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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学校地址 太原市杏花岭区马道坡街 57号 

邮政编码 030013 学校网址 http://www.sxtdzy.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公办             □民办   

√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本科办高职   □成人高校    

在校高职生总数 5092 人 学校现有高职专业总数 28 

上年招生规模 1400 人 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 103（人/专业） 

现有 

专业类 

名称 

（如：5101  

农业类） 

4405 建设工程管理类；5101 电子信息类；5306 工商管理类； 

5001 铁道运输类；5006 城市轨道交通类 

4702 化工技术类；4603 自动化类；5002 道路运输类； 

5308 物流类；4901 食品类； 

5102 计算机类；5303 财务会计类；5501 艺术设计类； 

专任教师 

总数（人） 
128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所占比例 
37%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字以内）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原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具有 60

多年办学历史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隶属于山西省教育厅。学院前身是

山西省轻工业学校，始建于 1958 年，2003 年经省政府批准，与其它五

所中专学校合并成立山西综合职业技术学院，我院更名为“山西综合职

业技术学院轻工分院”，相对独立运行。2009 年 3 月，经山西省人民

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成立“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所独

立设置的高职学院。2020 年 3 月更名为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目前学院建有校内实训基地 23 个，34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其

中国家级实训基地 4 个，省财政支持的专业实训基地 7 个，省级示范

实训基地 2 个,实训室 68 个，实训场所面积 7806.87 平方米。实验实

训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4127.68 万元。拥有完备的信息化网络体系和 60 

个多媒体教室。学院积极探索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与 56 个企业建立

了深度的校企合作，百余名“双师型”企业导师融入学院人才培养过程

中，形成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办学机制。

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五年保持在 92%以上，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经过多年的办学实践，学院在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办

学条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具备了较强的办学实力。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年高职招生数÷学校现有高职专业总数 



 

2.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一、增设绿色低碳技术专业的主要理由 

1.响应国家政策，加快紧缺人才培养 

绿色低碳技术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专科专业。属于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环境保

护类。2021 年，绿色低碳技术列入《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 

绿色低碳技术专业积极响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践行服务绿色低碳产业宗

旨，在我省职业教育中仍需加强。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

23号）精神，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绿色低碳技术专业培养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

掌握绿色低碳领域专业技术，从事碳资产管理、碳减排技术、碳排放交易、绿色制造

体系评价、清洁生产审核等面向绿色低碳产业工作，具有一定创新创业能力和较强实

践能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一

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打好这场硬仗，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2.绿色低碳理念纳入教育教学体系，转型山西产业发展 

山西是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煤炭、煤层气、风能、太阳能等各类能源汇集

于一体，在中国能源体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然而，山西经济兴衰过多依存

于煤炭产业，亟待在能源革命、转型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绿色低碳能源供

应体系基本形成。将绿色低碳理念纳入教育教学体系。加强宣传，广泛开展绿色低碳

教育和科普活动。充分发挥大学生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的积极作用，开展系列实践活动，

增强社会公众绿色低碳意识，积极引导全社会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3.彰显我院办学优势与特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挑战和机遇 

绿色低碳技术专业是瞄准碳达峰碳中和发展需求，我院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亚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临汾万鑫达焦化有

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建有产业学院。因此，增设此专业是彰显我院优势与特色，把

https://www.so.com/link?m=bWlu8qkbepx9q%2B8%2FUt63wUSkgnTKRswuKIbaAHWHksJi3iezIPdaDejT%2B%2FCYxyd%2B263%2FUWjqQEX4SGxptqqQ49hSXrOOZaZwziECgmNk1Edfmsj4iDjDqnTrsbO3wyS9cnquVvBxHGxWjKLdQWOH9lg%3D%3D
https://www.so.com/link?m=bzqDC4PDwEXEBO9UJBn5%2FMfGiF8ORGxgNEnf8T8ZXouJCeXmoYrINUT5O4k6yRaEvqJ2uuTPCd%2BbAaCt%2FlUNduJ35syJ6G%2F96N6Pqww2Lq8LPcqDsDs0wAK2IQuE%3D
https://www.so.com/link?m=brP%2B7cT%2F0K1VP2XLzqzvjl4e0ra63JGMJPfh2NroX%2F5F7XWVosEtE%2BQj3eXjt6vL%2F9N7DhN2qW5lZDRYJqQiHadlUOfE81QrX44pIUFBGmZlLVUVaOlJ5DtJkGK1QvaRfdbinZPAzWHu1TUmNUpAWmOwH5RNC4laTO%2F744yJj%2BcPKjY2lazAQAwvgs2sbzYz7LXrS%2BLamt9QwGKzWK7PBnxWjuYTYjJFI4Y2%2FTG4U8rrnEfhD234oDttIMitZsy8xmj08IZ0URH6PDaqqUgqX4t%2Fn26du5UvAIEwcVVgGSNa9herjeuaRnhLY7MV0MHuHC6rTbFmVMtldYOUCpMfEGrQbypVIiCDSaYSkBeBKWBYW620o%2FoxRSzHvb9Dgo8HygOD%2BhS3ILtjR6VnnwTk%2Fhb3dZGoUMk3ZDknKKK%2FsRwwE58jNMoE1MHdHRgC4dNY8zbNmPXiYX5uXIZHrraTIuQNnLRj%2FJBFXRs0FCHF2ofnR66Xxu0oF1BxcLjEC7f19O9lTyl0ONsIui%2BNLCcdGziPZDFXjr%2BaR6c53lORSuU9OP4yv6ltWGOzv2cp4oN%2FShmmCHQddI2waglBXV2sGLH7k5hg8tKiURcymmlFWXddTQi6fw9fN2k7SRn3VbNmByc57%2B%2Faqj6C95HJSMkff1hhH5HaWUpjWdjxf8M8WPFAQkAlYVcdketsl%2FnXCFttM22PCtSRe3P%2BYp1oE656JEDeQthW8gcwXwDBAOTn1sjOusO5Hd5QaD8ERCvPg3XCzVmw7r2IlMDer3lgxE6LYs5i8bLN86N%2B6thD6Fvg4BxftZmOuGdcatDrmJ0cHww9Y6emAIphvmCzrfH5gLNbc0rLtPgX%2FcxzDNfp7i5obzs07IcJI0V5r3Hat%2FOZD8C1oUNkxjdcnrbhGlusW0risg%2BJ2IdYqyfk1fO23r3%2Bbkz0%3D
https://www.so.com/link?m=brP%2B7cT%2F0K1VP2XLzqzvjl4e0ra63JGMJPfh2NroX%2F5F7XWVosEtE%2BQj3eXjt6vL%2F9N7DhN2qW5lZDRYJqQiHadlUOfE81QrX44pIUFBGmZlLVUVaOlJ5DtJkGK1QvaRfdbinZPAzWHu1TUmNUpAWmOwH5RNC4laTO%2F744yJj%2BcPKjY2lazAQAwvgs2sbzYz7LXrS%2BLamt9QwGKzWK7PBnxWjuYTYjJFI4Y2%2FTG4U8rrnEfhD234oDttIMitZsy8xmj08IZ0URH6PDaqqUgqX4t%2Fn26du5UvAIEwcVVgGSNa9herjeuaRnhLY7MV0MHuHC6rTbFmVMtldYOUCpMfEGrQbypVIiCDSaYSkBeBKWBYW620o%2FoxRSzHvb9Dgo8HygOD%2BhS3ILtjR6VnnwTk%2Fhb3dZGoUMk3ZDknKKK%2FsRwwE58jNMoE1MHdHRgC4dNY8zbNmPXiYX5uXIZHrraTIuQNnLRj%2FJBFXRs0FCHF2ofnR66Xxu0oF1BxcLjEC7f19O9lTyl0ONsIui%2BNLCcdGziPZDFXjr%2BaR6c53lORSuU9OP4yv6ltWGOzv2cp4oN%2FShmmCHQddI2waglBXV2sGLH7k5hg8tKiURcymmlFWXddTQi6fw9fN2k7SRn3VbNmByc57%2B%2Faqj6C95HJSMkff1hhH5HaWUpjWdjxf8M8WPFAQkAlYVcdketsl%2FnXCFttM22PCtSRe3P%2BYp1oE656JEDeQthW8gcwXwDBAOTn1sjOusO5Hd5QaD8ERCvPg3XCzVmw7r2IlMDer3lgxE6LYs5i8bLN86N%2B6thD6Fvg4BxftZmOuGdcatDrmJ0cHww9Y6emAIphvmCzrfH5gLNbc0rLtPgX%2FcxzDNfp7i5obzs07IcJI0V5r3Hat%2FOZD8C1oUNkxjdcnrbhGlusW0risg%2BJ2IdYqyfk1fO23r3%2Bbkz0%3D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和各方面，加强绿色低碳教

