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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专业代码：600606。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学制与学历

学制三年，学历大专。

四、职业面向

本专业为 60 交通运输大类下属 6006 城市轨道交通类，6006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专业。

本专业主要面向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服务与管理人员（站务员、客运值班

员、行车值班员、值班站长、电客车驾驶以及铁路运输类岗位（如客运管理、售票管理、

车站值班员等）。

（一）合格职业人：具有优势职业品质与技能，掌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必备

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专业技能，掌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的服务应用型人才。职业面向

地铁站务员和高铁乘务员。

（二）拔尖职业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具有优势职业品质与技能，具有

较强的英语听说能力，掌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必备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专业技能，

从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与管理业务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职业面向为电客车驾驶员、

信号维护员、地铁值班员、值班站长。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高级礼仪训练证、消防证、急救证、低压电工证。

五、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长三角地区培养城市轨道交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具

有优势职业品质与技能，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能力，掌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必备

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专业技能，从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与管理业务的高素质技能型职

业人。

六、人才培养规格

（一）基本素质要求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严于律己；认真学习，热爱劳

动，艰苦奋斗，实干创新；具有团队精神和良好人际沟通能力；体魄健全，心理健康。把

“保证安全第一，优化服务工作，争取列车运行正常”落实在城市轨道交通人员的职业行

为。

（二）专业知识要求

1.全面了解和掌握车站各种运营设备的特点，如行车信号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车

站广播系统、空调通风系统、安全门系统等。

2.熟知车站日常作业流程、规程和作业特点，如车站运作规则、各岗位一日作业流程、

交接班流程、车站开关站程序、自动售票机操作规程等。

3.了解并掌握非正常接发列车的操作规范以及进行列车故障、车站火灾、大客流等突



2

发情况的应急处理等基本知识。

4.掌握并恰当运用服务礼仪、沟通技巧。

5. 掌握并运用职业形体塑造和职业形象设计。

6. 掌握日常英语会话以及行业英语表达方式。

（三）岗位技能要求

学生通过学习和训练，应具有运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职业技能：

1.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设备运用能力

具备线路、车辆、供电、通信信号的基础知识及车站常见机电设备的相关知识，掌握

车辆、供电、通信信号及车站机电设备的基本组成、使用方法和常见故障处理。

2.地铁客运组织能力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客运组织工作、票务组织能力、 AFC 设备的运用、客运事故处理及

处理乘客投诉能力。

3.客运服务能力

掌握轨道交通运营企业的服务规范及服务标准、客运服务过程的标准化作业技能、职

工形象塑造的基本要求。

4.运营企业管理能力

具备现代企业管理基础知识、树立管理意识，要求会按照一定的目标制定计划并能利

用团队的力量组织及实施完成。

5.行车组织能力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工作、列车运行及非正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加强非正常情况行车

组织的处理。

6. 信号运营维护能力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信号设备维修、拆装，信号故障进路的知识，能对信号列控中心、继

电器、轨道电路的中控故障做到及时发现、排查和恢复的能力。

7.实践能力

通过专业顶岗实习的实践综合项目，主要进行专业核心技能的站点（售票、站台、厅

巡）模拟实训和客运及服务顶岗实习，培养并强化客运服务、客运组织及行车的专业核心

技能。

（四）职业能力要求

车站业务组织管理能力、班组管理能力、沟通合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自我学习能

力。

（五）职业品质要求

公共品质：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优势品质：热情、耐劳、严谨、协作。

七、课程体系（详见附表）

1. 核心技能与一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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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技能：售检票、导乘、接发列车

核心技能课程：沟通技巧、轨道交通票务管理、轨道交通客运组织、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轨道交通应急处置、车站助理假日实训、轨道交通运营综合实训、轨道客服英语。

（2）一般技能

一般技能课程：轨道交通概论、轨道交通运输政策与法规、轨道交通礼仪实务、城市旅

游交通实务、轨道交通安全管理、轨道交通服务质量管理、形体训练、轨道交通信号与通信、

职业体能训练、医疗救护实训、轨道交通信号技术与应用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辅导。

