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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18-2020 年学历继续教育按专业招生情况统计表 

表 3-2  2020 年学历继续教育招生、在校生数与 

全日制教育招生、在校生数对比情况表 

      对比项 

专 业 

在校生人数 2020年招生人数 

学历继续教育 全日制教育 学历继续教育 全日制教育 

财务管理 176 860 41 247 

会  计 380 1964 143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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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项 

专 业 

在校生人数 2020年招生人数 

学历继续教育 全日制教育 学历继续教育 全日制教育 

电子商务 234 621 77 190 

市场营销 393 785 92 190 

商务管理 492 341 130 97 

酒店管理 63 388 29 97 

旅游管理 83 454 13 141 

物流管理 60 284 25 95 

商务英语 38 799 63 263 

计算机网络技术 239 318 168 87 

软件技术 101 589 66 179 

投资与理财 23 284 16 92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8

36

7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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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点根据继续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继续教育学院审核

通过的计划组织教学，负责教学组织管理和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保

证教学环节顺利进行。教师根据成人高等教育要求和学生特点进行授

课；学期结束，布置、安排学生的自学进度，并介绍自学指导用书。

教师授课实施问题导向，精讲多练、因材施教的原则。学期末，继续

教育学院根据教学单位《面授课程表》检查教学情况，并按人才培养

方案组织抽查，统一考试。 

（二）非学历继续教育情况 

2020年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积极谋划，化被动为主动。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依托政府、行业、企业等资源，围绕农技人员

知识更新、助力乡村振兴，服务脱贫攻坚战略，满足农民工技能、就

业、创业需求等方面广泛开展培训工作。全年组织培训 70 期，参加

培训的学员 6200 多人次（详见表 3-4）。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多采

取面授和实践操作为主，采用专题讲座、现场教学、案例讨论、交流

研讨等方式，同时充分利用学校的在线开放课程，尝试“面授+网课”

的形式，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表 3-4  2020 年度开展职业培训项目与人数统计 

开展培训项目 培训人次（人） 培训规模（人日） 

物业管理素质提升 118 472 

乡村旅游技能培训 274 4110 

专业带头人技术技能研修 138 2040 

库区移民就业培训 321 3769 

农村电商培训 180 720 

农民工转移就业安置培训 2005 14035 

其他培训 3196 3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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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中的思政教育 

学院高度重视学生的思政教育，根据继续教育学生思想认识、价

值观和道德观多元化的特点，坚持价值重塑、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

位一体的思政教育模式，把思政工作贯彻到教育教学全过程。一是注

重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开设《思想道德修养》等思政课程，

开展课程思政，注重专业课中德育的渗透，不断增强思政工作的问题

导向性、理论引领性、实践感召性和文化渗透性，形成各类课程思政

教育的协同效应。二通过学风、考风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守法意识和自律意识。三是开展政策、形势教

育讲座、研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学生的归

属感和凝聚力。四是做好学生服务。针对成教学生面临工作、学习、

家庭等多重压力，工学矛盾突出的特点，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周到服务，

教育、引导、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工学矛盾，不断提高继续教育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效率和水平。 

（四）学生学习效果 

1.学生满意度 

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在服务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解决学

生诉求等方面受到学生一致好评。学历继续教育根据教育教学效果测

评、统计结果，学生学习满意度高；培训课程围绕课程设置、学以致

用、教学管理、教学质量等四个方面对培训学员及用人单位进行调研，

结果显示：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占 75%，良好占 23%，一般占 2%；授课

教师测评、后勤保障及服务测评满意度分别为 96%、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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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学经费支出 

2020 年度,继续教育办学经费总支出为 629.85 万元，其中，继

续教育合作办学 493.5 万元（占 78.35%）、成人教育管理支出 4.47

元（占 0.71%）、培训支出 12.53 万元（占 1.99%）、社会组考考务

费支出 117.06 万元（占 18.59%）、其他支出 2.29 万元（占 0.36%）。 

成人教育管理

1%

培训支出

2%

社会组考

19%

其他支出

0%

继续教育合作

办学

78%

继续教育合作办学

成人教育管理

培训支出

社会组考

其他支出

 
▲   2020 年继续教育经费支出比例 

五、社会贡献 

（一）继续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行业及经济社会发展与学习型社

会建设情况 

学校立足行业办学特色和专业优势，植根于农、依商惠农，主动

服务国家战略、供销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2020年，学院举办了“互联网+”农村商贸流通改革与发展暨第

三届全国职业院校乡村振兴协作联盟高峰论坛。论坛围绕“乡村振兴

国家战略”这一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企业家

参会，就农村流通改革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实施中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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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色创新 

（一）实践特色与模式创新 

继续教育实行集中统一归口管理，近年来通过内强管理、外拓合

作，基本形成办学规模、质量和效益良性的统一。一方面以严格教学

点考核管理、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教学质控点监控等为抓手，不断加

强内涵建设，提升办学质量。另一方面，深入对接政府和企业，创新

培训模式，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提升品牌形象。2020 年，坚持培训

与就业相结合，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服务乡村振兴，在涟

源市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普及、精英项目人员培训 2期；与家政服务

公司合作，开启订单式培养模式，为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提供家政服

务员专业技术培训，培训惠及 321人次。 

（二）国际交流与合作情况 

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探索与我国企业和产品“走

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2018 年以来，先后与印尼、德

国、加拿大、老挝等多国高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交流关系，签订了合

作协议，探索国外高校职业教育模式。 

（三）教育教学研究与成果等情况 

积极参与继续教育教学研究工作，紧密联系行业、企业，开展产

学研。2020 年共建技术开发创新平台 19 个，技术服务到款额 115.9

万元，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38 万元，成功立项自然基金项目 5 个，

其中面上项目 1个、科教联合基金项目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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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案例 1 

 

开展物业员工素质能力提升培训工作 

为增强学校物业管理人员能力，有效的提高员工综合素质，提升

管理服务水平，更好地激发员工对工作的热情，调动员工对工作的积

极性，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在“湖南省直单位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的

支持下，继续教育学院会同人事处、后勤处、保卫处于 11 月 14 日—

15 日共同组织，对我校后勤、保安人员开展了一期省直工会“一户

一产业工人”项目——物业员工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参加培训学员

涉及保安、保洁、餐饮、宿管、水电、后勤管理等岗位共 115 人。培

训资金由帮扶中心支持，“湖南省直单位困难职工帮扶中心”领导亲

临现场指导，学校领导李定珍校长、廖志刚副书记、刘谦委员亲自为

培训班授课，培训结束后进行了结业考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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