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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主题 

服务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学校轨道

交通行业的教育资源和人才优势，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和

海外培训，推进海外学院建设，培养海外师资，开展海

外技术服务。 

二、背景与起因 

山东职业学院响应“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坚持以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大力开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与地区的国际教育合作领域，提升了学院的国际化水

平。学校依托轨道交通行业的教育资源和人才优势，构

建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服务“一带一路”。学校前期

相继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 10 个国家或地区的 17

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签订合作协议，在教师培

训、学生交流、专业合作、教学科研等方面达成了合作

意向，友好关系院校共有 25 所。伴随高铁走出去的国

家政策，我校派出优秀专业师资走进目标国高铁市场，

深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人才需求状况，为当地员工开

展培训，输出专业建设标准和课程建设标准等先进的教

育教学资源。 

三、做法与经过  



1.参与肯尼亚铁路培训学院建设方案制订 

学校利用铁路行业办学优势，与北京交通大学、路

桥集团合作，在肯尼亚共建肯尼亚铁路培训学院，已完

成规划方案。铁道工程技术专业教师参加了《肯尼亚铁

路培训学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科研项目，参与

了《肯尼亚铁路培训学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制定。承担了肯尼亚铁路培训学院铁道工程技术专业建

设方案的编制，制定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其实验实训

中心建设方案。建设方案集学历教育、职业培训、职业

技能鉴定、技能竞赛等功能为一体，满足肯尼亚及东非

地区标准轨距铁路线路检测、维修综合实训需要，使其

成为铁道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基地，目前该方案已上

报肯尼亚交通管理部门。 

图 1 铁道工程专业实验实训中心示意图 

2.积极筹建泰国经世国际轨道交通学院 

与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泰国坦亚武里

皇家理工大学合作筹建“经世国际轨道交通学院”（以

下简称“国际学院”）。学校利用轨道交通优势专业，

以铁道机车车辆、铁道工程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

械制造与自动化四个专业为核心，采用创新的“校-校-

企”国际产教融合模式，将中国技术、产品资源转化为



教育资源，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

国际专业群建设、课程体系标准建设、师资交换、海外

实习实训等产教融合项目输出中国职业教育经验,铁道

工程、铁道车辆、铁道机车、电气化铁道技术、铁道信

号、铁道通信、铁道运输等专业承接并圆满完成了泰国

皇家理工大学 18 名教师的培训任务，大大提高了该校

铁道专业教师水平。 

 

图 2 经世国际学院立项文件 

 

 

图 3 泰国皇家理工大学专业教师在我院学习 
 

3.与美国海湾州立大学开展合作办学项目 



为适应扩大教育改革与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学校

与美国海湾州立大学（波士顿）签订了合作办学项目协

议。引进美国海湾州立大学（波士顿）必修课程 19 门，

引进美方英文原版教材，双方共同确定教学目标、教学

方案、评估标准和执行办法，借鉴美方先进的技术和工

程教学模式，共建国际化教学团队，共同开展计算机软

件技术（大数据方向）国际化人才培养。2020 年，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软件技术专业招收学生 41名，报到率 100%。 

 
图 4 开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4.与俄罗斯乌拉尔国立交通大学开展合作办学机构 

学校发挥轨道交通专业优势，与俄罗斯乌拉尔国立

交通大学开展深度合作，引进俄方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

资源，借鉴先进教育和管理经验，深化铁道技术专业的

改革。在此基础上积极申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立山

东职业学院-乌拉尔国际轨道交通学院。合作双方正式签

署了合作协议及合作章程，在铁道供电技术、铁道工程

技术、铁道信号自动控制三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目前

机构申报工作已获得省教育厅的审批，同意设立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正等待向教育部报备。 

5.开展海外技术服务 



亚吉铁路是连通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的跨

国铁路，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是非洲

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2019 年，国家援外培训项目“埃

塞俄比亚铁路运营技术海外培训班”开班，该项目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北京交通大学承办，山东职

业学院承担埃塞俄比亚亚吉铁路(ADR)运营技术海外工

务技术人员的培训。培训地设在亚吉铁路维保中心英多

地。旨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和中国铁路“走出去”

战略，承担国家级援外项目。山东职业学院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3 日，分别派出郭兆军、殷昊和单体

龙、刘路共计四位教师。本次培训项目长达 40 天，分两

批培训学员 252 名。培训学员多为英多地、阿达玛、门

特哈拉、米埃索等工区从事一线线路养护维修的技术人

员，水平参差不齐，教师上课要多方面照顾，力争让每

一个参加培训的学员都学有收获，成为单位技术骨干。

虽然教学条件简陋，但教师上课激情饱满，学员学习积

极性高，整个课堂充满浓厚学习氛围。培训内容为理论

知识讲解和线路维修工作实际操作，结合现场实际工作

任务，让学员多动手操作，做中学，学中做，提高了亚

吉铁路本土员工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亚吉

铁路安全运营提供了技术保障，探索了亚吉铁路运营技

术人员本地化培养，还为线路安全运营提供了养护维修

建议。 

 



 
图 5 埃塞俄比亚亚吉铁路培训现场教学 

四、成效与启示 

1.通过参与和筹建海外学院建设项目，不断积累了

国际办学经验，拓宽了海外办学思路。海外培训的成功

实施，树立了我校在非洲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的教育品

牌，促进了我校国际化办学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办学

市场。 

2.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成功获批和圆满招生，有利

于引进国际先进教学资源，实现了学校多途径、分层次

教学。申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顺利进行，使我校有望

成为山东省首家获得中外合作办学资质的高职院校。为

山东省打造职教高地，实现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 

3. 通过开展海外技术服务，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的

海外影响力，同时获得了相关企业和同行的认可。积累

了海外办学的资源，锻炼了本土教师的业务能力，为他

们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国际平台。 

后疫情时代，为推进国际化办学，扩大学校国际影

响力，我校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外职业院校、教育机



构、企业和国际组织交流合作与交流。在前期海外办学

和培训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将企业技术标准、产

品标准改造成课程标准、培训标准，结合所在国的实际

情况，制定符合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

系，开发教学资源，为筹备和建设“鲁班工坊”等项目

打好基础。不断推动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和中国铁路“走出去”战略，力争承担国

家级援外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