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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

市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项目

工艺美术专业建设总结报告

一、2016 年 8 月经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

重庆市财政局三部门批准,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为第三批重庆市中等职业教

育发展改革示范学校立项建设单位。学校将工艺美术专业确定为重点建设

专业之一。两年来，项目组以《建设方案》和《建设任务书》为依据，积

极推进专业建设工作，如期完成了建设任务，实现了预期建设目标。

二、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项目建设总体情况

本项目共涉及任务验收点 109 个，历时两年建设，实际完成任务验收

点 109 个，任务完成率 100%。

本专业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纽带，构建了“三师共育 技艺双修”人

才培养模式、“工作岗位职业能力”的课程体系；形成了“作品产品化” 教

学改革模式及以知识、技能、素质“三位一体”的学生综合评价体系，打

造了一支“素质优良、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提升了专业建设的整体水

平。

（二）项目建设工作与举措 

1.组织保障

成立了由韩科老师任组长的项目建设工作组，在学校示范校建设办公

室的领导下，负责具体建设工作，包括规划、启动、实施、成果上报、接

受检查全过程。项目组明确分工，责任落实，严格管理，保证了该项目的

顺利推进。

2. 制度完善

项目建设以《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市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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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设计划项目实施管理办法》、《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市级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和《重庆市工艺美

术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等制度为依托，为提高专业教师参与示范建设

的积极性，专门制定了本专业的工作制度和激励制度，对在专业建设中做

出突出成绩的人员给予奖励，并将责任人的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年度考核。

3. 专家指导

为了提升专业建设的质量，我们成立了由高校专家、工艺美术行业企

业专家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全程对我们的专业建设进行指导及把

关。专家们从前期论证、到规划制定、再到具体实施都全程参与指导，确

保了项目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专业建设内容及完成情况

（一）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

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验收要点 49 个，历时两年建设，

实际完成任务验收点 49 个，任务完成率 100%。

1. 构建“三师共育 技艺双修”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对重庆敦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16 家企业和行业协会，5 所中

高职院校及学校专业毕业生进行调研，形成了《工艺美术专业人才需求调

研报告》，编制了《工艺美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三师共育，

技艺双修”人才培养模式。

2. 课程体系开发与教材建设

按“职业岗位分析 →典型工作任务分析→行动领域归纳→专业学习领

域转换”的工作步骤，构建了 “工作岗位职业能力”的课程体系。开发了

CorelDRAW》,《Photoshop》,《形.态》，《手工客》等 12 门课程标准，与

企业合作共同编写并公开出版了“作品产品化”项目为典型案例的 2 本校

本教材；开发了本专业《设计素描》、《Photoshop》、《手工客》、《AutoCAD》、

《形·态》五门课程的教学资源。

3. “作品产品化”项目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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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方案、任务书和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的要求，实施

了“作品产品化”项目教学模式改革。通过全体老师参与教学改革产生了

很好的实效，注重了学生从作品制作--产品形成--商品销售能力的培养，

实现了课堂即生产、活动即销售、作品即商品的教学创新。

4. 学生“三位一体”评价模式改革

本专业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开展了《学生知识、技能、素质“三位一

体”评价模式》改革试点。运用了“三位一体”评价量表，形成了由学校

教师、企业指导教师、学生本人以及学生家长等三位一体共同参与评价的

模式，促进了对学生基本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三个方面的提升。

5. 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结合岗位能力需求，对校内实训场地进行了规划和调整，改建和新建

了视觉传达实训室、引进蜀绣大师工作室、苗绣大师工作室、DIY 创意工

坊等实训室。实训室把传统的民族工艺和现代的信息技术进行了整合，设

置了理论教学和实习教学的分区，为理实一体化的教学奠定了基础。实训

室还重视专业文化的建设，制定了《工艺美术专业实训室管理制度汇编》，

积极引入行业企业文化，加大了文化氛围烘托，提升了实训室的文化宣传，

进一步促进了师生对行业企业文化体系的认知。

（二）师资队伍建设

本专业师资队伍建设验收要点 42 个，完成 42 个，完成率 100%。

1. 完善制度建设流程。根据学校对师资队伍整体规划进行建设，制定

和完善了本专业的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兼职教师的遴选、

培养、考核等制度流程，规范了师资队伍工作。

2. 强化领军人才培养。学校通过组织教师赴职教先进地区研修、参加

国家级、省市级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培训、职业核心能力培训等工作的

开展，加大了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培养了 3 名专业带头人，4 名

骨干教师。

3. 提升师资整体素质。通过校本培训，学历培训，企业实践培训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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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开展，先后邀请了院校专家、企业专家、行业大师，多次到校为教师

开设专业化、信息化、师风师德讲座，传递最新的行业、企业讯息。组织

教师多次到企业进行了行业实践，学习先进技术，促进了教师整体素质的

提升。

（三）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

本专业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验收要点为 18 个,完成 18 个,

完成率 100%。

1. 建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邀请重庆泡沫文化有限公司、重庆天古装饰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高管，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师范学院、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城市管理学院 4 所高

