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写要求

一、请依据资源库建设基础、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建设方案，如实

填写各项。

二、联合主持单位栏目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如无，请填写“—”。

三、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用全称，同时注明缩

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四、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请

在说明栏中注明。

五、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六、“适用的专业目录”指《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专业目录（2015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或《全国技工学校专

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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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建设单位

1-1

项目

第一

主持

单位

单位名称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望城路 165号

法人代表 左家哺 电话 15973485700 电子邮箱 1075122799@qq.com

账户信息

户名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账号 8111601013600304044

开户行 中信银行衡阳常胜路支行 行号 740411

开户行所在省份 湖南省衡阳市 县区 石鼓区

学校共设 6个二级学院，招生专业 26个，全日制在校生 15771人。先后

获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湖南省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湖南省卓越高等职

业院校、湖南省专业群“双一流”建设单位、湖南省文明标兵校园、湖南省首

批科普教育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硕士专业学位湖南培养基地等荣誉称

号。

现有教授 45人、副教授 211人，博士 16人、硕士 276人，博硕士研究

生导师 22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团队 4个、省级学科带头人 1

名、省级专业带头人 6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人。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

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4项、二等奖 10项、三等

奖 13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 6项、三等奖 13项，获第五届华夏高科技产业创新奖 1项、省

级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一等奖 1项、省级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1项，

主持建设国家级基础能力提升建设专业 2个、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

国家级精品课程 3门、国家级优质共享资源课程 1门、国家级网络课程 1门、

中央财政支持职业教育重点实训基地 1个、湖南省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部

省级重点实习实训基地 3个、省级精品专业 2个、省级精品课程 4门。近五

年，主持完成国家级课题 11项、部省级课题 174项，出版学术著作和国家级

规划教材 370部，发表学术论文 3799篇，主办《湖南生态科学学报》入选国

家级核心期刊 RCCSE。

以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为背景，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1999年我院始建森



2

林生态旅游专业，湖南省唯一，国内领先。20年来，为社会培养近 2000多

名专业人才，先后荣膺省级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试点专业、省级专业教学

团队、国家及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群、2018年获

批省级一流特色专业群，专业综合实力在全国林草类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名

列前茅，高招网推荐指数为 4.4（指数最高值为 5.0）。专业领衔制定全国森林

生态旅游中职、高职教学标准；主持制定的湖南省地方标准 DB43/T

1383—2018《普通高等学校生态校园建设规范》以及参与制定的《湖南省森

林城市建设标准》等，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

1-2

项目

参建

单位

（与本

申报书

9-2委托

业务单

位相吻

合，可

加行）

单位名称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大街 110号

法人代表 肖创伟 电话 13807127339 电子邮箱 295950177@qq.com

单位名称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单位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枫杨路 186号

法人代表 王忠彬 电话 15840583377 电子邮箱 94249649@qq.com

单位名称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文昌东路 19号

法人代表 巫建华 电话 0511-87290000 电子邮箱 940448317@qq.com

单位名称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单位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经开区湖边

法人代表 熊起明 电话 0797-8306789 电子邮箱 184701787@qq.com

单位名称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内大街刘海胡同 7号

法人代表 樊喜斌 电话 010-83143552 电子邮箱 thewaysedu@163.com

单位名称 湖南铁道富孝职业培训学校

单位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 68号中南大学铁道学院内

法人代表 李铭 电话 13548542488 电子邮箱 2363272739@qq.com

单位名称 湖南畅享同游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滩头坪路皇爵大酒店 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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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 丁佳胤 电话 15802539918 电子邮箱 1555672@qq.com

单位名称 湖南风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双佣路 9号长城万富汇金座 2312

法人代表 成帮 电话 18942520507 电子邮箱 273957873@qq.com

单位名称 赤峰亲和力旅行社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天王国际商务楼 410、402、403室

法人代表 衣秀娟 电话 13734892099 电子邮箱

2.项目建设团队

2-1

项目

主持

人

（每个

主持单

位填写

一张）

姓名 屈中正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2.03

所在部门 园林学院 职务 副校长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最终学历 研究生 学位 硕士
教学与技术

专长
森林旅游文化

手机 13974751433 传真 0374-8591335 电子邮箱 ququ377@163.com

通信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望城路 165号 邮编 421005

工作简历（200字以内）：

1996年 7月，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

1996年 7月-1999年,湖南林业专科学校、助教；

2000年-现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员。先后

任副主任、主任；纪委书记、副院长；

2003年-现在，湖南省旅游协会会员，衡阳市旅游学会副会长；

2005年 9月-2007年 6月，中南大学获得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与硕士学位；

2000年 9月-现在，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湖南考区）命题组成员，主讲教

师；

2008年-现在，湖南省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带头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2009年-现在，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2010年-现在，湖南省新世纪 121人才工程人选，湖南省森林生态旅游省级专

业教学团队带头人。

近 5年来承担的教学任务、教学研究（300字以内）：

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中国森林旅游文化》、《中国森林文化基础》和《汉

语言文学》等课程。

主持的研究项目：《高等职业学校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标准》（国家教育

部）《国家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国家教育部），《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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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部）《中国森林旅游旅游文化精品课程》（国家林草局），《湖南省

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示范校》（湖南省教育厅），《衡阳市同心美丽乡村》（衡

阳市）；公开发表文章 60余篇；出版教材、（主编）专著：《高等职业学校森

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标准研究》《中国森林文化基础》、《中国森林旅游文化》

《湖南森林体验森林养生资源概览》《中美林业高等职业教育比较与思辨》；

参编教材《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获奖的项目：《中国森林文化》和《湖南森林体验森林养生资源概览》分

别荣获 2018年全国生态文明信息化教学成果 B等和 C等；《中国森林文化基

础》荣获 2019年全国生态文明信息化教学成果 A等。

近 5年来承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300字以内）：

带领教学团队专业领衔制定全国森林生态旅游中职、高职教学标准；湖

南省地方标准 DB43/T 1383—2018《普通高等学校生态校园建设规范》，主持

的《基于美丽中国的衡阳乡村旅游发展研究》项目为衡阳市的乡村旅游、同

心美丽乡村提供决策咨询作用。

近年来，应湖南省教育厅、林业局、湖南省文化旅游厅、衡阳市文化旅

游体育局等部门邀请，作为专家，多次参加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评审、

湖南省森林城市评价指标专题论证、省级森林城市规划评估；为衡阳市导游

人员做年检培训专题报告，对衡阳市十三五旅游规划专题，全域旅游规划评

审指导、对衡阳市职业教育重点项目进行评估指导，对衡阳市同心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技术指导。

2-2

项目

执行

负责

人

姓名 郑新红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06

所在部门 园林学院 职务 教研室主任
专业技术职

务
讲师

手机 13875746169 传真 电子邮箱 498254282@qq.com

通信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望城路 165号园林学院 邮编 421005

QQ号码 498254282 微信号码 13875746169

工作简历及近 5年来承担的主要工作或项目（500字以内）

2000年至今，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旅游教研室主任。

作为专职老师，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有：《旅行社运行与管理》《旅游学

概论》《客房服务与管理》和技能抽查等课程及培训任务；2015年、2018年
指导学生参加湖南省导游技能比赛并获三等奖；每年指导学生毕业设计。

作为教研室主任，组织本教研室教师认真学习党的教育方针、教育理论

和有关教学文件，端正教学态度,明确教学目的和要求，制定教研室工作计划，

组织编写课程教学大纲，定期组织听课、观摩、讲评和教学经验交流。在教

学中检查本室教师的备课笔记、教案和教师的教学计划执行情况。检查和督



5

促教师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组织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和培训。协助院里落

实相关专业的实践性环节及毕业设计的组织、指导、答辩、评分等工作。

参与国家级现代学徒制项目，参与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主持或参与省级

项目 10项，如《高等职业学校森林生态旅游国家教学标准》《安全视角下的

湖南旅游业研究》《湖南省湖南省一流特色专业群建设项目》《湖南森林旅游

人文资源调查研究》《湖南森林旅游人文资源调查研究与开发利用》等等； 发

表论文 20多篇，其中，核心 5篇；参编教材 10部。一直担任全省导游人员

资格考试现场导游考官。

2-3

项目

财务

负责

人

姓名 邱向英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2.09

所在部门 财务处 职务 处长
专业技术职

务
副研究员

手机 13517345086 传真 电子邮箱 409757441@qq.com

通信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望城路 165号 邮编 421005

QQ号码 409757441 微信号码

工作简历及近 5年来承担的主要工作或项目（500字以内）

2003.07-2017.12 就职于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历任就

业中心副主任、招生科科长、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处长。

2018.01-2019.06 就职于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任

处长。

2019.07-现在 就职于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任处长。

2017年 8月 主持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大中专学生就业创业专

项课题《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导师队伍建设的策略研究 》。

2-4

姓名 石海云 性别 女
专业（最终学

历）
旅游管理/研究生

所在部门 教务处 职务 处长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手机 13871088339 传真 027-59728538 电子邮箱 7334166@qq.com

