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 写 要 求 

 

一、申报学校须按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并对内容真实性负责， 

申报书封面和内容真实性责任声明页要加盖学校公章。 

二、申报书中有关资金的数据口径按自然年度统计。 

三、申报书中有关即时性数据指标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6

日。 

四、申报书中不得插入图表，如需图表可注明“详见建设方案第

xx 页图 xx 或表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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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基本情况 

专业群名称2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主要面向产业3 先进制造业 

面向职业岗位（群） 
数字化设计与调试、智能自动生产线集成与调试、工业机器人编程与集成、智能系统

维护与服务 

专业群 

包含专业 

4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所在院（系） 所属专业大类 

1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机电信息系 装备制造 

2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机电信息系 装备制造 

3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电信息系 装备制造 

4 460103 数控技术 机电信息系 装备制造 

5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机电信息系 装备制造 

专业群负责人 

姓    名 王开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7.09 

学    历 本科 学    位 硕士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系主任 手    机 13543384209 职业技能证书 高级技师 

联系电话 2508952 电子信箱 wk84209@163.com QQ 657730201 

专业群负责人 

代表性成就5 

是广东省职业院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荣获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茂

名市名教师、茂名市劳动模范、茂名市“好心茂名，十大最美工匠”提名等称号。获得省

职业技能竞赛二等奖 1 项，连续 9 年获得教学评教优秀等级，获省信息化化教学设计比赛

三等奖 1 项，指导学生参加省级技能竞赛获奖 26 项。 

主持课程与专业建设项目 5 项（其中省级 2 项），以第 1 作者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8 篇，

主参编出版高职教材 4 本，获院级教学成果奖 4 项。担任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主

持参与科研项目 10 多项，教科研经费 60 多万元，以第 1 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0 多篇，获得

实用新型专利 7 项，获得茂名市科学技术奖 3 项。 

专业群资源相关性6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合作企业 是 
共享合作企业

名称7 

广东茂化建集团、富士康科技

集团、深圳地铁有限公司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用人单位 是 
共享用人单位

名称 

深圳地铁有限公司、广东茂化

建集团、富士康科技集团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专业课程8 是 
共享专业课程

名称 

机械制图、电工电子、PLC 应

用技术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校内实训基地 是 
共享校内实训

基地名称 

电子电工实训室、CAD/CAM 实

训室、PLC 实训室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是 
共享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名称 

广东茂化建集团、深圳地铁有

限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专任专业教师 是 
共享专任专业

教师姓名 

杨云兰、蔡美丹、陆叶、曾宪

桥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校外兼职教师 是 
共享校外兼职

教师姓名 
杨文志、江明基、马庆尧 

                                                        
2 为统一规则，使用群内最能够体现专业群特色的专业名称命名。 
3 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其他。 
4 每个专业群包含 3-5 个专业。 
5 代表性成就须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6 数据依据 2019-2020 学年“数据平台”。 
7 列出最多不超过 3 个具体名称，下同。 
8 包含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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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基本状态数据9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专业群) 1425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专业群) 609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专业群) 425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专业群) 391 

2020 级招生计划数(人/专业群) 685 2020 级实际录取数(人/专业群) 670 

2020 级新生报到数(人/专业群) 599 2020 级新生报到比例(%) 89.4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专业群） 591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90.5 

2020 届毕业生数(人/专业群) 376 2020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1.3 

2020 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98.6 2020 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81.4 

2019 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90 
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97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专业群) 43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48.8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专业群） 42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数

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6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专业群） 32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0.998 

2019-2020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率（人

时） 
74000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专业群） 22 

2019-2020 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受半

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专业群） 
402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20 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专业群） 
350 

合作企业总数（个/专业群） 22 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专业群） 350 

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专业群） 9 
合作企业支持兼职教师总数（人/专

业群） 
25 

合作企业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总数（人/专业

群） 
350 

合作企业捐赠设备总值（万元/专业

群） 
192 

合作企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元/专业群） 10 
合作企业接受 2020 届毕业生就业总

数（人/专业群） 
350 

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专业群） 1901   

                                                        
9 本表数据应与 2019-2020 学年数据平台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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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群内专业基本情况 

