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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8 年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

数据采集和诊断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院全面、客观地对状态数据进行了

采集，并从基本办学指标、专业建设、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学生培养、

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学校影响力、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分析、

比较，明确优势，找出差距，为学院决策、发展服务。具体分析如下： 

一、基本办学指标 

（一）诊改核心指标 

对照《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我院生师比、具有研究生学

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生均图书、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生均占地面积、生均宿

舍面积、生均实践场所、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数、新增科研仪器设备

所占比例、生均年进书量等 12项诊改核心指标全部达标。 

表 1 诊改核心指标对比 

序

号 
指标名称 

2017 年本

院数据 

2018年本

院数据 
评估指标 

全国示范

中位数 

国家骨干

及省示范

位数 

同类中

位数 

省中位

数 

全国中

位数 

1 生师比 12.16 16.19 18.00 15.22 15.28 15.62 15.75 15.34 

2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

师占专任教师的比

例（%） 

71.09 72.83 15.00 65.61 60.7 55.51 42.72 51.56 

3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平方米/生） 
26.72 26.21 16.00 17.45 17.52 18.84 18.51 17.86 

4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值（元/生） 
14036.73 15388.65 4000.00 14426.61 10852.98 11551.85 8564.68 9843.26 

5 生均图书（册/生） 97.66 98.22 60.00 75.41 74.96 69.98 71.66 78.86 

6 

具有高级职务教师

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 

40.63 45.28 20.00 35.24 32.48 30.69 29.69 28.91 

7 
生均占地面积（平

方米/生） 
65.59 64.34 59.00 63.45 63.52 66.46 65.77 67.62 

8 
生均宿舍面积（平

方米/生） 
12.44 12.20 6.50 8.31 7.93 8.61 8.9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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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指标名称 

2017 年本

院数据 

2018年本

院数据 
评估指标 

全国示范

中位数 

国家骨干

及省示范

位数 

同类中

位数 

省中位

数 

全国中

位数 

9 
生均实践场所（平

方米/生） 
10.96 10.78 8.30 8.6 8.66 9 8.57 8.35 

10 
百名学生配教学用

计算机数（台） 
39.23 39.50 10.00 34.17 27.61 28.26 24.57 25.77 

11 
新增科研仪器设备

所占比例（%） 
8.87 11.41 10.00 11.8 11.78 11.91 14.43 11.8 

12 
生均年进书量

（册） 
2.29 2.15 2.00 2.95 3 2.31 3.03 3.03 

12 项指标中，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生均教学行政

用房、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具有高级职务占专任教师的

比例、生均宿舍面积、生均实践场所、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数 8 项指

标高于全国骨干、全国示范、全国、全省、同类院校中位数。 

（二）相对分布指标 

表 2 相对分布指标对比 

序

号 
指标名称 

2017 年本

院数据 

2018 年本

院数据 
省中位数 全国中位数 

1 
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生数

（人） 
6548 6663 6663 6284 

2 办学经费收入总额(万元) 18837.98 13362.95 13231.37 12814.99 

3 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数 4 5 2 2 

4 国家级重点专业数（个） 0 0 0 0 

5 国家级特色专业数（个） 0 0 0 0 

6 国家级精品课程数（门） 2 2 0 0 

7 应届就业率（%） 95.16 95.09 93.31 92.44 

8 上届就业率（%） 95.27 95.08 95.08 96.19 

9 雇主满意度（%） 64.52 90.7 90.03 88.22 

我院高度重视招生工作，2017年招生人数增加，在校生规模与全省

中位数持平，高于全国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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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院学生规模对比图 

2017年度办学经费收入与全省、全国、同类中位数基本持平。 

省级以上教学名师数、国家级精品课程数、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三项

指标高于全省、全国、同类中位数。学院建立了毕业生跟踪服务工作机

制，上届毕业生就业率与全省中位数持平，雇主满意度高于全省、全国

中位数。 

（三）办学基础数据指标 

表 3 办学基础数据指标对比 

序号 名称 
2017 年本院

数据 

2017 年所处

位置 

2018 年本院

数据 

2018 年所处

位置 

1 学生数（人） 6568 598 6663 597 

2 教职工总数（人） 426 363 420 380 

3 专任教师数（人） 258 342 265 348 

4 
高级职务教师占专

任教师的比例 
40.7% 163 45.28% 95 

5 
教学行政房面积（平

方米） 
148031.00 344 148031.00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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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2017 年本院

数据 

2017 年所处

位置 

2018 年本院

数据 

2018 年所处

位置 

6 生均经费（元/生） 28678.4 252 20055.45 656 

7 专业数（个） 30 39 30 40 

2017-2018 学年，在学生数、教职工总数、专任教师数、高级职务教

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教学行政房面积、生均经费、专业数等 7项办学

基本指标中，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专任教师数、教学行政房

面积三项指标在全国高职院校中优势明显。由于学生规模的增加，经费

总收入下降，生均经费下降。 

二、办学目标与定位 

表 4 办学目标与定位对比 

项目名称 本院 全国示范 
同类中位

数 

全省中

位数 

全国中

位数 

在校

生情

况 

折合在校生总数（人） 6663 11918.30 7159.50 6663 6381.2 

其中 

全日

制在

校生 

总数（人） 6663 11618 7136.5 6663 6284 

比例（%） 100 99.67 100 100 100 

专业

设置

情况 

专业设置总数（个） 38 51 35 36 31 

专业生均数（人/个） 175.34 228.95 191.19 198.90 198.73 

招生专业数（个） 30 43 29 32 26 

实际录取数据

小于计划招生

的专业 

总数（人） 22 22 19 20 16 

比例（%） 73.33 53.49 69.89 74.42 67.74 

学生

获奖

情况 

学生取得省级以上技能大赛

获奖数（项） 
32 64 26 22 22 

学生取得省级以上科技文化

作品获奖数（项） 
1 6 1 1 1 

学院紧密结合产业布局和社会需求，建立了专业动态调整工作机

制，2017-2018学年，我院专业设置总数略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

数；招生专业数高于全国中位数，与同类、全省中位数基本持平；专业

生均数低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实际录取数小于计划数的专业数

占比与全省中位数持平，我院专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我院学生取得

省级以上技能大赛获奖数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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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收支 

