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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不多于 1000 字） 

成果是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继国家示范校后，依托国家优质

校、国家“双高计划”项目开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2006

年起，国家建设 100 所示范校，引领高职院校加强内涵建设、以

就业为导向培养技术技能人才；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坚持“服务需求、就业导向，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系统培养、多样成才”，引领高

职院校树立全面培养、多样成才观念。但在实践中出现片面强调

技能轻视素质教育、赋能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不健全、学生多样

化发展不足等现象。2012 年起，成果依托《基于职业能力培养

的高职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等 10 余项国家级、省



级课题，研究构建“价值引领、全面发展、多样成才”高素质工

匠人才培养体系，2016 年始在校内实施，并在山东工程职业技

术大学等省内外推广应用，成效显著。  

成果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适应现代经济

社会发展和新时代“公民素质”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以服务发

展、促进就业为逻辑起点，聚焦全面发展、多样成才，重塑“有

理想信念、有就业能力、有生活品质、有发展潜能”高素质工匠

人才的内涵和目标定位；构建“适应需求、动态调整”专业服务

产业协同发展机制；重构“价值塑造、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创

新实践、素质养成”五位一体课程体系；创新实践“校企协同、

多元选择”人才培养模式；创建“学分转换+双链融合”教学管

理机制。学院通过完善制度、营造氛围、部门合力，保障新培养

体系落地实施，全员全方位培养高素质工匠人才。  

新培养体系显著提高育人质量，近五年招生第一志愿录取率

100%，平均毕业去向落实率 97%以上，2022 届毕业生 26.42%就

业于行业龙头企业。用人单位对学生政治素养、发展潜力等满意

率 99.84%。近五年学生申报发明专利 1328 件，其中 2021 年授

权发明专利 48 件。“山科学生志愿服务”成为全国品牌，3000

学子服务北京奥运会、800 学子服务青岛上合峰会等。该成果产

生了示范辐射作用和积极社会效应：2020 年全国职教活动周上

原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视察学院办学情况并点赞学院培养体系和

育人质量，学院在 2021 年全国职教活动周上作专题报告，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第 67 期高职院校校长培训班专门到山科调研考

察，广东、甘肃等教育厅组织高职院校长来调研“山科人才培养



体系”，为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新华社、大

众日报等媒体对成果经验做法进行报道。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不多于 1000 字） 

（一）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是解决高职人才培养质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需求和产业

发展要求，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二是解决高职人才培养中存在素质提升与能力培养不同步

的问题。 

三是解决高职院校毕业生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二）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案 

成果提出“以学生为本，赋能人生出彩”的教育理念，围绕

高素质工匠人才培养，构建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1.确立“有理想信念、有就业能力、有生活品质、有发展潜

能”的高素质工匠人才内涵和目标定位 

依据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多元智能理论，确定“四有”高素

质工匠人才内涵和定位，推动价值塑造与技术技能培养融合统

一，搭建差异化发展、个性化成才路径，培养“能就业、会生活、

有发展”的高素质工匠人才。 

2.构建“适应需求、动态调整”的专业服务产业协同发展

机制 

政行企校组建专业建设委员会，对新上专业构建 SWOT 分



析模型，确定设置与否；对开设专业从专业与产业关联度方面设

计 6 个指标，在雷达图视域下监测发展现状，确定专业调整和发

展结论。 

3.重构以价值塑造为引领的“五位一体”课程体系 

根据新培养目标，重构课程体系，其中： 

价值塑造为“根”，引领人才培养方向。加强爱党爱国和

“三观”教育，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行并重，实现价值塑造

贯穿育人全过程。 

知识传授为“本”，构筑学生发展根基。按照“厚基础、

精专业、有潜能”，设置“基础+模块+方向”专业课程体系，

夯实学生知识深度。 

技能训练为“要”，培育学生就业能力。建设单项-综合-

复杂-创新四级渐进的技能训练体系，推行“岗课赛证”融通，

实施任务驱动，强化技能习得。 

素质养成为“基”，赋能学生人生品质。搭建以健体、尚

美、修身、卓越为核心的素质养成体系，开足开齐人文素养、

体育、美育、劳育等课程。 

创新实践为“魂”，激发学生创新潜能。打造课程“学”、

项目“研”、竞赛“创”的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学生自主进行

创新创业实践。 

4.创新实践“校企协同、多元选择”人才培养模式 

设置普通班、卓越班、学徒班、订单班、匠造班、技能班等

六种培养模式，建设课程供给体系，学生菜单式点课，实现个性



化发展。与潍柴动力、中国中车等合作，共制培养标准、共定培

养方案、共建教学环境、共同教学管理。 

5.创建“学分转换+双链融合”教学管理机制 

以“云上山科”为平台建立个人学分银行，学生参加技能

大赛等均可置换学分。坚持“不看存量看增量、有了增值就是

发展”，分类实施评价。 

 

