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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校概况

一、学校简介





第二部分 办学基础能力

一、办学经费

二、教学设施

（一）校舍与教学设施





第三部分 师资队伍建设

一、教师队伍的数量与结构



表 1 年生师比一览表

年度（人数） 2015 2016 2017

教职工定额编制数 690 690 690

教职工数 570 579 590

专任教师数 359 375 387

校内兼课教师 76 73 75

校外兼职教师 82 102 120

校外兼课教师 78 74 32

学生数 9009 9052 9079

生师比 17.38 16.61 15.18







第四部分 专业人才培养

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二、课程体系建设



表 2 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型
2015 2016 2017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理论课（A 类） 136 21.3% 86 14.2% 100 11.4%

理论+实践课（B 类） 373 58.4% 404 65.6% 606 69.2%

实践课（C 类） 130 20.3% 122 20.2% 170 19.4%

合计 639 100% 607 100% 876 100%

表 3 课程属性结构表

三、校内外实践教学

年度 公共课（门数） 专业基础课（门数） 专业课（门数）

2015 40 175 527

2016 35 128 455

2017 69 179 620





第五部分 学生发展

一、招生及生源

表 4 招生计划完成情况

年度 招生计划 实际录取 计划完成率 实际报到 报到率

2015 3450 3357 97.30 3090 92.05

2016 3450 3357 97.30 3106 92.52

2017 3650 3374 92.44 3044 90.22

表 5 自主招生情况

年（人）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自主招生

计划招生总数 1637 1307 1662

实际招生总数 1637 1307 1662

自主招生报名数 1980 1346 1760

二、学生管理与服务







表 6 学校学生 2015-2017年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数据

年份 比赛名称 金奖 银奖 铜奖

2015 年
第十届“发明杯”全国高职高专创新创业大赛 1 1 10

第九届“挑战杯”全区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1 2 3

2016 年
第十一届“发明杯”全国高职高专创新创业大赛 1 2 5

2016 年“创青春”全区大学生创业大赛 10 9 12

2017 年

第十二届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发明杯”创新创业大赛 1 1 7

第三届内蒙古自治区“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1 1

十届“挑战杯”全区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1 3 5

合计 15 19 44



三、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情况

四、就业与发展



表 7 2015-2017年毕业生就业情况

毕业年份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2015 年 2802 人 2,708 人 96.65%

2016 年 2560 人 2440 人 95.31%

2017 年 2363 人 2297 人 97.21%

图 1 2017年各盟市就业地区分布图









第六部分 社会服务能力

一、专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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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业点学生分布



二、向企事业单位提供技术服务情况 





第七部分 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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