2.课程性质

（1）专业核心课程

①轨道交通客运组织

本课程是专业大类课，B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二学期开设。

本课程通过通过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了解客运工作中的处置流程，

了解恶劣天气、应急事故下的客运组织工作；掌握各类客运设施设备的操作，具备完善的车

站客运组织能力。

教学要求：通过理论学习、课堂模拟以及实地操作等形式，培养综合各类情况下的客运

组织工作，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与技巧操作屏蔽门、电扶梯、PIS、FAS 等车站客运设备。

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使学生能达到地铁站务员、值班员的职业能力要求。

②轨道交通票务管理

本课程是一门技术技能课，B类。总学时为 48 学时，第二、三学期开设。

本课程通过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了解城市轨道交通票务系统的一般

知识、自动售检票系统及其设备运作与管理、车站票务管理工作职责、票务作业流程以及票

款清分结算管理等。

教学要求：全面了解地铁票务系统的运作和管理，通过理论学习、课堂模拟以及实地操

作等形式，较熟练地掌握票务作业流程等相关的票务工作。第二学期主要进行理论知识讲解，

第三学期进行票务实训。

③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本课程是一门技能实训课，C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三学期开设。

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能识读并编制列车运行图，能进行施工检修作业管理，具备行车事

故分析能力。能规范完成正常情况和非正常情况下的行车作业组织。树立“故障-安全”意

识，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善于表达、沟通、合作等良好品质，树立服务意识。从而使学生达

到行车值班员职业标准的相关要求。为走上工作岗位做好准备。

教学要求：通过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在实训室开展校内实训。使学生能比

较全面地掌握站务员和行车值班员的工作流程和特点，熟练运用行车组织和服务技能，从而

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使乘客留下良好的印象。

④轨道交通礼仪实务

本课程是一门技术技能课，B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二学期开设。结合全国职业核

心技能认证水平等级证书之礼仪训练证的理论和实践环节的考试内容进行授课。考证安排在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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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通过该课程的教学，拟帮助学生提高职业形象塑造能力和具备一定的礼仪品

质修养。提升城市轨道交通服务形象魅力彰显学生礼仪素质，成为现代服务行业的生产力资

源。营造城市的凝聚力、吸引力、感召力和竞争力。凸显现代城市轨道交通服务专业的地位

与作用。培养学生成为城市轨道交通服务中靓丽的 “职业人”,最大限度地适应城市轨道交

通服务的专业人才需求。

⑤车站助理假日实训（一）（二）

本课程是技术技能课，C类，总学时为 60，第一二学期开设，分别为 15,45 课时。

本课程是与杭州杭港地铁共同开发的实训课程。通过课堂培训与在岗培训结合、多方管

理考核的方式，安排专业师生在元旦、清明、五一和端午主要节假日进入车站担任车站助理

工作。授课和实训具体内容包括：站务员岗位职责，杭州 1号线站点介绍，现场及周边环境

熟悉（车站布局，车站设备），车站 AFC 设备认知及熟悉人工售票程序（票卡，售票机，闸

机，充值机，查询机，人工售票），车站机电设备认知（电扶梯安全，垂直电梯，屏蔽门，

站台安全）以及车站事故应变（客户服务，大客流简介，应急处理）。在第一现场认识行业，

了解行业，初步掌握车站助理的工作职责。后期，通过讲座，讨论等多种形式构建轨道专业

的认识，为其他专业课的深入开展打下实战基础。

教学要求：通过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利用节假日客运高峰期，在实训基

地开展实训。使学生能比较全面地掌握车站助理的工作流程和特点，熟练运用导乘、客运组

织和服务技能，从而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使乘客留下良好的印象，也为后期专业课打下

