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高背景下“完全学分制”改革与实践

一 所 建 校 于 1 9 5 1 年 的 老 牌 工 科 职 业 学 校

7 0 余 年 的 人 文 与 工 科 教 育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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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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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济南铁路机械学校
铁道部济南铁路局举办并管理

1958-1963年 济南铁道学院
铁道部济南铁路局举办并管理

2000年 济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部济南铁路局举办并管理
2004年 山东省人民政府举办

省教育厅直属管理

2010年至今 山东职业学院
山东省人民政府举办
省教育厅直属管理

省内唯一培养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专业人才为主的工科院校

（一）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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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情况

固定资产总值（亿元） 12.1

教学实验实训室（个） 171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个） 105

在校生（人） 11311

招生专业（个） 41

学校占地（亩） 1209

专任教师（人） 562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39.5
n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n 坚持“人文立身，技术报国”的办学宗旨

n 秉承“为国家潜心培育合格人才，为企业量身打造现代工匠”的办学目标

n 建校70余年来，培养了11万余名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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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情况

建立健全面向市场、优胜劣汰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构建了与产业转型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相契合、相匹配的九大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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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成果

山东省省级文明校园

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山东省智慧教育示范校创建单位

山东省创建全国文明校园先进学校

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校

山东省绿色学校

山东省红色文化传承示范校

省级典型生产实践项目1个

省级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1个

省级新旧动能转换公共实训基地1个

省级教学创新团队8个

省级黄大年式教师团队3个

国家“双高计划”、骨干高职院校

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中国职业教育五十强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育人成效50强单位

全国铁路科普教育基地

全国“一站式”学生社区试点单位

教育部第一批数字校园建设试点校

国家级示范职业教育集团1个

国家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1个

国家级教师实践流动站1个

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2个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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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双高计划”
建设单位

全国职业教育
先进单位

国家骨干
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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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分制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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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制改革背景

• 职业教育规模化培养造成专业人才培养同质化严重，难以实现人才培养多样
化；也不能很好适应现在技术融合，专业数字升级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职
业教育的适应性不强。

• 现行一考定专业（终身）和校内转专业办法，都没有将课程学习的选择权交
给学生，不能满足学生“我要学”，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贯彻不到位，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未能落实。

• 目前的教学组织与管理体制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要我学” ，没有体现以学生
为中心，为学生的学习成长成才服务的教育教学理念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现状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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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开展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因材施教、人尽其才、人人出彩

完全学分制改革

学分制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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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六）促进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推动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高等

职业学校与应用型大学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制定国家资历框架，建设

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实现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加快构

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五、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十四）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全面实施弹性学习和学分制管理，支持学

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办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政策引导

学分制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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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制改革背景

2017年，学校牵头成立了山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学分制联盟；开展学年学分制培养。

2020年，学校在省内率先实施了完全学分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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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分制改革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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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双高建设-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以学生为中心

完全
学分制
改革 全员

书院制
改革

课程
教学评价

改革

“岗课赛证”
 综合育人

工程

学院+书院
协同育人

工程

卓越技能
人才培育

工程

数字化
素养提升

工程

“十百千”
课程思政

工程
五大工程

三项改革

1. 实施“一三五”育人工程，构建个性化人才培养体系

l 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3项

l 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2个

l 国家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33门

l 省级及以上教学标准20个

l 省厅级以上教改课题30项

l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180门

l 省级规划教材40本

l 国家规划教材1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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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因材施教，实施“一生一案”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化成长的统一。推

行专业“主辅修制”，打破“一考定专业”壁垒。“完全学分制”改革，有效解决了规模化培养和学生个

性成才之间的矛盾，引领职业教育个性化人才培养。

l 牵头成立山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学分制联盟

l 学生技能竞赛获奖 967项

l 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一等奖4项

l 认定 “齐鲁后备工匠人才” 338名

2. 率先实施“完全学分制”，开展“一生一案”个性化培养

（一）国家双高建设-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重构
模块化

课程体系

实施
跨专业、
跨年级选

课制

加大
选修课程

比重

实施专业
“主辅修制” 实施

学分转换
与

互认机制 实行
学分制
收费

实施
学业导师制

实施
弹性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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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专业、年级界限，组建五大书院。建立“学业导师、生活导

师”双元制，领导、管理、服务、思政力量下沉到学生一线，打造

“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集思政教育、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

的教育生活园地。

l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育人成效50强

l 教育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试点单位

l 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

l 山东省高校学生公寓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3. 配套实施”全员书院制”，打造三全育人主阵地

（一）国家双高建设-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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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国家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要求，人岗适配驱动，学生收获导向，深化“四级三循环”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评价模式改革，创新“四维度”岗位实习评价方法，获得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并在

《光明日报》刊载推广。

4. 创新开展“四级三循环”评价改革，树立职业教育评价改革样板

“四维度”岗位实习评价方法“四级三循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模式 获得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一）国家双高建设-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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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设计原则

