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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职业技术学院自评报告
（二〇二〇年十月）

根据《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暂行办法》

（国教督办〔2016〕3 号）和《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开展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工作的通知》（国教督

办函〔2020〕25 号）、《河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工作的通知》（冀教督

办函〔2020〕12 号）等国家省有关文件要求，坚持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我院在

努力提高适应社会需求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对照相关评估

指标体系，进行了认真自评。现就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 学校概况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是河北省示范性高职院校、河北省优

质高职院校建设单位。学院占地面积 353 亩，校舍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0126 人，教职工 790 人，

专任教师 490 人，其中教授 47 人、副教授 157 人，博士、

硕士学位及研究生学历教师 390 人，“双师型”教师占 80%

以上。学院面向保定市、雄安新区及京津冀区域相关技术领

域发展趋势及人才需求，调整构建农林牧医、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建筑施工、财经商贸与服务、艺术设计与传媒等 6

大类专业群 45 个专业，重点建设了骨干专业(群)18 个、特

色专业群 13 个。形成专业动态调整机制，面向产业办专业，

办好专业兴产业已经成为学院的基本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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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自我评价

一、办学基础能力

1.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2019 年，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 10126 人，办学经

费收入 16127.88 万元，其中学费和住宿费收入 5502.77 万

元、财政经常性补助 6603.05 万元、专项 4018.80 万元。年

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为 5446.51 元。

2.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2019 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9263.59 万元，年生均

教学仪器设备值 9148.32 元。

3.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学院校舍建筑面积 15 万平米。教学及辅助用房和行政

办公用房总面积为 9.8 万平米，其中教学用房面积 8.5 万平

米、辅助及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1.3 万平米，生均 9.73 平米。

4.信息化教学条件

贯彻国家《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推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教学方式及管理模式创新，突

破时间空间制约因素，构建泛在学习环境。到今年为止，累

计投入经费近 2000 万元，建成覆盖全校的万兆核心、千兆

汇聚、百兆接入三层网络总体架构的校园网络。目前，拥有

中国教育网、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个互联网出口，出口带

宽共计 410Mb；网络中心机房建设校园私有云平台，提供网

络教学、信息管理、各类网站访问、域名解析、文件存储、

办公自动化、电子邮件、视频点播、电子期刊检索等多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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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网络机房 42 个学生用计算机 2000 余台套、教师用办公

管理计算机1000余台套；网络多媒体教室83个，座位数7000

多个、功能完备的精品课程录播教室 3 个。使用数字化校园

平台，各应用系统全部集成到一个信息门户网站，实现校园

师生用户统一身份认证；建成共享数据中心，实现了不同应

用系统之间数据的实时性、一致性和充分共享。

5.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4369 个，生均 0.43 个。

二、“双师”队伍建设

6.生师比

在校生数 10126 人，专任教师 490 人，生师比 20.7:1。

7.“双师型”教师比例

现有教职工 790 人，专任教师 490 人，教授 47 人、副

高职称教师 157 人，“双师型”教师 392 人，“双师型”教

师占比 80%。

三、专业人才培养

8.课程开设结构

课程体系由公共基础及基本素质课程体系和专业课程

体系两部分构成。公共基础和基本素质及拓展性课程体系，

突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教育，重点培

养学生职业关键能力即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专业课程体

系，专业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相适应，课程内容紧密联系

生产劳动实际和社会实践，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注重学

生职业能力、职业精神培养和思政育人功能。“纯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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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实践+理论课”（B 类）和“纯实践课”（C 类）

三种课程的课时占比分别为：26.7%、61.1%、12.2%。

9.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

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

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大北农集团、河北大午农牧

集团、北京友谊宾馆、河北建设集团路桥分公司、保定广播

电视台、保定厚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小米）等 162 家企业

密切合作，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保障学生实习实训，年

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为 24 天。

10.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

实施以订单式人才培养为主的校企联合培养、双主体育

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组建“长城”订单班、芯愿景订单

班、无人机订单班、轩宇订单班、小米订单班、五洲订单班

和航天订单班，订单式培养各类技术技能人才 1000 余名，

占比 8.2%。

11.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

2019 年，聘用企业兼职教师 52 人，完成 9065 课时，年

支付兼职教师课酬约 45 万元。

12.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2019 年，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110 万元。

13.专业点学生分布

2019 年专业大类学生分布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专业类 在校生数 占比% 系别

1 农林牧医 1951 19.3 农林系、牧医系

2 装备制造 1410 13.9 机电工程系

3 电子信息 2420 23.8 计算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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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施工 856 8.5 建筑工程系

