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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发展报告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度继续教育发展报告 

 

一、学校情况 

（一）学校概况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建校于 1950 年，是新中国最早设立的商

科学校之一，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主管。学

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0770人，教职工 514 人，专任教师 360 人，双

师素质教师达到 86%，学校现有生师比 16.13:1，具有研究生学位教

师占专任教师比例达 86%以上，“双师”素质比例达 86%，现有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新世纪 121人才、湖湘智库专家等领军人才

14 人。学院始终秉承“厚德明志、立信强能”的校训，弘扬“求真

务实、进取创新”的校风，坚持立德树人，以育人为本，以教学为中

心，着力培养具有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创新型、创业型、高水平技

术技能型商科人才，是湖南省示范性高职院校，湖南省卓越院校建设

单位，全国供销系统示范性高职学院、湖南省文明校园，首批湖南省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湖南省双创示范基地，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湖南省综合治理先进单位，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先进单位。 

（二）学校继续教育总体规划 

学校高度重视继续教育，将继续教育写入章程，纳入学校整体事

业发展规划，将继续教育作为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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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级卓越职业院校建设和争创国家“双高”的重要任务和抓手。

积极开展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构建全日制学历教育与

继续教育并行的人才培养体系，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综合改

革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十四五”事业发展

规划》明确了继续教育的总体规划和具体目标：非学历培训人次每年

不低于全日制在校生数，省级一流特色专业群核心专业面向行业企业

和社会开展职业培训人次，每年不少于本专业在校生人数的 2 倍。 

（三）学校继续教育办学定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教育事业为指引，

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坚守

教育的初心和使命，依法、规范办学。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

重，积极适应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和新任务，加快推进成人高等

教育内涵发展的转型，强化教育教学质量，规范教学运行管理，不断

提高继续教育办学质量和效益。推进成人高等教育网络课程建设，构

建面授教学加网络教学的新型成人学历教育模式，积极开展面向行业

的各类职业技术培训，打造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和培训工作特色与品

牌，努力构建多层次、多专业、多类型的继续教育体系。 

（四）继续教育办学体制与管理机制 

专门设置继续教育学院，负责继续教育的实施和管理，并由一名

校领导专门分管，实行二级管理模式。继续教育学院负责统筹各专业

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方案、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负责成人招生录取、学

籍管理、教学管理、考试管理、网络平台教学等工作；各教学单位负

责生源发动、组织线下教学、考试及日常学生管理等工作；自考、社



  

3 

继续教育发展报告 

会培训，由继续教育学院牵头组织并负责实施。成教、自考、培训均

纳入学校统一的教学评估体系。  

二、专业设置 

（一）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情况 

2021年开设 13个成教专科专业，其中文史类专业 9 个，理工类

专业 3 个，文科外语类专业 1 个（详见表 2-1）。成教专业设置充分

考虑学校商科特色和各个专业的办学优势，重点为行业和现代服务业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表 2-1  2021 年成教招生（高升专）专业一览表 

 

    （二）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调整情况 

    根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突出





  

5 

继续教育发展报告 

年 级 

专 业 
2019 级 2020 级 2021 级 

专业合计

（人） 

市场营销 202 191 91 484 

商务管理 304 187 130 621 

酒店管理 41 22 29 92 

旅游管理 32 47 13 92 

物流管理 28 32 25 85 

商务英语 18 20 63 101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7 131 167 405 

软件技术 32 69 66 167 

投资与理财 23 0 16 39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8 0 57 6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9 0 0 59 

茶艺与茶叶营销 6 0 0 6 

连锁经营管理 3 0 0 3 

统计与会计核算 7 0 0 7 

年度人数合计 1235 1122 918 3275 

表 3-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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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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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763 41 204 

会  计 362 2008 143 634 

电子商务 194 678 77 252 

市场营销 288 780 91 255 

商务管理 333 344 130 103 

酒店管理 54 390 29 140 

旅游管理 63 454 13 144 

物流管理 57 298 2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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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项 

专 业 

在校生人数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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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英语 85 815 63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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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级 
项 目 

2019 级 
（人） 

2020 级 
（人） 

2021级 
（人） 

合计 
（人） 

土家族 1 27 42 70 

壮族 0 4 2 6 

瑶族 0 9 8 17 

其他少数民族 0 5 2 7 

政治 

面貌 

中共党员 0 13 34 47 

共青团员 13 185 176 374 

群众 46 920 707 1673 

其他 0 4 1 5 

生源地 
湖南省 59 1122 918 2099 

其他省份 0 0 0 0 

3.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基本情况 

学院主动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综合改革发展的需要，以

职业型、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坚持联合办学，采用集中面授加辅

导的教学模式，不断完善教学过程的监管和指导，保证教学过程的有

序运行。2021 年继续把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优化

作为提质增效的主要举措之一，扎实推进教育教学的标准化和规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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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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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学历继续教育情况 

