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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结发展，明确基础
（一）发展历程

>>2012
组建师资

申报招生1个班

>>2013、2014
中联订单班1个

陕汽订单班1个

引进专业带头人1人

>>2016
招生1个班，46人

新进教师2人

实训条件初步形成

>>2015
更名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招生1个班，42人

省专业综合改革群建设专业



（二）专业基础

一、 总结发展，明确基础

培养传统手工焊技术技能人才，缺乏特色；
校企合作不深入，人才定位宽泛。

专职3人，兼职1人（副高1人，讲师2人，助教1人）；
数量少，职称低，实践技能缺乏，缺少带头人。

资源缺乏，传统教学，形式单一。

条件限制，难以开展。

数量少，项目单一。

人才定位需明确，实训条件待改善，师资团队要打造，人才质量要提升，专业诊改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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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确定目标，建立标准

行业企
业调研

国家
战略

专业调研报告
 把握行业发展趋势

 掌握专业建设现状

 认识专业当前不足

（一）开展调研



二 、确定目标，建立标准
（二）基础分析

THREATS

S trengths

• 学院铁路办学特色鲜明；
• 校企合作深入，体制健全；
• 铁路建设需要大量焊接人才。

WEAKNESSES

• 定位不准，缺乏特色；
• 师资少，结构不合理；
• 资专业资源少，影响小；

OPPORTUNITIES

• 中国制造战略布局；
• 学院专业布局要求。

• 同类院校竞争激烈；
• 新技术更新迅速。

SWOT



（二）确定目标

学院“十三五” 事业发展规划（陕铁院党[2016]11号）

全国骨干建设专业4个
省级一流专业5-8个
院级特色专业10个

学院专业建设规划（陕铁院[2016]84号）

全国骨干专业3-4个
省级一流专业5-8个
院级特色专业10个

6项建设任务
22项具体措施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建设规划

院级特色专业 6项建设任务
22项预期目标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年度建设计划

明确年度目标 2016年、2017年
2018年、2019年、2020年

学院总目标

专项规划目标

专业建设目标

年度建设目标

目标链：上下衔接，逐级支撑

培养目标：培养铁路行
业施工、维护需要的具
有焊接工艺编制、焊接
操作及检验能力，具备
团队协作、爱岗敬业、
精益求精精神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建设目标：“立足铁路
行业、依托大师引领、
践行工匠精神”的院级
特色专业。

二 、确定目标，建立标准



（三）查找差距

目 标

“立足铁路行
业、依托大师
引领、践行工
匠精神”的院
级特色专业。1.人才定位不准；

2.师资团队不强；
3.实训条件不够；
4.教学改革不明显；
5.专业特色不突出。

问 题

运行标准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突出学
工融合、铁路育人特色；
2.师资队伍建设：构建大师引
领、教学、科研、服务能力
强的双师型专业团队；
3.实训条件建设：满足教学、
鉴定、培训于一体的综合实
训基地；
4.教学改革：理实一体、项目
化教学改革显著，应用信息
化教学手段；
5.形成“爱岗敬业，精益求精，
专注创新”的专业质量文化。

分项目标

1.《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2015〕10号）
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
1.陕西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年）》（陕政发〔2015〕9号）
2.陕西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实施方案》（陕教高〔2016〕3号）

∙∙∙∙∙∙∙∙∙∙∙∙∙∙∙∙
1.学院《2016-2020年专业建设规划》（陕铁院〔2016〕84号）
2.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标准》陕铁院〔2017〕34号

∙∙∙∙∙∙∙∙∙∙∙∙∙∙∙∙

二 、确定目标，建立标准



标准链

运行标准

建设标准

国家层面

省级层面

学院层面

系部层面

专业层面

1.《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2015〕10号）
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
1.陕西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年）》（陕政发〔2015〕9号）
2.陕西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实施方案》（陕教高〔2016〕3号）

∙∙∙∙∙∙∙∙∙∙∙∙∙∙∙∙
1.学院《2016-2020年专业建设规划》（陕铁院〔2016〕84号）
2.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标准》陕铁院〔2017〕34号

∙∙∙∙∙∙∙∙∙∙∙∙∙∙∙∙
1.机电工程系实训室（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
2.机电工程系专业建设考核管理办法

∙∙∙∙∙∙∙∙∙∙∙∙∙∙∙∙
1.机电工程系专业带头人管理细则
2.机电工程系骨干教师培养及考核办法

∙∙∙∙∙∙∙∙∙∙∙∙∙∙∙∙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师资队伍建设

实训条件建设

教学改革与资源建设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教学管理能力建设

建设目标

2016年度建设计划

2020年度建设计划

∙ ∙ ∙ ∙ ∙ ∙建设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

（三）建立标准

二 、确定目标，建立标准



（四）任务落实

二 、确定目标，建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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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注重监控，实施诊改
（一）诊改思路