坚实基础。

⑥轨道运营综合实训

本课程是技术技能课，C类。总学时为 50 学时，第四学期开设。

本课程是与杭州杭港地铁共同开发的实训课程。分为校内外实训两大模块。校内主要在

利用校内轨道综合实训室开展系列实训项目，并且紧紧围绕杭港地铁一号线开展相关实操。

校外依托杭港地铁实训基地开展跟站、演练、神秘乘客等实训环节。将轨道交通礼仪实务、

形体训练、乘客沟通技巧、行车组织、票务管理等课的内容融汇入城市轨道交通站务员售票、

厅巡、站台等具体岗位中，一方面强化训练基本服务礼仪的运用，检测形体训练的效果，另

一方面以站务员各岗位标准化作业流程为依据，强化塑造学生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设备运用

能力、客运组织能力、客运服务能力、运营管理能力、行车组织以及安全管理能力。

教学要求：通过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利用相对集中的一至两周时间，在

实训基地开展实训。使学生能比较全面地掌握站务员的工作流程和特点，熟练运用票务、行

车、客运组织和服务技能，从而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使乘客留下良好的印象。

（2）课证融通课程

①轨道交通礼仪实务

本课程是一门技术技能课，B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二学期开设。结合全国职业核

心技能认证水平等级证书之礼仪训练证的理论和实践环节的考试内容进行授课。考证安排在

第二学期。

教学要求：通过该课程的教学，拟帮助学生提高职业形象塑造能力和具备一定的礼仪品

质修养。提升城市轨道交通服务形象魅力彰显学生礼仪素质，成为现代服务行业的生产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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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营造城市的凝聚力、吸引力、感召力和竞争力。凸显现代城市轨道交通服务专业的地位

与作用。培养学生成为城市轨道交通服务中靓丽的 “职业人”,最大限度地适应城市轨道交

通服务的专业人才需求。

②医疗救护实训

本课程是专业大类课，C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三学期开设。结合红十字会急救证

理论和实践环节的考试内容进行授课。

教学要求：通过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掌握医疗救护的基础知识和操

作技能，初步具有处理常见病症的能力；熟练掌握内科急症的现场急救；掌握意外伤害的抢

救措施；掌握公共卫生事件和灾难的预防与现场急救；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原则及协调工作艺术；能较好地妥善处理各种轨道交通中的突发事件，运用医疗救护知识救

助他人。

（3）校企合作开发课程

①轨道客服英语

本课程是技术技能课，B类。总学时为 36，在第三学期开设。

本课程与杭州地铁运营分公司共同开发校本教材（企业培训手册），在杭州地铁 2、4

号线和本专业同时进行授课。专业学生以面授为主，通过角色扮演，讨论，调研等形式，掌

握轨道交通日常口语，并以杭州地铁为载体进行实操训练。杭州地铁员工通过微信平台的教

学资料进行自主学习，教师根据企业要求不定期进行模块培训和检测，以提升在职员工英语

口语水平，为外国乘客提供优质服务。

教学要求：通过育英轨道协会公众号进行定期推送课件和教学资料，及时根据企业的运

营变化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新颖有效，教学内容实际有用。做好高职学生到职业人的平

稳过渡，减少企业培训时长。

②车站助理假日实训

本课程是技术技能课，C类，总学时为，第一二学期开设。

本课程是与杭州杭港地铁共同开发的实训课程。通过课堂培训与在岗培训结合、多方管

理考核的方式，安排专业师生在元旦、清明、五一和端午主要节假日进入车站担任车站助理

工作。授课和实训具体内容包括：站务员岗位职责，杭州 1号线站点介绍，现场及周边环境

熟悉（车站布局，车站设备），车站 AFC 设备认知及熟悉人工售票程序（票卡，售票机，闸

机，充值机，查询机，人工售票），车站机电设备认知（电扶梯安全，垂直电梯，屏蔽门，

站台安全）以及车站事故应变（客户服务，大客流简介，应急处理）。在第一现场认识行业，

了解行业，初步掌握车站助理的工作职责。后期，通过讲座，讨论等多种形式构建轨道专业

的认识，为其他专业课的深入开展打下实战基础。

教学要求：通过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利用节假日客运高峰期，在实训基

地开展实训。使学生能比较全面地掌握车站助理的工作流程和特点，熟练运用导乘、客运组

织和服务技能，从而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使乘客留下良好的印象，也为后期专业课打下