等院校学者以及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专家共同组成工艺美术专业校企合

作指导委员会，并制定了专委会工作制度和章程。

2. 完善校企合作制度

建立健全了《校企合作发展规划》《合作企业遴选制度》等制度，修

订完善《工艺美术专业校企合作办学实施办法》、《工艺美术专业教学实

习管理办法》、《教师进企业顶岗实践管理办法》、《学生顶岗实习管理

办法》等 9 项管理制度，为有效推进校企合作形成了制度支撑。

3. 建立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体系

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工作，加入了重庆市工艺美术协会，成为副理事长

单位，新增了重庆梦野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重庆朗蕴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等 6 个校外实训基地。学校先后还与重庆泡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4 家企

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开展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在企

业的支持下校内创建了工艺品创业研发中心，将企业的技术和案例纳入教

学内容。鼓励学生开设网店，进行创业，促进了学生的专业成长。

三、项目资金投入、使用与管理情况

本专业预算投入资金 395 万元，实际投入资金 396 万元，实际使用资

金 398.2 万元，使用率 100.8%。专业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示范校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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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要求进行，做到了预算与使用相结合，加强了资金管理，做到了资金

使用的规范。

四、建设成果

（一）专业设施建设提升显著

改建视觉传达实训室 1 间、新建材料工艺室、引进蜀绣大师工作室、

烙画大师工作室、VR 实训室及 DIY 创意工坊各一间,校外实训基地 6 处。

现我校工艺美术专业共有实训室 10 间，具有同时接纳 500 人实训的能力。

（二）专业吸引力明显增强

本专业年招生人数从 2016 年的 50 余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70 余人，在

校生规模从 2016 年的 107 人增加到现在的 179 人。

（三）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建设两年期内，本专业学生在国家及市级文明风采大赛中获得一、二

等奖 70 余人次。本专业毕业生双证书获证率达到 96.9%，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达到 100%，专业对口率达 96%，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从 2016 年的

平均 2500 元/月增加到 4600 元/月，企业满意度达 95%，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近两年毕业的优秀毕业生谢馥羽被天古装饰有限公司评为“优秀设计师助

理”，华龙网还进行了专访。

（四）师资队伍整体水平显著提高

通过建设，专业教师的能力整体提升，“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了 100%，

韩科、聂小茜等老师被聘为重庆市“文明风采”大赛及重庆市残疾人技能

大赛评委；石慧、赵静等老师在国家级、市级教学信息化及教学技能大赛

中获得一、二等奖 5 人次；先后 4 名教师在市级教育改革征文大赛及教育

技术征文活动中获奖；两年来，专业部教师辅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大赛获

得一等奖 30 余人次，二等奖 50 余人次，三等奖 20 余人次；参与研究的中

国教育学会“十二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子课题并获得一等奖 1 项；编写

出版校本教材 2 本，开发 5 门课程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共计 22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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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贡献与示范

（一）贡献——服务产业发展

一是为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两年建设期内，本专业为市内外行业、

企业输送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 106 人。

二是开展社会培训、鉴定和技术服务。建设两年来，累计为九龙坡区

劳动力转移人员进行培训达 240 人次，为重庆敦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朗蕴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等行业企业开办企业员工讲解与工作相关的理

论与实践经验讲座 4 次。与行业大师共同研发烙画大师张明志出版书籍，

帮助大师完成草图设计及草图绘制。

（二）示范——专业建设带动

1.校内示范

一是本专业教师示范课展示，将案例教学法推广至全校，推进了典型

案例任务驱动的教学改革。

二是本专业“典型任务分析会”，邀请其他专业部教师参会，并通过

在全校做报告，对其他专业建设提供借鉴。

三是带动全校老师参与“信息化”教学比赛，激励了全校老师开展教

学模式改革。

2.市区交流

一是我校作为重庆市工艺美术专业共建共享资源牵头单位，课程资源

成为全市同类专业的共享资源。

二是重庆市教科院、大足职教中心等 200 余所学校到我校参观交流，

组织专业部教师到兄弟学校开展课程模式改革示范推广课程。

三是积极参与市文明风采大赛，韩科、邹文娟、聂小茜等老师分别获

邀担任创新创业类、中职学生公约图片类比赛及重庆市第十届残疾人等市

级大赛评委。

四是唐晚秋、邹文娟等五位老师参加重庆市第六届文化博览会，参展

作品受到一致好评；孔静瑶等老师带领学生在 2017 年的渝恰会上为广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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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带来的“丝巾秀”展示，获得了一致赞誉。

五是赵静，潘华，田莎莎等 5 位老师先后去到重庆市谢家湾幼儿园，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二中等 4 所学校送教，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3.辐射影响

温莎大学中国留学生、国家教科院、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等多家单位到

我校参观交流，共同探讨专业建设。重庆日报，华龙网等 12 家省，市级主

流媒体对我校工艺美术专业进行了多次专项报道。

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一是专业建设理念还需进步更新；二是人才培养模式有待实践检验；

三是教师教学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是师生交流平台不够畅通。

（二）改进措施

一是多途径加强教师培养培训，促进掌握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二是提

高教师教学设计能力和课堂驾驭能力；三是通过教研观摩、参与各种活动、

参与竞赛，提高教师课堂驾驭能力。四是加强校企合作，引进企业到校为

师生开设讲座，将企业实际案例运用到教学中去，落实作品产品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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