表 5 经费总收支一览表 

项目名称 
2016年本

院 

2017年本

院 
全国示范 同类 全省 全国 

学校经费收入总

额（万元） 
18837.98 13,362.95 26,814.62 14,003.03 13,231.37 12,814.99 

学校经费总收入

/折合在校生总

数（元/生） 

28678.40 20,055.45 22,054.16 20,080.92 18,398.65 20,286.26 

学校经费支出总

额（万元） 
16262.89 15,516.23 24,025.36 13,747.83 12,428.40 12,474.06 

在经费收入方面，学院 2017 年经费总收入低于上年度，但仍略高于

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 

 

图 2 学院经费总收入对比图 

在经费收入构成比例中，学费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含自有资金）

较上年度相比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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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院 2017 年经费收入情况 

在经费支出方面，2017 年总支出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在

经费支出构成比例中，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支出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

位数。设备采购经费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自实施创新行动计

划和开展优质校建设以来，学院加大了教学改革方面的投入，教学改革

费用较上年度增加幅度较大，且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在师资

建设方面，学院加大了教师培训和实践锻炼工作力度，师资建设费用较

上年度增加幅度较大，高于全省中位数。图书购置费高于全省中位数。

日常教学经费支出方面，学院支出总额上升 43.19%，占学院总支出比例

由上年度的 12.1%增加到 18.1%，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在经费

总支出中其他支出占比高于全国示范、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所占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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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学院支出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2017 年

本院数据 

2018 年本

院数据 

全国示

范 
同类 全省 全国 

基础

设施

建设 

金额（万元） 2455.09 1170.13 
1,332.8

9 
604.83 634.76 561.35 

比例（%） 15.10 7.54 6.45 6.69 6.41 5.89 

设备

采购 

金额（万元） 1699.87 1288.49 2,265 1,050.67 671.51 876.32 

比例（%） 10.45 8.3 8.84 7.99 5.87 7.27 

教学

改革

及研

究 

金额（万元） 31.81 383.99 609.46 144.32 201.45 122.48 

比例（%） 0.20 2.47 2.54 1.39 1.94 1.19 

师资

建设 

金额（万元） 22.96 71.22 279.55 118.68 66.9 111.18 

比例（%） 0.14 0.46 1.27 0.94 0.64 0.96 

图书

购置

费 

金额（万元） 96 42 123.41 48.36 37.95 49.27 

比例（%） 0.59 0.27 0.44 0.39 0.3 0.42 

日常

教学

经费

使用

情况 

 

日常

教学

经费 

金额（万元） 1959.84 2805.92 
3,786.4

8 
1,238.55 

1,554.1

2 

1,132.

71 

比例（%） 12.05 18.08 16.05 10.94 14.34 11.12 

其中 

实训

耗材 

金额（万元） 40.20 63.77 192.28 72.65 55.36 66.08 

比例（%） 0.25 0.41 0.83 0.62 0.44 0.6 

实习

专项 

金额（万元） 18.68 67.46 95.45 40.96 42.82 45 

比例（%） 0.11 0.43 0.46 0.35 0.4 0.37 

聘请

兼职

教师

经费 

金额（万元） 13.18 19.45 187 102.46 116.72 94.75 

比例（%） 0.08 0.13 0.79 0.81 1.15 0.82 

体育

维持

费 

金额（万元） 18.68 32.61 47.76 17.6 9.86 18.05 

比例（%） 0.11 0.21 0.19 0.15 0.11 0.15 

其他 
金额（万元） 1869.10 2622.63 

2,725.7

1 
821.2 

1,169.5

5 
685.31 

比例（%） 11.49 16.9 10.87 6.58 8.91 6.3 

其他支出 
金额（万元） 9997.32 9754.48 

12049.8

4 
6,566.05 

5,441.6

5 

6,357.

13 

比例（%） 61.47 62.87 55.64 54.91 57.99 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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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院经费支出构成情况 

四、领导作用 

表 7 领导作用一览表 

项目名称 
2018

年本院 

全国示

范 

国家示范

(骨干)平

均数 

同类 全省 全国 

学校领导班子人数

（人） 
7 7 7.21 7 7 7 

校领导走访实习点平

均数（次） 
9.14 10.6 11.2 8 8.75 7.67 

校领导听课的平均数

（课时） 
13.29 14.71 15.43 13.14 15 12.86 

校领导参与评教比例

（%） 
100 100 93.45 100 100 100 

数字资源总量（GB） 13247 21600 37308.54 6144 7168 4900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总

数占专职政治辅导员

总数比例 

166.58 230.93 397.77 200.28 192.84 204.9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2.1.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2.1.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2.2.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2.2.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2.2.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2.2.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7.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7.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3.4.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3.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3.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3.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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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18

