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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技术学院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 

施    工    方    案 

一、资金预算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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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阶段实施 

 

建设内容 

建设投入费用（单位：万元） 

2020 年至 2021 年 2021年至 2022 年 

电气工程系 智能制造系 化学工程系 
交通与车辆

工程系 
小计 电气工程系 智能制造系 化学工程系 

交通与车辆

工程系 
小计 

构建完善的高技能

人才培训体系 
135 87 20 42.5 284.5 132 83 17 42.5 274.5 

校企合作形成规模

化培训示范效应 
11 6 80.5 156 253.5 9 6 76.5 56 147.5 

提炼培训基地建设

工作经验 
7 10 3 1.5 21.5 6 8 3 1.5 18.5 

总计 153 103 103.5 200 559.5 147 97 96.5 100 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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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内容与资金分配预算 

建设 

单位 

具体建设内容 

构建完善的高技能人才培训体系 校企合作形成规模化培训示范效应 提炼培训基地建设工作经验 

电 

气 

工 

程 

系 

 

建设内容 

建设投入费用（万元） 

2020年 2021年 合计 

培训体系 2 1 3 

课程设置 4 4 8 

教材开发 2 2 4 

师资建设 5 4 9 

培训装备 120 119 239 

能力评价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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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单位 

具体建设内容 

构建完善的高技能人才培训体系 校企合作形成规模化培训示范效应 提炼培训基地建设工作经验 

智 

能 

制 

造 

系 

 

建设内容 

建设投入费用（万元） 

2020年 2021年 合计 

培训体系 3 2 5 

课程设置 3 2 5 

教材开发 3 2 5 

师资建设 5 5 10 

培训装备 70 70 140 

能力评价 3 2 5 

总计 87 83 170 

建设内容 

建设投入费用（万元） 

2020年 2021年 合计 

建立校企合作领导小组 1 1 2 

建立校企合作管理小组 1 1 2 

建设校企合作管理制度 1 1 2 

建立校企合作教学团队 2 2 4 

制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质量评价标准 
1 1 2 

总计 6 6 12 

 

 

建设内容 

建设投入费用（万元） 

2020年 2021年 合计 

到相关的高校、企业参访，

参加学术会议 
2 2 4 

聘请其他院校的专家、领导

介绍精神和经验 
2 2 4 

出国参观学习先进职业培

训经验 
3 2 5 

形成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3-5

篇 
3 2 5 

总计 10 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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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单位 

具体建设内容 

构建完善的高技能人才培训体系 校企合作形成规模化培训示范效应 提炼培训基地建设工作经验 

化 

学 

工 

程 

系 

 

建设内容 

建设投入费用 

2020年 2021年 合计 

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展深入的调

研分析，形成调研报告 
1 1 2 

定期开展校企专家座谈会 1 1 2 

逐步完善“校企共育，学做一体”

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 
2.5 2.5 5 

构建基于工作岗位典型工作任

务的课程体系 
3 4 7 

完成 4门校级精品课程申报并上

网 
5.5 6 11.5 

完成 4门课程校本教材编写、使

用工作 
3 4.5 7.5 

高技能人才培训职业资格鉴定

通过率 90% 
1 / 1 

高技能人才培训职业资格鉴定

通过率 95% 
/ 1 1 

总计 17 20 37 

 

建设内容 

建设投入费用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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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单位 

具体建设内容 

构建完善的高技能人才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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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软、硬件建设经费分配 

1.软建设 

序号 建设内容 

建设投入费用（单位：万元） 

电气工程系 智能制造系 化学工程系 交通与车辆工程系 

2020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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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建设 

建设专业 设备购置预算    （万元） 合计 

电 

气 

工 

程 

系 

—— 

电气自动化

设备安装与

维修 

序 号 建 设 内 容 金 额 可实现训练课题 

1 工业智能机器人实训室 120 

完成工业机器人的装配项目、视觉项目、涂胶项目、码垛码垛、快换工具项

目、打磨打磨、焊接项目、去毛刺项目、仓储项目、人机交互项目、PLC编程

与调试项目、离线编程项目的实训操作，同时能满足工业机器人大赛的参赛

要求 

2 柔性自动化生产实训室 69 

完成生产线组与调试项目、PLC基本编程与调试考核项目、组态软件的安装与

通信设置考核项目、系统单元 HMI触摸屏基本编程与调试考核项目、PLC伺服

电机速度位置控制功能的应用考核项目等，同时能满足机电一体化大赛的参

赛要求 

4 电气装置实训室 50 
完成工厂电气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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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工 

