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建设发展计划与实
施方案

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人才属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并且

随着现代汽车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和发展，汽车检测与维

修设备不断更新换代，汽车行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对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人员的素质、技术也提出了愈来愈高的

要求，需要更高层次、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级技能型人才。

我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

2010 年我校正式成立汽车维修专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教

学改革和就业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其经验正向全院推广、辐

射；到目前本专业被确定为学校品牌专业；一体化课程改革

被学院定位试点专业。

一、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

以十九大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根据学院建设与发展规划纲要，围绕人才培养

水平评估工作要求，立足和突出技术应用性，加强专业建设

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为我省经济和

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

1.以现代化汽车科技发展为导向，确定汽车技术专业建

设发展方向 ；

2.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对人才素质和能力的要

求为主线，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3.以优质的教学质量为基础，保证汽车技术专业建设与

改革的成功。



二、专业建设的总体目标

在学校重点专业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全省一流的教学、

咨询、培训基地；建设成为省级示范性专业，目标是建设成

为国家级示范性专业。

三、专业建设的主要任务与措施保证

（一）充分调研，制定体现我院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

继续定期调研黑龙江省汽车检测、维修企业的技术发展

新动向。了解社会对人才质量和数量的要求，分析汽车检测、

维修行业生产第一线工作领域所必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

构。以此为基础，确定本专业培养目标。在本专业指导委员

会参与下，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原则，根据教育部《关于制订教学

计划的原则意见》的要求，特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特点：

1.知识构建上以够用和实用为限度；

2.以掌握职业技能和技术操作要求为依据，以培养学生

的职业技能、岗位业务知识为目标；

3.体现“双证融合”，学生除取得学院毕业证外，还要

求全部考取汽车维修工职业资格证；

4.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留有可灵活改变的余地，当行业

需求发生变化时，培养计划可方便地调整课程设置。学生可

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爱好选择各类考证，进行与汽车专业

相关的各类实践与学习活动等；

（二）以一体化教学改革为龙头，探索以课程为核心的

新的教学模式



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充实生产服务一线的新知识、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体现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

要求，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需要。课程实施过程中要

推进产教结合、产学研结合，着力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实

践能力，提高教学实效，体现职业教育特色，增强学校自我

创新能力；

人才培养方案要反映课程内容的改革、创新、特色，明

确课程性质、目的、任务、基本要求、深度与广度、重点和

难点的学时分配建设、教学方法手段、考核方式等。

（三）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工学一体化”专业课

教学体系

在以往专业班级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在

实践性强的专业课教学中，做到“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将

理论和实验、实训教学融合在一起。课堂教学中结合实验、

实训，实训时贯穿理论知识的讲授。

（四）建立适应新的教学方法的考核体系

过去的考核体系重视理论课考核，轻视实践教学考核，

这使得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失去了监控而得不到保证，

这对重视实践技能培养职业技术教育是一个缺陷。改革设想

是在完成专业教学任务后(进一步做到完成每一模块的教学

任务后)同时进行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考核，知识和技能

考核均纳入学生的成绩考核当中。

（五）进一步拓宽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途径

加大校企合作力度，进一步完善产学结合机制，可以从



以下方面体现：

1.邀请企业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以利于根据企业需求

对口培养专业人才；

2.进一步发挥专业指导委员会在指导本专业的教学改

革与专业建设的作用；

3.企业为本专业学生提供校外实习场所，指导实践；

4.派送教师到行业和企业进行实践；

5.加强本专业教师与其他院校、行业以及企业在科技、

技术革新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六）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在进一步总结、推广专业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建立

和完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七）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在 2－3 年内形成一支由专业带头人和一批中、青年骨

干教师组成的有专业特色的“一体化”教师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措施：

1.加大引进力度

每年有计划地面向全国引进高学历，适应现代化职业教

育的教师。重点将具备教师条件的行业生产第一线有丰富实

践经验和操作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教师队伍中。

2.建立高素质的校外兼职教师队伍

常年聘请具备教师条件的行业、企业生产第一线有丰富

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兼职教师队伍

中。



3.加大培训力度

为加强专业带头人的后备力量，每年选择中青年教师进

行重点培养。

每年选送表现突出的中青年教师参加培训学习深造，每

年选派专业老师到企业实践进修。

（八）改革传统的教材编写方法，使技术更新快的专业

课教材内容始终紧跟汽车新技术的发展

汽车专业着重实施专业教学一体化改革，因此要结合专

业教学改革特点，逐步实施教材编写、典型工作任务的修改

和考核制度。

（九）加大实训基地建设力度，进一步开展产学研合作，

努力提升教学质量

实训基地建设是专业建设的突破口，也是专业建设的物

质基础。实训基地建设要充分体现本专业的特色和水平，满

足教学环节的需要，体现生产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加强与生

产、服务企业单位联系，在校外建设一批相对稳定的生产实

习基地；开展产教结合、产学研结合的活动，把实训设备与

生产、经营、培训、技术开发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实训设备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统筹规划，校际间要加强联合，

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实训基地，实行资源共享，充分提高

资源的利用率。

1.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规划：2020 年计划投入资金 万

元；建设目标为：建成满足教学要求、设备良好的实验、实



训室和专业教室，重点建设生产性实训服务中心等高标准实

训室。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随着行业的发展与改变，每年有计划地拓展几个新建校

外实训基地。

（十）大力提高本专业服务地方经济和适应社会发展的

能力

加强专业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我院服务地方经济和

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学校专业建设的水平也必须通过社会

加以检验。学校要加强与社会和企业用人单位的紧密联系，

以成立专业建设委员会为依托，广泛征求企业单位专家对专

业建设的意见和建议；要定期听取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意

见，及时反馈调整，改进教学工作，加强学生的就业指导和

创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