通信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大街 110号 邮编 430200

姓名 卢欢庆 性别 男
专业（最终学

历）
研究生

所在部门 旅游学院 职务 院长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手机 13803589511 传真 电子邮箱 515071502@qq.com

通信地址
江西赣州经开区湖边镇江西环境工程

学院
邮编 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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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

目负

责人

（每单

位 1

人。与

本申报

书 9-2

委托业

务单位

相吻

合，可

加行）

姓名 李萍萍 性别 女
专业（最终学

历）

人文地理学/研究

生

所在部门
经济与人文

学院 职务 教师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手机 15952992800 传真 电子邮箱 Carrielee82@qq.com

通信地址 江苏省句容市文昌东路 19号 邮编 212400

姓名 李铭 性别 男
专业（最终学

历）
人力资源管理

所在部门 综合科 职务 校长 专业技术职
务

企业培训师

手机 13548542488 传真 88579393 电子邮箱 2363272739@qq.com

通信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 123号华翼府 B

座 515-516
邮编 410000

姓名 廖丽华 性别 女
专业（最终学

历）
旅游管理（本科）

所在部门 园林学院 职务
教研室

副主任

专业技术职
务

讲师

手机 13975477696 传真 电子邮箱 252322259@qq.com

通信地址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园林学院 邮编 421005

姓名 阎文实 性别 男
专业（最终学

历）
本科

所在部门
生态旅游学

院 职务 院长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手机 13624023575 传真 024-29816767 电子邮箱 894531823@qq.com

通信地址 沈阳市苏家屯区枫杨路 186号 邮编 110101

2-5

课程负

责人

（可加

行）

姓名
所在单位

及部门
性别 年龄 职务

专业技术

职务

负责课

程名称
备注

屈中正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男 48 副校长 教授 森林文化

谭新建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男 54 讲师 森林植物

郑新红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女 43 教师 讲师

森林旅游

营销与策

划

刘剑飞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男 55 讲师

旅游心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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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丽华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女 41 教研室

副主任
讲师 研学旅行

李蓉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9 教师 副教授

中外旅游

地理

王丽娜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9 教师 讲师

旅游企事

业经营管

理

张 翔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男 44 讲师

森林康养

实务

廖晶晶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7 教师 讲师

森林生态

旅游情景

导游

许凌云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7 教师 讲师

森林生态

导游实务

陈建平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男 37 教师 讲师

旅游资源

开发与利

用

付 艳
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4 系主任 副教授

湖北森林

旅游

邹卫红
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男 50 骨干教

师
讲 师

动植物观

赏

林丽琼
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6 副处长 副教授

旅游交际

礼仪

石海云
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7 处长 副教授

森林生态

旅游

李妍
辽宁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生态
女 37 副院长 副教授

旅游服务

基础

魏巍
辽宁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
女 37 教研室

主任
讲师

导游服务

技能

何欣竹
辽宁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
女 37 教研室

主任
讲师

中国旅游

地理

肖晓燕
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女 46 教研室

主任
副教授 导游实务

王协斌
江西环境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男 38 副院长 副教授

景区规划

与管理

刘妍君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7 骨干教

师
副教授

生态文明

通论

刘燕
江西环境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4 教师 讲师 茶文化

吴学群
江西环境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女 46 副院长 副教授 森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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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淑靖
江西环境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8 教师 讲师 形象设计

丁佳胤

湖南畅享同游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男 36 副总经

理
高级导游

导游职业

规划

盛 夏
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6 院长 讲 师

旅游管理

基础

彭姣飞
湖南铁道富孝

职业培训学校
女 42 教师 副教授

旅游政策

与法规

甘莉
湖南铁道富孝

职业培训学校
女 38 副校长

企业培训

师

全国导游

人员资格

证面试

2-6

首席

顾问

姓名 彭蝶飞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80329

所在单位
长沙师范

学院
职务 人事处处长 专业技术职务 二级教授

手机 15873125566 传真 0731-84036518 电子邮箱 158067301@qq.com

通信地址 长沙师范学院北校区学前教育楼 529 邮编 410100

主要学术兼职、社会兼职及成就（500字以内）：

彭蝶飞，女，汉族，1968年 3月生，湖南醴陵人，博士，二级教授，硕

士生导师，长沙师范学院人事处处长，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指导委员；湖南省教学改革试点专业“生态旅游”及省级精品

课程《旅游交际礼仪》与《导游实务》的负责人；湖南省普通高校优秀青年

骨干教师、湖南省高校教学质量评估委员、湖南省教育科研学会副秘书长、

湖南省星级饭店评审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及湖南省科

技计划等项目评审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及职场形象塑造。近年来，主持省部级以上项

目 15项，获国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8项，发表学术论文近 50篇，其中在《经

济地理》、《人文地理》、《热带地理》、《旅游论坛》、《社会科学家》等核心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 29篇。主持的“基于职业形象系统化设计的涉外旅游人才培养

改革研究与实践”获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编著的《酒店服务

礼仪》被教育部纳入国家“十二•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被湖南省旅游局指定

为星级酒店培训教材，并被全国近 150所高等院校采用。编著的《导游实务》

被评审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并被湖南省旅游局作为全国导游人

员资格考试推荐用书。先后获得“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工作者”、“湖
南省旅游教育培训先进个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科研工作者”及湖南

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牌指导教师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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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项目

建设

指导

小组

（可

加行）

姓名
所在单位

及部门
职务 性别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专业领域 备注

曾斌
江西环境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处长 男 50 教授 景观设计

文学禹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部长 男 48 教授 森林生态

吉根宝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

督导

处副

处长

男 43 教授
旅游、酒店管

理

陈传焕
长沙乾道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

长
男 54 教授 旅游

宋丛文
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

书记
男` 53 研究员 植物学

曾献南 旅游局 主任 男 51 高级导游 旅游行业管理

阎文实
辽宁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
院长 男 50 副教授 酒店服务基础

晋敦琦 衡阳市旅游局
副局

长
男 59 高级导游 旅游行业管理

吴卉

中国林业出版

社有限公司文

化产业事业部

主任 女 37 副编审

信息化教育技

术、数字出版、

教育出版

肖芬芬 石鼓书院 主任 女 32 高级导游 导游培训

2-8
其他

人员

（可

加行）

姓 名
所在单位

及部门
职务 性别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专业领域 备注

袁继池
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副校

长
男 47 正高级工

程师
木材机械加工

胡先祥
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副主

任
男 55 教授 风景园林

刘 军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男 51 教授/高

级畜牧师
动物鉴赏

肖创伟
湖北生态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
校长 男 56 教授 农业推广

胡家莹
江西环境工程

职业学院
教师 男 48 讲师 旅游策划

肖泽忱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男 36 副教授 生态学

何凤英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女 42 骨干

教师
副教授 森林康养

郭锐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女 34 讲师 森林植物

林丽琼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教务

处

副处

长
女 36 副教授

汉语言文学教

育/公共管理

鲍婷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

副院

长
女 35 讲师 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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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萍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经济
女 37 副教授 导游基础知识

戴帅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
女 31 讲师 酒水知识

李涛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
男 40 讲师 咖啡制作

臧冬冬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
女 38 讲师 导游业务

姚培君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
女 26 助教

餐饮管理与服

务

周茂健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

教研

室主

任

男 46 讲师
旅游、酒店管

理

胡悉庭

湖南畅享同游

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计调

经理
女 32 计调

彭小霞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综合

科

办公

室前

台

女 21 旅游

刘琼沙

湖南风采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

司

计调 男 32 旅游管理

周芳 铂尔曼酒店 女 36 人力资源

总监
人力资源管理

凌星

湖南风采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

司

副总 女 32 初级导游 旅游管理

张佳

中国林业出版

社有限公司文

化产业事业部

编辑 女 30 编辑
新闻传播、教

育出版

孙源璞

中国林业出版

社有限公司文

化产业事业部

编辑 男 23 助理编辑
数字出版、教

育出版

衣秀娟
赤峰亲和力旅

行社有限公司

总经

理
女 32 初级导游 旅游管理

王薇

辽宁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生态

旅游学院

教师 女 33 讲师 旅游英语

张颖
辽宁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
教师 女 37 讲师 生态旅游

温昭舒
辽宁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
教师 女 38 讲师 生态旅游

陈士奇
辽宁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
教师 男 34 助理讲师 旅游法规

孟琳娜
辽宁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
教师 女 37 讲师 导游基础知识

杨慧
辽宁生态工程

职业学院
教师 女 35 助理讲师

旅游酒店服务

与管理

余喜源

湖南畅享同游

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计调 男 21 计调 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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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团队

