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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 2 —

一、基本情况

惠州学院 2021-2025 年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项涉及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督导评估及特色专项、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

改革发展、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奖补、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健康发展等 5 个政策任务。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情况如下：2021 年到账 48 万

元、2022 年到账 45 万元、2023 年到账 60 万元、2024 年到账 316

万元、2025 年到账 333 万元，详见下表，均按照资金下达文件中

规定用途支出。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2021-2025 年）项目清单

项目名称 政策任务 具体内容
金额

（万元）

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

展

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督导评估及

特色专项

2021 年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和督导评估等-“结对子”

补助经费
4.00

2023 年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督导评估及特色专项 15.00

2024 年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督导评估及特色专项 12.00

2025 年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督导评估及特色专项 12.00

学校体育美育卫

生国防教育改革

发展

2021 年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资金 34.00

2022 年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资金 40.00

2023 年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资金 40.00

2024 年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资金 35.00

2025 年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资金 40.00

德育和劳动教育

专项

2021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10.00

2022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5.00

2023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5.00

2024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9.00

2025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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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高质量

发展奖补

2024 年-“三所学校”质量提升和县中帮扶补助资金 260.00

2025 年-“三所学校”质量提升和县中帮扶补助资金 260.00

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健康发展
2025 年省学前教育指导委员会质量提升专项 12.00

合计 802.00

二、自评结论

2021-2025 年，我校积极推进各专项项目建设工作，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根据我校资金安排情况、使用情况以及成果产出情

况，我校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项绩效自评等级为优秀。

三、资金支出情况

2021-2025年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项总计下达802.00万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支出411.95万元，整体资金执行率51.36%。

其中分年度资金执行率为：2021 年 100%，2022 年 99.68%，2023

年 99.96%，2024 年 82.00%，2025 年度截至 3 月 31 日还未支出。

具体支出情况详见下表：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2021-2025 年）项目支出情况表

项目名称 政策任务 具体内容
金额

（万元）

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

展

基础教育质量

监测、督导评估

及特色专项

2021 年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和督导评估等-“结对子”

补助经费
4.00

2023 年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督导评估及特色专项 15.00

2024 年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督导评估及特色专项 12.00

2025 年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督导评估及特色专项 -

学校体育美育

卫生国防教育

2021 年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资金 34.00

2022 年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资金 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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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 2023 年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资金 39.98

2024 年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资金 25.55

2025 年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资金 -

德育和劳动教

育专项

2021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10.00

2022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5.00

2023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5.00

2024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9.00

2025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

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奖补

2024 年-“三所学校”质量提升和县中帮扶补助资金 212.56

2025 年-“三所学校”质量提升和县中帮扶补助资金 -

学前教育普及

普惠健康发展
2025 年省学前教育指导委员会质量提升专项 -

合计 411.95

四、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一）决策指标

省厅下达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项指标后，财务部及时下达

经费至各归口业务部门，各政策任务项目均按照文件要求完成具

体实施计划、方案等，设置完整、合理、可衡量性的产出和效果

指标，并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开展具体工作。

（二）过程指标

资金管理方面。各政策任务项目严格按照资金下达文件中的

项目用途、绩效目标推进工作，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资金管理、

费用标准、支付均符合有关制度规定，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支

出，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资金，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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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支出的情况；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按规定对不同的政策任

务项目设专项核算。

事项管理方面。项目或方案按规定程序实施,包括项目或方

案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或方案

实施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未出现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情况。

（三）产出和效益指标

各政策任务项目均按计划开展，实施周期内较好的达到了预

期的总体绩效目标，完成了对应的数量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

有效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落地见效。

五、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督导评估及特色专项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督导评估及特色专项主要用于开展教育

援藏工作，提升“校地共建”育人成效。近四年，学校根据朗县

需求清单，精准匹配学科优势，遴选了涵盖学前教育、语文、数

学、政治、音乐、体育、美术、科学等专业 9 批 135 名学生支教，

有效改善朗县师资结构性短缺难题，助推朗县教育事业迈上了新

台阶。支教队员累计对朗县 816 个班级进行授课，总授课量 17304

节，创新性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273 场，举办首届骨干教师培训班、

幼儿园骨干教师、首届校长及后备管理干部培训研修班，提升朗

县教师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输送 65 名专家教授送教上门，更

新朗县教师教学观念，增强执教能力，提升办学品质，2024 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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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小考考入内地西藏班 32 人，中考考入内地西藏班 9 人，总人

数突破 40 人，为历年来最好成绩，受到当地教育局高度认可。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惠院学子选择“扎根一线、服务基层”，为祖

