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报告

学校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中，重视学生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五

育并举”理念深入教职工和学生内心深处，将立德、增智、强体、尚

美、崇劳落实到专业人才培养过程，实现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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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设，每学期 36学时；军事理论教学 36学时，技能训练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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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开设美育选修课，包括《音乐鉴赏》《美

术欣赏》《舞蹈鉴赏》等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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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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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举措

（一）凸显实践特征，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

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形成“党政协同、全员参与”的育人格局，

2023 年全面梳理学校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学工管理制度，修

（制）定《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2023 年修订）》

等制度 35 项，形成有机融入“五育并举”要求的制度体系；艺术设

计学院、学生工作部、公共课教学部、宣传部(武装部)组织对应教研

室共同完善体育、美育、劳动、军事课等评价标准，形成“以德为先、

全面发展、多样成长、知行合一”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深化课

程改革，认定校级特色课程 120 门，将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职业能

力、审美观、竞争意识、劳模精神教育等贯穿“岗课赛证”课程，在



完成真实工作任务的过程之中整合德智体美劳五育，形成促进“五育”

的金课群体系；围绕“数字设计+智能制造+智慧服务”的先进制造业

高水平专业集群，2023 年立项建设“智慧电梯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等 29 个实训室，将体育、美育、劳动等设备管理、环境建设、卫生

保障及实训活动融合，形成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理虚实一

体”实践教学体系等。

（二）兴趣导向，“一课一赛”强体质

体育课分 3 个学期开设，每学期 36学时，共计 108 学时。2023

年继续深化体育全面选课制，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等选教师、选

时间、选项目，体育教学呈现具体化、个性化、自主化，全年开设

528 个教学班，18298 人次的学生选课修读，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课程质量。深化体育课程改革，开设了富有特色、优质多元化的体

育课程,包括球类运动、体能训练、定向运动、体育游戏、游泳、花

样跳绳、健美操、体育舞蹈、舞龙舞狮、武术散打、跆拳道、健身健

美等特色课程，建设 2个体育实训基地，课程采取“一课一赛”的形

式融合教学,每一季度针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一次《标准》测试，年

度体测合格率超过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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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红色引领，“校地共训”健体魄

校地共建国防教育，传承革命精神。军事理论课，由学校武装部

和各二级学院征兵辅导员承担教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强军思想，

了解国家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等知识。军事技能课为期 14 天，由广

州市南沙区武装部承担任务，全部持有教官证，教官和学生数比为 1：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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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学校共有 291 名学生应征入伍，圆满完成教育厅下达的任务

指标，收到教育厅表扬信。学校组织退役士兵成立校园特勤队，协助



学校开展保障校园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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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搭建平台，“传承非遗”重塑人

学校开设限定性选修美育课程 5 门，32 课时，2 学分，2023 年

全年完成 170 个行政班的美育课程教学任务，全校全部专业。学校成

立美育教研室，建设具有美育背景的专兼职教学团队，深化美育课程

改革实践，搭建了围绕社团建设、社会实践、美育赛事和讲座展览的

美育实践活动平台，打造了一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社团，如中国

鼓队、英歌舞队、手工艺社团、无名书斋、茶艺社等美育文化类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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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访非遗传承人、实地参与非遗活动、乡村墙绘等社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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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艺术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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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作品 300 余份，参与度高、活动面广。

（五）润物无声，“实践育人”炼意志

落实劳动教育政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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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老师指导学生根据任务清单开展劳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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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在学习中劳动，在劳动中学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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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课程研讨会 5次，切实提升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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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技能大师进校园，开展工匠精神主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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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成效

通过建设，学校涵盖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五育”工作体系

更加健全、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考核评价落地落实、工作推进更加深

入，成效也更加良好。改革体育课程，创建“一课一赛”课程建设模

式，美育课程与文化活动协同培养学生美学素养，2023 年学生获全

国啦啦操公开赛等奖项 45 项、艺术设计类比赛 9 项，美育教师参加

广东省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获奖 1项等。丰富劳动实践课

内容，将桃李园、芬芳林等校园文化建设融入劳动教育，以校园一河

两岸环境建设为重要载体，创建生态文明素养浸入式环境、社区育人，

组建退役军人志愿队和国旗护卫队凸显国防育人，弘扬“革命红色基

因”。学校首次获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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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获省级德育特色案例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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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报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