟的成员单位 105家，深

信院当选理事长单位，孙湧校长当选理事长。 

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大会讨论通过的《粤港澳大湾区

职业教育产教联盟三年工作规划（2018-2020 年）》围绕“大湾区、

新职教、新标杆”建设主轴，本着“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为指导思

想，进一步细化了联盟的目标定位，制定了具体的发展规划。 

联盟将充分调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推动产教融合

和校企合作，发挥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各自的资源优势，优化资

源配置和功能整合，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运行机制和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促进职业教育对接产业、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满足需求，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 

（5）以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的培育为着力点，实施教师与学生

“双主体”提升工程。 

强化教师理想信念教育。成立党委教师工作部，统筹指导教师党



43 

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健全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各二级学院每月安

排 1个周三下午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纳入继续教育学时（每半天按 3

学时计算）。强化青年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

注重老教师的传帮带，增强青年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担当。对新调入

专任教师实行师徒制和坐班制。加强教师教育管理和纪律约束，对违

反法律法规、校规校纪的，要依法依规及时处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为依托，坚持“先培训，

后上岗”的原则，以课程任务为牵引，以集中培训和师徒结对为抓手，

开展新教师培训。建立中青年教师社会实践和校外挂职制度，以青年

教师下企业为抓手，实施教师参加企业实践制度，专任教师每 5年必

须累计不少于 6个月参与企业一线实践或挂职。 

强化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培育。构建职业素质教育体系，设立职

业素养教育“专家工作室”，精心设计、统筹规划高品质课程，强化

职业素养实践，推进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培养的融合。挖掘专业教育

中的职业教育内容，在专业教育中渗透职业精神的培养和职业能力的

提升。推进产业文化进教育、企业文化进校园、职业文化进课堂，培

育“工匠精神”。 

 

4.5 自主招生与成效：招生改革助推学校发展 

我校 2018年自主招生于 3月 1日开始接受网上报名，3月 10日

截止报名。本次报名人数普高 2522 人，另有 7 个中职生申请免试。

根据我校 2018年自主招生章程，按照专业招生计划数的 1：1.5的比

例确定入围校测考生名单，确定了普高 681名考生入围校测，入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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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在我校招生信息网进行了公示。经提交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及广东省

招办核定，我校普高自主招生录取了 515人。另有 7位中职学生提交

了获得免试入学资格的相关获奖证书，并通过省教育厅的资格审核。 

本年度我校的自主招生的成效表现为: 

（1）生源稳定。从报名情况来看，报名人数由 2017 年的 3132

人降为 2522人，报名人数略有下降但仍稳定保持在高位。 

（2）平稳有序。自主招生是选拔性的升学考试，各种要求都非

常高，整个过程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我校在报名、审核、校

测等环节制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各项工作按照规章制度平稳有序推

进，未出现任何差错和事故。 

 

 

 

 

 

 

                 图 我校自主招生考试现场 

 

（3）零投诉。在考生报名、审核及录取等环节，未接到任何形

式的投诉，顺利完成招生计划。 

 

4.6 质量监测与评价：保障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十分重视教学质量监测与保障工作，积极实施教学业绩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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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绩效评价机制，不断完善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依据我校教

师教学特点及多年来发展变化趋势，以《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为

主体文件，2009年颁布实施，于 2012、2016年历经两次修订，目前，

已全面启动第三次修订工作，此次修订重在促进从传统教学评价到全

面教学质量管理的内涵式发展。相应配套相关制度文件 20 余件，机

构及工作人员工作职责 15 件，现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 

据此，本学年对全校任课教师共计 786人的教学情况进行全方位

评价监控，完成督导听课 1740次，巡课 1237次，学生网上评教率达

97.46%，教学质量优秀人员达 304 人；根据我校实际教学工作进程，

通过开学初教学工作自查、实训月教学督查、三阶段教学文件检查等

多项专项工作，针对各类型、各环节对教师教学进行全程化教学监控

与保障；建立三级教学信息采集与反馈人员队伍，即校级专职督导员、

院（部）督导小组及学生教学信息员，共 464人，形成多元化教学信

息采集与处理方式，多方合力畅通教学信息反馈渠道。 

结合实际教学工作进程，组织完成了开学初教学工作自查、实训

月教学督查、三阶段教学文件检查等多项专项工作，通过加强教学过

程的管理来确保教学质量。 

4.7 自我诊断与改进：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学校围绕“一个体系、一套指标、一个平台、一套机制、一条实

施路径、一类文化、一批试点专业、一支团队”的“八个一”建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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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进行内部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的建设。以国际化职业教育视野，

借鉴国际权威认证所遵循的核心理念，基于现代管理理论，立足学校

“十三五”规划和“一流院校”建设，建立“五纵五横一平台”+“质

量立方”两维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五纵”指决策指挥、质量生

成、资源建设、支持服务、监督控制五个系统，“五横”指学校、专

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一平台”指智能校园质量管理平

台；“质量立方”指对专业进行基于“人、财、事”三个诊断面的评

价和改进，并能直观形成专业间的横向比较和同一专业不同时间序列

的纵向比较。）完善“质量立标、质量监测、质量控制和质量提升”

管理流程，形成常态化、网络化、全覆盖、具有较强预警功能和激励

作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实现内部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

