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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自我诊断与

改进机制会议通知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教师：

以提高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课程教学质量为目标,明确课程建设、课程教

学质量保证主体责任,规范课程诊改工作流程,指导课程教学团队开展自我

诊改,按照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实施。事前设定目标和标准,事中依

托平台监测预警,事后诊断与改进,实现了学校课程建设质量提升。现开展

建立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会议的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初定）

2022年 3月 10日

二、参会人员

校长助理：徐伟；组长：范世锋、植松荣；副组长：彭伟文

成员：李国正、徐优燕、邹建森、莫少萍、董晓君、张慧琼、廖凤、

孔丽弟、梁国森、陆丽萍、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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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

机制会议记录

会议时间：2022 年 3 月 10 日

会议地点：肇庆理工中等职业学校

参会人员：徐伟、范世锋、植松荣、彭伟文、李国正、徐优燕、

邹建森、莫少萍、董晓君、张慧琼、廖凤、孔丽弟、

梁国森、陆丽萍、肖锋。

记录人：莫少萍

会议纪要：

一、负责人致辞

由机械部部长植松荣致辞并介绍建立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自我诊

断与改进机制会议主要流程。

二、工作概述

我校高度重视专业自我诊断工作与改进机制的建设工作，其中核

心专业“数控技术应用”。我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从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模式改革、办学模式改革、教学内容创新、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内

部管理等方面有序开展工作。但专业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

待要解决的问题，技术技能积累机制需进一步完善；为解决这一类问

题，开展建立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工作。

三、建立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围绕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材教法、教学团队、实践教学、

实习就业等制定质量标准体系及实施细则，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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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全员参与、全程监控、全方位反馈、进行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自我

诊断并改进。将内部质量保证和行业、企业等外部质量评价有机结合，

推动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1+X”证书制度试点

1.主要成绩： “1+X”证书制度试点正在推进，能加快学历证书

和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突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

升学 生技能。

2.存在问题：课证融通深度较难把控、教材大多采用各出版社出

版的规划教材，教材内容参差不齐，教材内容更新不及时、内容陈旧，

与证书所要求职业技能和知识技还不能完全有效衔接。

（二）教学资源建设

1.主要成绩：《机械制图》省级精品课已完成任务书、建设方案

以及全面开展工作。

2.存在问题：校内录课设备还不够完善，在进行录课的时候会遇

到障碍。

（三）教学设备

1.主要成绩：智能制造生产线实训室已投入教学使用。

2.存在问题：教学设备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数量和质量。

（四）数控技术名师工作室

主要成绩：数控技术名师工作室已开展各类教学研讨会。

（五）校企合作

3



主要成绩：与肇庆兆阳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形成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加强校企合作，进一步增强学校办学活力，实现中职强校办

学目标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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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自我诊断与

改进机制方案

一、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效果

（一） 专业定位

主要成绩：核心专业“数控技术应用”是肇庆市重点建设专业，

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基地建设项目。采用“活模块，工学交替”人才

培养模式，培养定位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核心的专业建设规

划，与学校规划相契合，符合专业发展特点。

存在问题：专业技能积累机制需继续完善；专任教师的师能素养、

兼职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师德师风建设需持续加强；社会服务能力有

待提升。

原因分析：核心专业“数控技术应用”是市级重点建设专业，主

要对接数控编程行业。

（二） 人才培养目标

主要成绩：坚持培养目标面向市场，教育形式适应市场，专业设

置瞄准市场，学生就业服务市场的办学思想，试行“1+X”证书制度

试点，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构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存在问题：在升学方面，还停留在高职高考、单招、成人高考层

面上，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创新，升学方式有待拓宽,推进 1+x 证书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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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需要完成校企命运共同体、体

制机制建设和现代学徒制的开展，加强校企合作是中职院校改革与发

展的关键所在，也是进一步增强学校办学活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实现中职强校办学目标的根本途径。

（三）教学资源建设状态

主要成绩：在原有场地设备基础上，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

校企合作生产线实训基地，包含三轴加工中心 1 台，法兰克系统数

控车床 1 台。完成实训室配套资源的建设，包括实训室管理规章制

度、实训指导手册等。

存在问题：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数量和质量有

待提高。

原因分析：受资金等影响教学实训资源建设发展较慢，时代更新

较快部分教学设施使用率不高。

（四）质量检测状态

主要成绩：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监控与激励机制，注重

教学团队、师资培养；搭建平台、保障实习实训安全管理机制。

存在问题：尚未形成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还未完全形

成教学过程、教学质量的动态数据采集与结果分析。

原因分析：受传统教学绩效评价方式的影响，对新的教学工作诊

断与改进政策认识不足，影响到诊改工作的进程。

二、总结

为了保障学校培养的数控技术专业人才质和量需求，满足学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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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需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不足主要有：教师对专业

技能培训延时，不能及时的将理论和实操技能运用到教学中，教师的

职业化方向定位较模糊；教师的教学水平还达不到全面推广的要求，

教学资源和设备使用率较低；专业文化、实训室文化等内涵建设与沿

海发达城市同等学校相比还有差距；现有的教学所需硬件和软件还不

能满足全面推广教学的需求。

构建更科学更完善的课程体系，满足企业岗位能力需求。进一步

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引进企业先进

的加工工艺和企业文化，推进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校内教师“双师型”培养力度，使教学与生产、

科研紧密结合；引入企业高技能人才作为兼职教师，教学内容引入企

业正运用的先进生产工艺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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