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2023 年度非学历培训收入汇总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等

国家战略部署。学校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围绕人才培养的

总体目标，面向全体劳动者特别是重点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和重点人

群，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技能、就业创业能力提升等职业培训项目

，致力打造区域特色非学历培训新典范，通过整合“政校行企”资

源，协同各方面要素，发挥集群效应，强化引领示范功能，推动非

学历培训人才培养迈向新高度。2023年度非学历培训取得了显著成

果，学校共有724名专任教师，非学历培训收入达741万，师均非学

历培训收入约为1.023万元；全日制在校学生9960人，培训量达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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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万人日，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为全日制在校生数的15倍。

表

项目类别 培训人日 项目收入
全日制在校

生人数

专任教师

人数

医学教育培训类项目 13318 2131304

9960 724

职业技能培训类项目 89444 2620733.93

应用能力提升类项目 43749 2350025

其他项目 4964 308100

合计 151475 7410162.93



修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题库管理办法》等 3项管理办法，规范

工作流程。依托现有专业场地的基础上，对接国标补充场地设备要求，

建设规范的培训评价场地，11 个职业工种均已通过考点场地核验，

完成 11个工种试题库开发工作，其中 4 个工种已通过省市联审并可

以投入使用。此外，与广州市红日人力资源职业培训学校、开平市职

业训练中心等 19 个机构建立考点合作，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顺

利开展奠定了基础。2023 年度，新获批 9 个职业（工作）培训评价

资质，截止到目前，学校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范围扩大为 16个职业，

共 20 个工种，拓宽了学校职业等级认定范围（表 2），今后将根据

作为“全科医学培训基地”“江门市南粤家政培训基地”“江门

市创业培训定点机构”“广东省第一批卫生健康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

“江门市第四十三职业技能鉴定所”“江门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和

“广东省 2022 年第一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为

了构建具有影响力的技能培训平台，学校始终致力于提升培训品牌的

吸引力，积极申报培训基地、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等各类平台资质，不

断加强职业培训平台资源建设。2023 年度再创新佳绩，获评国家卫

健委“第二批基层西学中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带教基地”“中医药保健

服务国家标准研发及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南粤家政省级培训示范基

地”“2023 年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初步构建成“基地＋

品牌”的“中医药”品牌效应，为发挥区域医药行业职业和大健康产

业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的基点辐射带动和正向趋化效用。

（二）完善培训、评价体系，打造技能培训高地

1.推动规范制订和试题库资源开发

学校专业发展、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情况，依托现有职业（工

二、主要做法

（一）搭建技能培训平台，提升培训品牌吸引力



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评价，以满足社会对职业技能培训评价的需求。

表 3 广东省社会评价组织备案职业（工种）汇总表

序号 职业编码 职业名称 工种 级别 备注

1 消毒员 4-14-04-02 5、4、3 新增

2 保育师 4-10-01-03 5、4、3

3 保健调理师 保健刮痧师 4-10-04-01 5、4、3

4

保健按摩师

反射疗法师

4-10-04-02

5、4、3

5 脊柱按摩师 5、4、3

6 足部按摩师 5、4、3

7 养老护理员 4-10-01-05 5、4、3

8 育婴员 4-10-01-02 5、4、3

9

家政服务员

家庭照护员

4-10-01-06

5、4、3

10 家务服务员 5、4、3

11 母婴护理员 5、4、3

12 中药炮制工 6-12-02-00 5、4、3

13 美容师 4-10-03-01
1、2、3、4、

5
新增

14 健康照护师 4-14-01-03 5、4、3 新增

15
口腔修复体制作

师
4-14-03-02 5、4、3 新增

16
农产品食品检验

员
食品检验员 4-08-05-01 5、4、3 新增

17 保健按摩师 4-10-04-02 5、4、3 新增

18 眼镜验光师 4-14-03-03 5、4、3 新增

19 健康管理师 4-14-02-02 3、2、1 新增

20 营养师 公共营养师 4-14-02-01 4、3、2 新增



建立高水平、多元化的职业培训师资队伍。针对健康照护师、母

婴护理员、公共营养师等项目需求，遴选 36 名教师外出参加培训学

习，切实提高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业务水平；顺利完成 10 名

内部督导员培训及聘选；完成 2名教师保密培训并顺利通过考核取得

保密员证书。同时，从社会、企业、行业、学校中“选、育、聘、用”

一批“工匠型+专家型”人才，通过专兼结合的形式，建立层次分明、

类别齐全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双师”

素质和综合实力,取得了较好的建设效果。

（三）深化产教融合，推进非学历培训高质量发展

1.深化校企合作，增强技能人才培训能力

加强政府、行业、企业的合作，以互惠双赢的合作项目为驱动力，

建立校企等合作模式，制定共同的人才培养计划，明确培训目标和内

容，提升培训质量与效果。与江门监狱合作，为部分服刑人员提供病

患护理、家庭照护培训项目，提升服刑人员教育改造质量；与江门市

健康卫生局合作，开展全科医生转岗（岗位）培训、基层卫生技术人

员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西学中培训、医学继续教育培训，提高基

层医疗卫生队伍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合作，开

展中医适宜技术培训；与开放大学、河北省唤本有职业培训学校合作，

开展刮痧疼痛班、艾灸班等中医药特色培训课程；与广东食品药品职

业学院合作，开展健康管理师课程；与莞市莞城华泰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合作，开展小语种培训课程等。不断推进政校行企产学研合作，

