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特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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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1年以来，我部各专业坚持按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专业定位要

求，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加快推进我系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性改变，扩展和

密切行业、企业的联系，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找准专

业与企业的利益共同点，建立与企业之间长期稳定的组织联系制度，实现互惠

互利、合作共赢的目标，努力为城市经济和社会服务，近几年来，我部已与中

国丰田、上海通用、上海博世、上海景格、邯郸骏华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邯郸海马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邯郸盛华别克服务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建立了合

作关系，并在订单培养、教学见习、工学交替、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师资培

训、技术交流、顶岗实习、学生就业等方面进行了合作。 

我系通过和企业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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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共建校外实训基地，实施企业见习制度 

我部根据专业设置和实习教学需求，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

在有发展前景又有合作意向的企业建立了十多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这些基地

不仅可成为师生接触社会、了解企业的重要阵地，而且学校可以利用基地的条

件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增加专业教师接触专业实践的机

会，促进专业教师技能提高；基地也可以从实习生中优先选拔优秀人才，满足

企业日益增长的用工需求，达到“双赢”的效果。 

依据人才培养方案计划的实施，我部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建成校外实训基

地，2011年 3月至 2013年 6月，我部共与 10家企业签署校企合作协议。聘请企

业指导专家 13名。企业指导教师 40名。并安排学生企业见习。见习单位有邯郸

市公交公司修理厂、邯郸盛华别克服务有限公司、邯郸奥迪服务有限公司、邯郸

福特服务有限公司，校企共同规划与实施的认知性职业教育。我部 11级学生在



校两年期间共在企业参与实习 9周，分别学习了售后接待、汽车拆装、汽车维

护、汽车钣金、汽车故障检测等操作技能。通过企业实习，学生们能够熟练地独

立进行汽车的二级维护作业、汽车空调保养作业、汽车进气系统清洗作业、更换

火花塞作业、拆装汽车制动钳作业、汽车故障码的调取与清除作业等，而这些维

修作业是我们在学校需要一年的课时才能完成的教学任务。工学结合的实施不仅

能规范学生操作步骤、掌握工作过程的技术要点，还能紧密联系实际，顺利将理

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实现了毕业后与工作岗位的零对接。而且还能降低学校

实习成本，缓解专业教师紧缺的压力。 

企业的见习活动，学生的收获最大，那么作为带队见习的指导教师，在管理

学生的同时，也是站在了企业的第一线。在汽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保证

自己的专业知识不与实际脱节，如何不断加强自己的教学业务能力，顺利实施理

实一体化教学，是我们每名专业教师急需解决的问题。企业见习正是为我们提供

了良好的学习平台。让我们有机会更新自己专业知识。教师每天在查岗时都会对

学生的操作留意一番，对于和学校不一样的设备，设备的操作方法、操作注意事

项都需要认真记录，拍摄操作照片，留作以后教学时拓展知识使用。带队见习，

能够让专业教师学习并搜集了大量的故障案例，这些都成为以后专业教学的知识

储备。 

2、实施“订单培养”合作 

我部与中国丰田、上海通用等公司签订联合培养协议，共同建立以企业名

称冠名的丰田班、通用班，实习与教学联体。校企双方共同制订教学计划、课

程设置、实训标准，部分企业培训课由企业承担。学生毕业优先进入对口企

业。近三年来共成立丰田班 2个，培养学生 60人，通用班 2个，培养学生 60

人。 

3、签署用工协议，实施顶岗实习制度 

我部学生前二年在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后，采用学校推荐与学

生自荐的形式，到合作企业进行为期半年以上的顶岗实习。如天津一汽、天津

长城等多家企业，学校和用人单位共同参与管理，合作教育培养，使学生成为

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合格职业人。 

4、今后校企合作的思路 



校企合作要立足邯郸，面向冀南城市圈，辐射全国，校企合作的企业应是

在汽修行业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在技术、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处

于同行业领先的地位。校企合作的企业一般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和较好的业绩，具有较高的合作诚信度。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

深层次的合作： 

（1）学生参观、生产见习、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及订单培养、工学交

替、共建校外实训基地等方面的合作； 

（2）接受教师参观、调研、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方面的合作； 

（3）实现资源共享，互派专业人员讲学、企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

的合作； 

（4）共同参与人才的培养，双方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开发精品课程和教材，

邀请企业专家共同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共同编制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

的合作； 

（5）在企业捐资助学、企业赠送教学产品方面的合作； 

（6）导引企业进校园，营造教学工厂，共建实验实训室和实习车间； 

（7）在学生就业方面的合作，应优先满足合作企业的用人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