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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加强县级职教中心建设

行动计划 (⒛”乇⒆2年 )

、

、

——办学条件达到国家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生均校舍面

积、图书和仪器设各J总值逐年提高,规范化、信·急化、现代化建

设水平明显提高。

——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全市职教中心校均学历教育在校生

规模保持在 2500人左右;面向全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每年累计完成各类培训 30000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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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数量达到国家规定比例,专任教师生师比不超过

1:20, “双师型
”
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一半以上,教师培训率

达 100%。 师德素养、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普遍提高。

——对接县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动态更新专业、课程和

教材,专业建设规范化和教育教学信
`急
化的水平明显提高,形成

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县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的主要供给基地。

(一 )加强学校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办学能力和办学水

平。各县市区要统筹规划高中阶段教育,促进普通高中与职教中

心协调发展,保持职普招生比例大体相当。到⒛22年 ,各职教中

心全部达到国家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学历教育在校生至少达

到 12OO人 以上,生均校园用地面积不少于 33平方米,生均校舍

建筑面积不少于⒛ 平方米,生均教学仪器设各值不低于25OO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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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显示、现代中药、生物与健康、新能源汽车、先进环保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专业,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人才。

(三 )拓展合作办学范围,增强服务能力。加强与企业的合

作,坚持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

校企合作办学,密切学校与企业的联系,努力建设一批师生顶岗

实习、订单培养的企业群。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合作,主动承

担各类培训项目。比如,同农林牧部门合作,参与阳光工程培训、

同民政部门合作,为退伍复转军人、养老康养机构提供培训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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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高等职业院校合作,在 3+2学历教育、

实训基地共享、开发教学资源、专业师资培训等方面开展合作 ,

实现双方共赢,同 步发展。加强与发达地区中职学校在学校管理、

专业建设、教学改革、教师培训与交流、联合招生、合作培训、

实训服务、技能考核、就业安置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

共同进步。

( )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正确处理学生综合素

质提高和职业能力培养的关系,正确处理学生文化基础知识学习

与职业技能训练的关系。适当加大专业技能课程的比重,专业技

能课程 (含顶岗实习)的 学时一般要占丿总学时的三分之二。要按

照相应职业岗位 (群 )的能力要求,采用基础平台加专门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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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课程结构,设置专业技能课程。课程内容要紧密联系生产

劳动实际和社会实践,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创新教材应用,开

发补充性、更新性和延伸性的教辅资料或依托企业开发适应专业

教学需要的校本教材。创新教学方式,着力实施以项目教学、案

例教学为导向的教法改革,积极采取场景教学和模拟教学等多种

教学方式,增强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创业教育,突

出对学生创业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改进考试

考核方法和手段,积极探索以能力为核心的学生评价体系和以绩

效为核心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构建有利于深入推进教学改革 ,

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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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多 方合作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刂

四、组织实施

(二 )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各县市区要建立与办学规模、培

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经费稳定增长机制,在保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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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合理投入的同时,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

教育倾斜。切实落实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并且用于职业教育的比

例不低于 30%的政策。落实中等职业学校综合定额标准和生均拨

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不低于们OO元。鼓励

企业、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兴办职业教育,拓宽办学筹资渠道。

(三 )建立督导评估制度。完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实

行职业教育定期督导评估和专项督导评估制度,落实督导报告、

公报、约谈、限期整改、奖惩等制度。将推进职教中心建设和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作为对各县市区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重要内

容,加强对各有关部门履行职责的督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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