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教学质量报告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是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

案，于 2000 年 8 月组建的一所公办全日制多科性高等职业

院校。学院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

校、国家“双高计划”立项建设单位、全国文明单位、中国

职业教育百强院校，先后被评为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国高职院校服务贡献 50 强、

全国高职院校教学资源 50 强、全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示范

校 50 强院校。 

一、专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 

培养目标：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握“双高计划”

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建设契机，锐意改革，努

力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开展高质量服务，培养“就业有优势，

创业有本领，深造有基础，发展有后劲”的高素质学生。 

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学院坚持“立德树人，以用立业”

的办学理念，秉承“立足襄阳，服务湖北，辐射周边，主动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定位，围绕区域产

业发展和人才需求，服务“长江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

带”国家发展战略、湖北省“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

同”区域发展布局以及“51020”现代产业集群。 



（二）专业设置情况 

学院开设有特殊教育、学前教育、医学检验技术、临床

医学、口腔医学、护理、畜牧兽医、现代农业技术、机电一

体化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计算机

应用技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电子商务、旅游管理等 65

个专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大数据与会计、医学检验技术

等 6 个专业与本科高校联合开展本科层次人才培养。 

2021 年备案招生专业 45 个；新增专业 5 个：大数据与

财务管理（530301）、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530704）、轨

道交通工程机械制造与维护（460405）、装配式建筑构件智

能制造技术（460405）、信息安全技术应用（510207）；结

合专业群专业动态调整停招专业 3 个：环境工程技术

（520804）、老年服务与管理（690301）、市场营销（630701）。 

（三）在校生情况 

2021年有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高职生 18800人，折合在

校生 19092人。 

（四）生源质量情况 

2021年学院计划招生7349人，实际录取7349人，实际报

到7053人，报到比例为95.97%。学院在湖北省首选物理和首

选历史科类中分别设专业一组和专业二组，首选物理专业一

组最低分为270分，专业二组最低分为334分；首选历史专业

一组最低分为416分，专业二组最低分为404分。比普高招生



专科控制线分别高出120分、254分。在广东、内蒙古、山东、

河南、云南、浙江、四川、甘肃、贵州、青海、重庆等外省

录取最低分均高于当地资格线50分以上。 

表 1  2019-2021年招生基本情况统计表 

年度 
折合在校生

人数 
全日制学历教育 
在校生人数 

其中 
非全日制专科学历 

教育注册生人数 
高中起点 中职起点 

2019年 15620 15230 7820 7410 2451 

2020年 16954 16735 7228 9507 1431 

2021年 19092 18800 7465 11335 1143 

数据来源：襄阳职业技术学院2019-2021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学院现有校内专任教师642人，校内兼课教师107人，聘

请校外兼职教师558人，校外兼课教师30人，专兼教师共计

1337人，生师比为13.35。 

表 2  2020-2021学年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情况 

校内 

教师 

人数 

副高及以上 

职称教师 

硕士学位 

及以上教师 

双师素质专任 

教师 
专业 

带头 

人数 

骨干 

教师 

人数 

校外 

教师 

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749 263 35.11 388 51.80 599 93.30 42 227 588 

数据来源：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0-2021 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二）教师教学投入情况 

学院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

意见》《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持续性实施“养师德铸师魂”工程、

“双青成长”工程、“三名三秀”工程、“双师型”教师培

养工程。通过编撰和落实《教师课堂教学指南》、定期专题

类校本全体教师培训、举办青年教师周末千山大讲堂等举

措，创造有利于教师成长的环境，促进了师资整体水平的提

升。 

学院制订并实施《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管理办法》，

对标《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明晰我

校的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评审指标、培育机制和管理方

式，建立了校、省、国家三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培育体系。

2020-2021年分批次立项建设了15个结构化、分工协作的校

级创新团队，学院对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成员在职称评聘、评

优评先、进修培训、人才培养计划选拔等方面予以倾斜。 

主讲专科课程教授占教授数比例达到100%；教授讲授专

科课程占总门次比例79.74%。 

（三）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学院办学受益于湖北省教育厅、襄阳市政府将学院“双

高计划”建设作为重点领域予以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支持

力度逐年增加，同时学院加大多渠道拓展办学的力度，筹措

事业发展资金。本学年办学经费总收入达46,464.80万元。 

在襄阳市财政力求绩效和节约开资的原则下，学院进一

步优化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项目的经费支持，加大“双高



计划”和“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建设任务中教学改革、师资

队伍、信息化建设、科研和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等的投入，

强化资金使用效益。本学年经费支出总额为42,824.14万元。 

日常教学经费支出5094.5万元，生均2709.84元；专项

教学经费支出2344.47万元；实验经费支出248.72万元，生

均184.62元；实习经费支出286.6万元，生均537.91元。 

表 3  2020-2021学年办学经费一览表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学

院

经

费

收

入

情

况 

学费收入 9,587.35 

学

院

经

费

支

出

情

况 

征地 348.18 

财政经常性补助收入 23,045.00 基础设施建设 3,428.55 

中央、地方财政专项投

入 
10,606.68 设备采购 2,488.52 

社会捐赠金额 1300.00 教学改革及研究 2,344.47 

其他收入总额 1,925.77 师资建设 3808.20 

  图书购置费 106.41 

  