2021 年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通过积极参与竞标，批准

成为湖南省乡村振兴局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承接湖南省乡

村振兴局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高素质农民培育各

企业员工培训等社会培训项目，全年共培训 37期，培训社会学员 3396

人次（详见表 3-4）。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多采取面授和基地实践操

作为主，采用专题讲座、现场教学、案例讨论、交流研讨等方式，取

得较好的培训效果。 

表 3-4  2021 年度开展职业培训项目与人数统计 

培训项目 培训对象 
培训     

期次 

培训人次  

（人） 

培训天数  

（天） 

培训规模

（人日） 

大数据在财务中运用师

资研讨会 

全国财经类院校

师资 
一期 55 5 275 

1+X电商数据分析职业技

能培训 
在校学生 一期 20 7 140 

全国连锁 CCFA注册品类

管理师培训 
在校学生 一期 51 10 510 

1+X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

能培训 
在校学生 一期 30 7 210 

湖南省茶业职业技能师

资培训 
校外老师 一期 180 3 540 

送培到校电子商务培训 
平江市职业技术

学校教师 
一期 54 5 270 

凤凰县供销社茶业企业

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培训 
凤凰县种茶户 一期 100 3 300 

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财

务审计人员培训 

供销系统财务审

计人员 
一期 155 3 465 

长沙市第十四期 SYB师资

培训 
syb培训导师 一期 30 10 300 

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培

训（产业发展型） 

种养大户；集体经

济负责人；农民合

作社负责人；家庭

农场经营者；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和

服务主体。 

四期 446 12 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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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项目 培训对象 
培训     

期次 

培训人次  

（人） 

培训天数  

（天） 

培训规模

（人日） 

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培

训（乡村建设型） 

现任村支两委干

部；乡村振兴帮扶

工作队、帮扶干

部；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人士 

四期 455 8 3640 

1+X数字营销中级职业技

能培训 
在校学生 一期 30 15 450 

SYB就业创业培训 在校学生 八期 240 10 2400 

红十字会救护员培训 在校学生 一期 150 3 450 

1+X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

实施中级职业技能等级

培训 

在校学生 一期 20 2 40 

湖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训

（技能服务型） 
农民（务农人员） 五期 528 4 2112 

湖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训

（经营管理型） 
农民（务农人员） 一期 110 8 880 

1+X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

职业技能等级培训 
在校学生 一期 20 3 60 

1+X移动运用与开发职业

技能等级培训 
在校学生 一期 20 7 140 

教育教学能力提升项目 
平江县职业技术

学校教师 
一期 702 1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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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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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取得的成绩 

学生通过继续教育系统的学习和培训，全面提高了综合素质和职

业技能，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薪酬相应提升,有的还在学历层次上得到

提升。据统计，近年来继续教育毕业生毕业半年左右的月收入呈持续

上升趋势， 2019 届毕业生半年后的月平均收入为 3235 元，2020 届

毕业生半年后的月平均收入为 3315 元，2021届毕业生半年后的月平

均收入为 3872 元。 

四、质量保证 

（一）制度保障 

学院继续教育各项规章制度比较完善，现有《成人高等教育管理

办法》《自学考试工作管理办法》《社会培训管理办法》《社会考试

组考管理办法》等制度，基本涵盖成人教育工作管理、学生管理、学

籍操作管理、教学管理、教学点设置管理等各个环节。 

（二）师资保障 

学院严格按照要求配足授课教师，着力打造一支“结构合理、专

兼结合、业务精良、师德高尚”的继续教育教师队伍。院本部现有专

兼职授课教师、辅导教师及管理人员 76 人，其中授课教师 54人、辅

导教师 6 人、管理人员 16 人；校外教学点现有专兼职授课教师、辅

导教师及管理人员 53 人，其中授课教师 35人、辅导教师 9 人、管理

人员 9 人。教师及管理人员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学历及以

上 85 人（占 65.89%），中级职称 56 人（占 43.41%）、副教授以上

职称人 49（占 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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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施设备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达到 A 类标准，建有湖南省优秀双创示范

基地的湘商创业园、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现代商务综合实训中心大

楼、湖南省优秀社科科普及基地湘商文化院、湖南高职院校首个思政

实践教学中心等文化场所。以云计算为核心的商务智慧云初具规模，

校园网主干网络达万兆传输，以大数据、智能感知和物联网为特征的

智慧校园建设正稳步推进，泛在式教学和实训得到普遍应用，实现了

教育教学资源全面数字化。继续教育学院拥有独立办公场所和区域、

培训公寓、培训教室，可以满足办公和培训需要。 

▲  继续教育学院独立办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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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梯培训教室 

