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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要求

一、请依据资源库建设基础、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建设方案，

如实填写各项。

二、联合主持单位栏目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如无，请填写

“—”。

三、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用全称，同时

注明缩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四、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

容，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五、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

注明。

六、“适用的专业目录”指教育部颁布的《职业教育专业

目录（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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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建设单位

1-1

项目

第一

主持

单位

单位名称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 10号

法人代表 李科 电话 13142265286 电子邮箱 like@xlgy.com

账户信息

户名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账号 4300 1530 6630 5000 0561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岚园支行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岚园支行

开户行所在省份 湖南 县区 湘潭市岳塘区

单位基本情况（600字以内）：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是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设立的全

日制公办普通高等院校。现有学生 6800人、专兼职教师 500多人，开设机电

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等 14个专业，面向全国 16个省市招生，是一所具

有鲜明新能源特色的理工院校。

学院隶属于湖南省教育厅，是教育部工业机器人项目单位、湖南省两型

示范学校、湖南省“双一流”专业群建设单位、2022年立项湖南楚怡高水平

专业群（A档）2个,学院坚持创新引领、特色办学。紧密对接新能源、先进

制造和数字经济产业，重点推进以光伏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

务等专业为核心的三个特色专业群建设，营造专业高原，打造技能高峰，。

省级师资培训基地、科普基地、新能源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建有特种领域

智能机器人技术与装备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光伏发电系统控制与优化湖南

省工程实验室。学校位于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智造谷”项目打造的中心地

段，坚持立足本地园区、扎根湘潭，与智能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服务湘潭智造谷的发展。学院紧密对接智能制造和新能源产业发展要求和市

场需求，以创新发展为引领，以特色发展为重点主要，面向自动化生产、装

备制造、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等行业，培养适应岗位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是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的摇篮。

学院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重点建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特色

专业群，营造专业高原，打造技能高峰。近年来，学生在制造单元智能化改

造与集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用等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连续获得

团体一等奖，各类技能大赛中获省级以上奖项达100人次，毕业生就业率和就

业质量高，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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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

联合

主持

单位

单位名称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22号

法人代表 陈静彬 电话 0731-82804000 电子邮箱
Dangzhengban0731@16

3.com

单位基本情况（300字以内）：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于 1984年由国家民政部创办，现为湖南省人民政府

与民政部共建的湖南省教育厅直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

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校”建设单位、全国首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

业院校、湖南省首批（8所）卓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单位。2018年，高职

发展智库根据国家教学成果奖、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成绩进行加权赋分，学校综合排名全国第 10位，湖南省第 1位。2019年中

国特色高职院校（CCVC）排行榜发布的声誉影响力，学校排名全国第 5位，

人才培养力，学校排名全国第 11位，均为湖南省第 1位。招生录取分数线已

连续 13年位居全省高职第一，连续 11年超过三本录取分数线。学校已经成为

国家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养基地和湖南省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正朝着创建国家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目标迈进。

1-3
项目

参建

单位

与本

申报

书 9-2
委托

业务

单位

相吻

合，可

加行）

单位名称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单位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路 168号

法人代表 杨斌 电话 0731-82821380 电子邮箱
56004812@qq.co
m

单位基本情况（300字以内）：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是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教育厅主管，依托

湖南开放大学（原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教育资源设立的综合性高等职业院校。

学校数控技术专业群和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群为湖南省楚怡高水平高职专业群

建设单位 A档，学校立足湖南，聚焦数字制造、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面向先

进制造业、数字创意产业、现代农业服务业，培养数控技术、数字媒体技术、

工商企业管理等专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打造智造湖南、数字湖南、强

农湖南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学校有教授 47人，副教授 145人，博士 30

人。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省级教学名师、全国技术能

手 10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个。学生在国家、省级技能竞赛、创新创

业等各类大赛中获得国家级、省级奖项 160余项，学校获湖南省一等奖和优秀

组织单位，获奖数居全省高职院校前列。学生毕业设计抽查合格率和专业技能

抽查合格率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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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江西省萍乡市经济开发区玉湖东路 106号

法人代表 谢志勇 电话
0799-706200

5 电子邮箱 6492089@qq.com

单位名称 扬州市职业大学

单位地址 扬州市邗江区文昌西路 458号

法人代表 罗三桂 电话
0514-876970

78 电子邮箱
645092362@qq.co

m

单位名称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 2号

法人代表 李宇飞 电话 13907334567 电子邮箱 fg1299@163.com

单位名称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单位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凤栖街 296号

法人代表 杨建华 电话
0371-622752

00
电子邮箱

1215898489@qq.c

om

单位名称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 9号院 29号楼金泰富地大厦 210单元

法人代表 夏智武 电话
010-8975516

6 电子邮箱
xiazhiwu@chlrob.

com.cn

单位名称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宁波市象山县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金通路 57号(邮

编:315700)

法人代表 王一鸣 电话 65781609 电子邮箱
ye.yu@ginlong.co

m

单位名称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职教大学城智慧路 1号

法人代表 陈 彬 电话
0731-227770

09
电子邮箱

158364038@qq.co

m

单位名称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文忠路 2600号(230011)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法人代表 孙敬华 电话 64689000 电子邮箱
ajzywz@uta.edu.c

n

单位名称 湖南国防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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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学院路 1号

法人代表 沈进 电话
0731-522609207
31-522609288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湖南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中国长沙高新区麓谷工业园麓松路 609号

法人代表 黄文宝 电话
0731-8823888...

电子邮箱
hnac@cshnac.c

om

单位名称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单位地址 株洲市天元区栗雨街道黑龙江路

法人代表 朱建成 电话

.0731-2849145

电子邮箱
liss3@teg.cn

单位名称 湖南国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板塘街道幸福路 16 号

法人代表 袁茂银 电话 18973290186 电子邮箱 253872876@q
q.com

https://www.cshnac.com/
https://www.cshnac.com/
https://www.cshnac.com/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b7505e23eaa61a0add1ba8c392d37dda&entry=2115
mailto:%20liss3@teg.cn
mailto:%20liss3@teg.cn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63718806-c41622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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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团队

2-1

项目

主持

人 1

姓名 何 瑛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9.04

所在部门
湖南理工职

院
职务 副校长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最终学历 本科 学位 硕士 教学与技术专长
职业教育管

理、机械设计

手机 13973215522 传真 电子邮箱
503904249@

qq.com

通信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10号 邮编 411104

1991.08 至 1997.09 湘潭市整流器。助工，工程师，从事模具设计、非

标设计以及生产调度；

1997.10 至 2006.08 湖南金迪化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机

械主管，设备厂长，从事设备安装、调试与维护；技术改造与革新；设备管

理等方面工作；

2006.09 至 2008.01 湘潭技工学校（现湘潭技师学院）。教师，从事机

械专业方面的教学工作；

2008.02 至今，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副主任，党总支书记、

院长，从事教学、科研、党建、行政等相关工作。

近 5年来，先后主讲《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机械零件设计》、《模

具制造工艺》、《机械设计与应用》、《设备管理》等专业核心课程。指导

了 5届机械专业毕业生的顶岗实习、毕业设计。

主持申报的“政府园区”搭平台，“一企一策”育双师入选教育部首批

全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典型案例；主持申报的教育部《高等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项目：国家级生产性实习实

训基地获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认定为国家级骨干专业；成功入选教育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第二批 1+X 证书试点；负责 2019 年全国高职院校“智

能制造应用技术”骨干教师研修培训；带领团队获评 2019 年湖南省参加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集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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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职发展处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

中心的申报，于 2017 年立项（教职成司函[2017]14 号）；

主持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基础研究）课题:航空面齿轮失油运行寿命预

测及延寿方法研究（项目编号：2015JC3096），2017 年结题；

主要参与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大规格摆线齿锥齿轮切齿算法研究

（项目编号：2015JJ5020），2017 年结题；

主持复杂领域特种机器人控制技术与装备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项目申

报，并于 2017 年 12 月成功立项（湘发改高技[2017]1200 号）；

主持湘潭市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研合作项目：螺旋锥齿轮冷摆碾精确成

型性机理及协同控制研究，2019 年立项，（项目编号：CG-YB20191012

2-1

项目

主持

人 2

姓名 徐立娟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0.1

所在部门
电子信息工

程学院
职务 副院长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最终学历 本科 学位 硕士
教学与技术专

长 自动化技术

手机 13487311177 传真 电子邮箱
306400605@q

q.com

通信地址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学院 邮编 410004

教育经历：

1988 年 9 月-1992 年 7 月，兰州铁道学院（现兰州交通大学）工业电气

自动化专业学习，获得学士学位。

2003 年-2008 年，中南大学控制工程专业学习，获得工程硕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92 年 8 月-2006 年 8 月，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电气系担任专任教师。

2006 年 9 月至今，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担任专任教

师、教研室主任、副院长。

2022 年 9 月-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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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来承担的教学任务、教学研究（300 字以内）：

近 5年来，承担《变频技术及应用》、《触摸屏编程技术》《电力电子

设备的安装与调试》等课程教学任务。

开展的教学研究：主持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以就业为

导向的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分层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研究成果《以

就业为导向的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分层教学模式改革探索实践》2017 年

获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17-2020 年，引进德国职业标

准和德国职教模式，将德国职教模式本土化，形成“项目贯穿、行动导向、

多元评价”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在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

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中推广。

近 5年来承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300 字以内）：

2019 年主持穿戴式手功能康复软体机器人研究，参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的“床椅一体化机器人”研制，2020 年参与“自然环境下柑橘采摘机器人视

觉定位研究”。

2-1

项目

主持

人 3

姓名 聂艳平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3 年 2月

所在部门
智能制造学

院
职务 副院长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最终学历 本科 学位 学士
教学与技术

专长
智能制造

手机
1302731285

9
传真 电子邮箱

56004812@qq.co
m

通信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首园路 168号 邮编 410004

曾任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专任教师、教工支部书记等职

现任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



－10－

主要承担数控编程、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等课程的教学，承担学院数

控技术专业群建设获湖南省楚怡高水平高职专业群建设单位 A档立项，

主持教育部数控领域数控加工技术“1+X”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制定、主持数控

技术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获湖南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人

培养方案优秀。获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赛项中获教师

组一等奖;获全省技能竞赛、教学能力大赛等竞赛-奖 3项、二等奖 2项，指

导学生获国赛一等奖 3项、二等奖一项，省赛二等奖以上 13 项，获湖南省职

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3项。

主持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理论考试系统开发项

目、湖南省第一届技能竞赛长沙市代表队集训等项目。承担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首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技术培训、数控车铣加工职业技能等级标

准制定及师资培训、中职增材制造技术专业课赛融合与技能训练国培项目等

师资和企业员工培训工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及软件著作登记 8项，为

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创造经济效益 100 余万元;发表论文 10 余篇，其中 CSCD

期刊论文 2篇。副主编《数控车铣加工实操培训教程》教材。

2-2

项目

执行

负责

人

姓名 王建春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09

所在部门
智能制造学

院
职务

党总支书

记、副院

长（主持

工作）

专业技术职务
高级工程师、/

副教授

手机 13975228324 传真 电子邮箱
1289480946
@qq.com

通信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去河东道 10号 邮编 411104

QQ号码 1289480946 微信号码 wjc740914

工作简历：

1998.08-2001.01 在湖南江滨机器集团通用活塞分厂任技术员。

2001.02-2005.08 湖南江滨机器集团公司齿轮油泵分厂任车间技术员、

产品设计与工艺设计工程师

2005.09-2016.02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湖南江滨富华机油泵有限责任公司

任技术副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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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018.08.30 在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从事机械、

风电教学科研工作风力发电专业带头人。

2018.09.01-2019.02.26 在湖南理工职业职业技术新能源学院从事风力

发电教学科研工作，风力发电专业带头人。

2019.02.27-2020.08.30 为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学院教学副院