升。从而提高学校治理水平，增强办学实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和社会美誉度，最终把学校建成“实力雄厚、特色鲜明、国内

一流、国际水准”的高职强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

断与改进试点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299 号）文件精神，

我校于 2017 年 1 月全面启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工作，8 月获省

厅试点院校立项批复，加紧推进内部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建设。 

本年度结合学校机构调整工作，现已完成从原教学督导室到质量

管理中心的升级调整，以此全面统筹学校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与实施；

完成质量体系主体建设方案及配套报告、方案的制定；通过“智能校

园质量管理平台”招标前的功能和技术论证；进一步打造形成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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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和社会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定期检查、反馈并持续改进质量

评价、反馈与改进机制（如图）。 

 

图  学校质量监控与保证组织架构 

结合学校机构和岗位调整，统筹全局，合理选择诊改切入点，着

眼“点、线、面”谋篇布局，有的放矢，渐进有序推进内部质量诊改

工作的展开。学校内部加强学校、各二级学院及专业教研室三级质量

督导队伍的建设和运行，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建立联合巡察机制；外部

加强利益相关方及校外第三方组织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全面

启动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麦可思数据（北京）有限公司等业内权

威机构的合作，针对学校在校生学习与发展情况、生源质量、学生成

长质量、教学质量、应届毕业生质量、毕业生三期发展、三方满意度

调查和师资保障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价。 

4.8 经费筹措与投入：全力保障教育教学需要 

我校 2017 财政年度办学经费总投入为 107,837.98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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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拨款 30,094.10 万元（生均拨款标准 1.9 万元/生），其他财政

拨款 61,821.11万元，事业收入 15,357.53万元，其他 565.24万元。 

按全日制高等职业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年生均财政拨款

水平 31362.75元。 

我校以世界一流应用技术院校为标杆，以加快职业教育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动力，以加快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为突破口，推进创

新强校工程和省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全力打造“有特色国际化一流职

业院校”。学校办学投入经费主要用于学校日常运作、日常教学、教

学设备采购、教育教改、图书资料购置、师资建设、社会服务、校外

实训基地建设、毕业生实习补贴等。 

表８ “落实政策表”相关指标 

 ᵣ 2017  2018  

1 
 ᾣ 26473.77 31362.75 

ῚҲЕ Ҙ  ᾣ 8816.36 9799.86 

2 

┼  ָ 939 939 

 ָ 1135 1139 

ῚҲЕҘᴑ  ָ 520 513 

3 ᴗҟ ᶱ Ὺ ẅ Ҍᾣ 5 0 

4 
ᴗҟ ӥ  ᾣ 3140.04 2553.10 

ῚҲЕ Ҙ  ᾣ 3140.04 2553.10 

5 
ᴗҟ ӥ ᴑḦ  ᾣ 32.81 22.50 

ῚҲЕ Ҙ  ᾣ ŀ - 

6 

ᴗҟῡ   79411 42183 

ᴗҟῡמ  ᾣ 5648774.08  6727705.53 

ῚҲЕ Ҙ  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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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外合作 

5.1 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对外交流提升国际影响力 

2018 年国际合作取得多方面突破，亮点不断。学校共接待境外

来访 11 批 41 人，派出教师培训、科研合作、洽谈合作、留学共 19

批 122人。学校开启“一带一路”留学生项目，交换生项目；开拓新

的赴国外交流生项目；中德学院顺利通过德方评估；学校开拓与芬兰、

英国、丹麦、澳大利亚等国多所教育机构的合作项目。 

（1）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人数（一年以上） 

2018年度达 34人，本年度我校获得零的突破。 

（2）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量 

2018年西双版纳留学生基地培训 203位外籍学生，培训时间为 5

天,折算 1015人日。 

（3）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含港澳台） 

本年度我校有 32名学生赴加拿大开展专业实习，时间为 90日，

折算 2880人日。 

（4）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含港澳台）时间 

本年度先后有 9批次专任教师赴国（境）外开展各类指导和培训，

分别是：李钦等四位老师赴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实践教学指导 20 天折

算 80 人日；柳伟赴英国萨里大学指导 19 天折算 19 人日；罗德安赴

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研发 7 天 折算 7 人日；周泳全等 4 人赴

德国 Edgewave、Fraunhofer激光研究所研发 9天折算 36人日；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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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3人赴德国 Fraunhofer研发 8天折算 24人日；孔令晶赴澳大利亚

斯威本科技大学研发 12 天折算 12 人日；张运生、胡凌、罗欢老挝

巴巴萨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塔亚武里皇家理工大学指导项目折算 24

人日；马艳红赴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研发 365人日；冉智霖赴美

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研发 90人日。 

（5）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任教师数 

本年度我校有 26 位专任教师在国（境）外组织担任相关职务，

分别如下： 

           表９ 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任教师一览表 

   ᴑ ꜙ 

1 ӂ Google ᵲ  Ҙ  

2  ARM ᵲ ↔ 
ARM ᵲ

 

3  ARM ᵲ ↔ 
ARM ᵲ

 

