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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主要标志性成果完成情况

主要标志主要标志主要标志主要标志

性成果完性成果完性成果完性成果完

成情况成情况成情况成情况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类别类别类别类别
1111

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成果名称 成果负责人成果负责人成果负责人成果负责人 级别级别级别级别
2222

完成情况完成情况完成情况完成情况

1 教科研项目
“‘两平台、三步走’电力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路径的探索与实践”全国电力职业教育特等奖
赵继云 国家级 已完成

２ 资源库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国家级教学资源库 张建军 国家级 已完成

3 教师技能竞赛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张丽珍 国家级 已完成

4 教科研项目
2020年“基于在线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的实践

研究” 山西省十三五规划课题
张丽珍 省级 已完成

5 技能竞赛
2019 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亚成杯”学生智能

供配电系统安装与调试技能竞赛团体优秀奖
田晓娟 杜静 省级 已完成

6 技能竞赛
2019年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电能计量装置安装与

调试技能竞赛二等奖
王义飞 王珏 省级 已完成

7 技能竞赛
山西省第十五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技能竞赛三等奖
杜静 田晓娟 省级 已完成

8 技能竞赛
第十六届电力行业中澳合作办学项目学生英语

演讲比赛一等奖
宋丹 张娜 省级 已完成

9 教师技能竞赛
2019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一等奖
张丽珍 王红燕 毛蕴娟 省级 完成

10 教师技能竞赛
2019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竞赛

三等奖
任贤 省级 已完成

11 教师技能竞赛
2020年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高职专业课程二组三等奖
张建军 省级 已完成

12 教学名师 山西省“三晋技术能手”称号 杨建东 省级 已完成

13 实训基地 馈线自动化实训区升级改造 张建军 省级 已完成

14 实训基地 新建电工实训室 孙爱东 省级 已完成

1 类别分为：教学成果奖、教学名师、教学团队、专业、课程与教材、实训基地、资源库、教学改革项目、技能竞赛、教师竞赛、创新创业、其他省级及以上项目等。
2 级别分为：国家级、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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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课程与教材
《低压配电线路架设及接户线安装》（音像教

材）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21 年
谭绍琼 胡月星 省级 已完成

16 课程与教材
《低压配电线路拉线制作及安装》（音像教材）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21 年
谭绍琼 胡月星 省级 已完成

17 课程与教材 申报山西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电力系统分析》 张建军 省级 已申报

18
课程与教材 申报山西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电工技术》 王娟平 省级 已申报

19 专业建设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为山西省职业教育高水平重点

专业建设专业
赵立勋 张建军 省级 在建

20 实训基地建设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实训基地申报山西省职业教育高水

平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赵立勋 张建军 省级 在建

21 教学团队 创新教学团队 赵立勋 张建军 省公司级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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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建设项目建设项目建设项目建设项目 原有基础原有基础原有基础原有基础 预期目标及验收要点预期目标及验收要点预期目标及验收要点预期目标及验收要点 完成情况完成情况完成情况完成情况（（（（含完成百分比含完成百分比含完成百分比含完成百分比）））） 取得取得取得取得的的的的标志性成果标志性成果标志性成果标志性成果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1.开展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学院形成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的常态机制，

与行业企业建立深度联

系，具备调研的坚实基

础。

预期目标：

开展发电专业人才需求调

研，形成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

告。

验收要点：

1.专业建设会议资料

2.专业人才需求调研与职

业素质及能力调研报告。

开展了专业群人才需

求、职业素质调研，组织

专业建设工作组专家召开

专业建设会议。研讨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按进度完

成（100%）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确立了“双主体”

（企业和学院）的“四

体系一接轨”工学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

利用企业办学优势，形

成了共定人才培养目

标、共商人才培养方案、

共抓教育教学改革、共

享教育培训资源的“四

共”运行机制。

预期目标：

进一步完善以企业学校为

双主体的“四体系一接轨”人

才培养模式，推进产融结合，

引进企业人员参与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与修订。

验收要点：

人才培养方案。

推进产教融合，企业专

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修

订与课程标准的编写。按

进度完成（100%）

2.2.2.2. 提升课程建设质量提升课程建设质量提升课程建设质量提升课程建设质量
1.课程建设与教学资源库

建设

以市场和企业对人

才需求为指导，调查职

业岗位的工作任务，重

构出基于工作过程体现

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

组织教师与企业专家共

预期目标：

利用国家教学资源库资源

和学院教学资源库，以数字化

校园技术平台为支撑，开发 1

门省级精品资源课程。开发 1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课程。积极

参建国家级教学资源

库，主持《电力系统基础》

和《高压电工作业》两门

课程建设，已通过国家验

收。完成《电力系统分析》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

校企合作开发两门教材。

1.“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国

家级教学资源库建设；

2.山西省优质在线开放课程

《电力系统分析》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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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编写了“双主体”的

