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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自评结果与等级

本专业群共 18 个自评点，其中 13 个为 A级，5个为 B级，0个为 C级，自评等级

为优秀。

表 1 专业群自评等级一览表

指标 观测点 自评标准
自评

等级

1.定

位

1.1 对接服务区

域产业（链）

A：专业群定位准确，紧密对接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生领

域紧缺的专业领域、重点产业。

B：专业群定位基本准确，能够对接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

生领域紧缺的专业领域、重点产业。

C：专业群定位模糊，未精准对接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生

领域紧缺的专业领域、重点产业。

A

1.2 符合学校发

展定位与规划

A：符合学校办学定位，是学校“十四五”拟重点建设且已发文

立项的校级专业群。

B：基本符合学校办学定位，是学校重点建设的校级专业群。

C：与学校办学定位有较大差距。

A

2.组

建逻

辑

2.1 群内专业相

关度

A：教学资源共享度、就业相关度高，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性强。

B：教学资源共享度、就业相关度较高，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性

较强。

C：教学资源共享度、就业相关度一般，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性

一般。

A

2.2 群内专业特

色与影响力

A：群内专业特色鲜明，行业优势明显，社会影响力大。

B：群内专业特色较鲜明，行业优势较明显，社会影响力较大。

C：群内专业特色一般，行业优势一般，社会影响力较弱。

A

3.人

才培

养模

式

3.1 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

A：人才培养模式特色鲜明，改革力度大，成效显著。

B：人才培养模式特色较鲜明，改革力度较大，成效较显著。

C：人才培养模式特色不鲜明，改革力度一般，成效一般。

A

3.2 课程等教学

标准建设

A：建设理念先进、起点高，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支撑程度高。

B：建设理念较先进、起点较高，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支撑程

度较高。

C：建设理念落后、起点低，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支撑程度低。

B

4.教

学资

4.1 资源建设与

更新

A：专业群课程体系科学规范，专业课相通性好，及时吸纳行业

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线上线下课程资源丰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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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

