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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   铁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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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文化理念
轨道为主 融合发展

数智赋能 开放办学

特色发展模式
智能高铁运维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高铁安全智慧运行技术技能服务

两大核心任务

学校简介



u 2022年，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双高计划”中期绩效

评价中获评“优”；

u 2023中国高等职业院校改革活力指数排行榜，我校位列

总榜第23位；

u 在《2023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学校入选人

才培养、服务贡献、产教融合三大卓越高职院校榜单

u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2019—2023年全国普通高

校大学生竞赛榜单（高职）中，我校位居全国第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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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职业院校改革活力指数排
行榜中位列总榜第23位

学校简介

2019-2023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
榜单位列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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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 核心 抓手

金 专 业 金 师 资
金 课 程
金 教 材
金 基 地专业建设推动职业教育

专业链和产业链紧密对

接，实现二者真正融合，

是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

根本。

教师队伍是发展职业教

育的第一资源，是支撑

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的关键力量，是职业

教育内涵建设的核心。

 课程、教材、基地建设是人

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职业

教育内涵建设的抓手。



1
以“金专业”建设为根本，

服务智能高铁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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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紧密对接高铁产业，促进专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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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金专业”建设为根本，服务智能高铁产业升级

u 健全专业动态调整优化机制

      围绕国家智能高铁产业发展需要，紧密对接新业态、

新职业、新岗位、新技术，深入开展“双论证”工作；

形成“对接产业、优化布局、重点突破、梯度推进、整体

提升”的专业动态调整优化机制。

u 围绕产业，大幅调整优化专业

      近5年，学校新增 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 等9个专业，

撤销12个专业，专业调整比例达27.6%；持续优化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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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金专业”建设为根本，服务智能高铁产业升级

2.聚焦专业特色，创新高铁人才职业特质培养

u 建立职业特质实验室

学校率先在国内建立高铁技术技能人才职业特质实验室。

u 构建特色职业特质培养模式

探索铁路专业职业特质目标“如何确定”“如何培养”“如何

评价”等问题，构建了“具象化、场景化、数据化”高铁技术

技能人才职业特质培养模式。

u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对口率达98%，签约大型国有企业、行业

龙头企业占比达80%，优势专业普通高招录取分数连续多年大

幅超过省控本科线。



u 获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项

u 2项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通过教育部验收

u 8个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重

点建设专业

u 5个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计划国家骨干专业

u 4个国家“双高计划”建设专业

u 5个省级“双高工程”建设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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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金专业”建设为根本，服务智能高铁产业升级

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2项通过教
育部验收

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标志性成果



2
以双师队伍建设为核心，

打造职业教育“金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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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双师队伍建设为核心，打造职业教育“金师资”

1.实施“四大强师工程”，打造高水平双师队伍

u 实施“师德师风提升工程、教师职业能力提升工

程、教师团队建设工程、国际化水平提升工程”

四大强师工程;

u 健全“五位一体”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u 构建了“双轨道三梯次”双师队伍成长阶梯：

u 组建了高水平的教学创新团队、科技创新团队、

中外混编团队。

教师职业能力
提升工程

师德师风
提升工程

教师团队
建设工程 

国际化水平
提升工程 

四大强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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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双师队伍建设为核心，打造职业教育“金师资”

2.注重名师引领，开辟教师成长梯次攀升通道

u 重视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多层次、

立体化师资队伍培养模式

u 不断完善专业建设、教学科研等支持措施，

提升支持力度

u 着力培养教学名师、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

科研骨干



u 双师队伍案例和个人案例入选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

教师队伍典型案例

u 现代轨道交通技术团队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u 3个团队入选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

u 入选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名匠）名校长培养

计划（2023—2025 年）培养对象1人。

u 2个团队获河南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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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双师队伍建设为核心，打造职业教育“金师资”