组织
管理 实施学年注册、基于学分收费、以绩点提质量、依据学分毕业

改革
目的 打破专业壁垒，强化内涵培养，有机融合规模化培养与个性化成长

基本
原则 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以服务为宗旨、以育人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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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年学分制与完全学分制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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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分制改革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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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模块化
课程体系

实施
跨专业、跨年

级选课制

加大
选修课程

比重

实施专业
“主辅修制”

实施
学分转换与
互认机制

实行
学分制
收费

实施
学业导师制

实施
弹性修业

年限

“完全学分制”改革八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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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

       为适应完全学分制要求，重构基于岗位能力与专业知识一体化的新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由必修

课与选修课两类课程组成。必修课包括通识必修、专业必修、顶岗实习3个模块；选修课程包括人

文素质培育、技术技能提升、职业能力拓展和社会实践锻炼4个模块。

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课程资源

       尊重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差异，为学生提供

更加丰富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基础能力、兴趣特长、发展方

向等因素进行自主选课，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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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选修课程比重

       三年制专科专业教学计划总学分146学分，

选修课程共85学分，占总学分58.2%，学生自

主选课的比例远超必修课程比例。

在选修课中，

l 人文素质培育课程27学分，占总学分的18.5%

l 技术技能提升课程40学分，占总学分的27.4%

l 职业能力拓展课程10学分，占总学分的6.8%

l 社会实践锻炼类课程8学分，占总学分的5.5%

课程体系
学时学分要求

必选 限选 任选 模块
学分

学分
占比

模块
学时

学时
占比

通识必修课程 23   23 15.8% 460 17.1%

专业必修课程 20   20 13.7% 320 11.9%

顶岗实习 18   18 12.3% 540 20.1%

人文素质培育课程  
涉及美育、党史国
史等课程，由各专

业确定
 27 18.5% 432 16.1%

技术技能提升课程  30  40 27.4% 768 28.7%

职业能力拓展课程    10 6.8% 160 6.1%

社会实践锻炼类课程    8 5.5%   

总计 146 100% 2680 100%

各类型课程学分、学时要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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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跨专业、跨年级选课

打破专业、年级壁垒，构建“专业内层级递进、专业间横向融通”的选课模式。

l 由整班排课转变为学生自主选课（必修

课+选修课）

l 同一门课程，也由学生自主选择合适的

时间和老师

l  打破专业、年级壁垒，实现跨专业、跨

学院、跨年级选课

l  技术技能提升课程+职业能力拓展课程

+人文素质培育课程实现全校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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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跨专业、跨年级选课

选课制使学生拥有了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喜好、自我发展的要求

有目的的规划自己的学习过程，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在学业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自主选课，实现一生一案、同班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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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级学生数：3939人，超过146学分学生人数：1583人，占40%。
2021级学生数：3562人，超过146学分学分人数：1899人，占53.3%。

2020级学分排名：                                   2021级学分排名：
1.盛欣桐 177   学分    学期最高41学分     1.王德莹187.5学分    学期最高42.5学分
2.邓立峰 176   学分    学期最高42学分     2.时永扬181.5学分    学期最高39   学分
3.崔铠烁 175.5学分    学期最高38学分     3.杨诚杰180   学分    学期最高40   学分

（三）实施跨专业、跨年级选课

 选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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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主辅修制”

l 学生在修读主修专业的同时，可选择一个辅修专业，主辅修可转换

l 打破“一考定专业”壁垒，学生结合自身发展规划和兴趣，确认主辅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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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滨，录取专业为2020级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入校后通过学校实施 “主辅修制“选择铁

道机车专业进行选课修读，最终毕业成绩审核通过后同时获得铁道机车专业毕业证书和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专业的辅修证明，并通过校园招聘进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西机务段工作。
毕业证书 辅修证明 铁路局工作证

（四）实施“主辅修制”

l 2023届毕业生中，有163名学生取得双证书，约占总毕业生比例  5%

l 2024届毕业生中，有256名学生取得双证书，约占总毕业生比例   7%

 学生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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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学习成果认定与学分互认机制

l 制定《山东职业学院学生学习成果认定与学分转换实施办法（试行）》

l 学生获得技能证书类、竞赛类、科技创新类、荣誉类与学习工作经历类5类学习

成果，可以学分认定，并用于转换部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学分。

l 根据相关协议，校内专业间、校（境）内外可实施学分互认。

l 鼓励学生参加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含专科)及以上学历层次学习，并将职业(工作)经

历、志愿服务、创新创业、文化传承等体现职业经历、资历、资格和能力的学习

成果纳入成果认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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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峰:机电一体化技术2021级学生      胡德晨:机械制造及自动化2021级学生

自主选择科技创新类课程，并参加机器人创新协会，培养一技之长，获得省创新类比赛一等奖3项、实
用新型专利4项。2023年通过考核与选拔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技术”赛项，取
得一等奖第一名的好成绩。国赛和创新类比赛获奖经成果认定，转换为技术技能课程5学分，顺利毕业，并
被保送至临沂大学。