程 

系 

—— 

化工工艺 

 

 

 

 

 

 

 

 

 

 

实 训 室 化工总控工精馏实训室 

资金预算 20万元 

对接工作任务 化工总控工培训与考试、承办省级、市级化工总控工技能大赛 

拟开发主要实训内容 
1．间歇精馏岗位技能；2．连续精馏岗位技能；3．精馏现场工控岗位技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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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工 

程 

系 

—— 

化工工艺 

 

 

 

 

 

 

 

 

 

 

实 训 室 色谱仪器分析实训室 
资金预算 75万元 

对接工作任务 化工产品成分分析 

拟开发主要实训内容 1.色谱分析条件的考察；2.物质的定性分析 3.内标法定量分析； 
4.外标法定量分析；5.标准曲线法定量分析 

对接核心课程及培训 有机磷、有机氯农药的测定；石油产品成分的测定；食品成分分析；药物成分分析 

主要设备配置 

设备名称 参考品牌/参数 数量 

分光光度计 美普达 UV1800－DS2 8 

气相色谱仪 鲁南瑞虹 SP6890 4 

毛细管式色谱柱 鲁南瑞虹 PEG20M 4 

1微升色谱柱 高歌 1微升 5 

5微升色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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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与 

车 

辆 

工 

程 

系 

—— 

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 

序号 建设内容 金额（万元） 可实现训练课题 

1 
新能源汽车整车拆装实境虚拟理实一体

化教学实训室，加强教学资源库建设 
15 

完成实境下的新能源汽车概论、文化、使用与维护等理论知识

的学习以及新能源汽车整车的拆装与结构认知、工作原理及实

践技能训练、职业技能鉴定等工作。 

2 
新能源汽车故障诊断实境虚拟理实一体

化教学实训室，搭建智慧云教学系统 
15 

完成实境下的新能源汽车整车故障检测与诊断、结构认知、工

作原理及技能训练、技能鉴定等工作。 

4 
新能源汽车理实一体化教学实训室“三

纵三横”建设 
135 

完成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建设工作。构建“2+3+3”的

实训中心布局图，第一个“2”代表两个基础实训室：电工电子

实验实训室、高压安全实验实训室；第二个“3”代表三大核心

技术实训室，即“三电”实训室，电池、电机、电控实验实训室；

第三个“3”代表三类整车实训室，纯电动汽车整车、混合动力

汽车整车、新能源汽车维护实训室。 

5 
新能源汽车整车教学实训及大赛专用轿

车 2辆 
25 

完成新能源整车实训教学以及新能源汽车大赛的训练、参赛等

工作。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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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统计 

单位：万元   

建设单位 重点建设专业 软建设 硬建设 总计 

电气工程系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61 239 300 

智能制造系 数控加工 60 140 200 

化学工程系 化工工艺 54 146 200 

交通与车辆工程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10 190 300 

合计 285 7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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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内容与进度 

建设内容 2020 年 3 月-2021年 3 月验收要点 2021 年 3 月-2022年 3 月验收要点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建设内容与进度 

 

 

构建 

完善 

的高 

技能 

人才 

培训 

体系 

 

 

1.培训模式 

预期目标： 
1.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展深入的调研分析。 
2.定期开展校企专家座谈会，就社会需求来改善专业课程教
学。 
3.校企合作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初步建立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并开展试点实践。 

预期目标： 
逐步完善“项目导向、工学同步、能力递进”、工学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并开展试点实践。 
 
 
 

验收要点： 
1.形成调研报告。 
2.有关会议纪要。 
3.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并开展试点实践。 

验收要点： 
“项目导向、工学同步、能力递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实施的总结材料。 

2.课程设置 

和课程建设 

预期目标： 
1.与企业合作，完成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机电一体化、电气
装置等 4个项目化、模块化培训课程标准及内容的编写； 
2.组织专业教学团队与合作企业对 4门专业核心课程进行重点
建设，共同开发课程标准。 
 

预期目标： 
1.完善 4门专业核心课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 
2.完成培训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建设；精品课程充实资源，通
过有关专家论证，力争申报 2 门课省级精品课程和 4 门专业
课程达到院级精品课程标准。 

验收要点： 
1.课程开发的相关教案、课件； 
2.完成校级精品课程申报并上网。 

验收要点： 
省级精品课程和院级精品课程审批文件。 

 