在学院“五纵五横一平台,质量文化纵横贯

穿”总体质量体系构架下，以焊接技术与自动

化专业建设目标为主线，依据2016-2020年专

业建设规划，细化年度建设目标和标准，按照

“8”字型质量改进螺旋逐步推进，一年一轮，

逐年改进，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专业



三 、注重监控，实施诊改
（二）组织落实，过程监控

质量主体 成员 工作职责

专业带头人 南黄河 专业诊改总体部署、安排；目标、标准审定

办公室 何冰、罗云萌 检查、监测、考核等

教研室

田晓明 专业建设规划，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左维琦 标准执行，过程监督，教学改革

王雪怡 校企合作，教学改革

李娜 资源建设，教学改革

王文杰 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叱培洲 实训条件建设，大师工作室，实践教学改革

课程团队 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开展课程教学改革与实施

学工办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辅导员、班主任 开展学生层面诊改工作

各班级、社团 全体学生 专业学习、创新创业活动、专业质量文化，学生层面
的诊改工作

围绕专业建设规划，从6项改革66项任务，专业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10个维度设计30个质量监
控点，实施过程监测预警，发现问题，随时改进。



三 、注重监控，实施诊改
（三）诊改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主动出击，开展校企合作，明确人才培养定位，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专业报考率和就业率，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



（三）诊改实施：师资队伍建设

三 、注重监控，实施诊改

内培外引，重点培养，以师带徒，促进专业团
队建设，提升教学水平和实践技能。



（三）诊改实施：实训条件建设

三 、注重监控，实施诊改

依据人才岗位能力需求，加大实训室建设力度，
规范实训项目，完善实训室6S管理，提升学生实践
技能。



（三）诊改实施:教学改革与资源建设

三 、注重监控，实施诊改

推动项目化教学改革和过程性考试方式改革，
注重学工融合，强调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建立在线
课程资源，融入信息化教学手段。



（三）诊改实施：社会服务能力

三 、注重监控，实施诊改

主动联系，开展企业技术交流，寻求培训合作项
目，开展技能鉴定工作。



三 、注重监控，实施诊改
（三）诊改实施：构建专业质量文化

专业融入企业文化，坚持开展“产教融合育工匠，技能大师面对
面”主题活动，通过技能大师专题报告、展示绝活、亲手指导等环节，
弘扬、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构建专业“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专注创
新”的质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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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照目标，总结成效
（一）目标标准达成情况

2017 2018 2020
计划标准 16 17 66

完成标准 13 15 28

完成率 81.25% 88.24%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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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执行情况

计划标准 完成标准 完成率

2017年标准达成度：81.25%

2018年标准达成度：88.24%

总标准达成度：42.42%



（二）诊断问题的解决程度

1.人才定位不准；
2.师资团队不强；
3.实训条件不够；
4.教学改革不明显；
5.专业特色不突出。

问 题

诊改

立足铁路行业，明
确人才培养定位，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成立大师工作室，
专业团队基本形成。

完善实训条件，开
展社会服务。

开展项目化、过程化
教学改革，融入信息
化手段。

构建“爱岗敬业，精
益求精，专注创新”
的专业质量文化。

50%

40%

30%

60%

60%

四 、对照目标，总结成效



（三）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坚持办学特色。立足学院铁路办学特色和行业背景，发挥学
院校企合作优势，充分调研，调整培养定位各人才规格。

引进技能大师。创新用人机制，出台特殊人才引进办法，引
进全国技术能手高级技师，筹建大师工作室，发挥引领作用。

重点培育打造。重点培养，精心筹划，以师带徒，快速提升
教师、学生的技能水平，在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学生技能大赛实
现突破，提升专业影响。

四 、对照目标，总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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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查找不足，激励创新

技术服
务偏弱

获奖
率低

报考
率低

实训条
件不够

查找不足
激励创新

1.《招生宣传先进部门及个人评选》、《在线开放课程应用激励办
法》、《课堂移动助手考核办法》《骨干教师培养办法》等。
2.完善年终考核办法，量化专业宣传、获奖、技术服务等指标。

2017

2018

2019

1.完善方案制定，加强与校内职能部门协调沟通，推动实训室改造。
2.强化师带徒落实，提升专业团队研究能力和时间节能水平。
3. 深化企业合作，主动寻找项目，开拓培训、技术改造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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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完善目标，持续改进

校本数据分析与质量监控平台

2018年诊断问题
（2项问题）

1.实训场地的改建
2.培训和技术服务

2019年目标标准
（16+2项任务）

完善标准和质量监控点，切实
发挥平台预警功能

推动实训室改建，发挥技能大
师工作室功能

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合
作研发；

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开展教学
改革

融入行业、企业标准，提升专
业特色质量文化

“立足铁路行业、依托大师引领、践行工匠精神”的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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