4  CCBR ᴰ   

5  ᴌ ЃҲ Є  

6 Ԝ  ᴌ ЃҲ Є  

7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⅜ 
ָ 

8  Google ᵲ   

9  Ҍ ЃW3CЄ Ѓ ‼ ᵲЄ 

10  ᴵ IEEE 1857 ‼   

11  
῝ ָ ғ ᴰᴰ ɻ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  
ᴰ ɻ ָ 

12  

⅜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ncertainty, Fuzziness and 

Knowledge-Based Syste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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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Ὴ 

Raylase AG ῎  

⅜ЕJournal of Loss Prevention in the 

Process Industries 

⅜Е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System 

 

Ҙ  

Ҙ  

14  CISSP ῳḪ ῊҘ  Ҙ  

15  ⅜ЕIEEE Transactions on Broadcasting ָ 

⅜Е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 

⅜ЕWireless Networking ָ 

16  IET communications ⅜ ָ 

17  OSA ᾩ ᴰ ָ 

18 Ḧ ⅜Е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curity and Networks 

ָ 

19 Ҿ ⅜ЕAdvance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20   ῳ ҟ ᴰ ῳ  

21 ᴵ 

⅜Е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 

⅜Е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 

22 ᶉ   

23 
Vijayakumar 

Bhagavatul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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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上述境外学校合作的过程中，相关专业的 39 门课程标准也

被采用。 

（7）国（境）外技能大赛获奖数量 

本年度我校有二个项目在国（境）外斩获奖项，计算机学院陈昌

明、黎利聪、潘梁等同学在华为大学生 ICT大赛 2018全球总决赛中，

获得企业网络（网络融合）全球一等奖；数字媒体学院郝志刚、陈敏

乐、李家琪等同学在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中获“大国工匠单元微

电影奖”，获奖作品：微电影《团圆》。 

表 10 “国际影响表”相关指标 

 ᵣ 2017  2018   

1 
Ὴ ┼ Ѓ Є ָ

Ѓ҅  ҏЄװ
ָ 0 34  

2 
Ὴ ┼ Ѓ Є ָ

 
ָ  870 1015  

3 
Ņꜙ ₴ ņᴗҟ

Ѓ Є ӥ  
ָ  0 2880  

4 
Ҙᴑ Ѓ Є

 
ָ  409 672  

5 
Ѓ Є ᴑ ꜙ

Ҙᴑ ָ  
ָ 18 26  

6 

Ѓ Є Ҙ

ҟ ‼  
ү 1 5  

Ѓ Є

‼  
ү 12 39  

7 Ѓ Є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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ɀ ᶡ 13Е ғ ῒԓ ᵲ 

2018 5 10 Ґ ЇҲ ֢ ᴰ ◖ ӫ ҅ ɻ

֢ ҟ ӫ ɻ ҟ ɻ ҟ

’ ◖ ɻ Ҳ ◖ ɻ ҟ

ᴰ ᾤ Ї Ḫ Їΐ Ḫ ҟ

ῒԓ ᵲ ᴀ Ї ꜘҲ ҟ

Ḧ ᵩ ᴰɼ ҟғ Ж



54 

 

▇ ᶡ 14ЕҲ ᵲ Ї ⌐ ᵆ  

Ҳ ᵲῊ ɻ ɼ ᴦ⌐֘

ғ ԓ 2016 9 12 ʃ ҟ ᵲ ʄЇ”

ҟ ᵲ⸗ Ї “Ҳ ”ɼ ῇ “ ᾣ┼”ᾨ

ҟ ‼ЇṨ ҟ ῠ ɻ ɻ ‼ Ї ꜠

֥ Ҳ Їꞈ Ⱶ Ί ֥

ҟ ᵩ ש ָ ῠ ɼ 

Ҳ ԓ 2017 9 Ї ᾣ Ї Ї Ї

ү Ї ҩүҘҟЇΐ 141 ɼҎ Ї ᴂ Ὴ

ῗ Ї Ҳ Ҙ ҟ ӫЖ ӫ

꜡ Ї ῗ ӫЇ ꜘ ҟ ԎⱵЖ ҅

ӥ Ї Ї₧Ṩ ӫЇ └

╦ ҐЇ ӥЇ ӫɼ 

2018 4 20-28 Ї ҟ ¥ ᴠײַ

ש ҅ 7ָ Ї Ҳ 2017 5 װ

ᵩ ‟ɼ 

Їש Ҳ ҅ ‟ ԋῊ

ᵆЇῚҲЕ ᵆ Ї ᴌ Ὴ ᵣ ᵆЖ Ї

ԋҿ Ҏ ⅎ ⅎҘҟ ɻ Ҙҟ Ж ᴗ ᵲ

Ї ԋ ҵ ꜠ ῎ ɻ ∕ ῎ ҿ

῎ Ж Ї ԋ ҟ Ҳ Ж ῠ Ї

Ҳ Ὴᵩ ⸗ԋҩ Ҙ Їב ԋ ҟ 4.0 Ҙ

ῗ Ḫ Ї ғ ֢ ɼ 

ᵆЇ ש ҅ Ҳ ᵲԍװ ᴍЇ ᵩ

ᵆ ᵲЇ Ҫ ⁵Ж ᵆ Ї‼ ᾥ ῊЖ ᵲЇ

Ж ᴗ ᵲЇ Ж ῠЇ√ ɼ Ҳ ҩү

Ҙҟ ɻ ɻ └ ᴦ⌐֘ ‼Ї

⸗ ɼ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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ɀ ᶡ 15Е ₴ ꜘ ֢ ӥɻ ῇꜘ