年本院 

全国示

范 

国家示范

(骨干)平

均数 

同类 全省 全国 

生均奖助金额（元/

生） 
1400.59 1,381.56 254051.4 1267.65 

1200.7

3 
1263.29 

学院把教学工作放在中心位置，建立了常态化领导听课、走访实习

点、评教工作机制。2017-2018 学年，在领导作用相关指标中，校领导走

访实习点平均数、校领导听课平均数、校领导参与评教比例三项数据与

去年相比上升，高于全国中位数。 

我院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信息化资源总量逐年提高，取得一

定成果，与去年相比增加幅度较大，信息化资源总量高于同类、全省、

全国中位数。 

学院重视学生专职政治辅导员队伍建设，近两年专职政治辅导员队

伍规模不断扩大，队伍建设稳定，专职辅导员生师比指标优于同类、全

国、全省中位数。 

学院建有完善的“奖、助、补、贷、勤、慰”六位一体的资助体

系，2017-2018学年，由于学生规模进一步增长，我院生均奖助金额略有

下降，但高于全国示范、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 

五、师资队伍 

（一）教师队伍总体情况 

表 8 教师队伍总体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校内

专任 

校内

兼课 

校外

兼职 

校外

兼课 

学院

合计 
同类 全省 全国 

教师

总数 

未折算

人数 

人数（人） 265 70 120 23 478 495 456 467 

比例（%） 55.44 14.64 25.1 4.81 0 0 0 0 

折算人

数 

人数（人） 265 50.29 78.91 17.3 411.5 445.59 440.64 409.73 

比例（%） 64.4 12.22 19.18 4.2 0 0 0 0 

男 人数（人） 123 30 95 18 266 263 225 20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8.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8.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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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校内

专任 

校内

兼课 

校外

兼职 

校外

兼课 

学院

合计 
同类 全省 全国 

性别

结构 

比例（%） 46.42 42.86 79.17 78.26 55.65 53.23 47.71 47.7 

女 
人数（人） 142 40 25 5 212 236 224 245 

比例（%） 53.58 57.14 20.83 21.74 44.35 46.47 51.52 51.85 

年龄

结构 

35岁

及以 

人数（人） 59 50 34 18 161 188.5 198 178 

比例（%） 22.26 71.43 28.33 78.26 33.68 36.89 38.31 38.03 

36－45

岁 

人数（人） 135 12 39 0 186 150 135 142 

比例（%） 50.94 17.14 32.5 0 38.91 32.45 30.39 32.26 

46－60

岁 

人数（人） 69 8 41 4 122 123 108 108 

比例（%） 26.04 11.43 34.17 17.39 25.52 25.85 24.74 24.68 

61岁

及以上 

人数（人） 2 0 6 1 9 14 16 10 

比例（%） 0.75 0 5 4.35 1.88 2.47 2.67 2.01 

专业

技术

职务

结构 

高级 
人数（人） 120 7 37 2 166 140 123 125 

比例（%） 45.28 10 30.83 8.7 34.73 27.65 25.04 26.44 

中级 
人数（人） 110 8 41 2 161 173.5 161 151 

比例（%） 41.51 11.43 34.17 8.7 33.68 35.28 32.24 34.02 

初级 
人数（人） 26 44 7 0 77 53 59 53 

比例（%） 9.81 62.86 5.83 0 16.11 10.65 10 11.19 

其它 
人数（人） 9 11 35 19 74 115 115 105 

比例（%） 3.4 15.71 29.17 82.61 15.48 22.76 28.64 24.07 

学历

结构 

博士研

究生 

人数（人） 6 0 - - 6 3 2 3 

比例（%） 2.26 0 - - 1.26 0.64 0.35 0.65 

硕士研

究生 

人数（人） 124 19 - - 143 112 95 104 

比例（%） 46.79 27.14 - - 29.92 22.35 20.85 22.41 

大学 
人数（人） 131 48 - - 179 206 201 203 

比例（%） 49.43 68.57 - - 37.45 42.83 41.67 44.94 

专科 
人数（人） 2 3 - - 5 5 6 4 

比例（%） 0.75 4.29 - - 1.05 0.89 0.98 0.78 

专科以

下 

人数（人） 1 0 - - 1 0 0 0 

比例（%） 0.38 0 - - 0.21 0 0 0 

学位

结构 

博士 
人数（人） 6 0 - - 6 3 2 3 

比例（%） 2.26 0 - - 1.26 0.65 0.32 0.64 

硕士 
人数（人） 187 40 - - 227 172 136 155 

比例（%） 70.57 57.14 - - 47.49 34.62 26.44 33.41 

学士 
人数（人） 59 27 - - 86 113 132 115 

比例（%） 22.26 38.57 - - 17.99 25.46 25.14 26.76 

双师素质 
人数（人） 195 6 - - 201 181.5 167 167 

比例（%） 73.58 8.57 - - 42.05 38.84 32.35 37.94 

少数民族 
人数（人） 9 0 - - 9 9 7 9 

比例（%） 3.4 0 - - 1.88 1.68 1.4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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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校内

专任 

校内

兼课 

校外

兼职 

校外

兼课 

学院

合计 
同类 全省 全国 

专任

青年

教师 

人数（人） 194 - - - 194 218.5 197 208 

（45

岁以

下） 

研究生学历或硕士

以上人数（人） 
162 - - - 162 136 104 125 

 
研究生学历或硕士

以上比例（%） 
83.51 - - - 83.51 67.61 54.81 63.04 

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

教师的比例（%） 
45.28 - - - 45.28 30.69 29.69 28.91 

具有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数（%） 
73.58 - - - 73.58 60.7 60.36 56.61 

1.教师规模与结构 

2017-2018 学年，我院共有各类教师 478 人，其中专任教师 265 人，

校内兼课教师 70 人，校外兼职教师 120 人，校外兼课教师 23人，教师

队伍结构合理。具体占比情况如下图。 

图 5 四类教师人数比例 

2.教师年龄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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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年龄结构方面分析，我院教师队伍中 36-45 岁教师规模占比

较大，具有年富力强、成熟稳定的特征。 

在校内专任教师中，近五学年 35 岁以下专任教师人数和所占比例呈

下降趋势，变化趋势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一致。 

表 9 35 岁以下校内专任教师情况对比 

学年 

本院数据 同类中位数 全省中位数 全国中位数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2013-2014 158 53.38 128 49.49 127 48.25 121 49.2 

