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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育课程和体育开足三年，积极开展德育和教研活动。

3、加强心理健康和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

4、广泛开展“双创”活动，深化 8S 管理的改革，提升学生的

职业素养。

5、开展专业部技能节活动。

6、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7、开展专业思想教育，提升学生对专业的热爱。

8、每学期开展学生座谈会，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情况，并掌握

学生的专业学习情况。

二、师资队伍建设

制定师资队伍建设有计划、明确目标、进一步优化师资结构，争

取教师整体素质提升明显。

2.1 专业专任教师队伍建设

1、落实教师培训制度，保障培训经费。加大专业专任教师的培

训力度，提升教师的职教理念和业务水平。保持近3年参培比达100%。

2、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师提升学历、职业资格水平。

3、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积极主持、参与各级教育科

研课题，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4、落实专业教师下企业顶岗实践计划，着力提升专业教师的实

践能力。保持教师参加企业实践平均每 2 年有 2 个月以上。

2.2 专业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1、有计划地安排兼职教师参与的各类培训；

2、组织兼职教师更多地参与科组教研活动；

3、邀请兼职教师参与专业相关的教育科研课题研究。

2.3 进一步提升专业水平

争取学生对专业的教学和学校的管理满意度稳定在 98%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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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专业带头人的潜力，提升教研能力，发挥名师工作室的效能。争

取在省及国家级的竞赛中，获得更好的成绩。

三、实习实训

完善校内外实训管理制，严格贯彻与落实。规范管理实训室，落

实好 8S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实训室的管理水平。

3.1 实践教学

完善教学平台的功能，用好教学资源,发挥好课室已配备的多媒

体教学平台作用，保持一体化课室比例为 100%。

3.2 校内实习实训

规划且全面落实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落实设备运行状态的日常

监测与维护。合理安排实训项目，做到实习实训有计划，符合培养目

标、保证全面得到落实。完善校内外实习实训管理制度，贯彻落实，

管理到位。科学设计实习实训项目、保持实习实训开出率 100%。

充分发挥神州数码网络实训室、H3C 网络安全存储实训室、 宏

杉科技存储实训室、VCOM 综合布线实训室、网站建设实训室、网络

服务管理实训室、基础实训室等到 11 间实训室的功能，用尽每一个

工位，用好《网络管理员中级考证》技能鉴定功能，发挥考评员的作

用。

3．3 校外实习实训

继续深化校企合作，拓展合作途径和合作方式，巩固并拓展校外

实训基地。保持参加校外实践实习学生比率达 95%以上，参加半年顶

岗率实习学生达 95%以上。合理配备实习指导教师，科学管理。保持

100%的实习学生签订实习保险，100%的实习学生获得合理的实习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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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四、专业建设

继续开展调研、充分发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对专业建设的指导

作用。定期开展调研、做到专业设置有论证报告，有专业建设规划。

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核心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修订《计算机网

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实施性教学

计划》。继续加强专业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开发，丰富教学资源库内容。

4.1 教学管理

落实执行各类教学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教学文件。全面实施教务

管理信息化。落实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规范对毕业生的跟踪，操持对

毕业生 2 年跟踪率达 98%以上。

定期开展教研活动，每个老师每学期参加教研活动 12 次以上，

听课 12节以上。

4.2 专业改革

发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作用，定期开展专题活动。定期进行

年度的市场调研，开展岗位能力分析，能根据企业和产业的要求及时

调整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训内容，调整每年的实施性教学计划。做

到专业构建的课程体系架构科学合理，课程标准或大纲 100%的齐备。

保证专业设置有论证报告，专业建设有规划，科学且全面得到落

实。努力实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力推行一

体化教学模式改革。实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动态调整。采用以能力为核心、行业企业参与的教学评价模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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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就业与中高职衔接之间的教学协调。

4.3 教学资源建设

继续加强专业的硬件与软件建设。落实每学期的微课制作和教学

设计比赛的作品收集；加大试题库的建设力度，增加试题库、提升教

学资源库的使用面和使用率；加大对资源开发。

公共课用规定的教材、规范选用专业课教材。继续自主开发校本

教材。争取行业企业参与教材建设，丰富现有的教学资源库，完善现

有 2门网络课程的内容，丰富网络学习平台内容。完善专业核心课程

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和网络精品课程内容。

五、质量效益

进一步提升专业办水平，提升社会影响度，保障招生质量。保证

专业的运行状态良好，班风学风良好，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成绩显著。

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提升就业质量，争取普遍得到社会和用

人单位的认可。

5.1 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

保持人才培养规模达到省重点专业近三年平均 300 人以上的标

准。保持职业培训量近两年平均达到 3000 人日的标准，增加专业教

师的社会技术服务次数。提高教学质量，提升社会知名度，保障招生

规模。

5.2 学生水平与就业质量

保持学生三年巩固率达 98.83%以上，应届生双证率达到 97.44%

以上。继续对学生开展就业与创业培训，保持一次就业率达到 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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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口率 87.5%以上，初次就业平均月薪有所提升。争取升入高

职学院和普通本科高校的比例达到 75%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 98%以

上，毕业生 2 年跟踪率为 98%以上。在各级竞赛中争取更好的成绩，

发挥专业示范带头作用。

5.3 示范作用

继续发挥专业带头人的社会影响力和服务作用，分享经验。利用

好现有的名师工作室和创客工作室，为社会作更大贡献。加强与省内

外兄弟学校间的交流与合作。

六、实现目标

做到专业办学定位准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科学，专业建设、运

行状态良好，各项监测指标均达到或高于省重点建设专业标准；师资

队伍结构合理，师资队伍建设有计划、目标明确、措施可行、制度保

障，成效明显。专业有效落实学校管理制度，建设规范。有健全的专

业质量监控。教师授课学生满意度高，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高。专

业办学水平得到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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