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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创建于 2019 年，学校建校三年

来，在省教育厅的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学校领导班子和全体教

职工发扬攻坚克难的精神，边建设边抓教育教学质量，艰苦创业，真

抓实干，教学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为深入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

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落实《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

高职院校教学工作检查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实施学校“向教学管理

过程要质量”的工作思路，学校制定了《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开展 2023 年教学工作检查实施方案》，通过对标检查，现将自

查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学校基本情况

1.学校办学类型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简称“江门幼专”）是江门市

人民政府举办、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一所全日制

公立普通高等学校，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一所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建校基础是江门幼儿师范学校，于 2019 年招收第一届大专生。

2.学校投入建设

学校占地面积 300 亩。学校按 7500 人规模设计，总投资 9.78 亿元。

一期投资 4.33 亿元，于 2019 年 9 月完成了 6.92 万平方米校园建设并投

入使用；二期投资 5.45 亿元，建设规模 10.16 万平方米，2022 年 9 月

竣工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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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215 人，其

中具有副高职称及以上 59 人，博士学位 4人，硕士学位 100 人，具有

硕士以上学位教师数占专任教师 48%。学校在校生 5700 人，连续三年

大专新生报到率达 93%，远超其它同类学校。

4.专业建设情况

学校设置学前教育、早期教育、小学英语教育、体育教育、音乐

教育、美术教育、舞蹈教育等七个专业，建有奥尔夫音乐实训室、蒙

台梭利教学实训室、心理咨询室等各类实训室 324 间，纸质图书 27 万

余册，电子图书 33 万余册，科研仪器设备完善，配备直属幼儿园 1所，

校外见实习基地 67个，可满足各专业学生实践实训教学需求。

5.学校培养目标

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教学质量优秀，专业优势突出，学、研特色鲜明，

朝着“为全省学前教师教育提供示范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目

标迈进。

（二）检查基本情况

1.检查内容

本次检查既是一次常规检查，又是对标专项检查，主要检查上级

规定的落实情况，是对学校教学管理质量的一次系统、全面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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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查，及时发现问题，深挖原因，找寻改进策略，进一步提升教

学管理成效。检查的重点内容包括: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实习

管理、教材管理、学籍管理、数据平台建设与管理等几个方面。

2.检查方式

本次检查采取了“看、听、谈、查”的方法进行。看:主要是看

各相关管理部门的教学组织情况；听:主要是听各相关管理部门开展

的教学活动情况汇报；查:主要是核查相关管理部门开展的教学过程

佐证材料；谈:针对学校教学管理的开展情况与教师代表座谈。

3.检查对象

本次检查在书记黄锦棠的带领下，在教务部的统筹安排下，对各

重点相关管理部门的教学组织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二、学校规章制度制定情况

对照上级标准要求，学校结合工作实际，对内容陈旧、操作性不

强，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原有规章制度予以废止；对不符合新形势、

新任务要求，作用发挥不好的规章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对现实工作

需要而尚未建立的规章制度，经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建立起新的制

度。经对原有规章制度、政策措施、意见办法进行了全面清查和梳理，

学校现编制了《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手册汇编》、《广

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习手册汇编》《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教学管理制度汇编》，为规范教学管理护航，为提升教学

质量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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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教学工作排查整改情况

（一）关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与实施方面

1.关于人才培养方案与师范认证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的问题

检查情况：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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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要求，学校出

台或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相关政策文件；各专业严格依据遵循国家教育

法律法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专业教学相关

标准制订培养目标，定位符合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和教师队

伍建设战略需求，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目标内容明确清晰，反映了师

范生毕业 5年后在社会和专业领域的发展预期，体现了专业特色。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总学时均低于 2500，公共基础课程学时均不低于

总学时的 1/4；按要求开足开齐开好形势与政策、国家安全教育、体

育课等公共基础课程。

整改情况：拟以师范专业认证为契机，对照标准，组织各专业负

责人、骨干教师学习相关文件，参加各类专项培训，不断提高师范认

证的认识，逐步完善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制质量

整改进度：拟2023年4-5月组织系部到已通过师范认证的院校（徐

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学习，了解师范认证相关要求及认证流

程；5月各专业对各专业岗位能力要求、职业能力进行调研，对各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剖析；7月对 2023 年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

订，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满足师范专业认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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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专业技能课的设置与行业需求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问题

检查情况：学前教育专业携手深圳坪山幼教集团、广州工控健康

教育投资公司、江门乐活教育集团等单位，成立“学前教育专业指导

委员会”，对接岗位需求，共建“五协同”育人模式，建设了以课程

思政铸师魂、课证融通厚基础、课岗对接强能力、以赛促学精特长的

“厚强精”课程体系，针对用人单位反馈意见，在 2022 级三年制人

培方案中增加了“专业技能综合训练与考核”，并制定了《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方案》，组织音乐、舞蹈、美术、教师口语等

