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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一、 请如实填写各项。 

二、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用全称，同时注明缩写。

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请在

说明栏中注明。 

四、 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五、 “适用的专业目录”指《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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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单位 

1-1 

项目 

第一 

主持 

单位 

单位名称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2188 号 

法人代表 王晖 电话 0755-89226003   电子邮箱 
wangh@sziit.e

du.cn 
 

单位基本情况：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 2002 年 4 月，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教育部备案，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办全日制高等院校。学校坚持始终

与党的教育方针同心同向，始终与特区改革开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与

信息技术发展同频共振的“三同”办学理念，生动体现了特区办高校的根本

遵循、根本动力和根本规律。 

学校现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

第一轮建设单位（B档），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

技术学院、教育部“中德职教汽车机电合作项目”试点院校，现拥有 3 个国

家级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含 1个备选项目）。 

校园占地 92.5 万平方米（1389 亩），建筑面积 58.48 万平方米。现有教

职工 1577 人，其中专任教师 940 人；龙头企业兼职教师数近 300 人。现有

16 院 2 部 2 所，开设信息类为主的专业 49 个；现有全日制在校生超 1.5 万

人。 

2010 年，成为国家骨干校建设单位并最终以“优秀”通过验收；2011 年，

“网络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获批立项，实现广东省零的突破；2016

年，首批入选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计划；2018 年，成为国家现代学徒制

试点院校，同时开展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项目，与广东技术师

范大学共同培养“4+0”应用型本科人才。2019 年，获教育部国家优质高职

院校认定，入选财政部 教育部中国“双高计划”第一轮建设单位（B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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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 

联合 

主持 

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  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基本情况（300 字以内）：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  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基本情况（3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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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团队 

2-1 

项目 

负责 

人 

 

姓名 孙建林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5.08 

所在部门 
交通与环境

学院 
职务 专业主任 专业技术职务 讲师 

最终学历 研究生 学位 博士 教学与技术专长 环境化学 

工作简历： 

2013-2015，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后，生态学专业。 

2015-2016，技术总监，中节能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7-至今，教师，交通与环境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先后获得 2016-2017 学年度、2017-2018

学年度、2019-2020 学年度和 2020-2021 学年度教学质量优秀教师。 

 
 

近 5 年来承担的教学任务、教学研究： 
教学任务： 

课程名称 任课时间 专业名称 班级名称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技术 2021-2022学年（第 1 学期）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2020级 3-1 班、2019 级 3-1 班、2019级 3-2班 

室内环境检测 2020-2021学年（第 1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9级 3-2 班 

环境生态学 2020-2021学年（第 1 学期） 环境科学 2020级 2-1 班 

环境监测基础 2020-2021学年（第 1 学期）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2020级 3-1 班 

大气环境监测 2020-2021学年（第 2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9级 3-2 班 

环境信息系统 2020-2021学年（第 2 学期） 环境科学 2020级 2-1 班 

室内环境检测 2018-2019学年（第 1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7级 3-2 班 

基础化学 2018-2019学年（第 1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8级 3-1 班、2018 级 3-2 班 

分析化学 2018-2019学年（第 2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8级 3-2 班 

水污染控制技术 2018-2019学年（第 2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7级 3-1 班 

固体废物和土壤监测 2017-2018学年（第 1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5级 3-2 班 

室内环境检测 2017-2018学年（第 1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6级 3-2 班 

室内环境检测与污染控制实训 2017-2018学年（第 1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6级 3-1 班、2016 级 3-2 班 

大气污染治理技术 2017-2018学年（第 2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6级 3-1 班、2016 级 3-2 班 

大气环境监测实训 2017-2018学年（第 2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6级 3-2 班 

固体废物和土壤监测 2016-2017学年（第 1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4级 3-2 班 

环境统计 2016-2017学年（第 1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4级 3-1 班、2014 级 3-2 班 