入选全国职业院校“双师
型”教师队伍典型案例2个

连续三次入选国家级职业教
育教师创新团队

入选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名匠）
名校长培养计划

3.标志性成果



3
深化课程体系改革，

打造职业教育“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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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课程体系改革，打造职业教育“金课程”

1.对接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打造精品在线课程

行业

增 加 前
沿 内 容

深 挖 思
政 元 素

重 构 课
程 框 架

丰 满 课
程 环 节

企业

专业

主动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实际”五个一“全链条课程建设思路

建好一门课程

编写一部教材

研究一项课题

参加一次比赛

组建一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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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课程体系改革，打造职业教育“金课程”

2.夯实教师教学基本功，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u定期开展教师“传统+数字化”教学基

本功竞赛

u  传统——教学设计、教案、板书等

u  数字化——教师信息化能力考核环节

教师基本功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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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课程体系改革，打造职业教育“金课程”

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8门

 

u 获批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

u 2023年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获一等奖1项、

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

u 立项河南省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0门

u 认定省级一流线下课程7门

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学能力比赛国赛一等奖

3.标志性成果



  

u 2023年，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获高职高专唯一最高奖“TI”杯，

获奖成绩位居全国高职第1

u 2023年，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获奖成绩位居全国高职第2

u 2023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

大赛获奖成绩位居全国高职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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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得全
国最高奖“TI”杯

2023年学生参加国家级比赛
获奖情况

3.标志性成果

三、深化课程体系改革，打造职业教育“金课程”



4
紧抓内涵建设，

打造职业教育“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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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紧抓内涵建设，打造职业教育“金教材”

u 落实教材建设要求，深化教材内涵建设

根据课程建设和改革的需要，调整教材内容体系，

更新教材内容，保持教材特色，持续提高教材质

量。

u 紧跟教材发展趋势，创新教材形态

探索开发形式多样的新形态教材，形成“活页式

教材+课程平台+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新形态一体

化教材建设与应用体系。

• 打造职业教育“金教材”

• 紧跟教材发展趋势，
创新教材形态

• 落实教材建设要求，
    深化教材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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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城轨车辆检修》等23部教材认定为“十四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u 《电力机车构造》等4部教材荣获首届全国

教材建设奖；

u 《机械制图》等8部教材被认定为河南省职

业教育优质教材；

u 《中药炮制技术》等8部获河南省高职院校

立体化教材；

u 面向中俄合作办学项目，开发活页式双语专

业教材，覆盖5个专业19门课程。

四、紧抓内涵建设，打造职业教育“金教材”

国家级规划教材23部

获全国首届教材建设奖4项 活页式教材和双语教材

标志性成果



5
校企合作多元协同，

打造职业教育“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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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企合作多元协同，打造职业教育“金基地”

1. 虚实结合，打造高水平轨道交通综合实践教学基地

u 高速铁路智能运维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获批国家级职业

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

u “列车驾驶虚拟仿真智慧实训教学装备”被推荐参评

教育部2023年“具有国际影响力教学装备”项目

u 获批1项国家级虚拟仿真课题、4项省部级虚拟仿真类

课题

u 3个基地被评为河南省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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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企合作多元协同，打造职业教育“金基地”

2.科教融汇，提升科技服务产业能力

u 创新科技服务“三三对接”机制。即学校对接路局、院部

对接站段、专业对接岗位三层次对接，及科研信息、攻关

项目、科研机制三环节对接

u 获批全国唯一CR400BF高速动车组车型国家级院校考点单

位，现已为8个铁路局考核高铁司机218人

u 与郑州局校企联合科技攻关开发项目22项。服务中小微企

业开展技术服务项目192项，服务金额3102.57万元，为

企业产生经济效益近亿元

学
校

路
局

院
系

站
段

专
业

岗
位

科研信息对接

攻关项目对接

科研机制对接



聚焦“一体两翼五重点”建设要求：
u努力为新一代智能高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u为推动中国高铁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贡献“郑铁智慧”

我们的初心与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