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化标杆学校建设方案之

预期成效与保障措施

六、预期成效（双完善、双加强、双提升）

经过三年建设，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全光网

络覆盖每个校区，平安校园和绿色校园跨上新台阶，信息化

与教育教学、管理服务深度融合更加紧密，数字资源更加丰

富，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更强大，信息化和数字校园建设领导

坚强有力，信息化组织架构进一步完善，数字校园建设工作更

加合规、高效，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得到优化，数字校园建设

投资效益更有保证，信息化专兼结合的人员队伍更加稳定，信

息化建设的承托力有效提升，形成完备的系统化的信息化制度

体系，信息化支撑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能力及师生信息化素养

水平实现大幅提升。

（一）校园信息化相关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建成高标准、模块化、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设施先进

的现代化综合新机房；建成万兆骨干、千兆桌面、光纤入室

的新一代高速校园网络，校园无线 WIFI 覆盖率 90%以上；校

园出口带宽不低于 2M/人，校区间网络机房链路带宽不低于

1G；建成公私混合、存储空间 200T 以上的广职云计算中心，

各单位现有服务器部署在云中，实现集中调配，统一管理;

改造升级多媒体教室、实训室，实现教学场所智能化率 95%

以上;建成校园智慧通行系统，集中对学生住宿、实训室等



场所进行智能管理，智能管控区域不低于 90%。

（二）学校信息化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优化网办大厅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完善师

生服务“一站式”平台，师生流程性事务上线率 95%以上。

基本消除信息孤岛，完成多系统联动、资源共享的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每日交换数据万条以上，数据中心表层应用更加

丰富，支撑教学、管理、决策能力更加多样化，实现校园一

卡通聚合支付和多场景应用。

（三）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得到加强

构建基于互联网的产教融合系统，实现产业与教学密切

结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扩充课程教学资源，创新职业

教育知识与技能共享机制；构建虚实融合场景，夯实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手段；配置支撑虚实结合的实训设备，建

设产教融合型实践基地；布局云上课堂，打造具备公共服务

能力的云上资源库，有力支撑学校的虚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支撑学校省域双高校与高水平专

业群的建设任务。

（四）数字资源建设与应用能力得到加强

建设成体系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形成引领教育教学改革、

支撑产业发展的校省国三级数字资源体系。通过虚拟实训资

源建设，依照“虚实结合、能实不虚”的原则，不断调整、

优化实训体系和实训教学实施方法，探索虚拟现实仿真技术



在教学中的创新和应用；通过数字化场馆资源建设，加强对

学生虚拟现实技术在行企中的认知培养，为师生教学改革实

施、办赛参赛、技术研发、创新创业、行企培训、社区教育

等提供便利条件。通过数字图书馆资源的建设，使师生在课

堂外获取更广博的知识，培养良好的信息资源检索能力、信

息资源转化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最终获取终生学习的能力，

助力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快速提升。

（五）信息化支撑学校发展能力大幅提升

通过信息化手段构建起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不断优化

数字资源供给，构建数字教育新生态，通过新技术促进教学、

管理模式创新，助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推动教育

均衡发展、个性化学习，为终身学习提供支撑，使数字校园

成为学校基础的甚至核心的力量。

（六）师生信息素养与应用水平大幅提升

营造培养信息素养的良好软硬件环境，构建起健全的师

生信息素养培养体系，设立相关的规范要求，为信息素养提

升打下坚实基础；研究新型教学模式方法，创建更有效的信

息化培养课程体系；建成师生信息素养评价体系，多措并举

推动师生信息素养不断提升。

七、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成立党委领导下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将信



息化和智慧校园建设提升到学校发展战略层次，定期召开信

息化和数字校园专题工作会，统筹制定信息化发展战略、规

划和重大政策，研究解决信息化建设重要问题；强化校级信

息化管理和服务部门主体责任，强化各二级单位信息化科室

或人员队伍配备。

（二）资金保障

加强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与投入力度，每年将建设经费

列入学校年度预算并逐年提升，三年建设期内，数字校园总

投入不少于 6000 万元，在财政资金分配中优先安排。通过

与运营商、银行等合作机制，引进社会资源支持学校信息化

建设，扩大学校信息化建设资金来源渠道。

（三）机制保障

优化全校信息化建设体制机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项目全

校统筹力度，实行信息化项目需求调研与项目成效反馈机制，

全面落实二级单位信息化建设业绩考核。

（四）制度保障

全面梳理现有信息化制度，按信息化系统生命周期、用

户在校工作学习生活周期、信息安全保障等脉络，形成完备

的系统的制度体系，使学校信息化与数字校园建设更加科学

化、规范化。

（五）队伍保障

加强信息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改变信息专业人力资源



短缺情况，建设一支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合理的

专兼职结合的信息化人才队伍，多种用人机制并举，提升专

业人才队伍的发展空间，为本方案实施提供高质的稳定的人

才队伍保障。

（六）生态保障

构建信息化联合生态。不仅依靠学校自身力量支撑数字

化转型，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建为学校信息化发展服务的

生态圈，广泛引入生态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灵活运营模式，

突破人才壁垒和组织边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与相关合作

企业、机构等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共同为学校信息化建

设和数字化转型提供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