改革

B：专业群课程体系较规范，专业课相通性较好，能够吸纳行业

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线上线下课程资源较丰富。

C：专业群课程体系条理性一般，专业课相通性一般，线上线下

课程资源少。

4.2 教师教材教

法改革

A：“三教”改革措施得力，成效显著。

B：“三教”改革措施较得力，成效较显著。

C：“三教”改革措施不得力，成效一般。

B

5.师

资团

队

5.1 专业带头人

与负责人

A：专业带头人与负责人专业能力强，社会影响力大。

B：专业带头人与负责人专业能力较强，社会影响力较大。

C：专业带头人与负责人专业能力一般，社会影响力较弱。

A

5.2 团队结构
A：团队结构合理，“双师型”素质高。

B：团队结构较合理，“双师型”素质较高。

C：团队结构不合理，“双师型”素质较低。

A

6.教

学条

件

6.1 校内外实践

教学基地

A：设施先进、管理规范，基地建设完全适应实践教学需要。

B：设施较先进、管理较规范，基地建设适应实践教学需要。

C：设施陈旧、管理不规范，基地建设不适应实践教学需要。

A

6.2 产教融合
A：企业合作内容丰富，订单培养成效显著。

B：企业合作内容较丰富，订单培养成效较显著。

C：企业合作内容少，订单培养成效一般。

A

7.招

生与

就业

质量

7.1 招生规模与

质量

A：群内专业生源质量好，有一定规模。

B：群内专业生源质量较好，有一定规模。

C：群内专业生源质量一般，未形成规模。

A

7.2 就业出口与

满意度

A：学生就业对口率、用人单位满意度、学生就业满意度高。

B：学生就业对口率、用人单位满意度、学生就业满意度较高。

C：学生就业对口率、用人单位满意度、学生就业满意度低。

A

8.科

研与

社会

服务

8.1 科研成果
A：科研项目和专利等技术成果数量多，成果转化能力强。

B：科研项目和专利等技术成果数量较多，成果转化能力较强。

C：科研项目和专利等技术成果数量少，成果转化能力弱。

A

8.2 社会服务能

力

A：校企合作开展技术服务覆盖面广，社会服务能力强。

B：校企合作开展技术服务覆盖面较广，社会服务能力较强。

C：校企合作开展技术服务覆盖面窄，社会服务能力弱。

A

9.对

外交

9.1 对外交流与

合作覆盖面

A：交流与合作形式多样、师生覆盖面广。

B：交流与合作形式较多、师生覆盖面较广。

C：交流与合作形式少、师生覆盖面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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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

合作

9.2 对外交流与

合作内涵

A：交流与合作项目层次高、内涵丰富、成效显著。

B：交流与合作项目层次较高、内涵较丰富、成效一般。

C：交流与合作项目层次低、成效不明显。

B

二、专业群定位

（一）对接服务区域产业（链）

1.自评结果 A

根据建议对接重点产业表，本专业群对接广东省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先进制造业和茂名--装备制造产业，岗位群定位准确。

2.主要依据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群由电气自动化技术、数控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机

器人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 5个专业组成，所面向的行业产业是装备制造业，是对接茂

名和广东省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

《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粤经信规划[2017]32 号指出: 重点发

展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产业、先进轻纺制造业、新材料制

造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等 6大产业，着力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推动先

进制造业大发展，带动全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由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

《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粤府〔2015〕70 号指出，到“十三

五”末，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跨上新台阶，基本建成国内领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先进

制造业基地。

《茂名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

加快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支持做大做强矿产资源加工、特色轻工纺织、金属加工

及先进装备制造、珠宝玉石、香精香料等特色产业。

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装备制造行业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发

展以机器人为核心的智能制造业，将成为各地政府产业结构升级的源动力和重要抓手。



4

（二）符合学校发展定位与规划

1.自评结果 A

专业群符合学校发展定位与规划，是学校“十四五”拟重点建设且已发文立项的校

级专业群。

2.主要依据

专业群核心专业—电气自动化技术 2016 年被学院立项首批品牌（二类）建设专业

（茂职院【2016】136 号），2019 年被广东省教育厅立项为品牌（二类）建设专业。

专业群是学校“十四五”拟重点建设且已发文立项的校级专业群。

（三）学校支持力度

1.自评结果 A

专业群学校支持力度大，2019 年投入专项经费 232 元。

2.主要依据

目前，专业群建有建设有工业机器人应用、自动生产线安装与调试、PLC 应用、多

轴数控加工中心、3D 打印、数控铣床实操等设备设施较为完善的实训室 41 间，实训基

地面积 8000 多平方米，可提供总工位 1120 个，设备设施总值 2163 多万元。除满足自

身正常的教学需要外，还可每年提供 400—600 人的对外培训考证服务。其中，2019 年

学校就投入 232 多万元专项资金建设了 3个先进的实训室（投入 99.96 万元的多轴数控

加工实训室、投入 59.78 万元电工电子实训室和投入 73.3 万元仪表自动化实训室）

三、专业群组建逻辑

（一）群内专业相关度情况

1.自评结果 A

专业群群内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共享，专业相

关度高、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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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依据

专业群由电气自动化技术、数控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机器人技术、模具

设计与制造 5个专业组成，5个专业同属于装备制造大类。

专业群内各专业共同服务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完成“数字化设计、精准化生产、信

息化管理”现场生产任务，专业群按照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

教学资源共享等原则，围绕广东和茂名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产业链、岗

位链，组群发展。专业群在就业产业、岗位群等方面既有交叉、有融合，机械制造及自

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服务于产品的数字化设计；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服务于产品的

自动化生产；电气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服务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单元

集成；它们对应于智能装备制造的设计、生产、集成、运行、维保、销售、服务等各个

关键环节,组成一个有机整休，有共同的服务职业岗位群、相近的课程、实践教学资源

共享。专业群内各专业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形成智能装备制造产业的综合服务能力。