▲  培训公寓内部配置标准 

（四）合作办学及校外教学站点建设和管理情况 

严格合作办学单位和校外教学点准入条件，与具有办学资源或培

训教学条件的机构签订校外教学点的协议，并做好教学点的监督和考

核，实行淘汰机制，对不符合要求的校外教学点及时停止合作。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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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发挥各自优势，学校负责成教的招生、录取、注册、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教学任务的下达、教师选定、教学过程的督查、教学

效果考核、网络教学资源的发布、毕业生档案管理、毕业资格审查和

毕业手续办理等工作，各教学点负责日常管理和平常教学。每年组织

教学点招开成教专题会，总结成绩，推广经验。2021 年底校外教学

点 9 个。 

（五）学习支持服务 

学校委托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司研发的“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信息化项目”2020 年正式投入使用。系统将成人教育各个专业

与信息化平台资源数据库进行了匹配，现开通继续教育网络课程 48

门，网络学习视频 3311 个，并利用学校现有专业网络资源库，为成

教生提供线上学习的支持服务。 

（六）内部质量管理 

学校继续教育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不断完善内部质量管理体

系，提升内涵建设。一是严把合作教学点的审批和考核，建立优胜劣

汰机制；二是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科学

性；三是强化教学过程质量点的监控，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四是强化

教育管理全程监控，覆盖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受教育全过程。 

（七）外部质量评估 

主动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及委托办学单位对各类继续教育的考核

评估，定期编制继续教育发展报告在学校官网公布并报送教育部。建

立学生评价和社会评价制度，认真开展学习测评，对培训讲师上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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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学经费支出 

2021年度,继续教育办学经费总支出为 537.4万元，其中，教师

薪酬支出 133.29 万元（占 24.8%）、教学设备支出 57.89 元（占

10.77%）、教学活动支出 44 万元（占 8.19%）、学员培训食宿等其

他支出 302.22 万元（占 56.24%）。 

教学设备

11%
教学活动

8%

其他

56%

教师薪酬

25%

教师薪酬

教学设备

教学活动

其他

 
▲  2021 年继续教育经费支出比例 

五、社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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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2021 年 12 月，学校以“现场会议+线上直播”的形式召开了第

四届全国职业院校乡村振兴协作联盟高峰论坛。来自全国各职业院

校、学会、协会和企业的代表，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新发

展格局”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为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献计献策，为决策部门出台乡村振兴政策提供有效参

考、积极承担相关部门委托工作，为乡村振兴提供咨询与服务。 

学校成功申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行业职业技能社会培训评价

组织分支机构”，取得茶艺师、评茶员的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评定资

质；争取省、市、区人社部门支持，为一直停滞的 SYB培训项目落地

实施创造了条件，为供销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打下坚实

基础。  

（二）继续教育资源面向校内、社会开放服务情况 

依托学校优质教育资源，自觉履行社会责任，面向区域经济建设

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坚持开放办学，多角度、全方位将继续教育资

源向校内、外开放。一是向本校师生开放，服务于校内全日制教育学

生的技能提升和毕业生的成人教育。二是充分发挥继续教育社会服务

职能，向全社会开放继续教育资源。服务于社会人员的学历与技能提

升，扩大培训范围和提升培训质量，承接社会考试、技能鉴定等相关

工作。 

（三）对口支援、教育帮扶情况 

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乡村振

兴人才队伍建设，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校 2021年对口为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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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州等 23 个县区举办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八期，乡村建设型

和产业发展型各四期，共培养致富带头人 900人，对口为凤凰、永顺

等五个县培养高素质农民 6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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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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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难以适应全民学习、终

身学习的需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随时学习、随地学习具

备了现实可能性。推动“继续教育+互联网”，既是内涵建设、基础

建设，同时也是办学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变革，需要在教学平台、

管理系统、教学资源及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部署、整体推进、不

断优化和完善。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1.继续教育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继续教育事业是一项开拓性的事

业，要保持持久的生机与活力，除了在实践中不懈摸索外，更需加强

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目前，继续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开

设、教学方式、教材选用方面均存在与全日制教育趋同现象，对继续

教育的特色研究和凝练不足，对接社会需求热点的培训项目需进一步

研发。 

2.适合培训需要的网络课程开发能力有限。政府部门没有系统组

织适合市场需要的继续教育网络课程开发，单独一所高校同企业研发

网络课程需要大量时间和财力支撑，开发能力有限。 

3.适合成人学历教育的组织管理模式有待创新。成人学历教育是

一种以自学为主，课堂教学为辅，通过考试完成学历教育的一种形式，

一般依托建立教学站点来组织。一方面，成人因为工作家庭等方面原

因造成自学时间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各教学站点组织学生集中上课

时间也难以保证，势必造成继续教育人才培训质量不高，学生能力提

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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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策建议 

（一）发展对策 

1.工作思路和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和湖南省关于继续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部署，

家和혠劍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