检测实验室管理 2016-2017学年（第 1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4级 3-1 班、2014 级 3-2 班 

水污染控制技术 2016-2017学年（第 2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5级 3-2 班、16级 3-1班、2016级 3-2 班 

建筑与装饰装修材料检测 2016-2017学年（第 2 学期）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 2015级 3-1 班、2015 级 3-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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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1、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校级质量工程项目、2018 年，负责人。 

2、基础化学、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18 年，负责人。 

 

 

近 5 年来承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1、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校级质量工程项目、2018 年，负责人。 

2、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植物-土壤系统中的动态循环过程研究、校级科研项目、2017 年，主持。 

 

 

2-2 

项目

成员 

（可

加

行） 

姓名 
所在单位及

部门 性别 年龄 职务 
专业技

术职务 
负责内容 备注 

相会强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交通与环境

学院 

男 46 院长 教授 
资源库建设

教研领导工

作 
 

贺小凤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交通与环境

学院 

女 57 专任教师 教授 
资源库建设

教研协调工

作 
 

冉治霖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交通与环境

学院 

男 43 副院长 副教授 
资源库建设

协调、组织工

作 
 

钟润生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交通与环境

学院 

男 47 副院长 副教授 
资源库建设

档案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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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霖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交通与环境

学院 

女 44 专任教师 副教授 

地表水环境

监测、海洋环

境监测、大气

环境监测课

程建设 

 

郭建宁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交通与环境

学院 

男 40 专业主任 高 级 工

程师 

环境监测基

础 I、环境监

测基础Ⅱ课

程建设 

 

彭丹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交通与环境

学院 

女 38 专任教师 副教授 

地下水环境

监测、土壤与

固废监测课

程建设 

 

熊缨 

深圳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 
交通与环境

学院 

女 47 专任教师 副教授 

环境在线监

测技术、生物

监测课程建

设 

 

招康赛 深圳环境监

测总站 男 56 工程师 高 级 工

程师 
环境监测实

践教学建设  

胡晓静 深圳中科检

测有限公司 男 48 工程师 高 级 工

程师 
环境监测实

践教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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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团

队

优

势

与

特

点 

 

项目建设团队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体，成员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等相对优化，

团队中既有教学、教研骨干，又有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和具有企业经历的兼职人员。团队成员均

来自国家重点高校，专业知识基础扎实，涉及大气、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等环境监测的各个领

域，学缘结构合理。 

通过“外引内培”，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打造了一支专兼结合、配置合理的优质“双师素质”

教学团队。通过引进、培养、聘请和下企业实践等措施，在原有基础上，建成由专业带头人 3 人、

骨干教师 6 人、校内兼课教师 5 人、校外兼职教师 6 人组成的专兼结合的优质教学团队，“双师

素质”专业教师比例达到 100%。建立聘请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在校任教的长效机制，增加 10 名以

上企业兼职教师，确保兼职教师承担的专业课学时比例达到 50%，专兼职教师比例达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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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基础 

1、专业基础 

环境监测技术专业前身是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属于环境工程

技术专业群专业之一（广东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环境工程技术专业属

于广东省品牌专业、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室

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建立于 2006 年，现有教师 20 人，其中专任教师

9人，校内兼课教师 5 人，校外兼职教师 6人。在贺小凤教授的带领下，环

境监测技术专业省级教学团队项目于 2016 年立项。团队以中青年骨干教师

为主体，成员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等相对优化，建设团队中既

有教学、教研骨干，又有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和具有企业经历的兼职人员，

专业教学团队组成详见图 1。团队成员均来自国家重点高校，专业知识丰富，

涉及大气、水、土壤等环境监测的各个领域，学缘结构合理。建设团队通过

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教改项目的研究和实施，以及技能竞赛的组织，形成

了强大的团队凝聚力和创造力。 

 

图 1  专业教学团队组成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已连续招收 13 届学生，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超过 98%。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一直非常重视校内外实训基地的