2-1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业基本情况11  

专业代码 460306 专业名称 
电气自动化技

术 

所在院（系） 机电信息系 所属专业大类 装备制造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541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244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99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198 

2020 级招生计划数(人) 251 2020 级实际录取数(人) 251 

2020 级新生报到数(人) 228 2020 级新生报到比例(%) 90.8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228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90.8 

2020 届毕业生数(人) 125 2020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0 

2020 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98.6 2020 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80.8 

2019 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90.3 
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97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14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58.33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13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

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9.08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19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1.35 

2019-2020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率

（人时） 
32000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13 

2019-2020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受半

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16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20 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 
120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12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 120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 7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

总数（人） 
10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生总数

（人） 
120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20 届毕业生

就业总数（人） 
12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

元） 
1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值

（万元） 
67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 300   

 

                                                        
11 本表数据应与 2019-2020 学年数据平台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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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460104 专业名称 
机械制造及自

动化 

所在院（系） 机电信息系 所属专业大类 装备制造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331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76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158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97 

2020 级招生计划数(人) 92 2020 级实际录取数(人) 85 

2020 级新生报到数(人) 76 2020 级新生报到比例(%) 89.4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72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93.5 

2020 届毕业生数(人) 141 2020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88.7 

2020 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98.6 2020 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77.3 

2019 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87 
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97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14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64.3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8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

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8.09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14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1.622 

2019-2020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率

（人时） 
27000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13 

2019-2020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受半

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13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20 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 
106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13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 106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 0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

总数（人） 
10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生总数

（人） 
106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20 届毕业生

就业总数（人） 
106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

元） 
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值

（万元） 
24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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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技术 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460305 专业名称 
工业机器人技

术 

所在院（系） 机电信息系 所属专业大类 装备制造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172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159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13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0 

2020 级招生计划数(人) 171 2020 级实际录取数(人) 171 

2020 级新生报到数(人) 159 2020 级新生报到比例(%) 93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159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93 

2020 届毕业生数(人) 0 2020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2020 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2020 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2019 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9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55.6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8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

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0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9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0.628 

2019-2020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率

（人时） 
3600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5 

2019-2020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受半

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20 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5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 0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

总数（人） 
5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生总数

（人）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20 届毕业生

就业总数（人）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

元）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值

（万元） 
80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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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技术 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460103 专业名称 数控技术 

所在院（系） 机电信息系 所属专业大类 装备制造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175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73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51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51 

2020 级招生计划数(人) 90 2020 级实际录取数(人) 90 

2020 级新生报到数(人) 74 2020 级新生报到比例(%) 82.2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74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82.2 

2020 届毕业生数(人) 82 2020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4.59 

2020 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98.6 2020 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93.24 

2019 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90 
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97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11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63.6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8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

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10.8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10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1.55 

2019-2020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率

（人时） 
11400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11 

2019-2020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受半

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112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20 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 
124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11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 124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 2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

总数（人） 
5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生总数

（人） 
124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20 届毕业生

就业总数（人） 
124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

元） 
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值

（万元） 
21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 927   

说明：可根据专业群内包含专业数量增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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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设计与制造 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460113 专业名称 模具设计与制造 

所在院（系） 机电信息系 所属专业大类 装备制造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206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57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104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45 

2020 级招生计划数(人) 78 2020 级实际录取数(人) 73 

2020 级新生报到数(人) 62 2020 级新生报到比例(%) 84.9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58 2020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85.3 

2020 届毕业生数(人) 58 2020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100 

2020 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96.6 2020 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75 

2019 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88 
2019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97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6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66.7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6 
2019-2020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

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6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6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1.5 

2019-2020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率

（人时） 
120000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13 

2019-2020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受半

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58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20 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 
50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11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 50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 2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

总数（人） 
5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生总数

（人） 
50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20 届毕业生

就业总数（人） 
5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

元） 
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值

（万元） 
14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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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群建设方案综述 

3-1  建设背景 

（一）本专业群所面向的行业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但我

国装备制造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业链低端高能耗等问题依然突出。 

《中国制造 2025》、《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茂名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战略及省市发展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强大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快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