5 财经商贸与服务 2734 27

经济管理系

商务技术系

贸易旅游系

6 艺术设计与传媒 755 7.5
艺术设计系

传媒艺术系

合计 10126 100

14.专业与当地产业匹配度

河北省 12 个重点产业与专业(群)设置对应表

序号 省重点产业 对应专业

1 新能源及智能电网 ---

2 节能环保产业 ---

3 现代商贸物流产业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国际贸易

4 纺织服装产业 服装设计与工艺、服装与服饰设计

5 新材料产业 ---

6
先进制造暨新能源和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

机械设计制造类、自动化类、汽车类 9

个专业

7 都市农业产业 农业类、畜牧业类 9 个专业

8 生物医药健康产业 药品生物技术

9
新一代信息技术暨太赫兹产

业

电子信息类 5 个专业

10 食品加工产业 ---

11 绿色建材产业 建筑施工类 3 个专业

12 文化旅游产业 旅游管理、传媒艺术类 9 个专业

四、学生发展

15.招生计划完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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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院招生计划 4140 人，实际录取 3956 人，计

划完成率 95.6%，实际报到 3711 人，报到率 93.8%。外省录

取 49 人。文史类录取分数线 372 分，理工类录取分数线 3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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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院应届毕业生 3204 人，毕业生就业区域主

要集中在京津冀区域，其中当地就业人数 1572 人，中小微

及基层就业人数 2784 人。

五、社会服务能力

19.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

学院发挥综合优势，积极承担各级政府委托的扶贫、培

训和技术服务任务，2019 年学院政府购买服务到款为 944.64

万元。

20.技术服务到款额

学院充分发挥场地、设施、师资、教学实训设备、网络

及教学教育资源等优势，大力开展技术服务，2019 年技术服

务到款额为 17.85 万元。

第三部分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设想

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建设仍需进一步完

善

1.存在的问题：产教融合的机制瓶颈尚未破解，产教融

合政策落地难，推动产教融合的合力尚未形成；校企合作育

人缺乏深度，校企联合培养覆盖面不足，高技能人才培养数

量难以满足本地区产业升级需求。

2.改进设想：一是破解产教融合机制障碍，调整优化已

有产教融合政策的刚性和实施细则，确保政策落地执行；二

是学院成立由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行业、企业领导

人和学院相关领导共同组成的学院改革发展建设理事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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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理事会议事制度，推动形成地区产教融合的合力；三是与

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制定关于职业院校教师参与校企合作激

励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优化激励机制，提升产教共荣动力。

二、专业群建设水平对比国家高水平专业群还有一定差

距

1.存在的问题：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不够灵活，专业群对

接高端产业链精度不够；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满足在求

学群体多元化、学习基础差异化、学习场景多样化情况下高

水平育人的需要；专业群教学团队创新能力和跨专业协同配

合能力不足，多数专业还缺乏在相关行业专业技术领域内有

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带头人和大师名师，企业高级工程技

术人员或“能工巧匠”来校兼职任课的数量偏少。

2.改进设想：建立专业群组群逻辑动态调整机制，引领

专业群科学建设；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双元，工学结合”

的开放型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弹性学制和学分制，赋予学生

群内专业选择权、课程选择权、教师选择权，自主选择学习

路径和进度，激发学习动力，满足多途径成长需求；改变传

统专业教研室组织方式，打破专业限制，面向不同职业（岗

位）群和 1+X 证书组建结构化教师团队；以名师工作室为重

点、以专兼教师为核心建设高水平、结构化的协同创新教学

创新团队。

三、“双师型”专业教学团队建设需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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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在的问题：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目

前我院具有双师素质专业教师的比例不低，但层次水平不

高，缺乏在行业技术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技术专

家型教师，教师为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和生产指导的作用发挥

不够，学校和专业对企业的贡献度相对较低。企业兼职教师

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学院聘请的兼职教师数量不少，

但发挥的作用还不够。一是企业工作能力强的技术人员工作

忙，不应聘，即使应聘也在时间和精力上难以保障校方需求。

二是兼职教师缺乏教学经验，语言表达能力和教学组织能力

一般赶不上专任教师，担任实习技术指导尚可，担任课程教

学往往教学效果不佳。三是学院在选聘企业技术人员担任专

业带头人方面尚未制定完善的制度和落实相关的待遇，部分

专业没有来自生产一线的专业带头人。

2.改进设想：制定并实施《专业教师赴企业挂职实践管

理办法》，修订《专业（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遴选与管理

办法》、《青年教师培养及教学新秀评选与奖励办法》和《专

业教学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结合“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全面调整充实专业（学科）带头人、负责人及

骨干教师队伍，重点基于骨干专业、特色专业构建教学水平

高、教学效果好、结构合理的优秀教学团队。二是实施专业

教学团队的双师结构建设，聘任（聘用）一批具有行业影响

力的专家作为专业带头人，一批企业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作

为兼职教师，使专业建设紧跟产业发展，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符合职业岗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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