3.创新点（不多于 1000 字） 

一是创新提出“以学生为本，赋能学生人生出彩”教育理念，

重塑高素质工匠人才的内涵和定位，从理论上丰富了高职教育类

型特征。学院组织的多项社会调研显示，用人单位对高职毕业生

需求因素排序是：“三观”正-爱岗敬业-团队合作-创新精神-

专业能力，价值塑造排在首位、综合素质成为核心。同时以互联

网兴起为标志的专业领域交叉融合，新技术和产业变革使就业岗

位跨界复合，对高职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因

此，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结合高职生源多样

化、学生发展多样化的新要求，提出“以学生为本，赋能学生实

现人生出彩”，确定“有理想信念、有就业能力、有生活品质、

有发展潜能”的高素质工匠人才目标，其内涵和定位体现了“以

人为本”新发展理念，适应了现代经济社会对人才需求，尊重了

学生成长的主体性、发展性。 

二是创新构建“五位一体”课程体系，探索学生全面发展多

样成才的有效途径，从实践上为“五育并举”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提供了典型案例。根据新培养目标，学院重构了“五位一体”课



程体系，新课程体系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推动

价值塑造与技术技能培养融合统一，对学生实施全面培养，赋能

个性发展。其中价值塑造为“根”，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世界观；知识传授为“本”，构筑学生发展基础；技能

训练为“核”，培育学生专业技术技能；素质养成为“基”，提

升学生人生品味；创新实践为“魂”，挖掘学生智力技能的创新

潜质。 

三是创新实施“学分转换+双链融合”教学管理机制，遵循

高职教育发展规律、尊重高职学生个体差异，发展了新时代职业

教育评价体系。围绕“五位一体”课程体系实施，尊重不同生源

学生特点，关注学生发展过程，目标链与标准链融合，调动学生

学习兴趣，激励学生为实现发展目标而不懈努力，同时便于教师

全面了解学生动态发展过程和个性发展特点，从而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指导，促进学生实现多样成才。 

 

4.推广应用效果（不多于 1000 字） 

（一）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山科毕业生“职业素养高、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品

牌效应初步形成。 

就业质量高。2021 年毕业生平均月薪较 2015 年提高 1323

元，升迁率 7.88%，2022 届毕业生 26.42%就业于行业龙头企业，

在万华化学就业毕业生起步年薪 14 万元；专升本通过率达

79.86%，较全省高 11.8%。 

创新发展能力强。近五年获国赛一等奖 19 项，荣获首届世



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牌。自 2016 年至今，授权专利 1328件，

位居全国高职院校第六位，其中 2021 年授权发明专利 48件。学

院被评为 2019 年度全省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在校生创办公

司 70 余家。 

综合素质高。“山科学生志愿服务”成为全国品牌，3000

学生志愿服务北京夏季奥运会，建党九十周年、上海世博会、青

岛上合峰会等都有山科学子志愿服务。潍柴动力、鲁泰纺织等评

价学生“敬业爱岗，甘于奉献，具有业务钻研和技术创新的精神”。 

（二）成果辐射国内同类院校 

在 2020 年全国职教活动周上，原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视察学

院办学情况并点赞学院培养体系和育人质量；学院在 2021 年全

国职教活动周上作专题报告，介绍育人方式改革的实践做法；国

家教育行政学院第 67 期高职院校校长培训班专门到山科调研考

察。近五年，团队成员应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省教育厅等邀

请，先后 16 次在相关会议上进行成果交流；应邀赴多省市 26 所

院校做经验介绍；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等百余所职业院校到校

学习；成果在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等

同类院校有效实施。制定了国家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教学标准及

2 个教学指导方案等，指导全国、全省高职院校相关专业教学实

施。 

（三）社会反响持续增大 

新华社等媒体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跑在‘智能制造’人

才培养的前端”等为题，宣传学院育人模式改革实践成果。2019



年中国教育电视台就培养体系专题访谈成果主持人，人民网等

40 余家重点新闻网站以及山东本地主流媒体组成的采风团，以

“砥砺奋进 70 年，动能转换谱新篇”为主题，对学院人才培养

成果进行重点宣传。成果形成专著 4 部、科研论文 30 余篇。学

院成为全国首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校、样板校和山东省第一

批教育信息化示范单位。2021 年被评为山东省智慧教育示范校

建设单位，2022年被教育部确立为数字校园示范校建设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