 

2017 6 Ї ꜘ ֢ Ї ꜙ ɻ

ɻ 29 ᴮ ₴ ֢ ɼ 

2018 6 Ї ꜘ ֢ ғ ᴗ ӥ Ї

ꜙ ɻ ɻ ɻ 23 ᴮ ҿ

ԑ ₴ ֢ ӥ Їԓ 9 18 ꜘ Ҿ ֢

Ӑ ɼ 

1 ԋ ꜘ ɻ Ї Ж

3 Ҙҟ ⅎ ӥ ῗҘҟ Ї Ҙҟ Ї ꜘῇ ᴗҟ

ӥ Ї ғҿŅ ₴ ņ ᴗҟ ғ ꜙ ӥῪ ɼ

ꜘ֢ ӥҿ א ֢ ᶱ ɼ Ї

ꜘ ҿ Їҿ ɼ Ї ᵲЇҿ

ᶱ ֢ ӥ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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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谢尔丹理工学院教师与我校交流学生合影 

 

 

 

 

                加拿大汉博理工学院教师与我校学生交流 

 

5.2“一带一路”，精心打造深圳西双版纳老挝三方合作项

目 

为加强人才培养交流与合作，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澜湄

合作”战略规划，学校精心打造深圳信息学院联合版纳职院与老挝巴

巴萨职院三方合作项目，以深圳信息-西双版纳国际留学生基地推进

项目深度合作，以与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为东南亚留学生培训

计算机前沿技术为突破口，为东南亚地区国际学生提供计算机领域最

新技术的培训，为学校在东南亚国家进行职业教育援助和优势资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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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方面，提供窗口桥梁作用。 

学校于 2018 年联合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与老挝国的巴巴萨职

业学院签署三方合作协议，致力于开展教育合作、产学研合作和科研

成果产业化合作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探讨互设国（境）内外教育中心

（或工坊），开展学历教育或非全日制高端培训项目；探索相互承接

国（境）外行业、企业或政府针对国（境）外社会或区域性经济发展

需要，有针对性开展技术类、语言类、专业建设、城市创新与管理等

专题培训；探讨成立中老职业教育联盟，与中国和老挝的高科技企业

合作开展学生顶岗实习、教师科研成果产业化等工作，使学校的教育、

科研成果在双方国家实现产品转化，形成共赢局面。 

2013年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深圳信息-西双版纳国际留学生基地”

挂牌以来，该项目实施五年已为 390余名东南亚地区国际学生提供了

计算机领域最新技术的培训，受训学员主要为来自老挝、缅甸的留学

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在其国家政府机关、海关、教育机构、旅游等部

门任职。 

ɀ ᶡ 16Е Ḫ - - Ҏ ᵲ 

ҿ Ņ ↔ņ Ї Ї2018 9

Ї ғ ҟ ΐ Ї ῠ Ї

ῠ Ї ╦ 4 └ ῳ ӥЃ3ָ ῗ

ғ ҘҟЇ1ָ Ḫ ҘҟЄɼ 

2018 9 ҟ ғ ҟ

Ҏ ᵲ Ї Ⱶԓ ᵲɻ֥ ᵲ ֥ҟ ᵲ

ү ᵲ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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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信息学院、西双版纳职院、老挝巴巴萨职业学院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深圳信息-西双版纳留学生基地国际学生培训 

 

5.3 港澳台合作，牵头成功创立大湾区职教产教联盟 

学校积极拓展与港澳台交流和教育输出模式，近年来先后与台湾

13所应用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自 2012 年与台湾地区高校开展合作交流以来，学校先后派出 7

批次，计 255名学生赴台湾地区朝阳科技大学、龙华科技大学、树德

科技大学等 5所高校进行为期半年的交流，部分学生从毕业后继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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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并考取台湾高校专插本学位，2018 年有一位毕业生被台湾高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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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职业教育对接产业、扩大规模、提高质

量、满足需求，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首，成为深圳创新发展的

基础，也将成为粤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撬动点，成为深化粤港澳全方

位深度合作的动力源。学校将继续立足于珠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为粤港澳大湾区产教合作起到

促进推动作用。 

ɀ ᶡ 17Е ҟ ֥ ғ  

2018 6 1 Ӄ Ņװ ɻש ɻ ņҿӀ

ҟ ֥ ᴗ ᵲ ғ ᴀ ɼ ש ғ ҿ

῎ ɻ Ḫ ᴓ ῎ ɻ360ᴗҟ Ὴ Ѓ ֪Є ῎

ɻ ֪ Ḫ ᴓ ῎ ɻ ЃҲ Є ῎ ɻ

ᾩ ᴓ ῎ ɻ ֪ Ḫ ῎ ɻ Ḫ Ὴ

ᴓ ῎ 8 ᴗҟЇ Ὴɻ ԋ ᵲ ɼ

ᵲῪ ָ ῠɻ ɻ ɻ∕ ɻ

ᴕ ɻ ɻ ɼ ꜠ ҿ

Ҳ ɻ Ὴ ҩ ԋ ɼ 

 