3.教材开发 

 

预期目标： 
1.完成 2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校本教材建设； 
2.完成 2门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建设； 
3.完成 2门专业课程的教学资源建设。 

预期目标： 
1.完成 2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校本教材建设； 
2.完成 2门专业课程的教学资源建设； 
3.具有推广价值或示范作用的典型案例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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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完善

的高

技能

人才

培训

体系 

 

3.教材开发 

 

验收要点： 
1.成形的校本教材：《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机电一体化设
备安装与调试》； 
2.4门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 
3.2门课程的“电子教案、讲义、学习指导、实验实训指导书、
网络课件、教学录像、试题库、试卷库”等教学资源。 

验收要点： 
1.成形的校本教材：《电气装置》、《电子装调》； 
2.2门课程的“电子教案、讲义、学习指导、实验实训指导书、
网络课件、教学录像、试题库、试卷库”等教学资源； 
3.典型案例材料。 

4.师资建设 

预期目标： 
1.培养专业带头人 1名、骨干教师 3名和具有一体化教学能力
的品质优秀的教学团队； 
2.选送 3名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提高实践和教
学能力； 
3.聘请 1名企业技术权威、技术大师担任兼职专业带头人并进
行技术讲座。 

预期目标： 
1.培养专业带头人 1名、骨干教师 4名； 
2.有针对性的选 5 名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提
高实践和教学能力； 
3.聘请 2名企业技术权威、技术大师进行讲座。 

验收要点： 
1.教学团队建设规划书； 
2.专家授课视频； 
3.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的研修报告。 

验收要点： 
1.教学团队建设规划书； 
2.专家授课视频； 
3.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的研修报告。 

5.培训设备 

预期目标： 
1.完善校内电气自动化设备与维修实训基地的建设； 
2.在完善现有实训基地建设基础上，新开辟 1处实训基地。 

预期目标： 
1.进一步完善校内电气自动化设备与维修实训基地的建设； 
2.在完善现有实训基地建设基础上，新开辟 1处实训基地。 

验收要点： 
1.购置的设备及其清单； 
2.校企合作协议。 

验收要点： 
1.购置的设备及其清单； 
2.校企合作协议； 
3.制定校内实训基地安全管理制度； 
4.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运行机制和顶岗管理机制。 

6.技能评价 

预期目标： 
1.高技能人才培训职业资格鉴定通过率 90%； 
2.参加省工业控制、电气设备安装与调试技能大赛取得优异成
绩。 

预期目标： 
1.高技能人才培训职业资格鉴定通过率 95%； 
2.参加省维修电工技能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3.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质量稳步提高。 

验收要点： 
1.检查资格证通过率。 
2.查验大赛获奖证书。 

验收要点： 
1.检查资格证通过率。 
2.查验大赛获奖证书。 
3.检查就业签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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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 

合作 

提升 

培训 

能力 

 

 

 

 

 

 

1.建立校企合作

领导小组 

预期目标： 
成立由滨州魏桥集团、滨州活塞集团、滨州盟威集团、海

得曲轴等企业主要领导和系部领导组成的电气自动化设备安
装与维修专业校企合作理事会，共同研究制定年度实习计划，
审定实习方案、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及相关管理制度。 

预期目标： 
完善校企合作理事会，制定年度实习计划，完善实习方

案、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及相关管理制度，协调处理实习过程
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理事会协议书； 
2.实习方案初稿； 
3.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及相关管理制度初稿。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实习计划； 
2.实习方案； 
3.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及相关管理制度； 
4.校企合作理事会协调处理实习过程中出现各类问题的原始
记录。 

2.建立校企合作

管理小组 

预期目标： 
成立由系主任为主校企双方人员组成的校企合作工作小

组。每学期组织召开 1～2 次工作会议，负责顶岗实习方案落
实工作，监控实习过程，对实习效果和指导教师进行评价。 

预期目标： 
工作小组每学期组织召开 1～2次工作会议，负责顶岗实

习方案落实工作，监控实习过程，对实习效果和指导教师进
行评价。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工作小组协议； 
2.工作会议记录。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工作小组会议记录； 
2.校企合作工作小组工作记录。 