日常

教学

经费

使用

情况 

日常教学经费 5,094.50 

  

其中 

实训耗材 248.72 

  实习专项 286.60 

  
聘请兼职教师经

费 
370.09 

  体育维持费 41.41 

  其他 4,147.68 

  其他支出 25,205.31 

收入总额 46464.80 支出总额 42,824.14 

收支比率 1:0.92 

数据来源：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0-2021 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四）教学设施投入情况 



学院现有檀溪路、隆中路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1015388

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568913平方米，其中教学科研及辅

助用房225125平方米，行政办公用房48754平方米，生均教

学行政用房14.57平方米；教室总面积69828平方米；实验室、

实习场所121697平方米，生均实验室面积6.37平方米；教学

仪器设备资产总值2.61亿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13680.55

元；当年新增教学仪器值4591.17万元。 

各项办学核心指标均高于国家对综合类高职院校的设

定标准。在“双高计划”和“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建设的关

键年、攻坚年，学院通过校园二期建设、增加投入改善办学

条件、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和校外兼职教师聘请力度等，保证

办学核心指标达成优秀标准。 

表 4  教学设施投入情况 

指标名称 
综合类高职达

标指标 
学院数据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元/生） 4000 13680.55 

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值（万元）  4591.17 

生均图书（册/生） 80 80.02 

电子图书（册） 210000 1000000 

电子期刊 8000 35079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生） 14 14.57 

生均实验室面积（㎡/生） 5.3 6.37 

数据来源：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19-2021 两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专业建设情况 

1.专业建设情况介绍 

学院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服务“长江经济

带”、“汉江生态经济带”国家发展战略、湖北省“一主引

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以及“51020”现

代产业集群，学院构建了“1+4+N”三级专业群体系。重点

打造特殊教育国家高水平专业群，同步建设现代农牧业专业

群、智能制造专业群、医学技术专业群和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4个省级或省级标准高水平专业群；示范带动人工智能专业

群、基层医疗服务专业群、车辆制造与服务专业群、现代商

务专业群和智慧旅游专业群5个区域特色高水平专业群。 

 

图1  三级专业群体系专业构成 

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群是教育部“双高计划”立项建设高



水平专业群，现代农牧业专业群、医学技术专业群是护理、

医学影像技术、畜牧兽医、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数控技术

等5个专业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项目重点建设专业，特殊教

育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物流管理、学前教育专业是中央

财政重点支持建设专业，护理专业是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

训基地。特殊教育、现代农牧业、医学技术等3个专业群是

立项建设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医学影像技术、学前教育、大

数据与会计、电子商务、医学检验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临床医学、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旅游管

理等10个专业是省级品牌、特色专业。畜牧兽医、医学检验

技术、特殊教育、应用电子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大数

据与会计等6个专业获批与武汉轻工大学、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文理学院等本科高校联合开展本科层次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工作。 

2.人才培养方案特点 

人才培养方案基于专业群发展的“基层共享、中层分设、

拓展互选”的专业群课程体系，确立了“校地企协同、课岗

证融通、育训创一体”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形成

了“一纳入四融合”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实施了“以爱为核

心，以职业为切入点”的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致力于培养“就

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深造有基础、发展有后劲”的高素

质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课程建设情况 

课程体系的搭建服务于专业群整体发展，根据产业岗位

群对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构建“底层共享、中层分立、

高层互选”的结构化课程体系，岗课赛证融通，创新创业教

育贯穿始终。第1-2学期主要开设公共通识课程和通用技术

课程，占总学时30%；第3-4学期主要开设专业群技术基础课

和职业技术技能课，占总学时40%；第5学期主要开设复合型

模块课程，或结合生产实际、研发项目开展教学，第6学期

进行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占总学时30%。2-3年级暑期、寒

假增加小学期，开展学生企业跟岗轮训、社会实践、国际交

流等活动。 

本学年学院课程开设总数为1340门。其中，A类、B类、

C类课程的学时分别占总学时的20.16%、55.91%和23.93%；

公共、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学时分别占总学时的21.17%、

16.46%和 62.37%；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数的比例为

50.77%。课程比例设置合理。 

表 5  2020-2021学年课程（类型）设置一览表 

类型 门数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理论课（A类） 273 31539 20.16 