坚实基础。

③轨道运营综合实训

本课程是技术技能课，C类。总学时为 54 学时，第四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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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与杭州杭港地铁共同开发的实训课程。分为校内外实训两大模块。校内主要在

利用校内轨道综合实训室开展系列实训项目，并且紧紧围绕杭港地铁一号线开展相关实操。

校外依托杭港地铁实训基地开展跟站、演练、神秘乘客等实训环节。将轨道交通礼仪实务、

形体训练、乘客沟通技巧、行车组织、票务管理等课的内容融汇入城市轨道交通站务员售票、

厅巡、站台等具体岗位中，一方面强化训练基本服务礼仪的运用，检测形体训练的效果，另

一方面以站务员各岗位标准化作业流程为依据，强化塑造学生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设备运用

能力、客运组织能力、客运服务能力、运营管理能力、行车组织以及安全管理能力。

教学要求：通过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利用相对集中的一至两周时间，在

实训基地开展实训。使学生能比较全面地掌握站务员的工作流程和特点，熟练运用票务、行

车、客运组织和服务技能，从而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使乘客留下良好的印象。

（4）专业方向模块课程

值班员方向

①行车值班员实务

本课程是值班员（行车值班员）方向的专业拓展课，B 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三学

期开设。

本课程是与杭州杭港地铁共同开发的理论和实训相结合课程。通过学习该课程的理论部

分，使学生能了解城轨信号设备的基本原理，正确监视和操控信号设备设备指挥行车；同时，

当信号设备发生故障时，能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并积极配合设备维护人员迅速排除故障，确

保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畅通。通过学习该课程的实训部分，使学员了解采用不同冗余手段联

锁系统的总体结构、技术条件与工作原理；熟悉室内设备的联锁控制关系；熟悉计算机联锁

系统联锁试验方法及要求；熟悉显示屏各功能按钮的用途并能熟练操纵；熟悉各计算机联锁

系统中各种板件用途和各种指示灯含义。

教学要求：通过理论和实训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能比较全面地掌握信号系统及

作用特点，为今后的信号系统实操打下坚实的基础。

②客运值班员实务

本课程是值班员（客运值班员）方向的专业拓展课，B 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四学

期开设。

本课程是与杭州杭港地铁共同开发的理论和实训相结合课程，所用的教材和教学方式是

完全按照企业用工需求所打造。是一门实践性较强，应用性较强的实践课，主要由以下内容

组成“码盘硬币快速清算”，“AFC 设备纸币回款的手分及人工清点”，“每日 AFC 回款中

收益与备用金的分割与配发”，“每日 SC 系统关于优惠票的核对及校准”，“如何写收益

差异报告”，“银行缴款单填写及银行封包的装填”，“收益日报的制作”，“AGM 的设备

构成及故障处理”，“TVM 的设备构成及故障处理”。通过上述单元学习，使学生具备初步

值班员的专业能力。

教学要求：通过校内外实践学习，使学生掌握客运值班员的票务工作以及设备简单排故

技巧，使学生针对性地胜任值班员的客运工作。

司机方向

③轨道交通车辆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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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轨道司机方向的专业拓展课，B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三学期开设。

