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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体育美育劳动教育（1.5分）

指标内容

开齐开足体育课，学生军训学时数符合国家规定，体育学分纳入

毕业要求；（0.5分）

开齐开足美育课，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 2个学分；（0.5分）

探索建立劳动清单制度，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和校园文化建设融

入劳动教育，劳动专题教育必修课不少于 16学时。（0.5分）

计分方法 定性评价 自评得分 1.5 分

自评综述

2023年学校依照教育部文件要求，体育课开设 108学时必修课程，分 3个

学期，每学期 36学时，军事理论教学 36学时，技能训练（军训）时长 112学

时（2周），均安排在第一学期，体育课 6学分和军事课 4 学分均纳入了毕业

要求；公共选修课开设《音乐鉴赏》等美育限制性选修课，学生毕业需修满不

少于 2学分的公共艺术课程；学校制定了“劳动实践课管理办法”“公益劳动

周实施细则”等文件，建立劳动清单，将劳动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校园文化建

设，学生毕业需完成不少于 28学时（1学分）的劳动实践专题教育。

一、 “一课一赛”强体质，“校地共训”健体魄

（一）2023年继续深化体育全面选课制，学生根据兴趣爱好选课，3学期共

108学时的体育教学呈现具体化、个性化、自主化，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程

质量。深化“一课一赛”的融合教学，开设花样跳绳、健美操、体育舞蹈、舞龙

舞狮、健身健美等特色课程，同时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校级、省级、国家级赛事，

全年共计 26人次教师、13000余人次学生参加各级各类体育赛事 27项，获国家级

奖项 45项。2023年学生年度体测上报率比 2022年提高 13个百分点，合格率提高

5个百分点，超过 87%。

（二）军事理论课，由学校武装部、征兵辅导员承担教学，112学时的军事技

能课由广州市南沙区武装部承担，课程内容涵盖分队队列动作、战术、格斗基础、

战场医疗救护等。学校组织退役士兵成立校园特勤队，协助学校开展校园秩序保

障、熄灯考勤、应急维护等工作；组建国旗护卫队，承担学校各类活动升旗工作，

2023年赴清远市新桥学校等单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讲和交流展示活动，校地共

训、共建传承革命精神。2023年学校共有 291名学生应征入伍，圆满完成任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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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收到教育厅表扬信。此外，2023年学校获广东省“国防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国防教育工作典型示范案例二等奖”荣誉，国旗护卫队获广东省展示交流活动

二等奖等。

图 2.1.2-1国防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图 2.1.2-2国旗护卫队展示交流活动二等奖

二、开足美育课，“传承非遗”重塑人

依托美育教研室，建设美育背景专兼职教学团队，开设《音乐鉴赏》等课程

满足学生毕业时 2学分美育课程需求，深化美育课程改革实践，搭建围绕社团建

设、社会实践、美育赛事等实践活动平台，打造英歌舞队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

色社团，丰富学生第二课堂活动。举办非遗文化特色的美育“三下乡”活动，挖

掘非遗文化资源，用美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举办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艺术节校

级选拔赛、学校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器乐大赛等赛事，其中第二十五届校园文

体艺术节之中华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周共吸引了两校区共 400 余名参赛者，收到了

9个院部作品 300 余份，参与度高、活动面广。2023年，学生获国家级艺术设计

类比赛 9项。

三、润物无声，“实践育人”炼意志

开设 28学时的劳动实践课，设立劳动教育专项经费，保证劳动实践课的正常

开展。建立劳动教育课程任务清单，包括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具有专业特色

的生产或服务性劳动教育、日常生活锻炼、校园美化绿化活动、以工匠精神为主

题的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将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和桃李园、芬芳林、校园绿化

片区等校园文化建设与劳动教育相融合，划分各学院劳动教育实践区域，制定劳

动实践牌并挂牌，丰富劳动实践课内容。坚持劳动实践“引进来”与“走出去”，

2023年组织劳动实践任课老师参加校外培训 2次，课程研讨会 5次，切实提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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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老师教学水平。在校内开展劳动教育相关的文化活动 30场次，邀请工匠技能大

师讲座 12场次，覆盖 3000人次，组织学生到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劳动实践基地

参观学习，培养崇尚劳动、工匠精神。学生工作获省级德育特色案例 6个，钟广

源、甘展豪等同学在各类志愿活动中受到广州人大常委会感谢、南方+新媒体报道。

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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