理论+实践课（B类） 854 87456 55.91 

实践课（C类） 273 37425 23.93 

合计 1340 156420 100 

数据来源：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0-2021 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表 6  2020-2021学年课程（属性）设置一览表 

类型 门数 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 

公共课程 85 33116 21.17 

专业基础课程 269 25747 16.46 

专业课程 1048 97557 62.37 

合计 1340 156420 100 

数据来源：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0-2021 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见表5。 

表 7  2020-2021学年实践教学、选修课学分设置情况 

专业名称 总学分 
实践教学 选修课 

学分 占比（%） 学分 占比（%） 

护理 149 77.79 52.21 16 10.74 

助产 150 77.99 51.99 16 10.67 

药学 148 79.31 53.59 16 10.81 

医学检验技术 150 80.04 53.36 16 10.67 

医学影像技术 150 81.33 54.22 16 10.67 

康复治疗技术 150 78.06 52.04 16 10.67 

临床医学 149.5 77.11 51.58 16 10.70 

口腔医学 150 76.82 51.21 16 10.67 

物联网应用技术 149 76.91 51.62 16 10.74 

计算机应用技术 147 74.97 51.00 16 10.88 

云计算技术应用 145 75.17 51.84 16 11.03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150 89.96 59.97 16 10.67 

https://mp.weixin.qq.com/s/ca0AFDnRxRUTauo53BFFKw
https://mp.weixin.qq.com/s/c6v10F_rVlFUmwIqN_2pjw
https://mp.weixin.qq.com/s/3XuhbrYE6sNDqebxYoFXKA
https://mp.weixin.qq.com/s/wvaOXbpiWwqFSsi6VUoxJg
https://mp.weixin.qq.com/s/FMSzU-V0y3720caLtBF3PQ
https://mp.weixin.qq.com/s/by3vz6LTaqmiGn080-0B5A
https://mp.weixin.qq.com/s/27HEjQg71HS0RL2p2YaV6g
https://mp.weixin.qq.com/s/zdO5SZyhELR4lNuzy6DCaA
https://mp.weixin.qq.com/s/gP11mxnPGhvGgCQDq5QGcg
https://mp.weixin.qq.com/s/gGmtetBGrzI64fZW7vFpog
https://mp.weixin.qq.com/s/prw3krZPQj7QdVjtMHpjDg


专业名称 总学分 
实践教学 选修课 

学分 占比（%） 学分 占比（%） 

大数据技术 148 84.36 57.00 16 10.81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142 73.67 51.88 16 11.27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145 76.17 52.53 16 11.03 

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制造

与维护 
145 79.21 54.63 16 11.03 

智能控制技术 144 75.08 52.14 16 11.1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45 79.01 54.49 16 11.03 

工业机器人技术 144 77.90 54.10 16 11.11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145 75.60 52.14 16 11.0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45 87.19 60.13 16 11.03 

新能源汽车技术 145 77.36 53.35 16 11.03 

学前教育 153 81.09 53.00 16 10.46 

小学教育 148 76.37 51.60 16 10.81 

小学语文教育 152 81.03 53.31 16 10.53 

小学英语教育 150 78.60 52.40 16 10.67 

特殊教育 150 78.18 52.12 16 10.67 

大数据与会计 150 78.93 52.62 16 10.67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 150 86.51 57.67 16 10.67 

电子商务 150 96.00 64.00 16 10.67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150 78.93 52.62 16 10.67 

现代物流管理 150 75.00 50.00 16 10.67 

建筑室内设计 153 84.24 55.06 16 10.46 

https://mp.weixin.qq.com/s/iDmU3AIz1H2tYZNtpjymtQ
https://mp.weixin.qq.com/s/MT91Fj-5euGqGHHOMiaTWw
https://mp.weixin.qq.com/s/4_XVlP75vzpShU5NfIczvg
https://mp.weixin.qq.com/s/aWnZ7wdc1GzY6m_sKpDU9g
https://mp.weixin.qq.com/s/aWnZ7wdc1GzY6m_sKpDU9g
https://mp.weixin.qq.com/s/0OrNVyEarLh0-pcVYojULA
https://mp.weixin.qq.com/s/NvTq0O2brdf0e48PAkqXZw
https://mp.weixin.qq.com/s/cnfOh1kBSzBI_BtrnJvzoQ
https://mp.weixin.qq.com/s/qQNEFthQ5PfC5vJiP_qhPg
https://mp.weixin.qq.com/s/4cAYa6C49ZYr8UKXxVYgKg
https://mp.weixin.qq.com/s/CVBfsrxN8vXvcTgpV1yEUg
https://mp.weixin.qq.com/s/FuWmrNTmp35OpYpBL7X4Tg
https://mp.weixin.qq.com/s/yCZR610TDvCQGltxhg9rng
https://mp.weixin.qq.com/s/q3m710oNiPUwoS_LaJOiXw
https://mp.weixin.qq.com/s/rItrtH40r41pQXQGmPQAiA
https://mp.weixin.qq.com/s/rsOwFgsM2rQr2y2S4NNv5Q
https://mp.weixin.qq.com/s/PULlnHJWEQd9X4v2GGmOUQ
https://mp.weixin.qq.com/s/K1GsvrR0jKzH7bbhYQiIog
https://mp.weixin.qq.com/s/bSoWNbjYAz1s6tr-5N5QEQ
https://mp.weixin.qq.com/s/Qa85Qy__QFPsMu1hW-mRiw