育，推动专业转型升级，加快急需紧缺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提升人才

培养和科技攻关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因此，增设绿色低碳技术专业是主动适应山西省对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人才支

撑。 

4.办学条件基本满足举办该专业的需要。 

原有的轻化工专业教师团队具有这两个专业的基础知识和技术，原有的化工实训

条件也可使用。从国家政策，行业需求，教师团队，教学设施都具有申报的可行性和

必要性。轻化工技术系具有多年开发新专业，开发新课程的经验和创新能力。因此，

轻化工教学团队具有开发氢能技术应用和绿色低碳技术专业的能力，希望在传统化工

技术类专业基础上寻找到新的突破口。 

设施条件。我院现有化工类专业群国家级、省级实训基地，有基础化学实训室、

分析样品室、性能检测室等仪器、检测设备等实训条件。 

因此，我院从开设课程和设施条件等条件满足增设绿色低碳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

需要。 

二、专业筹建情况 

1.已经完成学习调研工作。 

我院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亚鑫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临汾万鑫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建有产业学院。有利于了解

掌握山西氢能源产业发展状况，便于了解产业人才需求。 

我院自 2012 年起，对山西煤化工相关岗位人才需求状况、企业状况以及职业教

育情况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具备开办该专业的条件。 

2.开设专业前期，在传统专业课程设置基础上增设了绿色低碳相关课程 

我院自 2013 年，在原有相近专业：煤化工技术、精细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的课程中增设《化工安全与环保》、《化工仪器仪表》、《化工制图与识图》等相关

课程，进行探索性实践。经过近两年的社会考生及毕业生调研，效果明显，人才市场

反映良好。 

3.加强设施条件、师资队伍建设，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https://www.so.com/link?m=bWlu8qkbepx9q%2B8%2FUt63wUSkgnTKRswuKIbaAHWHksJi3iezIPdaDejT%2B%2FCYxyd%2B263%2FUWjqQEX4SGxptqqQ49hSXrOOZaZwziECgmNk1Edfmsj4iDjDqnTrsbO3wyS9cnquVvBxHGxWjKLdQWOH9lg%3D%3D
https://www.so.com/link?m=bzqDC4PDwEXEBO9UJBn5%2FMfGiF8ORGxgNEnf8T8ZXouJCeXmoYrINUT5O4k6yRaEvqJ2uuTPCd%2BbAaCt%2FlUNduJ35syJ6G%2F96N6Pqww2Lq8LPcqDsDs0wAK2IQuE%3D
https://www.so.com/link?m=bzqDC4PDwEXEBO9UJBn5%2FMfGiF8ORGxgNEnf8T8ZXouJCeXmoYrINUT5O4k6yRaEvqJ2uuTPCd%2BbAaCt%2FlUNduJ35syJ6G%2F96N6Pqww2Lq8LPcqDsDs0wAK2IQuE%3D
https://www.so.com/link?m=brP%2B7cT%2F0K1VP2XLzqzvjl4e0ra63JGMJPfh2NroX%2F5F7XWVosEtE%2BQj3eXjt6vL%2F9N7DhN2qW5lZDRYJqQiHadlUOfE81QrX44pIUFBGmZlLVUVaOlJ5DtJkGK1QvaRfdbinZPAzWHu1TUmNUpAWmOwH5RNC4laTO%2F744yJj%2BcPKjY2lazAQAwvgs2sbzYz7LXrS%2BLamt9QwGKzWK7PBnxWjuYTYjJFI4Y2%2FTG4U8rrnEfhD234oDttIMitZsy8xmj08IZ0URH6PDaqqUgqX4t%2Fn26du5UvAIEwcVVgGSNa9herjeuaRnhLY7MV0MHuHC6rTbFmVMtldYOUCpMfEGrQbypVIiCDSaYSkBeBKWBYW620o%2FoxRSzHvb9Dgo8HygOD%2BhS3ILtjR6VnnwTk%2Fhb3dZGoUMk3ZDknKKK%2FsRwwE58jNMoE1MHdHRgC4dNY8zbNmPXiYX5uXIZHrraTIuQNnLRj%2FJBFXRs0FCHF2ofnR66Xxu0oF1BxcLjEC7f19O9lTyl0ONsIui%2BNLCcdGziPZDFXjr%2BaR6c53lORSuU9OP4yv6ltWGOzv2cp4oN%2FShmmCHQddI2waglBXV2sGLH7k5hg8tKiURcymmlFWXddTQi6fw9fN2k7SRn3VbNmByc57%2B%2Faqj6C95HJSMkff1hhH5HaWUpjWdjxf8M8WPFAQkAlYVcdketsl%2FnXCFttM22PCtSRe3P%2BYp1oE656JEDeQthW8gcwXwDBAOTn1sjOusO5Hd5QaD8ERCvPg3XCzVmw7r2IlMDer3lgxE6LYs5i8bLN86N%2B6thD6Fvg4BxftZmOuGdcatDrmJ0cHww9Y6emAIphvmCzrfH5gLNbc0rLtPgX%2FcxzDNfp7i5obzs07IcJI0V5r3Hat%2FOZD8C1oUNkxjdcnrbhGlusW0risg%2BJ2IdYqyfk1fO23r3%2Bbkz0%3D


 

2014 年年底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建设的山西省高职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实训基地

建设项目中，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和筹备建设绿色低碳技术学专业计划的需要，为该专

业投资建设了相关实验实训设施，硬件条件基本满足该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 

本专业共有教师 20名，其中专任教师 12名，兼职教师 5名。专任教师中，硕士

及硕士以上学历教师 12名，占专任教师 100%，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 7名，占专任教

师 58.3%。建立有稳定的校外师资队伍，由煤化工企业技术与管理者担当相关教师。

因此教师队伍满足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4.建立对接企业（就业）校外实训基地 

我院已经和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亚鑫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临汾万鑫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建有产业学院在集团的在职员工中，选拔具有高中教育学历或同等学历

的青年职工，通过单独招生和扩招的方式，共同招收共同培养。针对学员知识背景、

学 习环境条件要求等实际，采用弹性学制、半工半读、育训结合模式，在立德树人

的理念下，创新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也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 

5.已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实验实训教学文件的制定。 

2014 年至今，经过对企业岗位、就业状况等情况进行调研和了解，掌握了高职

人才培养状态，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并经过相关专家的论证，目前

正在完善核心课程标准、实验实训方案等相关教学文件，已满足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综上所述，经过近几年的开办绿色低碳技术专业的前期筹建和准备，已满足举办

该专业的条件。 

三、专业建设规划 

1．前期调研、筹建与增设专业申报工作（2019-2021 年） 

（1）2019-2021 年完成了举办绿色低碳技术专业的学习调研工作。对产业行业政

策、人才需求分析、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趋势，企业、岗位的现状变化；行业、企业、

就业市场，人才需求分析和预测等方面；专业开设状况。该专业在全国职业院校中开

设状况、招生、就业、在校生、教师队伍、实验实训条件等进行调研分析。 

（2）相近专业融入绿色低碳理念，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 

2021 年相近专业融入绿色低碳理念，对学生、社会相关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为