键基础材料、关键产业技术基础等工程化产业化。 

（二）珠三角及粤西地区装备制造业高技能人才需求 

《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制造业全面

进入智能化制造阶段，基本建成制造强省，这就对装备制造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

“南方油城”茂名市，随着茂名石化及周边石化企业改扩建工程落地、中能源氢能科技（茂

名）有限公司氢能源产业基地揭幕、茂名烷烃资源综合利用 400亿元项目签约，以及巴斯夫

湛江一体化基地正式启动，中科（广东）炼化、宝钢湛江钢铁等系列重大项目投产，人才短

缺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3-2  组群逻辑 800 

    （一）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应性  

装备制造产业链上游包括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制造装备和产品设计、工艺规划、工

业控制、数据管理等工业软件；中游包括行业系统集成商、自动化系统集成商、工程承包商

和系统服务商等；下游为先进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装备业、钢铁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

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各个制造业领域。详见建设方案图 2-1。 

本专业群对接广东和粤西地区以装备制造业为主导的制造产业，共同完成“数字化设计、

精准化生产、信息化管理”现场生产任务，与产业吻合度高。 

（二）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 

立足茂名、辐射粤西及珠三角地区智能制造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面向制造企业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系统集成、运行维保、销售服务等岗位，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端复合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三）群内专业的逻辑性 

专业群按照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共享等原则，围绕

广东和茂名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产业链、岗位链，组群发展。专业群在就业

产业、岗位群等方面既有交叉、有融合，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服务于产品的

数字化设计；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服务于产品的自动化生产；电气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

及自动化服务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单元集成；它们对应于智能装备制造的设计、生产、

集成、运行、维保、销售、服务等各个关键环节,组成一个有机整休，有共同的服务职业岗

位群、相近的课程、实践教学资源共享。专业群内各专业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形成智能装

备制造产业的综合服务能力。专业群的组建有利于资源共建共享，有利于专业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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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设基础 

    （一）与省内外标杆专业群的差距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群为高水平建设专业群。专业群紧紧围绕河

北省钢铁产业的发展，构建国际先进的钢铁智能化生产人才培养新模式，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与借鉴。差距主要有：（1）省级以上教学成果与标杆相比较少。（2）校内实训室省级以上产

教融合工程中心，有待进一步提升。（3）省级以上教学名师、技术能手缺乏。 

（二）优势和特色 

1.打造“书记聊吧”及学生党员“心香”工作坊，提振学生精气神。教工党支部荣获 2019

年、2020 年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先进基层党组织”, 学生党支部荣获 2019 年荣获共青团茂

名职业技术学院 “五四红旗团支部”。 

2.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质量高。开展了“3+2”中高职衔接和“3+2”专本对接

人才培养工作，开设高职专业学院，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培养人才的质量高和针对性、

适应性强。近年来，学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获奖 53项。 

3.创新老师工作室人才培养机制，构建了“以师带徒、以老带新，以点带面”的工作室

人才培养模式。（详见建设方案图 3-1） 

4.社会服务贡献大。依托 4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培训，获得茂名

市科学技术奖 5项，授权专利 46项，完成各类社会培训人员 12560 多人日。 

（三）成果和支撑条件 

1.专业群核心专业是广东省品牌（二类）建设专业。专业群是学校“十四五”拟重点建

设且已发文立项的校级专业群。 

2.专业群师资队伍素质高。省自动化类专业教指委委员 1人，南粤优秀教师 2人，茂名

市名教师 1人，茂名市劳动模范 1人，茂名市十大最美工匠提名 1人，副高以上老师 11人。 

3.专业群具有完善实习实训条件。专业群建有 41间校内实训室与 38家校外实训基地，

其中，学校 2019年就投入 232万元专项资金建设 3 个实训室。 

4.专业群建设取得较突出成果。获得 5项教学成果奖，建有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1门、校

级在线开放课程 8门，教材 10部。获得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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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设目标 