长兼风力发电专业带头人。

2020年 9月 1日至 2023.3.23任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学院教学

副院长

2023.3.24 至今任智能制造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主持工作）

承担的主要工作或项目：

1、作为核心人员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参与省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2021年 4月27

湖南省职业教育“双师型”名师工作室--光伏发电系统控制与优化项目建设。

2、主持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 “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立

项课题。课题名称：《“1+X”证书在一流专业群建设中的应用探索与研究》

3、主持 2020 年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活页式职业教育教

材范式研究》 项目编号：ZJGB2020424

4、主持湖南理工职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风电系统的安装与调

试基础》教材改革与实践

2-3

项目

财务

负责

人

姓名 罗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3年 3月

所在部门
湖南理工职

业技术学院
职务

财务处副处

长

专业技术
职务 助教

手机
1507495623

4
传真

0731525542

02
电子邮箱

547998082@qq.

com

通信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河东大道 10号 邮编 411104

QQ号码 547998082 微信号码 15074956234

工作简历及近 5年来承担的主要工作或项目（500字以内）

2015年 6月至 2019年 4月任财务处干事，2019年 4月至 2021年 12月

任国资处资产管理科科长，2022年 1月至 2023年 2月任财务处副处长，2023

年 2月至今任财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职务。

2-4

子项

姓名 徐立娟 性别 女
专业

（最终学历）
本科

所在部门 电子信息 职务 二级学院 专业技术 副教授



－12－

目负

责人

（每单

位 1

人。与

本申报

书 9-2

委托业

务单位

相吻

合，可

加行）

工程学院 院长 职务

手机
134873111

772
传真 电子邮箱

30640060
5@qq
come

通信地址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学院 邮编 410004

姓名 聂艳萍 性别 男
专业

（最终学历）
研究生

所在部门 智能制造学院 职务 副院长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手机 13027312859 传真 电子邮箱
56004812
@qq.com

通信地址 长沙市天心心区青园路 168号 邮编 410004

姓名 蒋逢灵 性别 男
专业

（最终学历）
研究生

所在部门

湖南铁路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供电学院

职务
专业负责

人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手机 18573358031 传真 电子邮箱
158364038
@qq.com

通信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职教大学城智

慧路 1号
邮编 412006

姓名 向程谕 性别 男
专业

（最终学历）
硕士

所在部门
湖南电气职业

技术学院
职务

电梯学院

专业负责

人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手机 15367147879 传真 电子邮箱
1055468528
@qq.com

通信地址 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 2号 邮编 411110

姓名 常 辉 性别 男
专业

（最终学历）
大学

所在部门
安徽职院机电

工程学院
职务

教研室主

任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手机 13309691959 传真 电子邮箱
117948952
@QQ.com

通信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 2600号安徽

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邮编 230011

姓名 周爱国 性别 男
专业

（最终学历）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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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部门 教务处 职务 副处长
专业技术

职务
电气工程

手机 17377836917 传真 电子邮箱
117948952
@QQ.com

通信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学院路

1号
邮编 411207

姓名 杨喆 性别 女
专业

（最终学历）
硕士

所在部门 人力资源部 职务 人事经理
专业技术

职务
高级人力师

手机 18773185186 传真 电子邮箱
hnac@cshnac.c

O1ne

通信地址
中国长沙高新区麓谷工业园麓松路

609 号
邮编 411110

姓名 姚海斌 性别 男
专业

（最终学历）
硕士

所在部门 智能制造学院 职务 院长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手机 13815823121 传真 电子邮箱
645092362
@qq.com

通信地址 扬州市邢江区文昌西路 458 号 邮编 410126

姓名 郭维昭 性别 男
专业

（最终学历）
硕士

所在部门 机械工程学院 职务
专业负责

人

专业技术

职务
教授

手机 13707996819 传真 电子邮箱
1219747970
@qq.com

通信地址
江西省萍乡市经济开发区玉湖东路

106号
邮编 337000

姓名 高晓艳 性别 女
专业

（最终学历）
电气工程

所在部门 行政部 职务 总经理
专业技术

职务
高级工程师

手机 18973290186 传真 电子邮箱
Lmuwyc
@139.com

通信地址
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板塘街道幸福

路 16号
邮编 4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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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课程负

责人

（可加

行）

姓名
所在单位

及部门
性别 年龄 职务

专业技

术职务

负责课

程名称
备注

于琦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男 40 教师 副教授

液压与

气动技

术

http://mooc1.ch

aoxing.com/cour

se/201774149.ht

ml

颜爱

平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女 53 教师 副教授
机械基

础

http://www.xuey

inonline.com/de

tail/204460516

周迎

春

南理工职业技

术学院智能制

造学院

女 51 教师 教授
电工电

子技术

http://mooc1.ch

aoxing.com/cour

se/201774073.ht

ml

肖慧

慧

南理工职业技

术学院智能制

造学院

女 36

二级学

院副院

长

副教授

电机与

电气控

制技术

http://mooc1.ch

aoxing.com/cour

se/203754265.ht

ml

吴爱

华

南理工职业技

术学院智能制

造学院

男 38 教师 讲师

零件的

手动加

工

https://mooc1-1

.chaoxing.com/c

ourse/203719208

.html

廖薇

南理工职业技

术学院智能制

造学院

女 29 教师 讲师

电气设

计

EPLAN

https://mooc1-1

.chaoxing.com/c

ourse/206182296

.html

胡盼

南理工职业技

术学院智能制

造学院

男 26 教师 助教

传感器

应用技

术

https://mooc1-1

.chaoxing.com/c

ourse-ans/cours

eportal/2229366

51.html

田拥

军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男 48 教师 教授

《单片

机应用

技术》

http://mooc1.ch

aoxing.com/cour

se/201771377.ht

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74149.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74149.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74149.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74149.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4460516.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4460516.html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4460516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4460516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4460516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7407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7407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7407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7407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375426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375426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375426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3754265.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3719208.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3719208.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3719208.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3719208.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6182296.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6182296.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6182296.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6182296.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ans/courseportal/222936651.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ans/courseportal/222936651.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ans/courseportal/222936651.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ans/courseportal/222936651.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ans/courseportal/222936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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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丽

南理工职业技

术学院智能制

造学院

女 37 教师 讲师
机械制

图

https://mooc1-1

.chaoxing.com/c

ourse/220290742

.html

曾小

波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男 41 副院长 副教授

工业机

器人操

作与编

程技术

http://mooc1.ch

aoxing.com/cour

se/205250668.ht

ml

杨益

梅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女 51 副院长 教授

公差配

合与技

术测量

https://www.xue

yinonline.com/d

etail/232728880

向云

南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女 37 教师 副教授

数控机

床与加

工技术

https://www.xue

yinonline.com/d

etail/232434074

刘炳

良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男 56 教师 教授

PLC 应

用技术

基础

https://www.xue

yinonline.com/d

etail/216980216

朱琴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女 40 教师 讲师

电工操

作与工

艺实施

http://mooc1.ch

aoxing.com/cour

se/201939263.ht

ml

丁佳

慧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男 39 教师 高工
供配电

技术

http://mooc1.ch

aoxing.com/cour

se/203557485.ht

ml

姜鹏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男 32 教师 讲师

工业机

器人工

作站系

统集成

https://mooc1-1

.chaoxing.com/c

ourse/213886102

.html

刘立

薇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女 33 教师 讲师

机械产

品数字

化建模

https://mooc1-1

.chaoxing.com/c

ourse/201799020

.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20290742.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20290742.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20290742.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20290742.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250668.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250668.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250668.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250668.html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32728880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32728880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32728880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32434074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32434074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32434074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16980216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16980216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16980216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93926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93926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93926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939263.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355748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355748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355748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3557485.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86102.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86102.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86102.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86102.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1799020.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1799020.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1799020.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1799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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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晖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女 28 教师 讲师
机床夹

具设计

https://mooc1-1

.chaoxing.com/c

ourse/206437222

.html

田拥

军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男 48 教师 教授
模拟电

子技术

http://www.xuey

inonline.com/de

tail/203492407

陶肖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女 32 教师 副教授

智能制

造生产

线安装

及调试

技术

https://mooc1-1

.chaoxing.com/c

ourse/213884020

.html

何瑛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
女 53 副校长 教授

先进制

造技术

https://mooc1-1

.chaoxing.com/c

ourse/213833364

.html

唐黄

正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电子

信息工程学院

男 32

工业机

器人技

术系骨

干教师

讲师

工业机

器人应

用系统

三维建

模

https://zjy2.ic

ve.com.cn/desig

n/process/edit.

html?courseOpen

Id=kxiaqrzldetw

qdabk1a

陈杰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电子

信息工程学院

男 35 实验员 实验师
机器视

觉

http://zjy2-icv

e-com-cn-s.mysw

.csmzxy.edu.cn:

8118/design/pro

cess/edit.html?

courseOpenId=k9

rcaqymeipnuvfgz

mdf2a

杨述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电子

信息工程学院

男 34
骨干教

师
讲师

工业机

器人离

线编程

与仿真

https://zjy2.icv

e.com.cn/teacher

/mainCourse/cour

seHome.html?cour

seOpenId=vniwaqy

rlovhy6deyc2g

向程

谕

湖南电气职业

技术学院电梯

学院

男 37 教师 副教授

继电器

控制系

统分析

及装调

https://www.xue

yinonline.com/d

etail/227834629

陈揆

能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男 34 教师 副教授

《组态

技术及

应用》

http://mooc1.cha

oxing.com/course

/211341910.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6437222.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6437222.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6437222.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6437222.html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3492407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3492407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3492407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84020.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84020.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84020.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84020.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33364.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33364.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33364.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13833364.html
https://zjy2.icve.com.cn/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xiaqrzldetwqdabk1a
https://zjy2.icve.com.cn/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xiaqrzldetwqdabk1a
https://zjy2.icve.com.cn/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xiaqrzldetwqdabk1a
https://zjy2.icve.com.cn/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xiaqrzldetwqdabk1a
https://zjy2.icve.com.cn/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xiaqrzldetwqdabk1a
https://zjy2.icve.com.cn/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xiaqrzldetwqdabk1a
http://zjy2-icve-com-cn-s.mysw.csmzxy.edu.cn:8118/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9rcaqymeipnuvfgzmdf2a
http://zjy2-icve-com-cn-s.mysw.csmzxy.edu.cn:8118/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9rcaqymeipnuvfgzmdf2a
http://zjy2-icve-com-cn-s.mysw.csmzxy.edu.cn:8118/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9rcaqymeipnuvfgzmdf2a
http://zjy2-icve-com-cn-s.mysw.csmzxy.edu.cn:8118/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9rcaqymeipnuvfgzmdf2a
http://zjy2-icve-com-cn-s.mysw.csmzxy.edu.cn:8118/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9rcaqymeipnuvfgzmdf2a
http://zjy2-icve-com-cn-s.mysw.csmzxy.edu.cn:8118/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9rcaqymeipnuvfgzmdf2a
http://zjy2-icve-com-cn-s.mysw.csmzxy.edu.cn:8118/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9rcaqymeipnuvfgzmdf2a
http://zjy2-icve-com-cn-s.mysw.csmzxy.edu.cn:8118/design/process/edit.html?courseOpenId=k9rcaqymeipnuvfgzmdf2a
https://zjy2.icve.com.cn/teacher/mainCourse/courseHome.html?courseOpenId=vniwaqyrlovhy6deyc2g
https://zjy2.icve.com.cn/teacher/mainCourse/courseHome.html?courseOpenId=vniwaqyrlovhy6deyc2g
https://zjy2.icve.com.cn/teacher/mainCourse/courseHome.html?courseOpenId=vniwaqyrlovhy6deyc2g
https://zjy2.icve.com.cn/teacher/mainCourse/courseHome.html?courseOpenId=vniwaqyrlovhy6deyc2g
https://zjy2.icve.com.cn/teacher/mainCourse/courseHome.html?courseOpenId=vniwaqyrlovhy6deyc2g
https://zjy2.icve.com.cn/teacher/mainCourse/courseHome.html?courseOpenId=vniwaqyrlovhy6deyc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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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首席

