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电工程系专业群“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 

一、专业建设现状 

机电工程系目前开设有机电一体化技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汽车检测与维

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四个专业，在校生 1143 名，共有专任教师 27名，拥有

汽车实训中心、机加工实训中心等实训室 15个，总价值 1900余万元。机电一体

化技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为院级重点专业。2017 年机电工程系被陕西省

教育厅确认为 2017 年陕西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学院（系）建设单

位。2017 年 6 月 7 日，国家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

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 2017 年招收定向培养士官试点工作的通知”（军动

[2017]64 号），将我系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列为 2017 年定向培养士官试点

专业，首次与武警部队联合培养士官 50名。 

二、指导思想与专业群定位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新时期陕西和延安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阶

段性特征，坚持以“创新、开放、务实”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国内一流、特

色鲜明”为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以扩大办学

规模和加强内涵建设为重点，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发展要求，以产教融合为路径，

以追赶超越为动力，做强、做大、做优机电专业群建设。 

（二）专业定位 

机电专业群主要面向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和陕西乃至全国的制造行业、企业及

发电厂，针对机电设备、汽车、发电厂的生产、装配、调试、操作、维护及管理

等工作岗位，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好职业道德，熟练掌握专业技术，具备

相应的实践技能及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三、专业建设目标与实施方案 

（一） 人才培养 

每届招生三年制稳定在 300人以上，继续扩大士官直招生的招生专业和规模，

力争士官直招生占到三年制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五年制招生达到 300人；学生

“双证书”获得率达到 99%，初次就业率 80%以上；社会培训达到每年 700 人次

以上；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努力增设新能源汽车专业、工业机器人、3D 打印及



清洁能源发电专业。 

（二） 课程建设 

制定或修订专业课程标准达到所开设课程的 100%，建立优质网络课程 6-8

门；建成院级精品资源共享型课程 6-8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型课程 2门，编写

校本教材（包括实训指导书）10种以上。 

（三） 教学团队 

充实教学师资队伍，引进 5名有汽车方向学习经历或汽车相关工作经验教学

人员，有实战经验的实训室指导教师 3名；引进电力相关专业教师 1名，引进先

进制造方向专业教师 1名。 

建立 20 名以上的校外兼职教师资源库；引进行业、企业的能工巧匠 7 人；

培育省级教学名师 1 名，院级教学名师 3人；培养专业带头人 8人，培养、聘用

省级专业带头人 1人；建成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1个；建立能工巧匠、名师工作室

1 个；教师进修培训达到 60 人次/年以上。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 95%，硕士以上

学位教师比例达到 60%以上，博士学位教师比例 15%以上。 

（四） 实践教学 

新建新能源汽车实训室、汽轮机检修实训室，发展校外实训基地 5 个以上，

建成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1个、院级实训示范基地 2个。各专业理实一体化课程达

到 50%以上。 

（五） 创新创业 

参与开发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2-3门，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

程，建设校内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设立创业基金，支持学生自主创业人数占

毕业生人数 5‰左右。鼓励教师带动学生多参加“互联网+”、“三创大赛”等

创新创业比赛项目，争取每年参加比赛项目突破 20项，争取每年获得延安市“三

创大赛”三等奖以上奖项 2项。 

（六） 质量保证 

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率达到 75%以上，学生及家长、用人单位满意度达到 95%

以上，努力在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 5项以上奖项，力争一项闯入国赛。 

（七）教学研究 

力争各类科研经费达到 300万元以上，完成省级教科研项目 5项，承担横向



科研项目 2项；开展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5个，院级教改项目 8个；实现省级教学

成果奖与科学技术奖零的突破，国家专利 5项以上。 

（八）专业特色 

1. “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 

将理论教学课堂搬进实训场所，教师边讲边操作，学生边动手边学习，实现

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一体化，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 

2.将创新教育融入专业教学课堂： 

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使创新教育与专业教学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最大限度的挖掘师生的创新能力，提高专业教学效果。 

四、主要措施及保障条件 

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力度。制定明确的人才引进计划和师资培养计划，

提升专业教学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实训实践水平及科研能力，特别是加强教师创

新能力的培训，培养创新创业带头人，使人才培养质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2.加强教学改革力度。做好市场调研，紧跟社会发展需求，根据学生具体情

况，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教学内容，改革课堂教学模式，采用适合课程和学

生的教学手段，最大限度的提高教学质量。 

3.加强学生就业指导。 

采取更多措施引导学生就业。例如，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就业专题讲座；请优

秀毕业生回校介绍就业情况；请企业专家到校介绍当前人才需求状态和就业要求；

对学生开展职业能力测试，指导学生选择就业岗位的选择。总而言之，通过多方

面的正面引导，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就业心态，提高各专业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