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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培养基本信息

㈠专业名称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

㈡专业代码

510106

㈢专业带头人

田景涛

㈣专业所在院系

农学院

㈤学历层次

专科

㈥入学要求与基本学制

1.入学要求：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2.基本学制：3年

二、人才培养职业面向

㈠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

领域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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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大类

(51)

农业类

（5101）

1.农业（01）

2.农、林、牧、渔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

（05）

3.酒、饮料和精制茶

制造业（15）

1.园艺技术人员

（2-03-04-00）

2.茶叶加工工

（6-02-06-10）

3.评茶员

（6-02-06-11）

4.农业技术员

（5-05-01-00）

5.茶艺师

（4-03-02-07）

1.茶叶生产技术岗

2.茶叶生产管理岗

3.茶叶生产经营岗

4.茶叶生产技术服务

及茶文化推广岗

㈡职业岗位（群）描述

岗位（群）名称 岗位（群）职责描述

茶园基地管理 茶园基地管理方案编制、技术指导，组织实施

茶叶加工 加工工艺流程的制定、加工技术指导、加工过程监督、设备维护

茶叶品质评审与检验 茶叶感官审评与分析，茶叶主要理化指标与成分检测与分析

茶叶营销 茶叶营销策划、市场开发，产品销售及推广

茶艺师 茶文化传播、茶艺服务与培训、产品推广

三、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

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茶叶行业的茶叶生产技术、茶叶经

营管理、茶文化推广等职业群，能够从事茶园种植管理、茶叶加工与质量检验、茶叶营

销、茶叶生产技术服务与茶文化推广等工作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四、人才培养规格

㈠职业素养

类别 素质标准

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道德素质
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职业意识 1.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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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素质标准

2.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身心素质

1.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

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2.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㈡知识标准

知识类别 知识标准

通识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专业基础知识

1.掌握植物生长发育规律和植物生产环境知识。

2.掌握茶树栽培管理、茶树病虫害防治、茶树品种引种及繁育等知识。

3.掌握茶叶加工技术、茶叶机械设备等知识。

专业知识

1.掌握茶叶审评与检验、茶叶品质控制及质量评价基本知识。

2.掌握现代茶业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相关知识；

3.掌握茶产品开发、营销等知识；

4.了解专业相关的茶文化基础知识、休闲旅游、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知识；

5.掌握国家关于茶艺、茶业、茶食品方面的有关政策、法规、标准。

㈢能力标准

能力类别 能力标准

通识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备信息收集、资料整理分析、文案写作能力；

岗位能力

1.具备应用优质、高效现代栽培技术进行茶园建设、生产与管理技能；

2.具备手工、机械制茶技能；

3.具备茶叶审评、检验、品控技能；

4.具备茶叶生产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等创新创业能力；

5.具备现代茶叶市场营销技能；

6.具有一定的茶文化推广能力；

7.具有环境适应能力、对待困难或逆境的抗压能力。

五、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㈠合格标准

1.完成规定的学时分学和教学环节，课程、毕业考试（考核）合格，修满专业最低

学分：155 分；

2.德育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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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论文（设计、总结）汇报合格；

㈡良好标准

达到合格标准，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良好标准：

⒈无补考科目，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⒉获院级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⒊获院级技能大赛及文体活动竞赛获奖者；

⒋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获得院级以上表彰者。

㈢优秀标准

达到合格标准，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优秀标准：

⒈无补考科目，平均成绩 85 分以上；

⒉获市级以上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⒊获市级以上技能大赛及文体活动竞赛获奖者；

⒋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获得市级以上表彰者。

六、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㈠学生要求

1.入学要求

⑴学生入学必须是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和分类招生考试，并达到录取分数线；

⑵学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茶事业，愿意从事茶园管理及茶叶加工等工作；

⑶身心健康，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体检合格，无色盲、色弱；

⑷在校期间，遵守校规校纪，认真学习，服从管理。

⒉毕业要求

⑴学分要求：本专业毕业最低学分为 155 学分；

⑵入学时间在两年以上，五年以内；

⑶完成规定的学时分学和教学环节，课程、毕业考试（考核）合格；

⑷德育合格；

⑸应用写作要求：能够撰写工作文本，比如计划、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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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师资要求

⒈具有良好的师德，注重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⒉专任教师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应有的知识储备量，掌握高职教育基本理论，熟悉茶

产业发展对人才能力结构的要求，年课时量不少于 180 学时；

⒊兼职教师专业知识应达到大专以上水平，具有行业、企业 5年以上工作经历，应

掌握一定的高职教育教学基本理论，年课时量不少于 36 学时；

⒋专任教师必须每人联系一家茶叶合作企业，企业工作每年累计 1个月以上，取得

二级以上专业职业资格 1项以上；

⒌骨干教师应 100%具备双师素质，具备开发《茶树栽培与良种繁育技术》、《茶叶

加工技术》等核心岗位能力项目任务型课程的能力。

㈢实训要求

⒈基地要求：校内基地必须营造茶企业文化氛围，满足茶园基地管理、茶叶加工等

核心岗位仿真实训及单项技能训练的要求；校外基地，要求管理理念超前，设备配置规

范合理，紧密型基地每企不低于提供 20 个工位数用于教学；松散型基地，每企不低于 5

个岗位用于顶岗实习。

⒉师资要求：指导教师应掌握茶园基地管理、茶叶加工等实训项目的基本理论及操

作技能，具备应对出现异常状况的能力。

⒊学生要求：学生实训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及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实训结束

后做好实训室的清扫、整理工作，并提交实训报告。

⒋基地管理：基地管理员必须保证基地运行处于正常状态，实训项目开出率达 90%

以上，过程记录完整清晰。

㈣教学要求

⒈教研室主任每年必须制定专业教学运行计划，经专员委员会审核，二级学院批准

后方可实施。

⒉课程教学团队由校内外教师组成，须制定课程标准、实施方案、授课计划等教学

文件，经专业委员会审核，二级学院批准后方可实施。

⒊课程教学必须制作教学资料包：主要包括教案、讲义、课件、教学案例，课业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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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单等教学资源库。

⒋工学结合课程教学采取“车间讲堂、茶园课堂”等现场教学、或模拟、仿真教学；

专业课程 1/3 在企业教学，兼职教师教学时数不少于 50%。

⒌人文知识课程以专题讲座形式开展；素质教育活动课程以实践活动形式开展。

⒍课程的理论考试采取教考分离、形成性考试，具体考核权重：形成性考核 50%+

教考分离考核 50%。

⒎单项技能训练，要求掌握该项技能关键知识点达 80%以上，运用准确、操作规范。

⒏“按季分项，分组轮训”教学综合实训，春、夏、秋季根据茶叶生产特点，学生

分组到紧密型合作企业，由专兼教师合作指导。

⒐顶岗实习时间为 24 周，由校企成立顶岗实习管理小组联合管理，实习结束，学

生应提交不低于 3000 字的顶岗实习报告。

七、学生素质教育培养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按照《铜仁职业技

术学院关于大学生文化活动课程建设的意见》要求，结合茶叶专业实际情况，编制学生

素质教育计划。本专业学生素质教育列入课程教学计划，学生在三年中通过六个模块的

素质教育培养。

㈠模块 1：“五元文化”与“四项主题”教育活动

⒈学时：20 学时。

⒉学分：1学分。

⒊课程内容：先进文化、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职业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开

展热爱生命、感恩、立志成才、形势与政策主题教育。

⒋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对进行先进文化、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畜牧兽医职业

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学习与践行，并通过参加热爱生命、感恩、立志成才、形势与政策

主题教育等活动，提升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

⒌实施部门：专业教研室、学生科、学生工作部、团委。

⒍实施时间：第 1--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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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模块 2：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

⒈学时：10 学时。

⒉学分：0.5 学分。

⒊课程内容：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技术服务、假期社会实践活动、生产劳动、

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勤工助学、社会调查等。

⒋培养目标：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了解，深入认识社会，确认适合的职业，为向职

场过渡做准备，进而增强就业竞争优势。

⒌实施部门：专业教研室、学生科、学生工作部、团委。

⒍实施时间：第 1--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㈢模块 3：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活动

⒈学时：20 学时。

⒉学分：1学分。

⒊课程内容：学术竞赛、课题研究、科技创新活动、学术讲座、创业教育、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市场开拓、校园招聘、面试现场情景模拟等。

⒋培养目标：拓宽专业学生视野，开拓学生思路，锻炼动手能力，培养团队精神，

让学生有机会参加到科技交流活动来，同时加强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缩短学生就业的

“后熟期”。

⒌实施部门：专业教研室、教务科、学生科、教学工作部、招生就业部。

⒍实施时间：第 2--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㈣模块 4：文化艺术体育与身心发展活动

⒈学时：20 学时。

⒉学分：1学分。

⒊课程内容：学校运动会、球类比赛、书法比赛、演讲比赛、朗诵比赛、辩论赛、

征文比赛、歌唱比赛、社交礼仪活动等文娱竞赛，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等。

⒋培养目标：发扬体育精神，增强体魄，加强集体荣誉感，提升学生沟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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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等社会能力，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⒌实施部门: 教学工作部、学生工作部、团委、学生科、心理咨询中心。

⒍实施时间：第 1--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㈤模块 5：社团活动

⒈学时：10 学时。

⒉学分：0.5 学分。

⒊课程内容：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愿参加社团组织，在学校有关部门指导下开展活

动。

⒋培养目标：丰富学生校园生活，延伸求知领域，扩大交友范围，发现自己，陶冶

自己。

⒌实施部门: 学生科、学生工作部、团委。

⒍实施时间：第 1--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㈥模块 6：专业技能大赛与技能培训