核心专业课程的课程标

准。完成 8门工学结合

的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参与国家高职教材建设，开发 1

门优质教材。

验收要点：

1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课程，

1 门优质教材。

按进度完成（100%）

2.无纸化考试试题库建设

全面推行行动导向

教学模式，创新并实施

了“五结合六阶段”教

学模式。参与了国家级

教学资源库建设。

预期目标：

建立技能训练标准和测试

题库，新增专业配备训练标准

和测试题库。

验收要点：

建立 4门课程测试题库。

完成了 4 门专业课程试

题库。按进度完成（100%）

3.3.3.3.建设优质课建设优质课建设优质课建设优质课

1.信息化教学推进

编制信息标准和制

定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平台管理规范，学院

建有信息化教学资源平

台，建设有专业核心课

程及公共课程42门网上

资源。

预期目标：

1.完成信息化教学课堂建

设

2.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

用信息化教学手段。

验收要点：

信息化教学 APP。

课堂教学方法改革管理办

法；课程教学设计及 APP 在线

使用记录。

2门信息化教学课程已

经正常运行。按进度完成

（100%）

2.一体化课程建设

具有完善的专业实

训条件和教学经验丰富

的师资队伍，具有一体

化课程开发的经验，目

前已有 4门课程实现一

体化教学。

预期目标：

开发中澳电气专业变电运

行一体化教学，试行与完善中

澳电气专业变电运行一体化教

学。

验收要点：

中澳 19 级电气专业《变电

开发变电运行校本教材

与一体化教学课程设计。

运行和完善一体化课程教

学。按进度完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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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相关教学资料。

4.4.4.4.共建现代实习实训基共建现代实习实训基共建现代实习实训基共建现代实习实训基

地地地地

1.生产性实训项目开发

具有行业办学优

势，与电力行业大型企

业紧密合作共建实训基

地，具有丰富的建设和

教学实施经验。

预期目标：

开发智能配电网培训基地

实训项目，配电主站系统 SCADA

应用 2个。开发智能配电网培

训基地实训项目，馈线自动化

故障处理 2个实训项目。

验收要点：

相关教学资料。

完成智能配电网培训基

地配电主站实训项目开

发，开发了 4 个实训项目

的教学设计。按进度完成

（100%）

2.实训基地建设

具有行业办学优

势，与电力行业大型企

业紧密合作共建实训基

地，具有丰富的建设和

教学实施经验。已建设

农电培训基地，智能配

电网培训基地和安全应

急培训基地三个省级基

地。

预期目标：

建设电工实训室。与电力

企业共建技术技能中心、大师

工作室。

验收要点：

相关建设资料。

完成馈线自动化实训室

升级改造，完成电工实训

室建设。建成谭绍琼配电

技能专家工作室，杨建东

名师工作室。按进度完成

（100%）

1.智能配电网培训基地“馈线

自动化实训室升级改造”；

2.新建电工实训室；

3.建成谭绍琼配电技能专家

工作室；

4.建成杨建东名师工作室。

5.5.5.5.打造高水平双师团队打造高水平双师团队打造高水平双师团队打造高水平双师团队 1.师资团队建设

通过校企互通、专兼

融合，建立了一支综合

素质高、有国际企业和

国际职教视野、教育教

学能力强、双师结构合

理的专兼职教师相融合

的专业教学团队。有专

任教师 18 人，高级职称

5 人，硕士研究生 16 名，

经学院考核认定双师素

质教师 18 人，占教师总

数的 100%。聘请了 18

名企业兼职教师。

预期目标：

打造省级和国家级教学团

队。

验收要点：

相关建设资料。

打造高水平师资团队，

教师技能竞赛获得良好成

绩，获得省公司优秀教学

团队“电力教学创新团

队”。按进度完成（100%）

1.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2.2019 年中电联第二届全

国电力行业青年培训师技能

竞赛三等奖；

3.2019 年全国电力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供用电专

业委员会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二等奖两项；

4.2019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

奖；

5.2019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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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

奖

6.2020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

奖两项。

2.教师素质提升

实施专业教师“企

业化”和“硕士化”战

略，利用学院与山西省

电力公司“校企融合”