本课程是与杭州地铁、杭港地铁共同开发的理论和实训相结合课程，结合课堂授课、企

业车辆段现场授课进行教学。通过对列车的车顶设备、车厢设备、车底设备的各类电气化设

备的运作原理、设备位置、设备外观、故障形态、故障现象的讲解，使学生掌握列车的故障

排除能力、故障巡检能力、设备养护能力。使学生具备列车出段前的检查、以及列车故障时

的应急处置能力。

教学要求：理论和时间课程相结合，通过课堂教授结合 1-2 次企业车辆段的实地走访，

使学生在该课程结束后能熟知车底的所有设备分布，熟知各个设备的外观特征、作用名称以

及作用原理。且能了解某设备损坏后对列车造成的影响，并能根据所学知识进行先期故障的

确认以及排除。

④轨道交通车辆驾驶

本课程是轨道司机方向的专业拓展课，B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四学期开设。

本课程是与杭州地铁、杭港地铁共同开发的理论和实训相结合课程，结合课堂授课、企

业比赛现场视频进行教学。主要涉及“列车驾驶技巧”、“列车时刻表的查看”、“列车无

线电对讲规范”、“列车视觉及听觉信号”、“地铁列车行车规章”、“列车驾驶应急处置”、

“列车司机操作规范”、“洗车及换端作业须知”、“地铁线路图的认知”共计 9个课程单

元。通过上述单元学习，使学生具备初步列车司机驾驶的专业能力。

教学要求：通过课堂授课，针对性地将行业规范灌输给学生。使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

熟练掌握各类规章制度，快速识别线路图和时刻表。使学生能具备轨道司机的品质和理论知

识基础。

信号（竞赛）方向

⑤电工电子

本课程是信号竞赛方向的拓展课，B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三学期开设。

本课程是根据全国高职院校《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大赛进行制定，课程

主要依托轨道交通信号竞赛，进行课程开发以及实操训练。课程主要为了让学生认知电路图、

了解电阻、二极管等常见微机电路元件，并对电路板故障、线路接线等电子电路专业强化理

论及动手能力。

教学要求：本课程主要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课堂内对电气电路的讲解。需要学

生将理论所学结合应用，完成信号列控中心的接线、焊线、故障排除、线管排列实操。

⑥PLC 技术

本课程是信号竞赛方向的专业拓展课，B类。总学时为 32 学时，第四学期开设。

本课程是参照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竞赛的标准开发的实践课程。该课程主

要依托信号实训室内的信号主控台竞赛设备完成电气控制及 PLC 技术的日常学习及训练任

务。该课程采用以赛促教的模式进行，将比赛的要求和日常的训练要求一致。其考核方式与

竞赛成绩合并，通过竞赛成绩给予学员评级。

教学要求：掌握常用低压电器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电气控制基本环节、典型电气控制

线路分析、电气控制电路设计，电气控制电路元器件选择。能绘制电气控制线路图，按图施

工，对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及故障检修。掌握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基本概念，掌握可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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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制器的基本原理、常用指令, 掌握程序编写、调试的基本方法。以 S7-200 系列 PLC 为

例 ，采用项目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能按照应用项目的要求正确选择 PLC、输入、输出设备，

正确连接、编写程序、调试程序培养学生的 PLC 的实际应用能力。

八、毕业要求

学生通过规定年限的学习，修满“职业人”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时学分，完成规定的教

学活动，成绩合格，准予毕业。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轨道教研室于 2012 年 8 月成立，现有教师 4人，其中讲师 2人，助教 2人。双师型教

师 2人，100%教师具备相关企业工作经历。兼职教师 30 余人，均来自地铁集团，主要承担

实践实训课程建设。

表 1 轨道专业专职教师队伍

序号 教师 性别 学历 职称
企业年

限
任教年限 职务

职业资格证书
时间

1 赵燕 女 本科 讲师 3 17
教研室主任 2012.4至

2019.9

2 韩丽 女 研究生 讲师 1 5.5
专职教师 2013.1至

2019.9

3 李英 女 本科 助教 3 5
专职教师 城轨运营管理

师（中级）

2013.6至今

4 杨睫 男 本科 助教 15 1 专职教师 中级培训师 2017.9至今

5 燕旭楠 男 本科 助教 7.5 1.5 专职教师 工程师 2017.9至今

备注：赵燕、李英老师为双师型教师；企业专家杨睫、燕旭楠为新教师，导师分别为赵燕、李英。韩丽

担任人物形象设计教研室主任。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基地

轨道运营实训室、轨道信号实训室、安检实训室、形体房

2、校外实训基地

紧密型实训基地：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杭州地铁集团运营分公司、杭州杭港地

铁集团、上海铁路局杭州车务段

（三）教学资源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根据行业企业发展的新制服、新行规、新做法，结合高职规划

