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职成函〔2024〕471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征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专业建议的

通 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教育局，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组织开展 2024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专

业论证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24〕13号）的工作部署，

按照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关于专业目录动态管理的有关要

求，现面向全省职业院校征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论证建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围绕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

战略需求，锚定“两个确保”、服务“十大战略”，推动各行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专业布局与当地产业结构紧密对接，结合学

校探索实践，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基础上，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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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目录提出增补专业建议。

二、工作要求

1.聚焦重点领域。对接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职业，

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人才需求，

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2.充分调研论证。充分调研有关领域新技术和产业变革新要

求，广泛听取相关行业企业、经济产业专家和职教专家的意见，

分析梳理职业面向，准确界定相应层次的培养目标定位，论证提

出综合素养和主要技能要求。

3.体现类型特征。专业名称应科学、准确、规范，课程体系

应具有职教特色，体现实践导向。职教本科专业应重点选取职业

面向岗位要求较高，确需长学制培养的专业。

4.加强统筹协调。要注意考虑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

业的有序衔接，注意相近专业之间的内涵区分度，建议增补专业

与现有相关专业核心课程应有 50%以上不同。

三、材料报送

各地各学校要按照精益求精、宁缺毋滥、成熟一个提交一个

的原则，对本地、本学校的建议增补专业材料进行集中论证，各

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建议增补材料由各地教育局审核

汇总后集中上报，各省属中职学校、有关高等学校以学校为单位

集中上报，省教育厅将组织力量对各地各学校上报的建议增补专

业材料进一步论证完善，并统一完成填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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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地各学校于 7月 31日前完成材料上报工作，上报材料包

括各增补专业的设置论证报告（体例框架详见附件 1）、专业简

介（体例框架详见附件 2）以及汇总表（附件 3），对论证成熟的

专业，可一并提交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等配套材料，所有材料 Word

版和加盖公章的 PDF版一并发至指定邮箱。逾期未报自动视为无

专业增补意见。

联系人：刘 娜 王真真

电 话：0371-69691878

邮 箱：84608286@qq.com

附件：1.增补 XXX专业的论证报告（体例框架）

2.XXX专业简介（体例框架）

3.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建议汇总表

2024年 7月 22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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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增补×××专业的论证报告（体例框架）

一、人才需求分析

行业/产业发展新形势，相关领域技能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当

前相关人才供给情况及短板。

二、专业内涵分析

专业面向的岗位（群）典型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分析，职业

面向、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定位、主要专业能力要求和课程体系

建议等；与已有相关、相近专业的内涵区分；中、专、本专业的

衔接情况。

三、设置条件分析

有关实习实训、师资等条件要求，相关职业院校举办该专业

的基础和条件，对相关领域人才培养已开展的实践探索等。

（论证报告 3000字以内，相关支撑材料附后）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学校名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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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简介

（体例框架）

专业大类 ××× （按照《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

中的专业大类名称填写）

专业类 ××× （按照《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

中的专业类名称填写）

专业名称 ×××

（专业名称要体现职教定位和特色、类型特征，建议多考虑

以“×××技术”“×××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等规范

命名高职本科、高职专科专业名称，高职专科专业一般不以“×

××工程”作为专业名称。）

学位授予门类 ××× （仅限高职本科专业，按照《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学科门类名称填写）

基本修业年限 ××× （只表述基本学制）

职业面向

面向×××、×××等职业，×××、×××等岗位（群）

（或技术领域）。

（明确本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群）或技术领域，注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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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随着产业升级、技术迭代所衍生的数字化新场景、新岗位）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

和×××知识，具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

够从事×××工作的技能人才（中职）/高素质技能人才（高职专

科）/ 高端技能人才（高职本科）。

（目标定位准确，文字表述简明扼要，概括本专业培养的核

心知识与能力）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2.×××××××××；

3.×××××××××；

⋯⋯

9.×××××××××。

（按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群）或技术领域需求，注意参

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和新职业简介中有关表述，

结合典型工作任务及能力分析结果，细化出若干条目，应包括职

业行动能力和综合素质。根据要求的程度，起始句可使用“具有、

具备、掌握、能够”等词。按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等逻辑关系和顺

序归纳，要与目标定位中从事工作以及主要专业课程对应）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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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 4-6门，高职专科 6-8门，高职本科 8-10门，注意课

程间的排序和层次区分）

专业核心课程：×××、×××、×××、⋯⋯。

（注意分析相关领域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新职业，在

准确把握专业内涵基础上论证设置，体现专业升级与数字化改造

理念和有关要求。中职 6-8门，高职专科 6-8门，高职本科 8-12

门，注意课程间的排序和层次区分）

实习实训：对接岗位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进行

×××、×××、×××等实训；在×××、×××、×××企

业（或机构、单位、场所、项目部等）等进行岗位实习。

（注意实习场景的典型性、代表性，注意对接数字经济时代

新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可以包含生产性实训基地、厂中校、校

中厂、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

职业类证书举例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参照《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2021年版）》填写）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教育部、人社部正式发

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其他证书：×××、⋯⋯（行业、企业、社会认可度高的有

关证书）

接续专业举例

（根据不同层次，选取接续上一层次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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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高职专科专业举例

×××、×××、⋯⋯

（中职专业填写，与《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中相

关栏目一致）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

×××、×××、⋯⋯

（中职、高职专科专业填写，与《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中相关栏目一致）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

×××、×××、⋯⋯

（中职、高职专科专业填写，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中相关栏目一致）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

×××、⋯⋯

（高职本科专业填写，与《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所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中相关栏目一致，参照《各

专业学位类别的领域设置情况（2021年）》填写）

接续硕士学位一级学科举例

×××、⋯⋯

（高职本科专业填写，与《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中相关栏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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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建议汇总表
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学校名称 职业教育层次 专业名称 所属专业大类 所属专业类 学制 增补理由（200字左右）
学校联系人

及联系电话

1

2

3

4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