的办学优势，提高师资

队伍的整体水平。

预期目标：

1.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篇。

2.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 1

个。

验收要点：

1.核心论文。

2.相关建设资料。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篇，

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 1个。

按进度完成（100%）

1.2019 年“基于极限学习机

的分布式电力负荷预测”《科

技通报》（北大核心期刊）

2.2019 年“DSP 控制的变压器

在线监测系统”《变压器》（北

大核心期刊）

6.6.6.6.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建立质量保证体系

1.开展专业诊改

基于专业诊改平

台，建立了专业诊改实

施方案，实现专业的动

态诊断和改进。

预期目标：

建立专业、课程、教师、

学生等层面的质量标准和诊改

体系，确保专业教学质量与人

才培养质量的自主保障与持续

改进。

验收要点：

专业诊改报告。

开展专业诊改，确保教

学目标实现和持续改进。

按进度完成（100%）

2.完善专业教学质量监控

与评价体系

引入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理念和国际

TAFE 职教理念，具有健

全完善教学质量保证体

系。

预期目标：

完善将“就业水平、企业

满意度”为衡量核心标准的人

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实现评

价标准社会化。运行质量监控

体系，实时监控教学质量。建

立网络动态评价及第三方评价

评价标准社会化，运行

质量监控体系，实时监控

教学质量；建立网络动态

评价体系。按进度完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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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验收要点：

毕业生人才培养质量进行

调查评价报告。

7.7.7.7.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创新创业能力建设

构建了素质教育发

展体系，以学生会和学

生社团为载体，推动素

质教育深入开展；充分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主渠道作用，提高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

预期目标：

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

教育有机融合，将创新创业教

育切实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开

辟创新创业场地，组织创新创

业竞赛，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验收要点：

1.人才培养方案。

2.相关活动资料。

组织创新创业活动，促

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

育有机融合。

按进度完成（100%）

2.技能水平提升

多次参加大学生专

业技能大赛，培养学生

职业素质；通过德才并

种，爱心培育，建立乐

学体系，培养学生的职

业能力、社会能力和方

法能力，养成八大职业

习惯和四小职业习惯，

学生素质大幅提高。

预期目标：

积极走出去与兄弟院校交

流，参加省级技能竞赛并获奖，

省级技能竞赛 2个。参加国家

级技能竞赛并获奖，国家级技

能竞赛 1个。

验收要点：

获奖证书。

学生参加省级技能竞

赛和电力行业技能竞赛，

以赛促学，提高学生技能

水平。学生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竞赛，提高学生

技能水平。按进度完成

（100%）

1.2019 年全国高等职业院

校学生电能计量装置安装与

调试技能竞赛二等奖；

2.2019 年全国智能供配电

系统安装与调试技能竞赛优

秀奖；

3.2020 年山西省第十四届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学生

英语口语（非专业）项目比赛

中荣获个人一等奖；

4.第十四届电力行业中澳

合作办学项目学生英语演讲

比赛（大专组）一等奖、二等

奖。

8.8.8.8.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1.员工岗位培训

为电厂、供电、电

建等企业培训高技能和

高技术员工服务；充分

预期目标：

每年完成省电力公司岗位

培训 3,000 人次，职业技能鉴

两 年 完 成 岗 位 培 训

19152 人天，职工技能鉴定

1200 人次。按进度完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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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山西省电力公司农

电培训基地的作用，为

山西省电力公司员工提

高培训服务，实现全员

持证上岗；充分发挥继

续教育学院作用，为电

力行业员工、中职毕业

生和社会人员提供继续

教育服务。

定 500 人次左右。

验收要点：

培训计划与实施资料。

2.技术服务

与电力行业企业合

作开展横向课题、技术

技能比武、继续教育，

在行业企业的知名度逐

年提升。

预期目标：

利用人才集中和技术集中

的优势，参与行业、企业的科

技开发项目。

利用人才集中和技术集中

的优势，参与行业、企业的科

技开发项目，与企业共同申报

专利 1项。

验收要点：

专利申报书。

与企业共同开发教育培

训项目与科技项目，申报

专利 1 项。按进度完成

（100%）

1.2020 年电力行业人才评价

项目课件教材开发

2.2020 年生产型企业“入厂

体验式”培训课程设计

3.2020 年培训师培训案例开

发

4.2020 年培训师培训案例开

发

5.2019 年发明专利：“一种

高压绝缘子串绝缘污秽故障

的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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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览表

