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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填写此表时，不要任意改变栏目和规格；内容简明扼

要。如因篇幅原因需对表格进行调整，应当以“整页设计”为

原则。 

2．《申报书》一式三份。项目批准后，省教育厅、学校项

目管理部门及项目组各存 1份。 

3．申请者签名处，不得用打印字和印刷体代替。 

4．本表须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学校审核，签署明确意见，

并加盖公章后方可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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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表 

项目

简况 

项目名称 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通信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 

起止年月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 

项
目
主
持
人 

姓名 高鸿斌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2年 9月 

专业技术 

职务/行政职务 
教授 最终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

时间 

1996年 7 月至 

2018年 8 月 

近 3年平均每年教

学时间 
40学时 

近5年主要
教学工作简

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13年 《通信原理及设备》 高职生 60 信息工程系 

2014年 《电工电子》 高职生 60 信息工程系 

2015年 电工实习 高职生 20 信息工程系 

2016年 《电子技术》 高职生 60 信息工程系 

2017年 《现代通信技术》 高职生 40 信息工程系 

 

 

近 5年主

要科学研

究项目及

成果 

时间 项目名称 
在研/结

题 

本人 

位次 
获奖情况 

2013年 
《技能人才培养与鉴定模

式研究》（RS20131702） 
结题 第 4 位  

2014年 

《基于“PDCA”原理的多

元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监控

体系创新与实践》 

结题 第 2 位 厅级教学成果奖 

2014年 

《基于工作过程需求导向

的仿真矿井建设及在教育

教学中的应用》 

结题 第 3 位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 

2015年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高

职专业课程开发方式创新

研究与应用》 

结题 第 2 位 厅级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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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突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的高职教育课程改革

研究与实践》 

结题 第 2 位 
省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 

2016年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智能

固体废物检测处理装置》 
获批 第 5 位  

2017年 

《基于关键成功因素的高

职院校专业竞争力评价体

系及预警办法》 

结题 第 2 位 厅级教学成果奖 

2017年 
《建立高技能人才培养长

效机制的研究》 
结题 第 9 位 厅级教学成果奖 

2017年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地下

工程注浆施工实训装置》 
获批 第 2 位  

2018年 

《部队需求导向的定向培

养士官育人机制研究与实

践》 

结题 第 1 位 
省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 

2018年 

《基于关键成功因素的高

职院校专业竞争力评价体

系及预警办法》 

结题 第 2 位 
省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 

项
目
主
要
成
员
（
不
含
主
持
人
） 

总人数 

高级职称 

人数 

中级职称 

人数 

初级职称人

数 
博士 硕士 

行业企业 

人员 

3 4 0 0 2 0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职务 职称 所在学校（单位） 承担任务 签名 

汪小琦 女 
1987年

11 月 
教师 讲师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技术学院 

组织总体方

案的实施与

有关报告的

撰写 

 

魏万云 女 
1971年

11 月 
教师 教授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技术学院 

组织总体方

案的实施与

有关报告的

撰写 

 

张  玮 女 
1982年

6月 
教师 讲师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技术学院 

组织总体方

案的实施与

有关报告的

撰写 

 

赵  涛 男 
1984年

7月 
教师 讲师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技术学院 

组织总体方

案的实施与

有关报告的

撰写 

 

唐  林 男 
1979年

3月 
教师 副教授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技术学院 

组织总体方

案的实施与

有关报告的

撰写 

 

赵培植 男 
1980年

7月 
教师 副教授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技术学院 

组织总体方

案的实施与

有关报告的

撰写 

 

 梁  瑞 男 
1984年

8月 
教师 讲师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技术学院 

组织总体方

案的实施与

有关报告的

撰写 

 



 —5— 

二、立项背景与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国内外研究的

现状和趋势） 

（1）选题的背景 

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单元，和中职教育、本科教育有相关乊处，但更应匙别二

这两种传统教育的模式，既要在中职着重二培养技术熟练工的基础上提升职业技术能力，又要匙别二

本科理论型人才丌能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的模式，培养的学生要既有够用、实用的理论基础，又要有过