教材进行教学资源的整合。开发网络教学资源平台，包括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教学录

像、案例、模拟习题等多种教学资源。目前已完成一门精品在线课程《轨道交通客运组织》，

在建一门《轨道交通票务管理》；校企共建课程完成 3门：《轨道客服英语》、《车站助

理假日实训》、《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在建 4门。在编教材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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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中积极实施“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模式，采用多模态重复教学方式，

即教学过程中的听（讲授）、看（模拟演练）、做（实际操作）重复，课堂教学的简介、

讲解、总结重复，以及学生课后练习的重复。借助现代化教学设备和校内外实训室，采用

课堂讲授研讨、演示模拟、现场教学、案例教法、情景体验、角色扮演、任务驱动等教学

方法，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质量。教学当中通过录像和多媒体课件，加大信息

传播量，提高教学效率

（五）学习评价

本专业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评价方法，尤其是实操性强的 C类课程，重实操技能和平时

阶段性表现，并在教学大纲上明确规定考核标准和方式。

（六）质量管理

建立和健全质量管理和保障机制。主要包括生源、师资、制度、组织和经费保障。创新

教学管理制度，建立顶岗实习跟踪监控机制，校企共同落实过程管理。成立专业建设工作领导

组，优化专业专家指导委员会结构。

十、培养计划进程表及分类表

1.附表一 培养计划进程表：参照附件 1。

2.附表二 公民素养课程实践安排表：参照附件 2。

3.附表三 专业技术课程实践环节安排表。

4.附表四 专业推荐阅读书籍一览表

5.附表五 学期周数分配表

6.附表六 各课程板块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安排及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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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培养计划进程表

课
程
板
块

课程类
型

课 程 名 称

课
程
分
类

学

分

教 学 时 数
考

核

按学期分配周课时数
备

注

总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0
周

20
周

20
周

20
周

20
周

20
周

公
民
素
养
课
程

必

修

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A 3 48 48 考查 4[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B 4 64

48 考试 3[16]

16 考查 √

高职英语(一)(二) B 9 148 96 52 考试 6[14] 4[16]

互联网应用基础(一)(二) B 5 80 16 64 考试 4[12] 4[8]

体育(一)(二)(三)(四) C 7 112 112 考试 2[14] 2[14] 2[14] 2[14]

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 C 4 148 36 112 考查 √

心理健康教育 A 2 28 28 考查 2[14]

形势与政策(一)(二) (三)(四) A 4 64 64 考查 2[8] 2[8] 2[8] 2[8]

卫生健康教育(一)(二) B 1 12 6 6 考查 2[3] 2[3]

职 业 发 展 与 就 业 指 导

(一)(二)
B 2 38 32 6 考查 2[9] 2[10]

选修课

二

选

一

人文艺术赏析 B 2 32 10 22 考查 2[16]

大众哲学 A 2 32 32 考查 2[16]

二

选

一

大学语文 A 2 32 32 考查 2[16]

职业形象与礼仪 B 2 32 10 22 考查 2[16]

合 计 45 806 416 390 20 14 5 3

专

业

技

术

课

程

专业群
平台课

沟通技巧 B 2 32 10 22 考试 2[16]

医疗救护实训 B 2 30 10 20 考试 6[5]

形体训练(一)(二) C 2 30 30 考查 1[14] 1[16]

技
术
技
能
课

轨道交通概论 B 3.5 56 46 10 考试 4[14]

*轨道交通礼仪实务 B 2 32 10 22 考查 4[8]

* 车 站 助 理 假 日 实 训
(一)(二)

B 3.5 68 0 68 考查 17 51 实训

轨道客服英语 B 2 36 20 16 考查 2

* 轨 道 交 通 票 务 管 理

(一)(二)
B 3 48 24 24 考试 2[16] 2[8]

