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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4 年省级财政教育资金绩

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教务部积极开展 2023 年度省级财政教育

发展专项资金中的“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项目

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资金（学校体育美育卫生国防教育改革发展）的

通知》（粤财科教〔2023〕14 号）的规定，省财政厅下达资金共

计 40 万元，用于我校开展美育体育浸润计划。其中，有 20 万用

于美育浸润计划，管理权限在教务部；另外 20 万用于体育浸润

计划，管理权限在体育学院。本自评报告是基于 20 万元美育浸

润项目资金。

作为入选广东省“美育浸润行动计划”的全省首批 14 所高

校之一，我校 2023 年在惠州市龙门县龙城第三小学、蓝田民族

中学、路溪学校、平陵中学、麻榨中学、平陵中心小学等 6 所学

校（以下简称“帮扶学校”）深入实施美育浸润行动计划。该项

20 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针对这 6 所帮扶学校开展美育浸润工作。

该项预算按相关要求严格执行，基本达到预算绩效目标要求，各

项指标执行情况良好。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该项 20 万元美育浸润计划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自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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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良好。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该项 20 万元美育浸润计划项目主要用于美育浸润师资培训、

美育浸润宣传与推广、艺术器材购买、浸润专家指导等方面，共

计支出 16.29 万元，支出率为 81.45%。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该项目严格遵照预期总体目标，在分配

资金时坚持“实用、够用、安全、节俭”的原则，结合实际分配

资金，将满足基本需求放在首位，注重投入效益。项目资金基本

达成绩效目标，有助于通过实施美育浸润计划，加强和改进帮扶

学校美育工作，活跃中小学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审美素养。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过程指标情况分析

在资金管理、事项管理方面，能基本保证资金使用额度，并

在紧要、急迫的事项中运用。整理而言，过程指标完成情况良好。

但因主客观原因的制约，美育浸润活动尚未能做到效用最大化，

导致经费未能及时完全使用完毕。

（2）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数量指标方面，该项资金能支撑达成预期目标，包括组织

1 次高质量美育教师培训、1 场高水平交响音乐会、3 场较大规模

暑期夏令营，开展 3 门种类以上的特色体育课堂帮扶指导，近 30



3

次校园特色美育课程与活动，建设 1 个高品质艺术实践工坊（“全

学段的龙门农民画艺术工作坊”）、建立完善近 30 个校园美育

社团、支援 1 批艺术器材（美术耗材），开展艺术展演活动。在

质量指标方面，该项资金支持美育文化建设、美育特色活动开展、

美育师资队伍结对帮扶等方面完成了预期目标。在时效指标、成

本指标方面，该项资金支持美育活动及时开展，具有时效性；并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活动，为帮扶学校美育教师

配备专业成长导师，进行专业与教学指导，成本控制效果良好。

（3）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方面，该项资金促进帮扶学校切实提

升美育工作水平，真正做到将钱花在刀刃上，具有比较好的经济

效益；同时提倡绿色、节能、环保，注重在美育浸润行动过程中

对环境友好，提高生态效益。

在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与服务满意度方面，该项资金支持

帮扶学校开展“一校一品”美育特色项目，带动帮扶学校的美育

发展，形成了美育特色品牌，如龙门地域瑶族舞蹈“舞火狗”、

龙门农民画实践工坊等；进一步促进学校美育交流、推动校园美

育软文化建设。通过开展各类美育实践活动，强化与“惠州市美

育联盟”的合作，依托“惠州学院——惠州市教育局共建国家教

师教育创新实验区项目”，构建高校、政府、中小学（U-G-S）

三方合作模式，精准施策与长期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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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校助推基础美育高质量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帮扶

美育教师在市级以上教学比赛中获得较好成绩。2023 年，龙门县

平陵中学、麻榨镇中心小学合唱节目，通过层层选拔进入惠州市

第八届中小学艺术展演活动决赛，乡村孩子的艺术作品在惠州市

保利剧院专业舞台上进行展示。浸润学校师生今年在美育各类比

赛中获奖项共 40 余项，获市级美育类基础教育教育科学研究课

题立项４项，有效提升帮扶学校美育整体水平，师生满意度良好。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项 20 万元美育浸润计划项目预算，经费及时拨付到位，

支出合理合规，实现了预定的绩效目标，能基本保障分用途使用

绩效，并未出现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帮扶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近年来，美育浸润工作能在走

访调研的基础上，精准实施点对点帮扶，并开展丰富多样的浸润

活动，取得一定成效。但我校艺术类二级学院缺乏广泛深度的合

作，高校美育专家智库与地方美育人才力量的整合也比较松散，

美育教育资源还比较分散，未能有机地纳入全校美育浸润行动整

体大局。

2.项目资金管理有待进一步细化。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缺

乏人力资源投入，项目管理比较粗放，在帮扶内容的经费安排方

面还有不足之处，建立项目运用动态反馈机制方面还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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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进意见

1.进一步健全美育浸润工作机制，提高浸润成效。聚焦美育

工作的内容、方法、队伍和评价问题，一方面贯通美育纵向衔接，

打通大中小学壁垒，建立大中小协同一致的衔接体系；另一方面

贯通横向协同，联合大中小学等多方面建立美育立体化、纵横式

协同发展的工作体系，以持续深化区域美育一体化协调发展为目

标，增加浸润辐射维度。

2.加大美育浸润人力资源投入，确保项目资金实现专人专

管，提高项目资金分配的科学性、执行的准确性，加强帮扶的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发掘和利用我校浸润专家团队与“惠州

美育联盟”的教育资源，最大化确保美育浸润经费更好地支撑工

作高效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