专业名称 总学分 
实践教学 选修课 

学分 占比（%） 学分 占比（%） 

装配式建筑构件智能制

造技术 
153 85.28 55.74 16 10.46 

建筑工程技术 153 77.72 50.80 16 10.46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53 76.81 50.20 16 10.46 

工程造价 153 81.37 53.18 16 10.46 

现代农业技术 150 78.00 52.00 16 10.67 

畜牧兽医 150 78.23 52.15 16 10.67 

动物医学 150 77.25 51.50 16 10.67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143 72.93 51.00 16 11.19 

园林工程技术 147 89.67 61.00 16 10.88 

旅游管理 142 73.93 52.06 16 11.27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142 74.59 52.53 16 11.27 

服装与服饰设计 143 72.90 50.98 16 11.19 

（三）教材建设情况 

学院发布了《关于2021学年度新形态教材立项通知》、

《关于编写新形态教材建设实施意见》、《新形态教材工作

手册》等教材建设系列文件，建立了“校、省、国家”三级

教材建设体系。本学年基于优秀教材、规划教材评选立项要

点，明晰了基于在线课程建设的活页式、工作手册式、融媒

体等新形态教材的开发路径；在教材内容上打破学科体系、

知识本位的束缚，加强与生产生活的联系，突出应用性与实

践性，关注技术发展带来的学习内容与方式的变化；专业群

https://mp.weixin.qq.com/s/bjEyoFO7vvzlYZ6Z3TPbmA
https://mp.weixin.qq.com/s/C9UNIipgWyQUtxPF1eDr8w
https://mp.weixin.qq.com/s/YA_Sk7XBC16V9RZpcMxIIw
https://mp.weixin.qq.com/s/5IxlZB6iAUsyBrUzHPqw3A
https://mp.weixin.qq.com/s/TJb0IIVOhw5G5bEK4zww1w
https://mp.weixin.qq.com/s/ebODXy1maggcgzsg2pFxsQ
https://mp.weixin.qq.com/s/vGiXXZ74QPpfqsQwQLH6aw
https://mp.weixin.qq.com/s/0EO6TQqjs-c81-JJGKnCCw
https://mp.weixin.qq.com/s/ZfHPDuFmz4eIHK3M0Es3lw
https://mp.weixin.qq.com/s/_8T7XP2veqAjao4jX-zA-A


对接主流生产技术，校企合作开发了体现行业发展的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新形态教材33本，出版22本。 

（四）教学过程与改革情况 

1.教学改革情况 

本学年以课程改革为基础推进教法改革，普及项目教

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等教学方式，

开展课堂革命；广泛推进分层分类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理实一体教学、模块化教学，形成了“教师人人有空间、

学生人人用空间”的泛在学习模式。 

通过实施第十三轮精品课堂工程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一是开展专业、院系、学院三个层面的专兼教师教学能力比