学生提供专业知识储备以及就业信息。 

https://www.so.com/link?m=bWlu8qkbepx9q%2B8%2FUt63wUSkgnTKRswuKIbaAHWHksJi3iezIPdaDejT%2B%2FCYxyd%2B263%2FUWjqQEX4SGxptqqQ49hSXrOOZaZwziECgmNk1Edfmsj4iDjDqnTrsbO3wyS9cnquVvBxHGxWjKLdQWOH9lg%3D%3D
https://www.so.com/link?m=bzqDC4PDwEXEBO9UJBn5%2FMfGiF8ORGxgNEnf8T8ZXouJCeXmoYrINUT5O4k6yRaEvqJ2uuTPCd%2BbAaCt%2FlUNduJ35syJ6G%2F96N6Pqww2Lq8LPcqDsDs0wAK2IQuE%3D
https://www.so.com/link?m=bzqDC4PDwEXEBO9UJBn5%2FMfGiF8ORGxgNEnf8T8ZXouJCeXmoYrINUT5O4k6yRaEvqJ2uuTPCd%2BbAaCt%2FlUNduJ35syJ6G%2F96N6Pqww2Lq8LPcqDsDs0wAK2IQuE%3D
https://www.so.com/link?m=brP%2B7cT%2F0K1VP2XLzqzvjl4e0ra63JGMJPfh2NroX%2F5F7XWVosEtE%2BQj3eXjt6vL%2F9N7DhN2qW5lZDRYJqQiHadlUOfE81QrX44pIUFBGmZlLVUVaOlJ5DtJkGK1QvaRfdbinZPAzWHu1TUmNUpAWmOwH5RNC4laTO%2F744yJj%2BcPKjY2lazAQAwvgs2sbzYz7LXrS%2BLamt9QwGKzWK7PBnxWjuYTYjJFI4Y2%2FTG4U8rrnEfhD234oDttIMitZsy8xmj08IZ0URH6PDaqqUgqX4t%2Fn26du5UvAIEwcVVgGSNa9herjeuaRnhLY7MV0MHuHC6rTbFmVMtldYOUCpMfEGrQbypVIiCDSaYSkBeBKWBYW620o%2FoxRSzHvb9Dgo8HygOD%2BhS3ILtjR6VnnwTk%2Fhb3dZGoUMk3ZDknKKK%2FsRwwE58jNMoE1MHdHRgC4dNY8zbNmPXiYX5uXIZHrraTIuQNnLRj%2FJBFXRs0FCHF2ofnR66Xxu0oF1BxcLjEC7f19O9lTyl0ONsIui%2BNLCcdGziPZDFXjr%2BaR6c53lORSuU9OP4yv6ltWGOzv2cp4oN%2FShmmCHQddI2waglBXV2sGLH7k5hg8tKiURcymmlFWXddTQi6fw9fN2k7SRn3VbNmByc57%2B%2Faqj6C95HJSMkff1hhH5HaWUpjWdjxf8M8WPFAQkAlYVcdketsl%2FnXCFttM22PCtSRe3P%2BYp1oE656JEDeQthW8gcwXwDBAOTn1sjOusO5Hd5QaD8ERCvPg3XCzVmw7r2IlMDer3lgxE6LYs5i8bLN86N%2B6thD6Fvg4BxftZmOuGdcatDrmJ0cHww9Y6emAIphvmCzrfH5gLNbc0rLtPgX%2FcxzDNfp7i5obzs07IcJI0V5r3Hat%2FOZD8C1oUNkxjdcnrbhGlusW0risg%2BJ2IdYqyfk1fO23r3%2Bbkz0%3D


 

（3）编制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实验实训教学文件的制定。 

2021-2022 年，经过对企业岗位、就业状况等情况进行调研和了解，同时掌握了

高职人才培养的状态，并经过相关专家的论证。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实

验实训等教学文件编制。 

2．设施条件、师资队伍建设工作（2019-2022 年）。 

2019-2021 年 3 月，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和筹备建设绿色低碳技术专业计划的需要，

完成建设环境检测试验、专业基础课实验实训、专业仿真实训等相关实验实训设施，

硬件条件基本满足该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 

2021-2023 年，增设校外实训基地，对全员专任专业教师完成技能培训。 

3．建立校外实训基地（2019 至今）。 

2019 至今我院我院已经和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山西亚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临汾万鑫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积极开

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将继续与相关企业深度合作，建立校外实训基地，

满足学生实训、实习。 

4．专业群建设（2022-2027 年）。 

我院现设有煤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机电一体

化等专业，我们将氢能技术应用专业建设与化工类、机电类专业群建设相结合，形成

在师资、实验实训、教学文件、管理等方面的共享与相互支撑。 

5．内涵建设与专业诊改（2019-2024 年）。 

2023-2024 年根据第一轮招生学生的人才培养实施过程、毕业就业情况，对整

体人才培养进行教学诊断，查找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与改革。主要改革与完善课程

设置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以及相关教学实验实训制度等。 

2024-2027 年持续性进行跟踪氢能技术应用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明晰专业

面向、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实现专业与产业的对接，完善和改革课程内容，努力实

现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岗位的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不断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继续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在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培养学生的工匠

精神、工匠技能与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6．招生与就业规划（2023-2027 年） 

https://www.so.com/link?m=bWlu8qkbepx9q%2B8%2FUt63wUSkgnTKRswuKIbaAHWHksJi3iezIPdaDejT%2B%2FCYxyd%2B263%2FUWjqQEX4SGxptqqQ49hSXrOOZaZwziECgmNk1Edfmsj4iDjDqnTrsbO3wyS9cnquVvBxHGxWjKLdQWOH9lg%3D%3D
https://www.so.com/link?m=bWlu8qkbepx9q%2B8%2FUt63wUSkgnTKRswuKIbaAHWHksJi3iezIPdaDejT%2B%2FCYxyd%2B263%2FUWjqQEX4SGxptqqQ49hSXrOOZaZwziECgmNk1Edfmsj4iDjDqnTrsbO3wyS9cnquVvBxHGxWjKLdQWOH9lg%3D%3D
https://www.so.com/link?m=bzqDC4PDwEXEBO9UJBn5%2FMfGiF8ORGxgNEnf8T8ZXouJCeXmoYrINUT5O4k6yRaEvqJ2uuTPCd%2BbAaCt%2FlUNduJ35syJ6G%2F96N6Pqww2Lq8LPcqDsDs0wAK2IQuE%3D
https://www.so.com/link?m=brP%2B7cT%2F0K1VP2XLzqzvjl4e0ra63JGMJPfh2NroX%2F5F7XWVosEtE%2BQj3eXjt6vL%2F9N7DhN2qW5lZDRYJqQiHadlUOfE81QrX44pIUFBGmZlLVUVaOlJ5DtJkGK1QvaRfdbinZPAzWHu1TUmNUpAWmOwH5RNC4laTO%2F744yJj%2BcPKjY2lazAQAwvgs2sbzYz7LXrS%2BLamt9QwGKzWK7PBnxWjuYTYjJFI4Y2%2FTG4U8rrnEfhD234oDttIMitZsy8xmj08IZ0URH6PDaqqUgqX4t%2Fn26du5UvAIEwcVVgGSNa9herjeuaRnhLY7MV0MHuHC6rTbFmVMtldYOUCpMfEGrQbypVIiCDSaYSkBeBKWBYW620o%2FoxRSzHvb9Dgo8HygOD%2BhS3ILtjR6VnnwTk%2Fhb3dZGoUMk3ZDknKKK%2FsRwwE58jNMoE1MHdHRgC4dNY8zbNmPXiYX5uXIZHrraTIuQNnLRj%2FJBFXRs0FCHF2ofnR66Xxu0oF1BxcLjEC7f19O9lTyl0ONsIui%2BNLCcdGziPZDFXjr%2BaR6c53lORSuU9OP4yv6ltWGOzv2cp4oN%2FShmmCHQddI2waglBXV2sGLH7k5hg8tKiURcymmlFWXddTQi6fw9fN2k7SRn3VbNmByc57%2B%2Faqj6C95HJSMkff1hhH5HaWUpjWdjxf8M8WPFAQkAlYVcdketsl%2FnXCFttM22PCtSRe3P%2BYp1oE656JEDeQthW8gcwXwDBAOTn1sjOusO5Hd5QaD8ERCvPg3XCzVmw7r2IlMDer3lgxE6LYs5i8bLN86N%2B6thD6Fvg4BxftZmOuGdcatDrmJ0cHww9Y6emAIphvmCzrfH5gLNbc0rLtPgX%2FcxzDNfp7i5obzs07IcJI0V5r3Hat%2FOZD8C1oUNkxjdcnrbhGlusW0risg%2BJ2IdYqyfk1fO23r3%2Bbkz0%3D


 

自 2022 年申报增设绿色低碳技术专业经批准后，2023-2027 年，每年招生 1-2

个班，之后根据情况及时调整，以保障教学质量。 

四、行业、企业、就业市场调研，人才需求分析和预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要求形成历史性交汇。以燃料电池为代表的氢能开发利用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为实现零排放的能源利用提供重要解决方案，需要牢牢把握全球能源变革发展大

势和机遇，加快培育发展氢能产业，加速推进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从国际看，全

球主要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氢能产业发展，氢能已成为加快能源转型升级、培育经济新

增长点的重要战略选择。全球氢能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趋于成熟，燃料电池出货量

快速增长、成本持续下降，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提速，区域性氢能供应网络正在形

成。 

在“双碳”目标下，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占比将呈现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

