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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יִ

‟

2021 年 8 月

国家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

地培育项目（城轨工程施工虚拟仿真实

训基地）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年12月
国家特色高水平专业群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群）
国家级 教育部

2019 年 6 月
国家级骨干专业（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

术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20 年 3 月
IEET 国际专业认证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
国家级 中华工程教育学会

2018年12月
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 年 9 月
全国交通运输大类示范专业点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
国家级 教育部等五部委

2022 年 1 月
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创新团队）
省 级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21年10月
黑龙江省高水平建设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
省 级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20 年 9 月
教学成果奖（对接盾构产业高端的应用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路径与实践）
省 级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18 年 7 月
教学成果奖（“中铁模式”现代学徒制

实践与推广）
省 级 黑龙江省教育厅

Е2017 5 :2019 6
Е2019 5

1. ב

（一）创新了“双轨双域、三标融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与哈尔滨地铁公司深度融合，创新了课程标准与行业标准、职业标准相融通的“双轨双域、

三标融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二）搭建了“七维联动”协同育人平台

校企创新实践了育人活动共开展、特色教材共开发、课程标准共研制、创新团队共打造、实

训基地共建设、高端证书共开发、创新创业共开展的“七维联动”协同育人平台。

（三）优化了“三阶段三层次三维化”课程体系

校企构建了“体验认知+演练提升+顶岗实习” 三阶段、“岗位能手+技术熟手+技能高手”三

层次、“课程模块化、内容项目化、项目岗位化”三维化的课程体系。



（四）开发了“工作手册式+微课版” 新形态特色教材

校企开发了国家级《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测量》教材 2部，新

形态特色教材 10 部。

（五）打造了“两平台四区八中心”共享型实训基地

校企共同研发了“管评考一体化及云共享”两平台，共建了公共区（测量、识图、项目管理

中心）、专业区（轨道工程、盾构施工中心）、体验区、研创区（BIM 应用、盾构创新中心）“四

区八中心”国家级城轨工程施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六）构建了“双配置、结构化”创新团队

校企共建设了省级“城轨工程技术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Ӏ ” ”

（一）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 培养模式和育人机制与生源多元化的适应性不高

2. 课程结构和教材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契合度不高

3. 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与施工现场生产的融合度不高

（二）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 构建“双轨、多元、七维”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多元的知识和能

力供给。

针对培养模式和育人机制与生源多元化的适应性不高，一是与哈地铁等企业长效合作形成

“双轨管理机制”；二是创新了普通高中毕业生、中国中铁系统内单独招生、社会扩招生三类生

源的多元人才培养模式；三是基于成果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接轨国际标准，共同搭建“七维联

动”协同育人平台，最大化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双轨双域、三标融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七维联动”协同育人平台



2. 构建“阶段式、分层式、模块式”的一体化教学体系，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内容和

方法支撑。

针对课程结构和教材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契合度不高，一是基于校内实训基地训练基本岗

位职业技能；二是依托校内校外实训基地轮训核心岗位职业技能；三是进入企业顶岗实习培养学

生的岗位拓展职业技能；四是开发同步施工生产、适应产业升级、融入企业文化的新形态系列教

材，最终构建形成一体化教学体系，强化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三阶段三层次三维化”课程体系

3. 构建“职业性、先进性、共享性”的实践教学基地，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个性成长

和创新能力发展空间。

针对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与施工现场生产的融合度不高，一是校企打造了科技引领、虚实结

合的城轨施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营造真实环境，演练真实项目，引入前沿设备，融入四新技术，

实现虚仿基地现场化；二是建立校企人员双向流动互兼互聘机制，形成了“大师+名师+双师”的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模式，实现课程教学、研发、服务三位一体化，从而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两平台、四区八中心”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4.
（一）示范引领辐射强

新模式在学校内部和中铁系统的推广。城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成功模式在校内得以推广，同

时得到了系统内职业院校的高度认可，先后在中铁衡水铁路电气化学校、山海关铁路技师学院推

广应用。建设模式在学院公众号、中国中铁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报道。

建设成果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推广。校企共建的在线开放课程、新业态系列教材被广西

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等 11 所院校选用。校企研发的

三维盾构实训云平台系统 V2.0、盾构 3D 模拟操作系统、3D 凿岩台车等软硬件在中国中铁各二级

单位的企业员工培训推广使用。

（二）人才培养质量高

近三年本专业学生参加各级各类部门主办的技能大赛获得奖项6项，其中国家级大赛2项，省

级大赛获奖4项。21年学生参加BIM技能证书通过率达88%。专业牵头的城轨专业群近三年为中国

中铁等企业培养了一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700余人，毕业生就业率95%以上，就业于大型国

