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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品牌 

专业申报表 

 

 

 

专业名称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代码    560301    

申报类型  □一类品牌专业 √二类品牌专业 

学校名称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代码    12954     

学校举办单位         机电工程系                      

填表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 

 

 

 

 

广东省教育厅 制 

2018 年 

 



 

 

填 写 说 明 
 

 

1. 申报表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确、简

洁。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 表中空格不够时，可另附页，但页码要清楚。 

3. 除特别注明外，本表数据和材料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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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1-1 

基本

信息 

学校名称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类别
①
 综合 

举 办 方 汕头市政府 
建校时间

②
 2002 年 

学校性质 √公办   □民办 

建校基础 汕头教育学院、汕头机电学校、汕头商业学校 

示范校建设情况 □国家示范校 □国家骨干校 □第二批省示范校 □第三批省示范校 

1-2 

发展

规划 

服 务 面向 区域 或行 业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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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专业基本情况 

2-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基本状态 

专业名称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代码 560301 

对应产业类型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对应产业 装备制造 

对应产业发展规划文件名称 《中国制造 2025》、《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专业设置时间 2003 高职首次招生时间 2003 

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生人数(人) 490 
 现代学徒制和“订单”培养在校生人

数(人) /所占比例 
18% 

全日制普通高职招生就业相关数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招生人数

（人） 

普通高中招生 126 279 235 

“三校生”对口招生 0 0 0 

“3+2”招生 0 0 0 

五年一贯制第 4 学年 0 0 0 

其他      0 0 0 

新生报到数/录取数（报到率） 104/ 126  （82%） 207/279   （74 %） 188/235   （80%） 

普通高考统考招生录取中，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第

一志愿投档总数所占比例 
% % % 

广东省新生平均普通高考分数 346 346 284 

应届毕业生人数 98 140 143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4.9% 81.43% 89.51%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 63.27% 55% 62.24%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线 2240 元/生 2509 元/生 3017 元/生 

专任专业教师数（人）/生师比
③
 14/490 

2017-2018 学年双师素质

专任专业教师数（人）/

所占比例（%） 

7/490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专任专业教师数（人）/

所占比例（%） 
57% 

2017-2018 学年企业兼职

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

（%） 

92/7006 

2017-2018 学年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万元）/生均

值（元/生）
④
 

26/462 

2017-2018 学年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万元）/生

均值（元/生）
⑤
 

7.5/462 

                                                        
③ 生师比=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生人数/专任专业教师数 
④ 2017-2018 学年生均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2017-2018 学年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生人数 
⑤ 2017-2018 学年生均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2017-2018 学年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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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非学历培训到款额（万元） 0 2017-2018 学年非学历培训量（人日） 0 

现有实训设备总值（万元） 1337.4 生均实训设备值（元/生）
⑥
 1337.4 万/490 

其中大型实训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⑦
 441.11 其中大型实训仪器设备（台套） 42 

专业历史 

□“十一五”省级高职教育示范性专业（不含示范性建设专业），立项文号：             

□“十二五”省级高职教育重点专业（不含重点培育专业），立项文号：                

□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已立项建设项目所在专业（须为牵头院校），立

项文号：            

□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项目建设专业，立项文号：            

□   类品牌专业，立项文号：     

专业现况 

□在省内同类专业中具有显著优势，综合实力校内排名前 10%且重点建设的学校主

干专业。 

□社会认可度高的专业（□高考招生位居本校前列 

                      □毕业生就业位居本校前列） 

本专业专任专业教师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周岁） 
是否为双师素

质专任教师 
学历 学位 职称 

行业企业工作

总时间（年） 
备注

⑧
 

苏旭彬 37 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专业带头人 

谢志刚 45 是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8 专业负责人 

杨壮凌 52 是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1  

林惠标 41 是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2.5  

黄学佳 37 否 研究生 硕士 工程师   

方迪成 38 是 本科 硕士 讲师   

黄钰 40 是 本科 硕士 讲师 6  

陈小芹 45 是 研究生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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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带头人、专业负责人和 5 名骨干教师情况（含基本情况、教学改革情况、科研和社会服务情况、获奖情况、

发表的文章等）：字数不超过 2000 字，佐证材料通过链接，另行提供。 

专业带头人： 

苏旭彬，男，副教授，1981 年出生，2011 年 6 月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获

工学博士学位，2011 年 7 月至 2014 年 3 月在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流动站进行博士后工作，2014 年至今在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工作。迄今主持基金项目 1 项，并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