经费投入与支出情况表经费投入与支出情况表经费投入与支出情况表经费投入与支出情况表
省财政投入（万元）省财政投入（万元）省财政投入（万元）省财政投入（万元） 举办方投入（万元）举办方投入（万元）举办方投入（万元）举办方投入（万元） 行业企业投入（万元）行业企业投入（万元）行业企业投入（万元）行业企业投入（万元） 学校自筹等其他投入（万元学校自筹等其他投入（万元学校自筹等其他投入（万元学校自筹等其他投入（万元）））） 合计（万元）合计（万元）合计（万元）合计（万元）

预算投入预算投入预算投入预算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支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预算投入预算投入预算投入预算投入 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支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 预算投入预算投入预算投入预算投入 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支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 预算投入预算投入预算投入预算投入 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支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 预算投入预算投入预算投入预算投入 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投入实际支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实际支出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87.5 79.26 79.26 0 0 0 69 487.52 487.52 59 27.36 27.36 215.5 594.14 594.14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0 0 0 0 0 0 0 0 0 17 0 0 17 0 0

2.提升课程建设质量 7.5 0 0 0 0 0 4 183.4 183.4 31 21 21 42.5 204.4 204.4

3.建设优质课 0 0 0 0 0 0 0 0 0 2 6.36 6.36 2 6.36 6.36

4.共建现代实习实训基地 80 79.26 79.26 0 0 0 65 180.23 180.23 1 0 0 146 259.49 259.49

5.打造高水平双师团队 0 0 0 0 0 0 0 123.89 123.89 2 0 0 2 123.89 123.89

6.建立质量保证体系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2 0 0

7.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2 0 0

8.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2 0 0

项目资金项目资金项目资金项目资金

到位情况到位情况到位情况到位情况

省财政专项资金省财政专项资金省财政专项资金省财政专项资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填报依据（逐笔单行详实说明到账的时间、凭单或文书、规定用途等。可以加行。）填报依据（逐笔单行详实说明到账的时间、凭单或文书、规定用途等。可以加行。）填报依据（逐笔单行详实说明到账的时间、凭单或文书、规定用途等。可以加行。）填报依据（逐笔单行详实说明到账的时间、凭单或文书、规定用途等。可以加行。） 金额（万元）金额（万元）金额（万元）金额（万元）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2020 付电力系电工实训室建设笔记本、空调购置费用 28.78
79.26

2021 付电力系电工实训室建设费用--共建现代实习实训基地 50.48

举办方专项资金举办方专项资金举办方专项资金举办方专项资金

行业企业投入资金行业企业投入资金行业企业投入资金行业企业投入资金

2019 4.2中心本部思行楼辅楼配电网馈线自动化培训仿真综合改造设计费用 2.36

487.52

2019 8.2 2019年基于最佳实践经验萃取的课程设计与开发 45.85

2019 8.2青年员工通用管理精品培训课程策划 71.51

2019 8.2 2019年基于业务场景的专业技能精品培训课程策划项目 66.04

2020 5.2 2020年精英培训师及精品课程培训项目策划 88.21

2020 4.2中心本部思行楼辅楼配电网馈线自动化培训仿真综合改造技术服务费用 1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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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8.2 2020年智能配电网试验检测技术教材开发 35.68

2020 4.2中心本部思行楼辅楼配电网馈线自动化培训仿真综合改造审计服务费用 0.52

学校自筹等其他学校自筹等其他学校自筹等其他学校自筹等其他

投入资金投入资金投入资金投入资金

2019 课程资源建设费用 21
27.36

2020 2.1 付电力系在线精品课程建设费用 6.36

预算支出预算支出预算支出预算支出

进度情况进度情况进度情况进度情况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省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举办方资金举办方资金举办方资金举办方资金 行业企业投入资金行业企业投入资金行业企业投入资金行业企业投入资金 学校自筹等其他投入资金学校自筹等其他投入资金学校自筹等其他投入资金学校自筹等其他投入资金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2019 185.75 21 206.75

2020 28.78 301.77 6.36 336.91

2021 50.48 50.48

各项经费如未全额使用，请说明原因各项经费如未全额使用，请说明原因各项经费如未全额使用，请说明原因各项经费如未全额使用，请说明原因

需要特别说明的其他有关资金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其他有关资金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其他有关资金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其他有关资金问题

备注：1.（1）“预算投入”指任务书批复的预算数，“实际投入”指到项目建设周期截止时各项经费的实际到账数，“实际支出”指到项目建设周期截止时

各项经费的实际支出数；

（2）项目资金到位情况中若有非货币性投入，请在备注栏中注明投入的方式、认定的依据；

（3）学校自筹等其他收入，请在备注栏中明确资金的来源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