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

消费国，我国的能源转型和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复杂性、难度和挑战是其他国家

没有遇到过的。因此，促进煤炭生产和消费绿色转型，充分发挥煤炭在整个能源体系

绿色低碳转型中的支撑作用，是确保能源体系达成“双碳”目标的关键。 

2021年 10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

“双碳”战略理论及其内涵正式形成。 

山西作为煤炭生产和消费大省，正确认识煤炭在我国能源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

积极谋划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十分有必要。而在政策上，我省已经把绿色低碳产

业确立为重要能源转型方向：“十四五”规划将氢能列为全省七大先导性未来产业进

行重点培育；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引导煤电材、煤焦化氢、钢焦化氢等

一体化高效循环发展”。 

未来每年对绿色低碳技术人员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但绿色低碳技术专业在山

西省内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中属缺乏，因此增设该专业非常必要。 

综上所述，山西省绿色低碳技术专业急需大量绿色低碳技术人才。我院增设该

专业十分必要，以满足产业对人才的需求。 



 

3.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绿色低碳技术 

专业代码：420807 

二、招生对象与学制 

招生对象：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学    制：3 年 

三、就业面向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21年）》、现行的《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

在企业调研的基础上，确定我院绿色低碳技术专业职业面向（表 1）。 

表 1 绿色低碳技术专业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

业类 

（代

码） 

对应

行业

（代

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

类别（或技

术领域）举

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举例 

资源环境 

与安全大类（52） 

环境保护

类（5208） 

生态保

护和环

境治理

业（77） 

环境治理服务人

员（4-09-07）； 

水生产、输排和

水 处 理 人 员

（6-28-03）； 

管理（工业）工

程 技 术 人 员

（2-02-30） 

清洁生产审

核咨询； 

企业清洁化

改造；节水和

工业用水设

备运行维护； 

企业能源管

理； 

绿色制造生

产管理 

碳管理师证书； 

低碳能源管理师 

四、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好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技术技能，能够从事绿色低碳技术专业职业群工作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五、培养规格 

1.素质要求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尚宪法、遵守法律； 

（2）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则为规范，具有



 

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4）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养

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要求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3)熟悉环保法律法规，掌握环境监测及环保治理的基本知识。 

(4)掌握企业能源管理、企业和危险固废管理有关知识。 

(5)掌握典型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技术及清洁化改造相关知识。  

(6)掌握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和能源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7)掌握企业生产工艺流程、污染物产排污环节分析、企业环境管理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8)掌握国家有关节水的法律法规和水平衡测试所需的相关知识。 

(9)掌握常见工业用水设备的结构、原理，运行维护所需的机械、电气、控制及仪器仪

表的相关知识。 

(10)了解绿色认证的基本原理、认证流程和方法。  

(11)掌握典型行业污染物的清洁生产与减排技术。 

3.能力要求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 

(3)能够熟练使用 CAD绘图软件和 Office等常用办公软件。 

(4)能够开展企业用水情况诊断，制定企业水平衡测试方案并开展水平衡测试，制订企

业节水方案和计划。 

(5)具有运行维护常见的工业用水设备（中水、冷凝塔、工业净水设备等)的能力。 

(6)能够利用碳排放核查的方法，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核查，编制碳排放审计

报告。 

(7)能够使用精益生产管理和 5S 的工具对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管控。  



 

(8)能够协助指导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认证工作并编制相应的论证材料。 

(9)具有通过研究企业生产资料，查找企业产排污环境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存在的原

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实践课（专

业实践课、综合实践课）。 

（一）公共基础课 

本专业开设的公共基础课包括思想道德与法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心理健康、信息技术、体

育、就业指导、军事理论、安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高职英语、高职语文（应用文写作）、

高职数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劳动教育、美育教育（公共艺术）、入学及专业认知教育、

军事教育等。 

（二）专业基础课 

本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共 5门，。课程名称及主要教学内容见表 3。 

表 3 专业基础课程及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能源化学 

讲解能源的定义、能源储运转换进行、能源领域常涉及的

一些元素及其应用现状、各类能源存储器件，如传统的铅

酸电池，锂基电池、超级电容器以及燃料电池等的反应机

理、正负极材料、基本结构、氢能、核能、太阳能和生物

质能基础概念、相关原理与技术及其广泛应用等，为学生

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理论基础。 

2 电力电子技术 

讲解电路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简单直流电

路、交流电路的设计与分析；异步电动机的操作与控制；

常见半导体元件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组成和特点；

常见放大电路和集成运算放大器的特点和应用等。 

3 
工业仪器仪表

概论 

讲解化工生产中四大参数压力、流量、液位和温度的检测

方法；自动控制回路基本构成和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常见

化工单元操作过程中的自动控制方案。学会常见仪表的维

护维修方法，简单控制回路的设计与制作。 

4 
化工识图与

CAD 

讲解化工制图的基本要求和绘图技巧，会进行设备图和流

程图的绘制；AutoCAD软件的界面，常用绘图工具和编辑

工具的使用，常见化工流程图、设备图的绘制。 



 

5 能源环境概论 

讲解能源的概念与分类，能源与社会发展、能源问题、环

境与环境问题、能源转换与利用技术、化石燃料能源、可

再生能源、氢能、核能、节能技术、能源环境效应以及能

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 

（三）专业核心课 

本专业开设的专业核心课共 6门，课程名称及主要教学内容见表 4。 

表 4 专业核心课程及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节水技术与工业用水设备管理 

国家有关节水的政策和法规；常见的工业用水设备（锅炉、

中水、膜处理等）工作原理，掌握运行维护的技术技能；企

业水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企业水平衡测试有关知识；节

水技术与处理项目现场施工、设备安装及运行测试等流程。 

2 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清洁生产审核相关的法律法规；企业生产现场调查和

资料收集的方法；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和验收报告的编

制方法。 

3 企业能源管理 
填写企业相关能源报表的知识，企业能源审计，

节能改造项目资金申报。 

4 企业碳排放核查 
碳排放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企业现场碳核

查；企业碳排放核查报告的编制。 

5 绿色制造生产管理 生产现场管理及 8S管理的有关知识 

6 绿色认证 

国家有关绿色制造的政策法规；绿色工厂的评价

标准和评价指标；企业绿色工厂的申报的有关内容；

绿色产品的认证等。 

（四）专业拓展课 

本专业开设的专业拓展课共 3门，课程名称及主要教学内容见表 5。 

表 5 专业拓展课程及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现代催化化学 

讲解催化活性中心结构、本质、性能及调变规律；活性相物理

化学理论；固体催化剂制备技术原理；催化合成化学，石油炼

制催化化学，合成气化学，环境催化化学；催化应用领域：催

化制氢化学、石油炼制化学、三大合成催化、合成气化学、石

油化工、精细化工、环境催化、生物质催化等。 

2 新能源基础 

讲解能量和能源、能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太阳能电池、太阳

能热水器、太阳房及太阳能的其他利用；风能基本知识、风能

资源与风能利用、风力机；生物质能、秸秆和薪柴、沼气、生

物燃料；海洋能之潮汐能、波浪能与温差能；地热能的利用；

氢能之氢的制取与氢的储存和运输；核能 



 

3 新能源材料 

讲解各种能源、新能源和新能源材料，然后介绍了锂离子电池

材料、储氢材料、燃料电池材料和节能材料等新能源材料的组

成、结构、制备方法及其性能，同时对这些新能源材料的发展

现状和应用前景等 

（五）实践课 

这里的实践课仅指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不包含课内实践。 

1.专业实践课 

包括无机与分析化学实训、职业资格技能综合实训 1、职业资格技能鉴定综合实训 2、

化工装置操作实训等。主要教学内容见表 6。 

表 6 专业实践课程及主要教学内容 

无机与分析化学实训 

移液管、容量瓶、滴定管等玻璃仪器的使用方法，

电子天平的使用方法，以及酸碱的标定、一酸的

标定、混合碱的标定等实验。 

职业资格技能综合实训 1 
离心泵、精馏、紫外分光光度计、红外、传热、

流体输送等仿真实训。 

职业资格技能鉴定综合实

训 2、 

精馏实训装置的操作、传热实训装置的操作、流

体输送实训装置的操作、管路拆装实训装置的操

作、DCS控制 

过程控制综合实训 
化工生产中四大参数压力、流量、液位和温度的

检测与控制实训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化工单元各类仿真实训 

化工生产技术实训 

通过仿真实训，进一步加深理解化工单元操作和

典型精细化工生产工艺和流程，为后续实习奠定

基础 

2.综合实践课 

综合实践课指的是岗位实习。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活动总体安排 

教学活动总体安排见表 7。 

表 7 教学活动总体安排表 

      项目 

周数 

学期 

入学

教育 

军事

教育 

理论教学+ 

专业实践教学 

岗位 

实习 

复习

考试 

总教

学周 

寒暑

假期 



 

一 1 1 16+0  1 19 5 

二   16+3  1 20 7 

三   16+3  1 20 5 

四   16+3  1 20 7 

五   16+2  0 18  

六    24  24  

（二）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表 8。 

 

 



 

 

 