顾问

姓名 刘 浪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8.8

所在

单位

北京华航唯

实机器人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职务 副总经理
专业技术

职务
产品总监

手机
1891152359

8
传真 010-89755166 电子邮箱

liulang@chlro

b.com

通信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科创十街 10 号，恺

王.共和商务花园 2号楼 A座 209
邮编 10017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博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博士后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研究领域：超精密柔性轴承，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工业机器人职

业教学，机器人打磨抛光柔性系统，智能制造数字化无人工厂，数字孪生与

虚拟调试系统，智能物流规划与应用。

学术成果：发表 SCI 论文 2 篇，EI 论文 2篇，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

型专利 18 项，外观专利 12 项。

2-7
项目

建设

指导

小组

（可

加行）

姓名
所在单位及

部门
职务 性别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专业领域 备注

李科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
校长 男 50 教授

教育教学管

理、商务管理

周金玉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
副校长 男 54 高工 应用数学

陈静彬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校长 女 46 教授 教育教学管理

唐春霞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副校长 女 50 教授

复杂工业过程

建模与优化、

高校教学管理

许孔联
湖南网络工程

职业学院

智能制

造学院

院长

男 42 教授 机械工程

何智勇
北京华航唯实

机器人科技股

技术总

监
男 43

高级工程

师

工业机器人集

成应用技术
企业

mailto:liulang@chlrob.com
mailto:liulang@chlro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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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2-8
其他

人员

（可

加行）

姓 名
所在单位及

部门
职务 性别 年龄

专业技

术职务
专业领域 备注

肖慧慧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教学副

院长
女 41 副教授 电气自动化

周迎春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专业负

责人
女 51 教授 机电一体化

刘石磊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专业负

责人
男 38 讲师 工程测量

胡建强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专业负

责人
男 43 副教授 机械工程

陶肖

湖南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

专业负

责人
女 34 副教授 电气工程

雷翔霄
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电子信

息学院

院长

男 46 教授 电气工程技术

2-9
团队

优势

与特

点

一、合作院校实力雄厚

主持单位联合长沙民政技术学院、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等10所高职院

校及5家与专业群紧密合作的企业。其中，有4家国家级示范建设院校，1个示

范建设骨干高职院校；国家示范特色专业53个，省级示范特色专业51个；建

有106门国家精品课程，其中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数控专业相关课程17

门，建有220门省级精品课程，其中机电一体化专业相关课程39门；共获得国

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4项，二等奖8项。

各合作院校办学力量雄厚，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成果显著。分布于全国

各地区，布点规划合理，地理辐射面广，汇集国内优势资源，有利于资源库

的推广应用。

二、团队人员经验丰富技术先进

合作院校共建有国家级教学团队9个，省级教学团队17个，拥有国家级教

学名师4人，省级教学名师17人，具有先进的高职教育教学理念、丰富的工学

结合课程和教学资源开发经验、深厚的职业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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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企业人员全部具有机电产品生产与制造、电气工程、数控机床应用

编程、维护、维修等实际工作经验,能为构建专业群资源库提供了最先进的专

业技术支持；具有行业代表性和权威性。

三、合作企业行业知名

以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联合申报企业，是机电类、智能制造装

备生产制造行业的排头兵。华航唯实公司是世界最大的专业生产工厂自动化

设备和机器人的综合制造商，湖南华自科技股份公司是目前省内机电产品设

计、储能、电力、智能装备生产最具备实力的大型上市企业，项目负责人杨

喆作为企业专家，参与教育部2018-2020年高职院校国家级精品课程评审，作

为企业负责人参与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机电类、数控类资源库项目建设。

锦浪科技目前是全球三大逆变器生产商，与华为公司并称中国新能源产品领

域、机电制造与安装领域的两架马车，其影响力和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在

业界是享有美誉的。

四、校企攻坚、共享共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采取由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牵头，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与湖南网络工程职院联合建设，由全国其他7所高职院校及国内5家知名企业参与建设，

实行资源主建、资源共建、资源共享、资源共用。

http://www.teiji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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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基础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开设于 1978 建校之时，工业机器人技术

专业开设于 2016 年，有着深厚的专业底蕴，为湘潭及湖南的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是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骨干专业，教育部首批

供需对接就业育人机电一体化专业群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教育部第三批现代

学徒制试点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是湖南省一流特色专业群，2022 年获湖南省

楚怡高水平高职专业群建设单位 A 档立项；建有国家级新能源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省级机电一体化技术教学团队，湖南省首批认定的职业教育“双

师型”名师工作室。专业群以学院本部为核心，立足周边经济园区，将专业建在产业

链上，在湖南省内首创将学点建在经济开发园区内，在中国动力谷开办动力谷分院，

在湘潭经开区开办九华分院，在湘潭高新区建设“京东无人机（湘潭）飞行服务中心”，

形成了校、地、园、企协同育人新模式，培养园区企业紧缺人才。

校、地、园、企协同育人模式成效显著，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获批教育部第三批

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校地企协同育人现代学徒制‘理工职院模式’创新与实践”

获湖南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产教融合项目入选湖南省第

三批制造强省专项资金奖励类项目，“九华分院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典型案例

入选职业教育改革的湖南样本，“对接优势产业链、校企合作育人才”产教融合示范

项目入选省职业教育优秀案例，“创新实践德国‘双元制’精准服务园区产业发展”

获湘潭市管理创新奖。

一、对接职业标准建成了功能齐全的校内实训基地

专业实训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学院财务处、国资处等职能部门积极配合专业建

设，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和政策保障。学校先后投入 1863

万元建成了 14 个产学研融合实验室，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的人才培养奠定了一

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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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实训室建设情况汇总表

序号 教学设备名称
设备数量台

(件)
购入时间 总价（万元）

1 机电控制与 PLC 实验室 40 2021 年 3 月 200

2 工业机器人机械认知工作站 2 2017 年 6 月 15

3 电气自动化电气认知工作站 2 2017 年 6 月 15

4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平台
8 2018 年 7 月 264

4 2019年 10月 132

5 机电技术应用系统 1 2017 年 3 月 58

6 工业设计仿真实验室 60 2017 年 6 月 96

7 机器人综合应用平台 2 2018年 11月 130

8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

技术实训室
3 2019 年 3 月 210

9 飞行机器人应用平台 10 2019 年 3 月 50

10 无人机装配实验室 50 2018 年 7 月 100

11 机电设备安装于调试实验室 40 2020 年 7 月 100

12 机械制造工厂 50 2020 年 11 300

13
CAD 设计与三 D打印（增材

制造实验室）
10 2021 年 6 月 100

14 电机电气实训系统设备 2 2017 年 6 月 93

合计 1863

二、校企合作开发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项目建设牵头单位联合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湖南国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共同开发了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相关的培训课程 30门，

主要有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电工电子技术、PLC 控制技术、机械基础、数控机床与

加工技术、液压与气动技术、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技术等，开发了教学视频资源 180

多个，涵盖了部分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的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和拓展课程，同时也

开发了实训课程、技能竞赛相关课程、以及师资培训课程。课程访问量累计达到 7000

多次。

学校推进优质空间课程建设，鼓励各专业建设网络优质空间共享课程。机电一体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4460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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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专业群专业教师联合企业专家共同开发了 12 门空间优质课程，完成了每门课

程的课程标准开发，制作课件 300 多个，微课资源 200 多个，拍摄视频 300 多个，收

集企业实际生产案例 100 多个；收集了自动化生产标准、工艺流程信息 50 多个；校

企合作开发已出版或正在出版的校本教材 14 部。

表 3-2 出版的部分教材列表

表 3-3 校企合作制定的课程标准列表

序号 名 称 合作企业 制定时间

1 《零件手动加工》课程标准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06

2 《数控编程与操作》课程标准 舍弗勒（湘潭）有限公司 201606

3 《气液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课程标准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06

4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标准 莱茵科斯特有限公司 201803

5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课程标准 湖南国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01803

6 《变频器应用与维护》课程标准 湖南国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01803

7 《EPLAN 电气设计基础》课程标准 莱茵科斯特有限公司 201803

8 《PLC 基础及应用》课程标准 莱茵科斯特有限公司 201803

9 《简单机电项目实践》课程标准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03

10 《伺服控制系统应用》课程标准 莱茵科斯特有限公司 201803

序号 项目/教材名称 项目/教材类型 批准单位 批准时间

1
电工电子技术与

技能训练

新世纪全国职业院校机械与机

电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01

2
机械制造工程训

练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707

3 电气控制与 PLC
全国高等院校“十三五”规划

教材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07

4 机械制图 高等院校教育规划教材 河北大学出版 201506

5 机械制图习题集 高等院校教育规划教材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506

6
互换性与技术测

量
高等院校教育规划教材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5

7 新能源应用技术
“中国制造 2025”新技术应用

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08

8 机械制造工艺学 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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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建设主要成果一览表

序号 标志性成果 立项/获奖时间 成果等级 授予单位

1

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三站互动分段轮换”机电一体化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2018 年 国家级 教育部

2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

（2015—2018 年）：省生产性实习实

训基地认定为国家级生产性实习实训

基地

2019 年 国家级 教育部

3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

（2015—2018 年）：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认定为国家级骨干专业

2019 年 国家级 教育部

4 第二批 1+X 证书试点单位 2019 年 国家级 教育部

5

“政府园区”搭平台，“一企一策”

育双师入选首批全国职业院校“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典型案例

2020 年 国家级 教育部

6
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智能

制造专业群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建设
2022 年 国家级 教育部

7
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一流特色专业

群：新能源装备制造专业群
2018 年 省级

湖南省

教育厅

8

产教融合开放办学积极探索现代职业

教育发展新模式——湖南理工职业技

术学院动力谷分院改革试点立项湖南

省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2018 年 省级
湖南省

教育厅

9
湖南省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三等

奖
2018 年 省级

湖南省

教育厅

10

“对接优势产业链、校企合作育人才”

产教融合示范项目入选省职业教育优

秀案例

2020 年 省级
湖南省

教育厅

11

“九华分院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

作”典型案例入选职业教育改革的湖

南样本

2021 年 省级
湖南省

教育厅

12

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产教融合项目

入选湖南省第三批制造强省专项资金

（奖励类项目）

2021 年 省级
湖南省

工信厅

13

校地企协同育人的现代学徒制“理工

职院模式"创新与实践获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2022 年 省级
湖南省

教育厅

14

基于职业教育类型的“六位一体”立

德树人模式研究与实践获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2022 年 省级
湖南省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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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校企合作编写的校本教材列表

序号 教材名称 合作企业 制定时间

1 零件手动加工 舍弗勒（湘潭）有限公司 201606

2 气液系统安装与调试 舍弗勒（湘潭）有限公司 201606

3 电工电子安装与调试 莱茵科斯特有限公司 201606

4 变频器应用与维护 湖南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03

5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 莱茵科斯特有限公司 201803

6 电气系统安装与调试 莱茵科斯特有限公司 201803

7 EPLAN 电气设计基础 莱茵科斯特有限公司 202003

8 PLC 基础及应用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

9 简单机电项目实践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08

10 伺服控制系统应用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08

三、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近几年来，专业群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国赛、省赛奖项 50项，

其中获国家一等奖 2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6 项，获省级一等奖 13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16项。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在全省院校

排名前十。教师指导学生在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中获优胜奖。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与企业合作开办订单班 3个，学生企业技术认证年平均通

过率达 97%，其中取得中级以上认证的达 22%；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共同培养毕业学生人数 60 人。与德国莱茵科斯特（株洲）有

限公司合作开展双元制人才培训，共同培养学生人数 60 人。学生对教学平均满意度

达 90%以上，毕业生年终就业率稳定在 90%左右，为湘潭、株洲园区输送技术技能毕

业生近 200 名。

四、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近年来，承担省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省本级新能源应用技术”1

