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山东交通学院 学校代码 11510

主管部门 山东省 学校网址 http://www.sdjtu.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山东济南山东省济南市

长清大学科技园海棠路

5001号

邮政编码 250357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地方院校
学校办学基本类型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已有专业学科门类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学校性质

曾用名 无

建校时间 1956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2002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8年04月

专任教师总数 1501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588

现有本科专业数 68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4838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4667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87.38%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山东交通学院始建于1956年，2000年由交通部划转山东省实行中央与地方共

建管理体制。2011年获批为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单位。学校现

设有17个二级学院、2个教学部，现有本科专业68个，涵盖工、管、理、文、

艺、经、法7个学科门类，已逐步成长为培养路、海、空、轨等各类交通专业

人才的高等学校。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

2020年获批增设海洋技术、金融工程2个本科专业；2021年获批增设智能制造

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2个本科专业；2022年获批增设智慧交通、数字经济、

国际经济与贸易、海洋机器人4个本科专业；2023年获批增设智慧海洋技术

1个本科专业；2024年获批增设人工智能、数据计算及应用、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3个本科专业。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申报类型 新增国控专业

专业代码 130208TK 专业名称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学位授予门类 艺术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音乐与舞蹈学类 专业类代码 1302

门类 艺术学 门类代码 13

申报专业类型 新建专业 原始专业名称 -

所在院系名称 艺术与设计学院

学校现有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培养能在民航运输相关企业从事航空服务与管理相

关工作的复合型、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1.从事民航客舱服务管理的人员：头等舱乘务员、乘务长、乘务教员

等； 

       2.从事民航客舱服务的人员：民航乘务员、民航安全员； 

       3.从事民航地面服务的人员：安检员、值机员、地面VIP服务人员、

航空运输物流服务等； 

       4.从事民航客舱服务与管理相关专业教学及培训工作的教学人员； 

       5.从事航空旅游、高铁服务、游轮服务、高星级酒店等综合交通与

高端服务业的相关工作的人员。

民航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我国建设多领域民航强国进程

中，急需大量高素质复合型民航专业人才。根据《中国商飞公司市场预测年

报（2023-2042）》：至2042年，中国航空市场将拥有9969架客机, 是

2023年4270架的2.33倍。若按照人机比150：1计算每年大约需4.5万名各类

相关的民航服务与管理人员；未来 10 年，按现有的乘务员岗位密度，中国

需要航空乘务员27万人。由于我国未来机队规模的快速增长，到 2040 年不

考 虑目前从业人员工作变动的前提下，仍需培养目前人数约 1.5 倍 的民

人才需求情况



航专业人才。 

国家《“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快北京、上 海、广州等国

际航空枢纽机场建设；新建一批非枢纽机场，完善 非枢纽机场布局；重点

建设项目包括 34 个续建机场项目，39 个 新开工机场项目及 67 个新建、

改扩建、迁建机场项目的前期工 作。另外，依据《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2023-2035年）》，至2035年，山东省将新增运输机场6座，考虑

到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人员流失，需求的人数还会增加。全国民航服务人员数

目现有 30 余万人，根据预测，到 2030 年，全国民航服务人员队伍将达到 

60 万余人。根据中国民航局《2023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民

航直属院校共招收普通本专科生2.07万人、毕业1.81万人，远远不能满足专

业人才的实际需求。 

当前我国空中服务人员由于学历层次偏低，导致毕业生在英语水平、职业发

展潜能、综合素质等方面难以适应当前民航运输业国际化、复合型的高端发

展需要。 

根据该专业前期人才需求调研情况分析来看，国内各大中型航空公司和机场

对民航服务相关岗位需求量大，经与山东省内以及周边省份部分用人单位沟

通，我们了解到相关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情况，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

毕业生需求为专业每年招生80人，预计升学10人，就业70人。具体企业用人

需求如下：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人，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0人，中国

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0人，南方航空公司10人，济南遥墙国际机场10人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5人，威海大水泊机场5人。

年度招生人数 80

预计升学人数 10

预计就业人数 70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

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0

南方航空公司 10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10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10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5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

威海大水泊机场 5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Art And Management Of Aviation Services）

专业代码：130208TK 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

一、专业定位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是适应我国民用航空业快速发展，满足民用航空业

及其他公共交通运输业大规模人才需求而设置的本科专业。本专业按照学校确定

的“培养交通事业一线有成长力的工程师和管理者”的办学定位，以艺术学、管

理学、航空运输等理论为基础，以民航客运服务与管理作为专业发展方向，培养

适应民航以及其他公共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客运服务与管理一线需要的应用型人

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了解国内外民航运输发展现状及趋势，具

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文化艺术素质、良好形象气质和职业素养，掌握艺术学、

管理学和航空运输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民航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掌握形象

塑造、乘务礼仪、沟通技巧、外语等专业知识，具备对客服务、应急处置等技能，

具备民航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务及地面专业服务和管理能力，能够在航空运

输、铁路运输等交通运输行业从事客运乘务服务、场站服务及管理工作的乘务员

和管理者。

本专业毕业生毕业后5年左右应达到以下要求：

1.具备良好的道德情操和职业素养，能够强有力地执行与贯彻党的政策方针，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跟民航业改革发展的步伐，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有较强的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

2.拥有健康的身心，具备良好的职业形象和艺术素养，熟悉客源国风俗、文

化，能够使用英语进行日常对客交流，能够胜任国内外高端民航运输服务业的相

关工作；

3.掌握艺术学、航空运输学及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与专业技能，把

握行业发展动向，能够胜任航空企业管理工作；

4.具有良好的对客沟通能力、协调关系能力与临时应变能力，具备团队协作

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有优秀的服务意识；

5.具有全球化意识和国际视野，有较好的外语水平，能够通过继续学习渠道

不断更新管理理念和知识，拥有自主的、终生的学习能力，能够适应国内外航空

服务业形势与环境，实现自身综合能力与专业水平的持续提升。



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通过4年的学习，应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一）知识要求

1. 掌握艺术学、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

2. 掌握航空运输行业的基本理论知识。

3. 掌握礼仪、个人形象管理、沟通技能等客运岗位专业知识。

4. 掌握普通话及一门外语的应用性知识，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

5. 熟悉国家关于民用航空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

6. 了解航空服务行业发展状况及趋势。

7. 掌握科学训练方法，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双证乘务员合格标准。

8. 了解基本国防军事知识和国家时事政策。

（二）能力要求

1. 具备较为完备的对客服务工作能力。

2. 具备协作和应变能力，具备一定的团队组织、协调能力。

3. 熟练使用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民航运输数据分析，合理解决旅客诉求。

4. 具备民航客运服务所需的语言应用能力。

5. 具备安全管理、急救、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

6. 具备较强的岗位适应及自我学习、适应不断发展的客舱安全与服务要求

的成长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7. 掌握文献与资料检索、信息处理方法、数据分析等方法，具备一定的办

公能力。

8. 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充分了解主要客源国的风俗文化，

并在客舱服务中合理运用。

（三）素质要求

1.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立场鲜明，具备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2. 具备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及创新精神。

3. 具备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团队意识。

4. 应拥有优良的道德品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具有较好的心埋系质，具备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刀、快速应变能力、较强

的抗压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抗挫能力。

6.具有国际视野，积极主动跟踪民航发展趋势，多种途拓宽国际视野，提高

跨文化知识理解和应用能力

7.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



四、学制、学分、授予学位

1.学制：标准学制4年，实行弹性修读年限3—8年。

2.学分：:修完课程计划规定的课程和环节，至少取得160学分，符合国家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山东交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准予毕业。

3.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学位。

五、课程设置

1.主干学科

艺术学、管理学

2.核心课程

民航概论、管理学概论、形体训练、音乐表演、形象设计、民航客舱服务、

民航服务英语、民航服务礼仪、民航客舱安全管理。

3.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入学教育及军训、民航乘务认知实训、机场地面服务实训、客舱服务实训、

民航客舱安全管理实训、专业综合实训、毕业实习1、毕业实习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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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体系结构图（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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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素质要求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 ★

形势与政策 ◆ ★ ◆ ◆ ★

体育 ★ ◆ ★

大学英语 ★ ▲ ◆ ★ ▲

大学语文 ◆ ◆ ★

人工智能基础 ◆ ★ ▲

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道路
◆ ★

马克思主义哲学

视野中的党史
◆ ★

红色经典讲读 ★ ◆

交通大国史话 ★ ◆ ★

济南红色文化教

育
★ ◆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导论 ◆ ★

民航概论 ★ ▲

艺术概论 ★ ▲

管理学概论 ★ ▲ ◆ ▲

形体训练 ▲ ★ ◆ ★



舞蹈（女） ★ ▲ ▲

体能训练（男） ★ ▲ ★

旅游文化概论 ★ ▲

形象设计 ★ ◆

沟通技巧 ★ ◆

普通话 ★ ★

客运心理学 ★ ▲ ▲ ▲ ★

音乐表演 ★ ▲

飞行器服务设备操作与

管理
★ ▲

航空运输地理 ★ ◆

民航英语口语 ★ ◆ ▲

音乐基础知识 ★ ▲ ▲

民航法律法规 ★ ◆ ▲ ★ ▲

民航客舱服务 ★ ◆ ▲ ◆

民航服务英语 ★ ◆

民航服务礼仪 ★ ◆ ◆ ▲

民航客舱安全管理 ▲ ★ ★ ★

医疗常识与急救 ◆ ★ ◆ ★

客舱播音机巧 ▲ ★ ◆ ▲

民航机场地面服务 ★ ★ ◆ ▲ ◆

民航专业英语 ★ ◆ ◆

空中交通管理基础 ▲ ◆

服务营销管理 ◆ ▲

第二外语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就业指导 ★

创业指导 ★



表1 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管理

注： 1.以“★”“◆”“▲”分别表示课程对毕业要求支撑度的强、一般、弱。

大学生KAB创业基础 ◆

创业计划指导 ◆ ▲

舞蹈鉴赏 ◆ ◆

音乐鉴赏 ◆ ◆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 ◆ ◆

应用文写作 ◆ ◆

入学教育及军训 ★

民航乘务认知实训 ◆ ◆ ★ ◆ ◆

半军事化管理 ◆ ◆ ★ ◆ ◆ ★

机场地面服务实训 ◆ ◆ ★ ◆ ◆

客舱服务实训 ◆ ◆ ★ ◆ ◆

民航客舱安全管理实训 ◆ ◆ ★ ◆ ◆

专业综合实训 ◆ ◆ ★ ◆ ◆

毕业实习1 ◆ ◆ ★ ◆ ◆

毕业实习2 ◆ ◆ ★ ◆ ◆

毕业论文 ★



六、各学期教学计划总体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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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设
计
）
论
文

