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报告

学院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积极探索实施

学分制教育教学制度，搭建学分制教务管理平台，建立

健全选课制、学分计量制、补考重修制、学分互认制等，

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实行弹性学制，开展学分制管理

改革，保障职业教育多元化人才培养方式的有效运行，

为学生今后通过“学分银行”进行学分认定和进行终身

学习奠定基础，同时也为国家建立“学分银行”，实行

学习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和转换探索路径、积累宝贵经

验。

一、基于学分制管理规定，完善教务平台管理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广

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 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的文件精神，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经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学院印发 《汕头职

业技术学院学分制管理办法（试行）》和《汕头职业技

术学院学分互换认定管理办法》，在此基础上，搭建学

分制教务管理平台，建立健全选课制、学分计量制、补

考重修制、学分互认制等，为推进学分制管理便利、高

效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学院先后出台了《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劳动教

育实施方案》、《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革新时代美育工作实施方案》，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

养的教育体系，将劳动教育、美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表 1 为 2022 级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专业教学计划表。

表 1 为 2022 级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专业教学计划表

课程类别

、性质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课程安排及周学时数

备注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16周 18周 18周 18周 18周 20周

周学时数 / 学期时数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课

1 99000502B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
4 36 32 4 2/36▲

2 99000512B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
36 32 4 2/36▲

3 99000682A 思想道德与法治(1) 3 20 20 0 2/24

4 99000692B 思想道德与法治(2) 34 30 4 2/30

5 99000032A 形势与政策(1) 1 8 8 0 （8）

6 99000612A 形势与政策(2) 8 8 0 （8）

7 99000622C 形势与政策(3) 8 0 8 （8）
8 99000062A 形势与政策(4) 8 8 0 （8）
9 99000072A 形势与政策(5) 8 8 0 （8）

10 99000082B 大学英语(1) 3 56 30 26 3/56▲

11 99000092B 大学英语(2) 4 72 46 26 4/72▲

12 99000122B 体育(1) 2 36 4 32 2/36▲

13 99000132B 体育(2) 2 36 4 32 2/36▲

14 99000142B 体育（3） 2 36 4 32 2/36▲

15 99000542B 信息技术 3 48 24 24 3/48▲

16 99000592B 劳动教育 2 32 4 28 2/32

17 99000602A 国家安全教育 1 16 16 0 （16）

18 99000582B 艺术鉴赏 2 32 16 16 2

19 99000172B 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规划 2 12 6 6 （12）



(1)

20 99000182B
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规划

(2)
12 6 6 （12）

21 99000192B

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规划

(3) 12 6 6 （12）

22 99000572B 应用写作 2 32 28 4 2/32

23 99000702B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1) 2 16 8 8 （16）

24 99000712B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2) 16 8 8 （16）

25 99000212C 军事技能训练 2 56 0 56 （56）

26 99000202A 军事理论课 1 12 12 （12）

小计 38 698 366 332 10 12 4 6 0

选

修

课

27 99000283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

青年学生使命担当
1 20 20 0 20

28 0615251B
全院性公共选修课（说明：

第 2~5学期开设）
1 18 9 9

小计 2 38 29 9

公共基础课程合计 40 736 398 338 7 15 4 6 0

专
业
（
技
能
）
课
程

专业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含

群

平

台

课)

29 0615010B 高等数学 3 56 40 16 4/56▲
群平台

课

30 0615020B 电路分析基础

6 84 42 42 6/84▲

因安全因素，其中 10节实验课需要 2名指导教师

31 0615030B 电气控制与 PLC 4 68 14 54 4/68▲
群平台

课

32 0615040B 维修电工

4 68 0 68 4/68

因安全因素，其中 28节实验课需要 2名指导教师

33 0615050B C语言程序设计 6 108 24 84
6/108
▲

群平台

课

小计 23 384 120 264

合计 23 384 120 264

专业

核心

课程

必

修

课

34 0615060B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6 108 40 68
6/108

▲

因安全因素，其中 28节实验课需要 2名指导教师

35 0615070B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6 108 40 68
6/108

▲
2

因安全因素，其中 28节实验课需要 2名指导教师

36 0615080B
电子产品印刷电路设计与

制作
4 72 36 36 4/72

37 0615090B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6 108 16 92
6/108

▲

1+x考
证课程

38 0615100B Java程序设计 6 108 36 72
6/108

▲

39 0615110B 智能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 5 92 16 76 5/92▲



说明： 1.每学期考试科目均用“▲”在备注栏标注，没标注的为该学期考查科目；

2.《健康教育》安排在新生入学教育期间以专题形式开展，不占用总学时。

3.顶岗实习为 6 个月，计 12学分，336 学时。

注： 1、表 5.1 含 10课时劳动专题教育。

2、表 5.2 含 6 课时劳动专题教育，合计 16课时劳动专题教育。

三、推行弹性学制，实施学分转换认定制度

学校以弹性的教学计划和学制，鼓励学生发挥个人

小计 33 596 184 412

合计 33 596 184 412

专业

拓展

课程

限

选

课

40

0615121B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6 108 36 72
6/108

▲
最低应

选修 6
学分

0615131B Python 程序设计 6 108 36 72
6/108

▲

41

0615141B 嵌入式技术及应用 6 102 18 84
6/102

▲
最低应

选修 6
学分

0615151B 计算机网络技术 6 102 18 84
6/102

▲

任

选

课

42 0615161B 传感器技术 4 68 14 54 4/68

最低应

选修

13学
分

43 0615171B Android（安卓）程序开发 4 68 14 54 4/68

44 0615181B 工业机器人 4 72 36 36 4/72▲

45 0615191B FPGA 程序设计 4 72 36 36 4/72▲

46 0615201B Arduino 应用开发 4 90 36 54 5/90▲

47 0615211B 通信技术 4 90 36 54 5/90▲

小计
可选修课程学分 48 844 280 564

最低要求选修学分 24 440 140 300

合计 24 440 140 300

48 0615220C
物联网单片机 1+x 证书项

目实训

1 28 0 28 28

1周 28节

49 0615230C 专业讲座 2 36 0 36 2/36

50 0615240C 顶岗实习 12 336 0 336 336 含毕业

教育

小计 15 400 0 400

合计 15 400 0 400

专业（技能）课程合计 95 1822 444 1376

总学时 2556 842 1714

最低应修满学分 135 2556 842 1714



爱好与特长，自行构建自身知识体系，自主选择选修课

程，自主选择合适的学习形式与学习方法，允许符合条

件的学生转专业，2022 年转专业人数为 139 人。各专

业实行弹性学分制，将技能证书、技能竞赛、社会实践

等活动纳入学分计算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免修申请进行

成绩互换。

四、学分制取得成效

通过实施学分制，满足了学生休学创业、参军入伍

等方面的需求，选课自由极大地发挥了学生学习主动

性，真正做到“以生为本”，引导学生个性化发展，最

大程度实现了个人志趣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