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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学 院 文 件
桂院政办〔2023〕29号 签发人：杨树喆

桂林学院关于印发《桂林学院校长本科教育
教学工作 2022年述职测评结果及整改

任务分解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公布普通本科高校校（院）长本科

教育教学工作 2022年述职测评结果的通知》（桂教高教〔2023〕

45 号）文件要求，测评结果反馈我校有五个方面十四项问题需

进一步整改。现将经 2023年秋季学期第 5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通过的《桂林学院校长本科教育教学工作 2022年述职测评结果

及整改任务分解表》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整改内容及任务分工

见《桂林学院校长本科教育教学工作 2022年述职测评结果

及整改任务分解表》。

二、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应对该项整改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全面排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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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学院校长本科教育教学工作 2022 年述职测评结果

及整改任务分解表
序

号
存在问题与整改建议 问题及原因自查 整改措施 完成时间 责任部门 责任领导

1

（一）建议学校进一步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按标准发放思政课专

任教师和专职辅导员岗位奖励绩

效。

未按规定标准发放。

①将 2023年度专职思政课教师、专职辅

导员岗位奖励绩效经费列入学校年度经

费预算。

②出台实施《桂林学院教职工绩效考核

管理办法（试行）》《桂林学院思政课专

职教师岗位奖励绩效发放办法（试行）》

《桂林学院专职辅导员岗位奖励绩效发

放办法（试行）》等制度文件，按规定标

准发放专职思政课教师、专职辅导员岗

位绩效奖励。

2023年 10月 人力资源

处（部）
蒋毅

2

（二）

本科

教育

教学

改革

创新

还需

进一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显

示，少数专业实践教学学分

未达标，需完善人才培养方

案，提高实践教学学分占

比。

《桂林学院关于编制 2022
年版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

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明确

规定：文科类为 25%，理工

艺体类为 35%；经核查，运

动康复专业填报的 2022年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仅为

28%。

体育与健康学院组织修订运动康复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将实践教学学分占比调

整为 35%，并据实填报。

2023年 10月 教务与产

教融合处
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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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

化

建议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

力度，鼓励学生修读辅修专

业、微专业、双学士学位。

学校未出台实施复合型人

才培养的规章制度。

①出台实施《桂林学院学科专业设置调

整优化实施方案（2023-2035）》，加快新

文科建设。聚焦现代治理能力提升，推

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门类学科专业

与理工交叉融合。聚焦文化传承创新，

深度挖掘边疆民族地区艺术文化元素，

做特艺术传播类专业。聚焦现代文旅产

业振兴，培养文化创意产业、旅游规划、

健康休闲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以

泰语、越南语、汉语国际教育、英语、

法学、电子商务等专业为依托，培养“一
精多会、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涉外法治和电商人才。推动文科专业信

息化赋能、数字化改造，深化原有文科

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积极发

展文科类新兴学科。

②出台实施《桂林学院普通本科学生辅

修专业管理办法》和《桂林学院微专业

建设与管理办法》，建议加大复合型人才

培养力度。

——

很多专业未落实公共艺术

课程学分数不低于 2 学分

的要求，需完善人才培养方

案，将公共艺术课程纳入人

才培养方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与

应用数学、软件工程、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联网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学、

前述 18个专业所在的理工学院、金融与

法律学院、管理工程学院等，严格执行

《桂林学院 2023年版大学公共艺术课程

设置方案（试行）》有关规定，修订相关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各专业的公共艺

202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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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

互联网金融、工商管理、财

务管理、审计学、会计学、

资产评估、市场营销等 18
个专业均只填报 1学分。

术课程学分改为 2 学分，并在今年本科

数据填报工作如实填报。

较多专业未落实劳动教育

学时总数不低于 32 学时的

要求，需完善人才培养方

案，提高劳动教育模块学时

数。

经济学、金融学、保险学、

投资学、互联网金融、工商

管理、财务管理、审计学、

会计学、资产评估、市场营

销、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

计、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

术、工程造价等 16个专业

填报的劳动教育学时不足

32学时。

前述 16个专业所在的金融与法律学院、

管理工程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等，严格

执行《桂林学院 2022年版劳动教育与实

践课程设置方案（试行）》有关规定，修

订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各专业的

劳动教育学时改为 32学分，并在今年本

科数据填报工作如实填报。

2023年 10月

3

（三）

本科

教育

条件

保障

还需

加强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未达到教育部要求、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值增速较慢，建

议学校进一步加强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配置。

2022 年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为 6238.07万元，生均值为

4545元（当年在校生 13725
人），生均值未达到 5000
元合格标准。

初步统计，2023年加大实验实训室建设、

多媒体教室升级改造及其他投入，加快

项目验收进度和增量资产入账入表，预

计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800 万元，

使总值累计达 7038.07 万元，生均值达

5042.32 元（目前在校生 13958 人），首

次略超合格标准。

2023年 12月

教务与产

教融合处

资产与设

备管理处

财务处

何玲

祝芸芸

杨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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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校舍面积、生均占地面