优势

与特

点

项目建设团队的特点和优势（1500字以内）：

一、建设单位办学优势突出，具有示范引领的作用。

作为主持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

范单位、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湖南省首批示范

性高职院校、湖南省卓越高等职业院校、湖南省专业群“双一流”建设单位、湖

南省文明标兵校园、湖南省首批科普教育基地、湖南省首批职业教育黄炎培

优秀学校、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硕士专业学位湖南培养基地等荣誉称号。

以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为背景，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1999年我院始建森

林生态旅游专业，湖南省唯一，国内领先。20年为社会培养近 2000名专业人

才，先后荣膺省级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试点专业、省级专业教学团队、国

家及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群、2018年获批省级一

流特色专业群，专业综合实力在全国林草类高职院校同类专业中名列前茅，

高招网推荐指数为 4.4（指数最高值为 5.0）。专业领衔制定全国森林生态旅游

中职、高职教学标准、普通高等学校生态校园建设规范、省森林城市建设标

准等，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

参与建设的院校全部来自农林院校，办学历史悠久，森林旅游类的师资

和资源尤其突出，参与建设的院校中，有 1所院校为国家示范性（骨干）高

职院校（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3所院校的旅游类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
和“省级优势专业”；2所院校拥有旅游类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和“省级教学团

队”；目前已建成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国家精品课程 2门、省级精品课程 3门。

参与建设的院校区域办学影响力大，在人才培养模式、实训基地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先进、独特而卓

有成效，具有示范引领的作用。

二、建设团队结构合理、综合实力强。

1.建设团队带头人水平高，统筹管理能力强

屈中正教授在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开展了教学改革与研究。2008年，森林生态旅游专业

被批准为省级精品专业；2010年，领衔的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团队被批准

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带领教学团队先后完成《湖南森林旅游人文资源调查

研究》、《湖南森林旅游人文资源调查研究与开发利用》、《森林生态旅游国家

教学标准》等省部级研究项目。主持的研究项目：《国家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

点单位》（国家教育部），《森林生态旅游国家教学标准》（国家林草局），《湖

南省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示范校》（湖南省教育厅），《衡阳市同心美丽乡村》

（衡阳市）；公开发表文章 60余篇；出版教材（主编）：《森林生态旅游专业

教学标准研究》《中国森林文化》、《湖南森林体验森林养生资源概览》、《中美

林业高等职业教育比较与思辨》；出版专著《中国森林旅游文化》；主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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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第一本《中国森林文化基础》；第一本以省为基础的《湖南森林体验与森

林养生资源概览》。近年来，还应湖南省林业厅、衡阳市旅游局等部门邀请，

为衡阳市导游人员做年检培训专题报告，对衡阳市十三五旅游规划专题，全

域旅游规划、湖南省森林城市评价指标做专题论证。项目负责人对高职教育

研究颇深，具有创新的职业教育理念，对行业、企业标准把握准确，有实力

也有能力带领团队进行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2.建设团队结构合理，实力雄厚。

为确保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内容的先进性和项目顺利开

展。团队聘请了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指导

委员彭蝶飞教授为资源库建设项目首席顾问；由全国职业教育领域权威人士、

行业领域有教学和实践经验专家组成建设项目指导团队，指导资源库建设工

作；由院校核心课程的优秀骨干教师和企业的技术专家组成项目建设团队。

该团队组织健全、结构合理、实力雄厚、全国一流，为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

学资源库建设提供强有力地保障。

3.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我们邀请了代表性行业、企业，即中国林业出版

社有限公司、湖南铁道富孝职业培训学校、湖南畅享同游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赤峰亲和力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南风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等，在

建设项目中，充分发挥集团优势，使资源库建设紧密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需要结合，以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为纽带，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森林生态旅游职业教育模式，推行“1+X”证书制度，促进森林生态旅游职业教

育校企融合、产学研一体化，提高森林生态旅游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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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基础

（根据申报条件，按序逐项填写，字数控制在 2000字以内）

一、项目建设团队成果突出，为项目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前期基础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拥有一批具有影响力和办学优势的建

设单位，在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办学方面有着领先地位。其中，参与建设的院校中，

有 1所院校为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3所院校

的旅游类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和“省级优势专业”；2所院校拥有旅游类专业“国家

级教学团队”和“省级教学团队”；目前已建成旅游类专业国家精品课程 2门、省级

精品课程 3门，1家国家级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参与建设的高职高专院校区域办学影响力大，在人才培养模式、实训基地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

展。另外，中国林业出版社在教学资源的策划、研发、加工制作等方面将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也将在专业规范标准、教学质量

标准、课程基本教学要求、实训教学基本条件要求、精品课程建设等方面提供专业

化的指导。这些都为资源库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项目建设团队实力雄厚，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力保障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根据“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校联合”的原

则，组建了组织健全、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全国一流的建设团队，且分工明确、

协作有序、执行力强。团队设有首席顾问、项目建设指导小组和项目建设组。聘请

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指导委员彭蝶飞教授为首席

顾问，项目建设指导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是知名的旅游教育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湖

南省旅游局、中国林业出版社和合作院校的近 10位专家，他们将在今后的资源库

建设过程中，就项目总体规划、组织协调、框架结构设计、课程体系设计、平台结

构与资源分类等重大关键问题上予以专业化指导。项目建设指导团队高屋建瓴、指

导力量强，能确保项目建设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专业性。

项目同时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开发建设团队，由 64位成员组成，

既有高职旅游教育界知名专家，也有拥有丰富的一线教学、管理、科研经验的教学

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其中，具有高级职称（或企业高级管理人员）31人，约占

50%。建设团队成员高职称、专业领域分布合理，高职称居多，为建设高水平的旅

游大类专业资源库提供了人力保障。

配备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技术支持团队，如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为资源库的项目建设和资源开发提供技术保障。

三、智慧校园建设，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扎实的信息化建设基础

随着职业教育发展迅猛，主持院校和参建院校以国家示范性高职、卓越院校、

双一流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构建先进实用的网络教学平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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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智慧教学资源，创造主动式、协同式、研究式的智慧学习环境，建立师生互动

的新型教学模式，即“信息化教学支撑体系、网络化流程办公体系、物联网校园管

理体系、校园卡自助服务体系”四个体系和“智慧管理、智慧教学、智慧服务、智慧

图书馆、智能安防、智能生态”六大应用，促进教学与信息化的融合，提升教学信

息化水平。

主持院校和参建院校通过搭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创新网络教学模式，开展高质量高水平远程学历教育；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

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加快用信息技术改造

职业教育课程，推广仿真教学软件、数字化实训、微课、慕课等教学手段，支撑了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参与建设的院校中利用教学平台建成的网络课程

100多门，为建设国家级教学资源库提供了信息化建设基础。

四、资源库建设成效初显

1.初步构建共享型信息化平台，已经入选湖南省教学资源库备选库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国家、行业和地方森林

生态旅游发展的需要，于 2018年提出了开展建设全国高职教育森林生态旅游专业

教学资源库的设想，同年牵头组织了全国高职教育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

设研讨会，研讨针对森林生态旅游专业资源库建设草案分析、审议，从国家和行业

发展、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分析了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

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了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目标和工作思路，

本着“能学、辅教”的基本定位，按照“碎片化资源、结构化课程、系统化设计”总体

要求，顶层设计了资源库建设的总框架，并对资源库的建设的先期任务进行了明确

的分工，就如何推进产教融、校企合作，促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加强标准化

建设，创新校企一体化育人模式（现代学徒制），共建科技创新与社会培训服务体

系，构建现代森林生态旅游职业教育体系与共享型信息化平台，打造生态文明、文

旅结合等方面达成了共识。研讨会后，在专家的指导下，各项目通力协作，资源库

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2019年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入选湖南省教学资源库备选库。