 

 

 

 

 

 

 

 



61 

 

揭牌和签约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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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贡献 

学校努力实践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创

新的四大使命，突出职业院校的特点，强化社会服务职能，努力构建

社会服务工作体系，取得了连续三年入选全国高职院校服务贡献 50

强的成绩，学校在 2018年继续履行服务社会职能，在服务国家战略、

服务西部、服务行业战线、服务企业、服务社区等方面不断推进与创

新。 

表 11 “服务贡献表”相关指标 

 ᵣ 2017  2018  

1 

Ὴ ┼ ָ  ָ 15844 15450 

ҟ ָ  ָ 5551 5166 

ῚҲЕ ҟָ  ָ 5069 4971 

ҟ ҟ Е ŀ ŀ ŀ 

A : ҟָ  ָ 5486 4910 

B :└ ҡ ҟָ  ָ ŀ 4 

C :└Ҳ ᴗҟ ꜙָ  ָ 4587 4585 

D :└ 500 ᴗҟ ҟָ  ָ 82 237 

2 

ꜙ└  Ҍᾣ 300.65 326.51 

ꜙ֥  Ҍᾣ ŀ 1632.55 

3 └  Ҍᾣ 664.20 2033.00 

4 ֢ └  Ҍᾣ 134.60 0 

5 └  Ҍᾣ 1273.61 531.73  

6 ῎ ꜙ ָ  5270 6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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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家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新时代的战略任务。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高校需要认真思考自身的使命和愿景，以服务国

家战略需要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行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

和担当。 

到 2020 年是我国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现在的大学生是我国未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中

坚力量和主力军，他们的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战略目标。  

在此过程中，我校以人才培养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与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以科技支撑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文化引

领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学校地处改革开放的先锋

城市，更有必要主动挑起高校的历史使命，为深圳培养各类急需的技

术技能人才，发挥教师队伍的人才优势做好科学研究，通过产教融合

主动服务社会。 

ɀ ᶡ 18Е ҟ Ї ꜙŅῊ ᴰņ

 

2018 8 14Ј17 Ї ҟ Ⱶ ḷ

Ӄ Ї ҟ 34 ⌐ ꜘҿ ḷ ӥЇ

₴ ԋ ҏ ҅ ɼ 

Ά ɻ◖ Ї ҟ Ά ◖ӫ ɻ ḓЇ

ҟ Ά ɻ ӫ ₴ ҟ῝ Ї ָԐ ЃΆ 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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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服务“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 

 “中国制造 2025”是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制造

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规划和行动纲领，学校各专业立足区域经济，

坚持“整合资源、构建团队、明确方向、服务社会”的原则，重点组

建信息技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智能

机器人等战略新兴领域技术服务团队，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发展提供

支持，服务“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 

首先，学校加强顶层设计。学校积极研究智能制造发展方向，面

对制造业新的发展要求，加强顶层设计。机电工程学院按照“中国制

造 2025”目标调整专业方向，加强智能制造相关专业建设，学院改

名为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并投入4000万建设了900平方米的工业4.0

生产线基地。为了落实中德合作学校设立中德学院，参照德国工业

4.0，按照双元制理念，精品化教学，小班化管理，个性化发展的院

长，设置了“智能控制技术”与“通信技术”两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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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强化优势领域。学校计划重点组建信息技术、大数据、先

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新兴领域技

术服务团队。2017-2018 学年学校为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光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

局、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提供多项技术创新服务，坚

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和绿色发展，同时还主动承担社会

培训、咨询服务等，实现地方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区域经济、响应

政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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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服务“脱贫攻坚”国家战略 

打赢脱贫攻坚战，人才是关键。要实现精准脱贫，离不开人才这

个“第一资源”。近年来，深圳通过教育援疆，建立以精准脱贫需求

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全力支持喀什教育发展，先后投入 17亿元

帮助喀什改变落后的教育现状。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学校高度重视对口扶贫工作，校领导

定期去帮扶单位走访考察，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2018年校长孙湧

带队赴喀什慰问援疆干部，走访了喀什大学和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充分发挥高校优势，选派优秀干部赴新疆参与喀什大学的援

建工作，援疆干部倾囊相授高校建设和管理的知识、经验和技术。我

校援疆教师王伟同志自 2015年 3月 18日起连续三年志愿参加对口支

援新疆喀什工作。援疆期间，他先后在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喀什大学

工作组和办公室工作，参与喀什大学新校区建设工程监管、教育援疆

联络、教务处和数统学院的教改实验、顶岗教学和实验室建设、援疆

物资调配、贫困帮扶、国语教育培训工作，协助处理工程建设投资、

质量和进度问题。王伟同志工作踏实，关心少数民族同胞，多次在当

地媒体上建言地区发展，真心奉献边疆民族教育事业，他的工作得到

了深圳喀什两地相关领导的肯定，他本人多次受到喀什地委组织部、

喀什大学、深圳市教育工委的表彰，先后两次被评为“深圳市教育援

疆工作先进个人”。 

2018 年 3 月，王伟同志出色完成了援疆工作的各项任务，获评

“第九批省市援疆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8 年 3 月学校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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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齐同志参加第四批援疆干部赴喀什大学参援疆工作。 