专业群的组建有利于资源共建共享，有利于专业集群发展。岗位群逻辑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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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内专业特色和社会影响力

1.自评结果 A

群内专业特色鲜明，行业优势明显，社会影响力大。

2.主要依据

（1）打造“书记聊吧”及学生党员“心香”工作坊，提振学生精气神

牢记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宗旨，以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己任，对标广东省基层党建“三年行动

计划”的要求，积极推进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全力打造“书记聊吧”及学

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挂牌示范行动、学生党员“心香”工作坊三大品牌项目，聚焦补

足思想“钙”养分、提振学生精气神，让党的阳光时时温暖孩子的心房，将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学生修身立德、启迪学生心智，告诫学

生要珍惜大学的学习时光，要养成规律性生活，让运动和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要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明确人生规划、并为之不懈努

力，学生党支部和教工党支部多次获得表彰,教工党支部 2019 年 6 月、2020 年 7 月荣

获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先进基层党组织”，学生党支部 2019 年 5 月荣获共青团茂名职业

技术学院 2018-2019 年度“五四红旗团支部”。

（2）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质量高

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能力本位，面向市场，服务社会”为宗旨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要求，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根

据行业的发展来调节课程体系，方案体现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与广东茂化建集团、宝

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富士康 C次集团、深圳地铁集团等开展订单班人才培养，培养学

生达 500 多人；与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茂名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广东石油化工

学院等中职、本科学校合作，开展了“3+2”中高职衔接和“3+2”专本对接人才培养工

作，为打通中高本人才培养通道积累经验；与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开设高职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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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开展中高职联合育人新机制；与广东茂化建集团、珠海市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共同

开展电气自动化技术、机械设计及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培养

人才的质量高和针对性、适应性强，毕业生深受企业欢迎，2020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0.6%，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满意比例 97%。不少毕业生任职于广东茂化

建集团、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深圳地铁集团、富士康 C次集团等大型企业，并逐渐

成为了企业的技术能手。

近年来，学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获奖 53 项(附件 1)，其中 2014 年学生

参加台湾“TEMI 单晶片创意暨认证技能国际竞赛”荣获金、银、铜三个大奖，2017 年

学生参加粤台高校创新电子综合素养技能邀请赛获得的“轮型机器人创新（3对 3踢足

球）”亚军，2018 年，学生参加全国智能电梯安装与调试竞赛三等奖 1项， 2017 年，

学生参加第十四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 1 项，2020 年获

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完成广东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

项目 3项。

2015 年学生携以 PLC 为核心技术开发的《自动龙眼去核机》项目参加第十三届“挑

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荣获一等奖，并转化为科研成果，运用到地方

生产，取得较好效果，《茂名日报》2015 年 6 月 10 日刊登了题为《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师生研制自动龙眼去核机》引起社会的关注。也得到了前茂名市李红军市长等市领导的

充分肯定，李红军市长还做出批示，要求市科技局、经贸局、农业局等关心、支持该成

果的提升和转化。

《自动龙眼去核机》在全省高校科技创新暨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

提升计划工作推进会期间，受到广东省副省长黄宁生的充分肯定，并在其后全省高校领

导参加的推进会上再次提到我校的龙眼加工设备。

（3）依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科研活动，社会服务贡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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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拥有广东省智能化制造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茂名市自动化设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茂名市农果深加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茂名市无人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 4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持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灯笼龙眼肉自动化加工设备

的研制与应用示范》、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平台和科研立项《灯笼桂圆肉自动化加工关键

技术的研究》的研究，主持中央引导资金《信宜市互联网＋农业信息精准扶贫科技服务

项目》、主持中国产学研创新基金-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项目等的研究，近年完成横向课