2.搭建了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的建库框架，专业资源储备丰富，实用性强

项目建设团队多次深入行业、企业开展调研工作，并广泛听取专家意见，了解

森林生态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对专业职业岗位进行分析，构建了专业课程体系，形

成了第一个全国森林生态旅游教学标准，结构化课程初具规模，教学设计、教学实

施、过程记录、教学评价、自主学习功能完备。

为满足学习者全方位获得专业知识，使之开阔视野、拓宽思路、提高技能，与

时俱进，适成森林生态旅游发展需要，更好地服务社会。同时提高学习者分析问题、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实现职业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专业资源库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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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础资源建设的基础上,将增加大量的拓展资源信息，比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相关法律法规、职业标准、职业认证辅导等等材料。

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林业出版社加盟本项目建设团队，承担

平台设计制作运行和成果出版等工作。制定了文本、图片、PPT课件、视频、动画、

文科、虚拟仿真软件和制作标准，搭建了资源库用户空间。资源库平台向社会各地

开放，被全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的在校老师、学生以及企业等不同用户使用，注册

用户超过 13000人，其中教师用户 805人，初步实现了资源库网上资源检索、信息

传输、在线学习、讨论互动等功能，为资源库建设与共享提供了有力保障。

4.建设思路

（字数控制在 1000字以内）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本着“能学、辅教”的基本定位，遵循“碎片化资

源、结构化课程、系统化设计”的总体要求构建资源内容，根据不同用户所需，打

造先进网络互动平台，并在全国高职院校边建设边推广使用，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

建共享，推动学校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改革，促进全国职

业院校信息化建设水平提升，提高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

力。建设思路如下：

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校校联合”，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由首席顾问顶层设计，在项目建设指导小组指导下，依据“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校校联合”的原则，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全方位吸纳优质资源，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确定项目建设院校和合作企业，设立项目建设组织机构。

二、着眼“能学、辅教定位， 推行“碎片化资源、结构化课程、系统化设计”。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参建院校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实际情况，汇集全

国各高职院校、企业优质资源，根据不同地域分析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需要，确

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归纳职业岗位行动领域，转化学习领域，确定专业课程体系，

分析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建设实施方案，

形成资源库建设整体方案。

三、建设 1个共享平台， 实行“教、学、研、用、讨”五位一体。

以满足全国高职院校森林生态旅游及旅游类专业群教师和学生、境内外进修学

习者和行业企业职工等不同用户学习和培训的需求为宗旨；通过采用“整体顶层设

计、先进技术支撑、开放式管理”的方式，遵循方便快捷和便于使用的原则，体现

知识普及、技能提升、企业培训、社会服务、学历提高、职业考试等多重功能，考

虑国际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的推广应用，构建“学生自主学习平台+教师个性

化教研服务平台+社会终身学习平台+国际学习交流平台”的“教、学、研、用、讨”
五位一体的森林生态旅游及旅游类专业学习应用服务平台。开展以专业建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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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训实践、培训考评等为资源中心，以一个资源服务平台为依托的，具有普

适性、共享性、先进性、特色性的森林生态旅游及旅游类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集

成、整合教学资源，开放运行教学资源库并进行验收。

四、实现资源库全面推广，“行业、企业、学校、学生、社会”五方受益。

通过各级各类培训及相关建设团队的试点应用进行评价反馈，根据调查问卷结

果调整改进资源库，进行资源库的完善与更新，使森林生态旅游及旅游类专业教学

资源库不仅覆盖全国，而且广泛地应用于森林生态旅游及旅游业各个阶层，实现资

源库全面推广，并取得满意应用效果。

五、遵循通用的网络教育技术标准，实现建与用、点与面、静与动三个结合。

采用先进的网络开发和数据库技术，通过硬件平台、软件系统、相关网络支持

及资源建设工具库的支撑，建设架构合理、安全可靠、持续更新、高效、快捷、开

放的专业教学资源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参建院校、企业优势，进行项目建设任务划

分，采用分项管理办法，建立项目管理、资源管理和资源评审鉴定机制。加强资源

建设过程监控，明确权责、保护知识产权。划分项目任务与责权，按经费比例进行

项目开发建设，按期上传建设项目。在教学资源库设计中，一方面制定出资源库的

高效运行管理与资源的持续更新机制;另一方面为功能拓展、版本升级预留空间和

接口。通过调试、更新、续建等保障措施，逐层向全社会开放资源，形成建与用、

点与面、静与动相结合的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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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设规划

按照“团队组建——调查论证——框架设计——资源建设——推广应用——评

价反馈——持续更新”的路径进行项目建设，建设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资源库

前期调研与设计；第二阶段为资源汇集与平台建设；第三阶段为资源库共营与共享；

第四阶段为资源库持续更新与完善。

一、资源库前期调研与设计

汇集全国职业教育领域权威人士、行业领域有教学和实践经验专家组建项目指

导团队。在专家指导下，深入开展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调研工作，一

是对共建合作院校森林生态旅游和旅游类专业进行专业调研，包括专业发展现状、

专业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等；二是对旅游行业、企业人才需

求进行调研；三是社会森林生态旅游和对旅游类专业的资源库建设需求进行调研。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完成资源库基本素材的确定、标准化和汇总，采用整体顶层

设计完成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框架、建设标准的制订，并形成资源库

建设可行性方案和实施方案。

二、资源汇集与平台建设

充分学习和借鉴当前国内外先进职业教育教学理念，紧密跟踪森林生态旅游专

业的最先进的技术信息、最权威的行业标准为生产提供技术信息支持，促进课程内

容与服务、管理线的需要紧密结合，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稳步提高；同时借助

各方优质资源，并且根据产业发展要求和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建立不同用户的

服务空间，力争实现框架结构科学、专业教学资源全面、课程教学资源丰富、素材

教学资源丰富、特色资源鲜明、教学服务功能完备的专业教学资源库。

三、资源库共营与共享

在第一阶段基础上，搭建资源网络平台，边建边用，共建单位试行共享，推广

专业教学与岗位培训资源，将课程开发、资源集成与开发的最新进展及时扩充到平

台，提高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受益面，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召集参建单位、各主要

模块用户召开反馈会，形成运营初始阶段使用报告，进一步修改完善资源库。

按照教育部、财政部、湖南省教育厅的相关要求，及时总结项目建设情况，完

成项目结题、验收准备工作。

四、资源库持续更新与完善

取得中国林业出版社等单位的协助，将专业教学资源库进行上线测试、试运行

与共享使用。为保证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可持续发展，按照共建共享、边建边用、层

层推进的原则，建立共建单位与用户周期性持续反馈制度，创建资源库平台运行管

理和更新维护机制，建立基于用户共同参与建设导向的优质资源开发激励机制，确

保教学资源持续更新以满足教学需求和技术发展的需要，每年更新比例不低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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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设内容

截至 2018年年底，国家层面虽然有林业类、旅游大类专业的教学资源库，但没

有专门的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

为充分发挥农林类高职教育改革成果的示范与辐射作用，推进优质教学资源的

共建共享，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拟牵头共建森林生态

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本着“能学、辅教”的基本定位，

按照“碎片化资源、结构化课程、系统化设计”的总体要求来建设森林生态旅游专业

教学资源库。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一、资源库系统框架

资源库建设以“共建共享、协同学习”为基本理念，以“系统化设计、结构化课程、

碎片化资源、智能化应用、可持续发展”为建设路径，建设以专业资源、岗位能力课

程、标准库、实践教学资源、素材资源、培训考评资源、特色资源、信息交流、校

企共赢、文旅“一带一路”等十个模块组成的资源中心，搭建面向学生、教师、院校、

企业、社会人员等五类用户的共享服务平台，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用户提供个

性化、自主开放的学习空间。资源库系统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系统框架

二、资源中心

资源中心按照素材、子库、模块进行分类、分层建设，共设置十个模块、39个
子库。每个模块根据功能需求，进行素材的整合与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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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建设架构如图 2所示：