专任老师，召开专题研讨会，明确教学要求、考核要求等，以期提高

学生各项专业技能。英语教育专业本年度增设 1+X实用英语交际课

程，考查和认定学生在职场使用英语完成工作的技能水平；体育教育

专业目前已与广东省体能协会、华蒙星篮球教育公司、江门蓬江幼教

集团等行业企业实施协同育人，初步遴选校内外专业建设委员会名单，

上报学校职能部门，为专业发展和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音乐

教育系在专业核心课程的小组教学上人数还比较多，模式还比较传统。

整改情况：各专业拟通过对行业、企业再次进行深入调研，对人

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专业技能与岗位能力等问题认真进行剖析及认

证。进一步优化专业核心课程设置，对接行业新业态、新模式，满足

新岗位、新职业需求。

整改进度：教务部组织各系部、各专业进行前期调查，针对各专

业人才培训方案中专业技能课的设置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对 2023 年

3-5 月各专业对岗位能力要求、职业能力进行调研，对各专业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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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进行剖析；7月对 2023 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

3.关于教务管理系统不完善，导致学生学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检查情况：我校现有的教务管理系统不够完善，部分功能未进行

开发，导致学生成绩管理、课程管理、教学场所管理不够智能，仍需

要大量人工操作，工作效率不高。

整改情况：优化和升级的教务管理系统，提高教学管理效率和完

善学生学业预警机制。

整改进度：目前项目立项已经通过学校党委会，拟于 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

（二）关于扩招专业管理方面

关于校外教学点教学巡查不足，集中面授无线下部分的问题

检查情况：我校高职扩招联合办学项目共 18 个教学点，均是通

过广东省教育厅的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计划试点名单审核确认的合作

单位，分布于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江门市、惠州市、陆丰市、

梅州市、兴宁市、清远市等地。

我校对所有 18个教学点开展了全面的检查工作。各教学点均成

立高职扩招专项团队，筛选符合条件、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授课，严

格按校我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每学期的教学工作安排，通过线上线下

混合模式开展教学工作，坚持标准不降，严格落实教学计划任务，开

齐开足相关课程，符合“集中学习不低于总学时的 40%、实践性教学

学时原则上不低于总学时的 50%的要求。

各教学点均按相关要求配备班主任、辅导员岗位，并制定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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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建设、奖助学等学生管理和服务

工作。教学过程中，各教学点安排班主任、辅导员或授课老师进行考

勤。受疫情影响，各教学点出勤情况下降，各班班主任能及时跟踪处

理，督促学生及时完成学习任务。

受疫情影响，2022 年普遍采用线上授课方式开展教学，线下教学

偏少；2022 年我校未安排对各教学点进行现场巡查，一定程度影响了

监督和管理的力度；

整改情况：拟后继将增加线下教学内容和课时，加大对各教学点

的教学检查和现场巡查力度。

整改进度：2023 年 3 月修改教学计划，增加线下教学内容和课时；

2023 年 3-4 月起启动对各教学点的教学检查和现场巡查。

（三）关于实习管理方面

1.关于相关规定制度的流程优化的问题

检查情况：各系部均把见实习作为重点工作严抓、紧抓。实习计

划详细制度完备，分类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每次见实习都有详尽

的计划，包括：《江门幼专见习生礼仪与行为规范要求》、《见实习

成绩评价标准》、《见实习带队教师职责》等，严格遵守学校租车制

度履行租车流程事宜，疫情期间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各时期的制度进行

见实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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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情况：已完成整改

2.关于缺乏实地实习督导与检查，对学生指导不够细致的问题

检查情况：

（1）实习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我校实习工作实行“双导师制”

即校内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幼儿园等）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学生认识

实习与岗位实习。在见实习开始前，系部开展带队指导老师培训工作

布置三项工作：入园前，进行会议动员安排指导工作，入园中，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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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平均每周入园实地指导见实习高达 5天/周，最少每周也达到 2-3

天。期间看学生的状态，听学生上课的情况，在见实习对有困惑的学

生沟通解惑，与学生的园内实习指导老师及园所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

见实习生的情况；见实习结束后，与学生、园方进行三方实习总结；

学生与老师沟通互动后，积极推进见实习的热度，形成特色推文，并

发布在系部公众号上；系部领导下园巡检，与幼儿园沟通了解学生的

实践状况。

图一 下园指导统计表 图二 指导老师培训会议

（2）实习成绩评价客观真实。逐步完善和修订《见实习成绩评

价表》，根据见实习要求不同，分为见习成绩评定表、教育实习成绩

评定表、岗位实习成绩评定表。学生的最终实习成绩需三方认定。对

与在实习期间表现优秀的同学还有一定的评优机制。同时系部会不定

期的对学生、对实习单位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指导老师、幼儿

园，实习单位对学生的整体评价及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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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实习问卷调查

图五 见（实）习指导老师下园指导

图六 系部领导下园巡检

图七 教务部下园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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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及时为学生购买实习责任保险；使用线上实习管理平台“校