项、承担全国高职院校“智能制造应用技术”骨干教师研修培训项目 2项，面向湘潭

市中小企业开展了“中小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职业及技能培训”项目 1项，面向全国职

业院校、技工院校开展“德国双元制行为导向教学法培训”项目 1项。何瑛、于琦两

位机电教师团队成员被湘潭市聘为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经济

工作、服务产业，承接了平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科技攻关项目。近年来，为企业提

供技术服务 10 项；先后在全国职成教年度工作会、全省产教融合推进会等场合做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经验推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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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思路

基于工作过程，按照由简入繁的原则将专业课程重新序化；以知识点为基础，按

照模块、课程构建知识树；以积件(知识点或技能点)为单位建设颗粒化“4库”资源；

围绕立德树人、职业成长、能力提升建设“2馆”拓展模块，满足不同对象、不同层

次的学习者要求，满足产业发展、用户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利用超星平台，融入企

业的技术标准、操作规程、企业案例、现代学徒制管理模式等资源，面向全国同类专

业和相关行业企业开放教学资源，满足院校师生、企业员工随时随地利用电脑或手机

登录平台学习和下载资源自主学习，形成“系统论证、多方联动、整合资源、优化服

务、持续更新”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共享教学资源库。

一、系统论证，科学规划资源库方案

联合资源库共建的学校和企业，对资源库的建设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在平台设

置动态调研模块，依据智能制造行业国家专业建设标准，结合调研情况，在专家的指

导下科学论证与规划资源库建设方案，从“导学、督学、助学”等角度满足学生、企

业员工、社会人员的系统化、个性化学习需求。利用资源库丰富的各类资源，结合互

联网和手机、电脑等数字化终端开展多渠道、全方位的资源利用模式，全面覆盖学习

者各个学习环节。

二、多方联动，构建三级资源入库评审机制

为提高入库资源的质量，对各参建单位资源提供者提供的资源进行评审，建立由

各院校专业带头人、专家、系统管理员组成的三级审核机制。首先由专业带头人对资

源提供者提供的资源格式、规范、内容的准确性进行初审；聘请北京华航唯实首席专

家刘浪、何智勇担任资源库建设专家，负责初审通过后,对其科学性、便捷性、适应性

和延伸性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由超星平台技术人员和学校信息技术管理人员组成

的团队对资源的编目情况进行审核，确保资源易于检索、方便利用，审核通过后进入

资源库上线。

三、整合资源，实现资源优质创新

充分利用各参建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以及企业、行业的项目、案例、生产实际

等资源，依据不同学习者在专业学习与职业成长的不同时期的需求，对资源进行分类

构建。遵循国内外资源开发标准并参考教育部发布的各类信息化建设和资源建设标

准，从内容建设、实时运行环境两个方面构建教学资源，确保资源的“有序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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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存储”、“检索引用”，确保资源科学性、先进性、准确性。

四、优化服务，确保资源的高效使用

利用超星尔雅的资源建设平台以及参建院校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采用集中式服

务、分布式部署等方式，建设公共资源库；运用先进的教育技术理念，整合开发基于

云技术的多终端数字化教学空间；支持碎片化、个性化学习，支持移动学习与协作学

习，满足上万人同时在线，最大限度提升资源库的利用率。建立基于资源库学习校际

学分互认制度，带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发挥资源库最大功效，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五、持续更新，促进资源库持续发展

建立资源库推广应用中心，收集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及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等，

通过整理分析及时调整与改进。积极探索建立资源库运营持续更新机制，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激发资源建设者的积极性，确保资源库年更新量不少于 10%。借助超星平台，

对资源利用状况进行实时监控，自动统计、分析利用情况，定期生成监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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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设规划

一、聚焦力量，集中建设

2023 年-2025 年，聚焦共建院校、企业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进行资源库集中建设，

完成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的 总体构架模式为“4 库+2 馆”，以项目为单元

构建“4库”资源：行业动态库、课程资源库、技能培训库、成果展示库；倾力打造

“2 馆”，即机器人科普馆和无人机科普馆，资源类型多样化、知识体系涵盖资源库

五大专业，完成网络平台建设，实现“导学”、“督学”、“助学”三大功能。各参

建单位建设课程建设任务分工如表 5-1 所示。

表 5-1 课程建设任务分工表

序

号
联盟建设单位 参与形式 任务分工

1
湖南理工职业技

术学院
第一主持单位

负责《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技术》、《PLC 控

制技术》、《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集成》、《电

气设计 EPLAN》、《模拟电子技术》、《机械基

础》、《电工技术》、《数控机床与加工技术》、

《液压与气动技术》、《供配电技术》、《先进

制造技术》、《智能制造生产线安装及调试技术》、

《公差与配合》等 22 门课程建设、资源更新与

平台推广应用

2
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
联合主持单位

负责《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维建模》、《机器

视觉》、《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课程

资源建设、资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3
湖南网络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联合主持单位

负责《数控机床与加工技术》课程资源建设、资

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4
湖南电气职业技

术技术学院
联合参建院校

《继电器控制系统分析及装调》，《可编程控制

技术及应用》课程建设、推广、应用

5
湖南华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联合参建企业

教学设备/培训/资源建设与推广应用/实训基地

建设/订单培养

6
湖南国防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联合参建院校 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资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7
安徽职业技术学

院
联合参建院校 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资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8
江西工业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
联合参建院校 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资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9 扬州市职业大学 联合参建院校 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资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10
郑州电力高等专

科学校
联合参建院校 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资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11
湖南铁路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
联合参建院校 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资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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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服务，推广应用

在资源库的集中建设完成后，建设资源库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资源库管理与运

营团队，开展资源库的应用推广。一是在联建学校推广应用，并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

完善；二是在联建企业推广应用，把资源库的网络课程作为企业员工在岗培训的一部

分，并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三是全省兄弟院校推广应用，通过前面的联建学校

与联建企业应用与改进，形成成熟的资源库，向全省中高职院校以及相关行业企业推

广应用，形成教育品牌。

三、不断改进，持续更新

为使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可持续发展，按照共建共享、边建边用的原则，创建资源

库平台运行管理和更新维护机制，确保教学资源持续更新满足教学需求和新技术发展

的需要，每年更新比例不低于 10%。

12
湖南华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联盟参建企业 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资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13

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风电事业部

联盟参建企业 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资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14
湖南国奥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
联盟参建企业 参与课程资源建设资源更新与平台推广应用

15

北京华航唯实机

器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联盟参建企业
顶岗实习/就业/课程开发/资源建设与推广应用

/订单培养

16
锦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联盟参建企业

顶岗实习/就业/课程标准开发/资源建设与推广

应用/订单培养

17

江苏汇博机器人

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支持企业
顶岗实习/就业/课程标准开发/资源建设与推广

应用

18 机械工业出版社 支持企业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19 超星公司 支持企业 开发资源库平台、资源库平台维护

20

全国机械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

支持企业行业

协会
咨询//政策指导/资源建设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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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设内容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遵循“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颗粒化资源”的

建设思路，系统设计并构建 4库“行业动态库、课程资源库、技能培训库、成果展示

库；精心打造“2馆”，即机器人科普馆和无人机科普馆体系。资源库建设过程中，

每个库采取专人负责、专人管理，按照专业团队划分任务，定期上传和检查资源情况，

资源上传按每个库的细分模块、类型归类集合，资源数在 7000-10000 余条，每个库

资源按照素材、积件、模块和课程等不同层次教学资源进行建设，适度增加拓展模块，

拓展模块按照培训、能学辅教、交流、服务等功能设计。

一、行业动态库

通过校企业合作的方式，汇集行业领先企业的企业信息、职业岗位、行业企业规

范等，为学校学生、同业单位在岗员工或其他学习者的专业知识更新、专业技能提高

提供全面的企业学习资源，此资源库主要由企业信息、职业岗位、行业企业规范等所

组成。

资源库建设过程中，联合各地的行业代表性企业共建行业动态库，主要合作企业

有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湖南国奥电力设备有限

公司公司等。

（1）企业信息

建设合作企业信息专栏，链接合作企业地址，及时了解企业最新动态。从技术应

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出发，收集整理机电一体化专业群相关的最新技术和工艺资源，

主要介绍机电一体化技术国际国内研究应用的前沿技术，如MEMS(微机电系统)、最

新的检测传感技术等，拓展学习者的专业视野，把握专业发展的前沿，为学习者的职

业迁移做好一定的知识和技术的储备。

（2）职业岗位

收集整理装备制造行业企业最新发布的岗位信息，了解岗位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数量。深入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岗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要求，培养的学员需掌握哪些

关键核心技能，需达到的能力水平。对照企业岗位要求，及时调整课程建设资源。

（3）行业企业规范



－30－

校企合作的方式，将国内外机电一体化技术设备生产和应用企业的生产标准、

使用标准、操作规范等组成相应行业企业标准集合，为行业内相关企业的从业人员或

其他学习者掌握严谨科学的规范，提供学习的途径和资源。

二、课程资源库

（1）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本专业群教学资源库包括群内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工业机器

人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五个专业的课程资源，每个专业的课程由

专业基础能力、专业核心能力、专业拓展能力 3个能力层次所构成，按照素材—积件

—模块—课程四个方面分层建设完成标准化课程建设。如图 5-1工业机器人专业课程

所示，其他专业均按照此模式完成各专业课程建设。

课程资源库在继续完善 16门课程的基础上，建设其余的 10门专业课程，共计 26

门专业标准化课程。重点建设的 26门课程分别为:《液压与气动技术》（完善）、《机

械基础》（完善）、《电工电子技术》（完善）、《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完善）、

《单片机应用技术》（完善）、《零件手动加工》（完善）、《电气设计 EPLAN》

（新建）、《传感器应用技术》（新建）、《PLC应用技术基础》（完善）、《机械

制图》（完善）、《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技术》（完善）、《公差与配合》（完善）、

《数控机床与加工技术》（完善）、《电工操作与工艺实施》（完善）、《供配电技

术》（完善）、《工业机器人工作站系统集成》（新建）、《机械产品数字化建模》

（新建）、《机床夹具设计》（新建）、《模拟电子技术》（完善）、《智能制造生

产线安装及调试技术》（新建）、《组态技术及应用》（新建）、《先进制造技术》

（新建）、《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维建模》（完善）、《机器视觉》（新建）、《工

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完善）、《继电器控制系统分析及装调》（新建）。

每门课程都包含完整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试题超过 300个,课程资源包括课程

标准、课程设计、课程说课、教学设计、学习指南、教案、教学视频、课件、教材、

试题等,搭建大量个性化课程。微课中心重点选取典型工作任务或重点技能训练模块,

在已建 200节微课的基础上,再建设 200节微课,如表 5-2和表 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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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资源库“课程微课中心”建设内容

共建设 26门课程，具体建设内容如表 2所示。建设的课程包含 160个微课资源，

解决理论学习比较抽象，动手操作无法直接接触等关键技术知识难点问题。

表 6-1 课程资源建设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内容描述

1 课程标准 包含 26 门课程的课程标准

2 课程指南
26 门课程的课程简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任务、学习模块教学方案

设计、实施要求、课程管理、考核评价方式

3 网络课程

完成《液压与气动技术》、《机械基础》、《电工电子技术》、《电机与

电气控制技术》、《单片机应用技术》、《零件手动加工》、《电气设计

EPLAN》、《传感器应用技术》、《PLC 应用技术基础》、《机械制图》、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技术》、《公差与配合》、《数控机床与加工技

术》、《电工操作与工艺实施》、《供配电技术》、《工业机器人工作站

系统集成》、《机械产品数字化建模》、《机床夹具设计》、《模拟电子

技术》、《智能制造生产线安装及调试技术》、《组态技术及应用》、《先

进制造技术》、《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三维建模》、《机器视觉》、《工

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继电器控制系统分析及装调》课程的建设。

4
实习实训

资源

建设所有课程的实习实训资源，包括实习实训标准 26 个，开发项目作业

任务书、工程项目案例、技能评价标准、技能测试题库、实训教学视频、

仪器设备操作规程、收集技术规范、图片等教学文件、资料、素材 26 套。

5 电子教材
新编《数控机床与加工技术》、《工业机器人基础操作与编程》、《工业

机器人工作站系统集成》、《组态技术及应用》、《智能制造生产线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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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调试技术》5 本教材，完善《工业机器人技术基础》《PLC 应用技术基