赛，建设吻合项目式、模块化教学需要的教学创新团队，不

断优化教师能力结构，落实落细教学设计、课堂革命、课程

思政的关键要素；二是以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线上教学资源

开发、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信息化教学与资源开发技术培训

为载体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 

2.课堂教学情况（规模） 

以分层分类听课评课、教学之星评选为载体，聚焦教学

方法改革、课程思政理念落实、教学效果检测等3个关注点，

开展教师课堂教学诊断与改进。 

强化学校、院系、企业督学三支队伍建设：组建了由校

长担任主任的督学委员会和专兼职结合的督学队伍，负责学



校教育、教学、后勤、行政部门日常工作的督导或督察，全

方位参与学校教育教学考核与评价。 

督学专家根据每月听课情况和信息化平台数据，评选出

5名“月课堂教学之星”；学年结束，从月“教学之星”中

评选产生学期“教学之星”；每年从学期“教学之星”中推

荐产生年度“教学之星”。本学年评选出40名“月课堂教学

之星”、10名“年度课堂教学之星”。 

坚守课堂教学主阵地，持续12年开展精品课堂工程，以

“一课一名师、一师一优课、课课皆精品”为目标，打造有

序、高效、和谐的高效课堂。 

3.实践教学情况 

学院建有护理、电工电子、汽车维修、特殊教育、智能

制造等5个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建设的国家级实训基地，建有

医学影像技术、数控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计算机网

络技术、畜牧兽医等5个省级实训基地，建有34个校内实验

实训中心、324个实验（训）室、1200余家校外一体化实训

基地，建有一所二级优秀附属医院，教学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2.61亿元。 

本学年所开设专业100%与企业合作，合作企业订单培养

和现代学徒制学生人数占高职生人数比例为36.04%，企业录

用顶岗实习毕业生比例为77.42%，校企合作共同开发课程

334门，共同开发教材254本。 



表 8  2020-2021学年实习情况一览表 

指标 类别 数量 

校外实训基地（个） 校外实训 484 

提供住宿的校外基地占比（%） 校外实训 50.00 

为学生提供实习补贴的校外基地占比（%） 校外实训 59.71 

校外实训基地使用（人天） 校外实训 56789 

顶岗实习数（人） 实习 5328 

实习学生参保率（%） 实习 100 

被实习单位录取率（%） 实习 77.42 

数据来源：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0-2021 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 

4.毕业论文情况 

为落实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进一步规范

职业学院学生实习工作的通知》精神，学院发布《2018级“多

学期、分段式”企业实践教学组织、2021届毕业生顶岗实习

及返校工作实施方案》规范实习教学工作管理，从实习计划、

实习报告、毕业设计、材料归档等方面作了要求。使用实习

管理平台对实习过程全方位监督。通过二级学院推荐，学院

审核遴选出195项优秀毕业设计，并发布《襄阳职业技术学

院关于表彰2022届优秀毕业设计（论文）通知》（襄职院教

〔2022〕3号），对谭亚亚等196名学生进行表彰。 

5.创新创业教育情况 

校、院、专业三级联动，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一体化设

计、一体化实施，将创新创业知识分阶段融入素质拓展、孵

化实践活动，将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的评价纳入课程学分，将

孵化覆盖率、创业率、孵化率等纳入考核体系。发挥课堂教



育主阵地作用，面向全体大一新生开设《职业生涯规划》1530

课时、《创新思维》1312课时；对全体大二学生开设《创业

基础》1320课时、《就业指导》1580 课时；对 4000 余名大

三学生开展 SYB创业培训。本学年举办各类创新创业讲座和

沙龙活动 21 场次，参与 8000 人次，在校学生全覆盖；指导

学生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80项；1098 个项目参与“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国赛中获得 1 金 2银 2铜的突破性

成绩，“启慧阳光”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上与中国

人民大学“公益女学霸”康瑜团队同台竞技，获得银奖，实

现了湖北省高职院校红旅赛道国赛奖项“零”的突破。 

四、质量保障体系 

（一）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1.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校领导带队开展三期（期

初、期中、期末）教学检查、顶岗实习巡回检查。每年春、

秋季开学之初，全体教师集中校内培训，内容涵盖教育思想、

职教理念、创新资源、改革路径等。学院拓展思想政治工作

的内涵和形式，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补短板

强弱项，打通“三全育人”最后一公里。2016年以来，探索

实践了“以职业为切入点的‘四走进四引导’陪伴学生成长

实践育人模式”，教师主动走进学生宿舍、社团、网络和心

灵，“面对面”、“键对键”引导、陪伴、激励学生，促进



学生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深造有基础、发展有后劲，

保证学生成人成才成长成功。 

2.校领导班子研究高职教学工作情况 

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党委副书记、分管学工副校长承

担思政课教学工作，本学年承担面向全校教师及学生的思政

宣讲40学时。其他校级领导在畜牧兽医专业研究室、大学语

文课程研究室、学前教育专业研究室教学任务。 

3.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 

学院结合“双高计划”和“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建设

目标和任务，先后出台了《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创新“五

个思政”建设，构建“三全育人”格局的实施方案》、《新

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行动实施方案》、《关于深入

推进“课程思政”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大力度、全方

位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成立了学院、院（部）、专业三级工作领导小组，通过

加强学习培训、持续实施精品课堂工程、强化教学督导等举

措，取得了系列成效。 

（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及运行 

1.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学院以高水平院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为契机，按照“逐

年诊改、有所侧重、螺旋提升”理念常态化开展教学诊断与

改进。本学年以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为核心，通过“说专业群”、



“说专业”的方式，强化专业群、专业建设等专项诊断与改

进。 

表 9  2020-2021学年教学诊改情况 

层面 诊改方法和内容 

专业群建设 

诊改 

以“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为目标，聚焦专业群的组群逻辑、

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群课程体

系构建等内容，开展专业群建设专项诊改。 

1.依据2020年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原则意见，结合行

业企业调研、岗位能力需求分析，开展以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为

核心的专业群建设诊断与改进，完成2021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

订。 

2.以专业群所在二级学院为主，由二级学院院长结合专业群

特点，主要围绕专业群组群逻辑、人才培养定位、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课程体系构建、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保证等方面进行论证