题《硅酸盐称、配、混料自动化控制系统研制》、《肥料粉碎筛分技术的研究》、《灯

笼桂圆肉生产机研制》等，各级科研到账经费超 100 多万元，获得茂名市科学技术奖 5

项，授权专利 41 项，发表省级以上论文 100 多篇，与茂名市海洋渔业水产局、信宜市

人民政府、茂名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广东茂化建集团等开展合作，完成各类社会

培训人员 12560 多人日。

四、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

（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1.自评结果 A

人才培养模式特色鲜明，改革力度大，成效显著。

2.主要依据

（1）动态调整，形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群专业始终坚持 “以就业为导向，能力本位，面向市场，服务社会”为宗旨

的要才培养模式，以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要求，同时按“价值观+知识+技能

+创新”的人才培养思路，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根据行业的发展

来调节课程体系，方案体现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服务于地方石化产业发现，培养人才

具有针对性和适应性，毕业生深受企业好评，不少毕业生任职于广东茂化建集团、宝钢

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深圳地铁集团、富士康 C次集团等大型企业，并逐渐成为了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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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手。

（2）职能引领，形成以师带徒以老带新以点带面的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

为把生产实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有机结合，实现培养机电专业高技

能工匠型人才的目标，集中人力、物力等优势资源创建了机电专业教师工作室——王开

工作室。通过打造开放式的工作室，师生“双主体”共同运作管理，构建了“以师带徒、

以老带新，以点带面”的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在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中，高年级主要

强化学生的综合专业技能，依托技能大赛和科研项目，采用老师指导学生培养方式，即

“以师带徒”；低年级主要强化学生的专业基本技术技能，主要以高年级学生指导低年

级学生，即“以老带新”；通过工作室培养的学生参加技能比赛、校企合作项目开发等

活动，带动其他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现了“以点带面”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以师带徒、以老带新，以点带面”的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

（二）课程等教学标准建设

1.自评结果 B

教学标准建设理念较先进、起点较高，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支撑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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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依据

形成了比较规范的课程体系，与广东茂化建集团、富士康 C次集团等合作，不断修

正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群的专业所有课程都制定了完善的课程标准。

五、专业群教学资源与改革

（一）资源建设与更新

1.自评结果 B

专业群课程体系较规范，专业课相通性较好，能够吸纳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规

范，线上课程资源较为丰富。

2.主要依据

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1 门（《PLC 应用技术》）、学院教学资源库建设 1项（电气

自动化技术专业）、学院在线开放课程 8门（《自动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等），50 多门课

程在学校网络平台建课。

（二）教师教材教法改革

1.自评结果 B

“三教”改革力度大，成效较好。

2.主要依据

形成了比较规范的课程体系，与广东茂化建集团、富士康 C次集团等合作，不断修

正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专业群的专业所有课程都制定了完善的课程标准。广东省精品资

源共享课 1门（《PLC 应用技术》），学院教学资源库建设 1项（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学院在线开放课程 8门（《自动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等），开展线上线下教学改革。与广

东茂化建集团合作编写教材 2本，出版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10 部。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群老师近年主参编教材一览表

序号 教材名称 主编或参编人员 出版社

1 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 王开 人民邮电出版社

2 单片机原理、应用与 PROTEUS 仿真 王开 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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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拟电子技术应用 王开 科学出版社

4 电子技术基础实习指导 王开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 数控铣床加工任务驱动教程 肖日增 清华大学出版社

6 数控车床加工任务驱动教程 肖日增 清华大学出版社

7 机械制造工程 杨云兰 机械工业出版社

8 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实训教程 赖辉 清华大学出版社

9 机械基础 赖辉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10 冷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 赖辉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六、专业群师资团队

（一）专业带头人与负责人

1.自评结果 A

专业带头人与负责人专业能力强，都是副高以上职称或高级技师，社会影响力大。

2.主要依据

专业群负责人: 王开，男，本科，硕士，控制科学与技术教授，高级技师，茂名市

安全生产协会专家。荣获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茂名市名教师、茂名市劳模、茂名市“好