2014-2015 125 46.3 125 46.15 125 46.3 118 46.48 

2015-2016 88 33.85 122 44.21 119 43.49 115 44.41 

2016-2017 74 28.68 116 40.19 115 4048 112 41.79 

2017-2018 59 22.26 108 37.07 102 36.53 105 37.71 

近五学年，36-45 岁专任教师人数和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与同类、

全省、全国中位数变化趋势一致。 

表 10 36-45 岁校内专任教师情况对比 

学年 

本院数据 同类中位数 全省中位数 全国中位数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2013-2014 92 31.08 61 24.41 62 24.43 63 25.49 

2014-2015 105 38.89 66 26 74 25.71 67 26.88 

2015-2016 115 44.23 72 27.19 72 25.81 71 28.24 

2016-2017 119 46.12 81 30 79 29.31 79 30.1 

2017-2018 135 50.94 95 33.74 92 33.61 90 33.43 

近三学年年，我院 46-60岁校内专任教师人数和所占比例与同类、

全省、全国中位数基本一致。 

表 11 46-60 岁校内专任教师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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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 

本院数据 同类中位数 全省中位数 全国中位数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2013-2014 44 14.86 63 22.56 56 23.13 54 21.67 

2014-2015 39 14.44 66 23.49 58 23.98 57 22.45 

2015-2016 57 21.92 68 24.37 69 24.29 59 23.18 

2016-2017 64 24.81 71 24.88 64 27.03 63 23.85 

2017-2018 69 26.04 73 25.28 69 27.76 67 24.31 

3.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分析 

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结构中，我院高级职称人数逐年增加，所占比

例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全国示范、骨干院校中位数；中级职

称教师规模稳定，教师队伍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合理。 

在校内专任教师中，我院高级职称教师人数和所占比例呈上升趋

势，且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 

表 12 校内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教师情况对比 

学年 

本院数据 同类中位数 全省中位数 全国中位数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2013-2014 80 27.03 76 27.67 76 29.14 71 27.67 

2014-2015 81 30 81 28.85 88 30.3 73 28.06 

2015-2016 98 37.69 82 29.96 83 29.71 76 28.43 

2016-2017 105 40.7 91 30.31 81 28.37 79 28.7 

2017-2018 120 45.28 93 30.69 76 29.69 83 28.91 

在校内专任教师中，我院中级职称教师人数和所占比例相对稳定，

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一致。 

 

 



 

14 
 

表 13 校内专任教师中级职称教师情况对比 

学年 

本院数据 同类中位数 全省中位数 全国中位数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人数

（人） 

比例

（%） 

2013-2014 125 42.23 108 42.74 110 39.12 102 41.22 

2014-2015 117 43.33 11 42.92 117 39.07 101 41.64 

2015-2016 113 43.46 113 42.32 113 38.8 105 40.59 

2016-2017 116 44.96 115 42.18 116 37.84 106 40.34 

2017-2018 110 41.51 117 40.94 109 38.49 109 39.65 

在校内专任教师中，我院初级职称教师人数和所占比例略低于同

类、全省、全国中位数。 

表 14 校内专任教师初级职称教师情况对比 

学年 

本院数据 同类中位数 全省中位数 全国中位数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2013-2014 76 25.68 42 17.29 48 16.61 42 17.34 

2014-2015 60 22.22 41 15.74 51 15.9 40 16.45 

2015-2016 47 18.08 38 13.85 43 14.49 38 14.97 

2016-2017 31 12.02 35 13.22 39 14.71 37 14.2 

2017-2018 26 9.81 36 12.12 40 11.67 37 13.13 

4.教师队伍学历、学位结构分析 

在教师队伍学历结构中，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教师人数、所占

比例逐年提高。其中博士研究生学历 6 人，占比 1.26%，人数和所占比例

均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硕士研究生学历 143人，占比

29.92%，人数和所占比例均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大学学历 179

人，占比 37.45%，人数和所占比例低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专任

教师研究生学历人数和所占比例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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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队伍学位结构中，博士、硕士学位教师人数、所占比例逐年

提高。其中博士学位 6 人，占比 1.26%，人数和所占比例均高于同类、全

省、全国中位数。硕士学位 227 人，占比 47.49%，人数和所占比例均高

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同时高于全国示范、骨干院校中位数，其

中专任教师硕士学位 187 人，占比 70.57%，所占比例高于全国示范、全

国骨干、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学士学位 59人，占比 22.26%，人数

和所占比例小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 

5.双师素质分析 

2017-2018 学年，我院教师队伍中具有双师素质人数占教师总数比例

为 42.05%，人数和所占比例较上学年提高。其中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人

数占比 73.58%，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 

 

 

图 6 校内专任教师具备双师素质情况对比 

（二）四类教师授课情况分析 

1.四类教师授课基本情况及人均教学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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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校内专任教师人均 418.32 课时，人均周课时为

