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发展规划

一、总体建设目标

1.综合实力

围绕广东省高职院校一类品牌专业的建设目标,面向食品安全与营养管理产业，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以国际化的视野，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通过项目

建设，建成高本衔接三二分段培养试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中外合作国际班、本

科网络直属班以及“营养管理”订单培养的全方位职业教育校企校际直通车；建设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 6 门，主干课程全部建成微课程，建成专业优质教学资源库并实现共享，在职业

教育校企校际直通研究与实践方面形成教学成果；新建“食品检验方法研究”、“公共营养管

理”和“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3间工作室，完善食品检验中心功能，形成真实职业氛围、

设备先进、充分满足教学需要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校企共建第三方检测机构，建成 68

个专业对口、运行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成 1支省级专业教学团队、培育 1支技术服

务与科研创新团队；创建 1 支创新创业导师团队，新增 1 名专业领军人才培养对象，2 名专

业拔尖人才；获得专利授权 6 项和科研及技术服务 15 项；建立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教学工

作诊断和改进机制，参照《悉尼协议》要求和规范建立专业教学标准。到 2020 年，将专业

建成优质资源共享、国家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专业。

2.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建设，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持续 100%，90%学生在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就业，并在就业

平均起薪、专业对口率、就业现状满意度等指标位于高职院校同类专业前列；学生获创新创

业实践成果数量明显增加。

3.社会认可度

建设期满后，新生第一志愿投档录取率较立项前显著提高，普通高考统考招生录取中，

第一志愿投档线超过所在录取招生批次分数线 20 分以上，新生报到率达到 92%以上，毕业

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和推荐度达到 90%以上；在用人单位对高职同类专业毕业生能力评价中排

名首位。



二、具体建设目标

建设项目 建 设 目 标

教育教学改革

1.人才培养机制。构建“3+2”高本衔接人才培养试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公共营养管理”

订单培养；基础及素质类课程选课比例 100%、专业基础课平台课程选课比例 20%、专业核心课程选课

比例 20%、综合能力类课程选课比例 100%；学生发达地区就业人数比例≥90%，大中型企业和第三方

检测机构就业人数比例≥90%。

2.教学改革。获得 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实现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90%，就业现状满意度≥80%，专

业对口率≥85%，毕业生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60%，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上一届×

120%，毕业生对核心知识的总体满足度≥90%，对基本工作能力总体满足度≥90%。

3.创新创业教育。学生获 4 项专利、5项创新创业项目；毕业生获得专业实践成果人数比例≥10%。

4.学生成长与发展。学生参与大赛人数和获得奖项较建设前提高 30%以上；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

学生数维持 100%。

5.质量保证。建立专业教学工作自我诊断和改进机制；建立 ISO9001 人才培养质量管理体系和参照《悉

尼协议》要求和规范建立专业教学标准；建设期间专业评估为优秀。

教师发展

1.建立教师激励和考核机制。教师工作积极性得到较大提高，成绩突出；建设期团队年人均发表论文

1篇以上,主持科研或教学改革项目教师比例 100%。

2.专业带头人。建设期间，专业带头人成为广东省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领军人才，在全国食品营养与

检测专业和行业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各担任 1 项重要职务。

3.教学团队。建成 1支省级专业教学团队、培育 1支技术服务与科研创新团队、创建 1 支创新创业导

师团队；生师比≤18；专兼教师比例≤1，“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90%，骨干教师比例≥60%，专

业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45%，教师中具备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比例≥85%，博士学位的比例≥

45%，90%以上教师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团队成员中有 6名既有高级职称，又是博士的技术技能型骨干

教师，校企共建共享高层次兼职教师 10 名；在全国性或国际性教学组织、团体或专业刊物担任重要

职务有 4 名；广东省高职领军人才对象 1 名，2名专业拔尖人才。

教学条件

1.教学资源。建设 6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主干课程全部建成微课程；微课数量超过 240 个；建成覆

盖专业核心课程及平台课程的专业教学资源库；形成“互联网+教材”数字化教学与信息化平台。正

式出版 4 门教材；优秀教材使用率≥80%。

2.校内实训基地。完善和建设检测类与营养类校内实训基地。基地的设备和技术水平保持或超过同期

企业设备水平。生均实训设备总值≥13868 元/生；在校生校内实践基地使用时间≥510 学时/生。

3.校外实习基地。检测类和营养管理类校外实习基地容纳学生数超过在校生数；校企深度合作项目较

建设前有明显提高，50%以上基地为优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社会服务

开展营养管理和检测类社会服务。力争每年完成 50 人次以上的营养膳食指导；年均企业培训职工 300

人次以上，不少于在校生人数的 1.2 倍；参加科普人数超过 10000 人，培训科普人才 100 人次，开展

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培训 1 项以上，开展中高职师资培训（国培省培）1项以上；申请发明专利 8项，

授权 6 项，科研及技术服务 15 项；技术服务收入≥282 元/生。

对外交流

与合作

1.国际视野人才培养。保持同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合作的国际合作班每年 2个班招生规模；学生达

到出境学习资格人数≥20%，赴澳学习人数比例≥10%；教师境外培训比例≥20%；开发 1门以上营养

类国际课程标准。

2.国内合作交流。省外和省内 1 家高职院校建立教师交流、学生互派的良好合作关系；国内交流学

生学习≥2次，合作学校教师交流师生≥4次。

开展重大

科研平台

依托“食品检测方法研究”工作室和食品检验中心，引入外方机构，联合构建第三方检测机构；形成

接样检测服务、检验方法研究等 5 项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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