心茂名，十大最美工匠”提名等称号。获得省职业技能竞赛二等奖 1项，连续 9年获得

教学评教优秀等级，获省信息化化教学设计比赛三等奖 1项，指导学生参加省级技能竞

赛获奖 26 项。

主持课程与专业建设项目 5项（其中省级 2项），以第 1作者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8

篇，主参编出版高职教材 4本，获院级教学成果奖 4项。担任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主持参与科研项目 10 项，教科研经费 60 多万元，以第 1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0 多

篇，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7项，获得茂名市科学技术三等奖 3项。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带头人：林静，女，本科，硕士，副教授，广东省高等学校“千

百十人才培养工程”校级培养对象，现为机电信息系电工电子教研室专任教师。主要开

展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的教学工作及信息技术与农果深加工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省级

课题 5项、市级科研课题 2项、市级工程中心 1项、校级教研课题 5项、横向科研课题

2 项，发表教科研论文 13 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 3 篇，主持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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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排名第 4）一等奖 1项，主持省级教学能力竞赛三等奖，校

级教科研成果一等奖。

数控技术专业带头人：肖日增,男，本科，硕士，副教授，主持广东省科技计划项

目 1项、茂名市科技计划项目 1项、学院科研项目 2项，获专利授权 11 项，公开发表

专业论文 10 余篇（其中中文核心 3篇，科技核心 2篇），主编出版了清华大学出版社

高职高专先进制造技术规划教材《数控车床加工任务驱动教程》和《数控铣床加工任务

驱动教程》。曾获“广东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获得茂名市科学技术三等奖、学院

教科研先进个人一等奖 2项。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带头人：杨云兰，女，本科，硕士，副教授，广东省南粤优

秀教师，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十佳职工，多次评为学院优秀党员、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

参编 3 本出版发行高职高专教材；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 10 多篇论文；参与《机

械制图与公差》院级精品课建设；主持 1项市级科研项目，主持 2项院级科研项目，参

与 1 项省级科研项目，参与 1 项市级科研项目。2012 年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数控机床装调、维修与升级改造”技能大赛获团体三等奖；

2013 年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工业机械手与智能视觉系统应

用”赛项广东选拔赛获团体三等奖；2015 年指导学生参加 2015 年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

赛“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广东选拔赛获团体三等奖。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带头人：陆叶，研究生，硕士，副教授。主持省级教改项目《基

于“仿、赛、做”模式的高职机电类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指导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手持快速冷冻器的研发和推广》，主持市级科研项目《用于石化管道等设备监

测、作业的智能飞行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和《用于上下料、搬运码垛等制造业的工业

机器人的关键技术研究》，主持院级科研项目《构建以机器人为载体的机电创新实践平

台》、《双臂移动可遥控机器人的研制》、《数控柔性制造生产线的仿真设计与实现》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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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生产线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获得专利《便携式可充电的饮料快速冷冻器》和《户外

新型静电吸附式除雾霾机》多项；发表论文《基于“仿、赛、做”与机器人创新的教学

实践探讨》等十多篇；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工业机器

人技术应用项目获三等奖 4项，2017 年获茂名市科学技术三等奖，2018 年获 2016-2017

学年教科研成果先进个人一等奖，2017 年获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带头人：赖辉，男，本科，工学学士，讲师，高级技师，数控

车铣 1+X 证书考评员。先后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曾在大型模具企业工作，

具有丰富的模具设计、数控加工经验。近年主持省级科研项目 2 项，市级科研项目 1

项，院级科研课题 2项，参与省级和市级科研课题 5项，已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1项，参

与实用新型专利的研究 3项；参编 3部高职专业教材，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专业论文 6

篇，多次被评为学院优秀教师、优秀党员。

（二）团队结构

1.自评结果 A

团队结构较合理，“双师型”素质较高。

2.主要依据

本专业群现有教师 85 人，其中专任教师 43 人、兼职教师 42 人，企业专业带头人

4人。拥有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 2人、茂名市名教师 1人、茂名市劳动模范 1人、茂名