础》等 2 本已有教材的电子资源。

6 案例库 建设与课程相关的课程案例 1000 个

7 试题库 建设与课程相关的试题库 200 个

通过分层建设完成标准化课程建设，以专业主干课程所涵盖的基本知识点和岗位

基本技能点为依据，以颗粒化素材资源为基础，以学习单元、工作任务等项目为单位

组合成课程模块，以满足“未来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为出发点，完成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教学过程记录、教学评价等环节。

（2）素材资源

素材资源作为最基础、颗粒化的资源，是开展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教学库使用

的前提和基础。主要包括微课、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库、动画资源、虚拟仿真等。

建设内容和数量如表 6-2所示。

表 6-2 素材资源建设内容

序号 类型 建设内容 数量

1 音频/视频 教学过程、工作过程、操作示范 1500

2 动画
课程中涉及到的电路等工作原理、工业机器人结构、

设备维护技术、系统基础过程等演示动画
500

3 虚拟仿真 虚拟仿真编程、VR 系统等 150

4 微课
制作包含专业群共享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在内的 26 门

课程重点、难点等关键知识点及技能点学习微课资源。
650

5 文本
26 门标准化课程：课程标准、教学设计、电子教案、

授课计划、工程案例、项目任务单、项目评价标准等
2000

6 图片
各课程相关结构、组件、零部件图片，机电装备维护

技术、制造系统集成典型问题示例等图片
1500

（3）1+X职业资格证标准

基于学生拓展能力提升的建设思路，建设 1+X证书培训等栏目，重点发布师资培

训通知，有关培训资料等，重点发布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国家发布的四个 1+X证书职

业标准，有关师资培训，考证通知等。



－33－

三、技能培训库

职业培训资源为机电一体化技术从业人员获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国际企业的

认证而设置的学习资源。此培训资源主要由职业标准、职业工种培训包、考试资源包

等及行业企业认证书所组成，以满足教师培训、竞赛培训及社会培训中不同层次用户

的职业培训和鉴定需求。

图 6-2 职业培训资源图

(1)职业标准

职业标准资源主要整理国家颁布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需要的

职业工种的标准，即装配钳工、维修电工等，每个标准包括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

工、技师及高级技师 5个技能等级，以满足不同层次学习者了解相应工种的职业要求

之需要。

在目前没有国家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专门职业资格证书的情况下，为提高职业

资格证书的适应度，资源库建设中建设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方向证书的学习资源，

其中选择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应用广泛的自动机自动线方向开展专业资格认证。

(2)职业工种培训包

职业工种培训包针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的 2个国家认证工种和 1

个专业方向认证进行分级培训，每项培训均包括培训方案、培训教程等。不同层次的

学习者为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相应的学习资源进行学习，了解

培训方案、学习培训教程，达到相应工种等级的理论培训要求和技能培训指导。

(3)考试资源包

对应职业工种，建构相应的职业考试资源包，解读不同工种的考试大纲，编制不

同工种的鉴定指南，指导学校、企业和社会其他单位开展机电类职业工种的鉴定工作；



－34－

提供历年技能鉴定的考试题库，以达到巩固知识、提高技能之目的。

(4)国内外知名企业认证

为适应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拓展不同学习者就业面向，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

选择国际国内行业领先单位的企业认证作为学习的资源之一。选择行业内国际国内知

名企业 Festo液压气动系统控制工、西门子 PLC和汇川自动化等认证。为便于各类学

习者获得相应的企业证书，每个认证项目均设置认证标准、培训教程、考核标准和认

证题库等学习资源。

四、成果展示库

该栏目的资源库主要包括教学改革成果、科研成果、社会服务成果三大模块，通

过发布系列成果，给教师、学生、企业员工等不同层次学习人员提供参考。教学改革

成果主要包括教学案例、教改项目、教学能力竞赛、教育教学课题论文等；科研成果

主要包括立项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科研论文、获批的专利等；社会服务成果主要为

校企合作开展的各类项目、为企业解决技术难点痛点问题、技术转化成果等。

五、机器人科普馆

机器人科普馆主要包括机器人发展史、机器人典型应用、机器人虚拟仿真、机器

人竞技等栏目，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人群的需求，通过校企合作开发与自主开发的

课程开发方式，开发基于机器人等专业特色的系列职业启蒙课程，课程具有分层次、

递进式、可选择的特点。同时，针对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将企业生产场景和企业文

化引入智能制造数字博览馆的虚拟场馆中，让学习者走入模拟仿真的职业情境，充分

感受职业文化氛围。介绍先进的科技手段，让学习者知晓国家经济发展、技术进步、

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的最新成果，了解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新经济情况下层出不穷的

新业态，在过程中培养学员的职业兴趣、劳动热情，提高科学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

激发学员的创造力，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采用虚拟仿真技术，主要用于工

业机器人知识的科普和智能制造专业群宣传。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智能制造四个网络展厅的建设为学习者提供线上线下的制造科普

知识套餐。

六、无人机科普馆

无人机科普馆主要包括无人机应用领域、先进无人机展示、无人机飞行体验、无

人机组装与调试等栏目，结合在线课程资源，开展职业培训，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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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更新工程，培养有正规资质的职业无人机飞控师。以科普信息化为核心，推动实

现科普理念和科普内容、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组织动员、运行和运营机制等服务模

式的全面创新，建立完善科普人才激励机制，推动科普人才知识更新和能力培养，增

强适应现代科普发展的能力, 为各行各业提供更多实践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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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平台功能与技术要求说明

运行平台网络地址 https:/hnlgznzz.mh.chaoxing.com/

运行平台教师账号和密码 账号: jdythjs 密码: hnlg2023

运行平台学生账号和密码 账号: jdythxs 密码: hnlg2023

运行平台开发单位名称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姓名
付国明

运行平台开发单位

技术负责人姓名
杨彦琦 联系电话 18611446882

运行平台使用流程简介（要求提供运行平台〔教师、学生〕角色业务功能流程图，含

流程图和文字说明）：

一、老师流程：

资源管理功能：专业教学资源库是面向高校教学管理部门及全校老师提供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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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服务平台，它通过对学校教师和院系手中的各种教学资源进行系统的归类和整理，

并将文件加以统一的管理和存储，实现了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对于这部分教学资产真实、

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通过平台提供的统计和分析系统，教务部门将能准确地掌握校内各

种教学资源的分布状态，并以此为依据，对未来的教学资源建设进行合理的规划。为教

学管理着提供资源访问效果评价分析，从而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促进教学资源更好

地位实际教学系统服务。同时老师可以将本地资源上传到平台中，进行有效的分类管理，

并在实际的教学中调用资源，高效服务于备课及教学。专业教学资源库可按照专业标准

库、课程资源库、试题库、素材库等进行分类管理。

课程建设功能：同时专业教学资源库具有完善的慕课式的课程建设工具，可以方便

的实现课程知识单元化，并且每个知识但愿都可以包含丰富的富媒体教学资源（文字、

图片、视频、文档、图书等）只需要简单几个步骤，就可以快速地建设完成一门符合精

品课建设要求的个性化网络课程。像编辑 PPT一样用编辑器制作课程，支持建设慕课、

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微课等多种课程模式。课程页面高端大气、内容丰富、条例清

晰，学生学习起来也非常简单，引导性强，学习成本低。

教学互动功能：提供全面的网络教学功能，包括作业、考试、通知、互动课堂、PBL

教学、资料、统计等，充分发挥平台在教与学中的作用。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能够直

接无缝对接超星的海量在线资源，实现名师课程视频、教材教参、文献资料等的轻松调

用，为教与学随时随地提供资源支持。师生可以在互动课堂模块通过音视频、文字互动，

实现远程授课、辅导。知识单元化慕课课程支持辅助教学、闯关式网络教学、混合式翻

转课堂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课程建设过程中可插入作业、视频、图书作为任务点，通

过任务点是否完成来对学生行为进行监控。详尽的学习统计能够统计出每个学生的学习

进度、学习行为轨迹、作业分数、视频观看情况、图书阅览情况、参与讨论次数等。教

师可以为每个班级制定学习计划。将课程章节定时开放给学生，也可以设置闯关式学习，

学生必须将章节中全部人物点完成才能进入下一节，控制学生的学习流程，监控学习结

果。同时平台提供配套的移动端APP，通过APP可以直接对课程进行如签到，作业，考

试，调查问卷、直播等基于移动端的教学互动功能。

教学效果分析：通过统计教学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可以对老师的教学情况、学生

的学习情况、课程的访问情况等进行全面的、可视化的统计分析搭建具有高效评价机制、

公正的评价标准、准确评教结果的平台，能够有效促进教师及时发现教学过程及教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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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获得进步与收获,使教学更加符合

高职人才的培养目标, 体现客观、全面、科学的具有高职特色教学质量的评估, 推动教师

队伍的整体业务的提升。帮助学校和老师更好的进行教学评估管理。

二、学生用户

支持学生分享上传个人的资源到个人中心，通过个人中心可以将资源分享给学校、

专业、用户，其中分享给学校和专业的资源需要相关管理员通过审核后才可以被其他用

户预览下载收藏；也可以将其他用户分享的资源和共享资源收藏到个人空间，同时可以

对共享资源进行评价，打分。同时学生可以通过个人空间访问教学空间，在教学空间中，

学生可以在线选课，在线学习，讨论，作业，考试等完成教学任务。同时通过平台可以

对授课课程进行评价打分。

运行平台性能测试报告（按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运行平台技术要求》规定的

性能基本要求，提供性能测试报告，包括测试环境说明、性能测试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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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平台安全评估报告（按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运行平台技术要求》规定的安全基本要

求，提供定级材料或安全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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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平台技术要求的产品著作权证明（另提供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运行平台著作权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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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绩效目标

（机电一体化技术）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总体目标

目标 1：面向五类用户、实现五个对接，建设内容丰富、技术先进、共

享开放、持续改进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

目标 2：以“学习者”为中心，以边建边用、共建共享的方式为资源使

用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利用大数据分析，建立资源库动态监控

管理制度，促进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的应用推广和持续改进。

目标 3：建成 26门课程资源，并持续更新。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及其所属，文化传承与创新教学资源根据实际填报；

#及其所属，专业教学资源库不填报；……指标为项目

设定的自定义指标，可以加项加行，序号顺延。）

指标值

现有基

础
目标值

1.
产出

指标

1.1
数量

指标

*1.1.1素材资源数量 3200 7050
1.1.1.1视频类素材资源(个) 650 1500
1.1.1.2动画类素材资源(个) 180 500
1.1.1.3虚拟仿真类素材资源(个) 30 150
1.1.1.4微课类素材资源(个) 285 650
1.1.1.5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个) 248 800
*1.1.2课程数量

1.1.2.1专业核心课程数量(门) 3 5
1.1.2.2社会培训课程数量(门) 5 12
1.1.2.3对接专业的创新创业课程数量(门) 1 4
#1.1.3文化传承与创新资源建设数量 —— ——
1.1.3.1……

1.2
质量

指标

1.2.1素材资源质量 —— ——
1.2.1.1原创资源占比（%） 60 90
1.2.1.2视频类素材资源占比（%） 20 21.3
1.2.1.3动画类素材资源占比（%） 5.6 7.1
1.2.1.4虚拟仿真类素材资源占比（%） 0.9 2.1
1.2.1.5微课类素材资源占比（%） 9 9.2
1.2.1.6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占比（%） 7.7 11.3
1.2.1.7活跃资源占比（%） 85
1.2.2课程质量 —— ——
1.2.2.1课程结构化 不完善 完善

