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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校企双方概况 

1.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概况 

山东职业学院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是校内重点轨道

交通类专业，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 2017 年荣获教育部、

中国铁路总公司、交通运输部、民航局授予的“全国高等职业院

校交通运输类示范专业点”；同年，申报并获批山东省第三批现

代学制试点专业；2018 年专业实训体系建设成果荣获山东省高

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申报并获批国家第三批现代学徒

制试点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授予；同年，专业实训体系

建设成果获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9 年申

报并获批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高水平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是学校重点培养和建设的优势

专业。2008 年我校首次承担深圳地铁公司车辆专业订单班，2010

年申报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是山东省首个此类专业。截

至目前，本专业先后为全国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培养学生 1600 余

人。 

2020 年 5 月 6 日，“金平果”首次发布了高职专业排行榜，

排行榜包括全国 1429 所高职院校 19 个专业大类、99 个专业类

和 731个专科专业的综合实力分布情况，以及对全国各地区、各

高职院校的专业总体实力的评价和分析，山东职业学院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专业名列全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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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苹果评估 2020高职分专业竞争力排行榜 

1.2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概况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地铁）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成立,是由市政府管理、市财政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下辖建设分公司、运营分公司、资源开发分公司等。济南地铁是

济南市迄今为止单项投资最大、涉及面最广的基础设施项目，计

划投资 2000 亿元，建设 8 条轨道交通线路，完整覆盖“一城两

区”，形成覆盖中心城的骨干网，总里程达 275 公里。图 2 为济

南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图。 

济南轨道交通 1 号线是纵贯济南市西部城区的一条南北向

地铁线路，南起工研院站，北至方特站。一期工程已正式开通运

营，二期工程于 2025 年 12月 28日开通。途径长清区、市中区、

槐荫区，运营里程 26.27公里，高架线长 16.2km，过渡段长 0.2km，

地下线长约 9.87km。共设车站 11座，高架车站 7座，地下车站

4座，共设 11座车站(其中换乘车站 4座)，拥有车辆基地 2座(池

东车辆段、范村停车场)。2 号线为东西横向，一期工程起于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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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区王府庄站，止于历城区彭家庄站，线路全长约 36.4km，其

中地下线长约 34.5km，高架线长约 1.6km，过渡段长约 0.3km，

设车站 19座，其中地下车站 18 座，高架车站 1座，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 31日试运行。3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 21 .6公里，均

为地下线，设站 13 座，总投资 142.96 亿元，计划 2019 年 12月

28 日开通试运营。3 号线是南北向市域快线，连接主城东部中心、

机场、空港组团等，一期工程南起龙洞庄，沿龙鼎大道、奥体西

路、工业北路、济南东客站片区中轴线走行，止于滩头村，连通

龙洞片区、奥体中心片区、中央商务区、王舍人片区和济南东客

站片区，线路全长 21.6公里，均为地下线，设站 13 座，总投资

142.96 亿元。 

 

图 2 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图 

为满足集团快速发展阶段的人才需求，按照地铁每公里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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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标准配置，未来济南地铁还需要 16500 余人的专业化技术人

才，其中仅城轨车辆驾驶与检修岗位预计就需要 4200 余人，人

才需求强劲。 

二、联系企业探讨课程体系，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传统的普通大专教育从本科课程体系演变而来，普通的突出

知识系统性，一般对企业是顶岗实习要求，符合顶岗实习要求的

企业未必达到现代学徒制合作企业要求；现代学徒制突出职业能

力核心、课程开发的方法路径及依据的标准不同。现代学徒制坚

持职业教育改革注重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推动项目化课

程教学改革。针对现有的教学内容中“仍以专业理论引导职业能

力的培养，还没有彻底脱离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下的教学规律”

的问题，构建了以职业能力递升为逻辑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开

发了项目化课程，从原来关注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转为强化职业

技能体系完整性，有助于推进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邀请行业企业专家来校与专业老师共同探讨课程体系改革

