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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优质院校的现实基础01



38所高职院校

40万在校生

陕西建设优质院校的现实基础

93所普通高校、151万在校生

院校数居全国第17位

学生数居第10位



（一）形成了院校错位发展的新格局

 20所院校夯实基础

（11所市属、行企属+9所民办）

 8所省级示范院校

4所在建

 6所国家示范（骨干）院校

统筹管理、分类指导

支持不同层次院校在不同

层面上水平、显特色



（二）形成了专业动态优化的新机制

新增专业110个

45个

国家战略密切相关

35个

支柱新型产业相关

30个

符合办学定位、就业好

撤销专业点73个

撤销新设专业22个

整改20个

有放有管、有进有出

支持学校围绕产业需求、

紧扣办学定位调整专业



（三）形成了校企深度合作的新动能

开放办学、协同育人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办学机制和培养模式

建成行业性职教集团19家、区域性职教集团

4家，吸纳企业511个、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96个



（三）形成了校企深度合作的新动能

开放办学、协同育人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办学机制和培养模式

建成3个试验区，开展2所“现代学徒制”试点



（三）形成了校企深度合作的新动能

开放办学、协同育人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办学机制和培养模式

陕铁职院参与肯尼亚蒙巴

萨至内罗毕铁路建设

陕工职院参与中国

有色矿业集团赞比

亚企业培训

杨凌职院举办建

筑工程国际班



（四）形成了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进步

强化规范、培育精品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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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央财支持

36个

精品资源共享课

13门

重点专业

23个

培育优质教育资源

实训基地

42个

教学资源库

3个

国家级



（四）形成了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进步

强化规范、培育精品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培育教学名师92名

教学成果奖52项优秀教材85种

完成省级教学改革

研究项目139个



创新开展专业综合改革
突出高职特点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 2014-2016年立项117个

➢ 省级示范校2个

➢ 试点学院13个

➢ 互联网+大赛中获奖56项

强化规范、培育精品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四）形成了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进步



（四）形成了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进步

强化规范、培育精品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6

往年 2014

（项 ）

（年）

1
1

居全国13位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79

往年 2016

（项 ）

（年）

1
2

居全国11位

高职创新行动计划

往年 2014

（个 ）

（年）

1
3

总量居全国1位

任务55个
项目16个



（五）形成了内外多维保障的新生态

政府重视、社会支持

多方联动为高职改革发展

创造良好条件

1.1万 2.9亿

设立高职教学项目专款生均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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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特色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顶层设计

陕西建设优质院校的顶层设计



把国家“双一流”拓展为“四个一流”

坚持教学工作的基本地位

一流学科基础上增加一流专业

150

50

500

200

培育

建设

高职

高职 一流专业

分类指导的基本方针

一流大学基础上增加一流学院

2016 2017 2019 2020

建成3所
培育5所

国内一流
高职院校

2018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措施

1

2

实行 ➢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减少 ➢ 行政审批和直接管理

1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措施

支持高校

健全机制

➢ 自主设置专业

➢ 自主调整专业

➢ 自主制定专业招生计划

➢ 自主调整在学学生专业

➢ 专业备案、预警、淘汰机制

2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措施

3

综合评价招生

实施分类考试招生

技能拔尖人

才面试招生

1 32 4

示范高职院校

单独考试招生

普通高校职业教

育单独考试招生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措施

4

课堂教学

教育教
学改革

实习实践

学分制

创新创业教育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措施

5

增加了4868个编制

高职22%

本科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措施

6

面向所有高校下放副教授评审

权，强化评审标准的人才培养基本

导向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措施

7

科研方面，职务科技成果由完

成人实施转化的可将90%收益奖励

个人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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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治校办学水平，推动学校

下移管理重心，释放二级院系办学

活力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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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国际化程度、信息化水平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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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均拨款标准，今年达到12000元，

新 增 部 分 按 绩 效 拨 付 ， 支 持 一 流 建 设

十项改革措施，聚焦人财物关键环节，为一流学院、一流专业

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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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优质院校的路径探索

对上：统一承接任务 对内：统一配置资源

目标明确

线索明晰

国家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优

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骨

干专业等系列项目与任务

政策、项目、经费与

院校承担的任务挂钩

资源集中

措施集成

优质高职
院校建设

一个平台

统分结合



实施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申报、遴选、建设、考核标准

项目

遴选

召开

确立

7次研讨会、培训会 、落实会

制定

立项516个

审核备案824个任务点

指标体系和观测点

推进优质院校建设

1



1

推进优质院校建设

实施动态管理

加大国家级项目培育力

02

01

120%的比例进行立项

优质院校12所

骨干专业180个
任务

启动率
项目

启动率

100%

80%

项目布点
启动率

120%

预估经费7.1亿元，年度投入1.4亿元

实施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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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优质院校建设

启动一流专业立项建设

异地
评审

遴选
项目

培育
引导遴选200个

下达高职一流专业建

设培育资金5200万元

建设50个

培育1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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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优质院校建设

推进教学工作诊断改进

2016年1月
成立省级诊改专家委员会

2016年3月
印发实施方案

2016年9月
印发实施细则

2017年4月
对3所国家试点院校进行了调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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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优质院校建设

项目管理设想

01

02

03

实行信息化管理

实行动态管理

实行质量管理

04

发挥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