无缝对接社会需求、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各个环节，推动技术技能型

人才的培养。2023 年年共完职业技能培训 3530 人培训，达 8.94 万

人日，公益培训讲座 6 场，参与人数 1300 多人。同时，与街道、社

2.加强培训师资队及评价三支队伍建设。



区结对共建，发挥专业优势，开展青春健康知识、应急救护知识、中

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培训服务。

2.突出中医药特色，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

结合我省“一核一带一区”和“双十”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和本市

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才需要的实际，学校以“培养高技能人才、

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为主旨，不断深化产、教、研融合，以“研究、

指导、引领、服务”为抓手，突出发挥中医药特色，面对退伍军人、

新型农民、企业职工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等重点人群开展保健按摩师、

保健调理师（保健刮痧师）、小儿推拿、中医适宜技术等“中医药”

技能培训和评价工作。为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学院与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就医药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及评价项目商讨

和拟定合作框架协议，就推动技能人才培育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根据澳门镜湖护理学院要求，满足澳门居民多元化就业创业的需求，

双方进行友好的沟通和讨论，制定保健按摩师（足部按摩师）职业技

能等级初级和中级的培训计划，拟定授课教师、培训教材等。

三、开展专项培训情况

（一）“1+X”培训情况

持续推进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通过“1+X”证书制度试点、

产教融合等形式，主动对标产业行业的新技术、新标准，明确职业岗

位核心能力的新需求，开发、修订课程标准，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在

专业课程的基础上，着力于专业群内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对接相应

的“1+X”证书，人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进行双证融合，重构和优化

课程体系结构，避免了同类证书相同课程内容的重合，在知识内容上

互相取长补短，构建专业“共平台、分方向、模块化”课程体系。2023



年度通过老年照护、产后恢复、幼儿照护、母婴护理、药品购销员、

家庭保健按摩 6 个证书的备案，共 1280 人参与“1+X”证书试点教育，

完成评价 1117 人，获证 934 人，证书平均通过率为 95.9%，同年学

校被授予 2022 年度 1+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优秀组织单

位，2022 年度 1+X 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项目优秀考评点，2022

年度 1+X 食品检验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优秀指导教师团队。

（二）“创新创业”培训情况

积极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课堂教学，开设

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以及以双创训练营等选修课，针对 186 名应届毕

业生开展 GYB 和 SYB 创业培训课程，聘请了行业企业专家到校为学生

授课，为学生讲授了创业的基本要求、政策趋向，掌握企业运作流程

以及如何创办自己的企业，形成“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人才

培养体系，使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将人才培养重心由

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创新创业

能力，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形成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三）“南粤家政”“乡村振兴”培训情况

学校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聚焦乡村振兴、南粤家政等重

点领域，依托江门的中医药文化和学校中医学院、南药学院的特色专

业优势，发挥专业群的集聚效应和扩大家政服务功能，加快形成中医

药高地建设新格局，加强中医药资源整合发展、深化中医药人才培养

教育改革，将药膳、凉茶、跌打、药酒、按摩、艾灸、中草药辨识等

中医药特色元素融入到家政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将岭南中医药特

色资源，嵌入到家政现代服务产业链，为在校生、社会人员开展养老

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小儿推拿等项目培训、评价，形成别具特色的



“南粤家政”；主动承接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开展基层中

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全科医生转岗（岗位）培训，为促进五邑地区

各乡镇医疗服务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实的支撑和保

障，有效化解基层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政府搭台，学校在“广

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中定向认捐江门市“五助”服务项目，对区域内

低保家庭、在校贫困生等重点人群实施“精准招生、精准培养、精准

资助”开展养老护理员培训项目，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和精准脱贫战略。

四、存在问题

1.信息化办学条件仍然是短板。线上教学资源、服务管理平台建

设滞后。

2.培训宣传计划滞后，市场需求掌握不及时。行业企业对职业技

能培训需求多样，要求复杂，学校对行业企业的需求了解不及时，对

学员的工学矛盾掌握不充分。

3.培训后的效果评估机制不完善，无法准确评估培训效果，难以

判断培训是否真正起到了提升学员能力的作用。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1.加快信息化建设，加强校企合作

尽快搭建合适的信息化平台，制作实用的线上资源，丰富线上教

学内容，组建名师团队，加强对实验实训室等学习场所的建设和维护

工作，确保学习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和使用效果，同时加强与其他高

校、企业、行业协会等的合作，共同开发新的培训课程和教材，提高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并加快推荐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提高职业技

能培训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2.创新培训方式，提升培训管理模式



传统的培训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职业教育的需求，需要不断创

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效果。下一步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

式，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在线教育，方便学员随时随地学习，并引入

项目式学习、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提高学员的实践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加强培训效果评估，提升培训服务质量

为了确保培训效果，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定期对学员的学习情

况进行评估，了解学员的学习进度和掌握情况。同时将对培训课程和

教学服务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不断改进和优化培训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