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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贵州省第二批“技能贵州”行动计划
项目申报校内汇报工作简报

为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

技能贵州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助

推学校“六个幼专”建设，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我校质量监

控评价中心于 2024年 9月 27日组织开展了贵州省第二批“技

能贵州”行动计划项目申报校内汇报。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同

济大学教授，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委员

会委员、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专家、贵州省职业教育咨询专

家董大奎教授进行点评指导，质量监控评价中心全体老师参

加。

第二批“技能贵州”行动计划项目申报校内汇报现场



本次校内汇报共有 2门一流核心课程团队、1个专业教

学资源科、2个省级示范性人才培养方案、2个省级重点（特

色）专业、2个省级职教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进行汇报。在听

取项目负责人+团队教师进行汇报后，由董教授对汇报项目

进行一一点评。董教授主要从以下几点对各项目提出改进意

见：

董大奎教授现场点评

1.专业、课程定位和培养目标要准确区分。定位要陈述

清楚专业、课程开设的依据、找准开设的必要性和切入点，

解决为什么开、为谁开的问题。而培养目标要对照人才培养

标准，将人才培养规格具体化，能通过可检验的监测点来评

估人才培养质量。

2.建设内容的体系有待丰富。建设内容既要完成学生当

前培养任务，也需要考虑人才培养的丰富性，可从建设内容

的服务性、公益性、开放性、共享性、多样性等角度进行完

善，而非仅局限于专业、课程本身的学分任务。

3.人才培养评价方式比较单一。学生学习质量的评价不

能局限于课堂思维、课程思维，应该对学生综合素养、增值

能力的提升进行涵盖，每个板块对应清晰的评价标准，能够



量化学生的培养成效。

4.项目建设成效需要数据说话。对项目建设的目标任务

不能仅用文字进行笼统的描述，应该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直

观可以看到的成果，需要用一定的数据来体现项目建设的落

地情况，以此才能反观项目建设的质量。

5.项目建设总结不能泛泛而谈。认真梳理项目建设的路

径，找到建设中的难点、薄弱点，发现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对标提出改进建议，为后续的建设思路找准方向。

通过今天的汇报和点评，各项目会根据董教授提出的问

题进一步优化申报资料，以更加充分的项目准备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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