友邦”获取学生实习考勤、提交三方协议、知情同意书、实习周志、

学习计划、教案、总结等材料，并对所有学生的实习内容进行审核和

指导。

整改情况：修订实习管理制度，优化实习管理流程，形成《广东

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习管理手册》（2022 年 12 月版），完

善了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习指导老师职责，修订了实习

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完善制定了 2022-2023 学年学生实习工作方案。

加强实习生的过程管理和指导监管完善指导流程与要求。加强实

地的实习督导与检查，在工作方案中明确关于实习巡查的要求。具体

如下：岗位实习期间系部指导老师每个月下园指导不少于 3次，系部

巡查不少于 12 次，教务部巡检监督不少于为 10次。关于实习指导老

师对巡查和访谈的内容及过程，要求做好照相和记录，填写《实习巡

查记录表》，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理，跟进，向系部汇报。加强对实

习老师与实习管理人员的培训与管理，要求指导老师及时关注学生思

想动态，并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

整改进度：已完成实习管理工作方案的修订，明确各岗位职责；

已完成对实习指导老师和实习管理人员的培训。2020 级的岗位实习的

巡检工作拟于 2023 年 3-6 月进行。

3.关于学校尚未启用新版三方协议的问题

检查情况：2022 年学生岗位未使用新版三方协议。

整改情况：2023 年岗位实习已启用新版三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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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进度：已完成整改。

（四）教材管理方面

1.关于教材建设委员会没有对所有的教材进行检查的问题

检查情况：教材选用坚持“择优选用”的原则，优先选用国家规

划教材和省部级获奖教材、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以及公认

水平较高，体现教材选用的先进性，并能够满足各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的教材；同时，所选教材应符合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

教材内容符合教学规律和认知规律，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材

选用还要坚持“更新选用”的原则，尽量选用近三年出版的高职高专

教材。同类教材有多个版本可选时，应在保证教材质量的前提下，充

分考虑教材的实际价位和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体现教材选用的适用

性。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各教研室组成教材遴

选小组，在对不同版本教材进行广泛调研、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教材

征订书目，由各教研室主任签名，系部党政联席会议审核，学校教材

建设委员会审查后，学校党委会审定通过后由我校教材中标单位采购。

教材选定后，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一般 2-3 年），不得随

意更换教材版别。确因课程计划调整和教学内容更新，选用的教材不

再适应课程教学需要时，需填写《教材选用审批表》，经系部党政联

席会议、教务部、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及学校党委会审批后，方可重

新选用新版教材。原则上一门课程只允许选用一种教材，其他课外读

物不得进入教材征订清单。对不符合选用程序和选用要求的教材，绝

不允许进入课堂。在教材选用审批过程中，各系、教务部及学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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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必须坚持原则，严格把关，严格审查，确保选用教材的质量。

教材由各系、部对推荐的教材按照教材选用原则，逐一审定每门

课程的选用教材，填写《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材征订表》，

由所在系部党政联席会议审核，报教务部复核，由教材建设委员会对

所有教材进行检查后，学校党委会审定后方可征订。

整改情况：加强教材流程管理，强调教材检查制度，由党委书记

担任第一责任人，校宣传部和纪委全程参与，确保教材建设委员会对

所有教材进行检查。

整改进度：已完成整改。2022-2023 年第二学期的教材已按整改后

的流程完成征订工作。

2.关于教材管理人员数量、经验有待加强，进一步规范教材选用

工作的问题

检查情况：原有教材管理人员 1人，并兼任教务其他工作，对教

材选用工作流程经验不足。

整改情况：教务部专门负责教材管理人员 1人，加强管理工作人

员的业务能力，向兄弟院校学习，提高管理水平。

整改进度：已增加教材管理人员 1人；2022 年 10 月和 2023 年 3

月两次安排管理人员到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校进行了专项学习。后

期继续安排管理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

（五）学籍管理方面

1.关于学籍档案管理水平不高，有待加强的问题

检查情况：原有学籍档案管理人员 1人，管理经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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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情况：加强学籍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多向兄

弟院校学习，提高管理水平，实行专人负责学生学籍工作。

整改进度：2022 年 10 月和 2023 年 3 月两次已安排相关工作人员

到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进行了专项学习。后期继续安排管理人员进

行相关的培训。

2.关于制定的《毕业证书管理办法》还未正式发文的问题

检查情况：严格执行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做好毕业审核工作，做

好毕业证书管理工作。原《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学籍

管理制度（试行）》中有关于毕业证书的管理规定，未制定专门的《毕

业证书管理办法》

整改情况：教务部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

和《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制度（试行）》中

关于毕业证书的管理规定，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制定《毕业

证书管理办法（试行）》。

整改进度：已完成整改。《毕业证书管理办法（试行）》已在学

校OA正式发文，按照要求执行。

（六）劳动教育方面

1.关于劳动教育相关制度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检查情况：党委学生工作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设置劳动教育