说明： 

1.集中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等）每周按 24学时计。 

2.学分与学时的换算：一般以 16 学时计为 1个学分；集中实践以 1周计 1 学分。 

3.《劳动教育》课程：各系根据实际情况开设 16课时融入实践环节或单独开课。 

4.部分课程鼓励设置成网络课程。 



 

（三）各类课程学分数和学时数表 

各类课程学分数和学时数见表 9。 

表 9 各类课程学分数和学时数表 

八、实施保障 

（一）人才培养模式 

采用“岗位引领，任务驱动，模拟仿真、理实交融”的人才培养模式。即：以企业各岗

位的工作任务，通过岗位职业能力分析，作为确定课程与教学内容的依据，培养学生专业技

能和专业素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实现人才培养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二）师资队伍 

1.专任教师 

课程类别 学分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占总学时

比例（%） 

公共基础必修课 28 482 386 96 20.56% 

公共基础选修课 13 208 208 0 8.07% 

公共实践课 2 48 0 48  

专业基础课 24 384 192 172 14.90% 

专业核心课 28 448 296 152 17.38% 

专业拓展课 5 80 80 0 3.10% 

专业实践课 12 288 0 288 11.17% 

专业选修课 4 64 56 8 2.48% 

实习 24 576 0 576 22.34% 

合计 140 2578 1218 1340 100% 

理论教学学时数占比 48.02%；实践教学学时数占比 51.98%；选修课占比 10.55% 



 

校内专业教师要满足每一年级学生 150-200人的教学需要，毕业于现代化工、新型化工

材料、现代医药的化工生产技术专业、化工仪表自动控制专业、化工设备专业、化工产品分

析专业等，分别能够完成 2门以上主干课程的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教学。 

年龄结构。应该具有老中青合理的年龄结构。 

专业结构。现代化工、新型化工材料、现代医药的化工生产技术专业、化工仪表自动控

制专业、化工设备专业、化工产品分析等专业教师，不少于 10人，满足 100人的教学要求。 

学历结构。应具备教授、副教授等高学历的教师带领该专业。数量上不少于 10人，满

足 100人的教学要求。 

校内专任教师及企业兼职教师见下表。 

表 10 学校专任教师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性

别 
学历 职称 讲授课程 

是否双

师 
备注 

1 乔建芬 1966.3 女 硕士 
教授 

工程师 

化工装备操作与维

护 

计算机辅助化工设

计 

是 

专业带头人 

/省级优秀双师型教

师/轻工联合总会教

学名师 

2 张春燕 1983.4 女 硕士 副教授 
炼焦工艺 

化工安全与环保 
是 

专业负责人 

/省级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 

3 刘美琴 1974.9 女 硕士 副教授 
化工生产技术 

工业仪器仪表概论 
是 省级教学能手 

4 闫佳 1963.6 女 本科 
副教授 

工程师 

化工分析检验 

化工生产技术 
是 省级优秀教师 

5 张红梅 1969.9 女 硕士 
副教授 

工程师 
化工单元操作 是 省级优秀教师 

6 杨军 1963.8 男 本科 
讲师 

工程师 

化工检验技术 

表面活性剂性能及

应用 

是 
省级教育系统 

先进工作者 

7 高巍 1987.1 女 硕士 讲师 
性能检测实训 

现代医药技术 
是 

省级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 

8 张亚萍 1986.11 女 硕士 讲师 
化工生产技术 

化工仿真实训 
是 

技能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 

9 赵玉梅 1986.04 女 硕士 讲师 

电工与电子技术基

础 

化工技能实训 

是 
技能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 

10 郭晓娟 1986.8 女 硕士 讲师 

大学生安全教育 

军事理论、创新创

业 

是 
创新创业大赛指导

教师 

11 郭雅娟 1983.1 女 博士 副教授 无机化学 否 三晋英才 



 

2.校外兼职教师 

本专业根据学院兼职教师管理办法，从行业企业聘请在行业企业中有专业理论基础的业

务骨干和能工巧匠担任专业兼职教师，参与课程开发、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修改，承担技能

实训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毕业设计、毕业论文指导及教学项目的开发等。 

企业兼职教师基本信息，见下表。 

表 11 企业兼职教师基本信息一览表 

3.师资队伍建设与保障 

建设符合项目式、模块化教学需要的教学创新团队，增加师德师风要求和内容，要求本

校教师、外聘教师以及兼职教师等都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

心的“四有”和“六个要”教师。 

（三）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条件 

校内实训基地应设有化工生产实训室、化工产品分析检验实训中心、化工生产操作实训

序

号 
姓  名 

出生 

年月 
性别 学 历 工作单位 工作岗位 

主要承担

工作 
备注 

1 李雪辉 1982.02 男 研究生 
山西安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环保副厂长 

实践教学 

指导 

骨干教

师 

2 李俊宝 1975.11 男 专科 
山西安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洗煤车间副

主任 

实践教学 

指导 

骨干教

师 

3 张风潮 1960.02 男 本科 
山西安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师 

实践教学 

指导 

骨干教

师 

4 张普荣 1977.10 女 大专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质管部心理

健康 

实践教学 

指导 

骨干教

师 

5 高俊 1982.9 男 大专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实践教学 

指导 

骨干教

师 

6 张帆 1962.4 男 本科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实践教学 

指导 

骨干教

师 

7 王超 1987.8 男 大专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安全工

程师 

实践教学 

指导 

骨干教

师 

8 刘冬潮 1982.7 男 中专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会 

实践教学 

指导 

骨干教

师 

9 李庚辰 1970.7 男 大专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部 

实践教学 

指导 

骨干教

师 

10 袁鹏 1975.8 男 本科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部 

实践教学 

指导 

骨干教

师 



 

中心、化工设备拆装实训中心、化工性能检测实训室、化工安全环保实训室等专业实训室。

校内实验实训条件为本专业所开设的理实一体化教学、岗位专项技能实训、工种考核等教学

提供了保证。目前校内建有以下实训室见表： 

表 12  校内实训室一览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施 实训项目 

1 化工性能检测实训室 
旋转表面张力仪、粘度仪、密度天

平、乳化机、搅拌机等 

表面张力测定实训 

粘度测定 

密度检测 

化妆品生成操作实训等 

2 化工工艺仿真实训室 

化工单元操作仿真软件、甲醇合成

氨工艺仿真软件、化工 HSE仿真应

急演练、大型仪器分析仿真软件 

合成氨工艺实训 

尿素工艺实训 

煤气化制甲醇实训 

离心泵仿真实训 

精馏塔仿真实训 

传热仿真实训 

气相色谱仿真实训 

液相色谱仿真实训 

化工 HSE应急演练仿真实训 

计算机辅助设计实训等 

3 能源示教室 AR设备、资源库 

化工安全教育等 

绿色环保教育 

中国优良传统教育 

科普知识 

认识实习 

专业教育 

4 化工材料检测实训室 珠宝首饰材料检测实训台 珠宝玉石监测实训 

5 
煤化工分析检测实训

室 

马弗炉、水分测定仪、灰分测定仪、

CH元素测定仪、粘结指数测定仪、

干燥箱等 

煤灰分产率的测定 

煤挥发分产率的测定 

煤中碳和氢的含量的测定 

煤中全硫含量的测定 

煤的发热量的测定 

6 化工综合操作实训室 
精馏操作装置、流体输送装置、传

热操作装置、管路拆装 

筛板精馏塔操作训练 

流体输送实训操作 

传热装置实训操作 

管路拆装实训操作 

化工仪表控制实训等 

7 工业分析检测实训室 
玻璃仪器、加热炉、搅拌器、干燥

箱等 

1.酸碱滴定 

2.混合碱测定 

3.食醋酸度测定 

4.精细化学品性能测定 

2.校外实习实训条件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与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共建专业、合作育人，为学生提供

实习实训便利。主要合作企业见表 11。 

表 13 学生校外实习实训企业一览表 

序号 实习实训企业 

1 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临汾万鑫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3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 山西亚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 山西晋能光伏有限公司 

（四）教学资源 

   1.教材方面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优先选用高职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省级规划教材。学院建立有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

研人员等参加的教材评议选用机制，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鼓励

校企合作开发校本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 

（2）校企合作编写校本教材 

本专业教师积极与山西化工行业企业合作开发适应课程的校材。根据化工行业企业技术

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和实训设备、实训项目，编写

了相应的《化学检验实训指导书》、《化工总控工实训指导与技能考核指导书》等实训指导

书。近几年化工类专业教学团队主编、主审、参编正式出版专业教材 52 部，可结合专业方

向侧重，教学要求选用。 

（3）标准资源 

国家职业标准：化工总控工、电工、钳工、水处理工、尿素生产工、合成氨生产工、无

机生产工、有机合成工等。 

教学标准：教育部专业教学标准、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职业教育学生顶

岗实习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与意见。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标准、教学管理制度