喀什大学现已成为南疆地区唯一一所涵盖文、艺、理、工、教育、

医学、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的高等教育最高学府，为喀什产业发展升

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为喀什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内生动力，力助喀什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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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服务产业 

学校结合自身实际，立足深圳，紧密结合支柱产业发展，坚持以

科研发展为服务社会的主线，坚持以应用为特色，以应用性研究和技

术开发为重点，以人才培养为抓手，以平台建设为载体，不断增强服

务地方产业发展的能力。 

首先，依托学校专业（群）建设，瞄准地方产业需求，构建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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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技术服务平台、研究中心等载体，搭建“机构-平台-团队”三位

一体的科研创新体系，服务产业需求。学校现有市级以上技术服务平

台 9个，有力地带动了学校服务产业的能力。 

其次，学校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激励教师开展技术服务，

密切教师与行业企业的对接度，定期组织教师深入行业、企业了解相

关技术需求，提高应用技术研究的视野和能力。 

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兴通信的芯片事件发生后，国家、省市提出

要发展我国的第三代半导体，学校迅速响应，在 2018年高交会现场，

与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深圳市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

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搭建第三代半导体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开展第三

代半导体的应用研究、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等，积极支持国家芯片的

发展。 

本学年度，学校在标志性项目、标志性成果、标志性平台建设方

面取得优异成绩，共获得纵向科研经费 2033 万元，横向技术服务到

款额费 326.5 万元，横向技术服务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显著，达

1632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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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服务地方 

学校紧扣深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地方发展。围绕深圳

市产业布局“四七六”特点：高新技术、金融、文化、物流等四大支

柱产业和生物、新能源、互联网、文化创意、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术、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瞄准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

深信物联网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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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可穿戴设备、智能装备等六大未来产业。 

首先，积极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群）。学校根据区域经济

发展和产业发展需求，积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

的建设，支持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例如，软件学院与 Google、

亚马逊等公司合作建设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群；计算机学院与华为、

思科等公司建设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电子与通信学院与第三代半导体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深圳市第三代半导体研究共建第三代半导体

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学校增设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物

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光电制造与应

用技术专业”等专业，已完成专家论证与申报。 

其次，加强区校合作。学校与龙岗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打

造政校合作平台，校区之间开展全面合作，实现区校深度融合。同时，

双方共同成立工作小组推进合作事项落地，今年以来工作小组召开多

次会议来推进双方的合作，由龙城街道办率先与学校实现全面合作，

从人才共享、技术研发、园区服务、党群中心等方面入手，实现区校

深度合作，有力的促进了学校服务地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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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服务中小微企业 

学校面向中小微企业积极开展技术服务。利用学校人才、技术等

资源优势，面向中小微企业积极开展“四技”服务，有力的促进了中

小微企业的技术进步、产品升级。 2017 年，学校与中小微企业新签

订横向合作项目 34项，获得专利 68项，服务年收入 326.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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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交通与环境学院的董志君老师依托学校土木工程研究中心与北

京中科百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武汉力创土木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开展混凝土的纳米尺度改性等合作，服务收入 130余万元。 

学校积极开展服务中小企业技术培训。为满足企业对转型升级以

及新技术的需求，我校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新员工或者技术骨干开展技

术服务与培训工作。针对企业对专业技术的需求，量身定做相应的课

程，为企业员工提供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培训。2018年为企业培

训 9569余人次，受到了企业的充分肯定和好评。其中，智能制造与

装备学院开展的《数控机床安装调试与维修》培训，年均培训 150余

人次，培训了伊朗 PCB生产厂等近 20家企业；管理学院开展的《银

行业务技能培训》、《Office办公软件应用》等培训课程，年均培

训 1900余人次，培训了兴业银行等 4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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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技术培训 

依托学校信息技术特色优势，以构建广东省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

地、深圳市教育局信息化培训基地为契机，积极拓展技术培训空间，

不断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按照标准化要求，完善

技术培训工作机制，开发标准化、模块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培训菜

单，充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行业和企事业单位员工技能培训的

需要，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人才素质与技能提升服

务，为区域企业的人力资源智力升级提供强力支撑。 

我校成功举办了 Google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全国师资培训、华为

物联网师资培训、微软 Office 商务应用公益培训、幼儿舞蹈教师岗

位能力师资培训、 “巾帼文明岗”妇女干部培训、企业英语口语培

训等技能培训活动，形成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人才培养

“立交桥”。智能制造与装备学院教师开发的激光及 PCB钻铣数控系

统进驻印度、中东、东南亚等高等院校，完成培训已有近二百人。 

 

6.8 成人与终身教育 

学校成人与终身教育坚持“以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教育质量为保

障，以合作共赢为宗旨，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面向社

会、融入市场、强化特色、打造品牌”的发展理念，创新办学发展模

式，实现教育培训两轮驱动，规模质量两者兼顾，形成学历教育与非

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与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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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效衔接的人才培养“立交桥”。 

我校设有继续教育学院传统统筹成人与终身教育。目前，继续教

育学院在罗湖、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坪山、龙岗、光明等区设

有 17个教学点，共开设有工商企业管理、物流管理、会计等 18个专

业，在读学生逾 5000人。招生人数 2017年为 1499人，学费收入 2018

年达 817万元。继续教育学院按照“稳中求进、进中求新、新中求变”