省科技攻关项目、省部产学研合作项目、市科技计划项目等 10 余项项目，发表相关论文 30 篇（其中 SCI/EI 收

录 22 篇），公开专利 15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 

专业负责人： 

谢志刚，男，讲师、数控车工高级技师，1973 年出生，1995 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1995 年 7 月至 2003 年在承德输送机集团技术员，2003 年 9 月-2006 年 6 月在南昌大学化工过程机械专业读研并

获硕士学位，2018 年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化工过程机械专业获博士学位；2006 年至今在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

工程系工作，主编教材 1 部，发表论文 15 篇（EI 收录 2 篇，SCI1 篇），公开实用新型专利 5 项，主持在研省高

等职业教育研究会课题 1 项，主持在研市科技计划项目 1 项，完成汕职院院级课题 3 项，参与浙江省基金项目 2

项，主持 1 项院级特色专业建设，主持 1 项院级在线开放课程，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彩虹人生”创新创业创

校大赛获国家二等奖、广东省一等奖。 

骨干教师（5 人）： 

杨壮凌，男，副教授，1966 年出生，1991 年 7 月至 1992 年 7 月 汕头市机械研究所技术员，1992 年 07 至

2002 年 9 月 汕头机电学校专任教师，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7 月 汕头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并获

硕士学位，2005 年 7 月至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主编教材 1 部，发表论文 5 篇，公开实用新型 1 项， 

林惠标，男，讲师、数控车工高级技师，1977 年出生，在读博士， 2008 年 3 月毕业于沈阳理工大学火炮、

自动武器与弹药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2013 年 9 月起在汕头大学结构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近年来从事机电

一体化技术、多目标进化算法及数据挖掘方向的研究工作，主持 1 项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科研项目，指导学生

参加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比赛获三等奖，目前发表学术论文 3 篇。 

黄学佳，男，工程师、维修电工高级技师，1981 年出生，在读博士，2009 年毕业于汕头大学工学院机械工

程专业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行政管理工作，2013 年 9 月起在汕头大学结构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学

位，2012 年至今在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任专任教师，主持完成市科技计划项目 2 项、汕职院院级课题 3

项，迄今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攻关项目、

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获得汕头市科学技术二等奖（第三完成人），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8

篇，其中 EI 收录 2 篇，核心期刊 6 篇。 

方迪成，讲师、数控车工高级技师，男，1980 年出，2004 年 7 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机械制造工艺与教育

专业，2014 年 6 月获得汕头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2004 年 7 月至今在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任专任教

师，完成校内教研课题一项，目前在研校内教研课题一项，指导学生参加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工业产品数字化

设计与制造”比赛获三等奖，参加学院说课程比赛获三等奖。 

黄钰，讲师、维修电工高级技师，1978 年出生，2000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2013

年 6 月获得汕头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2004 年至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任专任教师，发表论文 6 篇，

其中核心期刊 3 篇。 

佐证材料见附件 1、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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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情况：提供专业与行业龙头企业或知名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典型案例。字数不超过 1000 字，佐证材料

通过链接，另行提供。 

 

近几年，随着人们居住环境日益改善，由于电梯需求旺盛进而带动相应的安装、售后人才岗位需求出现井喷

趋势，以电梯维护保养行业为例，仅广东省电梯人才缺口就达 3-5 万人。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每年

引进一批我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生，由于学生理论基础扎实，基本专业技能熟练，吃苦耐劳，在企业工作

中对专业技术掌握较快，而且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受到公司的青睐，因而公司负责人力资源的领导迫切希

望与我院开展校企合作。 

2016 年 6 月，我院与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通过校企精准对接，在机电工程

系成立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上海三菱电梯班”。三年来，企业分批赠送了价值近 40 万元的教具设备，每年为学

生提供奖助学金，派企业技术专家到我院授课，邀请电梯行业协会专家到我院开展培训和电梯上岗考证，安排教

师和学生去企业培训基地学习，每年还组织企业员工与学生开展联谊活动。我院也先后投入 110 万元分两期建设

了电梯工程技术实训室，安排 6 位教师参加了高级技师培训。“上海三菱电梯班”完成两年在校学习后，进入企

业进行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采用师徒带教模式+双导师制教学，企业师傅在施工现场通过言传身教完成理论和

实践教学，学校指导教师负责实习巡视、检查实习报告和实习周记以及指导毕业论文，实习成绩由企业师傅和学

校指导教师共同评定。为践行精准育人精神，校企双方通过深度融合，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完善教学管理制

度，为电梯行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佐证材料见附件 3。 

 

 

 