方案，将源自于企业的职业能力要求转化为课程培养的目标和内

容，将典型工作任务及工作项目转化成学习领域课程，共同构建

构建现代学徒制专业课程体系。探讨后的基于现代学徒制的课程

体系更好的对接了职业能力标准、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兼顾了

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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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城轨车辆教师与济南地铁专家探讨课程体系改革方案 

基于现代学徒制，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要求，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

推行学分制，强化个性化培养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培养，设置“通

识必修、人文素质培育、专业必修、技术技能提升、职业能力拓

展和社会实践锻炼”6大类课程。打破传统学科课程体系以“学

科知识系统性”为逻辑主线的构建模式，紧扣职业教育本质特征，

以“岗位技能体系完整性”主线，基于岗位典型工作任务解构必

备技能，逻辑序化形成系统完整的专业技能体系；同步解构所需

专业知识，按照“必要为主、适度扩展”原则，序化形成“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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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的专业知识体系。将典型工作任务整合转化为项目课程，

序化构建“岗位技能体系完整、知识体系相对系统”职业教育类

型属性的项目化课程体系。 

三、创新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方法，打造优质课堂 

现代学徒制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职业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处于主体地位，转变强调知识体系学习、学生多是被动接受的

现状，开展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以学生为主体，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激活课堂教学，打造优质课堂。 

      

     

图 4城轨车辆技术专业老师与企业专家探讨课堂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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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业老师赴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和岗位工程师

探讨课堂教学方法，开发后的课程教学广泛运用项目教学、案例

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全面培养适应行业企

业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四、基于企业岗位提炼专业岗位发展路径 

类型教育强调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就业岗位

与学徒目标岗位的关系。城市轨道学院邀请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吴

琼教授，联系济南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分公司企业专家，共同参与

城轨车辆技术专业职业能力分析行业专家论证会。 

根据企业相关岗位工程师提供的专业岗位人才提升路径，专

家就城轨车辆技术专业岗位需求、职业能力分析以及岗位发展路

径进行了研讨，整理出岗位能力分析表、职业素养能力分析表、

岗位发展路径各一套。本次岗位发展路径的梳理，有力的推动了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课程体系建设工作，有效促进了后期教材

开发，为推动双高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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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轨学院邀请专家及企业工程师开展职业能力分析探讨 

五、创新合作育人模式，完成现代学徒制验收 

2015 年，山东职业学院确定铁道工程专业与青岛地铁集团

运营分公司合作共建，成功申报山东省首批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

试点项目；2017 年学院与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成功申报了山东省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

项目；2018 年学院与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申报了城

市轨道交通专业群的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2020

年完成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群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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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现代学徒制验收工作现场 

 

图 7 现代学徒制专家参观城轨学院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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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探讨城轨车辆“双高计划”实训室建设方案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培训基地是“人才培养、职工培训、技能

鉴定、技术服务、技能大赛”五位一体、全方位、国际化的综合

培训基地，通过一体化设计，五位一体功能开发，系列教学实践

改革的推进，教学研究机制和教学模式的创新，大幅推动了城市

轨道交通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工作。 

城轨车辆“双高计划”中对“山职号”智能化改造项目，以

济南地铁 2号线全自动无人驾驶为原型进行改造升级。城轨车辆

“山职号”智能化改造项目的建设有力推动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技术专业群“双高计划”建设工作，为确保实训室建设质量、实

现专业群高水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实训室建设方案设计、建设实施、培训基地运行管理等方

面，济南轨道交通集团与我院开展了深度合作，在济南地铁 2号

线调试期间，城轨学院教师赴济南地铁参观了 2号线的无人驾驶

车辆及信号设备，为实训室建设起到了引导作用，为校企进一步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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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城轨车辆“双高计划”实训室建设方案讨论 

 

图 9 专家对城轨车辆实训室建设方案进行论证 

七、问题与展望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专业的建设，专业课程体系、实训条

件和建设方案逐渐落实并向符合类型教育的教学体系方向进一



12 
 

步发展。与此同时，专业大发展对教师教学能力和专业能力的要

求进一步提高，为适应专业大发展的现实情况，下一步应加大对

教师团队，尤其年轻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例如联系合作企业，

广泛开展教师跟岗实习，通过岗位历练提高专业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