国基层教育和发展贡献力量。毕业生踊跃参军入伍，我校年年超

额完成征兵任务；2023 年，毕业生报名参加“三支一扶”人数激

增至 1266 人。

（二）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专项

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专项中 89 万元美育浸

润行动计划，100 万元用于体育浸润行动计划。

（1）美育浸润行动计划。2021 年以来，学校以省级“美育

浸润行动计划”“体育浸润行动计划”及“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基

地”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依托“惠州学院美育浸润工作站”，

结合对口帮扶学校的美育、体育工作实际状况，制定了“一校一

策”精准浸润实施方案，组织师生浸润团队多次到龙门县、博罗

县帮扶的学校，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夏令营活动、师资培

训等系列浸润活动。有效推动了对口浸润帮扶学校美育日常化、

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区域内大中小学的美育工作和教师教学能

力、研究水平以及学生美育素养不断提升。

（2）体育浸润行动计划。体育浸润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与

四所帮扶学校签订实习基地协议，建立长期帮扶机制，派出指导

老师及体育教育师范专业学生到和平县开展为期半年的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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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共同探索建立高校支持和平县中小学体育协同发展机制，

举办“河源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学科骨干教师核心素养提升研修

班”，和平县体育与健康学科骨干教师参加 57 名；三是完成体

育器材合作共建、延续使用。

（三）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

2021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经费（学校“三全育人”工作项

目）主要用于深化建设广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龙门农民画）

传承基地，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我校教育工作。

制作的《龙门农民画|惠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专题片》，是我

校结合传统节日，龙门农民画文化、客家山歌歌会、民间舞蹈艺

术展演等活动，形成了的我校美育教学资源一体化建设的实践成

果。

2022-2023 年德育和劳动教育专项经费主要围绕“三全育人”

的“全”与“育”，聚焦工作重点，深化已有工作成效，实现校

院两级上下贯通、全校“一盘棋”工作格局的推广效果。建设期

间，马克思主义学院共组织了超过 20 人次的师资培训活动，不

仅强化了教师的专业技能，还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营造了一

个充满正能量与活力的教书育人环境。2024 年学院教师在各类教

学竞赛中屡获佳绩，罗泽荣、王瑶、李楠老师带领学生走进科技

企业，讲授并录制的《“行走的思政课”——科技创新优智造 青

春奋发展宏图》在 2024 年广东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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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交流活动活动中荣获一等奖，位居本科高校第一名（全省一等

奖本科高校仅 4 名），石瑞丽老师荣获广东省思政课教师教学基

本功竞赛三等奖，王瑶老师获广东省青年教学教学基本功竞赛三

等奖，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成果显著。

（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奖补

2024 年、2025 年各下达“三所学校”质量提升和县中帮扶

补助资金 260 万元，我校于 2024 年 7 月与市政府签订结对纵向

帮扶合作框架协议；与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签订了县校质量

提升专项合作协议；制定《惠州学院纵向帮扶惠州市欠发达地区

“三所学校”和县中质量提升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密集走访调

研、建立纵向帮扶体制机制、完善帮扶制度、搭建对接平台、实

行月报制度等措施，已构建起常态化的共建机制，“一校一策”

结对帮扶 123 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

通过建立帮扶新机制、精准培训、聚焦教研、搭建帮扶新平

台等措施，构建起常态化共建机制。学校遴选 20 名帮扶专家，

围绕 8 项重点任务深化帮扶工作。分批次、分层次、有针对性地

开展系列师资培训覆盖 2000 人次；开设“三名”工作室主持人

专项提升研修班，举办“名师面对面”“送培到县”交流活动，

覆盖 168 名基础教育“头雁”人才；举办人工智能进校园活动，

服务中小学教师 200 多人次；开展紧缺专业定向师范生培养，自

2019 年实施教师专项（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以来，学校连续



— 9 —

六年陆续培养定向生师范生共计 819 人到惠州市惠东县、龙门县、

博罗县。

以帮扶需求为导向，优化课程体系，打破传统学科界限构建

跨学科融合课程模块，新增 3 门如“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等前沿课程，助力提升师范生综合素养与跨学科教学能力，为帮

扶地区培养更优质师资。资源开发方面，投入专项经费产出数字

化课程资源，与基础教育学校合作开发超 3 类校本课程，满足

帮扶地区不同学校的特色需求。课程实践转化完善机制，增加实

践教学比重，开展多次教育实践活动与案例研讨、成果展示，让

师范生所学更好应用于帮扶地区教学。通过这些举措，学校有效

提升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帮扶地区基础教育输送更多师

资，有力推动了惠州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学校与惠州市教育局联合开展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共建课题