有企业比例超过80%，用人单位满意度高。

人才培养质量分析图

（三）产教融合硕果多

将生产性盾构机投放在哈尔滨地铁3号线、西安地铁1号线，用于地铁掘进施工，助力企业累

计完成中标合同额为1.5亿元以上的施工生产任务。团队赴哈地铁2号线等施工现场开展项目咨询

、进度管控等技术服务，服务到款额800余万元。开展横向科研课题研发17个，获批国家专利22

项，承办职工岗位技能14项大赛。

社会服务成果分析图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 ָ
杜晓波 ⌡ 男

中共党员 汉

₴ 1976年 11月 / 22

ᵲ ᵣ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ᴑ ꜙ 党支部书记、专业部长

本科 教授

Ԑה ᵲ Ҙ

ҟ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13654550513

ᵫ ᵫ ᵫ

ҏװ יִ

2015 年，主编国家职业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测量》；2017 年，中铁宏达中心优秀教师；2018 年 7 月，“中铁模式

现代学徒制实践与推广”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9 年，获批中铁

三局优秀教师；2020 年，对接盾构产业高端的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的建设路径与实践项目获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21 年，获批中

铁国资优秀教师。

Ӏ

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负责人，带领团队进行多维度专业建设。

1.带领团队进行国家骨干院校项目、黑龙江省高水平专业项目、国家特高专业

群项目、国家级现代学徒制项目建设，使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实训基地、课程、

教材、师资、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

2.带领团队进行悉尼协议专业认证，使专业对接国际标准。

3.专业与黑龙江工程学院共同开展五年制高本贯通式培养，进一步提高了专业

的办学层次。

4.主持建设地铁施工智慧工地实训室、地铁施工智慧教室等。主持开发线上课

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城市轨道交通高架桥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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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Ѓ2Є ָ
∏ ⌡

ᴭ

₴ 1974 01 / 23

ᵲ ᵣ
ҟ

ᴑ ꜙ Ҙҟ

Ԑה ᵲ Ҙ

ҟ
13703609036

ᵫ ᵫ ᵫ

ҏװ יִ
2021 Ҳ ᴮ

Ӏ

Ѓ҅Є

1. ʃ ʄ ָɼ

2. ʃ Ⱶ ғ ʄ ָɼ

3. ʃ ғ ʄӀ ɼ

4. ʃ ʄӀ ɼ

ЃԑЄ

1.Ӏ ʃ ʄɼ

2. ҟ ʃ ֢ ʄɼ

3.Ӏ ᴗ 1 Ж Ҙ 3 ɼ

ЃҎЄ ғ

2021 ғ ҟ ᴕ Ж2019

ғ ֢ Ҙҟ Ж

2019 ғ ֢ Ҙҟ Ҙҟ Ж ғ

Ҙҟ Ж ғ ֢ Ҙҟ ɼ

ָ Е

2022 9 25



完成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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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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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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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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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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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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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 获中铁工程总公司“青年教师教学岗位能手标兵”

2015.3 获中铁宏达“青年教师教学岗位能手标兵”

2016.6 获第七届黑龙江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2018.5 获黑龙江省结构设计大赛“三等奖”

2021.7 获黑龙江省结构设计大赛“三等奖”

Ӏ

1.主持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学会课题《基于“双高计划”背景下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技术专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研究》。

2.参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该基地获首批国

家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基地培育项目。

3.参与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4.先后参与负责《混凝土结构》、《工程试验与检测》、《路基路面施工与

检测》等课程建设，主要工作包括子项目参数估算、脚本编写、PPT 制作、容

媒体教材编写、微课录制、题库建设等工作。其中《混凝土结构》获得省级

在线精品课程。

ָ Е

2022 9 25



完成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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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搭建了“七维联动”协同育人平台
	（三）优化了“三阶段三层次三维化”课程体系
	（四）开发了“工作手册式+微课版” 新形态特色教材
	（五）打造了“两平台四区八中心”共享型实训基地
	（六）构建了“双配置、结构化”创新团队
	3. 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与施工现场生产的融合度不高

	2. 构建“阶段式、分层式、模块式”的一体化教学体系，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内容和方法支撑。
	3. 构建“职业性、先进性、共享性”的实践教学基地，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个性成长和创新能力发展空间

	（一）新模式：创新了以培养高质量复合人才为目标的现代学徒制模式
	（二）新体系：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的融合育人教学体系
	（三）新文化：厚植了以专业特色为底蕴的新生态校企文化

	（一）示范引领辐射强
	（二）人才培养质量高
	（三）产教融合硕果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