 根据《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紧跟珠三角产业升级发展步伐，围

绕企业智能制造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与企业的紧密合作，深化

专业内涵建设，按照岗位群能力培养的要求，对专业群核心课程进行课程改革，突出学生职

业能力的培养，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引进或培养专业带头人，建成一支既

有高技能水平，又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双师”型的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引入大型

企业管理方法方式，企业元素融入。通过五年时间的努力，把我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技术专

业群建设成为顺应粤西重化工业大发展和迎接 4.0工业时代的需要，以“数字化设计与调试、

智能自动化生产与调试、智能系统维护与服务”为主题的具有地方特色、内涵厚实、资源共

享、服务能力较强、与国际接轨，在省内一流的高水平专业群。 

1.创新以“德技双修、标准引领、产教融合、校企联动”为特征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向省内外院校推广。 

2.构建基于工作过程岗位核心职业能力为主线，把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对接到

课程，重构“基础相通、核心共享、拓展互选”的专业群课程体系。打造一批优质的省级、

国家级课程和教学资源平台。 

3.全面推进“三教”改革，打造一批国内一流高职专业核心课程的 “金课”、编制国家

规划教材和形成一批有影响力教研成果。 

4.加强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建设，建成一支有省级教学名师带头，师德高尚、技术精湛、

结构合理、专兼结合、校企互通的双师型队伍。 

5.完善精准对接工作岗位的实践教学条件，校企共建省级以上校内外实训基地或产教融

合基地 2家。 

6.校企共培共建高端技术技能创新平台，积极开展社会服务，申报省级国家级科研项目

5项以上，技术成果转化 3项以上。 

7.加强国际合作，与境外院校开展深度合作 1 家，引进国外行业标准 1 个，开展国际

职业资格认证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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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设内容与实施举措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构建“德技双修、标准引领、产教融合、校企联动”人才培养模式。坚持把立德树人，

构建“三全育人”体系，成立“三全育人”工作委员会。开展课程思政改革，挖掘专业课程

的思想政治元素和功能，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 

2.深化产教融合，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成立智能

制造产业学院，成立产业学院管理委员会和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制定《产业学院章程》，

探索校企共建人才培养方案的长效产教融合机制。 

3.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组织学生参加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技能竞赛为契机，培养技术能手。  

（二）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1.实施岗位对接精准，重建专业群的课程体系。面向装备制造产业数字化设计、精准化

生产、信息化管理三个职业岗位群，构建岗位核心职业能力为主线，把所需的知识、能力、

素质要求对接到课程，重构“基础相通、核心共享、拓展互选”的专业群课程体系。 

2.推行书证融通，建设“1+X”证书教学资源包。积极探索实施“1+X”证书人才培养改

革，重点建设数控车铣加工、运动控制系统开发与应用、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等“1+X”证

书教学资源包。 

3.打造品牌“金课”，推动课程思政改革。建设 10 门专业群核心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 4门以上课程思政课程。 

（三）教材与教法改革 

1.对接企业典型项目和任务，开发“项目化”教材。通过与企业合作完成 PLC应用技术、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数控机床编程与操作等 6门专业群核心课程“项目化”教材。 

2.开发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展在线学习在线评价。专业群所有核心课程建设成为

教学视频、动画、案例、教材立体化多元的资源，依托校园云平台，打造一流的智慧课堂，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变革课堂教学方式。 

（四）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内培外引，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引进 3名以上省级教学名师、教授、博士，

引进 2 名海外背景的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校内工匠型骨干教师 20 名，校级名师 3 名，培育

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个。 

2.专兼结合，构建“名师劳模工匠工作室”。开展“双带头人”队伍建设，建设 2 到 3

个由名师和劳模工匠组成的“名师劳模工匠工作室”，名师与劳模工匠共同带领教师团队和

学生团队，有效实现技术应用创新到产品工程实施的转化。 

（五）实践教学基地 

1.顺应产业变化，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智能控制技术实

训中心、工业机器人技术实训中心、数字化双胞胎实践教学中心、智能制造中心、智能制造

单元数字化设计与仿真实训中心等 5个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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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靠行业企业，建设专业化产教融合校外实训基地。建成高水平“立体化”校企合作