 
一类品牌专业：列举介绍 20 名优秀毕业生。字数不超过 2000 字，佐证材料通过链接，另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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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品牌专业：列举介绍 20 名优秀在校生或毕业生。字数不超过 2000 字，佐证材料通过链接，另行提供。 

1、米家成，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704 班，2018“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作品名称：液压翻转臂机构的设计及应用，排名第二； 

2、黄景江，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703 班，2018“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作品名称：液压翻转臂机构的设计及应用，排名第三； 

3、陈家财，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704 班，2018“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作品名称：液压翻转臂机构的设计及应用，排名第四； 

4、林志聪，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704 班，2018“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作品名称：液压翻转臂机构的设计及应用，排名第五； 

5、吴远发，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704 班，2018“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作品名称：液压翻转臂机构的设计及应用，排名第六； 

6、王浩楠，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603 班，2018“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二等奖，

作品名称：螺丝自供给的电动螺丝刀，排名第一； 

7、徐大明，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503 班，2018“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二等奖，

作品名称：螺丝自供给的电动螺丝刀，排名第二； 

8、杨辉，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603 班，2018“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二等奖，作

品名称：螺丝自供给的电动螺丝刀，排名第七； 

9、曾冬冬，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403 班，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高职组

创意设计类一等奖，作品名称：自动行走及爬楼梯行李箱架，排名第一； 

10、蔡锋，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403 班，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高职组创

意设计类一等奖，作品名称：自动行走及爬楼梯行李箱架，排名第二； 

11、林灿坚，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403 班，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高职组

创意设计类一等奖，作品名称：自动行走及爬楼梯行李箱架，排名第三； 

12、孔景信，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403 班，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高职组

创意设计类一等奖，作品名称：自动行走及爬楼梯行李箱架，排名第四； 

13、吴坤儒，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403 班，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高职组

创意设计类一等奖，作品名称：自动行走及爬楼梯行李箱架，排名第五； 

14、詹世雄，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301 班，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高职组

创意设计类二等奖，作品名称：新型可折叠式衣架，排名第一； 

15、高雄，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302 班，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高职组创

意设计类二等奖，作品名称：太阳能自动跟踪装置，排名第二； 

16、杨明强，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301 班，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高职组

创意设计类二等奖，作品名称：太阳能自动跟踪装置，排名第三； 

17、李升悦，男，机电一体化技术 1301 班，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高职组

创意设计类二等奖，作品名称：太阳能自动跟踪装置，排名第四； 

18、钟伟升，男，一体化 1502 班，2017-2018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高职

组）三等奖，排名第一； 

19、卢远豪，男，一体化 1501 班，2017-2018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高职

组）三等奖，排名第二； 

20、钟俊伟，男，一体化 1502 班，2017-2018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高职

组）三等奖，排名第三； 

佐证材料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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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和社会服务贡献：提供专业在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主要贡献及典型案例。字数不超过 2000 字，佐证材料

通过链接，另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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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培育和实践情况：字数不超过 2000 字，佐证材料通过链接，另行提供。 

专业特色建设点 

（1）建立以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升级为导向为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 

在深入粤东企业调查研究和行业专家咨询论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装备制造业的技术现状和产业升级的发

展要求，以及广东地方经济建设对创新型、技能型、管理型人才的需求情况，确立了以轻工机械装备为核心，以

轻工机电产品设计及制造、机电设备维修、生产技术管理、机电产品售后服务等岗位群所要求的职业能力为目标，

优化课程体系设置，形成了以专业核心教学与训练项目相结合特色鲜明、动态调整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标志：

围绕轻工机械装备设计及制造所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将《金属工艺学》与钳工和机加工实训结合、《机械设

计》与自动输送带减速器课程设计实训结合、《电工电子技术》和《单片机技术》与玩具电子制作实训结合、《机

械制图》与企业旧图纸 AutoCAD 转化结合、《机械制造技术》与企业工装夹具设计相结合、《可编程控制器》与电

梯 PLC 实训结合、《电机拖动》和《工业机器人》与生产线自动控制实训结合、《数控编程》与产品样件加工实训

结合、专业讲座与行业发展结合、毕业设计与企业顶岗实习相结合、大学生创新活动与竞赛相结合等。教学过程

中，采用分组式差异化任务驱动来开展课程项目教学，实施“教师→组长→骨干→组员”总体指导与分层指导相

结合，精准分析学生短板，逐步培养学生知识、能力、态度，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训练，在夯实专业知识的