积未达标，建议学校进一步

加强校园基础建设，为本科

教育教学活动提供足够的

硬件条件。

2022 年 校 园 占 地 面 积

55.688万平方米（约 835.32
亩），校舍建筑面积 20.8万
平方米，生均占地面积为

40.57平方米（当年在校生

13725 人），生均校舍建筑

面积为 15.15平方米，二者

生均值均未达到 60平方米

和 24.96平方米合格标准。

①在桂林市委市政府关心支持和市城乡

建设集团公司统筹安排下，对校园二期

建设项目部组成人员进行调整，进一步

明确提速建设校园二期 30万平方米校舍

的“两步走”总体方案：第一步，2023 年

12月前完成规划设计调整，2024年 6月
前完成校园二期建设规划设计方案和单

体建筑设计方案审批、报建、招标等前

期工作，在此基础上，启动建设学生公

寓楼、图文信息大楼、师生食堂等共 11
万平方米校舍，2025 年 6 月前完工、9
月投入使用；届时，校舍建筑总面积达

到 31.8 万平方米，生均值达到 22.78 平

方米（按 2023 年在校生 13958 人计），

较大幅度缩短与生均 24.96 平方米合格

标准的差距。第二步，启动建设余下校

舍，2026年 9月前竣工投入使用；届时，

校舍建筑总面积达到 50.8万平方米，可

满足 20350人在校生规模的生均值 24.96
平方米要求。

②按照桂林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

2023年 12月启动校园三期扩建工程，计

划新增校园占地 1000 亩左右，2026 年

12 月前完成规划方案和征地报批等工

作。三期扩建工程完成后，校园占地总

①2023年 12
月落实闲置

校园校舍办

学租赁工作；

②2025年 9
月前完成“第
一步”校园二

期建设；

③2026年 9
月前完成“第
二步”校园二

期建设。

后勤保卫

处
刘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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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将达到 122.35万平方米（约 1835.2
亩），可满足 20390人在校生规模的生均

值 60平方米要求。

③在上述两点整改措施完成前，为缓解

学校此项指标的压力，将通过租赁市城

乡建设集团目前闲置的资产（实为原桂

林空降兵学院因修建万福东路而置换的

校园校舍）来实施办学。该闲置校园占

地 12.773万平方米（约 191.6亩），建有

校舍 2.4 万平方米，自 2023 年 12 月至

2026年 12月租赁，可使校园占地面积和

校舍建筑面积分别达 68.461 万平米和

23.8万平方米，生均值分别为 49.04平方

米和 17.05平方米，小幅度缩减与生均值

合格标准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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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

教师

队伍

建设

还需

加强

生师比高于教育部的要求，

建议学校统筹好办学规模

和教师队伍数量的问题，为

本科教育提供有力的教师

队伍保障。

截至 2023 年 10 月在校生

13958 人，按生师比 18:1
合格标准测算，应有专任教

师总数 776人（折合）、自

有专任教师 582人（应有专

任教师总数的 75%）。经核

查，目前自有专任教师 463
人（含辅导员 69人），不足

部分（313人）依靠外聘专

任教师解决，外聘专任教师

占比高达 40.34%，超过

25%规定标准 15.34个百分

点。总之，自有专任教师缺

额达 119 人是造成生师比

不达标的根本原因。

①加大自有师资增量力度。2023 年计划

招聘自有专任教师 127 人，截至目前已

招聘 51人（完成率 40.16%），下一步将

继续加大招聘力度，努力完成年度招聘

计划。

②多措并举稳定现有师资。一是将师资

队伍建设纳入桂林市人才建设体系，先

后各有 1人获“市拔尖人才”“会计拔尖人

才”称号。二是与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共建初中部，解决教职工子女小升初后

顾之忧。三是逐年提升教职工“四险一金”
缴纳额度。通过上述举措，有效地减少

现有师资外流并增强师资引进吸引力。

③加强自有师资提质建设。一是进一步

加大职称自主（委托）评审、认定工作

力度，2023年计划推荐评审（含转评）

各系列职称 84人（其中正高 8人、副高

52 人、中级 22 人、初级 2 人）、推荐认

定（重认）29人（其中副高 2人、中级

26人、初级 1人）。二是修订出台《教职

工进修培训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教职

工进修培训相关待遇，鼓励现有自有教

师提升学历学位。三是落实与桂林市相

关部门达成的以“一事一议”方式认定高

层次人才、引进急需紧缺人才、人才住

——
人力资源

处/党委教

师工作部
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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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优惠租赁等，不断推进师资提质。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比、