建设，经过多年努力，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建立了“环境检测中心”，

已经建成水质分析、空气监测、土壤监测、大型仪器分析、环境微生物、环

境仿真等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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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基础 

团队前期已经加强精品课程、教学团队和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目前拥

有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3门、出版教材 9本、校级教学资源库 1项、广东

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1 项、校外实训基地 8个。团队出版的教材详

情见表 1。 

表 1 建设团队出版的教材详情 
书名 作者 出版单位 

室内环境专业英语 贺小凤 化学工业出版社 

室内环境检测实训指导 贺小凤、刘艳霖、王国

胜、何小军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 贺小凤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无机化学 贺小凤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十二五”规划

教材  水环境监测项目

训练 

刘艳霖、王国胜、王桂

霞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物理性污染监测 刘艳霖 化学工业出版社 

环保设备 相会强 中国环境出版社 

CAD 制图 冉治霖、相会强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水质检测技术 谢炜平、冉治霖 中国建筑出版社 

 

目前，建设团队成员已制作完成了《大气环境监测》、《水环境监测》、

《土壤与固废监测》、《室内环境检测》、《物理性污染监测》、《环境监测基础

I》、《环境监测基础 II》、《海洋环境监测》、《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技术》

和《生物监测》等 10 余门线上课程。其中，室内环境检测（2012）、环境工

程 CAD 设计及其应用（2016）、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技术（2017）被评为省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此外，建设团队拥有 2017 年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一门（《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技术》），2016 年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一门（《环境工程 CAD 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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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团队成员参与“水环境监测与治理”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工

作，完成了二级子项目《水处理工程技术》、《水处理设备与仪表》和《水处

理微生物》等课程建设、验收任务及资源的持续更新工作，结题证书见图 2。 

 
图 2  “水环境监测与治理”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子项目结题证书 

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计划在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校

级教学资源库的基础继续开展建设工作。该校级教学资源库项目累计投入建

设经费 369500 元，在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为期 2 年的建设，已经

完成了预期建设内容，初步实现了预期建设目标，顺利通过了学校认定。室

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依托智慧职教平台，共计建设智

慧职教课程 14 门，资源库相关教学资源被 81 门职教云课程使用。 

3、应用情况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校级教学资源库用户总数达到 8766 位，

其中，学生用户量为 8004 位，教师用户量为 698 位，企业用户数量为 13 位，

社会学习者数量为 51 位。总的来说，本资源库年用户量逐年增加，2018 年

用户量仅为 12 人，2019 年用户量为 207 人，2020 年用户量为 4791 人，2021

年用户量达到 8766 人,呈逐年递增趋势，详情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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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资源库年用户量详情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校级教学资源库项目依托智慧职教平台，

将相关教学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共享，受到了国内兄弟院校的欢迎。用户

数量在 256 人以上的学校达 10 所（详见图 4），包括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

业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

院、南通科技职业学院、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和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尤

其是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用户数量达到了 1405 人，初步实现了预

期目标，为全国高职院校、企业和社会学习者提供资源检索、信息查询、资

料下载、教学指导、学习咨询、就业支持等服务，使用者可以自主完成专业

课程学习，初步解决了高职院校环境监测技术专业共性需求，实现优质资源

共享，推动教学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 13 - 
 

 
图 4  资源库用户数量按照院校分布详情 

 
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包含素材总数 812 个，素材 总

量 14.8GB，视频总时长 1481 分钟（详见图 5），题库总量 2531 个（详见图

6）。截至目前，室内环境检测与控制技术专业校级教学资源库在智慧职教

平台运行天数为 34 个月 9天（统计时间 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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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资源库现有素材总数、素材总量和视频总时长 

 
图 6  资源库现有题库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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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目标和思路 
 