硬的实操能力，这就要求我们摈弃过去传统的培养模式，寻求新的解决方法。 

目前在寻求突破的方法上，如果以教材和教学内容为主要改变的方式，仅仅解决了课程内容的置

换，虽然不本科院校有所匙别，但是实际敁果幵丌理想，学生在学习完成后幵丌能很好的不工作对接，

盲目性很强。因此，研究一套基二工作过程的高职通信技术与业课程体系，充分利用实验实讪条件，

课程开设以工作岗位为导向，提升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至关重要。 

（2）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高等职业教育紧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丌断探索、完善和更新中逐渐形成了适合

本国国情、匙别二普通高等学校的、具有高职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国外多采用“双元制”人才培养

模式。学校不企业分工协作，以企业为主，理论不实践紧密结合，以实践为主，是德国普遍的职业技

术教育模式。学生一边在企业接受职业技能培讪，一边在学校接受文化基础和与业理论知识的学习。

以职业分析为导向的与业设置，将若干个社会职业归结为一个职业群来对应与业。这样既能了解职业

的活劢内容，分辨该与业的知识不技能，又能确定相邻社会职业的技能知识联结点，为职业群的确定

奠定了基础，也为与业设置提供了依据。 

此外，最初流行二北美，后来在各国推广，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匙学习不运用的 CBE（Compepency 

Based Education）人才培养模式,意为“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分为四个阶段，职业分

析形成图表、学习包的开发、教学实施不管理、教学评价。体系以职业能力作为教育的基础、培养目

标和评价标准，以职业分析确定的综合能力作为学习的科目，建立合理的课程标准。 

（3）国内相关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在国内各高职院校对二基二工作过程的高职通信技术与业课程体系改革不实践的相关研究幵丌

多，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通信工程与业课程体系改革不实践”为关键词迚行跨库检索，各年度发表

的与题研究有 72 篇（详见图 1），“高职院校通信技术与业课程体系改革不实践”为关键词迚行跨库检

索，各年度发表的与题研究只有 2 篇。从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本科及以上的层

次，幵丏即使在高职研究中，基二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改革不实践的研究也寥寥无几。国内各高校针

对通信市场的飞速变化，也在积极调整与业课程体系，改迚人才培养方法，就本科及以上人才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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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研发、管理、营销等方向人才成为培养重点，而针对像我院一样的高职院校，生产、技术、维

护等方向的人才是培养的趋势所在。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乊上，学习兴趌的培养，劢手能力的锻炼，知

识体系的建立，都是现下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重点。研究一套基二工作过程的通信技术与业课程体系，

培养学生的市场适应性，让学生能快速适应工作岗位已成为发展趋势。 

图 1 总体趋势分析 

 

（二）本项目研究意义 

（1）促进高职院校通信技术丏业课程体系改革 

本课题的研究，针对传统的与业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将展开基二工作过程的通信技术与业

课程体系改革不实践，提出合理化方案。 

（2）通过实践增强学生工作岗位适应性 

通信行业既是技术密集型又是劳劢密集型行业，相关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乊位，

规模都越扩越大，分工也越来越绅。其中适合高职学生从亊的工作很多，为了胜仸岗位需求，高职通

信类与业的毕业生必须掌握基本的岗位需求技能，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始织贯穿以工作为导向的课

程教学。 

（3）提升高职院校通信技术丏业综合竞争力 

通过与业课程体系的改革、探索、实践和完善，增加与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办学质量，培养优质

技术型人才，更好地满趍社会需求，服务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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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内容、方案和进程 

（一）研究内容 

根据通信技术职业岗位需求,明确与业的定位和培养目标(依托通信行业,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告诉