⒈学时：20 学时。

⒉学分：1学分。

⒊课程内容：茶叶采摘、茶叶感官审评、茶艺、茶叶主要内含成分检测等技能大赛

活动。

⒋培养目标：丰富大学生课余活动，锻炼动手能力，培养团队精神，活跃校园气氛，

开拓学生思路，为学生搭建一个展示的舞台，让他们有机会参加到科技交流活动来，让

他们在和平友好的氛围下展示他们的设计和技能方面的才华和能力。

⒌实施部门: 实训中心、教学工作部、教务科、专业教研室。

⒍实施时间：第 1--6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㈦模块 7：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⒈学时：3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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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学分：2学分。

⒊课程内容：在学院学生工作部、团委、学生科或专业教研室的组织下开展各种形

式的生活劳动、劳动技能训练和社会服务活动。

⒋培养目标：丰富大学生课余活动，增强劳动价值观与爱岗敬业意识，提升工匠能

力成长、创新创业成果孵化等工匠品质教育，实现认知、合作、创新、职业能力的融合

培养，促进学生德技并修、全面发展。

⒌实施部门: 实训中心、教学工作部、教务科、专业教研室。

⒍实施时间：第 1--5 学期。

⒎考核评价：按活动实施方案进行考核评价。

八、人才培养模式设计

㈠人才培养模式设计理念

坚持以区域茶产业需求为导向，以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为理念，以服务为

宗旨，以能力为本位，遵循从初学者到专家的人才成长规律和高等教育教学规律，按照

校企共育的工学结合思想，根据茶叶基地管理、茶叶加工等核心岗位的要求，围绕茶叶

生产季节特点，强化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设计“按季分项，学用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㈡人才培养模式设计思路

紧贴地方生态茶产业发展需求，结合茶产业职业岗位标准，立德树人，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共育办学格局，在专业建设委员会指导下修订并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⒈抓好人才需求的调研工作，确定人才培养规格及就业面向；

⒉按照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茶产业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

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⒊通过培养、引进、聘用等途径，重点加强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和兼职教师队伍

建设，建设一支素质优良、富有创新精神、技能精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⒋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建成一批融教学、培训、生产为一体的实训基地；

⒌建立多方参与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体系，由“专兼教师、企业员工、学生团队共

同参与人才培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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⒍做好毕业生跟踪调查，作为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的依据。

㈢人才培养模式内涵描述

“按季分项”：是以茶树生长特性为依据，分春、夏、秋、冬在校内外组织实施茶

园基地管理、茶叶加工等专业核心岗位能力教学项目。

第一学年 9-12 月主要进行专业认知实习、基本素质、行业通用能力课程教学，引

导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入门学习；3-6 月开设茶树栽培管理核心岗位能力课程，掌握茶园

基地管理岗位知识。

第二学年 9-12 月依托校内外实训基地，在校内集中完成栽培管理技术、茶叶加工

技术等核心岗位能力课程知识学习和单项技能训练；3-6 月，学生 10 人一组到企业进行

跟岗实习，完成基础能力及核心技能训练。

第三学年 9-12 月在校内集中完成专业拓展能力知识学习和单项技能训练；进行职

业资格培训及认证；1-6 月完成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

“学用结合”：以茶叶生产岗位工作知识为基准点，项目任务为载体，依托校内实

训基地、校外紧密型合作企业共同开辟“车间讲堂、茶园课堂”，分 3-6 月、9-12 月两

阶段完成教学综合实训及顶岗实习，实现“学、做、用”有机结合。

九、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构

㈠课程体系开发理念

围绕人才培养规格，以工作过程为主线，职业资格标准要求为依据，校企共同开发

岗位能力课程，构建基本素质课程、行业通用能力课程、岗位能力课程、拓展能力课程

一体的符合岗位要求的“项目任务型”课程体系。

㈡课程体系开发思路

⒈成立行业、企业、专职教师合作的课程小组，拟定调研方案，调研岗位所需的品

德、知识及技能；

⒉课程小组共同分析岗位能力及典型工作任务，以茶叶生产、加工工作过程为主线，

开发学习领域，构建“项目任务型”课程体系；

⒊引入茶叶行业职业资格，制定课程标准、设计学习情境，开发岗位能力项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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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课程及地方特色课程。

㈢工作任务与能力分析

行动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茶园基地管理

茶树品种选育及良种繁育

1.茶树种质资源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

2.茶树引种试验

3.新品种选育

4.茶树组织培养

5.良种推广

6.育苗技术规范

7.母本园建立及管理

8.苗床制作优良母株选择

9.茶树短穗扦插及苗木管理

10.茶树品种提纯复壮

无公害茶园建立及管理

1.茶园规划建设方案制定

2.茶园园地整理与苗木定植

3.茶园施肥计划制定与实施

4.茶树修剪计划制定与实施

5.茶园有机肥无害化处理

6.茶园采摘计划制定及实地示范

7.低产茶园改造计划制定及实施

8.茶园设施栽培设计及管理

茶树病虫害诊断与防治
1.茶园气象性灾害防护计划制定及实施

2.常见病虫害识别诊断及防治计划制定与实施

茶叶加工

茶叶加工准备

1.年度生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2.茶叶加工人员的岗前培训

3.加工设备的检修与清洁

茶叶加工

1.茶叶加工实施与过程控制

2.茶叶在制品及成品质量的评审

3.茶叶包装与贮运

茶叶加工机械使用及维护

1.加工机械的调试与使用

2.机械设备的维护与维修

3.茶叶加工生产线的配备与安装

茶叶品质评审

与检验

茶叶感官评审

1.评茶室建立

2.六大茶类品质鉴别

3.常见品质问题的分析

4.六大茶类的感官审评技术知识

茶叶检验

1.茶叶理化检测取样

2.茶叶水分、粉末、茶梗，夹杂物的检测

3.茶叶化学检测准备及前处理

4.茶叶水浸出物、多酚类、氨基酸、重金属、农残等检测

茶叶营销 市场推广与产品销售
1.营销日常管理

2.市场营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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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3.市场开发分析

4.企业营销计划

茶艺师 迎宾待客茶事服务

1.礼仪服务与待客

2.茶艺编创

3.茶艺准备

4.茶艺表演

5.茶饮推荐

6.消费品调配计划制定与实施

7.茶事展销活动设计与实施

㈣职业行动领域分析

行动领域 行动领域描述

茶园基地管理
在良种繁育岗位从事茶树良种选育繁育及推广工作；在茶园基地从事茶园管护与管理工作；

对茶园常见病虫害进行防治

茶叶加工 在茶叶初精制加工企业从事茶叶加工、设备使用及维护及技术指导工作

茶叶品质评审与检验 在茶叶质量评审岗位，从事茶叶感官审评及理化成分检测工作

茶叶营销 在茶叶生产经营企业从事茶叶的销售策划及推销工作

茶艺师 在茶馆、茶楼、茶庄或茶叶销售企业从事茶艺师工作

㈤学习领域转换

典型工作任务 行动领域 学习领域

无公害茶园建立及管理

茶园基地管理

农用化学

植物生长与环境

农业微生物技术

田间试验与生物统计技术

无公害茶树栽培技术

茶树育种及良种繁育技术

茶树病虫害防控技术

茶树病虫害诊断与防治

茶叶加工准备

茶叶加工

茶叶加工技术

黔茶感官审评技术

茶叶检验技术

现代茶叶机械的使用及维护技术

茶叶加工及产品质量控制

茶叶加工机械使用及维护

市场推广与产品销售 茶叶营销 茶叶市场营销

迎宾待客茶事服务 茶艺师 茶艺

㈥课程体系建构

1.纯理论课程体系

由 20 门课程构成，总学时达 448 学时，学分累计 26 学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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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基本素质课程：《入学教育》、《军事理论》、《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贵州省情》、《安全教育》、《学

习方法》、《创新思维》、《管理沟通》、《大学语文》、《毕业教育》等共 12 门课

程及 4门网络课程组成。

2.理实课程体系

由 27 门课程构成，总学时达 1548 学时，学分累计 88 学分，包括：

⑴基本素质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英语》、《体育与健康》、《计算机应用基础》、《创新创

业教育》、《茶文化概论》等共 7门课程组成。

⑵行业通用能力课程：《应用化学》、《田间试验与生物统计技术》、《电子商务》、

《茶树病虫害防控技术》、《茶艺形体训练》等 6门课程组成。

⑶岗位能力课程：《茶树栽培与良种繁育技术》、《茶树病虫害防控技术》、《茶

叶加工技术》、《茶艺》、《茶叶感官审评技术》、《茶食品加工》等 6门课程组成。

⑷拓展能力课程：《插花艺术》、《茶叶检验技术》、《茶叶营销技术》、《公共

关系》、《茶叶包装设计》、《类茶资源综合利用》、《休闲农业》、《茶馆经营管理

实务》等 10 门课程组成。

3.纯实践课程体系

总学时达 1120 学时，学分累计 44 学分。主要包括：军事技能训练、认知实习、跟

岗实习、顶岗实习 4门课程。

㈦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⒈核心课程一：茶树栽培与良种繁育技术

课程名称 茶树栽培与良种繁育技术 课程编码 05531301

实施学期 2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课程类型 理论+实践

先修课程 应用化学

教学目标
掌握茶园基地管理的相关知识；具备茶园基地管理的能力；养成热爱大田工作，不怕日晒雨

淋的精神。

教学内容

基础项目：茶树生物学特性

核心项目：任务一：无公害茶叶标准园建立技术

任务二：茶园土壤管理技术

任务三：茶树高效优质树冠培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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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茶树栽培与良种繁育技术 课程编码 05531301

任务四：茶树合理采摘技术

任务五：茶树气象性灾害防护技术

发展项目：任务一：茶树设施栽培技术

任务二：茶园立体种植技术

拓展项目：任务一：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指导培训能力训练

任务二：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管理能力训练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核心项目；难点：拓展项目