1.2.2.2课程系统性 不完整 完整

1.2.2.3课程可学性 一般 好

1.2.3用户数量与活跃度 —— ——
1.2.3.1学生用户数量(个) 3000 7200
1.2.3.1.1建设单位在校学生用户数量（个） 2500 6000
1.2.3.1.2建设单位在校学生活跃用户数量(个) 2000 5000
1.2.3.1.3建设单位在校学生活跃用户占比（%） 80 83
1.2.3.2教师用户数量(个) 110 300
1.2.3.2.1建设单位教师用户数量（个） 9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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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2建设单位教师活跃用户数量(个) 70 220
1.2.3.2.3建设单位教师活跃用户占比（%） 78 91
1.2.3.3企业员工用户数量(个) 300 3500
1.2.3.3.1建设单位合作企业员工用户数量（个） 300 2900
1.2.3.3.2建设单位合作企业员工活跃用户数量(个) 250 2400
1.2.3.3.3建设单位合作企业员工活跃用户占比（%） 83 83
1.2.4特色与创新

1.2.4.1（资源更新方面）…… 不健全 健全

1.2.4.2（推广应用方面）…… 不健全 健全

1.2.4.3（管理与服务方面）…… 不健全 健全

1.3
时效

指标

1.3.1建设情况 —— ——
1.3.1.1任务及时完成度（%） —— 100
1.3.2应用情况 —— ——
1.3.2.1建设单位在校学生用户占比（%） 83 83
1.3.2.2建设单位教师用户占比（%） 82 80
1.3.3预算执行 —— ——
1.3.3.1收入预算执行率（%） —— 100
1.3.3.2支出预算执行率（%） —— 95

1.4
成本

指标

1.4.1项目建设总成本 ——
1.4.1.1咨询及调研论证费用（万元） ——
1.4.1.2不能直接列入限定用途的其他费用（万元） ——
1.4.2单位成本 —— ——
1.4.2.1课程开发单位成本（万元） —— 15
1.4.2.2视频开发单位成本（万元） —— 0.2
1.4.2.3动画开发单位成本（万元） —— 0.2
1.4.2.4虚拟仿真资源开发单位成本（万元） —— 0.5
1.4.2.5微课开发单位成本（万元） —— 0.2
1.4.2.6其它非文本类资源开发成本（万元） —— 0.15

2.
效益

指标

2.1
社会效

益指标

2.1.1资源库院校使用覆盖面（%） 100

2.1.2.社会学习者用户数量(个) 880 4500

2.1.2.1.社会学习者活跃用户数量(个) 550 3200
2.1.2.2 使用资源库培训企业和社会人员的单位数量

（个）
5 20

……

2.3
可持续

影响

2.3.1资源库建设（更新）及应用激励与约束机制 —— ——

2.3.1.1教师参与建设（更新）与应用机制 不完善 持续完善

2.3.1.2学生自主学习机制 不完善 持续完善

2.3.2带动校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情况 —— ——

2.3.2.1第一主持单位校级资源库覆盖面（%） 30 80

2.3.2.2.联合主持单位校级资源库覆盖面（%） 30 80

3.
满意

度指

标

3.1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3.1.1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90

3.1.2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90

3.1.3企业和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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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项目支出规划

9-1 职业教育（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教学资源库项目支出规划单位：万元

项目支出规划

资金

投入

总额

资金来源规划

开支范围

（与建设方案对

应的业务事项）

经济业务分类
部本专项资

金
项目筹措资金

咨询费 印刷费 差旅费会议费
培训

费

专用

材料

费

委托业

务费

其他

商品

和服

务支

出

专用

设备

购置

费

信息

网络

及软

件购

置更

新

金额
占比

（%）
小计

占比

（%）

其中

地方财

政或举

办方投

入资金

行业

企业

支持

资金

相关

院校

自筹

资金

合计 8.00 23.00 66.00 40.00 48.00 38.00 530.00 72.00 0.00 105.00 930.00 300.00 32.26 630.00 67.74 300.00 30.00 300.00

1．素材制作 0 0 4 0 8 18 130 50 0 70 280 100

10.75

180

19.35

100 80

1.1 素材收集 20 20 10 10 5 5

1.2 素材开发 3 10 40 5 58 20 38 28 10

1.3 素材加工外

协
2 3 5 30 40 10 30 20 10

1.4 虚拟仿真制

作
2 3 60 5 52 122 50 72 22 50

1.5 素材持续更

新
2 20 18 40 10 30 25 5

2．企业案例收集制

作
0.00 3.00 12.00 0.00 0.00 0.00 70.00 5.00 0.00 0.00 90.00 40.00 4.30 50.00 5.38 3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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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企业案例模

板开发费
9.00 15.00 24.00 15.00 9.00 3.00 6.00

2.2 企业案例收

集
1.00 6.00 7.00 5.00 2.00 2.00 0.00

2.3案例开发费 1.00 2.00 30.00 33.00 15.00 18.00 15.00 3.00

2.4 案例开发外

协费
1.00 15.00 5.00 21.00 0.00 21.00 10.00 11.00

2.5 案例更新费 1.00 4.00 5.00 5.00 0.00 0.00 0.00

3．课程开发 0.00 15.00 20.00 20.00 25.00 20.00 200.00 10.00 0.00 5.00 315.00 100.00

10.75

215.00

23.12

90.00 125.00

3.1 课程开发费 5.00 10.00 10.00 15.00 10.00 105.00 155 50.00 105.00 50.00 55.00

3.2 课程资源收

集费
10.00 5.00 5.00 5.00 5.00 30.00 60.00 25.00 35.00 10.00 25.00

3.3 课程资源加

工外协费
5.00 5.00 5.00 5.00 65.00 10.00 95.00 20.00 75.00 30.00 45.00

3.4 课程更新费 5.00 5.00 5.00 0.00 0.00 0.00

4．特殊工具软件制

作
0.00 0.00 0.00 0.00 5.00 0.00 50.00 0.00 0.00 30.00 85.00 30.00

3.23

55.00

5.91

10.00 30.00 15.00

4.1 软件购置开

发费
5.00 50.00 55.00 20.00 35.00 5.00 30.00 0.00

4.2 特殊工具购

置费
10.00 10.00 5.00 5.00 5.00 0.00

4.3 配套设备费 20.00 20.00 5.00 15.00 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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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用推广 0.00 5.00 10.00 10.00 10.00 0.00 20.00 0.00 0.00 0.00 55.00 30.00

3.23

25.00

2.69

15.00 10.00

5.1 交流培训费 5 10 10.00 10.00 35.00 10.00 25.00 15.00 10.00

5.2 门户网站与

推广
20 20 20 0.00 0.00 0.00

6．调研论证 8.00 0.00 20.00 10.00 0.00 0.00 0.00 7.00 0.00 0.00 45.00 ——

0.00

45.00

4.84

25.00 20.00

6.1 项目调研会

务费
8.00 7.00 15.00 —— 15.00 10.00 5.00

6.2 项目调研差

旅费
10.00 10.00 —— 10.00 5.00 5.00

6.3 专家论证、

咨询、评审、差旅

费

10.00 3.00 0.00 7.00 20.00 —— 20.00 10.00 10.00

7．其他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0.00 0.00 0.00 0.00 60.00 ——

0.00

60.00

6.45

30.00 30.00

7.1 平台维护费 46.00 46.00 —— 46.00 20.00 26.00

7.2 资源导入费 10.00 10.00 —— 10.00 7.00 3.00

7.3 审计费 4.00 4.00 —— 4.00 3.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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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项目支出规划附注 1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委托业务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委托事项

（一事一填）

受托单位

（同一单位合并单元格）

项目支出规划（万元）

总额

（同一单位

合并填列总

数）

部本专项

筹措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 行业企业资金 委托单位自筹资金 受托单位自筹资金

合计 （）个 530 165 163 30 172

1 视频与微课制作外协 通过招标确定单位 30 10 10 10

2 动画制作 通过招标确定单位 40 20 10 10

3 企业案例收集与制作 通过招标确定单位 70 20 20 30

4 虚拟仿真材制作 虚拟仿真材制作 60 20 20 20

5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

群》课程开发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45

5 5 5

6 《机器视觉》课程开发 5 5 5

7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与仿真》课程开发
5 5 5

8
《机电一体化技术》课

程开发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30

5 5 5

9
《单片机控制技术》课

程开发
5 5 5

10 《继电器控制系统分析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1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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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装调》《可编程控制

技术及应用》课程开发

11
《工业网络控制与组态

技术》课程开发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15 5 5 5

12 课程资源收集 湖南华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0 10 10 10

13 课程资源外协 65 25 20 20

14 软件购置开发 通过招标确定单位 50 20 0 30 0

15 应用推广 通过招标确定单位 15 5 5 5

16 门户网站 通过招标确定单位 5 0 3 2

17 平台维护 通过招标确定单位 46 0 20 26

18 资源导入 通过招标确定单位 10 0 7 3

19 审计 通过招标确定单位 4 0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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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项目支出规划附注 2
委托业务事项（1）绩效目标

（按委托业务事项逐项填列，自行加页）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视频与微课制作

受托单位全称 通过招标确定受托单位

委托业务事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万元） 30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10

建设筹措资金 20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10 万，项目单位自筹 10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完成 1200 个视频的编辑、修饰、加工处理，每个视频时长不少

于 180 秒

目标 1：视频质量按合同要求（符合资源库入库要求）

（视频与微课制作）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视频数量（个） 1200

单个视频时长（秒 180

质量指标

视频编辑、修饰、加工

处理
按照合同执行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学习用户数（人） 7200

企业学习人数（人） 3500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基本满足可持续影响

时间（年）
5-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

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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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项目支出规划附注 2
委托业务事项（2）绩效目标

（按委托业务事项逐项填列，自行加页）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动画制作

受托单位全称 通过招标确定受托单位

委托业务事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万元） 40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20

建设筹措资金 20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10 万，项目单位自筹 10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完成 400 个动画的制作，每个不少于 15 秒

目标 1：视频质量按合同要求（符合资源库入库要求）

（动画制作）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动画数量（个） 400

单个动画时长（秒 15

质量指标

按照合同要求按时完

成
按照合同执行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学习用户数（人） 7200

企业学习人数（人） 3500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基本满足可持续影响

时间（年）
5-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

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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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项目支出规划附注 2
委托业务事项（3）绩效目标

（按委托业务事项逐项填列，自行加页）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企业案例收集与制作

受托单位全称 通过招标确定受托单位

委托业务事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万元） 70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20

建设筹措资金 50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20 万，项目单位自筹 30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完成自动生产线、工业机器人生产 150 个案例的收集、视频录制、

加工、制作

目标 2：质量按合同要求（符合资源库入库要求）

（企业案例收集与制作）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企业生产案例（个） 150

质量指标

按照合同要求按时完

成
按照合同执行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学习用户数（人） 7200

企业学习人数（人） 3500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基本满足可持续影响

时间（年）
5-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

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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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项目支出规划附注 2

委托业务事项（4）绩效目标

（按委托业务事项逐项填列，自行加页）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虚拟仿真制作

受托单位全称 通过招标确定受托单位

业务事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万元） 60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20

建设筹措资金 40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20 万，项目单位自筹 20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完成自动生产线、工业机器人生产虚拟仿真制作 120 个

目标 2：质量按合同要求（符合资源库入库要求）

（虚拟仿真制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虚拟仿真制作（个） 120

质量指标

按照合同要求按时完

成
按照合同执行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学习用户数（人） 7200

企业学习人数（人） 3500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基本满足可持续影响

时间（年）
5-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

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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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业务事项（5）绩效目标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工业机器应用系统三维建模》、《机器视觉》、《工业机器人离

线编程与仿真》课程开发

受托单位全称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委托业务事

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万元） 45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15

建设筹措资金 30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15 万，项目单位自筹 15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主持建设课程 3门，每门课程颗粒化资源超过 500 条，其中非文本资源高

