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建设规划与实施 
一、专业建设基本情况 

邯郸市职教中心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创办于 1985年，是国家级“高技能紧

缺人才培训基地”、国家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示范性实训基地、教育部指定丰

田“TEAM21项目”实验学校、上海通用汽车“AYEC”项目培训学校、教育部校

企合作项目博世汽车诊断实训中心、与上海景格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建立河北省

校企合作示范学校。拥有实训车间 23个，校内实训基地 4个，校外实训基地

12个。汽修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55人，其中专业教师 24人，兼职教师 5人。在

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 23人，高级职称教师 35人，中级职称教师 10

人，汽车维修工技能鉴定考评员 9名，有 2名教师赴德参加了中等职业学校汽

修专业骨干教师培训，7名教师参加了国家级汽修专业骨干教师培训，9名教师

参加了省级汽修专业骨干教师培训，2名教师参加了国家教育部组织的丰田

“TEAM21项目”培训，2名教师参加了通用“AYEC项目培训。2名教师参加了

博世项目培训。我校汽修专业现有学生 900人，职业资格证书考取率达 99%，

毕业对口就业率达 85%以上。 

二、专业建设的过程 

（一）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制定“理实一体、以岗为纲、工学结合”的人才培

养方案 

1、构建“理实一体、以岗为纲、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项目建设前，我校汽修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一直采用 2001年由国家教育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及教育部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共同编写的中等

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它是国家教育部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项目研究成

果。随着汽车行业的迅猛发展，《方案》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工艺流

程、教学内容也都趋于淘汰。为了紧跟当今汽车维修技术及汽修行业的变化趋

势，我部在示范校建设中首先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改革： 

1）、学习先进的教育理论，确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思路 

2）、深入汽修行业进行调研，广泛征集行业指导专家的合理建议 

3）、拓宽校企合作项目，共同完成人才培养模式方案建设 



我们深化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强化学生专业基础素养和专业职业

能力的培养，将课程设置为三大领域：职业基础领域，专业学习领域，专业实

训领域。职业基础领域是本专业的公共基础课程，主要以培养学生的基本素

质、社会能力为主，共计 8个。专业学习领域是本专业的专业课程，主要以培

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专业能力为主，共计 13个。专业实训领域主要以培养学生

技能素质、动手能力为主，共计 3个。课程的实施依据汽车维修企业的工作岗

位，按照工学交替的循环方式，采用理实一体教学方案进行，形成了“学用一

致、工作学习一体化”的有机整体。 

2、构建 “学习领域”课程体系 

1）、依据企业职业工作任务，开发专业学习领域课程体系 

2）、依据课程体系，编制学习领域课程标准 

核心课程改变后，原有的课程内容便需要改进以便和现有的方案配

套。根据描述的学习领域，工作小组又编制了各学习领域的课程标准，确定各

领域学习情境、学习目标、学习时间、学习方法及评价方式。 

3）、依据课程标准，编写核心领域教案及制作多媒体课件 

依据编写的课程标准，我部将教案编写的格式进行了统一，每一门核

心专业课程都编写了电子教案、学习工作页，最后再利用现有资源，制作配套

的多媒体课件。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学资料。 

4）、依托合作企业，研发校本教材 

依据对应的学习领域，我专业根据我校保有的车型和实训基地情况，建立

了由行业、企业、学校和有关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教材建设机制，针对岗位

技能要求变化，在现有教材基础上开发补充性、更新性和延伸性的教辅资料；

依托企业研发适应新兴产业、新职业和新岗位的校本教材。创新教材展示方

式，实现教材、教辅、教具、学具、课件和网站等多种介质的立体化融合。 我

校开发出校本教材及教辅资料共五本。 

3、编制学生实习经历手册 

为了能够让用人单位、学校及学生对自己的技能水平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部编制了实习经历手册。它主要包含了学生在校期间的实践学习情况。实践

教学是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必修的教学内容，它可以有效地将理论知识与实践



技能相结合，从而实现学生技能水平的质的提高。 

我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学生实习分为课程内项目实训和集中实训两大

类。集中实训又分为校内实习、企业见习和顶岗实习三种形式。实习手册中包

含了课程内实训（8个学习领域）、集中实训（校内实习、企业见习以及顶岗

实习）两类实训教学的管理条例、安全保证书、实习鉴定表、实习报告以及学

生实习经历汇总表，能够详尽记录学生在校两年期间以及第三年顶岗实习期间

的实习记录，是我部为学生推荐工作以及学生毕业后应聘的一项重要参考依

据。 

学生实习手册由部内统一保管，每一次实训时发给学生填写，填写后由教

师收回并对学生的实训成绩认真进行评价。 

（二）、改革教学方式，实施行动导向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教学法创立于德国，它是一种以“以能力为本”的教学模式：以

