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成果类型

项目研究报告 系列课程与教材 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管理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 □项目实践报告

教学软件 论文 □专著

其它：基于本项目管理软件(已获软件著作权),指导学生获奖，工作和考核方案

（注：请在相应成果复选框内打“√”，其它请具体说明）

项目成果名称

项目成果共计 9 项，如下所列。按照项目《开题报告》要求，项目成果 100%完成，

如下列 1-5 项；项目额外实现成果 4项，如下列 6、7、8、9 项：

1.项目研究报告 1篇。

2.2021 级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五年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1份。

3.2021 级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工作方案 1套。

4.2021 级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转段考核方案》1套。

5.论文 2篇：

5.1《创新能力培养的人工智能人才模式改革探讨》，2021 年 7 月。

5.2《程序设计课仿机房环境在线教学研究》，2020 年 7 月，主题：探讨疫情期

间，程序设计类课程如何在线仿真教学。

----------------------------------------------------------

6.教材《Photoshop 图像处理案例教程》2021 年 2 月，教材对应课程是核心课。

7.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广州漫游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2020

年 10 月签署《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协议书》，主要进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交互

设计方向的学生校外实训。目前，中高职贯通培养的 2020 级三二分段的高职生已经

到基地实践 1个月，效果很好。

8.基于本项目的系统管理软件：《中高职贯通培养综合管理系统》，已获软件著作

权，登记号是 2021SR1299675,2021 年 7 月。

9.指导学生获奖：

9.1 指导学生参加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赛事《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 web

应用软件开发赛项》，省教育厅主办，二等奖，成永常指导，2020 年 12 月。

9.2 指导学生参加计算机应用技术赛事《中山市职业（技工）院校学生互联网广

告设计赛项》，中山市教育局主办，一等奖，周东指导，2021 年 3 月。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

一、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

本项目以广东理工职业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为例，对中高职贯通培养中的规范

进行研究与实践，使实际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能够被实例化解决，为相关专业的

工作提供了参考，主要内容如下：

1.将中职、高职传统分隔式的培养，变成现在中高职贯通一体化培养

对应成果有 2个：

（1）2021 年《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

（2）2021 年《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转段考核方案》。

项目从 2017 年第一届开始制定相应方案，历经 5年，逐年修订，形成现在成果

提交的比较完善的 2021 年《中高职五年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2021 年的方案使中

职、高职能因为共同的责任、义务、利益而汇聚成一体，避免中高职贯通培养中课

程重复开设、实训重复执行的资源浪费等弯路，能够利用中高职的各自优势、汇聚

形成一个整体。

2.“互联网+”思维，搭建中高职贯通一体化工作方式

运用“互联网+”思维，搭建中高职贯通培养工作方法，为师资共享、教学资源

共享等方面全方位衔接，提供一个有效通路。

对应成果有 3个：

（1）《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工作方案》1套。

（2）本项目的系统管理软件：《中高职贯通培养综合管理系统》，软件著作权

号 2021SR1299675,2021 年 7 月。

（3）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与广州漫游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协议书，2020 年 10 月签署，主要基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

业交互设计方向进行建设。目前，中高职贯通培养的 2020 级三二分段的高职生已经

到基地实践 1个月，效果很好。

3.对课程资源优化，出版教材《Photoshop 图像处理案例教程》。

针对专业核心课进行优化改革，显著成果是 2021 年 2 月出版教材《Photoshop

图形图像处理》，李美满编著。

4.随着项目研究深入，逐渐出现教学成果，带学生参加竞赛获奖

（1）指导学生参加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2019-2020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web 应用软件开发赛项”》，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方向的