教学模式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

教学组织 “专兼教师+基地”的组织教学

教学手段和方法
利用用多媒体教室、茶园基地，以学生为主体采用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自主学习等方

法。

教学资源
课程网站：http://xw.trzy.cn:880/2012/teag/；学习资料：课件、教参、学习资料包、案

例等

考核形式 形成性考试：学习态度 20%+单项技能 20%+校内茶园管理 30%+笔试 30%

⒉核心课程二：茶叶加工技术

课程名称 茶叶加工技术Ⅰ-Ⅱ 课程编码 05531303、05531313

实施学期 2、3 总学时 108 理论学时 72 实践学时 36

课程类型 理论+实践

先修课程 无公害茶树栽培技术、茶树病虫害防控技术

教学目标
掌握六大茶类加工技术相关知识；具备六大茶类加工及技术指导的能力；养成热爱车间工作，

不怕熬更守夜的素质。

教学内容

基础能力模块：项目一：茶类加工简史

项目二：中国茶叶分类及加工工艺认知

核心能力模块：项目三：茶叶初加工原料准备

项目四：六大茶类初加工

拓展能力模块：项目五：茶叶精制及再加工

创新能力模块：项目六：名优茶新产品及加工新技术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核心能力模块；难点：创新能力

教学模式 工学交替教学模式

教学组织 “专兼教师+车间+高年级学生指导”的组织教学

教学手段和方法
利用多媒体教室、校内加工车间，采用以学生为主体采用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以师带徒

法、等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
课程网站：http://xw.trzy.cn:880/2012/teap/；学习资料：课件、教参、学习资料包、

案例等

考核形式 形成性考核：学习态度 20%+模块课业考核 20%+操作 30%+笔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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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核心课程三：茶艺

课程名称 茶艺Ⅰ-Ⅱ 课程编码 05531304、05531314

实施学期 3、5 总学时 108 理论学时 54 实践学时 54

课程类型 理论+实践

先修课程 无公害茶树栽培技术、茶叶加工技术、黔茶感官审评技术

教学目标 掌握茶艺师工作过程所需的知识性；具备茶艺服务的能力；养成得体大方，和静怡真的。

教学内容

项目一：说茶——茶文化的推介

项目二：泡茶基础——茶艺服务

项目三：茶艺美学——茶艺环境布置

项目四：汇报演出——茶艺表演编创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茶艺服务；难点：茶艺表演编创

教学模式 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

教学组织 “专职教师+校内茶艺表演室”组织教学

教学手段和方法 利用校内茶艺表演室，以学生为主体采用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法、任务驱动等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 课程网站：http://xw.trzy.cn:880/2012/teaa/；学习资料：课件、视频、学习资料包等

课程考核 形成性考核：学习过程表现 20%+课业 20%+茶艺编创 30%+茶艺表演 30%

4.核心课程四：茶叶感官审评技术

课程名称 茶叶感官审评技术 课程编码 05531305

实施学期 5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课程类型 理论+实践

先修课程 茶树栽培与良种繁育技术、茶树病虫害防控技术、茶文化概论

教学目标
具备符合区域产业特色的茶叶感官审评的理论知识及技术；能够独立完成红茶、绿茶、黑茶

的感官品质分析任务；能胜任茶叶感官审评核心岗位工作；备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教学内容

项目一：认识六大茶类

项目二：评茶室建立和管理

项目三：六大茶类审评

项目四：来料验收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六大茶类的感官鉴别；难点：能分析样品存在的问题，对生产和销售做出指导

教学模式 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

教学组织 “专职教师+校外兼职教师”组织教学

教学手段和方法

利用校内茶叶感官审评实训室，校外茶叶合作企业，依托超星泛雅学习通平台开展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采用案例教学、翻转课堂教学、情境教学法、任务驱动等教学方

法。

教学资源
课程网站：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4361263.html；学习资料：课件、视

频、课程 APP，学习资料包等

课程考核 形成性考核：综合成绩=学习通学习情况 20%+课堂表现 20%+任务完成情况 40%+线上实时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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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20%

十、人才培养教学计划表

课程实施教学计划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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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教学安排表

专业：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

学

分

考试/

考查

学时（周）数 按学年及学期学时分配

备注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课程

结构
序号

课程

编码

课程

性质

课程

名称

课程

类型
第一学期

（16 周）

第二学期

（18 周）

第一学期

（18 周）

第二学期

3-6 月

第一学期

（18 周）

第二学期

1-6 月

基本

素质

课程

1 10001101 必修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课

2 10001102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B 3 考试 54 34 20 54 线下授课

3 08001201 必修 公共英语(1) B 2 考试 28 24 4 28 线下授课

4 08001203 必修 公共英语(2) B 2 考查 36 32 4 36 线下授课

5 11001101 必修 体育与健康Ⅰ B 2 考试 28 4 24 28 线下授课

6 11001102 必修 体育与健康Ⅱ B 2 考查 36 4 32 36 线下授课

7 11001105 必修 体育与健康Ⅲ B 2 考查 36 4 32 36 线下授课

8 11001106 必修 体育与健康Ⅳ B 2 考查 36 4 32 36 线下授课

9 09001106 必修 军事技能训练 C 2 考试 112 0 112 112 线下授课

10 09001123 必修 军事理论 A 2 考试 36 36 0 36 线上+线下

11 09001130 必修 形势与政策Ⅰ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课

12 09001131 必修 形势与政策Ⅱ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课

13 09001132 必修 形势与政策Ⅲ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课

14 09001133 必修 形势与政策Ⅳ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课

15 09001134 必修 大学语文Ⅰ B 2 考查 28 22 6 28 线下授课

16 09001119 必修 计算机应用基础 B 3 考查 54 26 28 54 线下授课

17 09001118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A 2 考查 36 36 0 36 线下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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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9001120 必修 创新创业教育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19 09001111 必修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A 2 考查 36 36 0 36 线下授课

20 09001112 必修 贵州省情 A 1 考查 18 18 0 18 线下授课

23 09001122 必修 安全教育Ⅰ A 0.5 考查 4 4 0 4 线上授课

24 09001121 必修 安全教育Ⅱ A 0.5 考查 4 4 0 4 线上授课

25 09001125 必修 劳动教育 A 1 考查 16 4 4 4 4 线下授课

26 09001126 必修 生态文明教育 A 1 考查 16 16 0 16 线下授课

27 10001104 必修 学习方法 A 1 考查 18 18 18 线上授课

28 09001115 必修 创新思维 A 1 考查 18 18 18 线上授课

29 09001116 必修 管理沟通 A 1 考查 18 18 18 线上授课

30 09001104 必修 入学教育 A 1 考查 18 18 18 线下授课

31 09001105 必修 毕业教育 A 1 考查 18 18 18 线下授课

32 9002000 选修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类 A 1 考查 18 18 0 18

公共选修，

线上授课，

至少选修4

个学分，其

中美育类

课程应修

满 2 学分

33 9002001 选修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A 1 考查 18 18 0 18

34 9002002 选修 党史国史类 A 1 考查 18 18 0 18

35 9002003 选修 美文鉴赏类 A 1 考查 18 18 0 18

36 9002004 选修 职业素养类 A 1 考查 18 18 0 18

37 9002005 选修 数学类 A 1 考查 18 18 0 18

38 9002006 选修 美育课程类 A 1 考查 18 18 0 18

小计 54 1010 646 348 456 314 110 112 18

行业

通用

课程

1 05531201 必修 应用化学 B 4 考试 64 36 28 64 线下授课

2 05531202 必修 茶文化概论 B 2 考查 36 20 16 36 线下授课

3 05531206 必修 茶艺形体训练 B 2 考查 32 16 16 32 线下授课

4 05531203 必修 田间试验与生物统计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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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5531302 必修 茶树病虫害防控技术 B 4 考试 72 48 24 72 线下授课

6 05511412 必修 电子商务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小计 16 276 156 120 96 72 72 36

岗位

能力

课程

1 05531301 必修 茶树栽培与良种繁育技术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课

2 05531303 必修 茶叶加工技术Ⅰ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课

3 05531313 必修 茶叶加工技术Ⅱ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4 05531304 必修 茶艺Ⅰ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课

5 05531314 必修 茶艺Ⅱ B 2 考试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6 05531305 必修 茶叶感官审评技术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课

7 05531401 必修 茶食品加工 B 4 考试 72 36 36 72 线下授课

8 05531309 必修 认知实习及跟岗实习 C 18 考查 432 0 432 432 线下授课

9 05531310 必修 顶岗实习 C 24 考查 576 0 576 576 线下授课

小计 66 1440 216 1224 144 180 432 108 576

拓展

能力

课程

1 05531306 必修 茶叶检验技术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2 05571401 选修 插花艺术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3 05531307 必修 茶叶营销技术 B 4 考查 72 36 36 72 线下授课

4 05531402 选修 创业实务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5 05531403 选修 公共关系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6 05531404 选修 茶叶包装设计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7 05531414 选修 类茶资源综合利用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8 05531413 选修 茶馆经营管理实务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9 05531308 选修 现代企业管理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10 05531407 选修 休闲农业 B 2 考查 36 18 18 36 线下授课

小计 22 396 198 198 36 108 25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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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58 3122 1216 1890 552 566 470 544 396 594

学分总计:158

课时总计:3122
其中必修课 45 门，学分共计 135 分；选修课 15门，学分共计 23 分。

课程门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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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才培养学时学分结构统计

