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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2024 年度省质量工程项目类别按照《广东省普通本科高校

“十四五”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实施方案》确定，在充

分尊重学校自主规划的基础上，适当强化省级宏观统筹作用，

优化项目建设布局，提高项目建设质量。按照工作安排，2024

年度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计划立项 1100 项左右，项目具体类别

和数量如下：

1.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计划新立项 20 个左右的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重点支持学科布点较少、实验体系全、教学效益高、

共享范围广、学校投入大的示范中心；重点支持新建高校（校

区）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完善实验教学条件。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负责人要求必须有正高级职称，中心教学队伍结构合

理、人员充足，实验课程体系相对完备。依托中心，持续开展

实验教学改革研究和实践，积极创新实验教学方式和管理机

制，不断强化实验教学对理论教学的巩固支撑作用。鼓励和支

持中心有条件对外开放共享，扩大优质实验教学资源的覆盖面

和受益面。评估项目性质及建设需要，建议学校配套支持资金

平均不低于 50 万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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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企联合实验室。计划新立项 25 个左右的校企联合实验

室。鼓励高校面向新兴产业，瞄准本校、本专业实验教学薄弱

环节，积极引入外部资源，与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共建专业教

学实验室，补齐专业实验教学短板。实验室采用校企共建共管

方式运行，通过实验室组建校企联合实验教学团队，发挥企业

（科研院所）重要教育主体作用。支持实验室师生团队参与企

业课题研究（攻关），鼓励学生深入生产一线，在真实环境中

开展实验学习。通过校企联合实验室建设，形成稳定长效的产

教融合机制。评估项目性质及建设需要，建议学校配套支持资

金平均不低于 20 万元/个。

3.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计划新立项 60 个左右的科产

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鼓励高校、院系与大中型企业、行业协

会、产业园区、科研院所共建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注重

实践教学基地内涵建设，完善基地内部教学体系和激励制度，

充分调动合作方积极性，吸引合作方深度参与基地实践教学，

共同开发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共同制定实践教学方案、共同实

施实践教学过程、共同评价实践教学成效、共同改进实践教学

方式，形成基地实践教学与专业课堂教学互促互补的良好局

面，通过基地构建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稳定机制，打造一支高

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评估项目性质及建设需要，建议学校

配套支持资金平均不低于 20 万元/个。

4.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计划新立项 40 个左右的大学



— 8 —

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支持学校、院系充分利用周边人文、历

史、革命、自然、旅游、乡村等社会资源，联合地方政府、有

关部门或其他高校，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基地建设

同时突出公益性与学术性，紧密结合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以实

践课程及实践活动为主要教学手段，通过认知、体验、发现、

探究、感悟等学习方式，帮助学生加深社会认识、关心社会发

展，引导学生利用专业知识解决社会问题。通过基地建设，在

专业教育得到强化的同时，推动实现德育、智育、美育、体育

和劳动教育实践化，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

任感和就业能力。评估项目性质及建设需要，建议学校配套支

持资金平均不低于 10 万元/个。

5.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本年度计划新建 3 个左右的教师教

学发展中心。推荐成为本年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候选项目的，

须已在校内成立专门机构，承担师资培训、教学咨询、教学交

流、教学组织建设等职能，并在场地条件、人员配备、经费支

持等方面具有良好基础，同时，建立了一支咨询和策划专家队

伍，并已开展各类教师发展活动，取得良好效果。评估项目性

质及建设需要，建议学校配套支持资金平均不低于 50 万元/

个。

6.课程教研室。计划新立项 90 个左右的课程教研室（含虚

拟教研室）。教研室负责人一般由教学名师或者专业骨干教师

充任，负责人近 3 年主持省部级以上教学项目较多，具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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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奉献精神，愿意全力投入教研室建设。教

研室成员数量和结构合理，可持续发展趋势好。教研室依托课

程或课程群组建，配有相对稳定的办公场所，制定了相对完善

的管理运行制度，负责人与各成员分工明确、合作高效，教研

室内部开展常态化的教学专题研讨、交流、观摩、协作等活

动，实施教学帮扶、青年教师导师制和集体备课制度，在青年

教师培养及师资梯队建设方面卓有成效。虚拟教研室要充分运

用信息技术，探索突破时空限制、高效便捷、形式多样、“线上

+线下”结合的教师教研模式，形成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管理的新

思路、新方法、新范式，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活力，厚植教师

教学成长沃土。评估项目性质及建设需要，建议学校配套支持

资金平均不低于 10 万元/个。

7.现代产业学院。计划新立项建设 25 个左右的现代产业学

院。瞄准我省战略性“双十”产业集群发展需求，鼓励高校联合

大中企业、地方政府、产业园区、科研院所等建设现代产业学

院。充分尊重和发挥参建各方办学主体作用，形成共建共管、

高效顺畅的组织架构。整合多主体创新要素和资源，以强化学

生职业胜任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

能力为重点，创新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方式方法、保障

机制等，持续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合作。鼓励学院打破常规对人

才招录方式、课程体系进行大胆革新，建设跨专业、跨学科的

新型基本教学单位，引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教材编制和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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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计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加快课程教学内容迭代，

促进课程内容与技术发展衔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探

索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设置灵活的人事制度，建立选聘行

业协会、企业业务骨干、优秀技术和管理人才到高校任教的有

效路径。发挥学校人才与专业综合性优势，围绕产业技术创新

关键问题开展协同创新，实现高校知识溢出直接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支持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

能、智能制造、机器人、储能技术、物联网、网络安全、生物

种业、海洋科学、现代农业等领域产业学院建设。评估项目性

质及建设需要，建议学校配套支持资金平均不低于 100 万元/

个。

8.专项人才培养计划。计划新立项建设 50 个左右的专项人

才培养计划项目。鼓励高校以特定学科、行业或产业复合型、

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为主要导向，以专业或专业群为单

位，通过实验班、创新班、特色班等载体开展专项人才培养计

划。计划实施所依托的主要专业应为省级以上一流专业建设

点，具有相对突出的办学优势，并积累了一定的教学成果。计

划应瞄准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主动服务特定学科、科技或

产业发展，更新人才培养逻辑，推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在培

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评价等方面进

行综合改革，积极引入外部优质资源，深化科教、产教融合，

增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通过计划实施，进一步彰显学校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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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提升学校社会服务能力。计划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六卓越

一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重点支持集成电路、软件、智能制造、

生物育种、海洋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公共卫生、中医药、

涉外法治、海洋牧场、数字经济、网络安全、乡村振兴等领域

人才培养计划。评估项目性质及建设需要，建议学校配套支持

资金平均不低于 30 万元/个。

9.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计划新立项建设 800 个左右的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按照项目性质

分为研究性教改、实践性教改，并以实践性教改为主。研究性

教改主要面向高校或院系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所研究问题应密

切结合岗位，并具有一定宏观性、普遍性；实践性教改重点支

持一线中青年教师，教改内容应主要围绕教学实践具体问题开

展研究，并注重研究成果的实践检验和运用。教改项目应加强

校级统筹，聚焦学校教学改革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改

革实践并注重培育教学成果。评估项目性质及建设需要，建议

学校配套支持资金平均不低于 3 万元/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