11.01，较上学年 12.94 课时有所下降。校内兼课教师人均 187.12 课

时，较上学年略有上升。校外兼职教师、校外兼课教师人均课时与上学

年基本持平。 

表 15 四类教师授课情况汇总表 

教师

类别 

总人数

（人） 

授课教师 A类课 B类课 C类课 合计 
人均课

时（学

时） 

人均周

课时

（课

时） 

人数 

（人

） 

比例

（%

） 

数量

（门

） 

比例

（%

） 

数量

（门

） 

比例

（%

） 

数量

（门

） 

比例

（%

） 

数量

（门

） 

比例

（%） 

校内

专任 
264 227 

85.9

8 
143 

22.9

5 
268 

43.0

2 
212 

34.0

3 
623 87.13 418.29 11.01 

校内

兼课 
70 43 

61.4

3 
14 

29.7

9 
10 

21.2

8 
23 

48.9

4 
47 6.57 187.12 4.92 

校外

兼职 
120 72 60 1 3.13 9 

28.1

3 
22 

68.7

5 
32 4.48 175.36 4.61 

校外

兼课 
23 19 

82.6

1 
9 

69.2

3 
2 

15.3

8 
2 

15.3

8 
13 1.82 145.68 3.83 

合计 477 361 
75.6

8 
167 

23.3

6 
289 

40.4

2 
259 

36.2

2 
715 - - - 

2.校外教师情况分析 

我院不断加强校外兼职、校外兼课教师队伍管理，建立了专门校外

教师库。2017-2018学年，校外兼职教师 120 人，人数上较上学年增加

13 人；校外兼职教师中级以上职称 78人，占 65%，人数和占比较上学年

均有提升；校外兼职教师本科以上学历人数 97 人，占 80.83%，人数和占

比较上学年均有增加，说明我院校外兼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在提升。从

授课情况上看，校外兼职教师主要承担实践类课程教学，占比 68.75%。 

校外兼课教师 23 人，人数与上学年相同；校外兼课教师中级以上职

称 4 人，占 17.4%，人数和比例较上学年增加；校外兼课教师学历结构上

进一步优化，全部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授课方面，校外兼课教师承担

13 门课程授课任务，较上学年略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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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院校外教师队伍中虽然中级以上教师比例

较大，但职称结构上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表 17 近两学年校外教师情况统计对比表 

学年 

校外

兼职

教师

人数 

校外

兼课

教师

人数 

校外兼职教

师职称结构 

校外兼课教

师职称结构 

校外兼职教

师学历结构 

校外兼课教

师学历结构 

中

级

以

上

人

数 

比例

（%） 

中

级

以

上

人

数 

比例

（%） 

本

科

以

上

人

数 

比例

（%） 

本

科

以

上

人

数 

比例

（%） 

2017-2018 120 23 78 65.00 4 17.4 97 80.83 23 100 

2016-2017 107 23 62 57.94 0 0 76 71.03 18 78.26 

（三）校内教师能力提升情况 

1.参加实践锻炼情况 

2017-2018 学年，学院持续推进教师下企业锻炼“360计划”，本学

年共有 30 名教师参加实践锻炼，累计 2272 天，人均 75.73天，能够满

足教职成[2015]9 号文件中“专业教师每 5 年企业锻炼时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要求。 

2.培训进修情况 

2017-2018 学年，校内专任教师共有 147 人次参加各级各类培训进

修，累计 2845 天，人均 19.35 天，培训人次和人均天数高于上学年。校

内兼课教师共有 16人次参加各级各类培训进修，累计 70天，人均 4.38

天，有效提升了专兼职教师职业能力。 

3.教科研及获奖情况 

2017-2018 学年，我院校内专任教师共有 76人获得各级各类奖励，

获奖人数和比例与上学年持平。专任教师中有 8 人获技术专利，较上学

年增长幅度较大。专任教师中有 85 人主持各级各类课题，人数和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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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学年；公开出版著作与公开发表论文 154篇（本）。专任教师教学科

研能力进一步提升。 

表 18 近两年校内教师科研及获奖情况统计表 

学年 2016-2017 2017-2018 

教师类型 校内专任 校内兼课 校内专任 校内兼课 

总人数（人） 258 60 264 70 

获奖教师 
人数（人） 77 19 76 7 

比例（%） 29.84 31.67 28.78 10 

获技术专利教

师（主持） 

人数（人） 1 0 8 0 

比例（%） 0.39 0 3.03 0 

在研课题数

（主持） 

人数（人） 60 1 85 3 

比例（%） 23.26 1.67 32.20 4.29 

公开出版著作

与公开发表论

文数（独立、

第一） 

数量（项） 168 4 154 9 

六、专业建设 

（一）专业建设成果 

学院紧扣湖北区域经济社会发挥在那和产业转型升级，动态调整专

业设置和专业结构，已逐步形成稳定的专业格局，专业特色鲜明，专业

集群建设效果明显。2017-2018 学年专业设置总数为 38 个，招生专业数

为 30个，省级重点专业 4 个，省级特色专业 3个（含在建），省级品牌

专业 4 个（含在建），省级重点专业数高于全国和全省院校中位数。虽然

专业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专业辐射带动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 

表 19 专业建设成果一览表 

项目名称 学院 
全国示范

中位数 

同类中位

数 

全省中位

数 

全国中位

数 

专业设置总数（个） 38 51 35 36 31 

招生专业数（个） 30 43 29 32 26 

重点

专业 

国家级（个） 0 6 0 0 0 

省级（个） 4 6 3 3 2 

比例（%） 10.53 26.83 14.29 11.11 10.71 

国家级（个）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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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学院 
全国示范

中位数 

同类中位

数 

全省中位

数 

全国中位

数 

特色

专业 

省级（个） 3 6 2 3 2 

比例（%） 7.89 16.36 8.14 9.3 5.88 

（二）各专业在校生规模分析 

2017-2018 学年，我院在校生规模总数为 6663 人，专业设置数 38

个，其中有在校生专业总数 31个，在校生人数大于或等于 150 人的专业

11 个，占专业总数的 35.48%；在校生人数小于 100 人的专业 14 个，占

专业总数的 45.16%。 

表 20 各专业在校生规模分布统计表 

所属系

部 
专业名称 

在校生

人数 

专业规模 

学生数

≥150

人的专

业 

100 人

≤学生

数<150

人专业 

50人≤

学生数

<100 人

的专业 

学生数

<50 人

的专业 

水利工

程系 

工程测量技术 161 √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13    √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3    √ 

工程造价（水利造价方

向） 
41    √ 

水利工程 351 √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847 √    

合计 1416 2 0 0 3 

电力电

子工程

系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652 √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140  √   

水电站运行与管理 113  √   

电气自动化技术 427 √    

应用电子技术 59   √  

合计 1391 2 2 1 0 

建筑工

程系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39    √ 

建筑工程技术 357 √    

建设工程管理 127  √   

工程造价 641 √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07  √   

合计 1271 2 2 0 1 

机电工

程系 

模具设计与制造 77   √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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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系

部 
专业名称 

在校生

人数 

专业规模 

学生数

≥150

人的专

业 

100 人

≤学生

数<150

人专业 

50人≤

学生数

<100 人

的专业 

学生数

<50 人

的专业 

电梯工程技术 124  √   

工业机器人 31    √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66   √  

新能源汽车技术 58   √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5    √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54   √  

