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项目检查报告书
专业群名称（代码） 建筑室内设计（440104） 立项编号 GSPZYQ2020011

学校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专业群负责人 黄莉

检查类型
1

年度检查 检查时间（年月） 2022 年 12 月

一、检查情况（含检查时间、方式、方法等，一般不超过 100 字）

检查时间：2022 年 12 月 19 日-12 月 31 日

检查方式：①二级学院和专业群项目老师自查；

②学校组织检查报告会检查。

检查方法：①按照任务书逐一检查；

②重点项目实地检查；

③根据个别项目提出整改意见。

二、建设目标实现情况（一般不超过 200 字）

专业群主要建设成果有：已与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签订合作订协议合作专本

衔接，拟 2023 年正式招生；立项“岭南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并初步开展

设计服务和社会培训工作；专业群内 5 个专业开展 1+X 证书点；专业群老师开展国

际授课，教学效果良好；“建筑师 NTA-7”和“室内技术员 NTA-5”两项职业标准获

坦桑尼亚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立项；完成岭南传统建筑技艺展示亭教学实践建设项

目；多项国家级、省级竞赛获奖等，整体建设成效显著。

1 检查类型包括：年度检查、中期检查。



三、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含要点完成率、各项任务完成情况等，一般不超过 1000 字）

1.要点完成率

至 2022 年底，计划完成要点数 51 个，实际完成要点数 49 个，已开展建设尚未

达标要点数 2，完成率 96.1%。

2.各项任务完成情况

序号 建设任务书建设要点
2022 年底

完成情况

1
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

1-1 构建岭南特色“一平台、三共享、多方向”

专业群课程体系，突出“应需、因材”模块化、

柔性化特点

构建出专业群课程体系。

1-2 试点五年一贯制、国内（外）高本贯通式人

才培养立交桥

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已与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签订专本五年一贯制合

作订协议；建筑设计专业

与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国

立大学签订专本框架合

作协议

1-3 开展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等“双精准”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技能大师工作室学习模式

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开

展现代学徒制

1-4 积极探索 1+X 证书
专业群各专业开展 1+X

证书

1-5 积极探索学分银行制度
2022 级建筑室内设计专

业施行学分银行制度。

1-6 岭南传统建筑课程 开设 6 门岭南传统课程

2
课程教学

资源建设

2-1 校企联合开发一批基于企业典型案例的项目

化课程
项目化课程 8 门

2-2 建设配套教学资源，形成专业群共享课程包、

资源库

建设立项校级、省级课程

各 1 门

3
教材与

教法改革

3-1 教材建设

出版教材 3 本，完成校本

教材 1 本，另有 3 本教材

正在编写

3-2 教学方法改革

设计构成、计算机辅助设

计（SketchUp）、装饰 BIM

设计、基础绘画、建筑制

图、园林制图等多门课程

基于“智慧职教”或“云

课堂”等 app 推广项目



化、案例式教学，并建设

了、数字评价、师互动式

学习平台。

4
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

4-1 成立大师工作室 成立校级大师工作 3 间

4-2 从企业引进 1-2 名高水平建筑装饰设计行业

领军人才

引进教授级高工为专业

群负责人，引入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油画大师为

长聘老师

4-3 每年安排 2-3 名专业骨干教师到企业参加轮

训，学习企业的先进设计理念和实践经验，提高

教学水平

8 位老师到企业轮训

4-4 建设一批教师工作室，鼓励教师、学生和企

业组建教师工作室，既承担教学任务又能够对社

会服务

国家级比赛获奖 10 余

项，省级比赛获奖 60 余

项

5
实践教学

基地

5-1 与企业共建校内具有智能管理功能和虚拟现

实应用场景的建筑装饰设计产业实训基地

校内、校外实训基地各 1

间

5-2 基于云实训中心管理平台

依托“数字建筑设计中

心”建设了集云教学、云

实训于一体的“噢易云”