课程 学分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占总学时比率（%）

纯理论课（A） 23 400 400 0 13.04

（理论+实践）课（B） 88 1548 778 770 50.46

纯实践课（C） 44 1120 0 1120 36.50

合计 155 3068 1178 1890 ——

理论教学时数：实践教学时数 1:1.60

十二、人才培养教学团队

㈠结构比例

⒈专兼教师比例 1:1.5；

⒉双师比例 100%；

⒊35 岁以下青年专任教师硕士以上学历达 53.8%；

⒋副高以上职称教师占 69.2%。

㈡教师队伍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3 人，教授 1人，副教授 7人，高级实验

师 1人，硕士 10 人，专业带头人 1 名，骨干教师 5名，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 100%；

聘请兼职教师 20 名，专兼职教师比例达 1：1.5。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校内专任教师

序号 教师 职称 年龄 学历（学位） 专业（学术）带头人或骨干教师 双师素质教师

1 田景涛 副教授 51 本科/学士 专业带头人 是

2 张黎飞 副教授 47 本科/硕士 骨干教师 是

3 陈玲 副教授 33 研究生/硕士 骨干教师 是

4 侯彦双 副教授 35 本科/硕士 骨干教师 是

5 段小凤 讲师 29 研究生/硕士 骨干教师 是

6 徐代华
助理实

验师
33 本科/学士 骨干教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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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琨 副教授 33 研究生/硕士 否 是

8 孙聆睿 讲师 31 研究生/硕士 否 是

9 伍春艳 副教授 42 本科/硕士 否 是

10 杨佳琪 讲师 30 研究生/硕士 否 是

11 袁瑞 副教授 35 研究生/硕士 否 是

12 莫怡琴
高级实

验师
56 本科/学士 否 是

13 袁波 教授 56 研究生/硕士 否 是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部分校外兼职教师

序号 教师 资质 年龄 职务 担任课程 工作单位

1 徐代刚 高级农艺师 34 主任 《茶叶质量认证》 铜仁市农委

2 代小红 高级农艺师 60 主任 《茶艺形体训练》 铜仁市农委

3 牟春林 高级农艺师 58 副总经理 《专业核心技能综合实训》 贵州贵茶公司

4 陈驰 评茶技师 36 部门副经理 《专业核心技能综合实训》 贵州贵茶公司

5 孙庆林
评茶员、茶叶

加工工
44 技术员 《专业核心技能综合实训》 贵州贵茶公司

6 杨朝宗 茶叶加工工 25 主管 《专业核心技能综合实训》 贵州贵茶公司

7 谢超 技术能手 26 制茶工 《专业核心技能综合实训》 贵州贵茶公司

8 周小雍 高级评茶员 27 技术员 《专业核心技能综合实训》 贵州贵茶公司

9 项坤坤 高级评茶员 30 主管 《专业核心技能综合实训》 贵州贵茶公司

十三、人才培养实训条件

㈠校内实训环境

校内实训要求能同时满足 50 名学生开展茶园基地管理、茶叶加工、茶叶审评、茶

叶理化检测及茶艺表演等相关实训项目的要求，具体实训室见下表：

序号 实验实训室名称 面积（㎡） 工位数（个） 主要设备 备注

1
茶树种质资源科技示

范园
6675 100

单人修剪机 2 台、双人修剪机 1

台、单人采茶机 2台、双人采

茶机 1台、旋耕机 1部

有国家级、省市

级良种 20个，可

进行茶园工技能

鉴定培训与考试

2 茶叶加工室 100 50

滚筒名茶杀青机 1 台、微波杀

青机 1 台、揉捻机两台、理条

机 1 台、炒干机 1台、烘焙机 1

可开展茶叶加工

工技能鉴定培训

与考试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3

台、提香机 1台，电炒锅 3个。

3 茶叶感官审评室 80 50

干平台 1 套、湿评台 2 套，评

茶用具 50 套，消毒柜 1 台、冰

箱 1 台、茶叶陈列柜 2 台

配有多媒体教学

设备，可供高级

评茶员技能鉴定

培训与考试

4 茶艺技能实训室 80 50

茶艺室高档装修，实木茶艺展

示台 7 套，茶艺展示用具 50 于

套，茶叶保鲜冰箱 1 台、茶艺

服装 20 套。

配有多媒体教学

设备，可供高级

茶艺师技能鉴定

培训与考试

5 农产品检测实训室 80 50

定氮仪 1 套、通风厨 1 套，水

浴锅 5 个，旋转蒸发仪 1 套、

农残速测仪 3 套、烘箱 1 个、

马弗炉 1 个等

配备齐全的茶叶

检验设备，可进

行茶叶内含成分

的测定

6 农产品加工实训室 80 50

配备榨汁机、微波炉、烤

箱、电饭煲、面条机、冰

激凌机、电炒锅、冰箱、

烘焙用具等设施设备，内

部硬件、软件齐全

配备齐全的茶食

品加工设备，可

进 行 茶 食 品 研

发、制作、加工

7 形体训练室 90 30

室内高档装修，木质地板，配

有两面墙镜、多个把杆、1套多

媒体音响设备等

可进行舞蹈、形

体训练等

8 气相色谱室 90 20 岛津气相色谱仪 1套
可进行茶叶农残

测定

9 液相色谱室 90 20 液相色谱仪 1套
可进行微量元素

测定

10 原子吸收室 90 20
岛津原子吸收仪 1套、普析火

焰原子吸收仪 1套

可进行重金属测

定

㈡校外实训环境

校外实训基地要求管理理念超前、技术先进，设备配置规范合理，合作意识强，注

重文化建设。其中紧密型合作企业 4 家，提供工位数每企不少于 20 个，满足该专业教

学实训、综合实训，科研需要。松散型合作企业 20 家，提供工位数每企不少于 5 个，

满足该专业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需要。

十四、人才培养教学资源

㈠专业资源

专业资源主要有行业公共资源，研究所、国家省、市科研课题等，与专业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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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见下表：

序号 名称 备注

1 中国知网 校内公共资源

2 维普期刊 校内公共资源

3 贵州数字图书馆 校内公共资源

4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铜仁茶叶综合试验站 专业主持

5 贵州省“茶艺技能大师”工作室 专业主持

6 国家级“评茶技能大师”工作室 专业主持

7 铜仁市茶叶研究所 专业主持

8 铜仁市茶叶行业协会 专业为理事会单位

9 铜仁市质量检测中心 校企共建

㈡课程资源

序号 课程名称 网址

1 茶树栽培与良种繁育技术 http://xw.trzy.cn:880/2012/teag/

2 茶叶加工技术 http://xw.trzy.cn:880/2012/teap/

3 现代茶叶机械的使用及维护技术 http://xw.trzy.cn:880/2012/team/

4 茶叶感官审评技术 http://xw.trzy.cn:880/2012/ggps/

5 茶艺 http://xw.trzy.cn:880/2012/teaa/

十五、人才培养制度保障

专业制定《专业建设管理委员会工作职责》、《专业、企业合作制度》、《教师联

系企业制度》、《教师培养制度》、《顶岗实习管理制度》、《专业教学考核制度》等

制度，保障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

十六、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依据

本方案制定的依据主要有两个，即人才培养需求调研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其中

人才培养需求调研是本方案制定的逻辑起点，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是本方案制定的政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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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人才培养需求调研

⒈地方生态茶产业发展调研，侧重了解毕业生就业主要去向和人才培养规模。

⒉茶叶企业职业岗位调研，侧重分析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围绕职业岗位所需的

知识、能力和素质，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

⒊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侧重了解毕业生就业创业状况和学生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的

建议，并据此每年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㈡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

依据国家、教育部相关教育教学政策文件，确定人才培养层次、专业改革方向、发

展路径等。主要的政策文件如下：

1.《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

〔2019〕13 号）；

2.《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细则（试行）》（职院发

〔2019〕63 号）；

3.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 号）；

4.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5.《省教育厅关于开设好 2020 年秋季学期各级各类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地方课

程的通知》（黔教函〔2020〕235 号）；

6.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建设标准》的通知；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8.《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铜 职院发〔2018〕62 号）。

9.《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细 则（试行）》（职院

发〔2019〕63 号）。

10.《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四类（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 新型农民）生源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办法（试行）》（铜 职院发〔2019〕97 号）。

11.《国际学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指导意见》。

12.教育部《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

13.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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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审定意见

㈠二级学院审定意见

二级学院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㈡教学工作部审定意见

教学工作部签章：

年 月 日

㈢学院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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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院长办公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㈤党委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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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人才培养方案附件

附件 1：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一、专业人才需求调研基本情况

㈠调研目的

根据 2019 年人才需求调研情况，依托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铜仁茶叶综合试验站，

进一步调研铜仁市茶产业分布状况，岗位人才需求状况，作为专业 2020 级人才培养方

案修订的依据，更好地为地方茶产业服务。

㈡调研对象

重点调研铜仁市农委生态茶产业办公室，印江、石阡、思南、松桃、沿河县茶业职

能部门；和泰茶业、梵锦茶业有限公司、懿兴茶业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

㈢调研项目

⒈铜仁市茶叶产业分布状况；

⒉铜仁市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规模、岗位及素质能力要求。

㈣调研时间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6月 28 日

㈤调研方法

⒈问卷调研

⑴对铜仁市茶叶主管部门、县、职能部门采用问卷调查；

⑵对毕业生主要就业单位采用问卷调查。

⒉走访调研

对贵州贵茶有限公司、梵锦茶业有限公司、梵净山生态茶业有限公司、江口鑫凡茶

业有限公司等紧密型主要合作企业，进行走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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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专家座谈会

