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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十三五”专业建设发展规划 
 

 

为贯彻落实《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全面加强学院专业建设、优化专业结构，构建适应社会需求、特色鲜

明、优势明显的专业体系，不断提高专业建设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特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专业发展现状 

1. 专业规模逐步扩大 

“十二五”期间，学院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内涵建设，

确保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专业建设稳步推进。专业数

量由“十二五”初的 27 个发展到“十二五”末的 32 个。 

“十二五”期间学院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所属系部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备注 

1 

建筑工程系 

建筑工程技术 540301 省级特色专业 

2 工程测量技术 520301   

3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540304 2011年新增 

4 

建筑与城市

规划系 

建筑设计 540101 省级特色专业  

5 园林工程技术 540106 省级特色专业  

6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40102   

7 城乡规划 540201 省级特色专业 

8 环境艺术设计 650111   

9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540107 2011年新增 

10 古建筑工程技术 540103 2011年新增  

11 展示艺术设计 65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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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市政与环境

工程系 

市政工程技术 540601   

13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540602 省级特色专业 

14 给排水工程技术 540603   

15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600202 2012年新增 

16 工业节能技术 530305   

17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540402   

18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540403   

19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540404   

20 信息安全与管理 610211   

21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540401 2014年新增 

22 环境工程技术 520804 2015年新增 

23 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 520808 2015年新增 

24 

工程管理系 

建设工程管理 540501   

25 建设工程监理 540505   

26 房地产监测与估价 540702   

27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540701   

28 物业管理 540703   

29 

建筑经济管

理系 

工程造价 540502   

30 建筑经济管理 540503   

31 公共事务管理 690205   

32 酒店管理 640105 2014年新增 
 

2. 办学特色更加明显 

本着“围绕建设行业开办专业、围绕行业需求建设专业、围绕人

才培养办好专业”的宗旨，“十二五”期间学院的传统优势和特色得

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构建了具有“山东城建”特色的专业结构体系。

现有土木建筑大类专业 22 个、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专业 3 个、其它

专业涉及测绘地理信息类、新能源与发电工程类、道路运输类等。 

3. 专业建设水平显著提升 

学院现有园林工程技术、城乡规划、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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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建筑设计 5 个省级特色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设计 2 个

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建筑新能源工程技术 2

个省级企校共建工科专业。近几年牵头开发了教育部燃气工程技术专

业教学基本要求；山东省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管理专业五年

制高职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设计专业三年制高职

专业教学指导方案以及五年制高职语文课程标准等。工程造价获批山

东省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园林工程技术专业与山东建筑大学开展了

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随着专业水平的提升，毕业生综合素质得到稳步

提高。 

4. 专业集群初步形成 

“十二五”期间，学院结合建设行业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创新

办学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重点专业建设，发挥省级特色专业、央财

支持重点建设专业的集聚能力，技能型名校建设期间打造形成了建筑

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管理、市政工程施工、建筑设计技术、工程造价

等九大重点建设专业群，促进群内专业在师资队伍、课程开发、实训

基地、教学资源等方面共建共享、共同提升，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面临形势 

“十三五”时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目标的攻坚时期，教

育改革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经济社会发

展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需要通过创新发展教育，优化人才

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面对高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学院专业建设在有些方面尚需改进。 

1. 产教融合有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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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深度融合有利于培养现代化职业人才，促进高职院校科研成

果转化，是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目前，学院在产

教深度融合方面存在着相关制度建设不健全、合作经费投入不足、人

力资源未能充分利用等问题，产教融合程度有待深化。 

2. 人才培养模式有待创新 

为了深化教学改革，整体提升专业发展水平，坚持工学结合、知

行合一，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院在创新型、发展型、复合型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尚需探索。 

3.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有待深入 

教育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如何在运用信

息技术改善教学环境、改进教学手段的基础上，应用信息技术改进课

程设计和课堂教学，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进一步

实现教育的结构性变革等还有待探讨。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落实教育

部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系列文件，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根本

任务，遵循职业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立德树人，秉承“崇德尚

能，博学乐业”的校训，根据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整体部署，进

一步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专业结

构，提升专业内涵，激发专业活力，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专业建

设整体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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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目标 

“十三五”期间，全日制高职生总数稳定在 12000 人左右，专业

总数控制在 40 个左右。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创新型、发展型、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构建“知