基础上，锻炼和培养学生的绘图、查阅手册、机械设备操作、电气设备维护、三维建模、产品制作、创新设计等

能力。 

（2）开展产教融合、共同培养，创新培养模式 

1）上海三菱电梯订单班 

我院与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通过校企精准对接，在机电工程系成立机电一

体化技术专业“上海三菱电梯班”。三年来，企业分批赠送了价值近 40 万元的教具设备，每年为学生提供奖助学

金，派企业技术专家到我院授课，邀请电梯行业协会专家到我院开展培训和电梯上岗考证，安排教师和学生去企

业培训基地学习，每年还组织企业员工与学生开展联谊活动。我院也先后投入 110 万元分两期建设了电梯工程技

术实训室，安排 6 位教师参加了高级技师培训。“上海三菱电梯班”完成两年在校学习后，进入企业进行跟岗实

习和顶岗实习，采用师徒带教模式+双导师制教学，企业师傅在施工现场通过言传身教完成理论和实践教学，学

校指导教师负责实习巡视、检查实习报告和实习周记以及指导毕业论文，实习成绩由企业师傅和学校指导教师共

同评定。为践行精准育人精神，校企双方通过深度融合，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为电梯行

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2）参与校企合作的冠名班 

进入第五学期，学院通过精确诊断学生能力和素养，并根据部分学生的意愿安排到学院组织的本地企业冠名

班实习，如：“天际”班、“超声”班、“恒洁卫浴”班等。教学安排每周的周一至周三在校学习，周四至周五到

企业实习，企业安排专门的师傅带领和指导学生开展跟岗实习，由企业制定 2-3 门实习课程计划，并进行考核，

学院安排教师定期巡视和监督。 

佐证材料见附件 3、附件 6、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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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 2011 年至今获省级及省级以上质量工程与人才培养有关荣誉、奖励、立项建设情况 

类别 年份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或第一完成

人 

授予部门 立项文件名称、文号 

教学成果奖      

教学名师与教学团

队 
     

课程与教材      

实训基地与资源库      

教学改革项目 2016 
产业升级背景下高职院校“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研究 
谢志刚 

广东省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研究会 
GDGZ16Y124 

技能竞赛 2018 

2017-2018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高

职组）三等奖 

钟伟升 广东省教育厅  

其他 

2018 
2018“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

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陈纪任 

团中央、教育部、人

力资源部、国科协、

全国学联 

 

2018 
2018“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

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二等奖 
王浩楠 

团中央、教育部、人

力资源部、国科协、

全国学联 

 

2016 

2016 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

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高职组创意设

计类一等奖 

曾冬冬 

共青团广东省委 

教育厅、科技厅 

省科协、省学联 

 

2016 

机电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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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专业建设方案要点 

2-2-1 建设背景：申报专业所面向的行业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对高职人才的需求分析；同类专业建设情况分析。（1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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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建设基础：本专业在全国和省内的综合实力排名情况；本专业建设的主要经验和突出特色，特别是 2011 年以来的主要成果；

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本专业的社会认可度；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系；支撑本专业现有人才培养的条件（师资队伍、实训

实习条件、教学资源等教学条件）等。（600 字以内） 

（1）本专业在全国和省内的综合实力排名情况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本专业在广东省内处于综合实力排名处于中游水平，通过全国大赛的获奖，在国内也

有了一定知名度。 

（2）本专业建设的主要经验和突出特色 

首先，建立了以服务地方经济和产业升级为导向为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其次，通过与上海三菱电梯广东

分公司的合作“订单班”，校企双方共同参与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共同建设“电梯工程实训室”，企业派技术人

员到学校授课，学生定期到企业培训基地学习和站点实习。 

（3）2011 年以来的主要成果 

近几年学生在国家、省级比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连续多年参加“挑战杯—彩虹人生”广东职业院校创新

创效创业大赛，2014 年获高职组创意类三等奖，2016 年获高职组创意类一等奖和二等奖，2017 年获高职组创

意类特等奖， 2018 年获全国大赛高职组一等奖、二等奖。 

（4）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及培养质量保证体系 

本专业针对行业发展，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训室建设，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的学生具有扎

实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在每年的校园招聘会成为最受企业青睐的专业，有近 50%的企业希望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毕业生到企业实习和工作。 

（5）支撑本专业现有人才培养的条件 

现有专业教师 14 人，其中具有副高职称 5 人，讲师及工程师 9 人，其中双师素质教师 10 人，具有博士学

位 2 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8 人（含在读博士 2 人），具有较长期现场实践工作经验的教师 8 人。现有机械

制图、传感器、PLC、钳工、机械加工、机器人、3D 打印、自动化控制、维修电工、电机与拖动、单片机、电

梯工程、CAD/CAM 等实训室；同时拥有上海三菱电梯广东分公司、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几家校外实