调研邀请行业专家、企业代表、进行了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建设的座谈研讨。

㈥调研组织

⒈成立专业调研小组，专业主任任组长。

⒉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4月 20 日，问卷调研及走访调研。

⒊2020 年 4 月 20 日至 5月 12 日，问卷收集及调研资料整理。

⒋2019 年 5 月 12 日至 6月 28 日，数据分析，编写调研报告。

二、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数据分析

㈠专业人才需求总量与结构数据分析

⒈铜仁市生态茶产业分布状况

调研得知，铜仁市共有石阡、印江等 7个主要种茶县，茶园总面积 169 万亩，其面

积分布见表 2-1：

表 2-1 铜仁市生态茶产业分布情况表

县名 石阡 印江 松桃 沿河 德江 思南 江口 合计

面积（亩） 32．6 36.5 21.71 22.3 18.2 20.23 17.39 169

⒉铜仁市基层职能部门人才需求状况

通过调研得知，铜仁市行业职能部门为：铜仁市茶产业生态领导小组、7个县茶叶

局，111 个乡镇茶叶工作站，全市共有茶叶从业人员岗位事业编制 672 人，现在编 320

人，大专以上学历 42 人 ，且 80%左右非茶叶专业毕业，系通过短期培训，边学边做转

型的技术人才，经调研统计各职能部门专业技术人才缺口在 40%以上，总计缺编 352 人，

需要茶相关专业人才 80%以上，具体人才层次结构情况见表 2-2：

表 2-2 铜仁市基层职能部门技术人才层次结构需求一览表

本科以上学历需求 大专学历需求 茶相关专业人才需求

比例（%） 数量（人） 比例（%） 数量（人） 本科以上学历（人） 大专学历（人）

42 147 58 204 117 163

备注：尽管职能部门渴求部分高端人才，但本科以上学历人才基本不愿下基层，现在编人员大

专以上学历仅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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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铜仁市茶企业人才需求状况

经调研，铜仁市共有茶叶企业 431 家，其中，生产企业 285 家，经营性企业 146 家。

据不完全统计，茶叶从业人员 15 余万人（包括茶农），其中，大专以上企业技术管理

人员 62 人，80%以上企业无高学历，高素质，高技能型专业人才，企业技术支撑主要来

源于能工巧匠，高端技能型应用人才极度匮乏，具体调研情况见表 2-3 和 2-4：

表 2-3 铜仁市茶企技术人才层次结构需求一览表

现有技术人员 人才需求预测

在职人员 大专及以上学历
人才缺口

（人）
本科以上学历 大专学历 其他

731 人
比例% 人数

10000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8 62 28 2800 52 5200 20 2000

表 2-4 铜仁市茶企高端技能型技术人才岗位需求一览表

基地管理（人） 茶叶加工（人） 茶叶评审（人） 茶叶营销（人） 合计（人）

1040 2600 520 1040 5200

注：人才需求预测，根据调研数据整理，基本按 1000 亩茶园最低配备 2 名茶园技术管理人员、

5名加工技术人员、1 名产品评审人员、2名营销人员计算。

通过对行业职能部门的调研得知：铜仁生态茶产业发展，将从面积规模型向质量效

益型转变，将调整产品结构，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延伸，实现产业技术升级，从而意味

着高端技术人才需求将进一步增大。

⒋专业人才能力素质情况分析

⑴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能力及素质要求

通过发放问卷、座谈等方式，对用人单位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进行调查，共调研基

层职能部门 7家，大、中型企业 22 家，调研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对人才能力的总体要

求为复合型人才，既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同时更要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及工作能力，

通过调研，用人单位对人才素质及能力要求关注情况见表 2-5：

表 2-5 用人单位对人才素质及能力关注情况统计表

基层职能部门 企业

素质及能力要求 关注度（%） 素质及能力要求 关注度（%）

A.热爱农村工作 98.2 A.身心健康 100

B.身心健康 90.5 B.忠诚于企业 95.5

C.服务能力 86.5 C.团队协作能力 95.2

D.团队协作能力 86.2 D.独立工作能力 85.2

E.环境适应能力 78.3 E.创新能力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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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沟通表达能力 78.0 F.沟通表达能力 75.0

G.情绪管理能力 70.2 G.社交能力 72.2

H.应用写作能力 65.0 H.情绪管理能力 70.2

⑵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评价

通过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综合评价，对学生的敬业精神、团队意识及专业素质总体

认可度较高，部分单位建议加强综合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具体调研情况见表 2-6：

表 2-6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评价认可度统计表

素质及能力 敬业精神 信誉度 团队意识 专业能力 社会能力 创新精神

认可度（%） 98 98 95 91 88 82

三、专业人才需求调研的收获及体会

㈠通过调研进一步摸清了铜仁市茶产业规模及分布状况，为专业调整人才培养规模

提供了依据。

㈡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专业人才就业去向及岗位，为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提供

了依据。

㈢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所需的素质及能力要求，为调整专业课程体

系提供了依据。

㈣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就业岗位所需的知识及技能要求，为教师开发岗位能力课程

提供了依据。

四、对专业建设及其改革发展的建议

㈠根据产业发展动态，进一步明确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及培养方向

结合铜仁茶产业发展动态，进一步开展职业岗位变化、人才需求情况调研，使专业

人才培养规模及方向始终紧贴茶产业需求。

㈡加大对学生身心健康、独立工作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力度

专业应加大对学生身心健康、团队精神、独立工作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应把素

质教育引入课堂，提高学生社会活动能力。

㈢加大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力度，开发本土特色课程，共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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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引入行业标准，立足铜仁茶产业特色，校企合作共同开发

本土特色课程，共同培育乡土人才。

附件 2：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

一、毕业生跟踪调查基本情况

㈠调研目的

根据 2020 届专业毕业生跟踪调查情况，进一步调研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岗位

胜任能力及对母校人才培养的建议，作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

培养方式的依据之一。

㈡调研对象

⒈2018 届、2019 届毕业生

⒉毕业生所在用人单位

㈢调研项目

⒈毕业生从事工作的单位性质、工资收入情况、就业对口情况、对专业课程体系评

价、教学运行效果评价、就业满意度评价、用人单位评价。

⒉毕业生对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教学管理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适应能力、思想品德、职业素养、工作态度、专业技能、创新

能力的评价。

⒋用人单位对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包括毕业生岗位能力、学历

层次、综合素质等。

㈣调研时间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22 日

㈤调研方法

问卷调查法、电话访谈法、实地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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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调研形式

以问卷调查、电话访谈、实地调查等形式开展调研。将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毕

业生就业反馈调查表、毕业生综合素质追踪调查表以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发送给毕业

生及用人单位，毕业生及用人单位填写完整后及时将问卷寄回。目前，对毕业生共发出

调查问卷 60 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54 份，对用人单位共发出调查问卷 20 份,回收有效

调查问卷 17 份，走访了 8家用人单位。

㈦调研组织

组长：专业主任

组员：专任教师 4人

⒈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月 2日，问卷调研及走访调研。

⒉2020 年 2 月 2 日至 2月 15 日，日资料收集与整理。

⒊2020 年 2 月 15 日至 3月 22 日，编写调研报告。

二、毕业生就业质量调研情况分析

㈠毕业生就业岗位分布情况分析

通过对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 2018 届、2019 届毕业生的就业跟踪调查，茶树栽

培与茶叶加工专业学生就业岗位类型、分布比例见表 2-1：

表 2-1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分布一览表

就业单位

性质
就业岗位层次

学生人数

（人）

岗位比例

(%）

总比例

（%）

初次就业率

（%）

行政事业单位

行政岗位 1 1.1

31.1

96.7

中职教师 5 5.6

技术指导员 22 24.4

茶叶经营企业

营销主管 2 2.2

34.4
技术主管 5 5.6

茶叶营销员 16 17.8

茶叶质检员 8 8.9

茶叶加工厂

加工技术员 5 5.6

13.3厂长 1 1.1

车间主任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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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单位

性质
就业岗位层次

学生人数

（人）

岗位比例

(%）

总比例

（%）

初次就业率

（%）

基地经理 1 1.1

基地管理员 3 3.3

茶楼茶庄 茶艺师 10 11.1 11.1

自主创业 自主创业 6 6.7 6.7

其它 升学、入伍 3 3.3 3.3 —

调查结果显示：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毕业生通过社会公开招考进入行政事业单

位工作共 28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31.1%；进入茶厂及相关企业工作共 43 人，占毕业

生总人数的 47.8%；在茶楼茶庄从事茶艺师工作共 10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1.1%；自

主创业 6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6.7%；升学、入伍共 3人，占 3.4%。经统计，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达 96.7%，专业对口率达 86.5%。

㈡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情况分析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 2018、2019 届毕业生的就业反馈问卷调查显示：12%的毕

业生对目前工作非常满意；49%的毕业生比较满意；31%的毕业生一般满意；8%的毕业生

不太满意。具体情况见图 2-1：

图 2-1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情况

由图 2-1 可知，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较高，学生通过学习

茶树栽培、茶叶加工、茶叶审评与检验及茶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茶园规划、茶

叶生产与加工、茶园经营管理等基本技能。专业技能与就业岗位接轨，专业对口率高是

毕业生对目前工作比较满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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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毕业生就业薪酬水平对比分析

图 2-2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毕业生月薪酬水平分布情况

由图 2-2 可知，学生就业后薪酬水平与就业单位和就业岗位密切相关，问卷调查显

示：就业于基层职能部门的毕业生月薪酬水平在 1500-3000 元，就业于茶厂（场）、茶

馆茶楼的毕业生月薪酬水平在 3000-5000 元，就业于茶叶销售企业的毕业生月薪酬水平

在 2000-10000 元不等，差距主要由个人销售业绩、企业经营效益造成。 此外，自主创

业的毕业生收入差距也较大，主要由个体经营状况的好坏决定。

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分析

从图 2-3 数据分布可以看出，用人单位最满意学生的素质为敬业精神、诚实守信、

团队意识；比较满意的为专业素质和交际沟通能力；基本满意的为实践能力。大多数用

人单位认为毕业生的组织协调能力有待提升，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心理素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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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综合素质评价分布情况

当被问到“技能培养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时，大多数用人单位认为毕业生的专业基

础理论和实践能力较强，但还要继续加强综合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见图 2-4 所示。