理论与实践课程，制定《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劳动教育工

作实施方案》，统一安排了劳动教育课，由各班级辅导员担任指导教



15

师。通过志愿服务、专业教学实践、职业技能竞赛、项目研究等方式，

培养学生劳动习惯和劳动精神，锤炼刻苦钻研、乐于奉献的品格，利

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宣传、劳动实践、经验分享等方式弘扬劳模精神，

逐步形成“以劳育生”的文化育人模式。

（1）开展日常生活劳动，提高劳动意识和能力

学校每学期定期举办文明宿舍评比活动，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劳动价值观，营造

干净整洁的宿舍安全和个人卫生环境，提高宿舍安全意识，保持整洁、

舒适、安全的宿舍环境。

学校组织师生助力校园环境清洁工作，开展校园美化劳动课。在

校园各区域负责人的带领下，学生义工领取清洁工具，围绕宿舍楼、

艺术楼、音乐厅、操场、图书馆等区域进行大扫除活动，并针对道路

的卫生死角、生活垃圾、枯枝落叶和烟头等进行全面清扫。用实际行

动落实校园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安排，营造整洁美丽、和谐的

校园环境。

（2）开展服务性劳动，培育学生社会公德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协会与江海区石鹤利

社区联合开展了“守百年初心，绘青春力量”建党一百周年乡村振兴

彩绘志愿活动。志愿者们用手中的画笔，在石鹤利社区的院墙和井盖

上，以绘画的形式表达对党的热爱与祝福。

与爱同行，益起筑梦活动。关注残疾少年儿童特殊群体，组建义

工团队，前往江门市特殊儿童教育中心，陪伴特殊儿童，帮助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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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3）制定劳动教育日历，举办劳动教育系列活动

江门幼专在“学雷锋纪念日”前夕，组织了以“讲奉献树新风，

勤劳动致青春”为主题的“学雷锋”劳动教育系列活动。在江门市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下，我校成功召开江门幼专“学雷锋”

主题教育讲座。

为深入贯彻学习雷锋精神，江门幼专学工部组织了“以辛勤劳动

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为主题的日常生活劳动实践活动。学工部辅

导员鼓励学生利用休息时间，参与到校园环境与周边环境的卫生清洁

工作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引导学生感悟劳动精神，树立正确劳动观念，

助力创建美丽校园。

整改情况：学校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要求，制定劳动总体实施方案、

学年（或学期）劳动教育计划，完善劳动教育相关规章制度；明确劳

动教育推进工作的主管校领导、相关责任部门。设置劳动教育理论与

实践课程，制定《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劳动教育工作实施

方案》，统一安排了劳动教育课，由各班级辅导员担任指导教师。

整改进度：完善了相关规章制度，制定了具体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已做好劳动教育系列活动计划，按计划进行推进劳动教育实践。

2.关于专项教师培训较少，劳动安全保障体系有待完善的问题

检查情况：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2 月，安排黄立健、谷紫阳、

匡方醒、麦玮琪 4名教师参加了“立足劳动教育，赋能学生成长(劳

动教育专题)”和“‘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与管理专题”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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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劳动安全教育，安全责任不明确，但未制定安全应急预案。

整改情况：落实劳动教育经费保障，设立劳动教育专项资金，对

劳动教育所需要的师资、场地设施、活动项目等经费投入进行合理规

划和统筹安排。落实劳动教育师资队伍保障，建立了以辅导员为主、

专业老师为辅的专兼职相结合劳动教育教师队伍，配足配齐劳动教育

必修课教师。

做好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制定安全应急预案，明确安全责任，落

实安全保障措施。

整改进度：已安排部分教师进行相关培训，2023 年 5 月完成安全

应急预案，逐步建立劳动安全保障体系。

3.关于劳动教育课程中有关劳动法规、劳动安全等方面的内容需

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检查情况：成立劳动教育教研室，系统化、专业化开展劳动教育

课程。将劳动法规、劳动安全知识、劳动价值理念融入劳动教育课程

实施的各个环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爱岗敬业的劳动

态度。促进劳动教育实践课常态化，结合“三下乡”“返家乡”“三

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实践活动，持续将寒暑假社会

实践纳入劳动教育实践课，在社会大课堂中磨练学生劳动意志和能力。

整改情况： 将劳动法规、劳动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融入劳动教育

课程实施的各个环节，通过各类活动促进劳动教育实践常态化

整改进度：已制定实践活动方案，后续将按方案推进学校劳动教

育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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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劳动教育实践课尚未实现常态化的问题

检查情况：将劳动教育融入思政课和专业课，在思政课和专业课

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劳动安全等内容，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注重劳动文化渗透与引领作用的发挥，促使劳动

教育课程实施向劳动文化转变，实现职业教育“德技并修”的培养目

标。

整改情况：将劳动教育融入思政课和专业课，通过劳动文化渗透

与引领作用促进劳动教育实践常态化

整改进度：本学期在思政课和专业课课程计划中加入了劳动教育

内容，并开始实施。

5.关于未建立科学合理的劳动评价体系的问题

检查情况：原评价体系为课程考核方式，形式较为单一，欠缺科

学性和合理性

整改情况：设置丰富的劳动教育的评价方式上，可通过劳动知识

问答、劳动技能竞赛、劳动实践记录等劳动表现性内容与以学段为单

位进行的劳动教育项目评价等相结合。设置劳动实践教育模块，制定

劳动实践课程考核办法，规范劳动教育实践活动项目发布、实施和评

价等过程管理。将劳动素养纳入品德素质模块，逐步健全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过程性评价实施办法，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整改进度：已设置劳动实践教育模块，制定了劳动实践课程考核