实

习

考

试

入
学
教
育
与
军
训

机

动

毕

业

鉴

定

学

期

小

计

社

会

实

践

寒

暑

假

总

计

一 15 1 2 1 19 1 5 25

二 17 1 1 1 20 6 26

三 18 1 1 20 1 5 26

四 18 1 1 20 6 26

五 18 1 1 20 1 5 26

六 18 1 1 20 6 26

七 0 16 1 3 20 1 5 26

八 0 8 7 1 1 17 17

总计 104 0 8 28 7 2 6 1 156 4 38 198



七、课程教学计划进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对照） 先修课程
学
分

学时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

总
学
时
数

理
论
学
时

实
验
实
践
学
时

上
机
学
时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12 16 16 16 16 16 0 0

公
共
基
础
课

1 03010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48 40 8 0 4

2 03010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Mao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5 80 64 16 0 4

3 0301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Conspectu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3 48 40 8 0 4

4 03010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y andmoral cultivation and law foundation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3 48 40 8 0 4

5 030203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2 48 32 16 0 平均每学期8学时

6 020101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4 128 112 16 0 2 2 2 2

7 120101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12 192 192 0 0 4 3 3 3

8 080100
人工智能基础★
Found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 16 16 0 0 3

9 110602
大学语文
College Chinese 2 32 32 0 0 2

小计 35 640 568 72 0

思
政
限
选
课

1 030109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Road

1 16 16 0 0 2

2 030110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党史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in the View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y

1 16 16 0 0 2



类
别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对照） 先修课程
学
分

学时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

总
学
时
数

理
论
学
时

实
验
实
践
学
时

上
机
学
时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12 16 16 16 16 16 0 0

3 030111
红色经典讲读
Red Classics

1 16 16 0 0 2

4 030112
交通大国史话
The History of Transportation Power 1 16 16 0 0 2

5 030113
济南红色文化教育
Jinan Red Culture Education

1 16 16 0 0 2

思政限选课最低修读学分 1 16 16 0 0

学
科
基
础
课

1 110858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aviation service art and
management specialty

2 32 32 0 0 2

2 110824
旅游文化概论
Culture of Tourism 2 32 32 0 0 2

3 110857
音乐基础知识
music foundation 2 32 32 0 0 2

4 110201
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to Art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
导论

2 32 32 0 0 2

小计 10 192 192 0 0

专
业
必
选
课

1 110859
管理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3 48 48 0 0 3

2 110851
民航概论
Overview of Civil Aviation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
导论

3 48 48 0 0 3

3 110837
形体训练
Physical Training 4 64 32 32 0 4



类
别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对照） 先修课程
学
分

学时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

总
学
时
数

理
论
学
时

实
验
实
践
学
时

上
机
学
时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12 16 16 16 16 16 0 0

4 110838
舞蹈（女）Dance /体能训练（男）
Physical Training 形体训练 4 64 32 32 0 4

5 110830
形象设计
Image Design 3 48 24 24 0 3

6 110806
沟通技巧
Communication Skills 3 48 32 16 0 3

7 110807
普通话
Mandarin 3 48 32 16 0 3

8 110809
客运心理学
Passenger Psychology 管理学概论 2 32 32 0 0 2

9 110839
音乐表演
musical performance 4 64 32 32 0 4

10 110840
民航客舱服务
Civil Aviation Cabin Service 形象设计 4 64 32 32 0 4

11 110842
民航服务英语
Civil Aviation Service English 民航英语口语 3 48 32 16 0 3

12 110861
飞行器服务设备操作与管理
Flight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2 32 32 0 0 2

13 110843
民航客舱安全管理
Safety management of civil aviation
cabin

民航客舱服务 3 48 32 16 0 3

小计 36 576 408 168 0

专
业
限
选
课

1 110862
航空运输地理
Air Transport geography 民航机场地面服务 2 32 32 0 0 2

2 110856
民航英语口语
Civil Aviation spoken English 大学英语 3 48 32 16 0 3

3 110853
民航服务礼仪
Civil service etiquett 民航客舱服务 4 64 32 32 0 4



类
别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对照） 先修课程
学
分

学时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

总
学
时
数

理
论
学
时

实
验
实
践
学
时

上
机
学
时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12 16 16 16 16 16 0 0

4 110844
民航法律法规
Civil avi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2 32 32 0 0 2

5 110817
医疗常识与急救
Medical Knowledge and First Aid 4 64 32 32 0 4

6 110863
客舱播音技巧
Cabin Broadcast Tips 普通话、沟通技巧 2 32 24 24 0 3

7 110846
民航机场地面服务
Civil Aviation Airport Ground service 客运心理学 2 32 24 8 0 2

8 110858a
民航专业英语
Civil aviation professional English

民航服务英语
2 32 24 8 0 2

专业（方向）限选课最低修读学分 24 384 232 168 0

专
业
任
选
课

1 110845
空中交通管理基础
Fundamentals of air Traffic
management

民航概论 1 16 16 0 0 2

2 110864
服务营销管理
Service Marketing Management 民航机场地面服务 1 16 16 0 0 2

3 110848
第二外语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3 48 48 0 0 3

专业任选课最低修读学分 4 64 64 0 0

创
新
创
业
课
程

1 1901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 1 16 16 0 0 2

2 190102
就业指导
Career Guidance 1 16 16 0 0 2

3 290101
创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1 16 16 0 0 2

4 110903
大学生KAB创业基础▲
KAB Foundation of Undergraduate▲ 1 16 16 0 0 2

5 110902
创业计划指导▲
Business Plan Guidance▲ 1 16 16 0 0 2



类
别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对照） 先修课程
学
分

学时 开课学期及周学时

总
学
时
数

理
论
学
时

实
验
实
践
学
时

上
机
学
时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12 16 16 16 16 16 0 0

创新创业课程最低修读学分 2 32 32 0 0

美
育
必
修
课

1 110610
舞蹈鉴赏
Dance Appreciation 1 16 16 0 0 2

2 110605
音乐鉴赏
Music Appreciation 1 16 16 0 0 2

小计 2 32 32 0 0

美
育
选
修
课

1 110611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Appreciation 1 16 16 0 0 2

2 110624
应用文写作
Applied Writing 1 16 16 0 0 2

美育选修课最低修读学分 1 16 16 0 0

公共选修课最低修读学分 2 32 32 0 0

合计 119 21761684492 0

注：1.新技术类课程在课程名称后“★”2.先修课程只需填与该课程紧密相关的前置课程，填写不超过2门。3.创新创业选修课在

课程名称后加“▲”。4.先修课程只写中文名称即可



八、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中英文对照） 学期 周数 学分

专
业
教
育
实
践

1 入学教育及军训
Admission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1 2 1

2
半军事化管理

Semi-military management
1-6 6 3

3
民航乘务认知实训
Civil aviation crew cognition education 2 1 1

4
机场地面服务实训
Admission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3 1 1

5
客舱服务实训
Cabin service training 4 2 1

6
民航客舱安全管理实训
Civil Aviation Cabin Safety Management
Training

5 2 1

7
专业综合实训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training 6 2 1

8
毕业实习1
Graduation practice 7 15 15

9
毕业实习2
Graduation practice 8 8 8

10
毕业论文
The Graduation Thesis 8 7 7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2

合计 41

注：1.集中实践环节每周对应1学分。2.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由二级学院负责认定，认定办法参照学校和二

级学院（系）相关文件规定，学生最少需修够2学分。

九、第二课堂安排

类别
序

号
活动名称

活动性质 建议

时

间安

排

学分必

修
选修

思
政
教
育
与
行
为
养
成
类

1 新生入学教育及军训 √ 1 0.3
2 一日常规教育 √ 1-6 0.3
3 考风考纪教育 √ 1-5 0.2
4 安全教育 √ 1-6 0.3
5 心理健康教育 √ 1-6 0.2
6 时事政治与理论学习 √ 1-5 0.1
7 党团组织主题教育活动 √ 1-5 0.3
8 团校培训、团内推优 √ 1-5 0.2
9 党课培训与入党积极分子教育 √ 1-5 0.1
10 重大节日、重要时间节点纪念活动 √ 1-6 0.2
11 励志教育 √ 1-6 0.2