1.专业资源模块

专业建设模块主要服务于高职高专森林生态旅游专业规范办学、加强专业内涵

建设、提升专业办学质量。建设内容包括专业介绍、师资队伍、教学设施等三个子

库。

图 2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资源建设架构

2.岗位能力课程模块

岗位能力课程模块将为用户建设集自主学习与教学功能为一体的“情境式”课程内

容，所有资源均可在线浏览和下载。建设课程分为核心课程、特色课程、基础课程、

微课和习题库。课程建设参照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建设理念，学生通过

注册，可进行在线学习、在线讨论、在线测验及考试。

3.标准库模块

标准库模块我们根据级别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专业标准、课

程标准，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学习和下载。

4.实践教学资源模块

为巩固专业理论知识，提升学习者专业实践能力，构建专业实践教学资源厍。

包括实践教学视频、虚拟实训、软件等。实践教学视频比如：自然保护地旅游景区

视频、学生实习教学视频等等；虚拟实训包括地陪、全陪等教学视频资料。

5.培训考评资源模块

培训考评资源模块是企业、职业院校开发和实施职业培训认证的载体和依据。

培训考评库提供企业院校、行业协会联合开发的分层次、个性化、可定制的培训资

源与信息。

培训考评模块包含职业资格证考试培训包、企业员工培训包、“1+X”培训包、

名家讲座四个子库。通过建设，拟建成 4四门全国导游人员职业资格证考试培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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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企业员工培训包（岗位群分类：森林生态旅游营销策划与管理、森林康养服务、

生态旅游讲解和导游服务三个岗位的能力培训包），“1+X”培训包主要用于研学导

师、食疗与养生等拓展能力的培训，名家讲座提升学生的职业认识和综合素质。

系统的特色表现为以下三个功能：其一，以考核点为基础元素，实现了考核点

——学习子情境——学习情境——综合测试等不同等级测试的要求，可以使学生随

着教学进度进行测试，体现了教育教学的规律，服务于教学内容；其二，模拟真实

资格考试时间及题型，依据全国各省导游资格证考试体制的不同选取省份进行，打

破了现有的统一考试模式，针对性强；其三，库为学习者设置了“错题库”，学习者

做错的题会自动转至错题库，并由其自动进行分析归纳，为使用者指出“考核点”学
习的不足，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平台还对学习者整体答题情况进行了

科学统计，以帮助教师有的放矢，提高教学效率。

6.素材资源模块

以森林生态旅游服务工作过程中的关键工作及知识点为单位建立素材中心，通

过文本、图片图像、音频、视频、PPT、动画、微课、虚拟仿真等媒体提供直观形象

的专业学习内容，营造灵活、高效、逼真的技能训练环境，使学生所学内容更好地

在实践中检验，更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同时培养综合能力。

7.特色资源模块

特色资源凭借主持单位的优势，设动植物观赏和湖南森林旅游景观 2个子库，

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文化素养，增进人们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安全意识，在内

容设计上，构建凸显专业特色。

8.信息交流模块

信息交流模块主要为用户搭建一个获取国内外各类信息与资讯的平台，包括政

策文件校企共赢、行业资讯、教育动态等等。

9.校企共赢模块

校企共赢模块为企业、学校和学习者搭起一座桥梁，名企主要介绍国内外大型

的企业行业，就业主要为就业典型资料、就业单位、学生原来学习的情况推介，创

业主要为近年来关于互联网+、创新创业典型案例及策划、就业孵化基地情况，合

作共赢主要有就业基地名单及简介、合作企业名单及简介、服务美丽乡村建设的项

目、老师及专业讲座，邀请函件，大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室导师技能情况及研究实

践成果等等。

10.文旅“一带一路”模块

文旅“一带一路”是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的一个亮点，围绕湖湘文化、

国际交流二个子库进行建设，为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和实践教学提供新思路。湖

湘文化主要对湖湘文学艺术、湖湘民俗民风、湖湘科教和湖湘人物等进行数字化展

示；国际交流一方面将汇集国内外旅游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行企业专家等相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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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学习的资源；另一方面将整合国内外各类森林生态旅游景点、地方特色饮食等资

源。

三、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是资源库功能使用的载体，主要面向教师、学生、院校、企

业、社会人员等五类用户构建界面。通过专业资源、岗位能力课程、标准库、实践

教学资源、素材资源、培训考评资源、特色资源、信息交流、校企共赢、文旅“一带

一路”等十大模块的建设，搭建“学生自主学习平台+教师个性化教研服务平台+社会

终身学习平台+国际学习交流平台”的“教、学、研、用、讨”五位一体的应用服务平

台，始终突出能学辅教。

1.应用模式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选择超星专业资源库建设平台作为共享平台。资

源库建设通过开发、收集丰富的教学资源，搭建系统化在线课程，实现正式学习；

构建个人学习环境，进行非正式学习；实现资源存储、资源评价、资源关联以及资

源再生等作用。用户通过下载手机、平板电脑 APP，可实现随时、随地进行移动学

习。

2.主要功能

围绕“教、学、研、用、讨”五位一体的建设目标，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将实现并

强化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的“辅教辅学”功能、资源建设功能、服务社会功

能以及信息交流功能，真正将资源库建设成为智能化、开放性的学习研讨交流平台，

成为教师、学生、旅游企业、社会人员的学习中心，实现“五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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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行平台功能与技术要求说明

运行平台网络地址 http://hnebp.zyk2.chaoxing.com/index?staid=4101

运行平台教师账号和密码 20201111 ps@123456

运行平台学生账号和密码 20201122 sx@123456

运行平台开发单位名称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

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姓名
付国明

运行平台开发单位

技术负责人姓名
杨彦琦 联系电话 010- 56050601

运行平台使用流程简介（要求提供运行平台〔教师、学生〕角色业务功能流程图，含
流程图和文字说明）：
老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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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功能：专业教学资源库是面向高校教学管理部门及全校老师提供教学资源

管理的服务平台，它通过对学校教师和院系手中的各种教学资源进行系统的归类和整

理，并将文件加以统一的管理和存储，实现了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对于这部分教学资产

真实、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通过平台提供的统计和分析系统，教务部门将能准确地掌

握校内各种教学资源的分布状态，并以此为依据，对未来的教学资源建设进行合理的

规划。为教学管理着提供资源访问效果评价分析，从而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促进

教学资源更好地位实际教学系统服务。同时老师可以将本地资源上传到平台中，进行

有效的分类管理，并在实际的教学中调用资源，高效服务于备课及教学。专业教学资

源库可按照专业标准库、课程资源库、试题库、素材库等进行分类管理。

课程建设功能：同时专业教学资源库具有完善的慕课式的课程建设工具，可以方

便的实现课程知识单元化，并且每个知识但愿都可以包含丰富的富媒体教学资源（文

字、图片、视频、文档、图书等）只需要简单几个步骤，就可以快速地建设完成一门

符合精品课建设要求的个性化网络课程。像编辑 PPT一样用编辑器制作课程，支持建

设慕课、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微课等多种课程模式。课程页面高端大气、内容丰

富、条例清晰，学生学习起来也非常简单，引导性强，学习成本低。

教学互动功能：提供全面的网络教学功能，包括作业、考试、通知、互动课堂、

PBL教学、资料、统计等，充分发挥平台在教与学中的作用。同时，在教学过程中，

能够直接无缝对接超星的海量在线资源，实现名师课程视频、教材教参、文献资料等

的轻松调用，为教与学随时随地提供资源支持。师生可以在互动课堂模块通过音视频、

文字互动，实现远程授课、辅导。知识单元化慕课课程支持辅助教学、闯关式网络教

学、混合式翻转课堂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课程建设过程中可插入作业、视频、图书

作为任务点，通过任务点是否完成来对学生行为进行监控。详尽的学习统计能够统计

出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学习行为轨迹、作业分数、视频观看情况、图书阅览情况、

参与讨论次数等。教师可以为每个班级制定学习计划。将课程章节定时开放给学生，

也可以设置闯关式学习，学生必须将章节中全部人物点完成才能进入下一节，控制学

生的学习流程，监控学习结果。同时平台提供配套的移动端 APP，通过 APP可以直

接对课程进行如签到，作业，考试，调查问卷、直播等基于移动端的教学互动功能。

教学效果分析：通过统计教学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可以对老师的教学情况、学

生的学习情况、课程的访问情况等进行全面的、可视化的统计分析搭建具有高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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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公正的评价标准、准确评教结果的平台，能够有效促进教师及时发现教学过程

及教育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获得进步与收获,使

教学更加符合高职人才的培养目标, 体现客观、全面、科学的具有高职特色教学质量

的评估, 推动教师队伍的整体业务的提升。帮助学校和老师更好的进行教学评估管理。

学生用户：

支持学生分享上传个人的资源到个人中心，通过个人中心可以将资源分享给学校、专

业、用户，其中分享给学校和专业的资源需要相关管理员通过审核后才可以被其他用

户预览下载收藏；也可以将其他用户分享的资源和共享资源收藏到个人空间，同时可

以对共享资源进行评价，打分。同时学生可以通过个人空间访问教学空间，在教学空

间中，学生可以在线选课，在线学习，讨论，作业，考试等完成教学任务。同时通过

平台可以对授课课程进行评价打分。

运行平台性能测试报告（按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运行平台技术要求》规定的性

能基本要求，提供性能测试报告，包括测试环境说明、性能测试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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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平台安全评估报告（按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运行平台技术要求》规定的

