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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国”建设对交通职业教育的要求 

“交通强国” 建设理念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    党的十九大报告 

      阐明作用：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和服务性 

    赋予定位：交通运输发展先行官 

 



“交通强国”建设对交通职业教育的要求 

“交通强国”理念具体化： 

    2018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 

        一要自身强，综合实力世界领先 

        二要强国家，有效支撑民富国强 

 



“交通强国”建设对交通职业教育的要求 

交通职业教育支撑作用： 

    交通强国，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 

    探索服务“交通强国”建设特色道路 



“交通强国”建设对道桥专业结构与人才目标的要求 

专业结构必须服务“交通强国”建设： 

    整合调整：停招公路监理，开设轨道交通、拓展地铁建设 

    专业结构：道路交通为主体，覆盖行业各方向 

              辐射高铁与地铁，服务全国大交通 

 



“交通强国”建设对道桥专业结构与人才目标的要求 

人才目标必须适应“交通强国”建设： 

    专业发展模式：人才培养对接产业转型升级 

    专业培养目标：技能型岗位、技术型岗位、复合型岗位三级递进 



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适应“交通强国”建设的思考 

存在问题：合作流于形式，仅限实习实训，支撑能力不足 

积极探索：企业全过程参与，教师出应用成果，学生提技能水平 
 
人才培养校内循环与校外循环相结合： 
    教师轮换上岗：教学岗位、科研岗位、工程岗位 
    学生灵活切换：实训学员、科研助理、企业员工 
    路桥职教集团：校企主导、政府推动、双元主体、多向互动 

 



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适应“交通强国”建设的思考 

课程体系突出五个能力与三个层级递进： 

五个核心能力：设计勘察、预算招标、施工管理、现场检测、竣工验收 

人才培养方向：懂设计、精施工、会管理 

三个层级递进： 

    基本素质课程、通用职业课程和岗位职业课程三级递进 

    基本技能训练、专项技能训练和综合技能训练三级递进 

    基本素质教育、职业素质养成、社会能力培养三级递进 

 



师资队伍适应“交通强国”建设的思考 

存在问题：专业教师实践创新不足，兼职教师教学能力不足 
积极探索：培养双师，兼职教师教学能力，师资整体水平 
 
“教师工程师双顶岗”： 
    教师顶岗：企业实践锻炼、服务地方经济、贴近交通需求 
    工程师顶岗：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资源建设、学习指导 



师资队伍适应“交通强国”建设的思考 

“名师引领，团队融合”： 
    发挥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和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引领带动作用 
    形成道桥材料开发、道桥BIM应用、现代勘测技术等技术研发团队 
 
“以竞赛促技能提升、以竞赛跟前沿技术”： 
    路桥专指委现有各项技能竞赛主要面向学生 
    逐步开发师生共同参与和教师单独参与项目 
    向“交通强国”建设所需前沿技术方向拓展 
 



教学资源适应“交通强国”建设的思考 

存在问题：理念不一致、标准不统一、质量有差异 
          内容有重复、使用范围小、数据不共享 
积极探索：确定建设标准、建设可持续、共建共享共用 
建立资源开发标准：智慧化平台、碎片化资源、结构化课程和系统化设计
共建共享共用资源：以用户为中心、“能学、辅教”功能 
                  支持自主学习、  方便教师组织教学 
 



实训条件适应“交通强国”建设的思考 

存在问题：建设标准不一致，开设项目不统一 
          实验设备有不足，实训水平有差异 
积极探索：建设标准与项目标准、实训项目动态调整 
          实训条件供给侧充分对接交通强国需求侧 
 
形成装备标准与实训项目清单化： 
    路桥专指委牵头完成两个专业装备标准 
    形成实训项目清单，规范实训项目资源 



实训条件适应“交通强国”建设的思考 

“跟踪技术发展，实训先于生产”： 
 建设数字化道桥勘察设计中心、轨道工程技术中心，道桥BIM研究中心     
“交通强国”建设的技术与人才需求成为实训体系设计建设依据 
 
“服务交通建设，推动交通强国”： 
    主动参与交通生产、技术检测、工程监理、勘测设计等 
    国家公路交通事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一只重要推动力量 



学生职业素质适应“交通强国”建设的思考 

存在问题：行业认知浅、吃苦耐劳差、团结合作淡，领导执行弱 
积极探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职业素质 
          培养学生热爱交通行业、践行交通精神的远大志向 
 

“德技并修、双线培养”： 
    基于专业的教育教学一体化管理改革 
    活动课程化、课程活动化的培养体系 
     



学生职业素质适应“交通强国”建设的思考 

交通职业文化育人进课堂： 
   “中华文明、近代历史、行业文化”融合“3+2+1”思政课程体系 
    创新开设道路交通文化史课程，实现职业技能与职业文化全覆盖 



全面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全面提升服务交通强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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