基地 50 家。开展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技术服务、创新创业等产教融

合人才培养项目，开展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培育，助力校外实训基地建成省级以上“产教融

合型企业”2家。 

（六）技术技能平台 

1.校企共培共建，建设智能装备系统技术创新平台。与行业企业共建集人才培养、团队

技术建设、产品研发、技术推广、大师培育于一体的智能装备系统技术创新平台，积极开展

社会服务，申报省级国家级科研项目 5项以上，技术成果转化 3项以上。 

2.以“1+X”证书实施为契机，建设“1+X”培训考核中心。建设数控车铣加工、运动控

制系统开发与应用、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等初、中、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和考核基地，

面向学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面向教师开展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面向企业员工开展岗位能力

提升培训，为中小企业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 

（七）社会服务 

1.依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在石化装备制造行业工业机器人+自

动生产线的研发、应用，农产品深加工等自动化装备研发，在石化设备监测、植保、电力线

路检测等作业中无人机的应用研究，助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到账科研经费 100万元以上，

技术成果转化 5项以上。 

2.开发培训资源包，开展职业培训及技能鉴定服务。通过政校企联合培养智能化制造装

备行业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工程管理人员,每年培训人数不少于 2300人日。依托实训基

地实训设备，开展数控车工（初、中、高级、技师）、数控铣工（初、中、高级、技师）、电

工（中、高级）的技能资格鉴定，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 

（八）国际交流与合作 

1.加强国际合作，开发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与境外院校开展深度合作 1家，引进国外行

业标准 1个，开展国际职业资格认证 1项。 

2.支持对外交流，打造国际化师资队伍。支持专任教师参加英语和业务培训，建设一支

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双师型”、“双语型”教师团队。 

（九）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1.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建立专业群诊断与改进体系。专业群每年进行一次市场需求调研、

就业市场分析、毕业生跟踪调研、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学生能力测评情况分析、学生学业

情况分析，撰写调查分析报告和基于数据信息的专业质量分析年度报告，作为专业群结构优

化和人才培养目标修正的依据。 

2.以学生学习目标达成度为依据，开展课程诊改。利用学校课程诊改平台，实施课堂教

学质量在线检测和实时跟踪改进，不断改进课堂教学状态，编制课程质量分析报告，作为学

生课程学习标准修正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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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预计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德技双修、标准引领、产教融合、校企联动”人才培养模式 1个 

2.省级教学成果奖≥1个 

3.现代学徒制试点 4个  

4.产业学院 1个 

5.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个 

6.“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5个 

7.“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5个 

8.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10个 

（二）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1.省级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1个 

2.省级工业机器人技术教学资源库建设 1个 

3.省级在线开放课程≥4个 

4.省级金课≥4个 

5.省级课程思政≥4个 

（三）教材与教法改革 

1.和企业合作开发“X”证书课程标准≥4个 

2.重点建设教材≥6本 

3.省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3个 

4.编写基于工作页教案≥20个 

（四）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个 

2.省级名师劳模工匠工作室 2个 

3.省级教学名师 1 个 

（五）实践教学基地 

1.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 2个 

2.省级数字化双胞胎实践教学基地 1个 

3.省级智能制造单元数字化设计与仿真实训中心 1个 

（六）技术技能平台 

1.省级工程技术研究技术 1个 

2.省级智能装备系统技术创新平台 1个 

3.省级科研项目≥6个 

4.教科研论文 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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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级授权专利≥10个 

6.“1+X”培训和考核基地≥2个 

（七）社会服务 

1.横向课题 5个 

2.孵化智能制造企业 2个 

3.开发培训资源课程包≥4个 

4.社会培训≥2300人日/年 

（八）国际交流与合作 

1.开展 AHK资格认证 1个 

2.国际技能大赛获奖 4个 

3.开展国际培训交流≥2个 

（九）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1.建立专业群诊断与改进体系 1个 

2.建立专业课程诊断与改进体系 1个 

 

 