学生为主体、以学会学习为目标、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以老师引导、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等多种不定型的活动方法，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忱和兴趣，使学

生主动用脑、用心、用手进行学习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改变了传统的

“老师台上讲、学生座下听”的呆板单一的知识传授模式，从信息的收集、计

划的制定、方案的选择、目标的实施、信息的反馈到成果的评价，学生积极参

与问题解决的整个过程，并在主动参与中完成合作意识的内化与能力的提高，

达到了教学的目的和高效率的学习效果，让学生既掌握了知识，又培养了能

力，还学会了团结协作的精神。  

1、创新教学方式，深入开展行动导向教学 

适合适合我专业部的行动导向教学法有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案

例教学法、实验法、角色扮演法等等。下面以项目教学法为例介绍我部的教学

方法的实施。 

1）、选择合适的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2）、调动学生参与项目的积极性  

3）、小组工作  

4）、成果检查与评价  



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我部在教学上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我部

教师在学校及市教育局举办的各项优质课评比中都名列前茅。 

2、创新实训基地建设，构建模拟汽车维修中心 

1）模拟汽车维修企业，建设汽修实训基地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实训基地的建设是以适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加强

实践教学，着力促进知识传授与生产实践的紧密衔接为建设基本原则。为保障

学习领域课程体系的顺利实施，保证学生实训场景与企业相似度，提高学生进

入工作岗位时的适应能力，我校汽修实训基地建设方案是模拟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汽车 4S店）工作流程而制定的。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校参与的国家教育部

项目开发实验学校及合作联办企业而设定冠名实训室，建成后的汽修实训基地

与我校开设的专业紧密联系，具备汽车钣金、汽车喷涂、汽车维修、售后服务

流程、汽车美容、汽车商务等多种服务能力。 

2）依据学习领域，建设专业教室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中编制的课程体系及标准，我部将汽修实训基地在原有的

