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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服务面向

（二）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72 68

26 6 3 10

6 3 2 11 1

2023 3

33

49% 14 19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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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全日制在校生情况及本科生所占比例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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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科生生源质量情况

2023 21

8500 8573

6776 893 100% 5 97

816 3 40

30 5 2023 9

8397 97.15%

2023

54.16%

570 137 523 587 148

5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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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学位结构

691 52.19%

93.05% 5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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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龄结构

45 910 68.73%

6 5

4. 学缘结构

95.69% 7

（二）生师比

2022-2023 1324 953

38868.4 21.59:1 8 2022-202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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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五）本科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2022

2022 34604 2021 34288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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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 125961 134922.21

93.35% 2021 133205 7244

2. 2022 23187 1592 7.37%

1 15137 1024 7.3%

2022 15137 73663

24811 98474 15.37% 2.27%

4374 34604 232

5.6%

2 2022 522 2021 2

0.4%

3 2022 509 2021 30 6.3%

4 2022 1631 2021 290 21.6%

34604 471.33 847

244.77 34604

758 219 34604

5 2022 708 2021 19

2.76%

6 2022 3844 2021 214 5.9%

7 2022 836 2021 13

1.58%

8 2022 246 71

34604

9 2022 241 69.65

34604

10 2022 221 63.86

34604

, 11



16

（六）教学行政用房、图书、设备、信息资源及其应用情况

1. 教学行政用房与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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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与教学实验室

2023 9 30 49026.84

1.26 13752.38 38.99%

13

49026.84

1.26

137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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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9

22 16

336 10

3. 图书资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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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信息资源及其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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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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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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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专业建设统筹规划，大力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

+

2. 科学调整优化专业布局，注重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

2023

3

5

2023

6

3. 推进专业内涵建设，一流专业成效突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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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

2 “ ” 1

“TLD-T”

1

1

69

21 48

15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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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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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
79 ——

（三）课程建设情况

2019 8 2020 3

1. 推进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切实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MOOCs SPOCs

2022-2023 2366 11061

3228 244 7589

16 29.1% 2.2% 68.6%

%

3228 29.1

244 2.2

7589 68.6

11061 100

2. 构建梯级课程建设体系，一流课程建设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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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39

7

2

1 44

MOOC 122

Java

13

1

8

3. 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显著，精品思政课程持续推广

（四）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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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教材建设规划

2. 管理体制机制

3. 使用与审核管理情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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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改革

1. 持续深化培养模式改革，突出“技术+师范”培养特色

(1)

4

18

17

1

2

3

4

5

6

7

8

9



30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5

22 4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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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学院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2

3

4

5

6

(3)
3+1

+ +

1-2

(4)
2023 3+

307

2023 13 13 407

4 4

130 2 80

2. 教育教学研究持续深化，教师教改积极性得到提升

1

2022-20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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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6 20

103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学院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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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2

2023 4

25

2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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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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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022 21

18

45 6

8

14 10 4

6

5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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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课程思政改革，不断完善“三全”育人大格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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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4

23

23 2022 2023

1

2

3



38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4

4.数字化转型升级，有效助力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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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教学及毕业论文情况

1. 构建校、省级实践教学基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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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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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管理教育实习、专业实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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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造校、省、国家三级学科专业竞赛体系

4. 完善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三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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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落实师德师风养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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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积极做好毕业设计（论文）抽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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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新创业教育情况

1. 以生为本，资源协同，构建“基础-产业-综合”一体化实践育人体系

�)�\�–

L$

�Õ

0� �¡

�¼ �@ �¯ �L6â ��¥ 	F �* ` �‰

#~

�¼�à�¼�Ã

� �Q �x

����



49

2. 以师为根，优势互补，组建多学科背景交叉融合的专兼职师资队伍

3. 以赛事为依托，以赛促创，优势特色不断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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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教学为主导，立德树人，创新创业教学实际成果突显

四、专业培养能力

（一）各专业培养目标、教学条件及人才培养情况

1.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 ”

2. 目标定位与社会需求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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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3. 人才培养方案特点

2023

2023

2023

1



52

2

20% 30%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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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专业专任教师数量和结构及生师比

2022-2023

35

（三）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2022

125961 134922.21

93.35% 2022 23187 1592 7.37%

15137 1024 7.3%

2022 522 2021 2 0.4%

509 2021 30 6.3%

1631 847 244.77

758 219 708

3844 836

241 221

（四）教学资源情况

1. 持续推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及应用

1

18

19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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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MOOC