3-7  建设进度 

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人才

培养

模式

创新 

1.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 

①联合行业、企

业，成立专业群

教学指导委员

会，研讨专业群

管理制度，； 

②修订专业群

人才培养方案； 

③制定专业群

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方案； 

④开发“x”证

书标准 1 个； 

⑤省大创项目 2

项； 

⑥省技能大赛

获奖 5 项。 

 

①开展专业群人

才需求调研； 

②组织专业建设

研讨，审定与优化

人才培养方案等

相关文件，深化专

业群改革； 

③开发“x”证书

培训方案； 

④省级研究项目 1

项； 

⑤省大创项目 2

项； 

⑥省技能大赛获

奖 1 项； 

 

①开展专业群

建设诊断与改

进，推动专业群

内涵式发展； 

②学分银行转

化标准； 

③省大创项目 2

项； 

④ “挑战杯”

获奖 1 项； 

⑤ “互联网+”

国赛获奖 1 项； 

⑥院级教学成

果奖 1 项； 

⑦省级研究项

目 1 项。 

 

①组织研讨会，开

展专业群建设诊断

与改进，推动专业

群内涵式发展； 

②学分银行转化标

准； 

③省大创项目 2 项； 

④ “挑战杯”获奖

1 项； 

⑤ “互联网+”国

赛获奖 1 项； 

⑥院级教学成果奖

1 项； 

⑦省级研究项目 1

项。 

 

①开展专业群人

才需求调研； 

②开展专业群建

设诊断与改进。 

③省级教学成果

奖 1 项；  

④ “挑战杯”获

奖 1 项； 

⑤ “互联网+”国

赛获奖 1 项； 

⑥省大创项目 2

项； 

⑦全国技能大赛

获奖 1 项； 

⑧省级研究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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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 

①制定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

方案； 

②现代学徒制

培养学生 40名。 

①修定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方案； 

②现代学徒制培

养学生 50 名。 

①修定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

方案； 

②现代学徒制

培养学生 80名。 

①修定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方案； 

②现代学徒制培养

学生 200 名。 

①修定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方案； 

②现代学徒制培

养学生 100 名。 

2 

课程

教学

资源

建设 

1.专业群教

学资源建设 

①完善电气自

动化技术专业

教学资源库； 

②在线开放课

程 2 门； 

③制定对接“X”

的专业群课程

体系。 

①数控技术专业

教学资源库； 

②在线开放课程 2

门； 

③省级在线开放

课程 1 门； 

④ 金课 1 门。 

① “X”证书培

训课程 4 门； 

②在线开放课

程 2 门； 

③  完 善 对 接

“X”的专业群

课程体系； 

④金课 1 门。 

①初步建成专业群

教学资源库； 

②在线开放课程 2

门； 

 ③完善对接“X”

的 专 业 群课 程 体

系； 

④金课 1 门。 

①建成专业群教

学资源库； 

②在线开放课程 2

门； 

③完善对接“X”