安全基本要求，提供定级材料或安全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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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

目标 1：建立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

目标 2：共享森林生态旅游专业资源库

目标 3：提升学习者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综合素质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及其所属，文化传承与创新教学资源根据实际填报；#及
其所属，专业教学资源库不填报；……指标为项目设定的自

定义指标，可以加项加行，序号顺延。）

指标值

现有基础 目标值

1.
产出

指标

1.1
数量

指标

*1.1.1素材资源数量 3003 5650

1.1.1.1视频类素材资源(个) 846 1000

1.1.1.2动画类素材资源(个) 22 100

1.1.1.3虚拟仿真类素材资源(个) 0 50

1.1.1.4微课类素材资源(个) 907 1500

1.1.1.5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个) 1452 3000

*1.1.2课程数量 49 49

1.1.2.1专业核心课程数量(门) 8 8

1.1.2.2社会培训课程数量(门) 30 30

1.1.2.3对接专业的创新创业课程数量(门) 11 11

#1.1.3文化传承与创新资源建设数量 —— ——

1.1.3.1……

1.2
质量

指标

1.2.1素材资源质量 —— ——

1.2.1.1原创资源占比（%） 80 90

1.2.1.2视频类素材资源占比（%） 27.86 35

1.2.1.3动画类素材资源占比（%） 0.74 12

1.2.1.4虚拟仿真类素材资源占比（%） 0 3

1.2.1.5微课类素材资源占比（%） 30.34 40

1.2.1.6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占比（%） 27.65 30

1.2.1.7活跃资源占比（%） 45 80

1.2.2课程质量 —— ——

1.2.2.1课程结构化 基本完整 完整

1.2.2.2课程系统性 基本形成 明显

1.2.2.3课程可学性 较好 良好

1.2.3用户数量与活跃度 —— ——

1.2.3.1学生用户数量(个) 12841 15000

1.2.3.1.1建设单位在校学生用户数量（个） 2488 5000

1.2.3.1.2建设单位在校学生活跃用户数量(个) 2148 4000

1.2.3.1.3建设单位在校学生活跃用户占比（%） 87.8 90

1.2.3.2教师用户数量(个) 805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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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1建设单位教师用户数量（个） 765 800

1.2.3.2.2建设单位教师活跃用户数量(个) 366 400

1.2.3.2.3建设单位教师活跃用户占比（%） 80 80

1.2.3.3企业员工用户数量(个) 1 30

1.2.3.3.1建设单位合作企业员工用户数量（个） 1 50

1.2.3.3.2建设单位合作企业员工活跃用户数量(个) 1 40

1.2.3.3.3建设单位合作企业员工活跃用户占比（%） 100 80

1.2.4特色与创新

1.2.4.1（资源更新方面）…… 10%每年

1.2.4.2（推广应用方面）…… 用户增加

1.2.4.3（管理与服务方面）…… 不断完善

1.3
时效

指标

1.3.1建设情况 —— ——

1.3.1.1任务及时完成度（%） —— 100

1.3.2应用情况 —— ——

1.3.2.1建设单位在校学生用户占比（%） 10 100

1.3.2.2建设单位教师用户占比（%） 10 100

1.3.3预算执行 —— ——

1.3.3.1收入预算执行率（%） —— 100

1.3.3.2支出预算执行率（%） —— 100

1.4
成本

指标

1.4.1项目建设总成本 —— 850

1.4.1.1咨询及调研论证费用（万元） —— 60

1.4.1.2不能直接列入限定用途的其他费用（万元） —— 64

1.4.2单位成本 —— ——

1.4.2.1课程开发单位成本（万元） —— 20

…… ——

2.
效益

指标

2.1
社会效

益指标

2.1.1资源库院校使用覆盖面（%） 0 80

2.1.2.社会学习者用户数量(个) 0 1000

2.1.2.1.社会学习者活跃用户数量(个) 0 500

2.1.2.2使用资源库培训企业和社会人员的单位数量（个） 0 100

……

2.3
可持续

影响

2.3.1资源库建设（更新）及应用激励与约束机制 —— ——

2.3.1.1教师参与建设（更新）与应用机制 0 1套

2.3.1.2学生自主学习机制 0 1套

2.3.2带动校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情况 —— ——

2.3.2.1第一主持单位校级资源库覆盖面（%） 2 100

2.3.2.2.联合主持单位校级资源库覆盖面（%） 0 100

3.
满意

度指

标

3.1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3.1.1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70 100

3.1.2教师使用满意度（%） 70 100

3.1.3企业和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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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单位：万元

项目支出规划

资金

投入

总额

资金来源规划

开支范围

（与建设方案对应的业

务事项）

经济业务分类 部本专项资金 项目筹措资金

咨询费 印刷费 差旅费 会议费 培训费
专用材

料费

委托业

务费

其他

商品

和服

务支

出

专用

设备

购置

费

信息网

络及软

件购置

更新

金额
占比

（%）
小计

占比

（%）

其中

地方财

政或举

办方投

入资金

行业

企业

支持

资金

相关

院校

自筹

资金

合计 60 60 81 66 66 60 130 64 147 116 850 425 50 425 50 212.5 170 42.5

1．素材制作 16 16 21 18 16 16 46 24 37 34 246 147.6

60

98.4

40

49.2 39.36 9.84

1.1 素材模板设计 2 2 3 3 3 2 10 1 3 1 30 18 12 6 4.8 1.2

1.2 素材收集 2 2 6 3 3 2 5 1 3 1 28 16.8 11.2 5.6 4.48 1.12

1.3素材制作 10 10 10 10 10 10 30 20 30 30 170 102 68 34 27.2 6.8

1.4素材更新 2 2 2 2 2 2 1 2 1 2 18 10.8 7.2 3.6 2.88 0.72

2．企业案例收集制作 8 8 8 8 8 8 8 8 10 10 84 40.32

48

43.68

52

21.84 17.47 4.37

2.1 案例模板设计 1 1 1 1 1 1 1 1 1 1 10 4.8 5.2 2.6 2.08 0.52

2.2 案例外协与收集 2 2 2 2 2 2 2 2 2 2 20 9.6 10.4 5.2 4.16 1.04

2.3案例制作 4 4 4 4 4 4 4 4 6 6 44 21.12 22.88 11.44 9.15 2.29
2.4案例更新 1 1 1 1 1 1 1 1 1 1 10 4.8 5.2 2.6 2.08 0.52

3．课程开发 16 16 27 18 18 16 31 14 19 15 190 70.08

37

119.92

63

59.96 47.98 11.98

3.1 课程及模板设计 1 1 1 1 1 1 1 1 1 1 10 3.7 6.3 3.15 2.52 0.63

3.2课程资源收集 2 2 6 3 3 2 5 1 3 1 28 10.36 17.64 8.82 7.06 1.76

3.3课程资源开发 4 4 4 4 4 4 4 4 6 6 44 16.06 27.94 13.97 11.18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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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单位：万元

项目支出规划

资金

投入

总额

资金来源规划

开支范围

（与建设方案对应的业

务事项）

经济业务分类 部本专项资金 项目筹措资金

咨询费 印刷费 差旅费 会议费 培训费
专用材

料费

委托业

务费

其他

商品

和服

务支

出

专用

设备

购置

费

信息网

络及软

件购置

更新

金额
占比

（%）
小计

占比

（%）

其中

地方财

政或举

办方投

入资金

行业

企业

支持

资金

相关

院校

自筹

资金

3.4实践教学资源开发 5 5 8 5 5 5 14 5 4 4 60 22.2 37.8 18.9 15.12 3.78

3.5课程资源更新 2 2 6 3 3 2 5 1 3 1 28 10.36 17.64 8.82 7.06 1.76

3.6课程条件配备 2 2 2 2 2 2 2 2 2 2 20 7.4 12.6 6.3 5.04 1.26

4．特殊工具软件制作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80 40 200 117

58.5

83

41.5

41.5 33.2 8.3

4.1 特殊工具软件制作 5 5 5 5 5 5 5 5 30 20 90 52.65 37.35 18.68 14.94 3.73

4.2特色资源制作 5 5 5 5 5 5 5 5 50 20 110 64.35 45.65 22.82 18.26 4.57

5．应用推广 2 2 6 3 3 2 5 1 3 1 28 14 50 14 50 7 5.6 1.4

6．调研论证 3 3 4 4 4 3 11 2 4 2 40 10

25

30

75

15 12 3

6.1调研 2 2 3 3 3 2 10 1 3 1 30 7.5 22.5 11.25 9 2.25

6.2方案论证 1 1 1 1 1 1 1 1 1 1 10 2.5 7.5 3.75 3 0.75

7．其他 7 7 11 8 8 7 24 6 7 5 90 40

44

50

56

25 20 5

7.1专家咨询 2 2 3 3 3 2 10 1 3 1 30 13.2 16.8 8.4 6.72 1.68

7.2 平台费用 5 5 8 5 5 5 14 5 4 4 60 26.8 33.2 16.6 13.28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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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项目支出规划