市十大最美工匠（提名奖）1人、茂名市公安局特聘专家 1人、茂名市安全生产协会专

家组成员 2人，学院广东省十百千万培养对象 1人、学院“十佳教职工”3人，访问学

者 2人，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建筑电工讲师、考评员、监考员、全国 SYB 创业培训讲师、

全国创新创业指导老师等优秀教师一批。专任教师中，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等副

高以上职称老师 11 人，占比 25.6%；中级职称 19 人，占比 44.2%；高级技师 16 人，双

师素质教师 21 人，占比 48.8％。师资团队近几年教研、科研课题 50 多项，各级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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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账经费超 100 多万元，获得茂名市科学技术奖 5项，授权专利 41 项，在省级以上刊

物发表论文 100 多篇。兼职教师中副高以上职称 15 人。

七、专业群教学条件

（一）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

1.自评结果 A

设施先进、管理规范，基地建设完全适应实践教学需要。

2.主要依据

紧扣茂名和珠三角经济发展特点，紧贴企业真实工作环境，建设有工业机器人应用、

自动生产线安装与调试、PLC 应用、多轴数控加工中心、3D 打印、数控铣床实操等设备

设施较为完善的实训室 41 间，实训基地面积 8000 多平方米，可提供总工位 1120 个，

设备设施总值 2163 多万元。除满足自身正常的教学需要外，还可每年提供 400—600

人的对外培训考证服务。其中，2019 年学校就投入 232 多万元专项资金建设了 3 个先

进的实训室（投入 99.96 万元的多轴数控加工实训室、投入 59.78 万元电工电子实训室

和投入 73.3 万元仪表自动化实训室），支持建设力度前所未有。制订完善了实训室的管

理制度。

获得富士康 C 次集团、蒂森克虏伯电梯（中国）、广东诚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

东翔天智能车辆研究院、深圳西思电气、珠海润星泰电器等 10 多家企业总价值约 350

万元的设备捐助，共建了工业机器人、模具、电梯、机泵等多个实训场（室）。我们还

主动顺应企业所需所求，积极推进与深圳地铁、中兴通讯、宝钢湛江钢铁、富士康 C

次集团、鸿准精密模具（深圳）有限公司、广东茂化建集团、三菱电梯、珠海润星泰电

器有限公司等国企名企的合作，建立了 38 个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共享资源大幅增加，

实践教学条件不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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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

1.自评结果 A

企业合作内容丰富，订单培养成效显著。

2.主要依据

与广东茂化建集团、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富士康 C次集团、深圳地铁集团等开

展订单班人才培养，培养学生达 500 多人；与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茂名市第一职

业技术学校、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等中职、本科学校合作，开展了“3+2”中高职衔接和

“3+2”专本对接人才培养工作，为打通中高本人才培养通道积累经验；与高州市第一

职业技术学校开设高职专业学院，开展中高职联合育人新机制；与广东茂化建集团、珠

海市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共同开展电气自动化技术、机械设计及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

造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培养人才的质量高和针对性、适应性强，毕业生深受企业欢迎。

与地方国家高新企业——广东茂化建集团组建机、电、仪 3个校企合作班，有效对

接企业资源和学校资源对接、师资队伍提升和学生专业发展，校企共同培养人才特色突

现，收到良好效果。一是按企业需求，共同编写教材。校企双方共同开发编写《电工培

养讲义》、《仪表工培训讲义》校企双编订向培训教材；二是校企共管共教，实施无缝

对接。茂化建集团对订单班的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共选派 12 位具有多年一线经验、能

工巧匠的企业专家担任专业教学和实训培养；三是共建共享实训场所，实现资源最大效

益化；四是实现一体化教学，调动学生积极性。五是引入企业文化与工匠精神培育，构

建激励机制。为引导学生尽快融入企业，茂化建集团公司为每个学生配备劳保用品，统

一服装上课，按企业模式采用班组管理，每个订单班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配备组

长，实行组长负责制，按班组开展活动，开展技能比拼，注重团队建设，激发团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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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业群招生与就业质量