识传授、技能训练、创新实践、素质养成”的人才培养体系。实施“一

流专业培育工程”，建设水平高质量优的专业群，将土建施工类专业

群建设成为国际一流专业群；建筑设计类、规划园林类、建筑设备类、

建设工程管理类建设成为国内一流重点专业群；其他专业达到省内一

流水平，形成“品牌引领、特色突出、结构优化、协同发展”的整体

专业发展格局。新增国家级示范专业 2 个，山东省品牌专业群 3 个。 

三、建设思路 

“十三五”期间我院专业建设与发展总体思路为：稳定规模，优

化结构；强化内涵，提高质量；集群发展，突出特色。 

（一）稳定规模，优化结构 

建立专业新增和预警机制，根据市场需求和人才发展要求，强化

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优化专业结构布

局。服务建设行业和环境保护行业发展，创设面向高新技术、现代装

备、现代服务的一流新兴专业，引领专业建设适应产业升级发展。发

挥专业群的聚集效应，优化配置资源，形成“核心专业引领、群内其

他专业联动、相关专业整体提升”的专业建设格局。 

（二）强化内涵，提高质量 

对接国际先进标准，深化产教融合、技术技能积累，构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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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技能训练、创新实践、素质养成”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构建专业群资源条件共享的一体化、创新型课程体系，适

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完善教师激励与约束机制，建成一支结构合

理、善教学、强科研、能服务的一流师资队伍；围绕学生职业能力培

养，建设体现综合性、开放性、实用性的校内外实训基地群，服务区

域经济与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三）集群发展，突出特色 

以服务区域产业为导向，紧密对接建设行业、环境保护行业，依

据“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共享”

的原则，重点推动紧贴产业发展、产教深度融合、社会认可度高的土

建施工类、建筑设计类、规划园林类、建筑设备类、建设工程管理类

专业群建设；充分发挥优势专业（群）的引领作用，带动环境保护类、

城市轨道交通类等专业群的发展。 

四、主要任务与举措 

    （一）优化专业结构，开展专业建设综合评价。 

1.合理调整专业布局  

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等重大发展

战略，建立满足“推动住建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行业内生发展动力”

需求的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重点专业群内核心

专业的优势地位，淘汰社会需求不旺、专业办学水平不高的专业，大

力发展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交通运输等产业急需专业，

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污染修复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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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等。适应装配式建筑的发展需求，积极探索建筑业与医养健

康产业的融合，建筑设计、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等专业

拓展装配式建筑、适老性建筑和老年居住建筑技术等专业方向。 

2. 开展专业建设综合评价 

完善专业建设质量管理保证体系，分期分批对校内专业进行评

价。2017 年在建筑工程技术、园林工程技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建筑设计、城乡规划 5 个省级特色专业进行评价试点，2018 年在验

收基础上总结改进评价指标，2019 年全面推开专业建设综合评价工

作。通过综合评价促进专业建设，进一步增强专业与行业发展的契合

度。继续开展第三方评价，利用信息技术持续完善质量标准，形成多

元化、常态化的教学质量评价与保证机制。 

（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专业内涵 

1.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构建“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创新实

践、素质养成”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校企

协同育人，新增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1 个，省级现代学徒制试

点 3 个，突出“工匠精神”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取得标志性成果。

推进学分制改革，满足学生跨专业学习和个性化发展需求，为学分制

管理积累经验。依托职教集团，携手名企创办企业学院，总结校企共

建“智筑侠学院”的建设经验，与济南九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

联合共建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企业学院 5 个以上。  

2. 推进课程体系及标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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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课程“供给侧”改革，按照行业企业对创新型、发展型、复

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对接最新职业标准、行业标准和岗位

规范，紧贴岗位实际工作过程和学生可持续发展要求，校企共同参与

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专业群课程体系、整合群内专业课程内

容、开发课程教材、设计实施教学、组织考核评价、开展教学研究等。

传统文化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完善体现素质教

育和创新创业要求的专业课程体系、技术技能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新牵头开发山东省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指导方案 3 个，主持开发全国职

业院校专业教学基本要求 2 个。重点专业群开发的教学标准、课程标

准在省内具有示范性、先进性，实现区域内同类院校共享。 

3. 深化课程教学改革 

适应“互联网+”时代和学生可持续发展需要，探索构建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以学院现有的“建设类职业教育教学资源