3.建设校企合作

管理制度 

预期目标： 

起草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制度。 

预期目标： 

完善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制度。 

验收要点： 

查阅有关资料。 

验收要点： 

查阅有关资料。 

4.建立校企合作

教学团队 

预期目标： 

由企业一线岗位技术骨干、能工巧匠和学校教师共同组成

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对学生学习过程实施指导、监督及考评。

教学团队中兼职教师由固定和流动两部分人员组成，总人数 5

名。 

预期目标： 

由企业一线岗位技术骨干、能工巧匠和学校教师共同组

成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对学生学习过程实施指导、监督及考

评。教学团队中兼职教师由固定和流动两部分人员组成，总

人数 5名。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协议； 

2.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工作记录。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协议； 

2.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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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 

合作 

提升 

培训 

能力 

5.制定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标准 

预期目标：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需要，依托魏桥集团等企业，制定《学

生顶岗实习工作流程》《学生顶岗实习考核标准》等标准和规

则。 

预期目标： 

对专业群中所有专业顶岗实习学生发放《学生顶岗实习

工作手册》，对学生加强顶岗实习流程及各种制度的指导，并

把顶岗实习的考核情况记录到考核手册，把学生顶岗实习的

表现和成绩作为学生毕业重要依据。 

验收要点： 

1.《学生顶岗实习工作流程》； 

2．《学生顶岗实习考核标准》。 

验收要点： 

1.《学生顶岗实习工作手册》发放记录； 

2.学生顶岗实习原始档案。 

总结 

技能 

人才 

培养 

规律 

1.参观学习 

预期目标： 
1.选派 3—5名教师到企业锻炼不少于 1个月/年； 
2.组织专业教师进行技能培训，并考取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
书，“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 80%。 

预期目标： 
1.选派 3—5名教师到企业锻炼不少于 1个月/年。 
2.组织专业教师进行技能培训，并考取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
书，“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 85%。 

验收要点： 
1.检查教师到企业锻炼的有关资料。 
2.检查教师职业资格证书。 
3.查阅有关记录。 

验收要点： 
1.检查教师到企业锻炼的有关资料。 
2.检查教师职业资格证书。 
3.查阅有关记录。 

2.经验交流 

预期目标： 
聘请其他院校的专家和领导来介绍人才培训的精神和经验。 

预期目标： 
聘请其他院校专家和领导前来介绍人才培训的精神和经验。 

验收要点： 
1.交流总结； 
2.交流图片、视频资料及报道； 

验收要点： 
1.交流总结； 
2.交流图片、视频资料及报道； 

3.技能大赛 

预期目标： 
1.举办维修电工技能大赛，促进培训能力提升。 
2.参加 2020 年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控制”和“电气装置”项
目的山东选拔赛 

预期目标： 
1.参加 2021年“技能兴鲁”技能大赛； 
2.争取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控制”和“电气装置”项目全
国选拔赛 

验收要点： 
1.大赛规程； 
2.大赛图片和视频，通讯报道； 
3.参赛图片和视频，参赛获奖证书。 

验收要点： 
1.大赛规程及相关文件； 
2.参赛图片和视频，参赛总结文件。 

4.形成成果 
预期目标：形成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1-3篇。 预期目标：形成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5-6篇。 
验收要点：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验收要点：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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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2020 年 3 月-2021年 3 月验收要点 2021 年 3 月-2022年 3 月验收要点 

数控加工专业建设内容与进度 

 

 

 

 

构建 

完善 

的高 

技能 

人才 

培训 

体系 

 

 

 

 

1.培训模式 

预期目标： 
通过毕业生信息反馈、走访企业调查、行业专家等渠道广

泛搜集信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聘请企业专家共同研究，
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预期目标： 
形成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验收要点： 
1.企业调研活动计划； 
2.行业企业调研记录； 
3.调研报告； 
4.行业、企业专家研讨会会议记录和纪要； 
5.专家填写的原始相关表格数据； 
6.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调研论证报告及试行方案。 

验收要点： 
1.培训方案汇报总结； 
2.专家论证会会议记录和纪要； 
3.人才培养模式调整及运行制度及行业、企业专家对人才培
养方案修订建议； 
4.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运行结果及方案修订稿。 

2.课程设置 

预期目标： 
对现有的课程进行撤、并。即撤掉某些不符合岗位需求的

课程或教学内容；将知识高度相关的课程合并，由多位教师共
同负责，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关联起来，形成一体化教学知识和
技能综合模块，打破原有课程体系束缚。 