轨道交通信号与通信 B 2 32 20 12 考试 2[16]

*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B 2 32 16 16 考试 2[16]

轨道交通安全管理 B 2 32 20 12 考查 2[16]

*轨道交通客运组织 B 3.5 32 30 24 考试 3

轨道交通运输政策与法规 A 2 32 32 0 考查 2[16]

轨道交通服务质量管理 B 2 32 12 20 考查 2[16]

轨道交通应急处置 C 2 32 0 32 考查 2[16]

职业体能训练 C 2 32 0 32 考查 2[16]

车站安检 C 1.5 24 2 22 考试 4[6]

*轨道运营综合实训 C 3 50 0 50 考查 50 实训

专
业
拓
展
课

站
务
员

实用手语 B 2 32 10 22 考查 2[16]

城市旅游交通实务 B 2 32 10 22 考试 2[16]

值班员客运值班员实务 B 2 32 10 22 考查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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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值班员实务 B 2 32 10 22 考试 2[16]

信
号

PLC 技术 B 2 32 10 22 考查 2[16]

电工电子 B 2 32 10 22 考试 2[16]

车
辆
驾
驶

轨道交通车辆电气 B 2 32 10 22 考查 2[16]

轨道交通车辆驾驶
B 2 32 10 22 考试 2[16]

网
络
课
程

A 2 32 32 √

合计 46 748 324 424 6 9 16 15

职
业
拓
展
课
程

公
选
课

管理基础、人文素养、艺术欣赏
类

B 3 48 48 考查 √ √ √

必
选
2
门

创
新
创
业
课

/ B 1.5 24 24 考查 √ √

必
选
1
门

实
践
实
训
课
程

合 计 4.5 72 72 2 2

岗
位
实
习

岗位认知考察 C 1 25 25 考查 √

顶岗实习 C 24 600 600 考查 25

综合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 C 11 275 275 考查 25

社
会
实
践

主题班会 1.5 (24) (24) 考查 √ √ √ √

学生活动实践 14 (222)
(222

)
考查 √ √ √ √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1 (16) (16) 考查 √ √

合 计 52.5 900 900 25 25

总 学 时 148 2526 812 1734

周 学 时 26 23 23 20 25 25

附表二 2019 级公民素养课程实践安排表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实 践 形 式 安排学期 备注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1 16 参观、考察、调查等 2

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 3 60 国防教育、军事训练 1

形势与政策 1 16 参观、考察等 1-4

卫生健康教育 0.5 6 自救技能比赛等 1,2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0.5 6 职业规划比赛、模拟招聘等 2,3

心理健康教育 0.5 4 调查、访谈、沙盘体验等 1,2

合计 6.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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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专业技术课程实践环节安排表

类
别

课 程 实践教学项目 学期 周次 学时数 主要内容及要求 地点 方式

轨道交通概论 轨道交通认知 1 1-2 10 了解地铁场站 校内外 考试

专
业
技
术
课
程

轨道交通信号与通信 信号、通信 2 12-17 12 熟悉轨道信号、车站通信等设备 校内外 考试

轨道交通礼仪实务 客运服务礼仪 2 11-16 22
运用日常服务礼仪规范对客服
务

校内外 考查

沟通技巧 沟通心理与技巧 2 3-13 22 熟练运用对客交流技巧 校内外 考试

轨道交通票务管理 票务管理实训 2 1-8 12 售检票等票务工作熟练运用 校内外 考试

轨道交通客运组织 客运组织 3 8-15 24
了解熟悉不同情况下的客流组
织工作

校内外 考试

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行车组织 4 4-14 32
了解车站设备，正常及非常行车
作业熟练运用

校内外 考试

轨道交通安全管理 运营安全 3 8-13 12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通用安全法
律法规、技术，以及安全管理模
式