传统学科教学的分配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学习领域进行了布局与功能调整，并新

增汽车维修设备 300万元。汽修实训基地被安排在实训楼一楼、三楼及四楼西

部，共设 21个实训室。一楼实训 7个，主要是按照汽车 4S店地工作流程设

置，可以完成汽车钣金、汽车喷涂、汽车维修、汽车售后服务、汽车美容、汽

车商务等岗位的实训学习，并能够承担河北省汽车技能大赛各比赛项目。三楼

实训室 7个，是按照汽修专业学习领域课程体系安排，能够完成汽车发动机机

械部分、发动机控制系统，汽车传动、行驶、转向、制动系统的结构认知、总

成拆装、零部件检测、总成实验等学习。四楼实训室 7个，能够完成汽车电气

系统、电源起动系统、发动机点火系统、汽车安全与舒适系统的结构认知、总

成拆装、零部件检测、总成实验，汽车驾驶模拟等学习。理论教学可采用理实

一体化教学法在单独实训室内完成，校内实训可采用工位教学法在各实训室之

间实行工位轮换制。各实训室的软硬件配备均可满足专业课所采用的行动导向

教学、任务驱动教学、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实施教学，最大限

度的发挥了各实训室的功能。 

3）、完善软件系统配置，实现生产化实训 



各汽车实训室内汽车钣金、汽车喷涂、汽车维修、汽车售后、汽车销售、汽

车配件管理、汽车美容等教学模拟软件，包括： 

　　（1）、汽车企业核心业务处理系统（本系统可与硬件系统无缝连接，包

括：汽车销售系统、维修服务系统、配件管理系统、保险业务系统、电子商务

系统、多媒体素材资源库、配件电子目录系统） 。 

　　（2）、教学课件培训系统（包含从业人员素质培训系统、整车销售系统、

售后服务系统、4S店管理系统、管理工具系统、保险理赔系统、二手车评估系

统等） 。 

　　（3）、实训指导软件系统（汽车维修实训、客户管理实训、市场调查实

训、电子商务实训）。 

（4）、实训室硬件系统配置  

　　为保证每一个学习情境中工作任务的顺利实施，按照任务驱动教学法六步

原则，我们的每一个实训室都设有五大功能区域：①、多媒体教学区（用于展

示教学资讯），②、分组学习区(用于学生计划、决策学习任务)，③、技能操

作区（用于任务计划的实施），④、资料设备存储区（用于计划实施的硬件保

证）⑤、学习成果展示评比区（用于展示学习成果）。 

实训室的墙面文化由五项内容组成：①、实训室功能（实训室功能及可以

完成的实训项目），②、安全教育（包括实训室使用注意事项、安全口号及医

药箱），③、实训室使用情况（包括实训室使用记录、使用班级），④、专业

知识（包括相关图片展示及操作技术要点），⑤、学习成果展示（学生优秀学

习作品展示）。 

3、创新选拔机制，组建优秀学生成立冠名班 

1)、建立选拔制度，组建优秀队伍 

实训室功能的调整与建设，教学方法的合理应用与选择，不但使专业课教

师的教学业务日臻成熟，更多的还是表现在学生的成绩上。我部建立并完善了

优秀学生的选拔制度，选拔步骤首先是班主任推荐，然后由任课教师对所推荐

学生进行评议，再通过笔试和面试确定获选名单，最后通过技能比赛确定入选

学员。 



技能比赛定在每年的 11月至 12月份，高一年级所设项目为汽车拆装基本

技能、汽车驾驶，高二年级所设项目为汽车二级维护、汽车维修基本技能、汽

车电器检测、通过比赛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选拔出一批动手能力强、

理论知识过硬的学生。这些学生最终被定为“丰田班”、“通用班”学员。 

2）实施独立管理，培养优秀学员 

“丰田班”、“通用班”实行单独组班管理，班主任由丰田培训教师和通

用培训教师担任。管理过程中注重学生的个人素质、服务意识与丰田理念的教

育培养，通过组织多项活动（例如:参观 DLR店、演讲、礼仪、知识竞赛、体育

活动等）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丰田班”的教学严格根据“丰田技术员”的

培训要求，“通用班”的教学严格按照 AYEC的技能要求，按照“实际、实践、

实效”的原则由部主任和任课教师在原有专业课程的基础上补充丰田和通用的

专用教材。“丰田班”选用的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专用教材。“通用

班”选用的教材为通用公司专用教材。着重强调安全、防护、 5S 、操作规范及

流程，教学采取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全方位的保障为学生动手能力

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在我校领导与邯郸市骏华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

邯郸市盛华别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大力支持下，我校“丰田班”和

“通用班”培养了一批高素质、高质量、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很强的专业理论

知识、操作技能和操作规范，并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优秀学员。 

3）合理科学训练，积极参加省赛、国赛 

优秀的学员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才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

我们为这些选拔出的优秀学员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训练计划，在不影响其他课程

的基础上，这些学生刻苦努力，代表我校参加在河北省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汽

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学生技能大赛中屡获佳绩。自 2009年参加市赛、省赛、国赛

以来共取得 43个个人一等奖、8个团体一等奖，55个个人二等奖、11个团体

二等奖，42个个人三等奖的好成绩。比赛中参赛学生展示了勤学敬业的职业素

养，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和规范熟练的技能水平。他们不畏强手奋力拼搏，赛

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历届比赛中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为了汽修行业的能工巧

匠。 

 



大赛不仅验证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锻炼了我们的教师队伍、指明了方

向、拓宽了思路、将本校的师资队伍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创新了汽修专业的

改革和发展，我们从中受益匪浅。 

科学合理的实训基地建设使得我校汽修实训基地成为河北省规模最大的汽

修实训基地，也是国家级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实训基地。我校连续 4年承办

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汽车运用与维修技能比赛，先进的设备、有序的组织

为大赛顺利完成提供了完善的保障服务，也得到了河北省职成处的认可，并连

年获得最佳组织奖。 

4、强化对口升学工作，为高职院校输送优秀人才 

对口升学工作也是我部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重点工作之一。升学班的任

课教师也都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成绩显著。连续多年升学

率 100%，2017年升入本科院校的学生有 15人。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注重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为适应重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顺利实施新的课程体系，我部注重加强

队伍建设，以改革教师培养、评聘和考核为核心，注重提高教师的德育工作能

力、专业教学能力、实训指导能力等综合素质。教师各项素质的提高主要是通

过各种培训工作得以实现 

（四）、深化校企合作，拓宽校企合作方式 

自我校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第一批中等职业学校示范校，我部汽车运用与

维修专业被定为重点建设专业以来，我部就将专业建设的重点定位为“以岗为

纲，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要想做好汽修专业，真正成为河北地区汽修专业

的的示范校、就必须依托企业，紧密联系企业，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道

路，迅速打开我校在邯郸地区的知名度。 

我部通过和企业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合作模式

灵活多样，促进了双方共同发展，达到学校、企业和学生三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