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召开 2021 年第七次教学工作会议

2021 年 9 月 27 日（周一）上午 09：00 分，学院在江南校区办

公楼 4 楼会议室召开 2021 年第七次教学工作会议。学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刘文开、副院长谢金生、教务处处长黄云玲、实训中心主任黄勤

坚、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郑金兴、科研与交流合作处处长方栋龙、

图书馆馆长成榕，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郭先根、各系主任（廖建国、

曾秀云、孙华、彭忠伟、黄华明、华建祥、林文胜），教务处副处长

（钱叶会、林志鹏）、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袁玉虹、质量管理中心主

任林小青出席了会议。

图 1 2021 年第七次教学工作会议场景

本次会议主题：1.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审议 2021 年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2.相关教辅部门教学工作部署。

会上，首先由教务处处长黄云玲向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介绍2021

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情况，经过整改、各系自查，并对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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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职成〔2019〕13 号）文件精神，各专业重点指标如下：三年制总学

时控制在 2600 学时以下、五年制总学时控制在 4250 学时左右、三年

制公共基础课占比 25%学时、五年制公共基础课占比 30%、思政类课

程开足学时、军训二周学时、心理健康 32学时、体育课学时达 72 学

时、劳动教育达 30 学时、分别在 1-5 学期每学期开设 6 学时、实践

课占比达 50%以上、选修课占比达 10%左右。提交教学工作委员会审

议。

图 2 教务处处长黄云玲汇报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情况

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文开针对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教育部最

新文件（教职成〔2019〕13 号）精神，向 7 个系和马院负责人进行

文件解读，强调需要抓住人才培养目标和规范课程设置，要求将思想

政治理论课、体育、军事课、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列为公共基础必修

课程，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党史国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信息技术、语文、数学、外语、

健康教育、美育课程、职业素养等列为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加强关

于国家安全教育、节能减排、绿色环保、金融知识、社会责任、人口

资源、海洋科学、管理等人文素养、科学素养方面的选修课程、拓展

课程或专题讲座的开设。确定 6—8门专业核心课程，每学年安排 40

周教学活动。三年制高职总学时数不低于 2500，公共基础课程学时

应当不少于总学时的 1/4，高职选修课教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均应

当不少于 10%。一般以 16—18 学时计为 1 个学分。实践性教学学时

原则上占总学时数 50%以上。促进书证融通，将人才培养方案提交校

级党组织会议和校长办公会定期研究。做细由行业企业专家、教科研

人员、一线教师和学生（毕业生）代表组成的专业建设委员会所发挥

的作用，补充做好在校生学情调研，做好行业企业调研、毕业生跟踪

调研报告，分析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请各系专业负责

人要详细推敲，认真优化调整，使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图 3 刘文开院长指导 2021 级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经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表决，原则上通过 2021 级人才培养方案。

图 4 教务处处长部署教学工作

接下来各教辅部门进行教学工作部署。先由教务处负责人黄云玲

对教学工作部署，内容包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评价工作，特别是新旧

专业衔接专业共需抽查 5个专业，还有本学期退役军人、二元制、联



办校专业的教学材料收集，做好最近一段时间线上教学的院系两级监

督工作，相关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的推进工作。

图 5 实训中心部署实训技能等工作

实训中心主任黄勤坚对技能培训计划和 2019 年实验品材料计划

提交、易耗品报备、双高建设经费的项目负责人问题、我院今年三个

技能竞赛举办项目进行工作部署。刘文开院长随后强调要定目标，未

取得国赛成绩的相关系要实现零的突破。



图 6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郑金兴部署相关工作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郑金兴强调要对近两年的教师教学能力

比赛进行总结，随着比赛难度变大，更要研究比赛经验，并为明年比

赛做好基础性工作，争取在教师教学能力国赛上取得突破性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