汇报，学校组织评审专家进行集中论证，逐一过关。 

专业诊改 

以“骨干专业建设”为目标，由二级学院、专业研究室组织

每个专业诊改。 

1.重点厘清专业与专业群的逻辑关系、专业在专业群中的定

位，明确专业群模式下专业发展目标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开展

面对职业教育新形势下专业建设为核心的诊断与改进。 

2.聚焦专业发展的定位和规划目标、专业面临挑战和存在问

题、专业建设内容和主要举措、专业建设特色和标志性成果等内

容，由专业研究室主任以“说专业”的方式，开展专业建设专项

诊改工作。 

2.日常监控与运行情况 

教学督导的工作重点是以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为核心，

校级督学通过随堂听课、随机检查、调研访谈等方式，了解

教师课堂教学情况，观察学生学习情况。本学年校级督学专

家从教学方法、教学设计、教学互动、教学能力、教学效果

等五个方面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分析；收集整理课堂

教学表现优秀和较差的案例，以督促、指导教师提高教学质

量，提高学生教育管理水平。 



3.规范教学行为等质量改进情况 

校级督学坚持“三关注一跟踪”：关注青年教师、关注

外聘教师、关注兼课教师，跟踪问题教师。较多的青年教师

（非师范生）因为缺乏系统的教育教学理论学习，成为校级

督学专家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外聘教师和兼课教师可能会

因各种原因影响课堂教学质量，也被列入重点关注对象；对

课堂存在问题的教师，持续跟踪听课，加强指导，督促其改

进不足，不断进步。 

督导工作重视结果反馈，每月专家组到院部集中反馈情

况，还通过面谈、微信、QQ等方式向听课教师个人面对面反

馈，对课堂教学问题进行交流指导。二级学院对督学专家反

馈的问题进行落实整改并及时回应。 

4.开展教学基本状态分析 

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更是学生

职业成长的重要基石。学院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人才

培养质量为第一价值导向，不断完善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

系。 

一是以质量目标达成为重点，持续推动学院25个职能部

门和12个有课程任务的教学单位，将企业技术标准融入同步

建设的10个高水平专业群和13门核心课程；二是常态化开展

专项教学诊改，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三是持续健全督导

队伍建设，提升学校督学、院部督学、企业督学的教学评价



和教学指导能力；四是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建设自主保证的

质量文化。 

（三）认证与评估情况 

1.专业评估情况 

2020-2021学年，学院被人社部、财政部认定为2020年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获评“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

样板校”；湖北省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获评国家示范性职教

集团；残疾儿童行为矫正》获评国家课程思政示范项目，2

门课程获评湖北省课程思政示范项目，课程团队同步认定为

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通过省级品

牌专业验收；临床医学专业、旅游管理专业通过省级特色专

业验收。 

2.专业认证情况 

机电一体化技术、畜牧兽医、医学检验技术等3个《悉

尼协议》范式建设专业在麦克思数据有限公司协助下完成多

轮专项培训，并按照“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持续

改进”的建设原则，瞄准国际范式专业建设标准，对专业的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能力指标、课程体系、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等方面开展了自查、反馈、修订与完善，完成了课程目

标与毕业要求支撑表、课程地图和共计23门专业课程标准的

制定，进一步丰富了专业的内涵建设。 

3.国际评估情况 



2021年学院没有开展国际评估。 

五、学生学习效果 

（一）学习效果与满意度 

1. 高职生学习情况与应届毕业率 

2021届毕业生96.65%对学校的教学评价表示“很满意”、

“满意”，连续6年教学满意度保持在90%以上。进一步调查

教学需要改进之处，主要改进点为“实践环节和顶岗实习待

加强”、“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够”、“教学中师

生互动不够”。应届毕业率达到98.87%。 

 

图2  2019-2021届毕业生教学满意度比较 

数据来源：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中心。 

2.高职生不授予学位。 

3.高职生体质测试达标率 

本学年，高职生体质测试八项全测总人数17204人，达

标率为88.22%。 

4.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 

2021年采用线上问卷调查方式开展学生学习满意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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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5.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结果 

2021届毕业生98.72%对母校总体感觉“很满意”、“满

意”，连续3年母校满意度在98%以上。 

 

图3  2019-2021届高职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中心。 

（二）就业与发展 

1.应届高职生就业情况与就业率 

我校2021届毕业生5328人，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

31970个，供岗数与应届毕业生之比达6：1，初次就业率为

95.33%，年终就业率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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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9-2021届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和毕业半年就业率比较 