32

5000 SPOC

3

MOOC

37 21

13

8

9 “ ”

（五）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情况

1.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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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高度重视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和实践育人，根据学校“双师型”职教师资

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结合各专业特点，统筹校内外实践教学资

源，对课程实验实训、综合实验实训、课程设计、学年论文、专业实习（教育实

习）、毕业论文（设计）、社会调查、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和课外科技活动等实

践教学环节进行整体优化设计，构建了“课内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课

内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校内实践活动与校外实践教学有机结合”

的“三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与企业行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协同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设计课程体系、建设课程资源和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建立

我校、行业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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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教学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 学年，新建省级教师教育

实践基地 个，新建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个、教育实践教学基地 个。截至目

前，学校与企业、学校等建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个，其中教育实践教学基地

个，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个。现拥有国家级及省级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

地、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个，省级教师教育实践基地 个。

（六）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1. 强化品牌建设，构建工作改革“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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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化媒介互融，打造网路思政“云平台”

（七）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

2 3 161.3 40.7 25.23

26 62 168.44 41.89 24.86

10 15 165.1 45.1 29.14

3 5 164 46 28.43

3 5 162 46 34.72

6 7 168.67 35.3 21.01

6 12 164.4 46.43 28.24

11 16 162.95 35.35 21.69

1 1 162 37 22.90

68 126 1478.86 373.77 2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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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

3
3
3
2

3

1

2

10
1
4
2
1
12

16
2
2
2

2 2

2

6

2
2
2
2
2
2
2

2

2

1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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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2

1 1

2
51.5

1.5
2 4

10 2

4
2

2

2 2

1

2

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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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120

（八）各专业教授授课情况

2022-2023 49

100% 10% 34

20%

（九）各专业实践教学情况

1. 完善各专业实践教学学分体系

我校各个专业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分类制订实践教学标准，增加

实践教学比重，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学时），人

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一般不少于总学分 ，理工类专业一般不少于总学分的 。

师范类学生教育见习、实习、研习等实践不少于一个学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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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8 157.81 107.44 47.7 30.23

11 21 152.93 80.7 69.63 45.53

2. 学科专业竞赛成绩优异

（十）学风管理情况

1. 实施班级基础建设工程和文明行为养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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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调研分析促进学风建设新实践

3. 严肃考风考纪，以良好考风引领学风建设

五、质量保障体系

（一）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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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领导重视本科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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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展“三阶段”常规教学检查工作，教学秩序稳定

1

2

2022-2023

3

2022-2023

2. 落实“三层级”教学质量监控制度，教学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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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10637

2023 6

479 2022-2023

3. 完善“四反馈”质量简报发布机制，建立反馈闭环

2022-2023

4. 信息化赋能，提升教育质量监控效率

（五）持续开展专业评估与认证工作

1. 持续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

4

4

2023 12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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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展 IEET专业认证期中审查工作

2023 10 17 2

IEET

Capstone

2

IEET IEET

IEET

3. 组织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培训交流

六、学生学习效果

（一）学生学习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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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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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届毕业生升学、就业情况

1. 就业率保持整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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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生就业状况总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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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1．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1）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整体评价

（2）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岗位匹配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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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能力素养评价

1-5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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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潜力评价

2. 用人单位人才需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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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 18.18% 54.88%

45.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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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6%

37.66% 37.66%

3

/

(48.98%) (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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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6%

97.9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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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学科竞赛获奖情况

1. 大学生学科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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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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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园文化建设及社会实践情况

1. 以文体艺术活动为依托，加强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

http://202.192.72.48/sfsjxcg/jxcg/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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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学术科技活动为抓手，优化校园创新创业氛围

3.熔铸与弘扬广师大精神，构建以文化人的教育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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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学校社团多领域发展，激发校园文化基层活力

5.积极组织各类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实践地所需

（七）学生健康体质测试情况

1. 体质测试基本情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A1%E5%9B%AD%E6%96%87%E5%8C%96%E5%BB%BA%E8%AE%BE/9202756?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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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质测试举措及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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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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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续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服务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32

（三）教育教学成果取得重大突破，职教特色成效显现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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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4

八、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对策

（一）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全面发挥质量标准和质量保障监控的保障作用

2. 持续优化配置实验资源，改善实验教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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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策

1. 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积极构建“五自”的大学质量文化

2022

32 25 7

123 455

9

2. 优化统筹实验室管理，持续加大教学实验实训教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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