规定等。 

（4）多媒体课件 

本专业下列课程：《化工机械设备操作与维护》、《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CAD）》、

《CAD》、《表面活性剂》、《过程装备控制技术》、《化工安全与环保》、《煤化学》、



 

《精细化工概论》（高职、本科）、《化工仪表自动化》、《化工测量及仪表》、《化工仪

表及自动化》、《化工生产技术》、《化工单元操作》、《精细化学品分析》、《精细有机

合成技术》、《精细有机合成》、《现代企业管理》、《质量管理》、等多媒体课件与相关

资源。 

（5）试题库 

本专业下列课程：《化工机械设备操作与维护》、《化工安全与环境保护技术应用》、

《化工制图习题集》、《化工设计习题》、《化工原理习题》、《化学反应工程习题》、《新

型分离技术习题集》、《2004CAD 题库》、《2008CAD 题库》、《化工总控工技能考核复习

题》、《电工技能考核复习题》、《钳工技能考核复习题》、《水处理工技能考核复习题》、

《尿素生产工技能考核复习题》、《合成氨生产工技能考核复习题》、《计算机操作员技能

考核复习题》等建立了试题库。 

（6）教材改革 

健全教材改革制度，选用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的高质量教材，引入典型生产

案例。开发适用于新的教学方法、适应新的教学要求的新形态活页式、工作手册、立体化等

教材。 

2.图书、文献 

学院图书数量逐年增加，文献配备能满足学生全面培养、教科研工作、专业建设等的需

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 

3.专业教学资源库与信息技术应用 

充分利用专业文献、音视频资料、电子教材、教辅材料、教学课件、案例库、行业政策

法规资料、职业考评、就业创业信息等，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充分利用国家教

学资源库相关资源。 

（1）国家教学资源库：教育部应用化工技术专业资源库以及相关专业资源库。 

（2）院校相关专业教学资源库：本科院校相关学科与专业教学资源库，国家示范性职

业院校相关专业教学资源库。 

（3）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网站资源。技术技能相关网站：现代化工、现代煤化工、

新型化工材料、现代医药、绿色环保等。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素质教育相关网站。 

（4）学院化工教学资源库 

资源内容：化工企业生产实际教学案例；化工产业发展、产业政策、产业技术资源；能



 

源教育资源库；化工绿色安全教育资源；化工类专业教学资源；高职专业建设、改革、政策、

发展、动态；轻工业科普教育；生活中的化学化工；绿色化工、低碳环保、再生利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我爱我的家乡--山西；素质教育拓展资源等。 

资源类型：实物：化石、矿物晶体、化石能源、煤化工新产品等实物标本与样品、展板

等。数字资源：视频、三维全景、图片等。 

教学建议：作为教学实际案例。开展案例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进行教学。资源服务面

向：教师教学材料，教师、学生学习，企业人员培训等。 

教师应积极收集企业实际案例、实景影像、设备图片、仿真等素材，开发正开发整合教

学积件和教学模块，对担任课程采取“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颗粒化资源”的建构逻辑，

坚持使用便捷、应用有效、共建共享，“能学、辅教”、以服务学生和课堂教学为主的的功

能定位，依托颗粒化资源自建课程（素材、积件、模块和课程）教学资源库，构建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推进和提升课堂信息化教学水平。 

（五）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课程育人质量提升体系，充分挖

掘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推行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专业课堂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

置，完善课程标准与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积极参加课程思政交流与大赛等活动，梳理

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开发相关教学资源

与载体，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使本专业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课程设计、

教案、教学评价等教学过程落实课程思政改革。 

（六）劳动教育 

开设劳动教育课程；在实训实验等实践课程中安排劳动实践内容，强化劳动教育；在每

门课程中渗透劳动教育，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七）教学方法 

任课教师要认真学习人才培养方案，准确定位所任课程在课程体系中所承载的任务与功

能。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标准、课程教学要求、学生学习基础、教学资源等，以学生为

中心，做好课程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按照企业的实际

生产岗位要求，运用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大数据、智能技术、3D技术，以任务驱动、项目导

向、案例教学等创新教学方法、手段，以 MooK 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改革课堂教学模式，



 

推进网络学习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进行有效的课程整合和重建课程生态，推动课堂教学改

革，实现教学内容与效果的最优化，加强课堂教学管理、规范教学秩序、打造优质课堂。推

进“互联网+课堂教学”的信息技术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在教学环境和氛围上营造工学结

合场景，让学生感受到工作情境，最大化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八）“互联网+职业教育” 

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推动大数据、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积极推动教师角色的转变

和教育理念、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方面的改革。加快建设智能化教

学支持环境，建设能够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课程资源，创新服务供给模式，服务学生终身学习。 

（九）教学评价 

理论课程的评价办法采用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成绩占 30%，期

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考核成绩包括出勤、课堂提问、作业、阶段性测试等，各项所占比

例由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期末考试可根据不同课程的性质，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

闭卷考试、开卷考试等。 

实践课程的考核方法采用综合评价的方式进行，包括出勤、学生的实际操作情况、教师

评价、学生自评、实训报告等。 

严格落实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要求，加大过程考核、实践技能考核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

重。严格考试纪律，健全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学生实习过程检测、评价与反馈机制，

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主动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强化实习、实训、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

性教学环节的全过程管理与考核评价。 

（十）质量管理 

1.有效的运行机制 

为进一步明确教学活动中各教学环节的要求，保证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实现教学

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学院特制定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管理暂行规

范》、《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试行规范》。 

为进一步提高我院教学管理水平，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确保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学院出台了《关于建立教学工作例会制度的决定》。 

为及时了解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加强教学管理部门、系（部）、教师与学生

的沟通，拓展教学质量信息的反馈渠道，学院特制订了《关于完善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制度

的规定》。 



 

积极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企业需求，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途径。为创新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建立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制度，促

进教学、科研、师资队伍质量全面提升，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订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校企合作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加强课堂教学管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修订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课堂

登记表管理办法》。 

2.科学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为进一步完善我院教学质量管理监控体系，保证教学督导工作有序、有效地开展，

更好地发挥教学督导在教学质量管理中的作用，推动我院教学管理水平、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特制订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及实施办法》、《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学院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 

为了适应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努力提高我院人才培养质量，对教学质

量改进工作实施有效的指导、检查、评估和监督，建立和完善我校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特

制订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教学督导员的管理，和谐、有序、科学地做好教学督导工作，根据《山西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制订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员管理办法》。 

为了确保我院各级领导能关注教学工作,深入教学第一线,及时了解课堂教学情况及教

学设施和配套服务等状况,进一步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学院特制订了《关于建立各级领导听

课制度的暂行规定》。 

为维护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制订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的认定及处理试行办法》、《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成绩管理条例》、《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监考守则》、《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考场规

则》等。 

为加强我校教学管理，规范教学工作，指导专业建设，监控教学过程，保证人才培养目

标的实现，特对《教学工作委员会章程》进行了修订。 

3.规范的管理制度体系 

为强化教学管理、规范管理程序，提高教学质量，学院在教学管理上实行院、系(部)两

级管理。院级重在决策和调控(目标管理)，系(部)级重在组织和实施(过程管理)。 

为加强教学中的安全管理，确保教学工作稳定有序进行，特制订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教学安全管理制度》。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及其有关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各项规定，结合

我院实际情况，制订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室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规范我院实习指导工作，特制订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外出实习管理规

定》。 

为进一步深化我院教学改革，加强专业建设，特别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重点建设专业的

建设与管理工作，制订了《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重点建设专业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名师评选工作，加强教学名师管理，结合我院实际，特制订了《山西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名师评选和管理办法》。 

九、毕业要求 

（一）课程知识 

学生必须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门课程及实训、实习，考核合格，必修课修满 122

学分，公共选修课修满 13学分，专业选修课修满 1.5学分。 

（二）资格证书 

建议获得相关 1+X证书及行业企业认证，及其它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三）综合素质 

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德育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身心素质，达到学院基本要求。 

十、相关说明 

（一）编制依据  

（1）教育部职成司《关于组织做好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9】61号） 

（2）《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

【2019】13号） 

（3）《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做好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通知》

（晋教职成函【2019】49号） 

（4）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5）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6）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 

（二）方案执行的基本要求 

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适用于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

起点三年制高职的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学生。在执行该方案过程中，可根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适当调整课程。 

本方案实施中，应坚持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劳动教育、安全教育、绿色环

保教育、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培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本方案一经学院确定，在实施中如