办法，并将劳动素养纳入品德素质模块，后继将逐步健全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探索实施过程性评价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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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暂未建设劳动实践场所的问题

检查情况：因一期建设场地受限，除教学实践有专门的实践场所，

生活实践场所较少。因疫情原因，开展的社会实践、公益服务项目较

少。

整改情况：一是立足学校二期工程建设，在校内建设劳动教育基

地，发挥学校各部门协同育人作用，创设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生活实

践，让劳动教育在校内良好落地。二是加强与周边社区的合作，共同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公益服务等项目，强化学生公共服务意识

和奉献精神。三是积极推进“校·园”融合，建设专业劳动实践平台，

通过实习实训、专业服务等实践锻炼，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生产劳

动能力。

整改进度：已完成建设劳动基地的立项申请，制定了 2023 年社会

实践、公益服务项目的计划（方案），下一步将按照计划（方案）推

进工作。

7.关于劳动教育相关的校园文化建设较为单一，劳动主题教育活

动未开展的问题

检查情况：因疫情原因，学生活动时间及范围受限，学生开展的

劳动教育实践局限性较多，劳动形式多为生活劳动、志愿性服务劳动

类型较为简单，校园文化活动较少，未能开展相关的劳动主题教育活

动。

整改情况：学校各部门积极联动，依托学生社团协会等组织，制

定劳动教育日历，结合学雷锋纪念日、“五一”劳动节、志愿者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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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日历，开设“帮扶类”“座谈类”“赛事类”五大志愿服务项目，

邀请行业专家和劳动模范召开劳动主题讲座，组织学生深入校园、社

区、街道、公益福利机构，开展日常生活劳动和公益性服务劳动，进

一步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劳动精神、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品质。

整改进度：已有日常生活劳动和公益性服务劳动的计划，下一步

将按计划推进工作。

（七）数据平台建设与管理方面

1.工作人员对数据统计业务不够熟悉，对任务指标、填报要求、

注意事项的理解不够到位，数据采集的流程等方面需进一步优化的问

题

检查情况：按照文件要求，如期完成数据上报工作；根据省教育

厅反馈意见，对与教育统计系统不一致的部分数据进行了修正和说明。

整改情况：加强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学习。

整改进度：2023 年 10 月前至少安排两次数据平台专项培训（邀

请一次专家到校培训和安排部门负责人及数据采集员到兄弟院校学

习）

四、主要做法

（一）领导高度重视，责任落实到位

1.压紧压实领导责任

建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各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的教学检查小组，

统一思想认识、细化目标任务，对标对表，制定了《广东江门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 2023 年教学工作检查实施方案》，并召开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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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会议，坚持高位推动、协调发力；以问题为导向，强化改进措施，

强调了边查边改，正视不足、精准发力、狠抓落实，确保方案落实见

成效，检查反馈有提升。

2.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坚持以制度为准绳，以制度落实为抓手，形成了校系领导层与基

础教师层同向同行的教学管理长效机制。根据《关于印发广东江门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听课评课制度的通知》（江幼专〔2021〕83 号）

要求，先后下发了《 关于开展听课工作及领取听评课记录本的通知》

（江幼专教务〔2022〕15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教师课堂“五带”

的通知》（江幼专教务〔2022〕16 号）等通知，形成了教学检查常态

化、制度化，进一步规范了教学管理，为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有力

支撑。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1.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机构

成立学学前教育、体育教育、音乐教育等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

对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的指导和跟踪。

2.严格按照文件精神 ，制订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

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

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13 号）要求学校出台或修订人才

培养方案相关政策文件；各专业严格依据遵循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幼

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专业教学相关标准制定培养

目标，定位符合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战略需

https://www.so.com/link?m=beWQEm1BJ/OCGM1OGcowsky6bpXVXOSz5RwvxfFIiqb5geuwmOIunhS6KMP6GTRFoPx1+5vCjstpMTNUUsG/PX4x0El9RItpUgGRWvgptD5srCxB90hhOHNo1avJ9f0paiBbjtzV9S5y4Teu+KuO2roIkvhQblkfyx96h224baqCYxF5d+ey4D0EqGQcvzR4lu1rAEcoGvA+E+Uv0aJx2ndAe/HkioWg9dDUsJ4LOQFE6YSoikkWzKHYmaCpZrcVW
https://www.so.com/s?q=%E5%9D%9A%E6%8C%81%E4%BB%A5%E5%88%B6%E5%BA%A6%E4%B8%BA%E5%87%86%E7%BB%B3&src=related_3.5&psid=87771ee3d3388e0cdb8c2d4462996eb4&eci=&nlpv=zzdt_gaia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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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目标内容明确清晰，反映了师范生毕业 5年