数据来源：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中心。 

2. 专升本比例 

2021届毕业生专升本学生人数为778人，比例为14.60%，

较之2020届毕业生有所下降。 

 
图5  2019-2021届毕业生专升本比例比较 

数据来源：襄阳职业技术学院2020-2021学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 

3.社会用人单位评价调查方法 

采用线上问卷调查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4.社会用人单位评价调查结果 

98.61%的雇主对2021届毕业生表示“很满意”、“满意”，

表示很满意的企业占总调查企业数的55.36%，连续3年雇主

满意度在98%以上。 

7.54

17.89

14.6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019届 2020届 2021届



 
图6  2018-2020届毕业生雇主满意度比较 

数据来源：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中心。 

（三）毕业生成就 

【案例 1】勤练专业技能，宏扬工匠精神 

丁顺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2021 届毕业生，中共党员。

在校期间担任班级团支书，建筑测量协会会长，荣获“国家

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好学生标兵；也曾代

表学校参加 2019年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荣获工程测量（推

荐组）一等奖，参加第九届高职组全国高等院校技能认证大

赛-施工赛项获得省前三名。 

2020 年 10 月，丁顺同学进入中铁十

一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实习，除白

天参与其中的楼栋建设，还主动承担通

宵值班的任务，在晚上独立值班之时，

发现了不少问题，及时进行处理或向上

级汇报情况。他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和专业技能的娴熟深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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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们好评，2021年初被评为了“优秀顶岗实习生”。建筑乃

百年大计，除现场施工外，每天晚上，他都在办公室准备数

据、填制当天施工日志；工作遇到困难，他虚心请教同事、

领导。闲暇之时他就学习建筑类相关知识，不断提升专业水

准，开阔专业视野。2021 年 9月公司任命他为现任中铁十一

局知语城 A地块一标项目部楼栋长。 

在我校，像丁顺这样的应届毕业生有很多，他们在实践

岗位上勤练专业技能，宏扬工匠精神，彰显出高职生的职业

素养，用人单位普遍认同我校毕业生“首岗能顶上、多岗能

迁移、持续能发展”。 

【案例 2】笃定目标图发展，努力拼博有回报 

笃定目标，全面发展。檀富治是我校 2019 届毕业生，

现就职于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他进入物联

网应用技术专业学习，在校期间担任学习委员，积极参加“华

为 ICT大赛”、红帽 Linux技术选拔赛、省职业技能大赛和

各类专业大赛，职业规划了然于胸。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学

习专业知识，在校通过了红帽 Linux 高级架构师认证，实习

期间通过 HCIE-Cloud 华为云计算专家级认证，2019 年 2 月

通过 HCIE-Bigdata 华为大数据专家级认证，9月通过华为深

圳代表处中级工程师面试。这些活动和比赛使得他的综合素

质得以锻炼和提升。 



 

不忘初心，努力拼博。2018 年 12

月，檀富治怀揣着梦想，带着沉甸甸

的荣誉，敲开了深圳市讯方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大门，被分到华为事业部深

圳办事处大企业系统部，任华为云计

算工程师，仅试用两个月，因表现优

异，即转为正式员工。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更加踏实更加努力。从最基础的

服务器设备健康检查做起，再到云平台的维护，秉承以客户

为中心的原则，用心细心服务，从未受到客户投诉。凭着超

强的学习能力，被推荐到华为研究所，担任华为流程 IT 部

门的技术支持，2019 年 4月他和同事交付了北京银行深圳分

行的私有云项目，5 月交付建发集团 poc 私有云项目。  

完美绽放，终得回报。从一名普通学生到现在的高级工

程师，檀富治用了三年的时间，勤奋、朴实又坚毅的个性却

依然没有改变。从试用期底薪 7000 元到月薪 5 位数，他仅

仅用了两个月时间，踏实努力工作的他，不到一年时间就得



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和认可，快速成长为一名名副其实

的大数据工程师，成为公司的骨干力量。 

勤奋是成功的基础，学习是前进的阶梯。檀富治的就业

事迹是一批批我校毕业生走上成才之路的缩影，他们是当代

有志向有追求、高素质高技能的高职毕业生。 

六、特色与问题 

（一）教育教学特色 

主题教育展风采。开展“厚植情怀，凝神铸魂”主题教

育活动，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明确的目标，培养

高尚的品德，把握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展“职场体验，实践同行”主题教育活

动，让学生树立积极关心社会、融入社会的意识，培养学生

认真学习、科学研究、主动实践的精神和能力；开展“青春

扬帆，创新创业”主题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科技创新意识、

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创业意识，提升创业素质；开展“关注

健康，热爱生活”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树立珍爱生命、

热爱生活的健康意识，培养学生兴趣，提高审美情趣，陶冶

情操，强身健体；开展“释放潜能，发展自我”主题教育活

动，培养学生资源管理、计划、决策、应急应变等多方面的

发展能力；开展“磨砺技能，挑战职场”主题教育活动，引

导学生了解人才市场需求、认清自身特点，具备求职能力，

强化学生职业精神、协作精神、诚信品质、职业纪律观念等



方面的教育，塑造学生职业道德。 

“岗课赛证融合，工学做创一体”模式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以课程改革为核心、以典型工作项目为载体、以行业认