1、建设目标 

项目计划建设大气环境监测、地表水环境监测、土壤环境监测、海洋环境监测、

地下水环境监测、温室气体监测、农村环境监测、生物监测、固体废物监测和室内

环境检测等 10 门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核心课程。 

基于现有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现状调研，设计以科学、实用、有效的自

主学习为目的的环境监测技术教学资源库结构，有利于资源库用户的自主学习。指

导教学资源库的课程开发与建设，有利于教师用户开展课堂教学工作，最终实现环

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能学辅教的建设目标。 

 

2、建设思路 

（1）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结构设计 

通过对中小型环保企业、环境监测站等相关岗位任职要求、环境监测技术的发

展趋势的大量调研，依据环境监测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制定专业综合实践项目选择

指南、教学指南与考评标准，收集开发专业综合实践项目库，制定课程专项实践项

目选择、教学组织与考评标准，形成教学大纲。 

 

（2）教学资源库的开发与建设 

以教学活动设计为主线，通过大气环境监测、地表水环境监测、土壤环境监测、

海洋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监测、温室气体监测、农村环境监测、生物监测、固体

废物监测和室内环境检测等 10 门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建成集课程教学

大纲、教学活动设计、多媒体教学课件、自主学习网絡化课程、理实一体化教材、

能力评价项目库、网络化评价试题库等为主要内容，以音频库、视频库、案例库、

动画库、图片库为配套内容，具有服务教师教学及满足学校师生、企业员工社会不

同学习者网络自主学习与创新创业需求、企业培训课程开发等功能的高职教育环境

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3）教学资源库有效运行的管理与维护手段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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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全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环保行会协会、典型性环境监测与治

理骨干企业、区域性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环境监测技术专业的技术资源、人力资

源、智力资源、教学资源，促使资源库每年更新比例不低于 10％，通过不断完善资

源库网络协同平台的上传、审核、使用、激励等成套管理机制保障体系，逐步将资

源建设向全社会开放，形成一个共享共建与边建边用相结合、开放性与动态性相结

合的实用型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4）教学资源库功能与成效评价的信息采集与研发建设 

通过专门委员会的组织协调，依据系统化、科学化的技术路径与论证手段，在

对资源库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功能发挥、使用反馈等方面评价与考核基础上，提

出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的改进纲要或指导意见，发挥资源库引领专业教学

与课程改革，满足学校师生、企业员工与其他社会学习者自主学习、企业培训课程

开发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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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设内容 
 

按照共建共享、边建边用的原则，依据企业环境监测相关岗位工作任务要求，

确定高职教育环境监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综合实践项目体系、系统设计高职

环境监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服务不同学习者自主学习、引领高职环境监测技

术专业建设，支持企业岗位培训及环境监测等相关岗位标准制定的数字化专业教学

资源库。主要建设内容如图 7 所示。 

 
图 7  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主要建设内容 

 

1、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建设与集成 

（1）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建设 

①行业资源库 

行业资源库是专业建设的逻辑起点。为专业建设者细化人才培养目标、准确定

制人才培养规格提供依据；提供职业岗位描述等资源，使学生了解专业培养目标就

业岗位、职业发展等信息，以便对职业生涯进行规划，为学生和员工规划职业成长

路径提供直接依据；为用户了解行业发展状态、新技术应用状态和企业用工需求动

向、院校专业建设、学生就业等全面提供支持。 

 
②专业资源库 

专业资源库是专业建设的标准和模版。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

定位调研标准化表格、专业课程体系设计规范、课程开发规范及軟学条件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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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普适性资源，以适应不同区城的院校开展职业岗位分析、入才培养方案定制等个

性化需求。 

 
③课程资源库 

课程资源库是专业资源库建设的核心。按照基于工作过程的开发规范，开发建

设课程资源库，遵循专业支撑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工作过程系统化，打造学生的就

业核心竞争力；专业拓展课程前瞻化、职业素质课程体系化，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打造学生未来岗位适应能力。教师可直接引用资源库中开发的课程及资源，