需调整，须严格执行学院相关管理规定履行手续。积极创设和组织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等级鉴

定、各类技能大赛、扶贫、公益活动，以及社会实践等。推进“1+X”多证书制。积极探索

和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试点，采用灵活的置换学分机制。学生获奖项可置换学分，

寒、暑假社会活动，经学生处、系部认可的，可置换学分。 

（三）其他说明 

该人才培养方案由我院轻化工技术系牵头组织，校企共同研讨编制。 

编制：高巍 

审核：乔建芬 张春燕 

教学系负责人：乔建芬 张春燕 

 

 



 

4.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1） 

姓

名 
乔建芬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学历 硕士 

出生年月 1966.03 行政职务 系主任 
双师素质情

况 
双师型 

学历、学位获得时

间、毕业学校、专业 

1987.7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化工设备与机械专业，

获本科学历；2005.6 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获工程硕士学位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化工技术类专业教学与研究。专长于教学管理，专业建设、教学改革

与实践，化工工程设计等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0出版教材 5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项；其中：国家级 0项，省部级 1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0项，省部级项目 3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万元，年均   万元。 

近三年授课（理论教学）共 960学时；指导毕业设计共 55人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项目

和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现代学徒制高职煤化工

技术专业“安泰模式”的

创新与实践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特

等奖 西省教育厅 2021年 11月 
第一 

2 
《煤化工装备操作与维

护》 

山西省高职高专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 山西省教育厅 2021年 12月 
第一 

3 

《工学结合“应用化工技

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

革研究与实践》 

2013年获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三等奖 
第一 

最具代

表性的

社会服

务和技

术研发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思想政治

教育专项）：《以新思政

观为引领，构建高职现代

学徒制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的研究与实践》

（2019ZSSZSX105) 

学院

2019-2021

年 

主持人 1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思想政治教育

专项）：《以新思

政观为引领，构建

高职现代学徒制课

程思政育人体系的

研究与实践》

（2019ZSSZSX105) 

2 
《煤化工装备操作与维

护》 

山西省高职

高专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 

主持人 2 
《煤化工装备操作

与维护》 

3 
山西省职业教育骨干专

业 

建设项目-应用化工技术 

山西省财政

厅 
主持人 3 

山西省职业教育骨

干专业 

建设项目-应用化

工技术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
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化工机械设备操作与维

护/计算机辅助化工设计 
高职 1000 50 

专业核心

课 
2019-2022 

教学管理部

门审核意见 

 

                                            签章： 



 

4.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2） 

姓

名 
高巍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讲师 学历 研究生 

出生年月 198701 行政职务 无 
双师素质情

况 
是 

学历、学位获得时

间、毕业学校、专业 

2010.07 哈尔滨商业大学 环境工程 本科 学士 

2013.07 太原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研究生 硕士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煤化工、应用化工领域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6篇；出版专著（译著等）2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项；其中：国家级  项，省部级 1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1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1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万元，年均   万元。 

近三年授课（理论教学）共 500学时；指导毕业设计共 60 人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项目

和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

次 

1 以煤矸石为原料的沸石活性炭复合材料制备

工艺及吸附性能   2000字 

  

北大核心膜科学与技术，2021.10期 第一 

2 胶泥对三种高熔点煤灰熔融特性的影响因素

的研究 

北大核心矿产综合利用，2022.3期 第一 

3 化工废水处理工艺技术的研究及应用进展 资源节约与环保，2021.1 期 第一 

4 
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处理技术评价的

分析 
化工设计通讯，2020.12 期 第一 

5 探索现代学徒制下实践课程的教学模式 轻工科技，2021，8期 第一 

6 
课程思政在现代学徒制煤化工专业课程中的

教学探索 
安徽化工,2021.4期 第一 

最具代

表性的

社会服

务和技

术研发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

作 

1 
央财支持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
能力煤化工项目 

教育
部 2011-2014 280

万 负责人 

2 应用化工技术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教育
厅、
财政
厅 

2014-2017 300
万 负责人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

对象 

人

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煤化工产分析检验 高职 100
0 500 专业核

心课 2019-2022 

2 创新创业教育 高职 100
0 500 专业核

心课 2019-2022 

教学管理部

门审核意见 

 

                                            签章： 



 

5.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所学专

业 

学

历、

学位

情况 

职称 

双师素质情况

（职业资格证

书及等级） 

拟任课程 

专职 

/ 

兼职 

现工作单位

（兼职教师填

写） 

1 乔建芬 男 
化工工

艺 
硕士 

教授 

工程师 

专业带头人 

/省级优秀双

师型教师/轻

工联合总会教

学名师 

化工识图

与 CAD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2 张春燕 女 
化学工

程 
硕士 副教授 

专业负责人 

/省级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 

能源环境

概论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3 刘美琴 女 
应用化

学 
硕士 副教授 省级教学能手 

工业仪器

仪表概论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4 闫佳 女 
精细化

工 
本科 

副教授 

工程师 
省级优秀教师 

节水技术

与工业用

水设备管

理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5 张红梅 女 
化学工

程 
硕士 

副教授 

工程师 
省级优秀教师 

企业清洁

生产审核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6 杨军 女 化学 本科 
讲师 

工程师 

省级教育系统 

先进工作者 

企业能源

管理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7 高巍 男 
化工工

程 
硕士 讲师 

省级大赛优秀

指导教师 

企业碳排

放核查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8 张亚萍 男 
煤化工

工程 
硕士 讲师 

技能大赛优秀

指导教师 

绿色制造

生产管理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9 赵玉梅 男 
煤化工

工程 
硕士 讲师 

技能大赛优秀

指导教师 
能源化学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10 郭晓娟 女 
煤化工

工艺 
硕士 讲师 

创新创业大赛

指导教师 

能源环境

概论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11 郭雅娟 女 
煤化学

工程 
博士 副教授 三晋英才 绿色认证 专职 

山西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12 李雪辉 男 
煤化工

工程 

研究

生 

环保副厂

长 
高级工程师 

实践教学

指导 
兼职 

山西安泰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13 李俊宝 男 
煤化工

工程 
专科 

洗煤车间

副主任 
工程师 

实践教学

指导 
兼职 

山西安泰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14 张普荣 女 
煤化工

工程 
大专 

质管部心

理健康 
高级工程师 

实践教学

指导 
兼职 

临汾万鑫达

焦化有限责

任公司 

15 高俊 男 
煤化工

工程 
大专 经理 工程师 

实践教学

指导 
兼职 

临汾万鑫达

焦化有限责

任公司 



 

6.主要课程开设情况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1 化工识图与 CAD 64 4 乔建芬 1 

2 能源环境概论 32 2 张春燕 1 

3 工业仪器仪表概论 32 2 刘美琴 1 

4 
节水技术与工业用水

设备管理 
32 2 闫佳 2 

5 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96 6 张红梅 2 

6 企业能源管理 64 4 杨军 3 

7 企业碳排放核查 96 6 高巍 3 

8 绿色制造生产管理 64 4 张亚萍 3 

9 能源化学 64 4 赵玉梅 4 

10 能源环境概论 64 4 乔建芬 4 

11 绿色认证 64 4 张春燕 4 

 

 

 

 

 



 

7.专业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开办经费金额（万元） 200  专业开办经费来源 学校自筹 

本专业专任 

教师人数 
11 

副高及以上职

称人数 
6 

校内 

兼职教师

数 

5 

校外

兼职

教师

数 

10 

可用于新专业的 

教学图书（万册） 
1 

可用于该专业的 

仪器设备数 

200 

（台/件） 

教学实验

设备总价 

值 

（万元） 

350 

其它教学资源 

情况 
 

主要

专业

仪器

设备

装备

情况 

 

序号 专业仪器设备名称 
型  号 

规  格 
台(件) 

购入 

时间 

1 高效液相色谱仪  1 2014.10 

2 气相色谱仪  2 2014.10 

3 WYA-ZT自动阿贝折射仪 WYA-ZT 1 2015.12 

4 酸度计  2 2014.10 

5 数显鼓风干燥箱   2 2014.10 

6 干燥器   2 2014.10 

7 搅拌器   2 2014.10 

8 真空乳化机 YK-2L 1 2015.12 

9 WSF分光测色仪 WSF 1 2015.12 

10 SNB-4型数字式粘度计 SNB-4 1 2015.12 

11 
旋转滴界面张力/接触角测量

仪 
JJ2000B2 1 2015.12 

12 DH-300W液体密度计 DH-300W 1 2015.12 

13 L320生物显微镜 EX20 1 2015.12 

14 紫外分光光度计 UV-1800PC-DS2 6 2015.12 

15 66 参-便携高端型水质分析仪 GDYS-201M 1 2015.12 

16 PM10/PM2.5 大气粉尘检测仪 PM10/PM2.5 1 2015.12 

17 筛板精馏塔实训装置  1 2014.10 

18 传热实训装置  1 2014.10 



 