后在社会和专业领域的发展预期，体现了专业特色。各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总学时均低于2500，公共基础课程学时均不低于总学时的1/4；

按要求开足开齐开好形势与政策、国家安全教育、体育课等公共基础

课程。选用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思政课、专业课教材，

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正积极开发并申报校本特色精品选修课程《习思

广议》。

学校通过对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修订、组织实施过程严格审核把

关的方式，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不降低。在人才培养提质工作中，组织

各专业认真研究生源差异性，根据不同生源分别编制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实施因材施教，提高人才培养精准度，2022 年学校共制订人才培

养方案 7份。在制订过程中，各专业建设委员会根据专业特点，充分

听取用人单位意见，与校企合作单位充分研讨，进行行业调研、毕业

生跟踪调研和在校生学情调研，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明确

本专业面向的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形成专业

人才培养调研报告。各专业结合专业教学标准，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与培养规格，构建课程体系、安排教学进程，明确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资源、教学条件保障等要求。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经过论

证后，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和党委会审定，学校按程序发布执行审定

通过的人才培养方案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通过我校网站主

动向社会公开人才培养方案，接受全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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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我校承办了广东省第四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之“诗教中国”诗

词讲解大赛，音乐教育系特邀请台山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朱英俊开展

“传承非遗文化，活化台山民歌”讲座、优秀舞蹈编导龚磊开展“岭

南舞蹈文化—当代视域下的创作与实践结合性”讲座。在学生三下乡

项目中增加了 2项非遗项目。

4.合理设置专业（技能）课程

针对用人单位反馈意见，在 2022 级学前教育三年制人培方案中

增加了“专业技能综合训练与考核”，并制定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专业技能考核方案》，组织音乐、舞蹈、美术、教师口语等专任老师，

召开专题研讨会，明确教学要求、考核要求等，以期提高学生各项专

业技能。为响应学校三二分段专班工作要求，优化三二分段联合培养

的人培方案，综合考虑中职保育专业培养要求和高职学前教育相贯通

的需要，对三二分段中职阶段的课程设置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中职

阶段的培养目标侧重于综合素质、学前教育基本理论和音乐、舞蹈、

美术、语言等专业技能的训练，高职阶段的培养目标侧重学前教育五

大领域、游戏活动等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教师资格证考证辅导。另

外，组织 15门中职阶段的专业基础课教师编写课程标准，研讨转段

考核方案，完善转段考核内容和形式，为更好的培养和选拔三二分段

学生细化工作内容和流程。音乐教育专业将《钢琴基础》《声乐基础》

两门专业核心课程的开设时间延长到第 5学期；增设了 1门专业基础

课《和声与曲式分析》，明确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开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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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和学分，删减了部分选修课程，增设了《音乐信息化应用技术》《粤

剧演唱》等与学生专业素养和考证相关的选修课程。加强课程的系统

化、专业化、特色化，并且在实践教学中不断总结、不断优化；体育

教育专业为全面落实“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办学思路，更为精准的

对接行业进行人才培养，采取“多管齐下”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并设

置了以幼儿篮球、幼儿足球、幼儿跆拳道、幼儿操类、幼儿体能训练

等方向的专业发展规划，建立起职业能力系统化的、产教融合于一体

的专业课程体系与标准，在学校率先试行“2+0.5+0.5”的人才培养模

式，即：2年在校系统学习，0.5 年跟岗实习，0.5 年顶岗实习模式。

为了实现培养目标，确定了让学生掌握“2-3 项专业技能”的培养任

务，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突破口，注重培养学生基本素质、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专业设置幼儿篮球、幼儿足球、跆拳道、幼儿

啦啦操、幼儿体能训练、幼儿轮滑等扩展能力方向模块课程，建立起

职业能力系统化的、产教融合于一体的专业课程体系与标准，保证了

培养计划的贯彻和实施，确保人才培养目标顺利实现。

5. 在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切实加强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领导，召开校长办公

会和党委办公会研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

（2）建设了以课程思政铸师魂、课证融通厚基础、课岗对接强

能力、以赛促学精特长的“厚强精”课程体系。强化课程思政，积极

构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大格局，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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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技能培养的有机统一。强化专业课教师

立德树人意识，结合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梳

理每一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专业课程承载的思想政

治教育功能，推动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

同行。

（3）按照“五育并举育人”的要求，构建了德智体美劳“五育

并举”融合教育课程体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贯穿

三年教学全过程，劳动教育和美育教育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劳动

教育全程化，将学生参加劳动文化教育、日常生活技能养成、公益服

务等纳入三年在校劳动教育课程评价。

6.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1）组织开发专业课程标准和教案，各专业根据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总体要求，制订专业课程标准，规范教学过程，对接行业新业态、

新模式，满足新岗位、新职业需求，及时将行业新业态、新模式纳入

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指导教师准确把握课程教学要求，规范编写、

严格执行教案，做好课程总体设计，按程序选用教材，合理运用各类

教学资源，落实教学组织实施工作。

（2）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通过学习和参与信息化教学

竞赛等活动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的创新能力及信息化教学能力。广泛

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推广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推动课堂教学革命。加