校内外 考查

轨道交通服务质量管理 服务质量管理 4 7-16 20 掌握服务补救、服务宣传 校内外 考查

形体训练 形体训练 1-2
1-14,1-1

6
30 塑造形体、打造职业气质 校内 考查

轨道客服英语 客运服务英语 3 10-17 16 掌握专业英语口语 校内外 考试

车站助理假日实训 车站助理实训 1-2 假日 68 掌握车站助理工作职责 校内外 考试

轨道运营综合实训 站务作业流程 4 17-18 50 掌握站务标准化作业流程、特点 校内外 考试

医疗救护实训 日常医疗救护 3 6-15 20
了解并运用日常自救与救护方
法

校内外 考试

轨道交通应急处置 应急事故处置 4 1-16 32
掌握行车、安全、票务等应急处
理方法

校内外 考查

职业体能训练 体能训练 4 1-16 32 增强体能，培养耐力 校内 考查

车站安检 地铁车站安检 4 1-6 22 掌握地铁安检流程 校内 考查

实用手语 日常手语 3 6-16 22 掌握车站服务人员的常用手语 校内 考查

行车值班员实务 信号设备实操 3 6-16 22
掌握行车值班员的日常实务工
作

校内 考查

客运值班员实务 车站票帐实操 4 6-16 22 掌握客运值班员车站票帐工作 校内外 考试

PLC编程课程 西门子 PLC 编程 4 6-16 22 掌握 PLC 的编程方法 校内 考查

电工电子 电工电子实操 3 6-16 22 掌握信号电工电子电路 校内 考试

轨道交通车辆电气
车辆电气设备故障
状况认知

3 6-16 22
掌握车顶、车底、车厢设备的电
气特点，故障状态及排故知识

校内外 考查

轨道交通车辆驾驶 驾驶技巧及规章 4 6-16 22 掌握驾驶技巧、驾驶规范及规章 校内外 考试

小 计 600

岗
位
实
习

岗位认知考察 岗位认知考察实训 1 学期中 25

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实训 1 1-20 500 考察杭州地铁集团、岗位认知 校外 集中

综合实习、毕业设计（论
文）

毕业设计综合实习
实训

5 1-15 375 地铁集团、高铁集团、货运公司 校外 集中

小 计 900

总课时 1500

注：一周实践教学环节学时数平均为 25 学时。“方式”中的分散是指将实践教学的课时分散到平时的教学中，
“集中”是指安排相对集中的课时进行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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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学期周数分配表

项 目
周 数 分 配

合计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课内教学 14 18 18 18 / / 68

复习考试 1 1 1 1 / / 4

实习实训 1 / / / 20 15 36

社会实践 1 1 1 1 1 / 5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 / / / / 1 1

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 2 / / / / / 2

毕业教育 / / / / / 1 1

机动 1 / / / / / 1

寒（暑）假 5 7 5 6 5 / 28

合 计 25 27 25 26 26 17 146

附表四 专业推荐阅读书籍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安排学期 备注

1

推荐书籍

蔡敏华.浙江旅游文化 1

完成四份读书报告

2 杨宗华.责任胜于 能力 1

3 陈乾文.别说你懂职场礼仪 1

4 汪中求.细节决定成败 1

5 施伟德.没有任何借口 1

6 太原铁路局.车务职工必读 1

7
[英]诺斯古德帕金森.不可不知的管

理定律
1

8 何山.工作要有好心态 1

9 刘墉.说话的魅力：刘墉沟通秘笈 1

10 周思敏.你的礼仪值百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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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各课程板块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安排及比例表

课程性质
学 时 百 分 比 %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理 论 实 践 小 计

公民素养课程 416 390 806 16.47% 15.44% 31.91%

专业技术课程 324 424 748 12.83% 16.79% 29.61%

职业拓展课程 72 / 72 2.85% / 2.85%

实践实训课程 / 900 900 / 35.63% 35.63%

总 计 学 时 812 1714 2526 32.15% 67.85% 100.00%

教研室主任：赵燕

编写组成员：杨睫、燕旭楠、李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