类别
序

号
活动名称

活动性质 建议

时

间安

排

学分必

修
选修

12 先进典型宣传教育 √ 1-6 0.2
13 朋辈教育 √ 1-5 0.1
14 “艺”沙龙主题教育 √ 1-6 0.2
15 艺苑讲坛 √ 1-5 0.2
16 学生发展指导师活动 √ 1-6 0.2
最低修读学分 1

学
术
科
技
与
创
新
创
业
类

17 国家发明专利 √ 1-6 1.5
18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 1-6 1.5
19 山东省青少年舞蹈比赛 √ 1-6 1
20 山东省青少年歌手大赛 √ 1-6 1.5
21 山东省大学生礼仪风采大赛 √ 1-6 1
22 省级、校级模特大赛 √ 1-4 1.5
23 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 √ 1-6 1
24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 1-6 1
25 创业基地孵化园与创业实践 √ 1-6 2
26 大学生英语竞赛 √ 1-4 2
27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 1-6 1
28 创青春”大学生创业竞赛 √ 1-6 1
29 学校级科技节系列竞赛 √ 1-6 1
最低修读学分 1

文
体
艺
术
（
美
育
实
践
活
动
）
与
身
心
发
展
类

30 早操、礼仪操 √ 1-2 0.2
31 田径运动会 √ 1-4 0.1

32 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等球类竞赛项

目
√ 1-4 0.1

33 啦啦操比赛、拔河比赛、踢毽子比赛、冬

季长跑、趣味运动会等运动项目
√ 1-4 0.1

34 学院社团文化节系列活动 √ 1-4 0.1
35 学校“知性雅居”系列活动 √ 1-4 0.1
36 省、学校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 1-6 0.1
37 大学生演讲、主持、辩论赛 √ 1-4 0.1
38 大学生相声小品大赛 √ 1-4 0.1
39 大学生国学达人挑战赛 √ 1-4 0.1
40 山东交通学院“人文交院”校园模特大赛 √ 1-6 0.1
41 山东交通学院合唱比赛 √ 1-6 0.1
42 山东交通学院校园十大歌手比赛 √ 1-6 0.1
43 山东交通学院素质拓展大赛 √ 1-4 0.1
44 艺术与设计学院迎新晚会 √ 2-6 0.1
45 艺术与设计学院迎毕业生系列活动 √ 1-4 0.1
46 艺术与设计学院文化礼仪知识竞赛 √ 1-4 0.1
47 校、院随机组织文体活动 √ 1-6 0.1



类别
序

号
活动名称

活动性质 建议

时

间安

排

学分必

修
选修

48 学院团总支、学生会、自律委员会日常管

理工作
√ 1-4 0.2

49 学院年级团总支、学生会日常管理工作 √ 1-4 0.3

50 学院社团负责人、舍长、学生助教等日常

工作
√ 1-4 0.2

51 学院班级学生干部日常管理工作 √ 1-4 0.3

52
校学生会、校社团联合会、校大学生艺术

团等校级学生组织成员的日常行为管理工

作

√ 1-4 0.2

最低修读学分 1

社
团
活
动
与
社
会
工
作
类

53 大学生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 √ 1-6 0.2
54 “调研山东”主题系列社会调研 √ 1-6 0.1
55 泉城义工服务团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 1-4 0.1
56 青年志愿者协会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 1-4 0.1

57 济南市“布谷鸟”儿童特需之家志愿者服

务
√ 2-4 0.1

58 山东交通学院“长清烈士陵园扫墓”活动 √ 1-4 0.2
59 山东交通学院“爱心献血”活动 √ 1-4 0.2
最低修读学分 0.6

社

会

实

践

与

志

愿

服

务

类

60 山东交通学院西客站志愿服务活动 √ 2-6 0.2

61 山东交通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
√ 2-4 0.1

62 专业实习认知与专业调研 √ 1-2 0.1
63 大学生社区挂职锻炼 √ 2-4 0.1

最低修读学分 0.4

技
能
证
书
类

64 英语四、六级证书 √ 1-5 2
65 乘务英语等级证书（中级及以上） √ 1-6 2
66 普通话证书（二级甲等及以上） √ 1-6 1
67 CPR急救师证书 √ 1-6 1
68 手语证书 √ 1-6 1
69 半军事化管理 √ 1-6 3
最低修读学分 3

注：第二课堂最低修读学分为10学分，学分认定由团委和二级学院（系）参照相关

文件执行。



十、各课程模块学时学分结构表

课程类别

学时 学分

总数 理论
实验

实践

上

机

占总学

时比例

学分

数

占总

学分

比例

课
内
教
学

必
修

公共基础课 640 568 72 0 31.75% 35 21.8%

学科基础课 192 192 0 0 9.52% 10 6.2%

专业必选课 576 408 168 0 28.57% 36 22.5%

美育必修课 32 32 0 0 1.59% 2 1.2%

创新创业课
48 48 0 0 2.38% 3 1.8%

选
修

16 16 0 0 0.79% 1 0.63%

专业（方向）限选

课
384 232 168 0 19.05% 24 15%

专业任选课 64 64 0 0 3.17% 4 2.5%

美育选修课 16 16 0 0 0.79% 1 0.63%

公共选修课 32 32 0 0 1.59% 2 1.25%

思政限选课 16 16 0 0 0.79% 1 0.63%

合计 2016 A=1624 B=408 C=0 119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专业教育实践（包括创新实践） D=41 25.6%

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E=2 1.25%

总学分 160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百分比 = 35.46%

注：实践教学学分占比 =
B − B1

16 + B1
32 + C − C1

16 + C1
32 + D + E

总学分
× %

B1：32学时对应1学分的课程中的实验实践学时

C1：32学时对应1学分的课程中的上机学时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专业核心课程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民航概论 48 3 高翔 2

管理学概论 48 3 聂云霞 3

形体训练 64 4 魏春魁 1

音乐表演 64 4 王珊珊 3

形象设计 32 2 王珊珊 1

民航客舱服务 48 3 李媛冉 4

民航服务英语 48 3 王萌 3

民航服务礼仪 64 4 聂云霞 3

民航客舱安全管理 32 2 李琰、高翔 5

5.2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学历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

/兼

职

孙龙杰 男 1974-07 艺术概论 教授 研究生
山东师范

大学
美术学 硕士 艺术设计 专职

聂云霞 女 1979-06

管理学概

论、民航

服务礼仪

教授 研究生
东北财经

大学
旅游管理 博士

旅游服务

管理
专职

王珊珊 女 1980-01

音乐表演

、形象设

计

副教授 研究生
山东师范

大学
音乐学 硕士

音乐艺术

与教学研

究

专职

高翔 男 1983-04

民航概论

、民航客

舱安全管

理

教授 研究生
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

航空推进

理论与工

程

博士

飞行器服

务设备设

计与控制

管理

专职

王瑜 女 1989-04
音乐基础

知识
副教授 研究生

曲阜师范

大学
音乐学 硕士

中国民族

音乐
专职

健美操、

体育舞蹈
魏春魁 女 1989-06

形体训练

、舞蹈
副教授 研究生

山东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专职



理论与实

践

季亚群 女 1970-11
中国古典

诗词鉴赏
副教授 研究生

山东师范

大学

现当代文

学
硕士

文学理论

与评论
专职

崔晓 男 1976-09
民航法律

法规
副教授 研究生 武汉大学 法学 硕士

航空运输

法
专职

陈磊 女 1987-08
民航客舱

安全管理
讲师 研究生

中国海洋

大学
项目管理 硕士

旅游服务

项目管理
专职

董亚军 女 1988-03 音乐鉴赏 讲师 研究生

马来西亚

新纪元大

学

音乐表演 博士 音乐教育 专职

吴倩 女 1982-11
民航服务

礼仪
讲师 研究生

泰国诗纳

卡宁威洛

大学

管理学 博士
服务质量

管理
专职

李琰 女 1983-03
民航客舱

安全管理
讲师 大学本科

中国民航

大学
管理学 学士

服务管理

与培训
专职

李媛冉 女 1991-10 沟通技巧 讲师 研究生
韩国航空

航天大学
管理学 硕士 民航乘务 专职

李丹 女 1992-10 舞蹈鉴赏 讲师 研究生
韩国大真

大学
艺术融合 博士 民航乘务 专职

刘丽媛 女 1991-07 形象设计 讲师 研究生
韩国清州

大学
艺术学 博士

戏剧影视

表演
专职

周祯 女 1992-11
第二外语

（韩语）
讲师 研究生

韩国嘉泉

大学
国际通商 博士 国际贸易 专职

王萌 男 1984-05
民航英语

口语
讲师 研究生

山东师范

大学

英语语言

文学
硕士

英语教学

研究
专职

张影 女 1988-10 体能训练 副教授 研究生
山东体育

学院

体育教育

训练学
硕士

力量训练

与肌肉塑

造

专职

冯欣燕 女 1990-02
民航服务

礼仪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南昌理工

大学

音乐表演

（空中乘

务方向）

学士 民航教育 兼职

喻雅琪 女 1994-01
客舱播音

技巧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厦门理工

学院

文化产业

管理（播

音与主持

）

学士 民航教育 兼职

民航客舱 其他副高 菲律宾莱 国际旅游凤琴 女 1990-05 研究生 硕士 民航教育 兼职



服务 级 西姆大学 与酒店管

理

陈海伦 女 1990-03

第二外语

、民航客

舱服务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哈尔滨师

范大学
日语教育 学士 民航教育 兼职

5.3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18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3 比例 13.64%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2 比例 54.55%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18 比例 81.82%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7 比例 31.82%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11 比例 50.00%