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

总数的比例偏低，建议进一

步提高教授为本科生授课

的比例。

现有教授 53人（其中自有

9人、外聘 44人），仅占原

填报教师总数（926人）的

5.8%，占比偏低。

①加强自有师资提质建设（同上③），提

高自有师资的教授占比，为提高主讲本

科课程的教授占比、教授讲授本科课程

占课程总数的比例。

②落实《桂林学院外聘兼职教师教学工

作量计算办法（试行）》和《桂林学院外

聘兼职教师教学优秀奖评选办法（试

行）》，通过激励提高高职称高学历外聘

兼职教师占比，弥补自有师资之不足。

——

教务与产

教融合处 何玲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显

示，很多专业不是由教授、

副教授担任专业负责人，建

议进一步加强专业教师队

伍建设，补充具备高级职

称、深厚学术能力的教师担

任专业负责人。

运动康复、健康服务与管

理、物业管理、会计学、资

产评估、国际经济与贸易、

投资学、越南语、泰语、播

音与主持艺术、数字出版、

广播电视编导、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等 13个专业未落实

高级职称教师担任负责人。

前述 13个专业所在的体育与健康学院、

管理工程学院、金融与法律学院、人文

学院、理工学院按规定做好专业负责人

的配备，并据实填报。

202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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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专业未设有基层教学

组织，基层教学组织建设需

进一步加强。

汉语言文学、英语、国际经

济与贸易、保险学、互联网

金融、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

经济与管理、体育教育、社

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运动康

复、健康服务与管理、工程

造价、音乐学、数字出版、

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化学

（停招）、制药工程（停招）、

环境科学（停招）等 21个
专业未填报对应基层教学

组织。

前述 13个专业所在的人文学院、金融与

法律学院、管理工程学院、体育与健康

学院、城市设计学院、教育学院、传媒

与新闻学院、理工学院建立健全基层教

学组织，并据实填报。

2023年 10月

5

（五）

本科

教育

工作

成效

有待

进一

步凸

显

一流本科专业数量偏少，建

议学校加大对一流本科专

业的建设力度。

现有自治区级一流本科专

业 8个（占比为 14.54%）、

校级一流专业 17个（占比

30.90% ）， 总 占 比 偏 少

（45.44%）。

出台实施《桂林学院深化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实施方案》，践行一流本科专业理

念，新增立项建设（培育）校级一流本

科专业 20个左右，逐步提高校级一流本

科专业占比（达 70%左右），为冲击新一

轮自治区级一流本科专业申报打基础。

——
教务与产

教融合处 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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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本科课程、课程思政示

范课、自治区级“四新”项目

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偏少，建

议学校加大一流课程、课程

思政、“四新”的建设力度，

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现有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

程 7门、课程思政示范课 4
门、“四新”项目 1个，且集

中在人文学院；现有校级一

流本科课程 57门、课程思

政示范课 62门，相关项目

成果偏少。

①出台实施《桂林学院深化一流本科课

程建设实施方案》《桂林学院深化课程思

政示范课建设实施方案》，践行一流本科

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理念，新增立项

建设（培育）校级一流本科课程、课程

思政示范课各 150 门，为冲击新一轮自

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

申报打基础。

②出台实施《桂林学院深化“四新”建设研

究 与 改 革 实 践 项 目 实 施 方 案

（2023-2025）》，践行“四新”项目建设理

念，新增立项建设（培育）校级“四新”
项目 20项，为冲击“四新”项目申报打基

础。

——

建议学校持续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高

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的覆盖面和成果显示度。

2022 年学生参与第九届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中华职业教育

创新创业大赛等 7 项“双
创”类赛事人数为 7638 人

次，占比（覆盖面）仅为

47%，且从未取得过自治区

级以上金奖，缺少标志性成

果。

①截至 2023年 8月，通过与大连东软共

同培育 5 个重点项目等，学生参与第九

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等 7 项

“双创”类赛事人数增加到 9108人次，占

比（覆盖面）提高到 66%（增长 19%），

并荣获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金奖 1 项；今年秋季学期，将加

大各类“双创”类竞赛组织动员力度，进一

步提高学生参与覆盖面；同时继续落实

202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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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软、中软等校企合作企业重点培育

项目 8-10项，精心组织师生参加第七届

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力争再创

佳绩。

②出台实施《桂林学院深化“四年递进式”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和

《桂林学院高水平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奖

励办法（试行）》。前者旨在分为“通识

型”“嵌入型”“专业型”“职业型”四个阶

段、分别为学生开设《大学生创新创业

基础》《科学思维与方法》《创造学》等

课程，采用基于企业行业、基于应用问

题、项目深度研发、实践基地创新创业

等方式，深化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后者旨在通过突出大赛优秀成果引领作

用，调动广大师生的创新创业教育积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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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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