习基地。 

 



 

 14  

2-2-3 建设目标：国内外同类专业建设的标杆，以及本专业与其差距；通过自我剖析和与国内外标杆专业的比较，描述本专业建设

的关键问题和建设重点领域；本专业具体建设目标；建设期满后，预计产出的标志性成果等。（600 字以内） 

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标杆院校的同类专业对比，本专业在校企合作平台、师资

队伍、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方评价、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等

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通过自我剖析与国内标杆专业的比较，本专业建设的关键问题是校企合作平台单一、师

资队伍职称结构、学历、双师素质有待提升、在线开放课程和教学资源库建设滞后、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有待系统深入，以及还需进一步提升工程中心建设，这也是未来本专业建设的重点领域。 

建成期满后，预计产生的标志性成果： 

1、与本地区、行业龙头企业进一步深入校企合作，新增校企合作平台 2 个，拟合作企业：汕头比亚迪汽

车工业有限公司、汕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2、师资队伍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新评审副教授职称教师 1-2 人，新增博士学位教师 1-2 人，新增双师

素质教师 2 人。 

3、加强在线开放课程，出版教材 2-3 部，完成 3-5 门院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申报 1 门省级在线开放课

程。 

4、加强教学资源库建设，完成以专业核心课程为主的院级教学资源库建设。 

5、深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校企合作，增加 1-2 个订单班，探索分层次分梯度柔性教学管理模

式改革。 

6、新增省级工程中心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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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建设内容及主要措施：建设内容，建设举措，进度安排，经费预算，保障措施，预期效益或标志性成果，辐射带动等。（1000

字以内） 

建设内容： 

通过与汕头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汕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深入合作，建立校企合作平台，开展合

作办学，共同培养订单式“特色班”；进一步加强教师科研能力和技能实操能力培训，使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得

到提升；基于机电一体化核心课程，开展院级、省级在线开放课程，开展教材和资源库建设，深入推进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探索分层次分梯度柔性教学管理模式改革；提升地方科技服务能力，加强省级工程中心建设。 

建设举措及进度安排： 

1、2019 年 1 月-2019 年 5 月：深入企业调研，与汕头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汕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合作办学，签订订单式培养协议； 

2、2019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制定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成立订单班及开展教学；加强“维修电工”、“自

动化控制”和“电梯维保”等师资培训，新增双师素质教师 2 人；完成 2 门院级在线开放课程及教学资源库建

设；  

3、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开展订单班教学，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完成 2 门院级在线开放课程及教学

资源库建设；完成市级工程中心建设及认定； 

4、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开展订单班教学，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出版教材 2-3 部，申报 1 门省级精

品课程；新增 1-2 位教师获博士学位，新增 1-2 位教师获副高及以上职称。 

经费预算： 

40 万元（详见“申报专业建设经费预算表”） 

保障措施： 

项 目 内    容 备注 

实现建设

目标的制

度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示范性专业建设实施意见 汕职院发（2008）85 号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教学改革建设与管理规定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在线开放课程实施意见 汕职院发（2008）84 号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加强教材建设与管理的规定 汕职院（2002）32 号 

监控 

措施 

教务处主导建立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进

行监督和指导。 
 

保障 

措施 

组织保障：成立本专业的建设领导小组、企业人员参与的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专业教学督导小组、课程及教材开发团

队。 
 

政策保障：人事处、财务处、实训中心、科研设备处根据项

目建设需求给予协助。 
 

预期成果： 

1、新增校企合作平台 2 个。 

2、新评审副教授职称教师 1-2 人，新增博士学位教师 1-2 人，新增双师素质教师 2 人。 

3、出版教材 2-3 部，完成 3-5 门院级在线开放课程，申报 1 门省级精品课程。 

4、完成以专业核心课程为主的院级教学资源库建设。 

5、增加 1-2 个订单班，探索分层次分梯度柔性教学管理模式改革。 

6、新增市级工程中心 1 个。 

辐射带动： 

通过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建设，辐射带动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提升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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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专业建设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内容 预算经费（万元） 

1 教材建设 教材编辑、审核、出版 5 

2 教学资源库建设 

培训；教学视频资源录制、剪辑、

制作；资源平台建设维护；相关教

学用具及相关设备购置 

10 

3 在线开放课程 培训，软件、素材、教具购置 10 

4 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培训、会议学习 6 

5 大学生创新 创新创业活动，参赛 5 

6 工程中心建设 调研、会议交流、出版 4 

  合计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