申报工作，累计共立项 487 项；组织申报广东省新师范建设助推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与实践项目 6 项并全部获批立项。获广

东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项目 1 项（全省仅 21 项高校

与地市共建项目）；与基础教育名班主任工作团队合作编写《中

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与实务丛书》共 4 本。

通过帮扶有力推动了惠州市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欠

发达地区“三所学校”和县中学校办学质量，促进了教师专业成

长，有助于提高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搭建了帮扶新平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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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常态化共建机制，为惠州市基础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持。

具体分项绩效如下：

1.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规划。与受援地紧密协作，通过 10 余

次线上线下调研，全面摸清惠东、博罗、龙门 3 县底数，完成基

础数据收集。其中，博罗和龙门已完成中小学及幼儿园建设专项

规划编制。此外，中心派出专家 15 人次，指导“四名”工作室，

举办指导讲座 10 场、教师发展论坛 2 场，与三县联合申报基础

教育教学成果奖 14 项，有力推动城乡学校布局优化与教育质量

提升。

2.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借助“台账+影像”、专家参与式研

讨、校地联动等创新机制，对惠东、博罗、龙门三县校舍安全进

行全面排查。现已完成 7 个区域隐患分类归档，开展 A - D 级初

步评估并形成阶段性报告，为后续校舍改造与安全保障提供重要

依据。

3.推动国家课程方案转化落地。经深入调研掌握三县国家课

程方案落地现状及重难点。针对学科短板，强化师资培训，累计

举办专题讲座 25 场、示范课 8 节，选派年轻骨干教师赴深圳南

山区、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等地跟岗学习，有效更新教师教育理

念，推动国家课程方案在当地转化落地。

4.构建灵活区域与校地教学模式。依托校地数学教师教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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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U-G-S），采用“专题培训-主题研讨-形成示范案例”创新

模式，联合三个县区教师发展中心、省市区级名师工作室及帮扶

学校，开展联合教研、培训与研讨活动。组织 7 县区近 30 位基

础教育校友与骨干教师参与高质量发展论坛，组织“三所学校”

60 名数学科组骨干培训，提升科组建设与团队教研能力。

5.加强数字课程资源共建共享。邀请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

平台、“粤教翔云”数字教材等平台的专业技术人员进校指导，

开展专项调研 10 次，组织座谈会 14 次，收集征文 585 篇，培训

142 人次，回收问卷超万份。通过多种创新帮扶举措，有力推动

数字课程资源共建共享。

6.提升教师能力素质。举办“弘扬教育家精神”系列活动，

吸引近 2000 人参与，以“四联”模式开展活动 10 场，受益超 1000

人。同时举办分层次、分类别研修班，提高培训精准性与有效性，

切实提升受援学校师资素养与办学质量。

7.提升学校治理水平。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策略，邀请

超 20 位专家指导，组织 6 次调研，走访 20 所学校。分阶段、分

区域开展专家讲座与现场指导，以点带面提升学校治理能力。

8.加强特殊群体关爱教育。通过校园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专

题培训帮扶惠州市欠发达“三所学校”。第一阶段集中培训 527

人，第二阶段送培到校 1675 人。通过建立管理体系、创新机制

与课程，显著提升学员专业能力，发挥培训辐射功能，促进学生



— 12 —

心理健康教育发展。

（五）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健康发展

2025 年下达省级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健康发展-省学前教育指

导委员会质量提升专项 12 万元，已设置预算项目由教育科学学

院开展专项工作，截至 3 月 31 日资金暂未形成支出。

六、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资金支出进度方面。部分项目资金额度大、实施周期较长，

项目资金支付节点跨年度，部分项目资金当年未能全部支付，影

响资金支出进度。

七、改进意见

（一）提前谋划资金使用计划制定，细化指标内容。对现有

的绩效自评指标进行全面梳理，进一步细化各项指标。根据绩效

自评结果，深入分析基础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切

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二）根据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关键任务，确

定重点评价指标，并适当提高其权重。如将“教师专业发展”“课

程建设与改革”等对教育质量提升有重要影响的指标权重加大，

以引导资源向这些关键领域倾斜。

（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基础教育绩效评价数据

库，对自评过程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通过数据

分析，找出基础教育发展中的优势和不足，为制定针对性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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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提供依据。同时，利用数据分析结果对绩效目标进行动态调

整，确保绩效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