证、技能竞赛的能力和素质要求为目标重构教学内容，遵循

职业能力成长规律，校企共同开发教学模块，做中学，学中

做，工学交替，强化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实现企业

工作、学校学习、工匠培育、创新创业一体化设计，共同考

核，满足企业用人和学徒可持续发展双重要求。 

（二）教学质量的突出问题及解决措施 

1.存在问题 

2020-2021学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职教改革之

深水区，在“双高计划”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引领下，学校发展充满机遇，也直面挑战。 

一是有影响力的专业（群）少，专业（群）优势和特色

不突出；二是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不能很好满足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层次不

高；三是学校缺乏地域优势，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和话语

权的专业领域领军人物、高层次人才没有吸引力，同时学校

自身领军人才培养不足、青年教师梯队建设不足；四是学校

现代化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二级院（部）办学主体作

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2.主要对策 



在“双高计划”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建设

的新征程中，学校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扛起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重任，勇立时代潮头，肩负等不起的危机感、

慢不得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不断开拓创新，推动学

校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是做精“集群协同、梯次发展”高水平专业群。 

动态优化专业群结构。对接区域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发

展需求，培育设置新动能专业。完善专业退出机制，形成“布

局合理、数量适中、规模适度”的专业群体系。推动专业群

与云、大、物、移、智等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升级改造传统

专业。 

打造三级专业群体系。依托师范教育专业传统办学优

势，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出台倾斜性政策，培育融合教育特

色，重点打造特殊教育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服务现代农业、

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大健康产业，同步建强现代农牧

业等省级高水平专业群。通过示范带动，建优汽车制造与试

验、人工智能、基层医疗服务、现代商务和智慧旅游等校级

特色专业群。将专本连读试点专业办出水平、做成标杆。 

推进专业集群协同发展。根据专业逻辑联系，优化专业

群内部结构，健全专业群管理和运行机制。根据专业群服务

面向，以核心专业为主干，以通用核心课程为纽带，优化人

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促进群内各专业从人才培养目标确



定到就业创业规划全链条，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教科研、

校企合作等全领域同频共振，共建共享课程、师资、实习实

训等各类资源，形成“1+1>2”的发展合力，实现专业群和

产业群、岗位链协调发展。 

二是做深“校地企协同、课岗证融通、育训创一体”人

才培养。 

坚持双主体育人，深化校地行企合作、产教融合，引进

行业企业大师工匠，成立企业工作室，将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将企业需求、典型案例充

分融入到教学设计、课程设置等教学环节。建立资本、技术、

资源、文化、人员、管理“六融合”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运行

新机制，在人才培养培训、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培育国家级、省级产教融合企业，

建设校企命运共同体。精准实施“1+X”证书制度改革，严

把质量关，促进书证融通、育训结合，切实提升学生职业适

应能力。实施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建设试点，有序开展学

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

和转换,促进课程内容与职业岗位任职要求、职业大赛规程、

职业技能证书认证有效融通，教学过程、岗位工作与创新创

业实践一体化实施。 

三是做畅“教学、实习、就业融通式”定向订单培养。 

坚守合作育人初心，紧盯产业链条、市场需求，联合龙



头企业，围绕“1+4+N”专业群，共建共管产业学院。全面

推广现代学徒制办学经验，扩大专业试点，校企“教学、实

习、就业”全过程融通，“资源、组织、文化”全方位融合，

实现由“实习式订单—就业式订单—全程参与育人式订单”

的进阶。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教育、健康等领域发展

需要，推动校地、校企全面开展定向、订单培养。在建筑工

程学院探索实施“有限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改革。全方位

提升技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教学链与生产链的契合

度，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 

四是做优“双师名师”队伍建设。 

深入实施“养师德铸师魂”工程、“教师成长阶梯提升”

工程、“双师型教师培养”工程、“大师名匠引领”工程、

“高水平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工程，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充

分调动教师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教师的获

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打造结构化、团队化、分工协作的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五是做实“六变革、六构建”学校治理。 

变革自我中心思维定势，构建供需同频共振的合作共赢

机制；变革单中心治理模式，构建多方参与、边界清晰的共

治模式；变革封闭办学循环系统，构建内外相融的协同合作

机制；变革内部机构职能，构建责权利对等的柔性治理结构；

变革人事薪酬制度，构建绩效导向的考评机制；变革文化建



设惯性，构建职教特色的学校文化体系，形成支撑高水平院

校发展的治理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