36-55岁教师数 11 比例 50.00%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4:18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9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7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聂云霞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课程 管理学概论、民航服务礼仪
现在所在单

位
山东交通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6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旅游服务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1.2022年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项目）立项：数字经济时

代新经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经费5万元。 

2.作为主要成员获山东省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二等奖1次。 

3.2021年度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新文科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文科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4.2022年度校级一流课程培育项目：基于大数据的新能源汽车精准营销方案

策划虚拟仿真实验 

5.2022年度校级教学成果培育项目：“思政引领、能力驱动、交叉融合”的

经管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6.2021年度校级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理论研究专项课题：应用型大学建设背

景下新文科“三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1.2022年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下山东省文化产业与旅

游产业耦合协调发研究，主持，经费：3万元 

2.2020年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山东省制造业与服务业融

合发展研究，主持，经费：3万元 

3.2020年山东省软科学课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影响下的山东省旅游业竞争

力提升对策研究，主持 

4.2020年山东省统计科研课题（重大课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

建与评价研究，主持，经费：2.75万元，获得山东省统计科研课题（重大课

题）三等奖 

5.2020年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十四五”规划项目委托编制，主持，经费

：17.35万元 

6.2023年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高速畅和通平台文旅板块发展规划

，主持，经费：4万元

近三年获得 近三年获得5.0 30.1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课程：管理学、服务营销、旅游学 

学时数：20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0

姓名 王珊珊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乘务系主任

拟承担课程 音乐表演、形象设计
现在所在单

位
山东交通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 音乐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音乐教育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论文：1、《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培育有成长力的人才》中国成人教育 

2016。2、《大学生情感教育》山东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7. 3、《高

铁乘务专业形体课的教学》中国文艺家  2018.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科研成果： 

1、2017年获山东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2017年《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培育有成长力的人才》获山东省教育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科研课题： 

1、《山东文化养老工程优化研究》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2021年。 

2、《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研究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

点课题，2020年。 

3、《空乘从业人员现状及终身发展研究》 山东交通学院科研项目，2018年

。 

专著： 

《创新创业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9年。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6.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6.1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社交礼仪、音乐鉴赏、艺术导论

160课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5



姓名 高翔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课程 民航概论、民航客舱安全管理
现在所在单

位
山东交通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7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飞行器服务设备设计与控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目

、研究论文、慕课、教材

等）

教研教改课题： 

1. 2021年山东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飞机总体设计》，排名2/7 

2. 2019年山东省一流本科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模拟飞行及飞

行系统虚拟现实》，排名2/5 

3. 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2020-2022年度交通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基于开源虚

拟仿真实验平台的无人机专业实践教学新模式研究》，主持 

4. 2021年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本科课程《中小型无人机设计虚拟仿

真实验》，主持 

5. 2020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基于Matlab/FlightGear/Python

的飞行系统虚拟仿真教学与实践》，主持 

6. 2020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卓越工程师身份构建视域下新工

科专业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研究与实践——以飞行技术专业为例》

，5/6 

7. 第二批校级混合式教学改革课程《飞机总体结构设计实训》，主持 

8. 2020年文旅厅目《大数据时代山东通用航空文化及人才培养的SWOT研究

》，主持 

9. 2019年校级教学成果奖《基于航空类专业国际标准的中外“共融共建共

标”合作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特等奖，4/10

论文： 

1. 高翔,王颉. 基于Matlab和FightGear的飞行虚拟仿真教学[J]. 文存阅刊

,2021(12):136. 

2. Mu, Xu, Jingping Shi, and Xiang Gao. "Design of Flight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Data Driv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Big Data Analytics for IoT Security and Privacy. 

Springer, Cham, 2021. 

3. 何为凯,闫栋梁,刘斐然,高翔,高丽,张弛,顾志恒,刘子悦,董良. 恒频-变

频信号蝙蝠声学结构对波束的影响[J].声学学报, 2021 ,40(4): 549-551 

4. 高翔,曾庆凯，刘元涛. 飞行仪表和控制系统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建设[C].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航空航天类专业教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南京，2020 

5. 徐庆树,梁靓,高翔, 基于职业身份认同的课程思政研究-以飞行技术专业

为例[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航空航天课程思政教育研

究，南京，2020 

6. 高翔, 胡骏, 王志强, 张晨凯. 三维旋转水平轴风力机流场的PIV试验和

数值模拟[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18 ,50(03): 375-382. 

教材： 

1. 飞行技术专业系列教材《航空动力装置》，中国民航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0，参编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27.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36.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飞行设备操作与管理、民航概论等

160课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6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2022.5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90（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1.财政补贴收入，包括财政批复的基本支出定额经费、高层次人才引进、高

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工程、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等； 2.事

业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及其他收入； 3.本着“资源共享、配置优化

”的原则，在完善现有校内实训室的基础上，由合作企业投入1000万元人民

币，新建功能齐全、管理规范的动态模拟舱、逃生实训实验室等，形成集教

学、科研、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实践平台，全面满足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2776.4

实践教学基地（个） 6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1、师资团队建设： 

不断优化师资结构，在专业带头人的引领下，形成一支20名左右、老中青结

合较高水平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未来三年积极引进、培养高职称、高学历或

者在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双师型教师。 

2、课程建设： 

学校采用校企合作方式，计划3-5年建设高水平的校内航空服务实训中心

，用于实操教学。 

3、校内实训实践基础建设： 

在现有1500平方米实训、实验教学设施基础上，扩大建设配套完备、设施一

流、环境真实、切合岗位的校内民航运输服务综合实训基地，包括安检、值

机等地面服务以及空中乘务服务、安全保障等实训设备，保障学生在校航空

服务实践课程高质量完成。 

4、校外合作基地的建设： 

目前建有多家校外实习基地，与国内三大航司、省内本土山东航空、青岛航

空和济南遥墙国际机场、青岛胶州湾机场集团、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等民航运

输单位，以及济南铁路局、济南客运段、济南西站、青岛地铁等轨道客运领

域的企业单位积极沟通，逐步落实基地建设工作，为下一步形成集教学、就

业一体化的基地组群提供了有力保障。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波音777逃生模拟舱 波音777-300 1 2018 5209.5

综合服务舱 波音737-800 1 2017 1360.0

模拟机场大厅（售票机

、值机、行李托运、机场

广播、安检设备、登机系

统、VIP接待室、台式电

脑）

/ 1 2019 1336.7

VR实验室 惠普 1 2019 3655.0

跑步机、动感单车、哑

铃、拳击不倒翁、综合力

量训练器、太空漫步机

K255D/A,BK300(宝

迪朗格）康乐佳
1 2019 117.15

A320出口模拟器 FY20-ZH-0902 1 2018 300.0

A320水上模拟器 FY20-ZH-0903 1 2018 300.0

B737-800航空模拟仓机

身
ML-JSJG 1 2019 875.0

B737-800航空模拟仓驾

驶舱
ML-JSC 1 2019 500.0

航空餐车 美联定制 10 2019 30.0

舱门实训模拟器 A320 1 2020 600.0

舱门实训模拟器 B737-800 1 2019 600.0

灭火实训模拟器 A320 1 2018 425.0

B737-800盥洗室 ML-GXS1 1 2019 30.0

A320盥洗室 ML-GXS2 1 2019 30.0

仿真厨房 ML-CF 2 2019 50.0

仿真VCC控制室 ML-VCC 1 2019 50.0

CBT教学软件 HP 24-e020cn 1 2021 625.0

登机柜台 ML-GTXT01 5 2018 400.0

机场运控模拟系统 AP-ZY-AOC 1 2020 1560.0

双视角手提行李X光机 希淳XIC6550D 2 2020 260.0

金属探测门 华航定制 1 2020 100.0

便携式毒品、爆炸物检

测仪
TR10000C--R 1 2020 186.0

液体安检仪 RT1003 1 2020 190.0

防爆防护设备 FB-G1 5 2020 50.0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PD104N 20 2020 61.0

人证合一安全通道 华航定制 1 2020 96.0

红外成像仪 华航定制 1 2020 86.0

贵宾室模拟值机系统 华航定制 1 2020 32.0

乘务员心理实验套装 DXC-8-35 1 2019 73.5

高级分娩及母子急救模 Yt-55 2 2019 13.0

婴儿复苏模型 按压式 2 2019 12.0

心肺复苏全身人体模型 CB/CPR490 50 2019 150.0

自动体外除颤仪 IP63 2 2019 56.0

婴儿气道阻塞模型 CRP140 1 2019 1.8

成人气道阻塞模型 CRP155 1 2019 3.0

防护式呼吸装置A型 B737-800 2 2019 4.0

防护式呼吸装置B型 B737-800 1 2019 2.0

防护式呼吸装置C型 B737-800 1 2019 2.0

人体骨骼 180.00 1 2019 1.0

氧气瓶 B737-800 8 2019 16.0

应急定位发报机 华航定制 4 2019 12.0

水灭火器 B737-800 4 2018 13.0

应急医疗急救箱 B737-800 4 2023 2.0

茶台 1.5米*0.8米 10 2018 15.6

酒柜 3.1米*2米 2 2018 4.8

酒桌 1.5米*2米 5 2018 1.0

卧推器 PTT0210 1 2017 4.5

深蹲器材配以杠铃 PTT0207 1 2017 4.5

腰腹训练器 PC1609 1 2017 9.5

引体向上训练器 PC1604 2 2017 24.0

可调式腹背肌训练凳 PTT0224 2 2017 4.8

椭圆机 PP737 1 2017 9.8

推胸推肩训练器 PC1601 1 2017 9.5

拉筋机 PTT0227 3 2017 6.0

单双杠训练器 PC0914 1 2017 11.0

跑步机 POWERKING17 1 2017 10.0

立式车 PP347 1 2017 12.0

手臂力量训练器 PP620 1 2017 17.0



化妆台 HZT80新雅铁家具 45 2023 54.0

化妆凳 HZD80、新雅铁家具 45 2023 35.0

化妆配橱 HZC80、新雅铁家具 23 2023 18.4

航模展示机 EXTRA300 1 2018 3.4

电脑 联想 50 2020 246.0

空调 格力 10 2021 40.0

热水器 es60h-z3 2 2021 10.0

更衣柜 多门 8 2016 50.0

钢琴 KAWAI 1 2015 20.0



8.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1

一、申请增设“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的主要理由

（一）符合国家行业发展的需要

民航业是国家重要战略产业。《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新时代

新征程谱写交通强国建设民航新篇章行动纲要》等对建设多领域民航强国做了

战略部署，要求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等“三支队伍”建设，为行业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