预期目标： 
对于现有的课程进行加、减。即减少某些课程的不必要

的内容；增加某些课程的深度和广度,突出 CAD/CAM方面的知
识、技能应用。 

验收要点： 
1.调研报告； 
2.建设 2-3门精品课程。 

验收要点： 
1.调研报告； 
2.建设 1-2门省级精品课程。 

3.教材开发 

预期目标： 
在教学上进一步深化工学结合，实现学习与工作的相互结

合与渗透，即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实现校企共建能力
本位的课程体系与行动导向的课程内容。 

预期目标： 
将行业企业的先进生产、管理技术和行业标准和规范及

先进的企业文化引入教学中，实现岗位工作标准与课程教学
标准的有机衔接。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编写培训教材 1部； 
2.实用新型专利 1个。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编写培训教材 1部； 
2.实用新型专利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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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完善 

的高 

技能 

人才 

培训 

体系 

 

 

 

 

4.师资建设 

预期目标： 

1.建设专业带头人 1名、骨干教师 3名和具有一体化教学能力

的品质优秀的教学团队； 

2.选送 2名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提高实践和教

学能力； 

3.聘请 1名企业技术权威、技术大师进行技术讲座。 

预期目标： 

1.建设专业带头人 2名、骨干教师 3名； 

2.有针对性的选送 3 名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

提高实践和教学能力； 

3.聘请 2名企业技术权威、技术大师进行讲座。 

验收要点： 

1.教学团队建设规划书； 

2.专家授课视频； 

3.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的研修报告。 

验收要点： 

1.教学团队建设规划书； 

2.专家授课视频； 

3.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的研修报告。 

5.培训装备 

预期目标： 

1.完善校内数控加工生产性实训基地； 

2.在完善现有实训基地建设基础上，新开辟 1处实训基地； 

3.建设三坐标测量实训室 1个，车铣复合数控实训室 1个。 

预期目标： 

1.进一步完善校内数控加工生产性实训基地； 

2.在完善现有实训基地建设基础上，新开辟 2处实训基地； 

3.购置五轴立式加工中心一台。 

验收要点： 

1.购置的设备及其清单； 

2.校企合作协议； 

3.建成三坐标测量实训室 1个，车铣复合数控实训室 1个。 

验收要点： 

1.购置的设备及其清单； 

2.校企合作协议； 

3.制定校内实训基地安全管理制度； 

4.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运行机制和顶岗管理机制。 

6.能力评价 

预期目标： 

1.初步建立校企合作质量监控机制，构建社会、企业、学校三

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2.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及毕业生跟踪反馈系统，建立质量监控动

态数据库。 

预期目标： 

1.完善社会、企业、学校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2.完善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及教学质量监控机构； 

3.完善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 

4.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及毕业生跟踪反馈系统，建立质量监控

动态数据库。 

验收要点： 

1.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雏形； 

2.教学评价体系及毕业生跟踪反馈系统。 

验收要点： 

1.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2.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及教学质量监控机构； 

3.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雏形； 

4.教学评价体系及毕业生跟踪反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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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 

合作 

提升 

培训 

能力 

 

 

 

 

 

1.建立校企合作

领导小组 

预期目标： 

成立由滨州活塞集团、滨州盟威集团、鲁得曲轴等企业主

要领导和系部领导组成的数控加工专业校企合作理事会，共同

研究制定年度实习计划，审定实习方案、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及

相关管理制度。 

预期目标： 

完善校企合作理事会，制定年度实习计划，完善实习方

案、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及相关管理制度，协调处理实习过程

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理事会协议书； 

2.实习方案初稿； 

3.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及相关管理制度初稿。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实习计划； 

2.实习方案； 

3.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及相关管理制度； 

4.校企合作理事会协调处理实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的原

始记录。 

2.建立校企合作

管理小组 

预期目标： 

成立由系主任为主校企双方人员组成的校企合作工作小

组。每月组织召开 1～2 次工作会议，负责顶岗实习方案落实

工作，监控实习过程，对实习效果和指导教师进行评价。 

预期目标： 

工作小组每月组织召开 1～2次工作会议，负责顶岗实习

方案落实工作，监控实习过程，对实习效果和指导教师进行

评价。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工作小组协议； 

2.工作会议记录。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工作小组会议记录； 

2.校企合作工作小组工作记录。 

 

 

3.建设校企合作

管理制度 

 

 

预期目标： 

制定《校企合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校企合作工作小组

工作制度》《校企合作教学工作规程》《校企合作学生行为规范》

《校企合作指导教师资格聘任及管理办法》《校企合作指导教

师责任制度》等规章，从制度上保障校企合作的正常实施和运

行。 

预期目标： 

完善《校企合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校企合作工作小组

工作制度》《校企合作教学工作规程》《校企合作学生行为规

范》《校企合作指导教师资格聘任及管理办法》《校企合作指

导教师责任制度》等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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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校企合作