计算机应用技术 452 √    

合计 1159 2 1 4 2 

商贸管

理系 

会计 267 √    

市场营销 73   √  

电子商务 707 √    

物流管理 239 √    

酒店管理 22    √ 

广告设计与制作 101  √   

环境艺术设计 17    √ 

合计 1426 3 1 1 2 

合计 6663 11 6 6 8 

（三）专业负责人学历学位和职称分析 

近年来，学院重视骨干教师队伍建设，35名专业负责人全部为校内

专任教师，硕士学历以上占六成，硕士学位以上占八成多，职称结构

中，全部为中级职称以上，其中近半数为高级职称，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成效明显。我院专任负责人整体素质较高，为建设高水平专业奠定坚实

的基础。 

表 21 专业负责人学历、学位、职称结构一览表 

项目名称 专业负责人数据 

总人数（人） 35 

涉及专业数（个） 38 

学历结构 

博士研究生 
人数（人） 1 

比例（%） 2.86 

硕士研究生 
人数（人） 19 

比例（%） 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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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专业负责人数据 

大学 
人数（人） 15 

比例（%） 42.85 

学位结构 

博士 
人数（人） 1 

比例（%） 2.86 

硕士 
人数（人） 28 

比例（%） 80 

学士 
人数（人） 5 

比例（%） 14.28 

其他 
人数（人） 1 

比例（%） 2.86 

专业技术职务结构 

高级 
人数（人） 15 

比例（%） 42.86 

中级 
人数（人） 20 

比例（%） 57.14 

七、课程建设 

（一）开设课程结构、属性统计分析 

2017-2018 学年，我院 A、B、C 三类课程开设占比分别为 17.02%、

49.36%、33.62%，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开设占比分别为

16.18%、15.06%、68.76%。其中 C 类课开设门数多于同类、全省、全国

中位数，这与我院“厚基础、重实践”的培养理念相吻合。 

课程属性中公共课开设门数及比例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

主要是因为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基本素质能力培养，本学年公共选修课开

设门数较多。 

表 22 学院近两学年课程开设情况 

项目名称 2017-2018 2016-2017 
同类中

位数 

全省中

位数 

全国中

位数 

开设课程总数（门） 699 745 657.5 638 592 

课程

类型 

A 类课程数（门） 120 160 119 130 97 

B 类课程数（门） 348 336 389 358 371 

C 类课程数（门） 237 270 137.5 130 95 

课程

属性 

公共课（门） 116 122 64 48 58 

专业基础课（门） 108 80 126 122 117 

专业课（门） 493 569 441.5 461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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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课程类型分布图 

（二）实践教学课程分析 

2017-2018 学年，我院教学计划中规定课时总数为 67302课时，其中

实践教学课时 35956 课时，占比 53.42%，超过总课时的一半。 

八、学生培养 

（一）招生情况 

2017-2018 学年学院计划招生 3140 人，其中普通高中生 1974 人，占

比 62.87%，“三校生”1166 人，占比 37.13%。共录取新生 2974 人，其

中基于高考的“知识+技能”方式录取 2108人，占录取人数 70.88%，单

独招生录取 866人，占录取人数的 29.12%，招生计划完成率为 94.71%。

学院新生报到 2750人，报到率 92.43%。与上学年相比，招生计划中生源

结构中增加了“三校生”的招生比重，录取人数增幅较大，新生的报到



 

23 
 

率进一步提升。通过近几年新生报到率分析，学院新生报到率稳定在 90%

以上。我院在本学年各招生指标中虽然与同类、全国中位数基本持平，

录取率指标高于全省中位数。 

表 23 招生指标对比表 

项目名称 2016-2017 2017-2018 
全国示范

中位数 

同类中

位数 

全省中

位数 

全国中

位数 

计划招生数

（人） 
3240 3140 4600 3201 3257 2980 

实际录

取数 

人数

（人） 
2262 2974 4475 2831.5 2887 2579 

比例

（%） 
69.81 94.71 99.06 94.76 88.31 95.40 

实际报

到数 

人数

（人） 
2057 2750 4095 2489 2702 2275 

比例

（%） 
90.95 92.47 92.32 90.94 91.39 90.13 

（二）学生竞赛获奖情况 

2017-2018 学年，学生共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 49 项，其中国家级奖项

7 项，省部级奖项 41 项；技能大赛奖项 32项，其他奖项 17 项。与上学年

相比，学生获奖总数进一步增加。 

表 24 近两学年学生获奖情况统计 

学年 

竞赛级别

（项） 

项目类别 

（项） 获奖

学生

数 
国家

级 

省部

级 

技能

大赛 

科技

文化

作品 

其他 

2017-2018 学年 7 41 32 1 17 87 

2016-2017 学年 2 39 34 2 5 85 

（三）学生获证情况 

应届毕业生中实际获取职业证书人数为 935 人，占应届毕业生比例

为 46.43%，其中获取高级证书人数为 311 人，占获得证书人数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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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6%，占毕业生比例为 15.43%，其余 625 人获得证书等级为无等级。

毕业生获得高级证书人数和所占比例低于上学年，主要与国家调整相关

领域职业资格证有关。 

（四）顶岗实习情况 

2018 届参与顶岗实习率为 97.77%，参与顶岗实习学生中企业录用顶

岗实习毕业生数为 1539 人，企业录用率为 78.08%，略低于全国、全省和

同类院校中位数。为保障学生顶岗实习学生实习安全，学院统一为所有毕

业生购买了为期半年的人身意外伤害险。 

表 25 近两学年毕业生顶岗实习情况统计 

指标 单位 2017-2018 2016-2017 

参加顶岗实习应届毕业生数 人 1971 2457 

顶岗实习参与率 % 97.77 99.07 

企业录用顶岗实习应届毕业生数 人 1539 2311 

企业录用率 % 78.08 94.06 

应届毕业生顶岗实习对口人数 人 1486 2073 

顶岗实习对口率 % 75.39 84.37 

顶岗实习学生参加保险数 人 1971 2457 

（五）就业质量 

近年来，我院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5%以上，2016、2017连续两年

被湖北省教育厅评为就业免检单位。2017-2018 学年，学院应届毕业生规

模少于上学年，就业率与上学年基本持平，高于湖北省平均就业率；对

口就业率高于上学年；省内就业率低于上学年，与全省平均水平持平；

毕业生起薪线较上学年增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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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近两年应届毕业生就业整体情况统计表 