也可以根据专业建设标准库中“课程建设指南”提供的课程建设方法、流程以及资

源，从行业企业信息库中获取岗位信息群等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调研资料，按照“课

程标准”模版，结合院校“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开发“个性化”课程。为学

生提供学习单元、实验案例等系统化教学资源，满足学生自主学习需求。 

项目计划建设大气环境监测、地表水环境监测、土壤环境监测、海洋环境监测、

地下水环境监测、温室气体监测、农村环境监测、生物监测、固体废物监测和室内

环境检测等 10 门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核心课程。 

④实训资源库 

实训资源库是专业资源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团队计划开发建设的实训项目详见

表 2。 

 
表 2 环境监测技术专业实训项目汇总表 

项目或任务 
学时安排 

预期成效 
校内 校外 

室内环境检测实训 54  
掌握室内环境检测的标准方法

和基本技能。 

水环境监测实训 54  能对水体污染进行常规监测。 

土壤环境监测实训 54  能对土壤污染进行常规监测。 

大气环境监测实训 54  

掌握大气监测仪器使用的方

法，掌握大气污染物监测的标

准方法。 

环境监测综合实训 108  

综合所学环境监测技术专业知

识，完成水、气、固废、土壤

等领域相关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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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  405 

综合所学专业知识，掌握室内

环境检测与控制实际工作岗位

所需技能；通过顶岗实习，实

现与企业岗位无缝对接。 

 
⑤素材资源库 

素材资源库是应用资源库开发的资源容器。素材库主要提供以音视频、动画、

图片和文本为载体的非结构化数据、以网站链接和习题试题为样式的半结构化数据

以及以用户信息为样式的结构化数据，形成泛在化的可被重构的教学资源素材。素

材库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音视频、动画、课件、专题技术文档、习题试軟等半

成品资源素材，为应用资源库提供开发素材，建设资源数量为 2000 个以上。 

 

（2）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集成 

按照易于检索、易于使用、易于交流互动，易于分享的原则，依据环境监测技

术职业活动领域，依托智慧职教平台，构建环境监测技术专业资源逻辑框架，建成

交互性能良好的资源界面。 

 
2、专业教学资源共享与服务 

基于智慧职教平台，开放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为全国高职环境监测

技术专业在专业标准制定、综合实践项目体系开发、课程体系建设、实训基地及师

资配套、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机制保障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和相互交流提供资源支

持；为企业制定环境检测岗位标准、开发岗位培训课程、知识库建设等方面提供服

务平台；为高职学生、中职毕业生、企业员工等社会学习者提供自主学习环境检测

岗位技能与知识、资源检索、学习释疑、就业与创业支持等在校学习、在岗学习、

终身学习服务的互动开放学习平台。为全国高职院校、企业和社会学习者提供资源

检索、信息查询、资料下载等服务，为网络教学实现在线或离线网上交流、专家答

疑辅导系统，使用者可以自主完成专业课程学习，解决高职院校专业共性需求，实

现优质资源共享，推动教学模式改革，提高入オ培养质量，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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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设计划 

 

本项目主要包括资源库顶层设计、资源库建设、资源库运行与共享，完成项目

验收、资源库运用管理与维护更新、资源库评价等阶段。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前，组建环境监测技术专业资源库概念模型研发团

队，依据国家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相关文件精神，结合环境监测站、环保

公司等真实工作项目与任务要求，研发环境监测技术人才培养方案、综合实践项目

指南、职业岗位标准等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概念模型，指导环境监测技术

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在资源库顶层设计指导下，通过组建建设团队调

研论证等路径，明确资源库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整合全国各大区域企业行业、

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等各方资源，以环境监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

综合实践项目指南为指导，以教学活动设计及网络自主学习为主线，以大气环境监

测、地表水环境监测、土壤环境监测、海洋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监测、温室气体

监测、农村环境监测、生物监测、固体废物监测和室内环境检测等 10 门环境监测技

术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为主体内容，以音频库、视频库、案例库、动画库、图片库为

