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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数字化转型助力“服务行业、走出海外” 

近年来，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坚持系统谋划，聚焦能源

电力行业产业链与绿色发电、智能电网等高端技术，联合省内

外院校、电力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等 103 家

成员单位，共建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促进学校的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课程建设和学生评价，积极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推

动数字化教育在高校、企业、行业的深度应用及推广，服务电

力行业，辐射全国，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数字引领，产教融合，服务行业产业发展。集聚资源，

构建“校、省、国家”三级递进的数字化资源。学校积极开展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推进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与应用。建设国家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和精品在线课程 4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精品在

线课程 21 门，立项校级精品课程 51 门。积极开展省级、国家

级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学校 5 个专业群均建有教学资源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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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资源库建设，树立电力职业教育品牌，带动专业教学模式改

革，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电力行业发展和电力职业培训

服务，为广大电力从业者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提供学习平台。

虚实结合，校企共建共享仿真资源助力“三教”改革。学校于

2021 年立项建设省级绿色智慧电力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基地始

终坚持“以实带虚、以虚助实、虚实结合”原则，针对电力产

业链中设备资金投入高、运行损耗高、事故风险高的“三高”

问题及运行状态难再现、误操作事故难模拟、高压试验难实施

的“ 三难”问题，构建了集“教、学、做、评电脑好研”一体

化的教学生态环境，为在校学生及企业员工开展教学与培训任

务，培养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产教

融合，“ 电”亮中原，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学校继续发挥行业

办学优势，在数字化转型中大力推进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2022 年，入选为河南省示范性产教融合型高职院校培育。

围绕“双碳”目标、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推进校企双元育人，打造人才培养特色，积极构建“一

院一特色、“一院一产业”布局，争取省教育厅支持，牵头组

建了河南省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骨干职业教育集团，持续推动

能源动力与材料专业同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实现“五业”

联动，促进政、行、企、校深度合作，真正形成紧密对接、优势

互补、多方共赢的发展局面，为服务现代化河南做出新的贡献。 

二是数字推动，一带一路，助力职教品牌走出海外。对外

交流，数字教育助力“中文+职业技能”输出。学校持续在创新

中发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助推“中文+职业技能”输出。一方面，

学校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电力职业教育“输出”活动。先后

为尼泊尔、泰国等国高校教师和企业人员举办多次专业培训；

另一方面，学校持续为伊朗、泰国、尼泊尔等国留学生举办系

列汉语培训。学校国际培训呈常态化和多元化趋势，大大提升

了学 校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学校牵头成立“一带一路”电

力丝路学院联盟，建立中尼电力丝路学院、中巴电力丝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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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国际汉语师资培训基地，入选河南省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

单位名单。合作办学，数字教育助力“行业平台型”国际化办

学模式输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以郑州电专

为代表的电力行业 7 所院校成立中外合作办学管理委员会，规

模化、系统性 引进国际优质职业教育模式，建立电力行业合作

办学标准和质量 保障体系，在数字化教育背景下形成了 “行

业平台型”国际化办学模式。依托“行业平台型”国际化办学

模式，电力职业教育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实现了高质

量内涵发展。学校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外

事业部签订了海外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协议，合作企业优先聘用

“ 中尼电力丝路学院”毕业生为企业员工，学校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走向国际化。打造品牌，数字教育助力电力行业国际化

标准输出。学校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聚焦

“源、 网、荷、储”四大领域，依据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发展和

要求制定“输出”标准。通过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

限公司海外事业部等“走出去”企业的深度合作，对专业进行

准确定位，对接行业与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目前已输出 3

个职业教育标准，分别是尼泊尔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坦桑尼亚“电气工程师” 国家职业岗位标准、“电

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境外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团体标准，为国际

化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导向性、体系化的国际标准保障。 

三是数字支撑，技术赋能，培育职业教育新形态。数字赋

能，构建全时空立体化教学生态。学校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

在推进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和“五金”建设方面成

效显著。学校建设有国家教学资源库 1 个、省级教学资源库 2

个，建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门、国家级精品在线课 1门、

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32 门，主编“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

教材 6本，2本教材分别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一等、二等奖。依

托数字化资源，学校获评“年度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

获河南省教育信息化优秀成果奖 5 项；全国教材建设奖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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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各 1项、“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 11 部。依托数字信息化

教学生态，学校教师获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数智引

领，筑梦虚拟仿真职教新纪元。2022 年至今，学校在校生参加

虚拟仿真实训：162840 人/时；占学生全部实训数 68.45%；服

务学生考取技能证书 657 人；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虚 拟仿真类

大赛获奖 81 项，其中国家级证书 7 项。社会人员线下参加虚

拟仿真实训 39440 人/时，占比 59.74%；云端虚拟仿真实

训:16840 人/时；依托仿真资源进行社会培训项目 47 项，达到

39940 人/时；服务职业技能等级鉴定 30 次，占比 73.17%；服

务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考试通过人数 2470，占比 86.03%。教师运

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及虚拟仿真资源进行教材教法改革，学校

获得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国网

公司“大 国工匠”陶留海与基地合作开发“10kV不停电作

业”等虚拟仿真项目并建立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数技双翼，

赋能“职教出海”新篇章。学校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做好电力教育资源输出和电网技术专业标准输出，努力为

境外中资企业培养技术人才，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当地

经济。学校依托“ 电力丝路学院”职教品牌，进行标准输出，

先后制订尼泊尔加德满都理工学院“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和

“供用电技术”专业标准、坦桑尼亚“电气工程师”中高级(7 

级)国家职业岗位标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电力系统自动

化技术”专业境外办学团体专业标准、澳大利亚TAFE培训包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和“供用电技术”专业标准等国际标

准。学校电力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模式研究与实践,荣获 2021

年度河南省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奖(高等职业教育)特等奖、全国

电力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转载自《河南教育信息》第 5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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