指标 单位 2018 年 2017 年 

湖北省平

均就业情

况 

毕业生数 人 2016 2480 132903 

9 月 1 日就业人数 人 1917 2360 123343 

9 月 1 日就业率 % 95.09 95.16 93 

对口就业人数 人 1444 1541 96207 

对口就业率 % 75.33 65.30 78 

武汉市就业人数 人 925 1153 - 

武汉市就业率 % 48.25 48.86 - 

湖北省就业人数 人 1207 1579 77766 

湖北省就业率 % 62.96 66.91 63 

外省就业人数 人 710 781 45577 

外省就业率 % 37.04 33.09 37 

平均起薪线 元 3295 3057 - 

在分专业就业分析中，就业率大于 90%小于 95%的专业数有 8 个，占毕

业专业数 34.78%，就业率小于 90%的专业数有 1 个，占比 4.35%；本省市

就业统计中，有 9个专业本省就业率小于全省平均水平（63%），占比 39.13%；

对口就业率统计中，有 13 个专业对口就业率小于学院平均水平，占比

46.53%。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学院整体就业情况好于湖北省平均水平，但

根据分专业分析可以看出，各专业之间存在差异，部分专业毕业生本地就

业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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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分专业就业情况统计 

所

属

系

部 

专业名称 

毕业

生数

（人

） 

毕业生就业情况 

9 月 1 日就业 

起薪线

（元） 

对口就业 

就业

数

（人

） 

就业

率 

（%） 

本地市 本省市 
就业

数

（人

） 

对口

率

（%

） 

就业

数

（人

） 

比例

（%） 

就业

数

（人

） 

比例

（%） 

机

电

工

程

系 

模具设计

与制造 
26.00 24.00 92.31 15.00 62.50 16.00 66.67 3050.00 21.00 87.50 

机电一体

化技术 
101.00 100.00 99.01 73.00 73.00 82.00 82.00 3987.77 74.00 74.00 

工程机械

运用技术 
25.00 25.00 100.00 20.00 80.00 20.00 80.00 3700.00 20.00 80.00 

汽车运用

与维修技

术 

53.00 50.00 94.34 30.00 60.00 38.00 76.00 2850.00 20.00 40.00 

计算机应

用技术 
279.00 262.00 93.91 104.00 39.69 113.00 43.13 4174.80 

222.0

0 
84.73 

水

利

工

程

系 

工程测量

技术 
42.00 41.00 97.62 11.00 26.83 23.00 56.10 3800.00 35.00 85.37 

工程造价 41.00 40.00 97.56 22.00 55.00 33.00 82.50 2850.00 27.00 67.50 

水利工程 84.00 81.00 96.43 48.00 59.26 66.00 81.48 3317.53 63.00 77.78 

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 
256.00 235.00 91.80 92.00 39.15 147.00 62.55 3137.91 

172.0

0 
73.19 

建

筑

工

程

系 

建筑工程

技术 
129.00 126.00 97.67 55.00 43.65 70.00 55.56 3842.92 

107.0

0 
84.92 

建设工程

管理 
56.00 51.00 91.07 14.00 27.45 21.00 41.18 3200.00 38.00 74.51 

工程造价 225.00 215.00 95.56 97.00 45.12 137.00 63.72 2898.22 
167.0

0 
77.67 

道路桥梁

工程技术 
29.00 29.00 100.00 6.00 20.69 16.00 55.17 3575.00 24.00 82.76 

电

力

电

子

工

程

系 

发电厂及

电力系统 
167.00 161.00 96.41 88.00 54.66 109.00 67.70 3988.33 

112.0

0 
69.57 

风力发电

工程技术 
42.00 42.00 100.00 17.00 40.48 19.00 45.24 3300.00 35.00 83.33 

水电站运

行与管理 
26.00 25.00 96.15 16.00 64.00 19.00 76.00 3500.00 18.00 72.00 

电气自动

化技术 
130.00 124.00 95.38 54.00 43.55 78.00 62.90 3322.52 90.00 72.58 

商

贸

会计 79.00 77.00 97.47 34.00 44.16 52.00 67.53 2673.60 57.00 74.03 

市场营销 20.00 19.00 95.00 9.00 47.37 13.00 68.42 3057.89 10.00 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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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属

系

部 

专业名称 

毕业

生数

（人

） 

毕业生就业情况 

9 月 1 日就业 

起薪线

（元） 

对口就业 

就业

数

（人

） 

就业

率 

（%） 

本地市 本省市 
就业

数

（人

） 

对口

率

（%

） 

就业

数

（人

） 

比例

（%） 

就业

数

（人

） 

比例

（%） 

管

理

系 

电子商务 107.00 100.00 93.46 61.00 61.00 70.00 70.00 3343.81 82.00 82.00 

物流管理 64.00 59.00 92.19 42.00 71.19 46.00 77.97 2763.45 31.00 52.54 

广告设计

与制作 
18.00 15.00 83.33 6.00 40.00 7.00 46.67 2800.00 10.00 66.67 

环境艺术

设计 
17.00 16.00 94.12 11.00 68.75 12.00 75.00 2650.00 9.00 56.25 

九、校企合作 

近年来，学院在不断加强校企合作工作力度，校企合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2017-2018学年共有产学合作企业 78个，共接受顶岗实习学生 699人，