的专业群课程； 

④金课 1 门； 

⑤省级在线开放

课程 1 门。 

2.课程思政

改革 

①制定课程思

政改革方案； 

②开展课程思

政。 

①课程思政改革

研讨； 

②课程思政 1 门。 

①课程思政改

革研讨； 

②课程思政 1

门。 

①课程思政改革研

讨； 

②课程思政 1 门。 

①课程思政改革

研讨； 

②课程思政 1 门。 

3 

教材

与教

法改

革 

1.专业群教

材建设 

①开发 “X"证书

课程标准 1 门； 

②工作页式教

案 2 本； 

③项目化教材

编写 1 本。 

①开发“X”证书

课程标准 1 门； 

②工作页式教案 3

本； 

③项目化教材编

写 1 本。 

①开发“X”证

书课程标准 1

门； 

②工作页式教

案 3 本； 

③项目化教材

编写。 

①开发“X”证书课

程标准 1 门； 

②工作页式教案 6

本； 

③项目化教材编写

2 本。 

①开发“X”证书

课程标准 2 门； 

②工作页式教案 6

本； 

③项目化教材编

写 2 本。  

2.专业群教

法改革 

①建设专业群

教学云平台 1

个，开展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改革； 

②院级教师教

学能力大赛获

奖 1 项。 

①建设专业群教

学云平台 1 个，开

展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改革； 

②院级教师教学

能力大赛获奖 1

项。 

①建设专业群

教学云平台 1

个，开展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改革； 

②省级教师教

学能力大赛获

奖 1 项。 

①建设专业群教学

云平台 1 个，开展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改革； 

②省级教师教学能

力大赛获奖 1 项。 

①建设专业群教

学云平台 1 个，开

展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改革； 

②省级教师教学

能力大赛获奖 1

项。 

4 

教师

教学

创新

团队 

1.教学团队

建设 

①培养工匠型

骨干教师 3 名； 

②专业群教师

标准 1 个； 

③引进培养副

教授以上 1 名。 

①培养工匠型骨

干教师 3 名； 

②进培养副教授

以上 1 名。 

①培养工匠型

骨干教师 3 名； 

 ②引进培养副

教授以上 1 名。 

③校级名师 1

名； 

 

①名师工作室 1 个； 

②培养工匠型骨干

教师 3 名； 

③ “双带头人”工

作室 1 个； 

⑤引进培养副教授

以上 1 名。 

①名师工作室 1

个； 

②培养工匠型骨

干教师 3 名； 

③校级名师 1 名； 

④省级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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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师、名师

名匠工作室

建设 

① “双带头人”

工作室 1 个； 

②校级名师 1

名。 

①省级大师工作

室 1 个； 

②校级名师 1 名。 

①名师工作室 1

个； 

②校级名师 1 名； 

③ “双带头人”

工作室 1 个。 

①名师工作室 1 个； 

②校级名师 1 名； 

④ “双带头人”工

作室 1 个。 

①名师工作室 1

个； 

②校级名师 1 名。 

5 

实践

教学

基地 

1.校内实训

基地建设 

①制定国家级

产教深度融合

实训室建设方

案； 

②完成 1 个实训

中心建设方案。  

①完成 1 个实训

中心建设方案； 

②幵发实训项目

20 个； 

③ 产教融合企业

1 个。 

①完成 1 个实训

中心建设方案； 

②幵发实训项

目 20 个； 

③省级实践教

学基地。 

①完成 1 个实训中

心建设方案； 

②幵发实训项目 20

个； 

③省级仿真实训中

心 

①完成 1个实训中

心建设方案； 

②幵发实训项目

20 个； 

③ 产教融合企业

1 个。 

2.校外实训

基地建设 

①建成高水平

校企合作基地 2

家。 

① 产教融合企业

1 个； 

②建成省校外实

训基地。 

①建成高水平

校企合作基地 4

家。 

①建成高水平校企

合作基地 4 家； 

②建成省校外实训

基地. 