图 2-4 技能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布情况

㈤毕业生对行业企业的认同感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有 18%的毕业生认为自己的工作单位前景

较好、个人发展空间大，企业认同感非常高；有 42%的毕业生认为自己的工作单位地域

环境较好，管理科学，企业认同感比较高；有 31%的毕业生认为在就业初期薪资待遇较

低而频繁跳槽，企业认同感一般；有 9%的学生打算转业或自主创业，企业认同感较低。

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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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毕业生对行业企业认同感评价情况

三、毕业生对学校及其专业发展的建议

㈠重点抓好顶岗实习环节

学校要积极引导教师深入到顶岗实习一线去实地指导学生，把理论知识带到现场去

讲，激发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学习的动力，充实顶岗实习现场的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

就业竞争力。

㈡开展企业家进校园活动

专业应多邀请行业成功人士来校做报告，分享他们成功经验，心得体会，讲授现代

社会人才标准及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度量标准等，有利于创新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方

法。

㈢加强横向联系，进一步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通过实训基地建设与企业加强合作，有选择地与各大中型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使校园招聘温馨化、小型化、全年化、常态化，为学生就业拓宽

选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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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思考及建议

㈠搭建素质培养平台，满足个性化成长需要

用人单位普遍对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学生的敬业精神、团队意识等人文素养表

示了肯定。专业应进一步搭建素质培养平台，按学生个性化成长的需要培养。

㈡进一步明确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调查结果，专业毕业生主要在大中型民营茶企、行业基层部门就业，因此，专

业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应有针对性，适用性，可持续性。

㈢毕业生跟踪服务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毕业生的跟踪服务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建立毕业生就业跟踪系统，对毕业生及

用人单位进行定期寻访，收集人才培养反馈信息，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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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毕业生就业反馈调查表

亲爱的各位校友：

您好！

为了解各位同学毕业后的工作情况，进一步提高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改革教学内

容与课程体系，特开展毕业生跟踪调查，请给予协助，填写本表寄回班主任。谢谢您的

支持！

毕业生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专业

毕业时间 QQ号 E-mail

联系电话 就业单位与邮编

⒈你目前从事工作的单位性质：

A.国有大型企业 B.国有中小型企业

C.小事业单位 D.国家机关

E.私营民营企业 F.自己创的企业

G.外资企业 H.其它（请写明）

⒉你的年工资收入是多少：

A.20000 元以下 B.2000 元-30000 元

C.30000 元-500000 元 D.50000 元以上

⒊你是否感到工作有成就感：

A.肯定有 B.有时有

C.不确定 D.没有

⒋你的个人能力及特长是否得到了发挥：

A.绝对得到发挥 B.基本得到发挥

C.不确定 D.没有得到发挥

⒌你经常参加培训吗:

A.经常参加培训 B.偶尔参加培训

C.不确定 D.没有培训

⒍你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在不断进步吗:

A.非常大的进步 B.基本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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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确定 D.没有进步

⒎你对你的工作能力提升感到满意吗: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⒏你的工作环境感到舒适吗:

A.非常舒适 B.比较舒适

C.基本舒适 D.不舒适

⒐你对自己及周围同事的工作质量是否感到满意: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⒑您是否有机会学到新的东西:

A.经常 B.有时

C.极少 D.完全没有

⒒你对个人发展机遇是否满意: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⒓你对用人单位的总体评价: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基本满意 D.不满意

⒔您希望得到何种方式的培训来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多选，不超过 3项）

A.增加理论知识或操作技能授课 B.部门内工作岗位轮换

C.不同部门间调动 D.开展学历进修

E.外派培训 F.其它：

⒕你的工作成果及主要业绩：

⒖你对学校专业设置、课程改革等方面的建议：

填表日期：

调查表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你的支持。如有其他问题，请与徐代华、陈玲老师联

系，联系电话：13885634486、1598567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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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毕业生综合素质追踪调查表

尊敬的用人单位：

您好！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专业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工作，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市场的需求，把握办学方向，找准人才培养定位，更好地培养符

合社会和市场需要的合格人才，特制定本调查问卷。请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填写此问卷，

对于您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E-mail

填写要求：1、请在您认为合适的选项上划“√”；

2、除注明（多选）外，其余均为单选。

1.贵单位属于以下哪种性质的单位：

A.党政机关 B.事业（高等学校、科研设计单位、其他教学单位等）

C.部队 D.国有集体企业 E.私营或民营企业

F.三资企业 G.其他_______(请注明)

2.贵单位的规模：

A.大型 B.中型 C.小型

D.其它_______(请注明)

3.贵单位所在地为：

A.大城市 B.中等城市 C.小城市

D.乡镇 E.其它_______(请注明)

4.从贵单位看，我院毕业生与其它重点大学毕业生在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上相比：

A.有一定优势 B.差不多 C.有一定差距

D.有明显差距 E.各有所长

5.您认为我院毕业生在专业及综合知识储备上：

A.非常充足 B.比较充足 C.一般

D.较欠缺

6.我院毕业生在贵单位从上岗到胜任工作的适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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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很快 B.较快 C.一般

D.较慢

7.请您对我院毕业生在智力、知识各方面的表现给予评价（在相应栏划√）

内 容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专业学习成绩

专业动手能力

综合知识水平

外语水平

文字表达水平

计算机操作水平

8.请您对我院毕业生在人格素质各方面的表现给予评价（在相应栏划√）

内 容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自我调控的能力

与他人相处的能力

适应环境的能力

表达与表现的能力

沟通与合作能力

实践与操作实施能力

学习与创新开拓能力

组织与影响他人能力

工作责任心

理想信念与道德自律

9.您认为我院毕业生在下面列举的各方面中,做得比较好的是：_________;做得比

较欠缺的是：__________（多选，各不超过三项）

A.对企业忠诚，团队归属感 B.适应环境能力

C.敬业精神和职业素质 D.自我调控能力

E.沟通能力和亲和力 F.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G.工作激情 H.表现能力

I.操作实施能力 J.学习与创新能力

K.组织与影响他人的能力

10.您认为我专业“按季分项、分组论训”的教学模式与社会需求是否适应：

A.很适应 B.较适应

C.一般 D.不太适应

如果不适应，是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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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您认为，我院在人才培养和教学方面应做哪些改革（多选，不超过三项）：

A.加强基础知识的培养、拓宽知识面

B.加强专业知识的培养

C.强化教学的实习、见习及社会实践环节，加强应用能力的培养

D.加强人生观、职业道德和劳动态度的培养

E.加强个人道德和修养

F.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训练

G.加强人际沟通能力及协调能力的培养

H.加强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I.知识传授要结合“前沿”，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

J.加强英语及计算机教学的力度

K.加强文字水平及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L.其他_______(请注明)

12.您对我校学生岗位工作情况满意度：

A.很满意 B.比较满意

C.尚可 D.一般

E.不太满意

13.您希望我专业其他需改进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问卷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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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茶叶主产地政府主管部门调查问卷

尊敬的女士/先生：

您好！本次调研是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组织的公益性调研，调研

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贵地茶叶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所得数据仅作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制定

产业政策使用，绝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敬请客观准确地填写问卷。您对本次调查有任

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0571-86650211 传真：0571-86650315，电子邮箱：

sunyeliang@mail.tricaas.com

被调研对象： 省 县（市） 局（委） 办

公室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主产茶类

⒈茶园面积（万亩）与总产量（万吨）：

年 份 2018 2019 2020（预计）

茶园总面积（万亩）

其中：开采面积

有机茶园面积

无性系茶园面积

干茶总产量（万吨）

其中：绿茶

红茶

乌龙茶

普洱茶

黑茶

⒉农业总产值及收入情况（单位：万元）：

年 份 2018 2019 2020（预计）

农业总产值（万元）

其中：茶叶总产值

农民年家庭纯收入

茶农年家庭纯收入

⒊茶叶品牌与商标数量（个）（填写 2020 年前有效使用的，无论目前是否还有效）：

国家级 省级（含直辖市） 市级（不含县级市）

中国驰名商标 省级著名商标 市著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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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牌农产品 省级名牌农产品 市知名商标

省级名牌 市名牌农产品

⒋茶叶经营主体情况(个)：

年 份 2018 2019 2020（预计）

工商注册的茶叶企业数

估计本地全部茶叶企业总数

其中：销售额≥1.5 亿

1 千万≤销售额＜1.5 亿

5 百万≤销售额＜1千万

龙头企业总数（各部门认定的都算）

其中：国家级

省部级

地市级（不含县级市）

茶叶专业合作社数

茶叶批发市场数

⒌贵地（省、市、县）茶叶企业与茶农的主要连接方式（多选并按数量排序）：

第一 第二 第三

①公司+基地+茶农 ②公司+协会+茶农 ③公司+茶农 ④批发市场+茶农

⑤公司+合作社+茶农 ⑥其他 (请注明)

⒍贵地茶叶产业总体上有哪些问题（多选并排序）：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①企业规模小 ②缺少龙头企业带动 ③产品附加值低

④缺乏知名品牌 ⑤种植分散且规模小 ⑥经营管理人才匮乏

⑦营销渠道建设乏力 ⑧土地、生态等资源限制 ⑨劳动力成本高

⒎您认为对本地茶产业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单选）：

①龙头企业带动 ②批发市场 ③公共品牌（政府品牌打造）

④合作社 ⑤其他（请注明）

⒏本级政府在茶业产业的投入情况：

项目 2019 2020 预计

年扶持资金总额 万元 万元

年宣传投入额 万元 万元

年举办节会次数 次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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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用人单位人才需求调查表

尊敬的用人单位：

您好！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专业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工作，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市场的需求，把握办学方向，找准人才培养定位，更好地培养符

合社会和市场需要的合格人才，特制定本调查问卷。请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填写此问卷，