根据《2023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境

内运输机场（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达到 259 个，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

人次以上的运输机场有 38 个；各运输机场中，年货邮吞吐量 10000 吨以上的运

输机场有 63 个，我国拥有扎实的民航强国建设基础。

图 1 我国机场年起降架次发展情况（2010—2035年）

根据民航局统计数据，2019 年至 2023 年，我国机场旅客吞吐量呈现逐年

增长的态势，2023 年我国民用运输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125976.6 万人次，比

上年增长 142.2%，恢复到 2019 年的 93.2%。在经历了持续的行业波动期后，现

民航业已得到快速复苏（图 1）。

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提出发展低空经济。近年来，在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下，以传统

通用航空、无人机产业为代表的低空经济实现较快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处于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

坚期。在这场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深刻变革中，民航业将在扩大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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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辐射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扮演中不可替代的作

用。

展望 2035 年，我国民航将实现从单一航空运输强国向多领域民航强国跨越

的历史突破。民航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航空公司全球领先，航空枢纽辐射

力强，航空服务国际一流，通用航空功能完善，空中交通智慧高效，安全保障

经济可靠，创新能力引领国际。民航对扩大对外开放、支撑产业发展、促进区

域协调、保障国家安全、满足民生需求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加突出，有力支

撑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随着航空运输业复苏发展和建设民航强国战略对质量提升的要求，更新管

理理念、模式和方法的内在发展需求也日趋迫切。目前，高层次、高质量航空

服务与管理人才短缺，是制约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期航空运输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因素。

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中，高校应主动适应社会与行业发展需求，培养航空

服务艺术与管理等专业人才，为民航行业高质量发展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

（二）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走在前”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山东示范区的实施意见》《山东省贯彻〈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实施意见》

等均规划将山东建设成为全国首个部省共建交通强国省域示范区，加快建成

“两枢两干八支”现代化机场群、多层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集群等，推动山

东在交通强国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

《山东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中提出打造以枢纽机场为骨

干的现代化机场群坚持新建迁建与扩容增效并重，加快形成层次明晰、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的现代化运输机场群。支持济南机场和青岛机场打造国际枢纽机

场、烟台机场打造区域枢纽机场，积极培育临沂机场打造区域枢纽机场，加快

推进支线机场规划建设。以济南、青岛机场为引领，打造“平安、绿色、智

慧、人文”四型机场。规划还提出要着力加快通用机场规划建设，打造全省覆

盖、协同高效、服务优质的通用机场群，实现通用机场建设发展走在全国前

列。探索建立通用航空运营管理新机制，建设通用航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支

持在枢纽机场周边建设通用机场，疏解枢纽运输机场非核心业务；鼓励支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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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增设通用航空设施，提供通用航空服务。2010 年以来，山东省航空运输总体

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图 2）。在“十三五”期间，山东省累计完成机场建设投

资 406 亿元，全省拥有 10 座民用运输机场，总体形成“两枢一干七支”的发展

格局。2023 年山东全省完成航空旅客运输量为 3188.5 万人次,航班起降量为

44.4 万架次,均较 2022 年同期有了大幅度增长。

图 2 山东省机场旅客和货邮吞吐量发展情况（2010—2023年）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民用机场建设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

加快建设“四型机场”，构建布局合理完善、航空服务全省覆盖、航空网络全

球通达、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保障能力和运营管理国际一流的山东半岛现代化

机场群，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化民航运输体系。构建国际国内

省内多枢纽、多层次、高效率的航线网络, 大力开拓洲际直航航线。积极培育

加密国际航线航班，加大国内航线开辟和航班密度，构建空中开放廊道。构建

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兼容互补的通用机场布局，支持公务航空发

展，开展公务机飞行基地试点。培育壮大航空运输企业，鼓励支持国际国内航

空运输企业在我省设立运营基地或分公司促进航空运力投放，扩大省内航空运

输市场规模。

以 2023 年统计数据为例：山东省境内运输机场共计 10 个，占全国机场数

量的 3.86%，起降架次共计 64.9 万架次，比上年起降架次增加 42.1%，日平均

起降架次为 1778.95 架次。山东省民用运输机场旅客吞吐量为 5582.9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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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吞吐量比上年增加 120.9%，其占全国旅客吞吐量的 4.43%。同时，山东拥

有山东航空、青岛航空等本土航空公司，机队规模分别达到 113 架和 36 架。

综合上述分析认为，山东省航空运输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省民航运输业

正经历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对全省高素质民航运输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需求

旺盛。只有提供与全省航空运输业发展相适应的民航专业人才，才能保障未来

山东现代化机场群、交通强国省域示范区的建设。

（三）落实上级教育发展规划的需要

人才是第一资源。为适应交通强国、民航强国建设新要求，更好发挥教育

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工作。

《“十四五”民航院校教育培训专项规划》指出：继续推进民航开放办

学，积极鼓励其他高校和社会培训机构依据标准开展民航教育培训，持续完善

“直属院校＋非直属院校＋社会培训机构”民航特有人才多元化供给格局。以

技术技能型、工程技术型、工程研发型为主，拓展复合型人才培养；以“复合

知识、多元能力、民航素养、国际视野”为人才培养总目标，加大“专业知

识、E 知识、管理知识”三类复合知识教育，注重“职业技能、工程能力、创

新思维能力”三类能力教育，大力开展“安全意识、服务意识、民航精神”三

类素养教育，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民用机场建设发展的意见》中指出：加

大机场、民航等紧缺型专业技术、经营管理人才引进培养，鼓励有条件的省内

高校开设民航专业和教学培训课程，支持采取院校、校企等合作形式加强人才

教育培训。对新引进符合条件的机场、民航高端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依照相

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

《山东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中，对“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提出以下要求：培养、引进行业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

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强交通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建设，打造优势学科，提高办

学质量，培养壮大一线专业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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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 2019 年 2025 2035 年

机场布局
运输机场数量/个 9 12 16

建设通用机场数量/个 7 30 88

业务规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6269 12000 25000

货邮吞吐量/万吨 21.7 120 260

运输服务 航线数量/条 590 670 /

临空产业 低空经济市场规模/亿元 / 15000 35000

表 1 山东省民航“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主要指标

对应表 1 主要指标，《山东省数字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明确要

“加强人才建设”，特别指出：充分发挥山东交通学院等高等院校人才引育主

阵地和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数字交通

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以上有关人才培养的规划要点中，均指出了民航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也明确了培养高素质航空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的迫切性。因此，山东交通学院

增设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是落实上级有关教育规划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

一步提高航空服务人才培养层次和质量,满足民航行业发展对人才的新要求，有

助于为山东及周边区域民航运输、航空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持、智

力支撑。

（四）符合山东交通学院的办学定位和建设规划

山东交通学院以人才培养特色名校为发展契机，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突出

学科专业特色，明确提出建设“以工科为主、交通特色更加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型本科高校”的办学目标和“培养面向交通事业一线的有成长力的工程师和管

理人员”的人才培养目标。学校构建了路、海、空、轨综合交通学科专业架构

和交通建设类、综合运输类、载运工具设计制造类 3 大专业群。2024 年 6 月，

我校获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单位，作为全国 12 所获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单位的

本科高校之一，必将加速山东交通学院深度融入交通强国建设步伐，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显著提升学校在交通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学校研判到山东航空产业经济发展潜力和高素质民航专业人才的重大需

求，针对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特点，尤其是民航领域对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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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将重点在交通领域专业提质赋能，依托学校飞行技术等民航类专业基础与

优势，统筹校内外资源，增设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培养一批扎根交通事

业一线，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国际化视野，富有创新意识和实干精神的民航服

务管理应用型人才，深入推进“四新”建设，支持山东省航空经济高质量发

展。

二、专业发展的基础

（一）学校学科专业基础扎实

拟增设的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本科专业将以本校已经办学多年的空中乘

务、高速铁路客运服务专科专业为基础，利用其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部

分专业课程已经积累丰富的办学经验，保证学生培养质量。

1、学科专业特色

申报专业设置在我校艺术与设计学院，该学院有十年乘务专业办学基础，

2013 年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该学院开设了山东省内第一个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专业，2018 年开设了空中乘务专业，两个专业齐头并进、互补短长，已经成功

培养了乘务专业毕业生近千名。学院在十余年乘务类专业办学经验的基础上，

设置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的各项基础条件成熟，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