于总资源的 50%。

目标 2：注册用户数超过 3000 人。

目标 3：满足五类用户使用需求。

目标 4：动画、微课、视频、课件、音频等质量按合同要求（符合资源库入库要求）

（系统化标准化课程建设）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视频类素材资源(个) 270

动画类素材资源(个) 210

微课类素材资源(个) 180

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个) 100

质量指标

原创资源占比（%） 80

视频类素材资源占比（%） 24

动画类素材资源占比（%） 19

微课类素材资源占比（%） 16

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占比（%） 9.1

活跃资源占比（%） 80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系统化标准化课程建设（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源库参建院校使用覆盖面（%） 90

社会学习者用户数量(个) 35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教师参与建设（更新）与应用机

制

纳入业务、绩效考核和职称评

聘

学生自主学习机制 纳入学分考核、评先评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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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业务事项（6）绩效目标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组态技术及应用》、《单片机控制技术》课程开发

受托单位全称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委托业务事

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万元） 30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10

建设筹措资金 20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10 万，项目单位自筹 10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主持建设课程 2 门，每门课程颗粒化资源超过 500 条，其中非文本资源高

于 50%。

目标 2：注册用户数超过 2500 人。

目标 3：满足五类用户使用需求。

目标 4：动画、微课、视频、课件、音频等质量按合同要求（符合资源库入库要求）。

（系统化标准化课程建设）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视频类素材资源(个) 180

动画类素材资源(个) 140

微课类素材资源(个) 120

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个) 75

质量指标

原创资源占比（%） 80

视频类素材资源占比（%） 18

动画类素材资源占比（%） 14

微课类素材资源占比（%） 12

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占比（%） 7.5

活跃资源占比（%） 80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系统化标准化课程建设（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源库参建院校使用覆盖面（%） 90

社会学习者用户数量(个) 35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教师参与建设（更新）与应用机

制

纳入业务、绩效考核和职称评

聘

学生自主学习机制 纳入学分考核、评先评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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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业务事项（7）绩效目标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开发

受托单位全称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委托业务事

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万元） 15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5

建设筹措资金 10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5 万，项目单位自筹 5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主持建设课程 1 门，课程颗粒化资源超过 500 条，其中非文本资源高于

50%。

目标 2：注册用户数超过 2500 人。

目标 3：满足五类用户使用需求。

目标 4：动画、微课、视频、课件、音频等质量按合同要求（符合资源库入库要求）。

（系统化标准化课程建设）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视频类素材资源(个) 90

动画类素材资源(个) 70

微课类素材资源(个) 60

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个) 35

质量指标

原创资源占比（%） 80

视频类素材资源占比（%） 18

动画类素材资源占比（%） 14

微课类素材资源占比（%） 12

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占比（%） 7.5

活跃资源占比（%） 80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系统化标准化课程建设（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源库参建院校使用覆盖面（%） 90

社会学习者用户数量(个) 35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教师参与建设（更新）与应用机

制

纳入业务、绩效考核和职称评

聘

学生自主学习机制 纳入学分考核、评先评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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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业务事项（8）绩效目标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工业网络控制与组态》课程开发

受托单位全称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委托业务事

项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万元） 15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5

建设筹措资金 10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5 万，项目单位自筹 5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主持建设课程 1 门，课程颗粒化资源超过 500 条，其中非文本资源高于

50%。

目标 2：注册用户数超过 2500 人。

目标 3：满足五类用户使用需求。

目标 4：动画、微课、视频、课件、音频等质量按合同要求（符合资源库入库要求）。

（系统化标准化课程建设）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视频类素材资源(个) 90

动画类素材资源(个) 70

微课类素材资源(个) 60

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个) 35

质量指标

原创资源占比（%） 80

视频类素材资源占比（%） 18

动画类素材资源占比（%） 14

微课类素材资源占比（%） 12

其它非文本类素材资源占比（%） 7.5

活跃资源占比（%） 80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系统化标准化课程建设（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源库参建院校使用覆盖面（%） 90

社会学习者用户数量(个) 35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教师参与建设（更新）与应用机

制

纳入业务、绩效考核和职称评

聘

学生自主学习机制 纳入学分考核、评先评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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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业务事项（9）绩效目标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平台维护

受托单位全称 通过招标确定受托单位

委托业务事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 46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0

建设筹措资金 46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20 万，项目单位自筹 26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提供符合要求的资源库管理平台

目标 2：资源库功能完善符合国家资源库的标准要求

（平台维护）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源库管理平台数量（个） 1

资源库学习平台数量（个） 1

质量指标

运行稳定 符合要求

功能满足管理运行要求 符合要求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平台维护（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基本满足可持续影响时间

（年）
5-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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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业务事项（10）绩效目标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资源导入

受托单位全称 通过招标确定受托单位

委托业务事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 10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0

建设筹措资金 10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7 万，项目单位自筹 3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提供符合要求的资源库管理平台

目标 2：资源库功能完善符合国家资源库的标准要求

（资源导入）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源库管理平台数量（个） 1

资源库学习平台数量（个） 1

质量指标

运行稳定 符合要求

功能满足管理运行要求 符合要求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资源导入（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基本满足可持续影响时间

（年）
5-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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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业务事项（11）绩效目标
委托业务事项名称 审计

受托单位全称 通过招标确定受托单位

委托业务事项

支出规划

合计

总额 4

其中：部本专项资金 0

建设筹措资金 4

建设筹措资金来源及其管理方式 地方财政 3 万，项目单位自筹 1 万

总体目标 目标 1：完成资源库专项审计（含绩效审计内容）

目标 2：审计包括内容与质量符合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及资源库审计要求

（审计）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报告数量（份） 1

质量指标

符合国家财经法律、法规 符合要求

符合资源库审计要求 符合要求

时效指标

任务及时完成度（%） 100

收入预算执行率（%） 100

支出预算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基本满足可持续影响时间

（年）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在校生使用满意度（%） 90

社会学习者使用满意度（% 90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106－

9-4 项目支出规划附注 3

部本专项用于其他资本性支出规划明细

类别 品名 型号
主要技术

参数

预计购置
备注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

（万元）

合计 105

专用设备购
置清单(主
要技术参数
须足以证明
所购设备属
于专用设

备)

信息网络及
软件购置更
新清单（仅
限定于软件
购置、开发、

应用）

虚 拟 仿
真制作

————
————

120 个 0.43 52

省本级专项 15
万，举办方投
入 20 万，主持
单位自筹 15
万。

机电、机
械 设 设
计、机器
人应用专
用软硬件

————
————

2 套 15 30.00
省本级专项 8
万，主持单位
自筹 17 万。

素材、课
程更新所
需软件

————
————

23 套 1 23 省本级专项 8
万，主持单位
自筹 15 万。

————
————

9-5 项目支出规划附注 4
用于其他商品服务支出规划明细

支出事项 预算金额
资金来源（万元）

部本专项资金 项目筹措资金

合计 72 23 49

1.1 素材收集 20 7 13

1.2 素材开发 5 2 3

1.4 虚拟仿真制作 5 2 3

1.5 素材持续更新 20 5 15

2.4 案例开发外协费 5 2 3

3.3 课程资源加工外协费 10 3 7

6.3 专家论证、咨询、评审、

差旅费
7 2 5



－107－



－108－

9-8 项目预算附注 7

部本专项资金支出明细

项

目

名

称

对项目活动（含建设目标、思路、举措、发挥作

用等）的描述（500字左右）

部本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及支出规划

开支范围 支出规划（万元）

合计 300

建设目标：建设完成 26门系统性标准化课程,
完成 1500 个视频类素材资源、650 个微课、500
个动画、150 个虚拟仿真类教学资源；建设 8 门

社会培训课程、1 门创新创业课程；收集整理加

工完成 200条企业生产案例；汇集 20个以上的国

家标准、职业标准、行业企业标准，建成 7050条
颗粒化素材资源，其中非文本资源占比达 50%以

上，资源的年度更新率达到 10%，实现线上教学

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满足 1万人在线学习，最

大限度提升资源库的利用率，充分发挥资源库为

培养自动控制类人才服务的根本作用。

建设思路和举措：多方联动，系统架构，资

源整合，共建共享，持续改进，建设以学习者为

中心，服务个性化自主学习的“导学”“督学”“助学”
三者相辅相成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

发挥作用：以五类人员不同层次学习者在不

同时空的需求为导向，政、行、校、企“四方联动”
深融深合，建成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资源高地，

使之具有易学辅教功能，服务相关新能源专业人

才培养，服务广大师生和社会人员的学习需求等，

以实现寓教于乐、寓教于趣，提升职业教育的社

会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形成灵活开放的终

身教育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填补湖南

省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的空白。

素材制作 100

企业案例收集

制作
40

课程开发 100

特殊工具软件

制作
30

应用推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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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建设步骤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的建设团队在前期已有基础上，经过深入调研、

科学论证，依托已建成的湖南省示范特色专业群、新能源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与湖

南省工程实验室等优质项目，联合全国装置制造企业和院校，整合开发了各类优质

资源、并进行了应用推广。项目建设具体分为调研组织、初期建设、统筹分工、集

中建设、试推广应用、持续推广并更新完善 6个阶段。具体计划与步骤如下:

（一）调研组织（2022 年 11 月--2023 年 6 月）
面向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各专业相关制造企业、职业院校、毕业生等

多方面开展多种方式的调研工作，收集行业调研信息，作为教学资源库开发的数据

和信息依据。与优质装备制造企业、院校建立共建共享联盟同时，组建开发团队，

完成教学资源库建设的顶层架构设计等。

（二）初期建设阶段（2023 年 9 月--2024 年 9 月）
在现有湖南省示范特色专业群、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和湖南省工程实验室等优

质项目的基础上，设计建设了资源库包含的各项内容，组建课程开发团队，主持院

校与联合院校、联盟企业开展专业资源、课程资源、素材资源建设。建立本专业课

程体系和各课程标准，整合开发各课程教学资源，并保证各联盟院校在教学中边建

使用。

（三）统筹分工阶段（2024 年 10 月-- -2025 年 5 月）
依据专业资源库建设方案，召开由联建单位参加的统筹分工会议，成立项目组，

签署联合建设协议，根据各个单位的不同优势，整体规划各个单位负责的建设项目，

明确建设时间和建设要求，并推广应用现有资源。

（四）集中建设阶段（2025 年 6 月-- -2026 年 5 月）
各单位根据建设任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源建设,并将资源建设与课程改革、

日常教学想结合，边建边用、不断完善。制定共建共享制度，定期召开各建设单位

的交流会议，通报整体建设情况。及时解决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加大本院校师

生对资源库的应用。

（五）试推广应用阶段（2026 年 6 月--2026 年 12 月）
不断吸纳各方面的建议，随时更改完善。制定教学资源库使用计划，逐步向合

作企业企业、社会人员推广；向全国各职业院校和典型行业企业推广应用；同时进

行专业示范教学，推进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

（六）持续推广更新完善阶段(2026 年 12 月--)
收集分析资源库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紧跟网络信息技术的更新，不断改进

资源库的软硬件支撑平台技术，根据行业企业的变化，丰富更新资源库的各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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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保障措施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为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是

群内的核心专业，重点对接新能源装备的整机制造岗位群，培养新能源装备整机的

装配、系统的调试、生产管理等核心岗位急需的精装配通调试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重点对接新能源装备零部件制造岗位群，培养核心零部件

的加工、生产工艺设计等具有工匠精神的一线紧缺会操控能检测的技术技能人才。

电气自动化专业重点对接新能源装备整机运行与维护岗位群，培养产品系统测

试、控制系统运行维护、故障诊断等关键岗位紧缺的懂运行擅排故技术技能人才。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重点对接新能源装备制造智能化改造升级及系统集成岗位