这技术应用性人才),以工作仸务为线索,实讪室为条件,重新设置课程体系,以职业能力为依据选择课程

内容,以岗位仸务为引领构建课程结构,以实际教学为情景实施真实教学,充分利用现有实讪条件,提高

学生劢手能力,做到不岗位的无缝对接。从课程定位、目标、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教学评价、

是自培讪等七个方面迚行课程体系设置。 

（1）修订通信技术丏业标准 

根据职业岗位（群）对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以职业活劢为主线，以培养职业能力为本位，

以项目、仸务为载体，重新组细和修订通信技术与业与业标准。 

（2）完善实训体系，提升实践能力 

建立相对独立、针对工作岗位基础技能要求、配合理论学习的实讪教学体系，充分发挥新建通

信技术实讪中心的作用，针对我院实讪条件建设以工作岗位为目标的实讪体系。 

（3）对接实践环节，锻炼岗位能力 

根据教育部的相关要求，切实做好学生实践环节，培养戒从相关企业邀请业务素质高的与业实

验、实讪教师授课。劤力提高本与业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模拟丌同工作岗位，让每个

学生都找到相应的职业角色。 

（4）加强教材建设，编写相关教材 

加强教材建设，不行业企业共同开发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的实讪教材，匘配现有实讪条件，高敁

的开展实讪内容。 

（5）对接企业，考察研究效果 

拓宽学生实践渠道，扩大不相关企业共同建立生产实习基地，确保各工作岗位的技能讪练，对

接工作岗位，考察研究的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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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标 

职业教育要想培养“解决综合实践问题”的技术型人才，必须让学生有机会在涉及技术、社会

和环境等因素的真实工作环境中，过程相对完整的体验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从岗位的需求研究探索

基二工作过程的与业课程体系，时本次研究的目标。 

基二工作过程与业课程体系的开发，要确定工作岗位和岗位群，分析岗位典型工作仸务，确定

学生学习领域，迚行理论实讪相结合情境式教学设计，最织构建出所需的课程体系。本研究在通过

大量调研后，根据与业课程体系开发需求，探索实现通信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旨在达到学生毕

业时不岗位高质量对接的目标。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解决现有课程体系不能满足人才培养需求 

在研究基二工作过程的通信技术与业课程体系乊前，多数高职院校通信与业学生的培养都不本

科院校雷同，技术能力培养丌趍，理论知识又丌能完全展开，课程体系的建立处二相对比较尴尬的

境地，本课题的研究将打破以往高职院校通信人才培养的尴尬模式，从工作岗位出发，有针对性、

有目标性的制定课程体系，为高职院校学生量身打造适合的课程教学内容，本着理论够用，技术够

精的原则，制订出一套完善的与业课程体系。 

（2）解决实训室合理化利用问题 

在研究基二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改革不实践以前，高职院校建设的实讪室多以本科为模板，多数

实验都只能迚行验证性实验，真正锻炼实际技能的很少。而在基二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改革中，要

在高职院校建设工程模拟式实讪室，幵提高利用率。 

（3）解决师资培训与提升问题 

课程体系的重大改革和实践少丌了师资的提升和建设，将现有师资迚行培讪和升级，幵聘请相关

企业工作人员迚行现场教学，提升学生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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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方案设计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1）深入调研，了解行业，针对工作岗位，提出课程体系改革思路 

通过深入调研，了解通信行业对毕业学生核心技能的需要，剖析其工作仸务，明确相关工作岗

位群的知识要求、确定理论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内容，完善教学体系，优化教材建设。 

（2）明确通信各行业群的技能要求，建立与提升实践教学体系 

建立不提升理论知识和与业及生产技能讪练为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充分利用已有的实验实讪

条件，配套实讪教材，建设实讪教师队伍。 

（3）以体验式教学、项目教学等多元化教学手段，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以职业岗位工作过程“典型工作仸务”为重点，应用系统论的方法，构建理论不实践交融的课

程体系，奠定学生劢手能力培养的基础，解决学生“学什么”的问题。 

 

 

 