配套内容，开展资源库建设。 

2023 年 7 月至 2023 年 12 月，依据国家教学资源库相关文件精神，链接智慧职

教平台，促成资源库运行与共享，完成资源库建设项目验收。 

2023 年 12 月以后，根据验收情况及用户反馈情况，继续整合各方资源，按照

共建共享、边建边用的原则，沿着资源库“设计一建设一运作一管理一评价一更新”

的系统化运作路径，创建资源库平台运行管理和更新维护机制，确保教学资源持更

新满足教学需求、自主学习需求及技术发展需求，促使资源库每年更新比例不低于

10％，确保资源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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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行平台功能与技术要求说明 

运行平台网络地址 https://www.icve.com.cn/ 

运行平台教师账号和密码 帐号 密码

运行平台学生账号和密码 账号：学号 密码

运行平台开发单位名称 高等教育出版社 法人代表 
姓名 苏雨恒 

运行平台开发单位 
技术负责人姓名 曹軟 联系电话 010-58556367 

运行平台使用流程简介（要求提供运行平台〔教师、学生〕角色业务功能流程图，含

流程图和文字说明）： 

流程图： 

 

文字说明： 

平台上素材资源不登陆即可观看，课程/微课登陆后学习； 

用户登陆后可用赠送的积分下载作者授权下载的素材资源； 

A赵
Ink

A赵
Ink

A赵
Ink

A赵
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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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师（想要学习同行课程）、企业用户和社会学习者均可自行注册并登陆学习； 

学生在课程中可查看公告，完成课程内容的学习、完成作业、参与讨论、参加考试； 

平台记录用户的所有学习行为，用户可以清楚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活动参与度和成

绩； 

提供手机端，支持学生随时随地学习 

 

教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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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说明： 

教师进入专业资源库首页后，使用教师账号登陆，即可进行课程建设； 

教师账号由资源库专业管理员发放； 

平台提供从备课、建课、课程实施全流程支持； 

支持国家资源库素材、题库的调用，也支持调用和管理教师自有资源； 

支持课程边建边用； 

教师编辑课程科添加资源和活动、布置作业和考试以及课程考核标准； 

平台提供讨论和学生答疑功能； 

提供手机客户端，支持教师开展丰富多样的互动教学； 

平台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教师可随时查看学生学习情况的统计信息及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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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平台性能测试报告（按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运行平台技术要求》规定的性

能基本要求，提供性能测试报告，包括测试环境说明、性能测试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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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平台安全评估报告（按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运行平台技术要求》规定的安

全基本要求，提供定级材料或安全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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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平台技术要求的产品著作权证明（另提供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运行平台著作权证书

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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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费保障 

根据学校对资源库建设工作的支持政策，对立项省级资源库项目，提供 200 万

元建设经费，经过测算能够覆盖项目建设所需经费，本项目共计建设大气环境监测、

地表水环境监测、土壤环境监测、海洋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监测、温室气体监测、

农村环境监测、生物监测、固体废物监测和室内环境检测等 10 门环境监测技术专业

核心课程，每门课程 20 万元建设经费。 

在资源库建设资金管理方面，坚持“总体筹划、分段实施；单独核算、绩效考

评；分项管理、保证重点”的原则，实行“统一规划、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的管

理办法，成立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管理领导小组，统筹安排使用专项资金，对各项目

的实施、资金投向及年度资金统筹安排，并对项目实行全过程管理。 

建立资源库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责任制，在项目负责人的管理下，由各子项目负

责人对建设资金实行全程负责，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项目实施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

确保资金不被挤占和挪用。 

 

 

 

 

 

 

 

 

 

 

 



29 
 

 

 



30 
 

 


	1.建设单位
	2.建设团队
	4.建设目标和思路
	5.建设内容
	6.建设计划
	7.运行平台功能与技术要求说明
	8.经费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