管理制度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初稿； 

2.《校企合作工作小组工作制度》初稿； 

3.《校企合作教学工作规程》初稿； 

4.《校企合作学生行为规范》初稿； 

5.《校企合作指导教师资格聘任及管理办法》初稿； 

6.《校企合作指导教师责任制度》初稿。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 

2.校企合作工作小组工作制度； 

3.校企合作教学工作规程； 

4.校企合作学生行为规范； 

5.校企合作指导教师资格聘任及管理办法； 

6.校企合作指导教师责任制度。 

4.建立校企合作

教学团队 

预期目标： 

由企业一线岗位技术骨干、能工巧匠和学校教师共同组成

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对学生学习过程实施指导、监督及考评。

教学团队中兼职教师由固定和流动两部分人员组成，总人数 5

名。 

预期目标： 

由企业一线岗位技术骨干、能工巧匠和学校教师共同组

成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对学生学习过程实施指导、监督及考

评。教学团队中兼职教师由固定和流动两部分人员组成，总

人数 10名。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协议； 

2.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工作记录。 

验收要点： 

1.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协议； 

2.校企合作教学团队工作记录。 

5.制定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标准 

预期目标：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需要，依托滨州活塞集团、滨州盟威集

团、海得曲轴等企业，制定《学生顶岗实习工作流程》《顶岗

实习教师工作考核标准》《学生顶岗实习考核标准》《顶岗实习

教学效果评价标准》等标准和规则。 

预期目标： 

对专业群中所有专业顶岗实习学生发放《学生顶岗实习

工作手册》，对学生加强顶岗实习流程及各种制度的指导，并

把顶岗实习的考核情况记录到考核手册，把学生顶岗实习的

表现和成绩作为学生毕业重要依据。 

验收要点： 

1.《学生顶岗实习工作流程》； 

2.《顶岗实习教师工作考核标准》； 

3．《学生顶岗实习考核标准》； 

4.《顶岗实习教学效果评价标准》。 

验收要点： 

1.《学生顶岗实习工作手册》发放记录； 

2.学生顶岗实习原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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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技能 

人才 

培养 

规律 

1.参观学习 

预期目标： 

1.选派 1名教师到高校进行学术交流； 

2.选派 3名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交流； 

3.选派 1名教师到海外学习人才培养模式。 

预期目标： 

1.选派 2名教师到高校进行学术交流； 

2.选派 5名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交流； 

3.选派 1名教师到海外学习人才培养模式。 

验收要点： 

1.学术交流总结； 

2.挂职交流总结； 

3.海外学习总结。 

验收要点： 

1.学术交流总结； 

2.挂职交流总结； 

3.海外学习总结。 

2.经验交流 

预期目标： 

聘请其他院校的专家 2 人前来介绍人才培训的精神和经

验 4次。 

预期目标： 

聘请其他院校的专家 2 人前来介绍人才培训的精神和经

验 6次。 

验收要点： 

1.交流总结； 

2.交流图片、视频资料及报道。 

验收要点： 

1.交流总结； 

2.交流图片、视频资料及报道。 

3.形成成果 

预期目标： 

形成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1篇。 

预期目标： 

形成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2-3篇。 

验收要点： 

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验收要点： 

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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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2020 年 3 月-2021年 3 月验收要点 2021 年 3 月-2022年 3 月验收要点 

化工工艺专业建设内容与进度 

 

 

 

构建 

完善 

的高 

技能 

人才 

培训 

体系 

 

 

 

 

1.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预期目标： 
1.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展深入的调研分析，建立“集中培训和短
期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模式运行制度； 
2.定期开展校企专家座谈会，就社会需求来改善专业课程教
学； 
3.校企合作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初步建立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并开展试点实践。 

预期目标： 
逐步完善“校企共育，学做一体”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

模式，并开展试点实践。 

验收要点： 
1.形成调研报告； 
2.有关会议纪要； 
3.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并开展试点实践。 

验收要点： 
“校企共育，学做一体”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的

总结材料。 

2.课程设置、 

精品课程建设 

预期目标： 
1.与企业合作，完成化工单元操作、仿真实训等 7个项目化、
模块化培训课程标准及内容的编写； 
2.组织专业教学团队与合作企业对 4门专业核心课程进行重点
建设，共同开发课程标准。 