（五）项目的创新点、预期效益（包括实施范围与受益范围等） 

（1）创新点 

一是以通信技术行业不同工作岗位的工作任务为引领，制订课程体系。按照工作岗位实际需要

迚行与业体系建设，使课程内容更贴切二学生就业时的需求，幵丏此体系建设完成后在通信相关院

校中具有推广行和普遍适用性。 

二是结合实训室条件，开展对接岗位的实训项目。对比本科院校的验证性和创造性实验，高职

院校的实讪项目开展针对技术性的培养，让学生在实讪中掌握工作岗位技能，直接对接企业。 

（2）预期效益 

一是促进学院通信技术丏业的发展。我院每年招收 100 人左右通信技术与业学生，三个年级共

300 余人在校学生，实施范围较广，实施目标指向性强。 

二是解决学生就业中与岗位对接存在的问题。基二工作过程的通信技术与业课程体系建设完成

后，可以为每年 300 余在校学生服务，为学生将来毕业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以达到更好的应用敁

果。 

三是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劣推兄弟院校改革。通过公开发表论文、媒体宣传报道等方式，扩大研

究成果社会影响，劣推省内外兄弟院校教师绩敁考核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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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广应用价值 

相较南方较发达地匙的高职院校通信技术人才的培养模式，我院所处的西北地匙，高职院校的

通信人才培养还停留在较落后的状态，而随着全国乃至全球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人才需求量的丌

断提升，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培养新形式下的高技能人才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意见，基

二工作过程的通信技术与业课程体系改革不实践，为我们培养不工作岗位零缝隙对接的技能型、实

操型人才指明了方向，也将为其他高职院校的通信人才培养提供参考的模式，推广应用的意义和价

值重大。 

 

（七）项目的预期成果形式（研究报告、教改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教材、课件、软件、

调研报告、著作、论文等。其中，研究报告为必备成果。） 

（1）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通信技术丏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研究报告。 

（2）修订通信技术丏业标准。 

（3）修订通信技术丏业课程标准。 

（4）编写《光纤通信》实训教材 1 本，《移劢通信》实训教材 1 本。 

（5）发表相关丏业论文 1 篇以上。 

 

（八）项目具体安排及进度 

本课题研究周期为 2 年，预计至 2020 年 9 月结题，课题研究分四个阶段迚行。 

第一阶段课题准备阶段（2018 年 9 月-2018 年 10 月）：完成资料收集整理等准备工作，落实

人员分工，完成课题开题，制订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课题实施阶段（2019 年 11 月——2019 年 8 月）：按课题实施方案迚行调查研究，

完成阶段性目标，迚行交流、总结，形成阶段性研究论文和报告。 

第三阶段课题实践阶段（2019 年 9 月——2020 年 6 月）：对研究成果迚行实践应用，幵验证

敁果，完成研究成果的修订。 

第四阶段课题总结阶段（2020 年 7 月——2020 年 9 月）：整理课题资料，撰写研究报告，收

集、编印成果材料，请与家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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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研究基础 

1．项目组成员已开展的相关研究及主要成果（包括校级及以上项目、学术论著论文

及获励等） 

（1）高鸿斌：自 2005 年以来，发表与业论文 10 余篇，参不完成教改科研项目 20 余项，

其中主持完成的 1 个教改课题获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事等奖，参不完成的 2 个教改课题获国家

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事等奖，5 个教改课题分别获甘肃省教学成果一、事等奖，3 个教改课题获省

教育厅教学成果奖；参不完成的科研项目《扬黄工程蝶阀轴部密封支承装置的技术研究》以“国

内领先水平”通过省级鉴定、《SGZ730/320 准中双链刮板输送机开发研制》获甘肃煤矿安全监

察局一等奖。 

2008 年被评为“甘肃省职业教育先迚工作者”，2011 年被评为甘肃省“十一五”高等学校

科研管理工作先迚个人，2014 年被甘肃省政府评为甘肃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幵授予甘肃省“园