的工作总基调，秉承“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依托学校优质的教学

资源，凭借优势、特色的专业，稳定、规范的管理及良好的教学质量，

为一切有求学需求的人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为有志青年提供了发

展和提升的平台。 

继续教育学院积极推动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坚持学

历教育和培训并举，围绕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紧紧依托学校信息化

教育特色优势，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积极承接退伍士兵职业教

育和技能培训，构建全市中小学教师信息化培训基地，不断提升继续

教育影响力和社会贡献率；服务在校师生，共开展微软 Office 商务

应用专家项目学生免费公益课 17 场，教师体验课 5 场，培训师生人

数达 749 人。成功举办微软 Office 商务应用培训春季和暑期班、幼

儿舞蹈教师岗位能力培训师资班等。2017年以来，共计 1367人通过

职业资格认证和技能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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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高职院校“服务贡献 50 强” 

全国高职院校“服务贡献 50 强”榜单是按照“服务发展、促进

就业”的办学方向，根据各高职院校毕业生人数和就业去向、横向技

术服务到款额、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技术交易到款额、非学历培训

到款额和公益性培训等七项指标排出，2016 年是首次评选，现已评

选三届。 

学校已经连续三年荣登该榜单，体现了学校在社会服务上的综合

实力。 

 

  

 

 

 

 

 

 

 

学校连续三年入选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 5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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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展望与挑战 

7.1 立德树人应是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要求，高校应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

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

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

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是才培养的根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高职院

校在一段时间以来一味强调学生的技术技能的学习，重视专业技能课

程的开设，思想政治课程的设置则是能少则少，人文素质类的课程也

是越来越少，忽视了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导致青年学生在

人生的重要成长阶段其理想信念被漠视，甚至因各种社会不良风气的

影响而自由野蛮生长。 

更进一步，现阶段高职院校的立德树人教育完全依赖于几门必修

的思想政治课程，与各类专业课程没有关系，专业教师也理所当然认

为立德树人是思政课老师的责任而与自己无关，没有能认清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的关系。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现有《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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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心理健

康》4个教研室。我校现在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联合培训应用型本科

学生，本科班级课程需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教研室，应逐步设置相关的课程教研室，配备相关专职教师，

规范和加强课程建设。 

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的要求师生比不低

于 1:350 的比例设置专职思政课教师，约需配备专职思政课教师 43

人，学校目前未不到此要求，专职教师教学任务重，长期聘任兼职辅

导员和外聘教师授课，思政课教学任务编排压力大，课程教学质量难

以保证。 

高校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宣部、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

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教育部、省级、市级培训，抓好教师培养工作，不

断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水平适应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和地方高校

转型发展需要，结合我校实际情况，以学校奋进计划和大思政建设为

目标，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等方面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全面优化思政课课程体系和课程结构，积极探

索思政课教学的新思路、新途径、新办法，强化学生自主学习和社会

实践能力，实现思政课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与学校常规思想政治工作

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完善思政课成绩考核评定机制和考评体系，

提高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教学科研水平，建立健全思政课建设的条件保

障机制，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保证思政

课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从而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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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打破思政课教师“单兵作战”、大学思政课“孤岛化”窘境，让

每门课程都育人、每位教师都承担育人责任，开展全员全课程大思政

教育体系的探索，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本。 

让各类专业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都能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这其中包括：一是要站位高，不能单就“思政课”

谈“思政课”建设，而是要抓住课程改革核心环节，强调学校教育应

具备全方位德育“大熔炉”的教育合力作用。二是要抓得准，准确把

握不同性质课程特点，既牢牢把握思政理论课的核心地位，又要充分

发挥其他所有课程的育人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显性教育与

隐性教育融会贯通，实现思政教育从专人向全员的创造性转化。 

7.2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体系建设仍任重道远 

质量是高职院校赖以生存的基础，推进职业精神与技术技能高度

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大国工匠的基本条件。

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创新,诊断与改进是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的重点内容。根据教育部《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

制度的通知》（教职成厅[2015]2 号）文件要求，目前,全国职业院

校正在努力开展以诊改为核心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但是，与第

一轮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相比，诊断与改进这种在评估理念上称为



86 

新型的第四代评估方式，在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体系建设造成了水土不

服。 

以第一轮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是自上而下展开,评估体

系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所制订，评估的标准由评估的组织者设定，我

们通常称之为“既定标准”，组织方式也是由各省统一组织现场评估。

而现今的诊断与改进，“诊改”的标准和目标是不明确、不统一，要

求学校培养自我质量保证的主体意识，落实学院作为质量提高的主体

责任，从计划制定、执行、评价、反馈等方面不断改革，促使质量螺

旋式上升，自我诊改的意识内生动力源自于人的主观自觉。但就现实

而言，很多高职院校的教职工和学生还不具备这种主观意识，高职院

校领导、行政管理人员、教职工和学生还缺乏一种与质量有关的习惯、

信念和行为，也就是质量文化意识的缺失。 

新的质量体系要求学校围绕“五纵五横一平台”，构建网络化、

全覆盖、具有较强预警功能和激励作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五纵”