施、设备完备。从学科内容来看，该专业与设计类专业同属艺术大类，存在一

定的交叉和重叠，从专业应用上来看，该专业与我校飞行技术、人力资源管理

等航空与管理类专业具备密切的联系和广泛的融合。另外，我校外语、旅游管

理、轨道交通、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办学历史较长，师资队伍精良，教学经

验、科研成果丰富，教学场所充足，设施设备完善，处于省内高校先进水平，

申报专业的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绝大部分专业课程已在这些专业开设多

年，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完全能保证学生培养质量。

乘务专业教学过程中，注重把握专业发展的规律，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办学方针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师资、课程及基地建设、教科研、学生管

理、毕业生创业就业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探索、形成客运服务知

识和技能专业化，外语、礼仪、形体、形象等应用能力职业化，思想道德、文

化艺术、职业岗位素养全面化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为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

业的办学提供了良好的学科与专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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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服务学校定位，拓宽学校人才培养渠道，保障学校专业建设，提升

学生就业质量，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角度考虑，增设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

业，符合我校调整教育类型结构的发展策略和办学定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方

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专业办学条件

（1）实训室建设

我校拥有客舱服务实训室、舱门实训室、灭火实训室、空乘形象设计室、

礼仪实训室、空乘救护实训室、空乘形体训练室、空乘体能训练室等多个专业

实验室，占地面积 1500 平方米。现有的实训场地、设备功能齐全，管理规范，

是集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实践平台，完全可以满足航空服务

艺术与管理专业办学的需要。完备的实训场地及设备，可全方位模拟真实工作

环境，实现情景模拟、亲身体验、实际操作等专业教学的需求，为夯实学生知

识基础，锻炼学生专业技能打下坚实基础。

（2）校外实习基地建设

目前建有多家校外实习基地，与三大航及山东航空、青岛航空，济南、昆

明、济宁等地机场，以及济南铁路局、济南客运段、济南西站、青岛地铁等轨

道客运领域的企业单位积极沟通，逐步落实基地建设工作。空中乘务专科专业

开办期间，已与海航、厦航、南航、首航、济南客运段、青岛客运段、济南

站、济南西站、青岛地铁、济南地铁等 10 余家客运企业单位常年保持实习合作

关系，部分学生已录用并上岗实习，优良的专业技能和素养获得实习单位普遍

赞誉，为下一步形成集教学、就业一体化的基地组群提供了有力保障。

（3）图书资料

我校图书馆拥有交通运输类专业书籍 40 万多册、期刊杂志 110 余种；电子

资源包括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馆、超星读秀平台、超星名师讲堂、中国高

等学校教学资源网、E-book 电子图书知识库、VERS 维普考试资源系统、新东方

多媒体学习库等 20 余种。同时，艺术与设计学院还建有专业资料室，拥有中英

文专业图书 1000 余册，音像资料 100 余种。丰富的图书资料资源，能够满足航

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教学、研究的要求。

3、师资队伍



8

我校拟开设的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以原空中乘务、管理学、飞行技

术三个专业师资为主要依托。艺术与设计学院在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方向

上已经拥有一支实力很强的教学队伍，已组建开办本专业所需的教师团队，由

22 名教师组成，专任教师 18 人，兼职教师 4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12

人，副高及以上占比约 55%。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约 32%，具有硕士学位及以

上教师占比约 82%，省级教学名师 1 人，校教学名师 4 人；曾任乘务长 6 人。

“双师型”建设卓有成效，专业教师均具备行业内职业资格证书，如国家级礼

仪培训师、礼仪礼宾师、形象设计师、省级普通话测试员、红十字救护员等资

格证书，师资队伍中拥有多名具备丰富航空服务从业经验。专业教师队伍结构

合理，具有职称高、双师型特点；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能

满足理论和实践教学的需要。教师的年龄结构比较理想，整个师资队伍梯队合

理，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质量优良，完全能够胜任该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任务。

近年来，专业教学团队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 40 余项，获得省部级、市厅

级科研奖项 30 项，省级教研教改课题 20 余项，获得山东省教学比赛一等奖 1

项，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2 项，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

一等奖 3 项、二等奖多项。发表专著 4 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编《民航服务

礼仪》《服务沟通技巧》《民航服务英语》等教材。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专业教师不断摸索和探索教育教学方法，参与教研

教改研究，取得较好的成果，获得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能大赛二等奖、山东

省教学比赛一等奖、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

化艺术节优秀指导教师、山东省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

（二）校外实训设施设备完善

中航未来集团拥有两大数智化实训基地，分别为中航未来南航航空服务实

训基地、中航未来华东航空实训基地。实训基地以培养“正直、善良、敬业、

专业、责任、付出”的民航人为目标，形成实习实训、养成教育和就业指导于

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国家航空事业发展输送优秀的服务及管理人才。

中航未来第二航空实训基地（南昌）拥有民航专业训练设施最齐全、最先

进的训练设施设备，实训基地建筑面积 3000 平米，分为三层，包括乘务员模拟

训练舱、安检、进港、出港、广播、五大系统，各系统采用目前民航机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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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能够真实再现机场的各工作岗位，模拟国际进出港工作流程，为学生的实

习实训提供更好的场地保障。

中航未来华东航空实训基地位于安徽省滁州市高教科创城，以培养民航领

域专业服务人才为宗旨，为满足学员提高自身综合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的需

要，依据中国民航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投资新建，设备型号空客 A320，分一二

三期投入。一期包括静态撤离服务训练舱、舱门训练器、水上撤离训练器、模

拟机场地面系统等；二期包括灭火训练舱、服务训练舱、模拟机、厨房训练器

等设备。此外，华东航空实训基地文体中心还设有手球馆、文化馆、游泳馆、

田径场、网球场、足球场等配套服务设施，总投资约 7 亿元，占地约 300 亩，

规划总建筑面积 7 万多平方米。

（三）产教融合，校企共建共管

北京中航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教育投资、教育培训、教育开

发、教学产品研发、教育管理、实训实习、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实体办学、

教育服务、教育扶贫、就业服务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教育科技集团，目前以

航空职业教育为核心。作为中国航空服务教育领军企业，截至目前，中航未来

已经在全国近 200 所院校开展合作项目、20 家产业机构，在职员工及专兼职教

师一千多人，累计培训学员近 200000 人次，具有较高的行业影响力。

1、专业的专家师资团队

中航未来集团拥有一支专业、权威、高素质的精英专家团队。聘请了航空

公司、机场、互联网公司、影视行业、院校、外籍教育专家、留学归国人员等

各方面的行业精英、教授、专家导师作为专家顾问及学科带头人。同时，针对

核心学科，集团设立了专门的教研机构，聘请专家级优秀教师作为专业带头

人，制定针对性强、科学有效的课程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

公司将安排 3-5 人的教学工作团队，常年驻守学校，全程参与人才培养，

与合作院校师资团队深度融合，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专业教师队伍，满足理

论和实践教学的需要。

2、教材支撑

中航未来教育集团经过两年多的实际调研与反复论证，在广泛征询民航业

内专家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并在总结我国民航服务类专业教育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结合我国民航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与清华大学出版社达成了编写一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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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实用性的民航服务类系列教材的共识。包括《客舱安

全管理与应急处置》《飞机客舱设备与使用》《航空运输地理》《民航服务法

律实务与案例教程》《民航服务艺术概论》《空乘人员职业形象设计与化妆》

《民航客舱实用英语口语教程》《民航服务沟通技巧》《空乘服务质量管理》

《民航地勤服务》《民航安全管理》《民航客舱服务英语实训教程》《民航概

论》《现代民航基础知识》《民航运输管理》《航空卫生保健与急救》等，为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本科专业的专业教学提供了系统的教材支撑。

3、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中航未来集团按照课程类别和专业特色需求，组织业内专家进行信息化教

学资源开发。目前，已完成《民航客舱服务英语》、《空乘人员形体与仪

态》、《空乘人员职业化妆》、《民航体能训练》、《芭蕾》、《瑜伽》等 4K

高清在线视频课件的制作，此外，开发 VR 互动形式的教学资源，推动优质网络

教育资源的开放和共享。

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充分调动学生广泛参与课程建设。基于虚拟

现实的情境学习等信息化教学创新形式，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发展。

4、搭建产学研服务平台

校企双方对接民航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积极建设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社

会实践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围绕教育部的产学合作育人、就业协同育人等各

类项目，积极申报，此外中航未来集团利用行业资源优势和影响力，帮助合作

院校不断总结育人经验，总结教学经验、凝练教学成果。

5、“赛教融合”的共享平台

中航未来教育集团通过举办各类大赛（如航空服务技能大赛、教师微课教

学大赛），重在构建“赛教融合”的共享平台。大赛邀请用人单位的行业专家

参加评审，为合作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提供展现机会和平台，比赛要求师生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书中的教学任务或航空服务技能展示等考核，由专家对展示

结果进行点评和打分。

通过开展“赛教培养”的形式，一方面帮助教师探索教学模式、创新教学

方法，提高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另一方面，铸造学

生实践创新的岗位技能、塑造航空服务人员形象，同时为学员提供展现形象的

平台，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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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稳定的就业输送保障机制

中航未来教育集团已与国内各大、中型航空公司、机场建立了稳定的联合

人才代培、输送的合作机制，此外持续开拓和建立与国内外航空公司（包含通

用机航空公司与商务机公司）、机场等企业的合作，为毕业生提供稳定的就业

保障。集团内设就业专员负责与用人单位维护、保障、开发相关工作，根据行

业提出的新要求和标准、按照持续改进、动态调整的原则，围绕就业教育、辅

导、面试训练等方面开展教育活动，安排就业推荐和企业招聘等活动。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10.艺术类专业事业发展规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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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文件
鲁交院发〔2021〕145 号