①建成高水平校

企合作基地 2 家； 

②产教融合企业 1

个。 

6 

技术

技能

平台 

1.智能装备

技术创新平

台建设 

①组建专业群

科研团队； 

②制定相关管

理制度； 

③申报省级科

研项目 1 项。 

①市级工程技术

研究技术； 

②申报省级科研

项目 1 项。  

①申报省级科

研项目 2 项； 

②申报专利 3

项。 

①申报省级科研项

目 3 项； 

②申报专利 4 项。 

①申报省级科研

项目 3 项； 

②申报专利 4 项。 

2.“X”培训

中心建设 

①完成“X”培

训考核中心硬

件建 

①完成“X”课程

培训 100 人次。 

①完成“X"课程

培训 300 人次。 

①完成“X”课程培

调 350 人次。 

①完成“X”课程

培调 400 人次。 

7 
社会

服务 

1.开展技术

研发 

①开展关键技

术研究，授权专

利 2 项； 

②横向课题 1

项； 

③科研到账经

费达到 10万元。 

①开展关键技术

研究，授权专利 2

项； 

②横向课题 2 项； 

③科研到账经费

达到 15 万元。 

①开展关键技

术研究，授权专

利 2 项； 

② 孵化智能制

造企业 1 项； 

③科研到账经

费达到 15万元。 

①开展关键技术研

究，授权专利 2 项； 

②  孵化智能制造

企业 1 项； 

③科研到账经费达

到 15 万元。 

①开展关键技术

研究，授权专利 2

项； 

②横向课题 2 项； 

③科研到账经费

达到 15 万元。 

2.职业教育

和培训 

①开发 3 门课程

培训资源包； 

②开腰社会培

训 200 人次。 

①开发 3 门课程

培训资源包； 

②开展社会培训

300 人次。 

①开发 3 门课程

培训资源包； 

②开展社会培

训 500 人次。 

①开发 3 门课程培

训资源包； 

② 开 展 社会 培 训

600 人次。 

①开发 3门课程培

训资源包； 

②开展社会培训

800 人次。 

8 

国际

交流

与合

作 

1.国际化标

准引进和开

发 

① 引 入 德 国

AHK 认证标准； 

②开发国际通

用核心课程标

准 1 门。 

①AHK 认证标准

本土化； 

②开发国际通用

核心课程标准 2

门。 

①完善 AHK 认

证标准； 

②开发国际通

用核心课程标

准 2 门。 

①开发国际通用核

心课程标准 2 门。 

①开发国际通用

核心课程标准 1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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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化师

资队伍 

①1 名教师赴海

外研学； 

②开发优质国

际化课程资源 1

门。 

①2名教师赴海外

研学； 

②开发优质国际

化课程资源 1 门。 

①2 名教师赴海

外研学； 

②开展国际技

能大赛获奖 2

项。 

①1 名教师赴海外

研学； 

②开展国际技能大

赛获奖 2 项。 

①1 名教师赴海外

研学； 

②开展国际技能

大赛获奖 2 项。 

9 

可持

续发

展保

障机

制 

1. 建立专业

群诊断与改

进体系 

①制定专业群

建设管理相关

制度； 

②启动专业群

诊改和课程诊

改。 

①修订专业群建

设管理相关制度，

初步形成专业群

动态调整机制； 

②完成专业群诊

改复核工作。 

①修订专业群

建设管理相关

制度，形成专业

群动态调整机

制； 

②组建项目监

督小组进行项

目监控。 

①修订专业群建设

管理相关制度，形

成专业群动态调整

机制； 

②深入开展专业群

常态化、周期性的

诊断与改进。 

①修订专业群建

设管理相关制度，

形成专业群动态

调整机制； 

②形成专业群诊

断与改进机制系

列成果。 

2．建立专业

课程诊断与

改进体系 

①制定专业群

建设管理相关

制度； 

②启动专业群

诊改和课程诊

改。 

①完成课程诊改

复核工作。 

②落实专业群项

目建设激励机制 

①完善课程诊

改复核工作。 

优化专业群项

目建设激励机

制 

①完善课程诊改复

核; 

②深入开展专业群

常态化、周期性的

诊断与改进。工作。 

①完善课程诊改

复核工作。 

②形成专业群诊

断与改进机制系

列成果。 

 

 

3-8  专业群经费预算 

序号 建设内容 
经费预算（万元）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 3 5 4 5 

2.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1 3 3 3 3 

2 
课程教学

资源建设 

1.专业群教学资源建设 3 3 5 5 5 

2.课程思政改革 3 2 3 3 3 

3 
教材与教

法改革 

1.专业群教材建设 2 2 2 2 2 

2.专业群教法改革 5 2 5 4 5 

4 
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 

1.教学团队建设 3 5 7 10 5 

2.大师名师名匠工作室建设 3 4 5 5 5 

5 
实践教学

基地 

1.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150 200 300 300 250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1 2 5 5 5 

6 
技术技能

平台 

1.智能装备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3 5 5 5 5 

2.“X”培训中心建设 5 6 50 30 10 

7 社会服务 
1.开展技术研发 3 2 5 3 5 

2.职业教育和培训 3 2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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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交流

与合作 

1.国际化标准引进和开发 4 5 5 5 5 

2.国际化师资队伍 5 8 10 10 5 

9 

可持续发

展保障机

制 

1.建立专业群诊断与改进体系 2 3 5 6 4 

2.建立专业课程诊断与改进体系 2 3 5 5 3 

合计 1630 万元 200 260 430 410 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