云管理平台

5-3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传承基地

已完成岭南传统建筑技

艺展示亭教学实践建设

项目

6
技术技能

平台

6-1 建筑装饰产业学院
立项产业学院并开展建

设

6-2 岭南建筑设计研究中心 立项研究中心 1 个、设计

工程中心 1 个、BIM 服务

中心 1 个，依托 3 个中心

开展设计服务和社会培

训，校企互聘 30 人。

6-3 室内设计工程中心

6-4 建筑装饰 BIM 服务中心

7 社会服务

7-1 依托产业学院建设成果，拓展社会培训深度

和广度

SYB 培训；敏华家具制造

（惠州）有限公司培训等

7-2 开展社会公益性服务

多位老师带领学生，开展

乡村振兴等公益服务；两

门慕课免费面向社会公

开开课

8
国际交流

与合作

8-1 深化与境内外院校合作，实现院校之间的课

程互认和学分互认，增加学生互访、教师双向交

流的数量。

18 位专业群老师、学生

开展国际双向交流

8-2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建筑装饰设计资 专业群老师开展国际授



源、教学范式和教学资源输出 课；两项职业标准获得坦

桑尼亚国家立项，完成

9

可持续

发展保障

机制

9-1 成立建筑装饰产业学院理事会，建立各项规

章制度

成立理事会建立各项规

章制度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一般不超过 1000 字）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统计表

产出指标
至 2022 年底

实际完成

1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岭南特色“一平台、三共享、多方向”专业群课程体系 1 套

试点五年一贯制、国内（外）高本贯通式人才培养

已签协议并申报，2023 年正式招生；

建筑设计专业与白俄罗斯布列斯特

国立大学签订专本框架合作协议

开展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等“双精准”人才培养 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

开展 1+X BIM 证书试点 专业群各专业

开展学分银行制度
建筑室内设计专业构建并施行学分

银行制度

岭南传统建筑特色课程 校级，6门

2 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校企联合开发基于企业典型案例的项目化课程 校级，7门

专业群共享课程包、资源库
依托建筑设备资源库，整合专业群课

程，在线课程 3 门

3 教材与教法改革

教材建设 出版教材 3 本；校本教材 1本

利用新技术手段，打造混合学习模式、项目化或案例式

教学课程
校级，6门

4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成立大师工作室 大师工作室 3 间，6项专利

企业引进高水平建筑装饰设计行业领军人才 2 位

专业骨干教师到企业参加轮训 8位老师企业轮训

组建教师工作室，指导学生参加比赛 多项国家级、省级竞赛获奖，

5 实践教学基地

与企业共建校内建筑装饰设计产业实训基地 校级，1个

基于云实训中心管理平台 “噢易云”云管理平台

岭南传统建筑技艺传承基地 省级，1个

6 技术技能平台

建筑装饰产业学院
产业学院与建艺学院合并招生人数

1800 人以上；省级教学成果奖 1项

岭南建筑设计研究中心 与省级协会合作共建校级研究中心1



个、设计工程中心 1个、BIM 服务中

心 1 个，依托 3 个中心开展设计服务

和社会培训

室内设计工程中心

建筑装饰 BIM 服务中心

7 社会服务

依托产业学院建设成果，开展社会培训 培训服务 120 人次

开展社会公益性服务 多位老师带团队开展乡村振兴公益

服务；两门课程依托 MOOC 对外开展

免费公益培训

8 国际交流与合作

与境内外院校合作，院校之间的课程互认和学分互认，

学生互访、教师双向交流

学生互访数 30 人以上；教师双向交

流 15 人次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建筑装饰设计资源、教学范式

和教学资源输出

专业群老师开展国际生授课 120 课

时

五、经费情况（含资金到位率、支出率、使用管理情况等，一般不超过 500 字）

项目建设任务书 2022 年度经费预算额为 523 万，实际支出 525.1 万，支出率

100.4%，资金使用与管理符合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及高等学校财务、会计制度等要求。

六、人才培养方面代表性成果（含标志性成果、核心指标完成情况、优秀学生案例

等，一般不超过 1000 字）

1.核心指标完成情况

至 2022 年底，核心指标完成情况：①建筑室内设计专业与国内本科院校签订协

议，拟 2023 年进行高本贯通招生；②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进行现代学徒制招生；③