山东交通学院

关于印发“十四五”学科建设规划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山东交通学院“十四五”学科建设规划》已经 11 月 4 日校长

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交通学院

2021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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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十四五”学科建设规划

学科是高校的立身之本，是大学职能实现的基本载体和组织

保障，是高校发展特色和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对学校发展具有

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为发挥学科建设龙头作用，提升

学科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高水平

应用型交通大学，根据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和 “十四五”发展

规划，结合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情况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特

制定学校“十四五”学科建设规划。

一、学科建设基础与现状

（一）“十三五”期间学科建设取得的成绩

1.高峰学科建设初见成效

学科建设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我省 “八大发展战略”需

求，大力提升交通特色和建设水平，2020 年 12 月，交通运输工

程成功获批山东省高等学校高水平学科（优势特色学科），成为山

东非博硕士授权单位高校中唯一一个入选学科。

2.学科布局结构趋于合理

出台《山东交通学院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山东

交通学院重点（培育）学科建设实施方案》等制度文件，加强重

点学科建设。2020 年底，确定建设船舶与海洋工程、土木工程、

公共管理 3 个校级重点建设学科，物理学、机械工程2 个校级培

育建设学科。

3.学科管理机制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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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为强化学科建设管理，学校将原学科与研究生

处的学科规划建设职能调整至发展规划处，将学科建设与发展规

划统筹考虑，成立了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并设立学科建设科，

明确管理职责，学科管理机制逐步完善。

（二）“十四五”时期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

1.学科统领作用不强，顶层设计不足

对学科建设的引领性、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缺乏学科

建设顶层设计，没有充分研究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政策和应用型

学科特点，未将学校工作重点转向学科建设，未形成全校上下齐

心协力抓学科建设的氛围。

2.学科结构布局不优，学科高峰不显

学科缺乏分层分类建设，治理能力不强，整体处于自由生长

状态。学科数量多、竞争力不强、发展不平衡，工学独强，其他

学科均弱。在建省校两级重点（培育）学科中，虽然交通运输工

程学科实力较强，但与全国先进学科相比，优势特色还不突出，

其他一级学科实力均一般，整体来看，“长板”不长，“短板效

应”却比较明显。

3.学科内涵建设不够，交叉融合不高

各学科普遍缺乏有竞争力的稳定研究方向；团队建设“重量

轻质” ，领军人才严重缺乏。科研实力不强，承担国家和省重大

（重点）教学科研项目不多，高水平论文和奖项少。教学平台缺

乏，科研平台小而散，对学科支撑作用不足。科技成果转化和社

会服务有待加强。跨校区、跨院（部）协同推进学科建设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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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不畅，学科间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学科交

叉融合程度较低。

二、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应用型

学科建设规律，按照 “分类推进、应用为本、促进交叉”的学科

建设理念，优化学科布局，强化分类指导，创新发展模式，聚力

标志性成果产出，打造学科特色，建立面向交通行业的应用型学

科群，为实现高水平应用型交通大学建设目标奠定坚实的学科基

础。

（二）发展目标

围绕学校申硕和更名大学战略目标，优化学科布局，培育交

叉学科，确保 10 个以上专业学位类别达到硕士点申报要求。在优

化学科布局的基础上，倾力建好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确保其山东

省高水平学科地位，力争成为国内知名学科；重点支持 1-2 个校

级学科进入山东省高水平学科建设行列；战略性支持 1-2 个行业

需要、山东急需的新兴交叉学科方向，打造学科增长点。形成“交

通运输+”特色应用型学科体系。

三、建设思路与建设原则

（一）建设思路

“十四五”期间将按照“强化引领+打造高峰+做强支撑+夯实

基础”的学科建设思路，打造“1153”型学科布局。其中第一个

“1”为起思想引领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第二个 “1”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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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高峰学科，“5”为包括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

学和法学 5 个学科门类的支撑学科，“3”为包括文学、艺术学和

教育学 3 个学科门类的基础性学科。

（二）建设原则

1.坚持系统推进

强化学科建设龙头地位，系统推进学科方向与服务领域、学

科团队、学科平台、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与社会服务、

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七位一体”的学科建设。

2.打造学科特色

围绕学校应用型发展定位和交通运输工程高峰学科建设目

标，着力打造应用型学科特色和“交通运输+”特色两大特色，以

学科特色带动学科整体实力提升。

3.强化内涵提升

优化学科布局，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引导学科“定标杆、凝

方向、建团队、聚人才、育英才、筑高台、产成果、强服务”,

推动学科向提升内涵、突出特色、提高质量、增强实力转变。

4.实施分类建设

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先为、有所后为”的原则，

统筹规划，分类分层建设，倾力打造交通运输工程学科高峰，构

建互补化、可持续化的良好学科生态。

5.实行动态管理

健全学科考核、激励与问责机制，以绩效考核为手段实行学

科动态管理，不断提升资源投入与建设绩效的匹配度，实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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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

四、建设任务和内容

（一）强化顶层设计，优化学科布局

强化学科建设顶层设计，完善学校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专题

研究学科建设制度，推进学校与学科对话交流机制常态化。发挥

学科引领作用，增强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各项工作的指导性，推动全校一

盘棋共谋学科发展。

实施学科布局优化调整，根据更名大学至少培育 10 个硕士

学位点的要求，围绕打造“交通运输+”学科特色需要，有效集约

学科建设、专业硕士学位点建设、专业建设等发展资源，提升学

科结构、学位授权体系、专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度和支撑度。

（二）打造学科高峰，促进交叉融合

高标准、高协同建设交通运输工程山东省高等学校高水平学

科，打造一支跨校区、跨院（部）协同创新团队；探索有效促进

“交通运输+”学科交叉融合、破解学科建设难题的新机制；通过

实施“揭榜挂帅”制等，聚力标志性成果产出，推动交通运输工

程学科超常规发展，打造交通运输工程学科核心竞争力。

在打造学科高峰的基础上，注重发挥交通运输工程高水平学

科溢出效应，以交通强国建设和新兴社会需求为导向，带动其他

理工类学科和人文社科类学科突破学科限制，实现与交通运输工

程交叉融合与群聚发展，培育形成具有鲜明交通运输特色的交叉

学科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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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内涵建设，提升学科水平

根据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框架要求，对标国家一流学

科，高标准强化学科内涵建设。建立眼光向外、不断追求卓越

的学科发展机制，瞄准区域和行业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内外

先进学科前沿发展趋势，学习和探索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学科建

设经验，选准学科战略方向，精准对接学科服务领域，汇聚高

水平人才、实施高质量人才培养、产出标志性科研成果、开展

高层次国内外合作交流、提升成果转化率和转化质量，为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高 效能贡献，把学科竞争力深植于学校全面协

调的内涵发展之中。

发挥交通运输工程学科 “头雁”引领作用，瞄准交通新基

建 重大任务和重点项目需求，促进关键核心技术融合创新攻

关；坚持以人才为根本，强化学科团队建设。 以学科特色、质

量和贡献为导向，逐步形成“单学科—跨学科—学科群”的学

科建设模式，打造“交通运输+”学科优势方向和学科特色，形

成“雁阵效应”。

（ 四）弥补学科短板，推动协调发展

围绕申硕和更名大学两大目标任务，明确工学、管理学、

社会学科 3 个主要学科门类，力争包括交通运输、机械在内的

10个专业学位类别达到硕士点申报要求。弥补管理学和社会学

科在硕士点培育、专业建设、招生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不足，

确保3个主要学科门类在校生比例达到 15%以上。

梳理摸清全校在建学科状况，推进学科分层建设，“扬长”

的同时加快“补短”力度，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思想引领

地位。加强、拓展面向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领域人才培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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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艺术学科专业布局，大力加强对设计学、外国语言文学、航

空服务管理等薄弱学科的支持力度，提升弱势学科地位，促进

各学科协调。

（五）创新学科治理，推进协同建设

健全以学科建设任务和建设绩效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

以 项目制精准支持为手段，以学科（方向）带头人为责任主体

以“揭榜挂帅”为组织创新，加强学科资源统筹协调，加大学

科平台等学科资源共享力度，探索建立高端学科创新项目特区

支持机制。

优化学科和二级学院（部）的行政建制关系，探索完善跨

学科、跨院（部）的学科治理机制。尝试建立开放式、动态化

的人员专兼职聘任机制，探索多学科合作的绩效评价方法，为

教师跨学科、跨院（部）从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等创设支持条件。建立以学科建设标志性成果为导向的全面协

同、全员发力的工作协调机制，使学科成为学术创新发展的平

台，成为学术组织与学科团队有效互动的载体。

（ 六）实施绩效考核，确保资源效益

根据高水平应用型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学科建设目标任

务，参照现有学科评估评价体系，科学实施学科建设绩效评价

突出过程管理和成果导向。突出学科的学术引领性、社会贡献

度 和影响力，重点考核学科标志性成果的获得率、关键可量化

指标 的完成度和人均贡献度。

优化考核结果使用，形成以绩效评价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

和资源配置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学科动态调整和实施学科

奖励、划拨学科经费的主要依据，提高资源效益，增强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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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加大经费支持力度或提升

建设层次；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减少经费支

持 力度或降低建设层次甚至取消建设资格，充分激发学科建设

的内 在动力和发展活力。

五、组织与实施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充分发挥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作用，统筹推进学科建设，每年