对于您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一、贵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编

二、贵单位人才现状及人才需求预测

人才现状

在编人数（人）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 大专学历（人） 中专学历（人）

人才需求预测

缺编人数（人）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 大专学历（人） 中专学历（人）

三.请您对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人才下列素质与能力要求关注度做出选择（在

相应栏划√）

素质与能力 非常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身心健康

热爱农村工作

忠诚度

团队协作能力

社交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情绪管理能力

应用写作能力

环境适应能力

独立工作能力

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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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您对我专业毕业生素质及能力表现给予评价（在相应栏划√）

内 容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敬业精神

信誉度

团队意识

社会能力

创新精神

五.请您对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人才培养提出建议：

问卷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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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教学评价标准

专业教学评价标准是开展专业教学质量评价的依据。本专业教学评价标准是依据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基于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借鉴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及其教学

评价标准，结合行业评价、企业评价和学校评价的不同特点而制定的。

一、专业教学评价的主体及评价内容

㈠学校教师课程评价

学校教师课程评价，包括教务部门对课程及教学团队的总体评价、专业教研室对课

程教学组织及运行评价、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及效果评价以及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评

价。具体评价内容见表 1-1。

表 1-1 教师课程评价主体及评价内容

序

号

评价

主体
评价内容

1
教务

部门

课程及教学团队评价，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队伍、实

践条件、教学效果等

2

专业

教研

室

课程教学组织及运行评价，包括：课程标准、课程教学实施方案、教材编写及选用、

课程教学单元设计、授课计划、教学评价及考核、教学资源库建设、教学总结等

3 教师 学生学习过程及效果评价，包括：学习态度、作业完成情况、技能训练、课程考试等

4 学生
教师教学效果评价，包括：师德师风表现、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改革、教学组织

安排、教学满意度等

㈡行业资格评价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行业职业资格认证，包括：茶园工、

茶叶加工工、评茶员、茶艺师等。

㈢用人单位综合评价

用人单位综合评价，包括实习单位对在校生教学实习、顶岗实习期综合表现的评价，

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的评价。具体评价内容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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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用人单位评价主体及评价内容

序号 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

1 实习单位
在校生实习表现评价，包括：实习态度、实习任务完成情况、毕业设计等综合表

现

2 就业单位 毕业生满意度评价，包括：岗位胜任力、职业态度、忠诚度、创新能力等

二、专业教学评价的指标、分值及权重

㈠专业课程评价指标

1.教务部门对专业课程的评价指标（100 分）

教务部门专业课程评价指标，参照国家精品课程高职评审指标（2020）执行，评审

标准、分值及权重、具体见表 2-1。

表 2-1 教务部门对专业课程评价指标

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主要

观测

点

评审标准
分

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1

课

程

设

置

10

分

课

程

定

位

性质

与作

用

专业课程体系符合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相关技

术领域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本课程对学生职业

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养成起主要支撑或明显促进作用，

且与前、后续课程衔接得当。

4

课

程

设

计

理念

与思

路

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与行业企业合作进行基于工作

过程的课程开发与设计，充分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开

放性的要求。

6

2

教

学

内

容

25

分

内

容

选

取

针对

性和

适用

性

根据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和完成职业岗位实际工作任务

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选取教学内容，并为

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

0

内

容

组

织

组织

与安

排

遵循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规律，以真实工作任务及

其工作过程为依据整合、序化教学内容，科学设计学习

性工作任务，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实

训、实习等教学环节设计合理。

1

0

表

现

形

式

教材

及相

关资

料

用先进、适用教材，与行业企业合作编写工学结合特色

教材，课件、案例、习题、实训实习项目、学习指南等

教学相关资料齐全，符合课程设计要求，满足网络课程

教学需要。

5

3
教

学

教

学

教学

模式

重视学生在校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有针对性地采

取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课堂与实习地点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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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主要

观测

点

评审标准
分

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方

法

与

手

段

25

分

设

计

体化等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

教

学

方

法

教学

方法

的运

用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案例分析、分组讨

论、角色扮演、启发引导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

考、乐于实践，提高教、学效果。

6

教

学

手

段

信息

技术

的应

用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建立虚拟社会、虚

拟企业、虚拟车间、虚拟项目等仿真教学环境，优化教

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取得实效。

6

网

络

教

学

环

境

网络

教学

资源

和硬

件环

境

网络教学资源丰富，架构合理，硬件环境能够支撑网络

课程的正常运行，并能有效共享。
5

4

教

学

队

伍

20

分

主

讲

教

师

师德、

能力

与水

平

师德高尚、治学严谨；执教能力强，教学效果好，参与

和承担教育研究或教学改革项目，成果显著；与企业联

系密切，参与校企合作或相关专业技术服务项目，成效

明显，并在行业企业有一定影响。

1

0

教

学

队

伍

结

构

双师

结构、

专兼

职比

例

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和有企业经历的教师比例、

专业教师中来自行业企业的兼职教师比例符合课程性

质和教学实施的要求；行业企业兼职教师承担有适当比

例的课程教学任务，特别是主要的实践教学任务。

1

0

5

时

间

条

件

10

分

校

内

实

训

条

件

设备

与环

境

实训基地由行业企业与学校共同参与建设，能够满足课

程生产性实训或仿真实训的需要，设备、设施利用率高。
6

校

外

实

习

环

境

建设

与利

用

与校内实训基地统筹规划，布点合理，功能明确，为课

程的实践教学提供真实的工程环境，能够满足学生了解

企业实际、体验企业文化的需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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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主要

观测

点

评审标准
分

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6

教

学

效

果

10

分

教

学

评

价

专家、

督导

及学

生评

价

校外专家、行业企业专家、校内督导及学生评价结果优

良。
5

社

会

评

价

社会

认可

度

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强，实训、实习产品能够体现应用价

值；课程对应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能水平证

书获取率高，相应技能竞赛获奖率高。

5

7

加

分

项

特色与创新
5

0

学校对精品课程建设的政策支持与措施
5

0

2.教研室对专业课程教学组织及运行的评价指标（100 分）

教研室专业课程教学组织的评价的指标包括：课程标准、课程教学实施方案、教材

编写及选用、课程教学单元设计、授课计划、教学评价及考核、教学资源库建设、教学

总结等，具体分值及权重见表 2-2。

表 2-2 教研室专业课程评价指标

序

号

评价

指标
评价标准

分

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1
课程

标准

设计理念和思路与茶产业特点相吻合；学习情境设计，突出职业性和

应用性；教学内容选取以职业岗位知识、能力、素养为依据，以工作

任务/项目及其工作过程/流程为依据整合序化。

2

5

2

教学

单元

设计

教学设计紧贴职业岗位需求，具有前沿性，先进性；理论知识以适用、

够用为度；技能训练，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融入学生创新意识

培养。

2

0

3

课程

教学

实施

方案

课程团队专兼结合；教学内容的组织与选取符合课程目标；教学模式

体现工学结合；教学实施以学生学习力培养为主，教师引导为辅；考

核评价采用形成性考核，注重过程评价。

1

5

4 教材 课程教材优先选择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岗位能力课程编写项目任务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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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价

指标
评价标准

分

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编写

及选

用

校本教材；有针对性、适用性的参考书目；教材内容每年根据教学目

标更新。

0

5
授课

计划

理论教学学时不高于课程总学时的 50%；岗位课程，兼职教师授课比

例不低于 50%；单项技能训练校内实训基地完成，综合实训校外实训

基地完成；教学进度符合专业"按季分项，学用结合"人才培养运行特

点。

1

0

6

教学

评价

及考

核

教案（电子课件）书写（制作）规范；作业（课业）布置难易程度合

理，批改规范；实验（实训）学生独立完成率高；学生学习过程记录

完整；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课程考核命题合理，突出考核重

点、技能操作规范、成绩评定公平。

1

0

7

教学

资源

库建

设

岗位能力课程有课程网站，教学案例、试题库、课业库齐全，每年对

网站内容有更新；有相关的学习网站、标准、图书资源等。
5

8

课程

教学

总结

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是否体现工学结合；教学方法

是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教学中存在

什么问题，应如何改进。

5

3.教师专业课程教学考核评价指标（100 分）

教师专业课程教学考核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学生学习态度、作业完成情况、技能训

练等过程评价，以及课程考试，具体分值及权重见表 2-3。

表 2-3 教师专业课程教学考核评价指标

序

号

评

价

指

标

评价标准
分

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1

过

程

考

核

到课率高、自学能力强；课堂表现活跃，参与度高；遵守课堂纪

律，服从管理及引导；保质保量按时提交作业、实训报告。

3

0

2

理

论

考

考试课程采用试题库命题、闭卷考试、教考分离的方式，侧重考

核应用性知识；考查课程采用项目设计考试，侧重知识的应用程

度。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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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

价

指

标

评价标准
分

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试

3

技

能

考

试

采用课业 PPT 汇报、口试、面试、实际操作的方式，具有较强的

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及技能操作能力；现场操作由学生分组进行，

面试由个人单独进行。

3

5

4.学生专业课程教学评价指标（100 分）

学生对专业课的教学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师德师风表现、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

改革、教学组织安排、教学满意度，其分值、权重见表 2-4。

表 2-4 学生专业课程教学评价指标

序

号

评价

指标
评价标准

分

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1

师德

师风

表现

教态自然、教风朴素、情绪饱满；尊重学生，平等待生、责

任心强。

1

0

2

教学

内容

更新

教学知识覆盖面广，能激发学习兴趣；技能训练项目操作性

强，学生参与度高。

2

5

3
教学

组织

教案、课件等资料准备充分；教学目标明确,重点难点突出，

注重学生能力的提升；授课熟练、顺畅，理论、实践结合紧

密。

2

0

4

教学

方法

改革

教学方法生动灵活，因材施教；采取参与式、直观性、案例

等综合教法；结合网络、多媒体、软件等现代化技术。

2

0

5

教学

满意

度

课堂气氛活跃、能激发学习兴趣；多数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有不同收获；所学知识，技能的应用性强。