获奖证书 录取通知书专利证书 训练照片

 学生案例（二）

（五）实施学习成果认定与学分互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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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弹性修业年限

l 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3年，学生可在2-5年修完

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后，获准毕业。

l 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再“一刀切” ，使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权。

l 允许学生根据自身学习安排和规划延长修业年

限，延长后仍然以应届毕业生身份毕业。

中
国
高
职
高
专
教
育
网



（七）实施学业导师制

06

有利于实现教书
和育人的有机结
合，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02

有利于学生尽快适
应大学学习和生活

04

有利于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提升

学生素质

05

有利于建立新型的
师生关系

03

有利于对学生因
材施教，开展个
性化教育，挖掘

学生潜能

01

有利于更好地贯
彻全面育人的现
代教育理念，落
实素质教育的要

求

制定相应的选课方案，
保证学生学习的系统
性、完整性和实用性

制定《山东职业学院学业导师制实施意见（试行）》，

并将学业导师经历作为职称评聘的必要条件，全校现有在

聘学业导师超过24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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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行学分制收费

l 实施学分制收费：注册学费900+学分学费

学分收费：

共138学分，按照100元/学分的标准收取学费

8学分

138学分

奖励学分：

社会实践锻炼类课程8学分为奖励学分，不收学费

14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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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晖春华冬蕴 秋韵

五、创新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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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一   构建了适应完全学分制要求的“五步”教学运行体系

建立了“实施弹性学制、基于学分收费、以绩点提质量、依据学分毕业”的完全学分制
教学管理机制。一

构建了“专业内层级递进、专业间交叉融合”选课体系，实现了学生的“自主选
修课程、自主安排学业进程、自主构建知识体系、自主选择发展方向” 二

打通专业选课壁垒，加大选修课比重，增加课程资源，扩大学生跨专业、跨
学院选课的自主。

三

实施学业导师制，每50-100名学生配备1名学业导师，为学生开展个性化指导，
指导学生编制并执行个人学业计划。

四

建立学分互认和主辅修制，畅通学分认定和转换通道，打破了“一考定专业”的束缚，
鼓励在校学生通过获取不同学习成果，提升技术技能和综合素质。

五

“五步”
教学运行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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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二  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保障了学分制改革的落地实施

搭建“智慧教务”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学生自主选课、线上智能排课、线上智慧课堂、线上教

学评价、线上教学管理、学习预警反馈等功能，实现“一生一案”，一键形成学生学习成效画像，助

推完全学分制改革落地实施，有效支撑人才的个性化培养。

数字化管理平台 学生自主选课 学习预警反馈 线上教学评价 线上智能排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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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三  完全学分制改革，促进规模化培养向个性化成长转变

 实施“完全学分制” 改革，学生一人一课表，一生一方案，赋予学生更大的学业规划与学习

“自主权”，实现了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化成长的统一，有效解决了规模化培养和学生个性成才之

间的矛盾，引领职业教育个性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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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一   如何发挥“学分制”的引领作用

一 需要进一步发挥山东省学分制联盟作用，打破学分互认互通在校际
间的壁垒，实现学分互认在不同教育类型间的标准引领。

二 推动建立“学分银行”，配合国家职业资历框架，为终身学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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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二  如何建设“纵向贯通  横向融通”的学分体系

       牵头山东省机械制造类、设备维修类专业“职教高考”改革，主持开发山东省“职教高考”试题资源库4个，

连续12年承担山东省职教高考机械类专业技能测试，人才成长成才“立交桥”越走越宽。

本科

中职

春季
高考

单独
招生

高职

高中

夏季
高考

综合
评价
招生

专升本 “3+2”
贯通培养

技师

联合
培养

职普融通
“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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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升

走出去

 思考三   如何建立“开放共赢，合作办学”学分互认体系

引进来

       实施“引进来 - 走出去 - 再提升”三步走，构建“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学生培养、

海外职院共建、海外中企服务”四轮驱动的国际化办学体系。

与俄罗斯乌拉尔国立交通大学合作
设立山东职业学院乌拉尔国际轨道交通学院

与美国新建筑与设计学院合作
举办软件技术专业高等专科合作办学项目

成立中铁资源蒙古新鑫产教融合培训中心
获批教育部首批“中文工坊”

联合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中蒙国职业技术学院乌兰巴托校区

联合中老铁路有限公司等
在老挝设立“班 · 墨学院”

与中国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建设中国-印度尼西亚职业技术学院

棉兰达瑞校区

承办中德先进制造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合作发展论坛

承办先进制造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国际会议

承办金砖国家及“一带一路” 
技能大赛3项

承办商务部援外培训项目
“墨西哥轨道技术培训班”

承办教育部“汉语桥”团组交流项目

承办”国际轨道交通训练营”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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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潜心培育合格人才

为企业量身打造现代工匠

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

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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