预期目标： 
1.完善 7个模块化课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 
2.完成培训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建设；精品课程充实资源，通
过有关专家论证，力争申报 2 门课省级精品课程和 4 门专业
课程达到院级精品课程标准。 

验收要点： 
1.课程开发的相关教案、课件； 
2.完成校级精品课程申报并上网。 

验收要点： 
省级精品课程和院级精品课程审批文件 

3.教材开发 

预期目标： 
1.完成 2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校本教材建设； 
2.完成 7门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建设； 
3.完成 3门专业课程的教学资源建设。 

预期目标： 
1.完成 2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校本教材建设； 
2.完成 4门专业课程的教学资源建设； 
3.具有推广价值或示范作用的典型案例 2个。 

验收要点： 
1.成形的校本教材：《化工单元操作》、《化工仪表操作》； 
2.7门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 
3.3门课程的“电子教案、讲义、学习指导、实验实训指导书、
网络课件、教学录像、试题库、试卷库”等教学资源。 

验收要点： 
1.成形的校本教材：《化工分析与检验》、《化工设备运行与维
护》； 
2.4门课程的“电子教案、讲义、学习指导、实验实训指导书、
网络课件、教学录像、试题库、试卷库”等教学资源； 
3.典型案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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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师资建设 

预期目标： 
1.培养专业带头人 1名、骨干教师 3名和具有一体化教学能力
的品质优秀的教学团队。 
2.选送 3名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提高实践和教
学能力； 
3.聘请 1名企业技术权威、技术大师担任兼职专业带头人并进
行技术讲座。 

预期目标： 
1.培养专业带头人 1名、骨干教师 4名； 
2.有针对性的选 5 名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提
高实践和教学能力； 
3.聘请 2名企业技术权威、技术大师进行讲座。 

验收要点： 
1.教学团队建设规划书； 
2.专家授课视频； 
3.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的研修报告。 

验收要点： 
1.教学团队建设规划书； 
2.专家授课视频； 
3.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高校进修的研修报告。 

5.培训装备 

预期目标： 
在完善现有实训基地建设基础上，引入先进的化工总控工

精馏实训系统，进一步提升化工总控工的实训室功能。 

预期目标： 
1.进一步完善原有实训基地； 
2.在完善现有实训基地建设基础上，新建仪器分析实训室，
进一步增加化工仿真实训软件。 

验收要点： 
1.购置的设备及其清单； 
2.校企合作协议。 

验收要点： 
1.购置的设备及其清单； 
2.校企合作协议； 
3.制定校内实训基地安全管理制度； 
4.校外实训基地运行机制和顶岗管理机制。 

6.能力评价 

预期目标： 
1.建立“三结合、四层面、四参与、重平台”的培训质量监控、
评价和保障体系，构建社会、企业、学校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
质量保障体系； 
2.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及毕业生跟踪反馈系统，建立质量监控动
态数据库。 

预期目标： 
1.完善社会、企业、学校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2.完善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及教学质量监控机构； 
3.完善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 
4.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及毕业生跟踪反馈系统，建立质量监控
动态数据库。 

验收要点： 
1.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雏形； 
2.教学评价体系及毕业生跟踪反馈系统。 

验收要点： 
1.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2.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及教学质量监控机构； 
3.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雏形； 
4.教学评价体系及毕业生跟踪反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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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资队伍建设 

 

 

 

验收要点： 

1.检查教师到企业锻炼的有关资料； 

2.检查教师职业资格证书； 

3.查阅有关记录； 

4.查阅企业兼职教师资源库。 

验收要点： 

1.检查教师到企业锻炼的有关资料； 

2.检查教师职业资格证书； 

3.查阅有关记录； 

4.查阅企业兼职教师资源库。 

4.实训装备提升

与校内外实训 

基地建设 

预期目标： 

1.健全完善相关的运行和管理制度，新增密切校外实习实训基

地 2个以上，探索校企共同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新机制。 

预期目标： 

1.场地建设符合化工实训的各项标准； 

2.实现实训设备规范化管理； 

  

验收要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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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观学习 