库”为基础，搭建建筑设计类、规划园林类、土建施工类、建筑设备

类、建设工程管理类五个专业群的课程共享平台、实训共享平台和专

业群教学资源库。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系统化

改革，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服务能力，并为行业人员的继续

教育提供平台。建设精品资源共享课，开发优质信息化教学资源、模

拟仿真实训软件、生产实际教学案例等，形成课堂教学新形态，有效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到 2020 年，主持开发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资源库 1 个，省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2 个，国家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 5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30 门，开发特色校本电子教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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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三）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水平 

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改革“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大力推

进教师培训、企业实践和对外交流力度；实施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通

过培训、交流、比赛等多种形式，提升教师“双师”素质及专业能力、

实践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教学研究能力以及社会服务能力；

落实人才强校战略，引进、选聘、培养相结合，汇聚高端人才，打造

卓越团队，提高教师的社会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优化教师培养管理

服务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打

造一支“师德师风引领、大师名师带动、特色双师驱动、卓越团队支

撑、专兼教师互融、国际视野兼备”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为专业建设、

教学改革提供有力保障。新增“黄大年式”教学团队 1 人、省级以上

名师工作室 3 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3 个，培养“教

练型”教学名师 30 人。 

（四）加强实践教学建设 

依据整合后的专业群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向，建设满足专业教学、

社会技能训练培训、教师科研要求，符合产业发展特点的生产性实训

基地。将装配式建筑公共实训基地建成全国领先水平；新增 1 个省级

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模式全国领先；将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建成国内领先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创新策源

地、推广中心和人才培养培训基地。落实教育部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

理规定，加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顶岗实习管理平台应用，建立顶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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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动态管理机制。 

（五）创新产教融合，提升国际化水平 

发挥学院行业优势，将山东省建设职业教育集团打造成为国家骨

干职业教育集团；将山东省建筑产业现代化教育联盟打造成为国内最

有价值、最具活力、最有创新和技术积累能力的校企合作育人联盟；

依托我院中德合作被动式超低能耗实训基地建设项目，与德国能源

署、澳大利亚西澳工商业联合会等先进国家机构、国际组织、国外高

等院校和企业共同创建国际“产学研”合作发展论坛，打造集“产业、

科技、教育”三位一体的国际化协同发展平台；与中乌商贸协会、中

兴教育、创造太阳能源有限公司以及国外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共同

成立“一带一路”建设职业教育发展联合体，致力于“一带一路”国

家本土化人才培养，齐心协力共商合作发展大计，服务“一带一路”

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国际化发展理念和协同化发展水平。 

（六）建设专业群特色文化 

践行“崇德尚能 博学乐业”的校训、“和谐奋进 求实创新”

的校风、“严谨治学 追求卓越”的教风、“励志笃行 探求真知”

的学风，将行业文化企业文化融入育人全程，完善和创新“精于工、

匠于心、品于行、厚于德”的“匠心”文化育人模式，将学院“四

位一体”文化育人体系和专业群特色文化融入人才培养方案顶层

设计、通识课程体系及专业课程教学过程，培养学生踏实严谨、

耐心专注、执着专一、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等优秀品质，着力培

养基础理论扎实、富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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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五、保障措施 

（一）机制保障 

健全院系两级专业建设组织体系，完善专业调研、专业动态调整

机制；建立完善的专业建设综合评价体系，建立团队建设和考评机制；

加强专业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管理与社会服务激励制度建设；实行

专业建设项目化管理，坚持目标责任考核，提升专业建设理论水平。

发挥专业建设委员会行业企业专家对专业建设、发展的指导、咨询、

监督作用，完善组织保障体系。 

（二）资金保障 

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专业建设投入力度。学院优先保障专业建

设经费投入，加大专项经费投入和相关政策配套，确保专业建设经费

足额到位并逐年增加，切实保障专业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支持各专

业（群）项目申报、立项，获得国家和地方财政等多渠道经费支持。

建立专业建设资金和投入保障机制，增强投入力度，加强资金使用绩

效评价。逐年扩大实习专项经费，设立教学改革与研究、精品资源共

享课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专项经费，增加专业教学资料，服务

专业发展。 

（三）管理保障 

建立健全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质

量监控与保障体系。推进专业诊改机制，保证专业建设质量稳步提升。

构建以教育教学为中心的五纵五横一平台的质量管理保证体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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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标准-设计-组织-实施-诊断-创新-改进”的不断循环，形成各自

独立、相互依存、纵横联动网络化全覆盖的质量改进螺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