强课堂教学管理，规范教学秩序，打造优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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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有机融合。鼓励老师在课堂上进行教

学改革，利用课程平台的教学资源，利用学习终端的移动学习平台进

行课堂课外的个性化混合式学习。

（4）改进学习过程管理与评价，严格落实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要求，加大过程考核、实践技能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

格考试纪律，健全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

价与反馈机制，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强化

见实习、实训、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全过程管理与

考核评价。

（三）进一步加强高职扩招教学管理

1.全面落实教育教学主体责任

我校和各分教点切实承担起教育教学的主体责任，各教学点均成

立高职扩招专项团队，筛选符合条件、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授课，严

格按我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每学期的教学工作安排，通过线上线下混

合模式开展教学工作，坚持标准不降，严格落实教学计划任务，开齐

开足相关课程，符合“集中学习不低于总学时的 40%、实践性教学学

时原则上不低于总学时的 50%的要求。

落实各分教点的班主任、辅导员岗位配备，完善管理制度，做好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建设、奖助学等学生管理和服务工作。教学

过程中，各教学点安排班主任、辅导员或授课老师进行考勤。按照人

才培养方案开齐开足相关课程，确保聘请的校外师资落实“先培训，

后上岗”原则，规范教师队伍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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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加强对各教学点监督、指导

针对 2022 年整改问题中因疫情原因，较少开展线下教学的情况，

在 2023 年授课计划中，已增加了线下授课时间，2023 年 3—4 月期间，

对我校 18 个教学点进行现场巡查，本次巡查将检查线下授课落实情

况。各教学点已在进行相关制度建设，巡查期间我校将进行重点检查。

3.规范教学管理，提升办学质量

加强日常教学过程管理，对教学计划、教学进度等材料进行检查，

督促各分教点做好学生考勤，学生学习和纪律管理。做好学生学习情

况跟踪，根据反馈意见对课程进行及时调整，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四）做好实习管理，提高实习效果

1. 加强实习过程监管，完善指导流程

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职成〔2021〕4号）等

上位文件要求，学校明确了此项工作的责任部门为教务部，并制定了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习管理制度（试行）》《实习指

导老师职责》《实习生违纪处理规定（试行）》等制度，出台了《实

习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22-2023 学年学生顶岗实习工作方案》

等方案，规范了《校外实习安全承诺书》《实习须知》《自找实习单

位申请表》《实习指导（巡查）记录表》《实习生请假申请表》《延

迟顶岗实习申请表》《顶岗实习单位变更申请表》《大学生实习三方

协议书》《实习成绩评定表》等表格，编制了《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实习管理手册》。

https://www.so.com/link?m=b/Q8NkCDbkP1LTjEpsMvQCiqL70vIWLd7BwiYbskgUOHzI57///BtIqXmHDWozE3EcXgrPFZnOeBF7efBhZmXLd1qnm3bUI1AcDnbK52Dn5CVYskd9O+iSEUWWTWefwUy1JcvOFxHC3P8qUjAUg3pasDlC2Pv2TZhFoO0S0pgzzDyja60q96ppfL5O5RrXHvkw9acqq7c3+JoAAzY5PgcXJSlomIDHVw1RDeJz0qVBpuxe0NjExtc7lXX6vL/XAaIm0hSmBBwUb/9yPA85fONGrvasK/1oRIMBF+I3XNW++eRW1wGrL5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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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障实习落实

一是做好实习保障工作。及时为学生购买实习责任保险，指导老

师排查自主实习学生岗位实习专业对口情况，对于实习专业不对口提

出整改意见，了解实习中学生是否获得实习报酬。二是利用线上实习

管理平台规范过程性管理。使用线上实习管理平台“校友邦”获取学

生实习考勤、提交三方协议、知情同意书、实习周志、学习计划、教

案、总结等材料，安排校内实习指导教师与学生见面会，加强沟通与

熟悉，建立实习微信群和QQ群。三是及时总结实习经验。学生实习

结束时，各系部各专业召开实习总结大会，总结在实习过程出现的不

足，并提出处理意见、建议。四是重视实习督导、巡检工作。成立实

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督导工作，组织专门人员不定期进行检查、督导，

在实习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采取预防措施、制定处置程序。五是

形成监督保障的机制。建立了“学校+家长”联动督促机制，形成了

“学校+幼儿园”的“双导师”制的联合指导体系，公布了实习政策

咨询监督电话与邮箱（实习监督电话：0750-3781775，监督邮箱：

jmyzjwb@163.com），确保了教育实习"不走样"。

（五）健全管理体系，加强教材管理

1.健全教材管理体系

一是构建教材管理制度体系。学校先后出台了《广东江门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关于成立广东江门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材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广东江门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关于成立教材建设委员会的通知》《广东江门幼儿师

mailto:jmyzjwb@163.com，并安排专人负责实习政策咨询、收集情况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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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高等专科学校关于印发教材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二是形成教材选用审批机制。每学期教务部组织各系部召开教材征订