预期目标： 

1.选派 1名教师到高校进行学术交流； 

2.选派 3名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交流； 

3.选派 3名教师参加全国石油化工院校技师、高级技师培训。 

预期目标： 

1.选派 2名教师到高校进行学术交流； 

2.选派 4名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交流； 

3.选派 4名教师参加全国石油化工院校技师、高级技师培训。 

验收要点： 

1.学术交流总结； 

2.挂职交流总结； 

3.培训总结，技师、高级技师证书。 

验收要点： 

1.学术交流总结； 

2.挂职交流总结； 

3.培训总结，技师、高级技师证书。 

2.经验交流 

预期目标： 

聘请其他院校的专家和领导 2 人前来介绍人才培训的精

神和经验 4次。 

预期目标： 

聘请其他院校的专家和领导 2 人前来介绍人才培训的精

神和经验 6次。 

验收要点： 

1.交流总结； 

2.交流图片和视频，通讯报道。 

验收要点： 

1.交流总结； 

2.交流图片和视频，通讯报道。 

3.技能大赛 

预期目标： 

1.举办化工总控工技能大赛，促进培训能力提升； 

2.参加 2020年“技能兴鲁”技能大赛。 

预期目标： 

1.参加 2021年“技能兴鲁”技能大赛； 

2.争取参加全国化工总控工技能大赛。 

验收要点： 

1.大赛规程； 

2.大赛图片和视频，通讯报道； 

3.参赛图片和视频，参赛获奖证书。 

验收要点： 

1.大赛规程及相关文件； 

2.参赛图片和视频，参赛总结文件。 

4.形成成果 

预期目标： 

形成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1-3篇。 

预期目标： 

形成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6-8篇。 

验收要点： 

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验收要点： 

研究性论文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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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2020 年 3 月-2021年 3 月验收要点 2021 年 3 月-2022年 3 月验收要点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建设内容与进度 

 

 

 

构建 

完善 

的高 

技能 

人才 

培训 

体系 

 

 

 

1.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预期目标： 

1.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展深入的调研分析。 

2.定期开展校企专家座谈会，就社会需求来改善专业课程教

学。 

3.校企合作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初步建立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并开展试点实践。 

预期目标： 

逐步完善“项目导向、工学同步、能力递进”、工学结合

人才培养模式，并开展试点实践。 

验收要点： 

1.形成调研报告。 

2.有关会议纪要。 

3.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并开展试点实践。 

验收要点： 

“项目导向、工学同步、能力递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模式实施的总结材料。 

2.课程设置 

和课程建设 

预期目标： 

1.与企业合作，构建与培养模式改革相适应的基于工作岗位典

型工作任务的课程体系初步设计与试点实践。 

2.组织专业教学团队与合作企业对 3门专业核心课程进行重点

建设，共同开发课程标准。 

预期目标： 

完成 3门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任务。 

验收要点： 

1.基于工作岗位典型工作任务的课程体系初步设计与试点实

践。 

2.完成 3门精品课程建设。 

验收要点： 

完成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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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材开发 

预期目标： 

配合专业课程建设，完成校企合作编写培训教材 1部，编

写校本教材 2本，出版本专业课程系列配套教材 3本，编写一

体化教学学生工作页 4套，并开发配套视频和多媒体课件，做

好专业教学的使用工作。 

预期目标： 

继续完善相应的系列教材，使之达到系统化、规范化、合

理化、标准化使用工作。 

验收要点： 

检查相应的系列教材。 

验收要点： 

检查教材出版情况。 

4.技能评价 

预期目标： 

1.高技能人才培训职业资格鉴定通过率 95%。 

2.参加技能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3.毕业生就业力、就业率稳步提高。 

预期目标： 

1.高技能人才培训职业资格鉴定通过率 98%； 

2.参加技能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3.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质量稳步提高。 

验收要点： 

1.检查资格证通过率。 

2.查验大赛获奖证书。 

验收要点： 

1.检查资格证通过率。 

2.查验大赛获奖证书。 

3.检查就业签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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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培训 

预期目标： 

为企业培训 500人次。 

预期目标： 

为企业培训 500人次。 

验收要点： 

检查各种培训计划，培训资料。 

验收要点： 

检查各种培训计划，培训资料。 

2.师资队伍建设 

预期目标： 

1.选派教师到企业锻炼不少于 3个月/年。 

2.组织专业教师进行技能培训，“一体化双师型”教师比例达

到 90%。 

3.新聘任 2 名以上企业技术专家或能工巧匠作为专业兼职教

师。 

预期目标： 

1.选派教师到企业锻炼不少于 3个月/年。 

2.组织专业教师进行技能培训，“一体化双师型”教师比例达

到 95%。 

3.新聘任 2 名以上企业技术专家或能工巧匠作为专业兼职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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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要点：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