赛事，获二等奖，成永常指导，2020 年 12 月。



（2）指导学生参加中山市教育局主办《中山市第二十二届职业（技工）院校学

生专业技能大赛“互联网广告设计赛项”》，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方向的赛事，获

一等奖，周东指导，2021 年 3 月。

5.项目总结与理论成果发表

对项目的成果进行总结形成研究报告，并对部分研究成果发表。

（1）项目研究报告 1篇。

（2）论文 2篇：

论文 1：《创新能力培养的人工智能人才模式改革探讨》，2021 年 7 月。

论文 2：《程序设计课仿机房环境在线教学研究》，2020 年 7 月，主题：探讨

疫情期间，程序设计类课程如何在线仿真教学。

二、项目成果的主要特色

（1）中高职“单兵作战”到“统筹划一”--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为例

以前中高职各为一个主体，均属自由体且相互独立；通过设计《中高职贯通培

养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使中高职能够依据共同章程，共同工作。

（2）“互联网+”思维的运用

运用“互联网+”思维，搭建中高职贯通一体化工作管理系统《中高职贯通培养

综合管理系统》，协调中高职学校进行课程内容设置、实训项目衔接、转段考核等

问题，推进中高职衔接协调发展。

（3）坐实中高职阶梯递进式技能训练体系--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为例

依照国家统一颁发的职业资格和等级考试制度，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证

书等级，增加就业份量。中高职进行各有侧重的技能训练，形成阶梯训练体系。尤

其到高职阶段，结合当前的 1+X 证书中的《界面设计证书》，推进初、中、高级证

书的执行。有助于中高职一体化培养顺畅实现，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

（4）突破传统中高职办学壁垒，邀请企业，共同参与教学

突破中高职传统办学定位壁垒，邀请企业，使得中职、高职、企业三方共同参

与中高职贯通培养一体化教学。

项目研究中，邀请了中职学校（三乡理工）的林健老师到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学

习和执教，将高职的教学环境和学习氛围带回中职，鼓励学生更好的升入高职读书；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的李美满教学院长到中职学校（三乡理工和坦洲理

工中职学校）考察和学习，修订教学计划，更好的协调一体化教学。

同时邀请企业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广州漫游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校外实训基

地》，目前中高职贯通培养的 2020 级高职生已经到基地实践 1个月，效果很好。



项目成果材料目录

项目成果材料目录如下，见佐证材料 PDF 文件，佐证材料共计 118 页

佐证材料封面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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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 级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工作方案》 ......... 34

4 2021 级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培养转段考核方案》1套 .. 38

5 论文 2篇 .................................................... 40

5.1 论文 1《创新能力培养的人工智能人才模式改革探讨》 ....... 40

5.2 论文 2《程序设计课仿机房环境在线教学研究》 ............. 44

6 教材《Photoshop 图像处理案例教程》封皮目录封底 .............. 46

7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签署协议 .................................... 53

8 《中高职贯通培养综合管理系统》软件著作权 .................... 58

9 指导学生获奖 ................................................ 59

9.1 指导学生参加省教育厅主办的职业赛项，省二等奖 .......... 59

9.2 指导学生参加中山市教育局主办主办的职业赛项，市一等奖 .. 59

10 教学团队建设................................................................................................ 60

11 课程标准 1套................................................................................................ 62

项目成果应用专业及学生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8年入读中职段）
90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0 年入读高职段）
47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19年入读中职段）
67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 年入读高职段）
75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0年入读中职段）
60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2 年入读高职段）
54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年入读中职段）
60



实践运用情况及效果评价

1.项目实践运用范围与应用情况

项目在 2018--2021 级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中高职一体化培养的学生中开展，

涉及学生人数约 500 人，涉及中职学校三个（原中山市三乡镇理工学校平面设计专

业、原中山市坦洲理工学校平面设计专业、河源市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应用专业）、

高职学校一个（广东理工职业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参与实践教学的企业一

个（广州漫游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形成多点联动、一体化培养，即：以高职教学点为核心，统筹和协调中职

多个教学点和企业进行一体化教学，以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为例，坐实中高职阶梯

递进式技能训练体系。每一届学生都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每次中职转入高职都

有明确的转段考核方案和工作流程需要执行。

2.项目运行效果反馈与评价

通过项目的开展，中高职一体化培养的学生对课程体系培育的技能有了比较扎

实的基础；不再像以前，只是能管中窥豹，只知道一个技术点，而不明白整体概念。

中高职一体化培养的高职阶段将专业资格认证进行分成初、中、高三级级推动，

先让学生获得初级资格证书，保证学生毕业，无毕业压力，然后再推动中、高资格

证书的考取，提高就业质量；并为高职学生进行专插本，打下坚实基础。目前，正

在开展 1+X 界面设计证书的中、高级证书推动，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

学生知道学生学习的紧迫性。

带领学生参赛，以点带面，让学生能够以更高的视野面审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

识，与对手的切磋中看出自己的优劣，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项目的开展中，接近 4/5 的时间与新冠疫情的重叠，推动了网络在线教学手

段的发展。这期间，中高职学校一起将人工智能方法和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利用

和推广云端实验室，提高在线教学效率。



项目组成员（不含负责人）

姓名 职务/职称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

王冬星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李美满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罗玟 助教 计算机应用 潮州开放大学

周东 讲师 计算机应用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成永常 讲师 计算机应用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陈亚芝 讲师 计算机应用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李可 讲师 计算机应用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刘磊 讲师 计算机应用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娄梅 副教授 高职教育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本人确认本表内容真实、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项目主持人（签名）：

2022 年 4 月 20 日

项目经费决算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