（一）招生规模与质量

1.自评结果 A

群内专业生源质量较好，有一定规模。

2.主要依据

一年级在校生数 552 人，二年级在校生数 321 人，三年级在校生数 346 人，招生人

数逐年增加，有一定的规模。

（二）就业出口与满意度

1.自评结果 A

学生就业对口率、用人单位满意度、学生就业满意度高。

2.主要依据

2020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90.6%，2019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满意比例97%。

九、专业群科研与社会服务

（一）科研成果

1.自评结果 A

科研项目和专利等技术成果数量多，成果转化能力强。

2.主要依据

专业群拥有广东省智能化制造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茂名市自动化设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茂名市农果深加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茂名市无人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 4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持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灯笼龙眼肉自动化加工设备

的研制与应用示范》、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平台和科研立项《灯笼桂圆肉自动化加工关键

技术的研究》的研究，主持中央引导资金《信宜市互联网＋农业信息精准扶贫科技服务

项目》、主持中国产学研创新基金-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项目等的研究，近年完成横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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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硅酸盐称、配、混料自动化控制系统研制》、《肥料粉碎筛分技术的研究》、《灯

笼桂圆肉生产机研制》等，各级科研到账经费超 100 多万元，获得茂名市科学技术奖 5

项，授权专利 41 项，发表省级以上论文 100 多篇，

（二）社会服务能力

1.自评结果 A

校企合作开展技术服务覆盖面较广，社会服务能力较强。

2.主要依据

与茂名市海洋渔业水产局、信宜市人民政府、茂名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广东

茂化建集团等开展合作，完成各类社会培训人员 12560 多人日。

培训项目 受训人员 培训人日 培训地点

电梯维保人员培训 信宜市池洞镇池洞村贫困家庭学员 1200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图课程培训 茂化建开展新进员工 360 茂化建集团公司

建筑安全和继续教育培训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 4000（累计） 茂名市建设培训学校

职务船员培训 沿海在区渔民 6000（累计）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中高职衔接师资培训 中职学校教师 1000（累计）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总计 12560

十、专业群对外交流与合作

（一）对外交流与合作覆盖面

1.自评结果 B

对外交流与合作覆盖面较广，参与调研、培训与技能竞赛。

2.主要依据

有 3位老师到德国进行双元制的培训与学习，有 4位学生到台湾修平科技大学进行

访问学习半年，师生到台湾 TEMI 单晶片协会开展交流合作等。

序号 项目 地点

1 陆叶-德国双元制课程体系开发及教学质量保证培训学习 德国

2 王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学习 德国

3 贲少辉-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学习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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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开-台湾嵌入式暨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单晶片能力认证

合格证书、监评证书

珠海

5 林静-台湾嵌入式暨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单晶片能力认证

合格证书、监评证书

珠海

6 曾宪桥-台湾嵌入式暨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单晶片能力认

证合格证书、监评证书

珠海

7 13 电气班-何景华-赴台修平科技大学学习 台湾

8 13 电气班-李奇峰-赴台修平科技大学学习 台湾

9 2014 年电气班学生到台湾参加国际竞赛 台湾

10 2017 年电气班学生到中山参加粤台创新电子竞赛 中山

11 2013 年学生到珠海参加粤台创新电子竞赛 珠海

12 2016 年梁东成同学到台湾修平科技大学学习 台湾

（二）对外交流与合作内涵

1.自评结果 B

对外交流与合作内涵较好。

2.主要依据

有 3位老师到德国进行双元制的培训与学习，与台湾修平科技大学进行人才培养研

讨，学生到台湾访学，与台湾 TEMI 单晶片协会开展专业认证探讨，参与 TEMI 单晶片创

意暨认证技能国际竞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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