专业群内 5 个专业开展 1+X 证书试点；④建筑室内专业拟定了学分银行工作方案，

2023 年正式推行学分银行制度。

2.标志性成果

（1）建筑室内设计专业与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合作专本衔

接三二分段，已按要求提交合作协议、工作方案以及培养方案等所有申报资料，预

期 2023 年 9 月第 1批学生正式入读我院。

（2）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继续与相关企业合作，继续开展现代学徒制招生。



（3）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 98%以上，学生就业效果好。

3.优秀案例

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已开展 3 届现代学徒制专业教学，校企双方沟通顺利，学

生学习效果明显。目前岭南地区传统建筑行业出现人才断代、年轻后备力量不足、

学徒文化素质低和缺乏创造力的问题，同时学徒能够实现自我提升的渠道少，导致

年轻人学习传统建筑意愿不强，极大的降低了岭南传统建筑技艺传承的活力。为了

更好的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新时代中国工匠，现代学徒制教育模式是对技

艺传承的一种拓展。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深化产教融合，完善管理制

度，规范招生招学徒标准，施行双导师“科技＋工艺”双模式教育。学徒要经过严

格的企业技能训练，深耕技艺，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时高校的思想、文化、

科技、创业教育帮助学徒开阔视野，提升学徒综合文化素养和创造力，实现技艺人

才培养“技能＋学历”双目标、“非遗技艺＋文化素养”双提升、“工艺创新＋自主

创业”双训练的总目标。高校也要发挥文化与科技的力量，与非遗企业共同打造具

有地域特色的非遗品牌，服务乡村振兴，带动就业增收。



七、服务区域行业产业方面代表性成果（含标志性成果、核心指标完成情况、服务

区域行业产业的典型案例等，一般不超过 1000 字）

1.核心指标完成情况

服务区域行业产业核心指标包括设计服务和社会培训，至 2022 年底，立项岭南

乡村建设及文化传承研究中心，下设三个分院，“一心三院十四功能”，孕育岭南建

筑设计研究中心、室内设计工程中心、建筑装饰 BIM 服务中心等，依托该平台开展

系列设计服务和社会培训工作。

2.标志性成果

（1）积极申报和建设技术技能平台，依托平台发挥专业特长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与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共建的“岭南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获

校级立项，并获推荐参与申报广东省发改委 “2022 年度广东省工程研究中心”。

（2）向清远市人社局申报了室内装饰设计师、园林绿化工、插花花艺师、手工

木工 4个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鉴定站。

3.服务区域行业产业典型案例

与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共建了“岭南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中

心”，中心立足于广东乡村振兴的实践，侧重岭南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的应用研究，

牢牢抓住广东省乡村建设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创建集岭南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理

论探讨、决策咨询、成果运用于一体的综合性、应用型研究机构，拟通过 3-5 年的

发展，把研究中心建设成为省内一流应用型智库，华南地区有影响力的乡村建设研

究基地，全国农村乡镇干部用得上的乡村振兴咨询机构。

2022 年研究中心师生对江门国家级非遗“新会陈皮炮制技艺”、清远市级非遗“龙

塘陶缸烧制技艺”进行深入调研并通过新媒体进行宣传，彰显当地传统技艺和文化，

助力乡村技艺和文化振兴。在对清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山丝苗米”相关乡镇

企的痛点进行深层次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 “米苗苗”连山丝苗米 IP 形象，

为宣传推广工作赋能，助力乡村经济振兴。学校乡村振兴驻镇帮扶工作，研究中心

师生对梅州大浦—陶溪文化广场进行方案设计，整体设计结合梅州当地围龙屋客家

民居特色和典型形象，山区特有的地域性文化，结合当地特有的青瓷，小青瓦等地

方材料进行创造，天圆地方的酬神舞台、古朴遗风的广场文化，为学校乡村振兴驻

镇帮扶工作赋能，助力乡村文化建设振兴。



八、检查结论（含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等）

主要成绩：已与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签订合作订协议合作专本衔接，拟 2023

年正式招生；立项“岭南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中心”并初步开展设计服务和社

会培训工作；专业群内各专业开展 1+X 证书点；专业群老师开展国际授课，教学效

果良好；“建筑师 NTA-7”和“室内技术员 NTA-5”两项职业标准获坦桑尼亚国家职

业教育委员会立项；完成岭南传统建筑技艺展示亭教学实践建设项目；多项国家级、

省级竞赛获奖等，整体建设成效显著。

存在主要问题：省级、国家级项目成果主要集中于技能竞赛、1+X 证书试点、

教科研课题、岭南传统建筑技艺传承基地等，省级以上规划教材、省级以上课程、

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等项目较少；受政策限制，目前专业群内仅有建筑室内设计专

业符合开展高本衔接试点的要求，专业数少。

下一步工作建议：集中资源重点突破未完成的建筑室内设计学徒制招生、发明

专利、学生国际互访等任务，争取早日完成。

教务部

2023 年 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