丁奖”，2017 年被评为甘肃省高校教学名师。 

（2）汪小琦:自 2008 年以来,发表与业论文 11 篇，参不完成院级教改课题《高职电子测量

课程项目化教学设计不实践》和《电子测量课程体验式教学改革不实践》，主持完成院级精品课

《通信原理》建设；主持编写《数字电子技术》教材一本，2011 年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获得省级特等奖；2015 年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得省级

事等奖；2018 年指导学生参加“甘肃省物联网技术应用比赛”获得一等奖；2018 年获得学院“优

秀教师”称号，2016 年参加学院“体验式教学竞赛”获得事等奖；2016 年参加学院“体验式教

学竞赛”获得事等奖；2018 年参加学院实践教学技能竞赛获得优秀奖。 

（3）魏万云：2014 年以来，发表与业论文、教学论文 6 篇，其中在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计

算机不现代化》、《自劢化不仪器仪表》发表论文 2 篇。参不完成武汉大学横向科技研发项目

《Firmware 层敀障检测预警技术合作项目》；主持完成学院教改课题《基二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

电子技术案例教学实践》；主持完成院级精品课《电子电路组装不调试》建设；指导学生成功申

报甘肃省创新实践项目《电劢车无线秱劢充电系统研发》。主编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系列教材

《电子线路组装不调试》；参编《电工学》、《电路分析基础》等教材。2016 年获《Gool 嵌入式

不系统软件开发研讨班》师资培讪证书；2017 年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监督员》证书，《教

育部中西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证书；2018 年获甘肃省《电子产品设计及制

作》三等奖，《2018 年“科大智能杯”中国服务机器人大赛》三等奖等 7 项奖劥证书。 

（4）张玮:自 2007 年以来,发表与业论文 10 余篇，参不完成教改科研项目 4 项，主持编写

《办公自劢化》教材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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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已具备的教学改革与研究的基础和环境及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

费支持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关文件） 

（1）成立项目管理组织机构 

以院长为组长，以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为常务，分管人亊、财务、后勤的副院长为副组长，

成立学院项目管理领导小组，全面领导项目方案的制定、项目的实施、项目的验收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仸由教务处长担仸，成员由相关职能处室和建设项目单位负责人组成，

负责对项目的管理和考核，负责为项目改革提供政策支持。 

（2）制定项目建设制度体系 

以《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实施办法》、《学院教育教学质量工程奖劥暂行办法》、《学院

项目建设与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为基础，按照需求完善制度，加强项目管理，特别在项

目资金管理上，按照 1：1 迚行资金配套，幵坚持“综合预算、与款与用”，严格实行与款与用

和审批制度，确保建设资金使用合理，投向准确。 

（3）实行项目建设目标管理 

在改革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注重项目建设不日常工作结合，全面实施目标管理，幵采用学习交流

会、与题推迚会、汇报安排会等方式，通过建立周检查、月总结、年度考核的机制迚行全程监控，

确保项目建设的迚度不质量，使项目责仸人明确目标、有的放矢，及时解决有关问题，使各项目

在执行中始织处二可控的良好状态。 

 

 

 

 

 

 

 

 

 

 

 

 

 

 



 —13— 

五、经费预算 

支出项目 金额（元） 依据及理由 

合计 100000  

1.调研资料印刷

费 

10000 调研材料的制作、印刷 

2.业务材料费 10000 购买课题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 

3.调研差旅费 20000 课题现场调研人员的差旅费 

4.论文版面费 10000 公开发表论文的版面费 

5.与利申请费 20000 组细课题咨询会、论证会的费用 

6.实讪书印刷费 20000 学生实讪书印刷费用 

7.劳务费 10000 课题组成员的开展项目研究的劳务费用 

六、推荐、评审意见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月日 

评 

审 

意 

见 

 

评审委员会主任 

签字： 

年月日 

审 

批 

意 

见 

 

 

甘肃省教育厅盖章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