9-2 1

序

号

委托事项

（一事一填）

受托单位

（同一单位合并单元格）

项目支出规划（万元）

总额

（同一单位合并

填列总数）

部本专项

筹措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 行业企业资金 委托单位自筹资金 受托单位自筹资金

合计 （1）个 8 250 125 100 25 0

1 微课及动画类素材开发

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其他未知中标单位

2 素材模板设计

3 案例模板设计

4 案例外协

5 课程及模板设计

6 特殊工具软件制作

7 应用推广

8 平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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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2

（按委托业务事项逐项填列，自行加页）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资源库平台建设

资源库专业资源建设与制作

受托单位全称 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业务事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 500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250

建设筹措资金 250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总体目标

目标 1：建立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

目标 2：共享森林生态旅游教学资源库

目标 3：提升学习者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综合素质

（委托业务名称）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用户数（人） ≥15000

颗粒化资源量（个） ≥10000

题库题目数量（道） >10000

职业资格考试题库（套） >40

核心课程门数 10

服务职业资格考试课程数（个） 4

带动学校数（所） >30

推广院校覆盖省（直辖市）（个） >20

培养骨干教师（人次/年） ≥80

登录总次数（万次） 20

资源子库（个） 8

质量指标

活跃资源占比（%） >35

活跃用户占比（%） >35

时效指标

建设任务完成及时率(%) 100

建设任务完成实际比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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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入（万元） 850

咨询、调研论证费占比（%） ≤10

其他支出占比（%） ≤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源库教材发行净码洋（万元） >100

年均行业培训人天数 >2000

资源共享比例 ≥80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学习者用户数（人） >1000

行业企业用户（个） >30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学生就业对口率（%） ≥80

生态效益指标

行业人才培养的社会认可度（%） ≥80

毕业生个人信用记录优良率（%） ≥90

学生注册用户年增长数（人） ≥500

可持续影响

可持续影响时间（年） ≥10

验收后每年资源更新率（%）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80

教师使用满意度（%） 8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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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3

类别 品名 型号 主要技术参数

预计购置

备注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

（万元）

合计

专用设备

购置清单

(主要技

术参数须

足以证明

所购设备

属于专用

设备)

笔记本电

脑

内存容量：8GB
固态硬盘：1T

CPU: i7
20 台 0.5 10

多功能一

体机
1 台 0.3 0.3

打印/复
印/扫描

/传真

服务器
IBM

X3650M5

x3650 M5,2xE5-2650v3
10C 2.3GHz 25MB

Cache 2133MHz 105W,
64G(4x16GB) DDR4,3
个 600G SAS 2.5 10K，
M5210 1G缓存 Raid

0,1,5 双电

源,2*750W白金，
DVD-RW

2 台 6 12

单反 像素：4000万以上 1 台 2 2

信息网络

及软件购

置更新清

单（仅限

定于软件

购置、开

发、应用）

旅行社信

息管理系

统

———————— 1 3 3

旅行社管

理模拟教

学平台

———————— 1 4.5 4.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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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7

项
目
名
称

对项目活动（含建设目标、思路、举措、发挥作

用等）的描述（500字左右）

部本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及支出规划

开支范围 支出规划（万元）

合计 339

一、建设目标：

1.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2.林生态旅游教学资源库的共享与服务；

3. 提升学习者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综合素质。

二、建设思路、举措：1.首席顾问顶层设计，在

项目建设指导小组指导下，确定项目建设核心院

校和合作企业，明确参与院校、参与成员并组成

项目开发组，设立内部组织机构。2.调研为基础

分析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需要，确定岗位典型

工作任务，归纳职业岗位行动领域，转化学习领

域，确定专业课程体系，分析专业能力、方法能

力和社会能力，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建

设实施方案，形成资源库建设整体方案。3.展以

专业资源、课程资源、特色资源、培训考评等为

资源中心，以一个资源服务平台为依托的森林生

态旅游

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集成、整合教学资源，开

放运行教学资源库并进行验收。4.过各级各类师

资培训及相关建设团队的试点应用进行评价反

馈，根据使用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调整改进资源

库，进行资源库的完善与更新，实现资源库全面

推广。5.过调试、更新、续建等保障措施，逐层

向全社会开放资源，形成建与用、点与面、静与

动相结合的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

三、发挥作用

1.优质教学资源，促进森林生态旅游行业发展；

2. 共享教学改革成果，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3. 共享信息资源，提高校企合作成效。

素材制作 147.6

企业案例收集
制作

40.32

课程开发 70.08

特殊工具软件
制作

117

应用推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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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设步骤

一、资源库前期调研与论证阶段（2018年 9月-2019年 6月）

汇集全国职业教育领域权威人士、行业领域有教学和实践经验专家组成建设项

目指导团队。在专家指导下，深入开展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调研工作，

一是对共建合作院校森林生态旅游和旅游类专业进行专业调研，包括专业发展现状、

专业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等；二是对旅游行业、企业人才需

求进行调研；三是社会森林生态旅游和对旅游类专业的资源库建设需求进行调研。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完成资源库基本素材的确定、标准化和汇总，采用整体顶层

设计完成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框架、建设标准的制订，并形成资源库

建设可行性方案和实施方案。

二、资源库平台建设和运行调试（2019年 7月-2022年 7月）

充分学习和借鉴当前国内外先进职业教育教学理念，紧密跟踪森林生态旅游专

业的最先进的技术信息、最权成的行业标准为生产提供技术信息支持，促进课程内

容与服务、管理线的需要紧密结合，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稳步是高;同时借助各

方优质资源，并且根据产业发展要求和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建立不同用户的服

务空间，力争实现框架结构科学、专业教学资源全面、课程教学资源丰富、素材教

学资源丰富、特色资源鲜明、教学服务功能完备的专业教学资源库。

根据分工合作的形式，开展素材制作、资源开发、资源整合和资源上传。同时

开展用户、管理员、建设者培训，编制标准化手册与用户速成手册。

三、资源库投入运营并共享使用（2022年 8月-2022年 12月）

在第一阶段基础上，搭建资源网络平台，边建边用，共建单位试行共享，推广

专业教学与岗位培训资源，将课程开发、资源集成与开发的最新进展及时扩充到平

台，提高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受益面，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召集参建单位、各主要

模块用户举行反馈会，形成运营初始阶段使用报告，进一步修改完善资源库。

按照教育部、财政部、湖南省教育厅的相关要求，及时总结项目建设情况，完成

项目结题、验收准备工作。

四、资源库持续更新、逐步完善（2023年 1月-2023年 5月）

取得林业出版社等单位的协助，将专业教学资源库进行上线测试、试运行与共

享使用。为保证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可持续发展，按照共建共享、边建边用、层层推

进的原则，建立共建单位与用户周期性持续反馈制度，创建资源库平台运行管理和

更新维护机制，建立基于用户共同参与建设导向的优质资源开发激励机制，确保教

学资源持续更新以满足教学需求和技术发展的需要，每年更新比例不低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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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旅专业资源库建设实施进度表

建设步骤 时间节点 主要工作任务

资源库前

期调研与

论证阶段

2018年9月
-2019年6月

1.对共建合作院校森林生态旅游和旅游大类专

业进行专业调研，包括专业发展现状、专业标准、人

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等；

2.对旅游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进行调研；

3.社会对旅游大类专业的资源库建设需求进行

调研;
4.完成资源库基本素材的确定、标准化和汇总;
5.形成资源库建设可行性方案和实施方案。

资源库平

台建设和

运行调试

2019年7月
-2022年7月

1.完成资源库网络平台的构建，完成素材采集、

制作、上传工具开发;
2.完成中心服务器、存储设备、公网通道、防火

墙等硬件环境的搭建;
3.开展素材制作、资源开发、资源整合和资源上

传;
4.开展用户、管理员、建设者培训，编制标准化

手册与用户速成手册。

资源库投

入运营并

共享使用

2022年8月
-2022年12月

1.搭建资源网络平台;
2.将课程开发、资源集成与开发的最新进展及时

扩充到平台;
3.召集共建单位、各主要模块用户举行反馈会;
4.及时总结项目建设情况，完成项目结题、验收

准备工作.