就是指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持服务和监督控制（保证

五个层面的工作或事按标准实施，达成即定目标）；“五横”就是指

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五个不同层面具体的工作或事）。

这些要求学校建立功能强大的信息平台，尽管高职学院正在运行的有

行政办公系统、科研管理系统、学生工作管理系统、迎新管理信息系

统、离校管理信息系统、固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教务网络系统等各

类信息系统十多个，但这些系统大都是独立运行，都是一个个的“信

息孤岛”，没有形成统一的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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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参考指标（坐标）体系”中，

包含 5 个诊断项目，15 个诊断要素，37 个参考诊断点，共涵盖了

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五个层面。高职院校要围绕这些要素，

对学院常规性工作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分析，结合自身的发展与特点，

建立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等五个不同层面的标准链。具体

来说，主要是：（1）制订学院各专业建设规划，完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2）制订课程建设规划，建立课程标准；（3）制订师资建设

规划，完善师资发展标准；（4）制订学生培养规划，明确学生发展

质量标准。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和学生五个不同层面的质量标准

链，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网状结构的质量保证标准体

系。 

建设智能校园质量管理平台，包括：大数据基础平台、质量体系

管理系统、诊改画像平台、校情分析与智能决策平台、数据上报平台、

专业课程目标标准管理、课程画像过程性数据采集与教学管理、职业

能力大数据分析系统、教学跟踪管理系统等功能，从而在质量管理中

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构建智能化校园环境、智慧型教

学系统、海量化教学资源、人本化教学模式、效能化服务模式，完善

诊改工作信息平台，为师生学习提供服务，为教学管理服务，为诊改

服务。 

开展“诊改”工作要以人才数据采集平台的数据为支撑，以事实

和结果为依据，为即时采集到这些海量的数据和信息，充分利用现代

化信息手段，人人都做源头数据采集人，实现数据平台动态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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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开放共享，依据事实数据进行诊断，结合数据结果做好改进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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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指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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Ѓ Є

‼  
ү 0 39 

Ḫ ɻ ꜠ Ḫ ɻ Ḫ ɻ

ɻᾩ ɻ ɻ ɻḪ

Ὴғ ɻ ┼ᵲɻ ᵩ ɻ

ɻ꜠ ┼ᵲ ɻ ᵩ ɻ ꜘ ɻ

ғ┼ ɻ ┼ ɻ ғᴀ ɻ

֥ ғ ɻ ֢ ɻ ɻ

ɻ Ὺ ғ ┼ ɻ ɻ

ɻ ꜙɻ ɻ ᴗҟ ɻ

ɻ ꜙɻ ῗғ ɻ ɻᴰ ɻ ғ

ɻᴰ Ḫ ɻ ꜙ ɻ ɻ ɻ ҟ

ɻ ҟ ָ 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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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TT)Єɻ Ҏי ЃAssumption UniversityЄ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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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Ѓ Є   3 2 

1. ɻ ⌐ ɻ ҿ ICT

2018Ὴ ” ҲЇ ᴗҟ Ѓ ЄῊ ҅

Ж 

2. ᵩ −Ї ӕЇ ῏

֘ Ҳ Ņ ᾣ ņ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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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ꜙ  

ש    ᵣ 2017  2018   

12957 Ḫ ҟ  

1 

Ὴ ┼ ָ  ָ 15844 15450  

ҟ ָ  ָ 5551 5166  

ῚҲЕ ҟָ  ָ 5069 4971  

ҟ ҟ Е ŀ ŀ ŀ  

A : ҟָ  ָ 5486 4910  

B :└ ҡ ҟָ  ָ ŀ 4  

C :└Ҳ ᴗҟ ꜙָ  ָ 4587 4585  

D :└ 500 ᴗҟ ҟָ  ָ 82 237  

2 
ꜙ└  Ҍᾣ 300.65 326.51  

ꜙ֥  Ҍᾣ ŀ 1632.55  

3 └  Ҍᾣ 664.20 2033.00  

4 ֢ └  Ҍᾣ 134.60 0  

5 └  Ҍᾣ 1273.61 531.73   

6 ῎ ꜙ ָ  5270 69668  

Ӏ ⸗ Ѓ ЄЕ ЃЄ   ЃЄ 
 

ҟ ᴗҟЃЄ     ῚלЃ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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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ש    ᵣ 2017  2018  

12957 Ḫ ҟ  

1 
 ᾣ 26473.77 31362.75 

ῚҲЕ Ҙ  ᾣ 8816.36 9799.86 

2 

┼  ָ 939 939 

 ָ 1135 1139 

ῚҲЕҘᴑ  ָ 520 513 

3 ᴗҟ ᶱ Ὺ ẅ Ҍᾣ 5 0 

4 
ᴗҟ ӥ  ᾣ 3140.04 2553.10 

ῚҲЕ Ҙ  ᾣ 3140.04 2553.10 

5 
ᴗҟ ӥ ᴑḦ  ᾣ 32.81 22.50 

ῚҲЕ Ҙ  ᾣ ŀ - 

6 

ᴗҟῡ   79411 42183 

ᴗҟῡמ  ᾣ 5648774.08 6727705.53 

ῚҲЕ Ҙ  ᾣ ŀ 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