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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简介

 学校聚力“大健康”产业，建立了较为完

整覆盖医疗卫生主要岗位，在区域内专业门类

最为齐全的健康服务类专业结构体系，并被国

家残联、教育部授予康复类人才培养试点单位、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学校聚焦“大能源”产业，以透明地质、

智能化成套装备制造与应用、煤矿智能开采、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炭智慧物流等关键领域

专业为主体，积极发展新能源领域专业。其中，

“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群入选“双高计划“。

 

能源类专业 医学类专业



    一、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简介

专业群1.0版 专业群2.0版

煤矿开采
技术

煤田地质与
勘查技术

机电一体
化技术

矿井通风
与安全

煤田地质
勘查

服务产业
链上游

服务产业链中游
服务产业
链下游

机电一体化
技术

煤矿智能
开采

煤化工
技术

新时代煤炭智能开采与清洁利用专业群3.0版

按照“将专业群建在产业链、岗位群上”的建设理念，以ICT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以煤矿智能开采专业为核

心，与煤田地质勘查、机电一体化技术、煤化工技术专业协同发展的专业群，形成专业群“教学服务‘双轨发展’、

学训资源‘共建共享’、政行企校‘多元协同’、人才培育‘对接高端’”的建设模式。

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模式演进历程

煤矿开采
技术

煤田地质与
勘查技术

机电一体
化技术

矿井通风
与安全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一）坚持“育德”与“修技”有机融合，“三课堂”培养复合型能化人

实施“岗课赛证”综合育人，实现职教课堂提质培优、增值赋能

乌金大讲堂 专业育人大课堂 “三走进”外延课堂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文化引领、增强学生职业认同感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思政育人，培养专业情感和职业素养

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群专业核心素养树

面向能源强国国家战略、绿色勘查行业
发展新方向，充分挖掘专业特色，应对
智能开采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融入政治
素养、社会责任、专业素养、个人素养
等核心价值，促进专业课程的知识、能
力和素质协调发展，培养具有“技能报
国、德技并修、以技立业、以德修身”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高等教育”多类型专业育人，圆梦学生多彩人生

煤矿开采技术专业中职班（援藏） 应用化工技术中高职联办 西安航空学院-陕能源联办本科班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园-企-校协同-蒲城清洁能源学徒制班、宁夏红墩子、延长石油巴拉素订单班等培养普招生3575人
面向下岗工人、复转军人、矿企工人等培养百万扩招生2200余人

“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高等教育”多类型专业育人，圆梦学生多彩人生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n 为行业地方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19万人

n 开展各类培训25.5万人日

n 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1.9万人次

校企合作-赵石畔委培订单班

陕西彬长双提升人才培养委培班

“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高等教育”多类型专业育人，圆梦学生多彩人生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二）搭建四级育人平台，有效服务终身职教体系

智能开采
实训基地

国家级平台

省级行业级平台10个

市级平台

校级实训基地

虚拟煤化
工工厂

矿山救护技术
实验室

虚拟仿真研
创中心

罗克韦尔协
同创新中心

模拟矿井等
55个实训室

煤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矿山灾害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能源类创
新创业教
育研究与
培训基地

全国煤炭
清洁高校
利用技术
培训中心

全国煤炭类院
校思政课及课
程思政教师研

修基地

陕西省高
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

煤矿绿色
与智能开
采工程研
究中心

煤炭类“双师型”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煤矿应用技术创新
协同中心

协同育人政 行 企 区

校

本科教学：电气自动化
专业本科班
中职教学：西藏阿里地
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定制化培训项目：矿山
安全应急救援、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煤矿智能
化开采职业等级取证

共享教学资源
55门在线课程
开放式实践教学平台
.............

共建育人平台
陕西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智能开采实训基地
.............

支撑

中高职衔接 高本线贯通 企业定制培训

在校学生 企业员工

在校学生 企业员工

职
前
学
历
教
育

教
育

学
校

职
后
能
力
提
升

培
训

学
校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利用数字技术改革教学模式，解决实训教学“三高三难”问题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三）五步融合协同共建，提升校企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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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三）五步融合协同共建，提升校企合作水平

近五年，与国际院校机构、陕煤化、旭阳集团、中农亚钾国际等“走出去”企业签订

加拿大、德国、韩国、泰国、新加坡、坦桑尼亚、老挝等国的项目合作协议14份，协

议涉及学生培训、短期交流、专升本、海外带薪实习就业等学生项目5项，教师研修、

专业标准输出、国际互联网平台建设、海外员工培训、外籍教师培训等合作8项，合作

领域不断拓宽。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四）实施德技双修教师发展工程，打造“双师型”教学创新团队

Ø 确立了“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

Ø 构建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群教工1党支部“四梁八柱”党建
工作体系

Ø 实施强基行动，推进“党支部+师资队伍”标准化建设，
创建“党员+职教先锋”、 “党员+矿企学员”等一批“党
员+”品牌活动

Ø 推行“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四位一
体贯通式培训锻炼，提高党员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四）实施德技双修教师发展工程，打造“双师型”教学创新团队
按照“教产岗位互通、专兼教师互聘”的思路，以“分层分类、名师引领、阶梯提升”为原则打造煤矿开采技术专

业群教学团队。新增教育部行指委副主任委员1人，教育部行指委委员2人，新增二级教授2人、三级教授4人、陕西

省“五一巾帼标兵”2人，10名教师入选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20人入选全国煤炭行业教育培训资源编审专家，省

青年杰出人才1人，省级及行业协会等名师、有突出贡献专家7人，获评全国煤炭行业、陕西省、咸阳市技能大师工

作室5个，全国石油化工行业、煤炭行业优秀教学团队2个。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四）实施德技双修教师发展工程，打造“双师型”教学创新团队

1.人才奖项：2项科技成果荣获2023年陕西高校成果奖三等奖，4名教师荣获2023咸阳最美科技工作者、中青年科技

领军人才、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

2.专利标准：累计有效专利拥有量257件，双高院校专利联合申请全国排名第16位，获批专利促进转化资助20万元，

荣获秦创原高价值专利大赛优秀组织奖、三等奖1项、优胜奖2项，获聘陕西省首批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1人，1项

国家技术标准和6项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3.成果转化：省市秦创原、“三项改革”有价值科技成果23项，实现专利开放许可10项，专利技术成果转化落地

本地企业15项，获评2022年陕西高校秦创原建设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评估A等次。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五）坚持标准引领、规范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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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参 与 修 订 职 业 教 育 煤 炭 类
专 业 目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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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 参 与 研 制 国 家 专 业 教 学 标 准 、
专 业 简 介 1 7 个 。

主 要 参 与 开 发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
标 准 3 个 。

服 务 双 师 型 实 践 基 地 建 设 ， 研 制 教 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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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尼 亚 第 二 批 职 业 标 准 研 制 项 目
- 采 矿 技 术 人 员 N T A 4 。



二、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举措

入选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典型案例



三、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群建设成效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2021年煤炭行业建功立业优秀毕业生 优秀委培学员竞赛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