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五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
                 培育“工匠型”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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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施“五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

实践“职场化+信息化”人才培养模式                          

工匠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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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智能制造特色鲜明的专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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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
背 景：职业教育改革政策层层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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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紧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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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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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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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科技进步的变化

互联网+时代变革要求

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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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领先 国际知名 智能制造特色鲜明

（二）对接区域产业组建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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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专业群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群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群
生产性服务专业群               

智能制造专业群
软件技术专业群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群

对接支柱产业：
纺织服装产业
（万亿级产业链）

国际一流

对接十强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

国内领先特色鲜明

对接产业：
现代建筑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
绿色化工
现代金融

服务面向：山东强省战略
             “两区”发展战略

（二）对接区域产业组建专业群

组群逻辑：对接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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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服务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发挥专业群集群效应，整合课程资源，按照“平台+方
向”的设置原则，构建“底层共享、中层融合、上层互
选”专业群课程体系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升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
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为核心，将学院内部
质量保证与行业、企业等外部质量评价相结合，实现评
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动态化

（三）服务“两区”产业发展，建设高水平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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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提升职业核心和人文素养、加
强体育美育、强化劳动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通过传授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使学生具有良
好的发展潜能。

通过创新引导、专创融合和创业孵化，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创新创业能力。

通过“三全”育人模式，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学生正
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通过单项训练、综合训练和顶岗实习，培养学生技艺高
超的专业技能。

（一）“五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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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突出以人为本、能力为重，构建起价值塑造、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创新实践、素质养成“五位一体”育人体系

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工匠精神有机融入人才培养方案、质量监控和综合评价体系。

（二）“五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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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路径

（三）“五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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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五位一体”培养体系为框架制订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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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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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个生产性实训基地（实训室）

15个省部级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

校外建设以上市公司为主

体的校外职场化教学环境

校内建设以生
产性实训基地
为主体的职场
化教学环境

n校企共建“职场化+信息化”育人环境

（一） 育人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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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揭牌仪式

n 共建山东省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

（一） 育人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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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实训室
发动机生产线

19

服装智慧教室场景VR服装博物馆应用场景 校内服装智能制造生产线场景

n校企共建“职场化+信息化”育人环境

（一） 育人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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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育人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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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校企共建“职场化+信息化”育人环境

（一） 育人环境建设

山东省智能制造教育产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1+X实训教学

物联网开发实训室 21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Ø建设 “云上山科”教与学平台，实现
人才培养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Ø注重提升信息管理中心人员业务水平

Ø将教师信息化水平纳入考核和评聘体系

Ø建设高可靠的网络环境和“职场化+信
息化”的智慧教室

n 搭建“云上山科”教与学信息化平台

（一） 育人环境建设

22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组建山东省智能制造职业教育集团
创新“集团+联盟 · 专业+产业”校企合作体制机制

行业协会10家

本科2家、高职18家、中职11家

科研院所2家

企业174家

（二） 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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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构
建
“
校
企
命
运

共
同
体
”
为
目
标

以建设“特色产业
学院”为抓手

深
化
体
制
机
制
改
革以人才需求为导向

（二） 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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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 式 框 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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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1+X 证书重构课程体系，开发教学资源

学院参与1+X证书制度推进情况一览表（部分）

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第一批 1 物流管理 50

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第一批 3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移动应用开发 150

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第一批 3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移动应用开发 30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第一批 2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技术 30

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第一批 2 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 70

汽车运用与维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第一批 4 汽车电子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制
造与装配技术

60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第二批 1 商务管理 50

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第二批 1 会计 50

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第二批 2 国际贸易实务,市场营销 50

传感网应用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第二批 1 物联网应用技术 30

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第二批 2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40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第二批 3 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50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第二批 4 工业机器人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机电
一体化技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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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1+X 证书重构课程体系，开发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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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1+X 证书重构课程体系，开发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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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授予部门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2016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织物设计及
CAD》

董敬贵
教育部办
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名单的通知
（教高厅函[2016]54号）

2016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韩语口语》

罗英钦
教育部办
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名单的通知
（教高厅函[2016]54号）

2015
主持国家职业教育专
业教育资源库：服装
设计专业教学资源库

刘桂玉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确定职业教育专业教
学资源库2015年度立项建设项目及
奖励项目的通知》教职成函〔2015〕
10号

2019
主持国家职业教育专
业教学资源库：汽车
电子技术专业资源库

丁文利 教育部

《关于公布2019年第二批职业教育
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建设项目名单
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
100号）

主持国家级、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及
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资源共享课）部分列表

（四）基于1+X 证书重构课程体系，开发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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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职

场化”教与学模式

（五）创新实施“线上、线下，职场化”混合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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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生就业质量高

毕业时间 总体就业率 就业现状满意度 平均月收入

2015年 97.79% 92.07% 3441元

2016年 98.72% 92.73% 3750元

2017年 97.77% 95.36% 4016元

2018年 97.73% 95.88% 4027元

2019年 98.80% 98.40% 4080元

2020年 96.37% 98.52% 4059元

近三年

u 1646名学生到中国中车、一汽-大众、中铁建设集团、中国葛洲坝集团等大型知名央企就业

u 3400余名学生到潍柴动力、烟台万华、鲁南制药、鲁泰纺织、齐鲁制药、歌尔股份、海尔集团、
豪迈科技、青岛鸿普电气、山东汽车等行业龙头企业就业

u 学生获国家赛奖项：一等奖18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4项

32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全国职业院校学生管理50强

全国职业院校教学管理50强

全国高职校国际化影响力50强

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

全国职业院校数字化校园样板校

全国首批职业院校教学创新团队

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

教育部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典型案例校

（二）职教领域影响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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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聆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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