2

5

㈡专业行业资格评价指标

专业学生要求考核的职业资格种类为：茶叶加工工、评茶员、茶艺师，对职业资格

考试过关率进行评价，具体分值、权重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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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专业行业职业资格评价指标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分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0 0.8 0.6 0.4 0.2

1 茶叶加工工 国家三级，过关率 90%以上 30

2 评茶员 国家三级，过关率 70%以上 25

3 茶艺师 国家三级，过关率 40%以上 15

㈢用人单位综合评价指标

1.实习单位对在校生综合评价（100 分）

实习单位对在校生实习表现评价指标，包括实习态度、实习任务完成情况、毕业论

文（设计）等，具体分值及权重见下表 2-6。

表 2-6 实习单位对在校生综合评价指标

序

号

评价指

标
评价标准

分

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1
实习态

度

实习态度端正、遵守企业规章制度；服从企业的安排，听从教

师的指导无擅自离岗现象，教学实习期满 3 个月，顶岗期满 6

个月；有较强的团队合作和敬业精神；

3

0

2

实习任

务完成

情况

按要求完成实习项目以及顶岗任务；有实习日记，实习总结；

能解决一定的生产实际问题。

4

0

3

毕业论

文（设

计）

选题来源于实习或生产实际需要；论文（设计）内容具有可实

施性。

3

0

2.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评价指标（100 分）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的评价指标，包括职业态度、忠诚度、岗位胜任力、创新

能力等，具体分值及权重见下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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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评价指标

序

号

评价

指标
评价标准

分

值

评价等级

A B C D E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1
职业

态度

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吃苦耐劳的精神；自我管理能力、沟通协

作等社交能力较强。

2

5

2
忠诚

度

忠诚于企业，服从企业管理、责任感强；认同企业文化，并试图

影响他人；对企业心存感激，服务意识强，乐于奉献；将企业的

发展与自身的发展并重。

3

0

3

岗位

胜任

力

岗位适应能力和胜任能力较强，用得上；思维灵活、判断力强；

自主学习、不断探索的的意识。

3

0

4
创新

能力
具备一定的创新精神及、持续发展潜力。

1

5

三、专业教学评价的方式

㈠行业资格认证

由具有鉴定资格的农业部特有工种 293 技能鉴定站每年组织认证，包括理论考试

和实操考试。

㈡学校课程考核评价

学校课程考核包括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理论考核可以采取笔试+口试的形式，其

中笔试分为闭卷和开卷两种方式；实践考核包括单项技能考核、综合实训考核、实习考

核，考核方式采取现场操作、提交作品（产品）、汇报、演出、竞赛、答辩等方式。具

体方式根据课程类别及教学条件进行选择。

㈢用人单位调查评价

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专家座谈、电话访谈等方式由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岗位

能力进行评价。

四、专业教学评价的组织

教研室成立考核评价小组，每学期制定出具体的考核方案，报学校教务部门审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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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后实施。课程组制定具体的课程考核方案，经教研室审核通过后实施。

五、专业教学评价的要求

1.专业教研室每学期要制定专业教学评价方案，教师制定课程考核方案，农学院教

务部门制定学生评教方案，并按照学校的教学安排组织实施。

2.考核评价的时间要统筹安排，教学准备检查一般在期初进行，教学过程的评价在

上课期间随机抽查，教学效果的考核评价安排在期末考试前进行。

3.考核评价要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价结果要消除主观及随意性现象。

4.学生对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以及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要求每学期至少各

开展两次。

5.课程理论考试突出知识的应用性，其中出题内容中重点知识点占 70%，难点知识

点占 10%，题型可包括填空、选择、判断、案例分析等。

6.单项技能考核项目来源于企业生产实际，考核采取现场操作与面试相结合，考核

项目不少于技能重点目标的 30%。

7.毕业论文答辩，采取指导教师回避的原则，答辩小组成员不少于 3人，陈述时间

不超过 5分钟。

8.课程教学总结要突出以学生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课程教学改革、特色与创新以及存

在的不足与改进措施等。

9.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的评价，调查企业样本数不少于毕业生就业单位总数的

70%，要求用人单位对专业的人才培养及教学改革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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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顶岗实习管理办法

一、顶岗实习组织管理办法

1.成立专业顶岗实习领导小组，专业主任任组长，专任指导老师任组员，小组成员

共 5人。负责学生顶岗实习的组织安排、巡回指导、检查学生实习。

2.顶岗实习学生由实习单位兼职教师（1人/单位）负责技术指导与管理，负责与顶

岗实习领导小组沟通，协调解决学生实习中出现的问题。

3.顶岗实习时间安排在茶叶生产旺季 1-6 月，顶岗实习单位 80%以上为本土茶企、

事业单位，每家单位实习学生人数不超过 3人。

4.学生顶岗实习之前2个月，顶岗实习小组必须对实习计划单位进行实地调研交流，

签订顶岗实习合作协议，共同制定顶岗实习方案。

5.学生顶岗实习之前，实习领导小组必须组织召开实习动员大会，由二级学院相关

领导及实习小组就实习要求对学生做指导动员，并与学生签订顶岗实习安全责任书。

二、顶岗实习指导教师管理办法

1.对相对集中的顶岗实习基地各选派一名指导教师，协助企业兼职教师管理、指导

学生开展实习工作。

2.做好分散实习学生的跟踪检查记录工作，采用电话、短信、QQ 邮件或其他方式联

系至少每周二次。

3.积极联系各顶岗实习单位指导老师，协调好企业与专业、学生之间的关系，保证

顶岗实习顺利运行。

4.做好学生顶岗实习成绩的考核、评优工作，做好学生实习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

归档工作。

三、顶岗实习学生管理办法

1.认真参加专业组织的顶岗实习动员大会和相关讲座与培训，服从专业的统一安

排。

2.如实填写《顶岗实习申请表》，保证联系方式的准确性，变换实习单位必须在一

周内及时向实习指导老师汇报变换原因和新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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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遵守学校关于顶岗实习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实习单位的各项管理制度，团结协作，

严格按章操作，确保人身安全和生产安全。

4.虚心求教，服从安排，积极主动、认真细致完成岗位的各项工作任务，如实填写

工作日志，及时梳理工作收获及存在问题。

5.顶岗实习结束后，实习学生返校必须提交顶岗实习鉴定表、实习待遇证明、实习

报告等加盖单位公章的实习要求资料，6月 30 日前必须返校。

6.对提供劳动合同、就业协议的同学，如用人单位急需用人，应提供单位证明并向

实习小组申请延迟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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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教师联系企业制度（试行）

专任教师联系企业是教师培训的重要形式，是提高教师专业技能水平和实践教学能

力的有效途径，是加强校企合作、体现专业社会服务能力的具体体现，因此，特制定本

制度。

一、教师联系企业的主要工作内容

1.了解茶叶生产加工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人才需求、工艺流程、产业发展趋势等

基本情况，为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提供修订意见。

2.熟悉茶企业相关岗位职责、操作规范、用人标准及管理制度等具体内容，为专业

课程定位提供依据。

3.学习所教专业在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新方法。

4.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和需求，积极参与企业员工培训和新技术研发横向课题一项

以上。

5.结合企业的生产实际和用人标准，不断完善教学方案，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实践

教学环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6.开发校外实训基地，参与企业管理和指导实习学生工作和学习。

二、教师联系企业的主要形式与组织管理

1.主要形式：教师到企业实践，可根据企业需求和客观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

2.到企业生产现场考察观摩。

3.接受企业技能培训。

4.在企业生产或培训岗位上操作演练。

5.参与企业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

6.在企业挂职锻炼等。

三、组织管理、实施及考核

1.教师联系企业，由专业教研室根据教师实际情况制定计划，报学院审批，方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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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2.每位专任教师至少联系一家和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企业，并制定联系企业实施计

划及方案，由教研室讨论通过。

3.教师到企业工作时间，可利用假期灵活安排，每年累计时间不得少于 1个月。如

需连续挂职，需提出申请，报相关部门审批。

4.教师联系企业必须如实填写工作日记，年终向联系企业及专业教研室提交工作总

结。

5.每年联系企业和专业教研室必须对教师当年联系情况进行考核，并填写教师联系

企业考核表，作为教师双师素质认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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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课程负责人制度

为了推进工学结合课程改革，提高教学水平和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专业特制定课程

负责人制度，保障课程改革顺利实施。

一、课程负责人任职资格

1.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注重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及敬业

精神。

2.课程负责人必须掌握高职教育基本理论，熟悉茶产业岗位对人才素质、知识及能

力要求。

3.课程负责人必须具备中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持有本行业 3级以上职业资格证

书。

4.课程负责人必须担任本课程主讲教师三轮以上，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学，累计企业

经验半年以上。

二、课程负责人职责

1.组织课程组研讨开发项目任务型课程标准、教学实施方案。

2.组织课程组研讨设计课程的学习单元（学习情境）。

3.组织课程组研讨开发教学课件，项目任务型校本教材。

4.组织课程组实施教学，并对教学过程进行检查、监督及评价。

三、课程负责人任免程序与考核

1.凡符合任职资格的教师都可提出申请，经专业建设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报学校相

关部门备案。

2.课程负责人三年一聘，每年年终考核。任期期满后经专业建设委员会考核合格可

以连任。如因进修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可提出更换负责人的申请。

3.专业通过考核发现课程负责人有较大工作失误，可提出换人意见，并通过专业建

设委员会重新聘任课程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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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负责人考核指标

参照专业教学评价标准执行。

茶树栽培与茶叶加工专业制定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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