群，培养智能生产设备运维、智能生产线优化、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等创新升级岗

位急需的勇创新求突破创新型复合技术技能人才。

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重点对接新能源电站设备的智能巡检与服务岗位群，培养

无人机操控、无人机维护、无人及应用组织管理等智慧服务岗位缺少的懂服务精专

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专业群内各专业所涉及的加工、检测、安装调试、应用维护、智能改造、智慧

巡检等技术领域同属于制造技术，具有相通的专业基础，机械制图、电工电子技术、

电气控制技术、机械基础等为共同专业基础，已完成 6 门基础课程的共建共享，各

专业核心课程具有相通性，可构建共享式、模块化课程体系。

是教育部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中心，教育部“1+X”证书试点单位，复杂环

境特种机器人控制技术与装备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湖南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指导下，学院立足“对接产业、工学

结合、提升教学质量，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入产业链，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湖南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高度重视教学资源库建设工作，本次专业群教学资

源库申报工作将从以下 4方面对建设项目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予以保障。

（一）组织及人员保障

学校专门成立了职业教育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由

学院院长担任组长，由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任项目负责人，负责建设项目整体统筹规

划、组织、协调项目申报、实施、验收等工作。确保项目按省教育厅要求开发建设，

确保项目开发质量和进度。

联合省内外知名高职院校和企业—（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网络工程职

业学院、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成联合建设团队，由湖南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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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院副校长何瑛教授担任项目建设团队总负责人，智能制造学院省级双一流专业群

A+(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全体团队人员担任资源库课程负责人，由联合团队共同

完成拟建设课程审查、评价、筛选及后续开发建设工作。建设团队有能力保证项目

顺利实施和完成。

（二）机制保障

领导小组制定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开发建设管理办法，明确开发条件、管

理职能，重点完善资源库建设项目考核评价体系，实行目标责任制，具体由理工职

院科研处牵头、由联合建设团队参与共同研讨确定切实可行的绩效指标，并制定相

对应的奖罚制度，对教学资源库建设小组成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价，根据资

源库开发建设成果，给予相应奖惩，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积极性。

（三）经费保障

对本项目，学校优先提供配套经费支持，学校财务处牵头已编制了项目支出规

划，并已通过校长办公会审核批准。项目建设经费主要用于调研论证、课程素材制

作、企业案例收集、课程开发、项目验收等建设过程，能从经济上保证项目顺利推

进。同时，项目建设经费由项目团队专人负责支出，并严格按照理工职院科研经费

管理办法执行，确保经费使用高效合规。

（四）企业支持

学校已与华航唯实、锦浪科技、华自科技股份公司、湖南江滨机器集团、湘电

集团、湘钢集团、德国舍弗勒集团、莱茵科斯特（株洲）分公司、北汽集团株洲分

公司，中机国际、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

公司、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大批国内外优秀机电装备制造企业与

机电产品生产服务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教学资源建设团队将聘请上述企业的

资深工程师、具有丰富经验一线员工深度参与资源建设，确保教学资源与企业实际

生产紧密联系，最终培养企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112－

12.资源库建设资金使用与管理实施细则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建设资金使用与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的管理，

保证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

库建设资金管理办法》（教财厅函〔2016〕28 号）和《湖南省高校“双一流”建

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湘财教〔2019〕2 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包括部本专项资

金、地方财政投入资金、行业企业支持资金以及相关院校自筹资金。

第三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坚持“统

一规划、分级管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注重绩效、问效问责”的原则。

第四条 项目第一主持单位对建设资金使用与管理的真实性、规范性、安全

性和有效性负责。联合主持单位和参与建设单位接受第一主持单位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专项资金管理机构

第五条 为了做好资源库建设工作，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的领导工作，成立项

目建设领导小组和资金管理小组。资金管理小组组长由项目主持单位分管财务副

校长担任，成员由财务、项目管理、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职责：负责为项目建设提供宏观政策咨询，对项目建设全

程跟踪指导，并对建设计划具体实施方案适时调整提出建议。

资金管理小组职责：对项目建设资金运行进行监控，确保项目按照预定计划

进行建设，保证资金运行和采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第六条 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的过程管理，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不断提高专

项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预期建设目标的圆满完成。

第三章 预算管理

第七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建设项目资金总体预算由项目第一主

持单位根据教育部、湖南省教育厅相关要求和资源库建设实际需求，联合各承担

单位进行编制，纳入专项资金三年项目滚动规划，划分业务事项、界定经济科目、

细编年度预算，做到科学、规范、精准。各承担单位应在核定的预算控制数内，

按规定的时间、格式和内容向资金管理小组报送项目建设资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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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承担单位按期启动项目建设，限期按规定使用资金，限期办理结

算手续。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项目建设资金预算由学校项目资金管理小

组集中管理，对建设项目下达预算控制数。

第九条 各承担单位必须高度重视预算的编制工作，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真实性、可行性，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和地方财政专项配套资金预算一经审定，必

须严格按预算执行，一般不作调整，确有必要调整时，应按教育部、财政部有关

规定及相应程序办理预算调整程序。所有的调整项目都必须符合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业群资源库项目建设资金开支范围和相关财经法规的规定。

第十条 各承担单位财务部门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和地方政府批复下达的预

算及有关要求，将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项目建设资金分别按来源渠道、

按项目单位、按项目单独明细核算，专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第四章 资金使用与管理

第十一条 各承担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政、财经法规和《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建设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切实加强项目资金预算、审批、使用和

决算管理。

第十二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项目建设资金主要用于调研论证、

素材制作、企业案例收集制作、课程开发、特殊工具软件制作、应用推广等方面

的支出，相应按咨询费、印刷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委托

业务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专用设备购置费、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等会

计科目归集与核算。建设资金用于专家咨询、调研论证的费用严格控制在项目预

算总额的 10%以内；调研论证、素材制作、企业案例收集制作、课程开发、特殊工

具软件制作、应用推广之外的“其他开支”原则上不得超出项目预算总额的 8%。

上级划拨专项资金用于资源库建设的直接支出，不得安排“专家咨询”“其他”

等非直接开支。

第十三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项目建设资金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

准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各承担单位负责人在执行具体项目时需严格按资

金预算执行，专款专用、专账管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

资金，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不得虚假列支，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

价。

第十四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项目建设资金严禁用于债务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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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利息、缴纳罚款、对外投资、弥补其他建设资金缺口、赞助捐赠等，不得从

建设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

第十五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项目建设资金中凡应纳入政府采购

的支出项目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教育部政府采购管理暂行

办法》等政府采购及招投标有关规定执行，否则不得列支。凡使用建设资金取得

的资产，均为国有资产，均应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统一管理。

第十六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过程中凡应签订

合同的，均应按照《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合同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

办理。

第十七条 根据《任务书》实行教学资源开发，应优先考虑与先进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支柱产业合作。

第十八条 各承担单位必须按照《任务书》的约定，确保预算资金及时足额

到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政、财经法规的规定，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

理。并应积极配合财政部、教育部、地方政府对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决算管理

第十九条 各承担单位应按照规定的时间、格式和内容向资源库建设资金管

理小组报送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应包括：预决算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效

益情况、资金管理情况、存在问题和建议等。项目第一主持单位每季度应当如实

填写“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资金预算执行季报表”，并按要求报备主管

部门。

第二十条 各承担单位应高度重视和确保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建设

项目预算的执行进度，各项目年末结存的资金按照国家有关结余结转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监督检查与绩效考评

第二十一条 各承担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加强财务稽核和内部审

计，自觉接受审计、监察、财政及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应当及

时制定整改措施并落实。

第二十二条 承担单位要建立专项资金管理责任制。项目负责人负责审批各

项支出，对资金使用的真实性、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实施全面监督。承担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以及相关责任人员对资金使用的真实

性、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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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建设项目实行绩效考评制度。绩

效考评以批复的“项目建设任务书”“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资金项目支

出预算目标申报表”为依据。

第二十四条 各承担单位应根据《任务书》拟定项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的

设定应符合“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的要求。应主动配合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追踪、中期绩效评价等工作。

第二十五条 各承担单位应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明确各

相关部门或岗位在内部监督中的职责权限，规定内部监督的程序和要求，完善监

督体系，确保内部控制有效实施。

第二十六条 各承担单位应当加强项目管理的跟踪与督办，对项目资金使用

与管理应当进行不少于一次的中期内部审计。

第二十七条 项目终了，应当聘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项目进行全

面审计，独立发表审议意见，出具项目审计报告。各承担单位须向第一主持单位

提供单位法人代表签字、单位盖章的子项目全部建设资金决算报告（须附明细账

及承诺资金的到账证明）、管理与绩效情况的详细说明。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时

整改。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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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应用推广目标

一、汇集优质教学资源，搭建开放学习平台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将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建设的职业院

校和行业企业 90%以上的优质资源，采用先进网络技术，形成具有教学与管理、技术

培训与社会服务、教改成果推广与应用、信息采集与发布等多项功能的开放式专业

交流与服务平台。多方联动，系统架构，资源整合，共建共享，持续改进，建设以

学习者为中心，服务个性化自主学习的“导学”“督学”“助学”三者相辅相成的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实现跨学校、跨地域的优质资源共享，为技工院校

教学、学生自主学习训练与自主考核、企业组织技术培训、技术研发等提供无障碍

支持。

二、教学资源高效利用，降低人才培养成本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建设采用了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平台使用便

捷、功能完善，并支持在线学习。为技工院校学生、企业组织和社会人员提供丰富、

灵活、多样、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与手段。学习者可以通过资源库提供的资源进行自

学、复习、思考和体验，也可开展人机互动的训练，快速熟练掌握相关技术操作技

能。使用高效，提升技能水平迅速，有利于降低资源消耗，节约教育成本。实现线

上教学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满足 1万人在线学习，最大限度提升资源库的利用率，

充分发挥资源库为培养自动控制类人才服务的根本作用。

三、充实专业教学资源，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引入了新型的课程开发、教学资源建设理念，无论是直

接参与开发建设的教师，还是应用建设成果的教师，都将在更广阔的平台上与行业

企业专家、教育专家合作、交流，获得更加直接的教学指导与先进实用的教学素材

与信息。资源库还包括行业技术标准、作业规范、动画、视频、案例资料及其分析，

为老师及工程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促进技工院校专业教师的课程开发能

力，教育教学水平将显著提高。建设完成 26 门系统性标准化课程,完成 1500 个视频

类素材资源、650 个微课、500 个动画、150 个虚拟仿真类教学资源；建设 8门社会

培训课程、1门创新创业课程；收集整理加工完成 200 条企业生产案例；汇集 20 个

以上的国家标准、职业标准、行业企业标准，建成 7050 条颗粒化素材资源，其中非

文本资源占比达 50%以上，资源的年度更新率达到 10%。

四、促进校企深度合作，扩大共建共享成果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建设遵循“共建共享、边建边用”的原则，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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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在学校、社会、行业企业之间实现共享。由企业深层次参与的教学资源库建设

和应用推广，实现技术交流与培训的功能，使学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合作更加

紧密。学校可借助教学资源平台更好地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和技术支持服务，一些

条件较为薄弱的技工院校可藉此获得亟需的实训教学资源，资源库服务与辐射能力

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五、突破办学时空限制，促进终身自主学习

遵循通用的网络教育技术标准，借助先进的网络开发和数据库技术，将机电一

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集成为资源库。这种资源库具有先进性、实用性、开放性、通

用性、标准化等特点，支持在线学习。因此，将打破学习时空的限制，把学习者从

固定化的学习模式中解放出来，实现随时随地学习的终身学习。

以五类人员不同层次学习者在不同时空的需求为导向，政、行、校、企“四方

联动”深融深合，建成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的资源高地，使之具有易学辅教

功能，服务相关新能源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广大师生和社会人员的学习需求等，以

实现寓教于乐、寓教于趣，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形成灵

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填补具有特色的湖南省职业教育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资源库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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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申请单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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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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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扬州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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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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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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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北京华航唯实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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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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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128－

附件：8湖南国防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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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湖南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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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风电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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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湖南国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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