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晋教职成〔2025〕1 号

山西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25 年五年制职业教育

衔接贯通人才培养试点学校和专业名单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有关高等职业学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按照《山西省教育厅关于深化“三二分段”贯通培养改革在

中等职业学校试点开展五年制职业教育衔接贯通人才培养的通

知》（晋教职成〔2024〕7 号）安排，在学校申报、地市推荐的

基础上，结合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趋势，确定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等 23所中职学校 2025年起试点举办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

现将试点学校和专业名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实施衔接贯通培养模式的重大意义

实施五年制职业教育衔接贯通人才培养，是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任务，是完

善我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渠道的有效途径，

是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促进市域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抓手，对于深化贯通培养制度改革、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职业教育的愿望具有重大意义。各市各

校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增强做好衔接贯通人才培养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衔接贯通人才培养工作走深走实。

二、高质量实施衔接贯通人才培养

1. 推动有利于贯通培养的县域设立专业学院。试点高职学

校和县域中职学校经各自主管部门同意后，共同向省教育厅提出

设立专业学院的申请，省教育厅批复后，试点高职学校在合作县

域中职学校设立专业学院（命名规则：XX 高职学校 XX 专业学

院）。专业学院为非独立法人机构，不涉及学校升格、合并等。

高职学校会同中职学校建立专业学院管理制度，设立专业学院管

理工作组，由双方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统筹双方学校教育资源，

指导开展日常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省教育厅将建立专业学院动态

调整机制，对联合培养情况进行监测、检查和评估，对于连续两

年评估或考核不合格的，将取消专业学院设立资格；对出现重大

安全稳定风险的，将依据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严肃处理。每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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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中申报时间。

2. 编制衔接贯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高职学校牵头、中

职学校配合，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联合行业企业专

家和专业、教学专家共同修订衔接贯通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努力打造“政府+企业+高职+中职”培养技能人才新模式。试点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既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也要兼顾社会用人需

求，统筹安排课程设置、教学进程、岗位实习、考试评价、质量

监控等环节。要构建中高职有序衔接的课程体系，避免课程重复

设置或层次不清，切实提高课程设置的有效性和适应性，真正实

现贯通培养。支持县（市、区）举办的职业学校根据区域企业需

求开展订单培养。

3. 明确衔接贯通人才培养标准。坚持标准先行，强化标准

在衔接贯通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联办学校要在充分进行技

能人才需求调研的基础上，梳理试点专业所对应的工作岗位，将

岗位要求转化为人才培养标准，明确学生职业能力的关键指标，

并据此制订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岗位

实习标准。

4. 健全衔接贯通管理评价制度。联办学校要建立衔接贯通

全过程管理评价制度，强化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完善学生学业

评价体系，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

综合评价。优化中高职转段评价，科学制订转段考核标准，全面

评价中职段学生培养质量；以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就业质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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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满意度为核心指标，全面衡量高职段学生培养质量。学生转段

考核标准要在招生工作开始前，通过联办学校官网等多种渠道向

社会公布。根据工作进展，逐步探索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公众

等多方参与的评价机制，推动贯通培养既有高质量，也能接地气。

5. 建立衔接贯通培养教研机制。建立高职学校、中职学校

和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衔接贯通教研机制。组建衔接贯通培养教

研组织，搭建教研活动平台，开展标准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课程体系设计、教材开发、技能比赛、质量评价等活动，形成定

期交流、专题研讨的常态化教研活动模式。在省级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和专项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下，逐步探索建立中高

职一体化教学团队，推进中高职教师双向交流。

三、其他

1. 报送工作方案。请各高职学校牵头，联合中职学校制订

衔接贯通联合培养工作方案，明确组织机构、重点任务、时间节

点、保障措施等，并于 2025年 2月 28日前报省教育厅备案。

2. 发布相关标准。请联办学校落实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

结合衔接贯通培养内涵要求，制订课程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

和岗位实习标准，进一步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于 2025 年 3

月底报请省教育厅审核，并在招生工作开始前在联办学校官网发

布。

3. 同步开展分段培养。各相关中高职学校应同步签订“三二

分段”五年制培养协议，扎实有序开展联合培养工作，满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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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学习需求。

联系人：张少龙，联系电话：0351-3046534、3046505，邮

箱：sxzcj@sxedc.com。

附件：2025 年五年制职业教育衔接贯通人才培养试点学校

和专业名单

山西省教育厅

2025年 2月 13日



附件

2025年五年制职业教育衔接贯通人才培养学校及专业名单
序号 中职学校 中职专业 高职学校 高职专业

1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

电气化铁道供电 铁道供电技术

2 华北机电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数控技术应用 数控技术

3 山西省城乡建设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

4 山西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矿山机电 矿山机电与智能装备

5 太原市交通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6 太原生态工程学校 园林技术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7 大同市第二高级职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机电技术

8 大同市云冈区职业中学校 中餐烹饪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烹饪工艺与营养

9 朔城区神头职业中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朔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 应县职业技术学校 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机电技术

11 忻州市第一职业中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12 定襄县河边职业中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3 汾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酿酒工艺与技术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 酿酒技术

14 吕梁市农业学校 畜禽生产技术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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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职学校 中职专业 高职学校 高职专业

15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与制作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游管理

16 晋中市职业中专学校
电梯安装与维修保养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技术

17 阳泉市职业中专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8 山西省长治卫生学校
护理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康复技术 康复治疗技术

19 晋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 高平市中等专业学校
矿山机电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煤矿机电方向）

采矿技术 煤矿智能开采技术

21 乡宁县职业中学
机电技术应用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紫砂陶艺） 计算机应用技术

22 河津市职业中学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技术

23 运城市机电工程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 机电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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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厅内发送：发展规划处、财务处、学生处，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

山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5年 2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