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夯实基础，规范标准，创新举措

高职扩招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战略部署，是落实《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机遇。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住发展机遇，主动

应对挑战，把高职扩招作为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的新动力。针对扩招生源教育教学，我校坚持“夯实基础，规范标

准，创新举措”，推动推动教学管理实现创新发展、特色发展。

一、对接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开设专业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办学紧贴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实施专业错位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培养“有教

养、有本领”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现有在校生 8000 余人，开

设有机电一体化、化工装备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28 个专业。学

校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对紧缺人才的需求，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计

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等 10 个专业设为高职扩招专业。周密制定

招生考试录取办法，多渠道开展招生宣传，完成了两批扩招生源的招

生与录取工作。录取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

共 3419人。

二、开展多元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一）开展学情分析，做好指导服务

学校按照教育部“标准不降、形式多样”的要求，对学生学业水

平、技术技能基础、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学习目的和心理预期等深入

调研，形成学情分析报告，指导学生更加合理地进行课程选择和岗位

发展规划，根据学生的学历背景、知识结构和职业方向差异，分层类、

分需求、分专业群组建班级，配备专业背景相似、年龄结构相当的专

职管理人员在日常管理中，采用“辅导员+专业导师+学习助手”的三

层管理模式全程专属为扩招生源学生服务。

（二）规范标准，确保教学质量

学校确立质量优先的发展战略，着力夯实教育教学工作，不断丰



富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将质量优先的理念深深地扎根于教育教学

工作中，让广大教师树立全新的质量观，把提升学生的课堂所得作为

评判一门课程优劣的重要标准。以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为基本遵循，

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

指导意见》有关要求。保障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军事课（退役

军人可以免修）、心理健康教育等作为公共基础必修课，同时融入公

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三）因材施教，创新教学模式

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生源特点，坚持因材施教，突

出技能培养，全面落实人才培养方案；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探索

学分制管理改革；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坚持在岗培养与学校培养相结

合、集中教学和分散教学相结合，根据不同受教育群体实际，统筹采

取线上教学、现场授课、网络答疑、专题讲座、教学研讨等多种方式；

建设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法改革，普及推广

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推动现代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改革深度融合；创新考核评价方式方法，提高过程考

核比重，严格考试纪律。

（四）多形式考核，支持学分转换

学校采用目标考核与过程考核相结合，文化成绩考核与技能测试

考核相结合，学生自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学校制定了扩招学生管理手

册，要求各专业严把考核评价关。制定学习成果认定与学分转换的标

准与方法，对于在工作中已经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已有工作经历、

技术技能达到一定水平及在相关领域获得一定级别的奖项或荣誉称

号的，经学院认定后可以折算成相关专业课程的学分，实现对学习者

已有学习成果的认可，保障扩招生源利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好新技

术的学习，提升培养质量，扩大教学考核评价的范围。

三、完善扩招工作保障机制

为切实推动高职扩招生源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实现创新发展，学

校多措并举，不断强化高职扩招教学工作保障机制。在经费保障上，

学院划拨专项资金保障扩招生源的培养质量。在师资保障上，针对扩



招后教育教学新要求，加大教师培训力度，积极打造能够胜任面向不

同生源实施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教师队伍。在资源保障上，全天开放教

学场所和校内实训基地，充分利用周末、节假日等，用好职业教育专

业教学资源库。在机制保障上，支持教师针对高职扩招开展教育教学

研究与实践，定期开展教研活动，创新模式、改革方法与手段，研究

解决教学组织运行、课程结构内容、学生管理与考核评价等方面的新

情况、新问题，关注扩招生源对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增强适应和解决教学、管理、服务过程中的新情况、新要求的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