19 流体输送实训装置  1 2014.10 

20 管路拆装实训装置  1 2014.10 

21 过程控制实训训装置  1 2014.10 

专业

实习

实训

基地

情况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校内/

外 
实训项目 

1 企业清洁管理实训基地 

山西安泰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校外 
承担企业能源管

理的实验和实训。 

2 碳减排实训基地 

山西安泰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校外 企业碳排放核查。 

3 氢能源实训基地 

山西美锦能

源股份有限

公司 

校外 

主要完成药物的

成分分析，成分的

检测。 

4 碳中和实训基地 

山西亚鑫能

源集团有限

公司 

校外 
绿色制造生产管

理 

5 新能源实训基地 
山西晋能光

伏有限公司 
校外 

节水技术与工业

用水设备管理 



 

8.申请增设专业建设规划 

1．前期调研、筹建与增设专业申报工作（2019-2021 年） 

（1）2019-2021 年完成了举办绿色低碳技术专业的学习调研工作。对产业行

业政策、人才需求分析、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趋势，企业、岗位的现状变化；行业、

企业、就业市场，人才需求分析和预测等方面；专业开设状况。该专业在全国职

业院校中开设状况、招生、就业、在校生、教师队伍、实验实训条件等进行调研

分析。 

（2）相近专业融入绿色低碳理念，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 

2021 年相近专业融入绿色低碳理念，对学生、社会相关企业进行问卷调查，

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储备以及就业信息。 

（3）编制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实验实训教学文件的制定。 

2021-2022 年，经过对企业岗位、就业状况等情况进行调研和了解，同时掌

握了高职人才培养的状态，并经过相关专家的论证。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

标准、实验实训等教学文件编制。 

2．设施条件、师资队伍建设工作（2019-2022 年）。 

2019-2021 年 3 月，根据市场调研情况和筹备建设绿色低碳技术专业计划的

需要，完成建设环境检测试验、专业基础课实验实训、专业仿真实训等相关实验

实训设施，硬件条件基本满足该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 

2021-2023 年，增设校外实训基地，对全员专任专业教师完成技能培训。 

3．建立校外实训基地（2019 至今）。 

2019 至今我院我院已经和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安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山西亚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临汾万鑫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

业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将继续与相关企业深度合作，建立校

外实训基地，满足学生实训、实习。 

4．专业群建设（2022-2027 年）。 

我院现设有煤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机电

一体化等专业，我们将氢能技术应用专业建设与化工类、机电类专业群建设相结

合，形成在师资、实验实训、教学文件、管理等方面的共享与相互支撑。 

5．内涵建设与专业诊改（2019-2024 年）。 

https://www.so.com/link?m=bWlu8qkbepx9q%2B8%2FUt63wUSkgnTKRswuKIbaAHWHksJi3iezIPdaDejT%2B%2FCYxyd%2B263%2FUWjqQEX4SGxptqqQ49hSXrOOZaZwziECgmNk1Edfmsj4iDjDqnTrsbO3wyS9cnquVvBxHGxWjKLdQWOH9lg%3D%3D
https://www.so.com/link?m=bWlu8qkbepx9q%2B8%2FUt63wUSkgnTKRswuKIbaAHWHksJi3iezIPdaDejT%2B%2FCYxyd%2B263%2FUWjqQEX4SGxptqqQ49hSXrOOZaZwziECgmNk1Edfmsj4iDjDqnTrsbO3wyS9cnquVvBxHGxWjKLdQWOH9lg%3D%3D
https://www.so.com/link?m=bzqDC4PDwEXEBO9UJBn5%2FMfGiF8ORGxgNEnf8T8ZXouJCeXmoYrINUT5O4k6yRaEvqJ2uuTPCd%2BbAaCt%2FlUNduJ35syJ6G%2F96N6Pqww2Lq8LPcqDsDs0wAK2IQuE%3D
https://www.so.com/link?m=brP%2B7cT%2F0K1VP2XLzqzvjl4e0ra63JGMJPfh2NroX%2F5F7XWVosEtE%2BQj3eXjt6vL%2F9N7DhN2qW5lZDRYJqQiHadlUOfE81QrX44pIUFBGmZlLVUVaOlJ5DtJkGK1QvaRfdbinZPAzWHu1TUmNUpAWmOwH5RNC4laTO%2F744yJj%2BcPKjY2lazAQAwvgs2sbzYz7LXrS%2BLamt9QwGKzWK7PBnxWjuYTYjJFI4Y2%2FTG4U8rrnEfhD234oDttIMitZsy8xmj08IZ0URH6PDaqqUgqX4t%2Fn26du5UvAIEwcVVgGSNa9herjeuaRnhLY7MV0MHuHC6rTbFmVMtldYOUCpMfEGrQbypVIiCDSaYSkBeBKWBYW620o%2FoxRSzHvb9Dgo8HygOD%2BhS3ILtjR6VnnwTk%2Fhb3dZGoUMk3ZDknKKK%2FsRwwE58jNMoE1MHdHRgC4dNY8zbNmPXiYX5uXIZHrraTIuQNnLRj%2FJBFXRs0FCHF2ofnR66Xxu0oF1BxcLjEC7f19O9lTyl0ONsIui%2BNLCcdGziPZDFXjr%2BaR6c53lORSuU9OP4yv6ltWGOzv2cp4oN%2FShmmCHQddI2waglBXV2sGLH7k5hg8tKiURcymmlFWXddTQi6fw9fN2k7SRn3VbNmByc57%2B%2Faqj6C95HJSMkff1hhH5HaWUpjWdjxf8M8WPFAQkAlYVcdketsl%2FnXCFttM22PCtSRe3P%2BYp1oE656JEDeQthW8gcwXwDBAOTn1sjOusO5Hd5QaD8ERCvPg3XCzVmw7r2IlMDer3lgxE6LYs5i8bLN86N%2B6thD6Fvg4BxftZmOuGdcatDrmJ0cHww9Y6emAIphvmCzrfH5gLNbc0rLtPgX%2FcxzDNfp7i5obzs07IcJI0V5r3Hat%2FOZD8C1oUNkxjdcnrbhGlusW0risg%2BJ2IdYqyfk1fO23r3%2Bbkz0%3D


 

2023-2024 年根据第一轮招生学生的人才培养实施过程、毕业就业情况，

对整体人才培养进行教学诊断，查找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与改革。主要改革与

完善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以及相关教学实验实训制度等。 

2024-2027 年持续性进行跟踪氢能技术应用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明晰

专业面向、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实现专业与产业的对接，完善和改革课程内容，

努力实现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岗位的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继续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在人才培养全过程，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加

强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工匠技能与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6．招生与就业规划（2023-2027 年） 

自 2022 年申报增设绿色低碳技术专业经批准后，2023-2027 年，每年招生

1-2个班，之后根据情况及时调整，以保障教学质量。 

 

 



 

9.申请增设专业的论证报告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向纵深推进，以绿色低碳技术作为核心支撑实现

“双碳”目标的主体思路基本形成。从当前全球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形势来看，

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已宣布碳中和计划，并发布相关战略规划支持绿色低碳技

术发展。除不断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投入外，各国政府还运用碳排放交易、碳

税和法规等多种政策工具，推动激励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社会系统转型，

国际绿色低碳技术竞争加剧。 

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家政策对绿色低碳产业的扶持，绿色低碳技术人才

已成为社会的紧缺人才。 

综上所述，从我省产业政策、增设专业政策、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企业人才

需求、全省高职专业布局实际、我院举办该专业前期筹建准备,以及办学条件等

诸方面分析论证,开设绿色低碳技术专业是十分必要和完全可行。 

 

                                     2022 年 9 月 5 日 

姓名 专业领域 所在单位 
行政和专业

职务 
联系电话 签名 

李雪辉 焦化化工环保 
山西安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环保副厂长 13584365789  

王超 焦化化工环保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安全工

程师 
1515468715  

刘冬潮 焦化化工环保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部 1358647821  

李庚辰 化焦化工环保 
临汾万鑫达焦化

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部 1846135412  



 

 校内专业设置评

议专家组织审议

意见 

 

学校增设绿色低碳技术专业，符合我省乃至行业“双碳”

目标的发展需要。 

学院现有师资、实训设施等资源、可基本满足该专业教

学、实训的需要。 

同意增设该专业。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高职专业设

置指导专家组织

意见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