资源库持

续更新、

逐步完善

2023年1月
-2023年5月

1.将专业教学资源库进行上线测试、试运行与共

享使用;
2.建立共建单位与用户周期性持续反馈制度;
3.不断改进资源库软件平台技术，完善资源库各

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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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保障措施

㈠组织保障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行，项目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组织设计与分工协作，成立了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资源库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聘请了建设指导专家，组建了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课程开发与建设团队，设立了项目管理办公室，具体

协调项目建设中各项工作。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主持院校，和每一所参

与院校签订教学资源库建设责任书，明确旅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各项

工作的职责、任务和时间节点，同时，要求合作参与院校要有专人负责资源库建设

的各项工作，合作参与院校要承诺在资金、人员上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㈡制度保障

为切实做好林业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的管理工作，保证项目建设的规

范、有序进行，项目将从职责分工、项目建设管理制度、项目建设进度监控、项目

绩效考核等方面建立严格完善的机制体系。

一是建立项目负责制度，明确权责，稳定运行。由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

二是制定资源库项目建设实施管理办法、资源库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管理制度，实现项目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建立建设项目进度监控制度。由教学资源库项目负责人或指定专人负责信

息收集、反馈，定期检查各子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对建设项目进行全程监控。

四是制定项目绩效考核制度。由教学资源库项目建设指导小组组织制定考核指

标和奖惩办法，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对开发团队建设项目的执行情况分季度进行

检查和中期推动，实行绩效考核，确保资源库建设项目按期完成。

五是建立内容持续更新制度。专业建设调研常态化，每一年深入行业-线开展一

次专项调研，实现专业教学和行业技术进步同步。持续性吸纳先进的生产实践资源，

确保每年持续更新。建立教学资源收录审核机制，广泛采集全国高职同行开发的优

质或特色学习单元教学方案及配套教学资源素材，不断充实与更新教学资源库。完

善与合作企业的新技术应用推广制度，通过教师与工程技术人员在技术项目和专业

教学中的合作，及时吸纳与毕业生就业岗位工作项目相关的新技术内容，保证专业

课内容的及时更新，实现专业教学与行业技术进步同步，人才培养与行业实际需求

一致。

㈢经费保障

资源库建设拟总投入 850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支持 212.5万元，各参建院校、企

业提供 212.5万元配套资金。为确保配套建设经费足额到位，各参建院校与企业都由

第一负责人承诺在资金、人员上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在经费使用过程中，各单位将

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对经费使用严格把关，按照规定用途、在规定的使用范围和额

度内合法合理地使用，按照“统一管理、集中核算、专款专用、定期检查”的原则，

项目承建单位按照项目资金使用额度对所管辖的建设项目专项资金进行日常管理，

对经费使用和报销进行认真审批，确保各项建设资金的使用规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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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资源库建设资金使用与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库建设专项资金的管理，保证建设项目顺

利实施，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资金管理

办法》（教财厅函【2016】28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专项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专

项资金、地方财政配套专项资金、行业企业投入和学校自筹资金。

第三条 “森林生态旅游”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资源中心和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的建设。

第四条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专项资金的管理原则：总体规

划，分项实施；项目管理，绩效考评。

第五条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专项资金实行承担单位统一管

理、集中核算、专款专用。项目各承建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政、财经法

规和本实施细则规定，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第二章 预算编制

第六条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承建单位必须高度重视预算

的编制工作，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真实性、可行性，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和地

方财政专项配套资金预算一经审定，必须严格按预算执行，一般不作调整，确有

必要调整时，应按教育部、财政部有关规定及相应程序办理预算调整程序。

第七条 各承担单位财务部门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和地方政府批复下达的预算

及有关要求，将“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专项资金分别按来源渠

道、项目单位、项目单独明细核算，专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第三章 支出管理

第八条 建设资金必须专款专用。

第九条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的开支范围和开

支标准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各项目负责人在执行具体项目时需严格按项

目要求执行。

第十条 建设项目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各种罚款、还贷、捐赠、赞助、对外投资

等支出，不得用于建设项目之外的人员劳务费支出，不得用于弥补与“森林生态旅

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无关的日常公用经费的开支以及国家规定不得列入

的其它支出。

第四章 决算管理

第十一条 各参建单位应高度重视和确保“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
设项目预算的执行进度，各项目年末结存的资金原则上可结转下年按规定继续使

用，不得挪作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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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绩效考评

第十二条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专项资金实行定期检查制度。

财政部、教育部、地方政府、接受以上部门委托的有关中介机构将根据有关规定

对承担单位的项目建设专项资金进行监督检查，如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森林生

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专项资金的行为，以及因管理不善导致资金浪费、资

产毁损、效益低下的将暂停后续拨款，限期整改，对整改后确已纠正的可恢复或

适当调整拨款，对情节严重的责任人员，将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其行政或法律责

任。

第十三条 承担单位要建立专项资金管理责任制。项目负责人负责审批各项支

出，对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实施全面监督，学校法定代表人、项

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以及相关责任人员对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负责。

第十四条 项目承建部门应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有

关部门和项目建设指导小组的监督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十五条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实行绩效考评制度。绩效

考评以批复的项目建设任务书和项目预算文本确定的绩效目标为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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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应用推广目标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经多方筹资和通力合作，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后，将建成资源丰富、技术先进，融“使用、实用、实训、实际”为一体的交互

式、共享型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为国内森林生态旅游行业发展培养应用

型技能人才，为旅游企业职工培训提供优质培训教学资源，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

量和社会服务能力，推进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进程，使全国职业技术院校相关专

业师生受益。

㈠推广优质教学资源，促进森林生态旅游行业发展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团队集国家水平的院校、行业、企业精英于

一体，倾力打造具有高职教育森林生态旅游专业鲜明特色的，国内领先的教学资源

库。建成后，不仅可以在全国高职院校中推广使用，实现共享，为相关院校师生服

务；还可为森林生态旅游行业员工自学、开展社会培训免费提供资源进行检索、信

息查询、资料下载、教学指导等服务。使学习者通过学习，获取多类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真正实现“1+X 证书”，整体提升我国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促进森林生态旅游行业的发展。

㈡共享教学改革成果，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通过与不同地域的行业企业合作，涵盖各个高

职院校的教学特点，紧跟行业发展，及时更新资源，融入先进教学理念，代表专业

改革方向，具有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定位准确，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理念先进，教

学资源内容丰富、功能强大，体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优势，是对森林生态旅游

专业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强化示范效应的促进作用的同时，提升了森林生态

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为企业发展蓄积后备力量。

㈢共享信息资源，提高校企合作成效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教学资源库包括由专业资源、课程资源、实践教学资源、培

训考评资源、特色资源、信息交流库、素材资源库等七个库组成的资源中心和一个

资源服务平台，资源库将各院校的基本信息对合作企业开放，企业的基本情况、服

务情况、技术标准、工作案例、岗位培训资源等也向各院校开放。这样院校可以充

分了解企业的情况，便于院校合理选择工作岗位和企业兼职教师，安排学生的实训

和顶岗实习、开展技术服务；同时企业也通过管理平台，选择学校教师到服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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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解决企业专业理论难题，达到校企间的“互惠、双赢”，形成校企合作长效机

制。

㈣带动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学能力

森林生态旅游专业资源库的建设不仅为本专业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而且还

锻炼了师资队伍，提高了教改创新能力。森林生态旅游专业的广大从教人员在资源

库的开发和应用过程中，不仅加深了本专业实践与理论知识点的理解，而且还熟悉

了教学资源的开发思路、开发工具、开发流程和运用方式，提高了教师自身的教学

资源创建和应用能力，同时还能及时把握专业教学改革方向和行业动态，与时俱进,

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建成组织健全、结构合理、实力雄厚、全国一流的项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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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1.资金专项专用；

2.参建人员因工作等原因而不能继续参与资源库建设，其负责的工作由其他

参建人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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