至少召开一次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实施学校党委领导、 以二级院

（部）为主体、各职能部门协同、学科（方向）带头人具体组织

实施的学科建设机制。充分发挥发展战略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

学术指导作用。

（二）健全制度体系

出台《山东交通学院学科建设管理办法》《山东交通学院学

科（方向）带头人遴选及管理办法（试行）》《山东交通学院高

水平学科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山东交通学院交通运输工程学科

重点建设任务 “揭榜挂帅”实施方案（试行）》等系列办法，确

保学科建设进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三）优化资源配置

设立学科建设专项资金，实施学科经费项目制管理，根据项

目实际绩效动态划拨经费，建立成果导向的学科建设激励机制，

以学科建设成效匹配学科资源。加强学科建设经费统筹力度，积

极促进资源共享，确保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学科资源，提高资源

使用效益，以有效的资源支持力激发学科建设内生动力和发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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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四）强化监测评价

强化学科建设过程管理，做好学科监测评价，突出成果和业

绩导向。根据高水平应用型学科建设特点，强调学科标志性成果

获得和学科社会贡献度与影响力，在保持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

根据建设绩效进行动态调整，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

增强学科建设实效。

山东交通学院办公室 2021年11月12日印发

校对：李洪华 共印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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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文件
鲁交院发〔2021〕135 号

山东交通学院

关于印发“十四五”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

发展规划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山东交通学院“十四五”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发展规划》已

经 10 月 27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山东交通学院

2021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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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

“十四五”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发展规划

“十四五” 时期是学校建设高水平应用型交通大学的关键

期，是学校谱写立德树人新篇章的开篇期，是学校专业建设整体

升级和人才培养质量快速提升的结穗期。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专业

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根据《山东交通学院 “十四五”发展规划

纲要》，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基础

（一）取得的成绩

专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学校实施专业 “+交通”升级改造。

2016 年，交通运输、土木工程等 5 个专业群获批省级高水平应用

型建设专业（群）。2018 年，“交通工程”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轮机工程”专业群获批立项山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专业对接产业项目。2019 年， “交通工程”等 15 个专业获批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车辆工程” “物流工程”2 个专业获

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物流工程”获教育部首批物流

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新文科建设试点。

课程信息化水平达到新高度。全面整顿学校教育教学秩序，

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开展混合式教改，推动课程信息化

建设。学校建有国家级一流课程 5 门，省级一流课程 13 门， 山

东省高校课程共享平台上线课程 49 门。

（二）面临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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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给学校发展带来新机遇。

山东省重视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与人才培养，山东交通学院作

为 20 所首批立项建设的山东省应用型高校，迎来了人才培养能力

快速提高的新机遇。

学校在“十三五”期间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十四五”建设

奠定了良好基础。“十四五”期间，学校将坚定不移走应用型大学

建设道路，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能力，不断提升学校社会影响力。

二、指导方针与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深化人才培养改革为根

本动力，推动专业更高质量、更有特色的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

人才培养体系，推进专业发展，培养造就大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山东省交通强省建设、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保障、高水

平智力支持。

（二）总体目标

根据《山东交通学院 “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人才

培养实现新突破。构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系。到 2025 年，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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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及以上 A 类教师教学比赛奖励 10 项以上。获高水平双创竞

赛奖励和国家级大创项目超过 500 项/年，年度同比增长高于 7%。

三、建设任务与关键举措

落实“十四五”发展目标，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山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与巡视整改任务，将实施专业、课程、

教师、教材四项提质培优工程，开展教学成果奖重点突破，稳步

推进八项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作。

（一）建设一流专业，实施专业提质培优工程

1.加强专业建设。强化专业师资力量，对标交通强国建设与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服务新旧动

能转换十强产业专业群的建设；加强一流专业申报与建设，力争

获得国家级、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20 个以上；持续推进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国际等效认证），力争 10 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国际等效认证）或国家三级专业认证。加强新工科、新文科

专业建设，紧跟“四新”经济发展需求，及时调整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定期更新课程质量标准，依据专业定位、培养目标要求重

构课程体系。

2.调整专业结构。 出台《山东交通学院普通本科专业动态调

整实施办法》，规范专业设置程序，优化专业布局。按照 “固优、

增急、培新、改老”的思路，调优主要学科门类专业结构，加速

存量调整与增量优化，招生专业总数控制在 55 个左右。增设智能

制造类、仪器仪表类“四新”专业，“四新”专业占比超过25%。

（二）打造一流课程，实施课程提质培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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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建成省

级及以上一流本科课程 35 门以上。深化混合式教学改革，调动学

生课堂教学参与积极性；加大课业及考核难度，提高课程挑战度。

深入推进“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改革，建设校级思政示范

课程，突出思政教育在智育课堂中的重要地位，实现课程思政全

覆盖。把“交通强国”元素融入课程思政。加大新课程开发力度，

生均课程门数提升 0.5%。

（三）培养一流名师，实施教师提质培优工程

4.加快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实体化和内涵建设，提升教师现代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能力。开展教育评价、教育测量

等专题培训，每年培训青年教师 1000 人次以上，组织教师教研活

动 20 次以上。 常态化开展教师教学比赛，每年至少组织 1 次。

政策激励与定向培养结合，促进教师获得更多省级及以上 A 类教

学奖励。完善教师教学能力测试与评价，增加教学评优在职称评

聘中占比。

（ 四）规范教材管理，实施教材提质培优工程

5.落实党委对教材建设的主体责任，建立教材工作检查监督

机制。出台《山东交通学院教材管理办法》《山东交通学院教材选

用管理办法》，完善教材选用审查机制，加强教材选用管理，规范

教材审查，严把教材选用质量关。加强教材建设，充分利用VR等

技术创新教材呈现方式，编制10部新形态教材、数字课程教材，

力争1部教材入选“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开展教材奖专项培育

工作，进行校级优秀教材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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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教学研究，实现国家级教学成果新突破

6.加强教学研究，培育教学成果。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职业

教育两大教学成果奖申报领域，分类分层次开展教学成果奖培育

工作。积极整合形成 10 项左右成果奖培育重点攻关项目，邀请专

家进行指导，统一完成专家鉴定。力争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1 项、

省级教学成果奖 10 项。

（ 六）落实“以本为本”，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7.落实“五育”并举，完善德育体育美育劳育评价。实现思

政内容全课程覆盖，丰富心理健康类课程资源；增加体育课学时，

实现体育课程覆盖全培养阶段，改变学校体测达标率低的现状；

完善艺术课程体系，改善美育办学条件；开足劳动理论课程，增

加劳动实践训练。

8.抓实三全育人。构建特色“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创建“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建立“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同向

同行的课程创优体系。高标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把易班发展

中心建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获批省级心

理健康中心和 2 个以上省级名师工作室。

9.规范教学运行。完善优化现有教学管理系统，提升学校教

学运行的信息化管理水平。进一步规范完善教学运行各项工作流

程，规范教师教学行为，严肃教学纪律，规范考试管理，形成严

格规范、平稳有序的本科教学秩序。

10.提升实训水平。加强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强化实验室对本

科教学的支撑作用。加强实习实训及毕业设计的信息化管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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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友邦大学生实习实践平台”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对大

学生实习实训的全程管理与监控。

11.强化双创教育。完善“四融五全”成长进阶式创新创业教

育体系，成立双创教育教研室，打造省级双创教育通识课程和专

创融合慕课。健全课堂教学、网上自学、专业实践、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双创竞赛等相互促进的能力培养体系。完善“规模化、

系列化、品牌化、特色化”竞赛体系。国家级金奖项目数不断突

破，创业学生比例持续提高。

12.改进本科教育教学评价。制定教师教学能力测试与评价

办法。严格落实教授上课基本工作量制度，严格落实本科生学位

论文指导标准要求，增加生均课程门数，开展专业供给侧改革与

绩效评价。加强督导工作，明确督导督学督管责任，强化督导结

果运用和闭环管理。

13.进一步严格学业标准。完善学业管理标准内部质量保障

体系，提高毕业难度；严格执行学籍管理规定，严格执行清退制

度；加强过程性考核，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增加论文抽检自查，

严格执行学术不端处理规定；发挥校级优秀论文引导作用；加强

实习实训过程管理；发挥校级优秀实习实践评选导向作用；加强

学分互认力度。

14.强化持续改进。健全内部保障体系，深度落实“以学生为

中心、关注教师发展”的教学质量管理理念，建立符合国家、社

会及学生等利益相关者诉求的质量标准，搭建常态监测信息化平

台，完善自我评价机制、反馈机制和质量改进机制。强化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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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部门及队伍建设，构建自觉、 自省、 自律、 自查、 自纠的现代

大学质量文化。

四、支持与保障

（一）加强组织保障。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

发挥党委在学校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在党的领导下，着力解决人

才培养中的突出问题。厘清学校各职能部门在人才培养中的责任，

学校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人才培养的合力；建立健

全管理体制，深入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学校人才培

养中心地位。

（二）加强制度保障。做好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制度的废、

改、立工作，全面梳理出学校人才培养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各

项工作有章可循，科学规范，确保“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如期

完成。

（三）加强经费保障。完善教学激励奖励机制，加大教育教

学工作奖励力度；优化学院经费分配办法，将经费分配与鼓励、

引导教学改革与建设相结合，进一步加强教学基本条件建设。

山东交通学院办公室 2021年11月19日印发

校对：臧磊 共印9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