占顶岗实习学生总数 36.46%，有合作企业的专业数占专业总数比例为

58.06%，略低于全国和全省院校中位数。与主要合作企业订单培养学生数

占在校生人数 13.49%，高于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校企合作共同开发

课程门数共 70 门，占开设课程总门数 10.01%，高于全国和全省院校中位

数。专业拥有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教材数为 1.79 本，高于全国和全省院校中

位数。同时学院为企业技术服务年收入为 57 万元，高于上学年，各专业为

企业年培训员工人数高于上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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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近两学年产学合作情况统计 

学年 

专业

覆盖

率

（%） 

产学合

作企业

总数

（个） 

订单培

养人数

（人） 

共同开

发课程

数

（门） 

共同开

发教材

数

（种） 

支持学

校兼职

教师数

（人） 

接受顶

岗实习

学生数

（人） 

对学

校捐

赠设

备总

值

（万

元） 

接受毕

业生就

业人数

（人） 

学校为

企业技

术服务

年收入

（万

元） 

2016-

2017 
72.73 126 1110 129 92 143 1930 497 1272 54 

2017-

2018 
58.06 78 899 70 68 104 699 3．3 350 57 

十、实践教学条件 

（一）校内实践基地 

2017-2018 学年，我院校内实践基地数量保持稳定，设备总数、大型

设备数、承担实训项目、工位数与上学年项目略有增加，能够满足 31 个

开设专业实训教学。在后续的校内实践基地建设过程中，在做好实践基

地规划基础上，加大基地建设力度，抓好重点实训基地建设，在提高学

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职业素质、就业竞争力和创业能力发挥重要作

用。 

表 29 近两学年校内实践基地情况统计表 

学年 

基地数

量

（个）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设备总

值（万

元） 

设备总

数（台

套） 

大型设

备数

（台

套） 

实训项目

（个） 

工位数

（个） 

2017-2018 73 15251.45 4934.97 6687 173 431 3637 

2016-2017 73 15265.45 4685.25 6661 163 422 3217 

（二）校外实训基地 

2017-2018 学年，我院校外实训基地数量增加 6个，共接纳 911 名顶

岗实习学生，占毕业生总数 45.19%，较上学年有所上升，校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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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毕业实习生 523 人，占毕业生总数 25.94，高于上学年比例。但校外

实训基地需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和内涵建设，在基地共建共管共用、

技术研发、人才培养、职工互培互用等方面继续扩大合作成果。 

表 30 近两学年校外实训基地使用情况统计表 

学年 

基地数

量

（个） 

接待学

生量

（人

次） 

基地使

用时间

（学

时） 

其中接受

半年顶岗

实习学生

数（人） 

学校派指导教

师/学生管理

人员（人次） 

接受应届

毕业生就

业数

（人） 

2017-2018 110 5582 15020 911 335 523 

2016-2017 104 5886 14842 1025 300 588 

十一、教学及学生管理 

2017-2018 学年，我院共发布教学、学生管理文件 38 个，较上学年

减少 1 个，其中教学管理文件 23 个，学生管理文件 15 个。在教学评教

中，评教客体全覆盖，与全国示范、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一致，学

生参与评教比例与全国示范、同类、全省、全国中位数相当，社会参与

评价比例高于全国示范、同类、全国中位数，略低于全省中位数。专职

督导人员平均周工作量与其他类型学校差距较大，主要原因在于我院教

学督导由部分专任老师担任。 

我院各类专职管理人员全部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专职管理队伍

整体素质较高。 

表 31 学院教学及学生管理统计表 

项目名称 学院 
全国示

范 
同类 全省 全国 

已制定的文件总数(个) 38 109 85.5 92 81 

评教客体覆盖面(%) 100 100 100 100 100 

学生参与评教比例(%) 97.31 96.87 97.09 98.16 97.06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1.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7.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7.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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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学院 
全国示

范 
同类 全省 全国 

同行参与评教比例(%) 100 98.27 98.05 99.31 97.29 

社会参与评价的比例(%) 90.54 88.17 87.67 91.07 85.71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职教学管理

人数占专职教学管理人员总数比例(%) 
100 96.49 97.44 97.78 97.67 

专职督导人员平均周工作时间(小时) 6.56 40 37.86 38.89 38 

十二、社会声誉 

（一）学校获奖 

近年来，我院先后获得省级最佳文明单位、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状、党

建先进单位、湖北省职工代表先进单位、全省水利新闻宣传工作优胜集体

称号，被水利部确认为首批全国水利高等职业教育示范院校、全国优质水

利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连续两年被省教育厅授予就业免检单位等，有

效提升了学校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二）质量工程 

2017-2018 学年，学院紧紧围绕创新行动计划、优质校建设、教学诊

改工作等三项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学院内涵建设。我院承担的 40 个创新

行动计划项目、27个创新行动计划任务、省级优质高职院校和水利优质

高职院校等工作顺利推进，并建立了数据采集和质量年报发布制度，目

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成效。 

十三、社会服务 

2017-2018 学年，学院培训条件有所改善，服务领域得到拓展，服务

体系基本健全，本学年学院继续教育部提供培训 6893 人天，培训规模大

幅提升，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学院被国家财政部、教育部认定为湖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7.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7.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2.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2.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http://crpdc.gzvtc.cn/xin/show/web/school/2018/8.5.aspx?college=12982&year=2018&mont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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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职教优质师资培养培训基地，也被认定为湖北省总工会职工培训基

地。 

同时，由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相关制度继续调整，本学年我院职业

技能鉴定站鉴定工种数继续减少，为社会和在校生提供鉴定及相关培训

规模有所下降。 

在社会服务到款额方面，技术服务到款额和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均

比上学年有较大幅度提升。 

学院培训条件较上学年虽有较大程度改善，但距离广大服务对象对培

训环境的实际需求尚有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