专题会议，教务部依据各系、部上报的教材建设规划与年度使用计划，

结合教学与课程建设的总体要求，制定学校的教材建设规划与年度使

用计划，提交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审议。为了保证教材质量，在教材

选用上遵循优先、减轻学生负担和组织选用原则。在选用教材上，由

开课教研室对相应的课程推荐适用的教材，报所在各系、部审定；各

系、部对推荐的教材按照教材选用原则，逐一审定每门课程的选用教

材，填写《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材征订表》，报教务部

复核；坚持选用国家统编教材。

2.构建教材审核机制

学校适时开展教材审核，形成上级“规定审核动作”+校内“自

选审核动作”的长效审核机制，有计划地组织专家对相关专业主干课

程所选用的教材进行评议，对质量差的教材，坚决予以淘汰；适时开

展教材建设规划和收集教材使用情况，并形成教材使用情况报告向上

级部门备案。

（六）规范学籍档案，构建审核关口

1.完善学籍与注册制度管理要求

学校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先后出台了《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学籍管

理制度》《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分制管理办法》《广东

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期学校考试与成绩管理规定》《广东江门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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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学实施细则》《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学生转专业规定》等相关制度，有效的保障了学籍档案管理的

规范，新生学籍注册、学年注册、毕业生学历注册均做到及时规范，

确保不漏一人。

2.规范入学与毕业资格审查程序

一是确保新生“入口”审查关。学校先后下发了《关于做好江门

幼专 2021 级高职扩招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我

校 2022 级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的通知》《江门幼专 20级预毕业生

学历照片校对方法》《江门幼专学生网上核查学籍操作方法》等，加

大了录取资格复查，确保教育公平公正。二严格学生“出口”审核关。

学校现已形成了系部初审（毕业资格）+教务部复审（全面审核）+

校领导审批的三级审核关口，严把质量关。

（七）厚植劳动情怀 丰富拓展课程

1.促进劳动教育课程规范化、常态化建设

成立劳动教育教研室，系统化、专业化开展劳动教育课程。将劳

动法规、劳动安全知识、劳动价值理念融入劳动教育课程实施的各个

环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促进

劳动教育实践课常态化，结合“三下乡”“返家乡”“三支一扶”、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实践活动，持续将寒暑假社会实践纳入劳

动教育实践课，在社会大课堂中磨炼学生劳动意志和能力。

2.探索科学合理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

设置丰富的劳动教育的评价方式上，可通过劳动知识问答、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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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竞赛、劳动实践记录等劳动表现性内容与以学段为单位进行的劳

动教育项目评价等相结合。设置劳动实践教育模块，制定劳动实践课

程考核办法，规范劳动教育实践活动项目发布、实施和评价等过程管

理。将劳动素养纳入品德素质模块，逐步健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过程性评价实施办法，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3.融合劳动元素，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学校定期组织学生整理宿舍卫生、校园卫生清洁等日常生活劳动

实践，组织学生深入校园、社区、街道、公益福利机构，开展公益性

服务劳动，各系部每学期组织学生深入企事业单位进行专业劳动实践。

在党委学生工作部的统筹下，每年 5月开展劳动文化月系列活动，培

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劳动品质。各系部结合学生专业特色，

邀请行业劳动榜样和专家进校园开展劳动主题教育讲座。

4.制定劳动教育日历，将劳动教育主题活动落到实处

依托学生社团协会等组织，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并配套发布义

工征集活动。具体结合学雷锋纪念日、“五一”劳动节、志愿者日等

特殊日历，开设“帮扶类”“座谈类”“赛事类”志愿服务项目，动

员学生热爱劳动，奉献自我。

五、存在问题

（一）人才培养方案应进一步优化

1.与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存在一定差距

检查发现，我校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与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存在一

定差距，部分指标未满足底线要求。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过程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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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负责人及骨干教师未能做到两者整合。

2.课证融合需进一步加强

我校现有课程设置上，虽加强了专业课程与证书考试的衔接，但

在深度与广度需进一步融合，对接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二）教师能力提升渠道需进一步拓宽

关注教师发展，开展师资培训，提供教师学历提升通道；加大信

息技术的应用，探索电子书的出版和使用；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打

造精品教材，逐步建立评价体系，为教师的发展提供智力引领。

（三）劳动教育培养需要进一步提升

1. 学校思政课、专业课探索与劳动教育融合的方式方法有待加

强

将劳动教育融入思政课、专业课的方式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可

借鉴的经验较少，需在课程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等

方面上进行融合。

2. 劳动教育实践场所有待进一步建设

因一期建设场地受限，除教学实践有专门的实践场所，生活实践

场所较少。因疫情原因，开展的社会实践、公益服务项目较少。

六、整改措施

（一）缩短专业标准差距，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学校以师范专业认证为学校发展的契机，对照标准，发现不足，

通过组织各专业负责人、骨干教师学习师范专业认证的相关文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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