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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变革下中职汽修专业教改思考
李祥镇

（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福建 福州 350008）

摘要：随着动力电池技术走向成熟，5G 网络在国内大面积铺设，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网联化必将成为汽

车发展的趋势，这一巨大变革也将让汽车行业成为下一个风口。而为汽车维修企业、高职乃至本科输送具中培养初、中级技能人才的中

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也迎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笔者总结自己从教中职汽修专业的经验和思考，希望能促进中职汽修专业教育更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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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北京冬奥会不仅是一届体育盛会，也成为我国展

示诸多“黑科技”的舞台。其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非憨态可

掬的联通 5G 无人驾驶汽车火炬手莫属。细数起来，发现北京冬奥

会使用了多款新能源动力汽车和智能无人驾驶汽车。让人不禁感

叹，无声无息间，汽车行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新能源、人工智能、

网联将成为汽车发展的趋势。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石，中职教育在

类型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那些不适应普通教育的学生找

回了信心，为现在产业输送大量初、中级技能型人才，为高等职

业教育输送了大量具有专业素养的人才。对社会繁荣安定、经济

发展有巨大贡献。在这样巨大变革中，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

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我深感肩膀的压力重大，在此笔者结合近期

自己的思考，希望能促进中职汽修专业教育发展，确保为使国民

经济更高质量的增长提供人才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变革对中职教学的影响

新能源、人工智能、网联化是将来汽车发展的必然趋势。汽

车已经从早期的代步工具，变为现在包含出行、软硬件的复合产品。

这也对培养初中级汽车维修人才的中职汽修专业提出了新要求。

（一）变革对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教学内容必须根据变革方向进行相应的调整。中职教育作为

一种类型教育，教学过程中很突出实践性，多数课程涉及到很多

动手操作的内容。而这些操作内容都是基于学生将来所从事的岗

位的。以中职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为例，在教育部 2017

年发布的专业教学标准中，《汽车定期维护（一）》《汽车定期

维护（二）》这两门专业核心课，其教学内容就是各级维护作业、

检查、检测、调整。根据乘联会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 年 2 月国

内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 31.7 万辆，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

率达到 21.8%。这么一个有强大潜力的市场，对汽车维修企业来说，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如果学生没掌握相应技能也将影响学生

职业发展。因此中职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在教授传统化石燃料

汽车的定期维护时，必须增加新能源车的定期维护内容。

补齐实训条件和师资的缺口。中职学校因为较少承担教科研

工作，所以从制定五年规划，到纳入财政预算，到建设实训条件

并培养师资，到最后落实到课程内容变革，往往会存在一定的滞后。

如《新能源汽车结构与检修》这样的专业方向课，其中有大量故

障诊断，需要如中医问诊般的“望闻问切”，通过各种外显的故

障现象，确定故障位置，再着手维修或更换零部件，恢复汽车功能、

性能。这都需要大量的实训设备，经过系统培训的师资，长时间

打磨学生的职业技能。笔者了解到，目前有的学校尚不能很好地

为《新能源汽车结构与检修》的教学提供相应支撑。

（二）变革与其他要求共振的影响

平衡“1+X”证书考证与学业水平考试。学业水平考试作为

中职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条件，学生必须完成学业水平升学理

论考试、技能考试。而学生获得“1+X”证书，既体现了学生的能力，

也可以会在学生就业提供一定的优势。但是“1+X”证书和学业水

平升学教学内容不一定完全适应，有存在一定程度冲突。这就要

求学校在教学上，必须兼顾两头，并且要取得相应的成绩。

确保理论与实践比例。中职汽修专业多采用现代学徒制教学

模式，其中部分学生采用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培养。

学生需定期轮换进入企业，在真实环境进行学习、实践。中职汽

修专业的实践和理论占比基本保持在各 50%。但中职学校因较少

承担教科研工作，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网联化等方面实训条件

建设、师资的培养，往往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在这种情形下，对

新技术的教学内容，想要确保每个实践环节都能达到理想效果，

存在一定困难。

兼顾学生升学与进入企业就业的需求。根据我校和其他兄弟

院校交流数据来看，基本 80% 的中职学生选择升学，20% 的中职

学生选择就业。目前学业水平升学侧重点相对为较基础的知识、

技能。而进入企业就业的学生，就需要相对比较全面的知识、技能、

素质。在培养目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部分学生还会改变

意向，这就要求这个教学要同时兼顾升学、就业。另外学校还需

要考虑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网联化的趋

势下，高职院校的专业已经普遍发生转变。因此中职阶段做好课

程的衔接，让学生进入高职院校时知识、技能上没有空缺，能顺

利掌握后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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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变革的汽修中职教学探索

笔者结合目前我校经验，以及个人教学的思考，针对变革时

代中的中职汽修专业教改提出探索建议。

（一）重构课程，打造岗课赛证融通的柔性体系

学校需要组织汽修专业的骨干教师、校企合作企业的专家、

高职院校的专家学者研讨，以深度合作校企合作为基础，以学生

将来所从事的岗位工作为依据，提炼岗位的核心要素，从人才培

养方案到课程标准，逐级逐步推进课程的重构。首先确保搭建一

个兼顾“1+X”证书考证、学业水平考试、各级竞赛、实际工作岗

位的课程体系。然后再根据该课程体系，对各门逐一课程进行解

构，将各个知识点、技能点进一步进行提炼。采用活页式教材，

以适应不同培养要求的学生使用。另外活页教材也方便教材更新，

诸如新能源汽车、智慧汽车这样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确

保大到人才培养方案、小到章节教学内容，模块化、柔性化、可

以快速调整。

（二）配套资源，建立丰富资源库支持教学实施

汽车是一个包含软硬件的复合生态服务产品。通过大量

App、小程序提升用户体验，通过 5G 网络、人工智能构建无人驾

驶等功能。以上种种无一不是这几年兴起的新业态。中职学校，

必须为中职汽修专业建立相应配套资源库。组织专业带头人遴选

网络上公开的国家精品课程资源，如中国大学 MOOC 在线学习平

台，就有相当多不错的课程，对其内容进行筛选后，就可以选择

合适中职学生的资源用来教学。同时也要组织教师团队转化现有

教学资源，将其转化为适合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资源。此外

还需要新建补充不足部分，逐步建立一整套涵盖公共基础课、专

业课，能够满足岗课赛证以及学生升学需求的教学资源库。并且

要进一步规范、优化教学资源库，形成线上“PPT+ 微课视频 + 测

验 + 虚拟仿真练习”，线下实践的课程构架。加大资源库中互联

网 + 技术的应用，如 AR、VR、MR，将内容更直观、生动地呈现

给学生，尤其是与典型生产任务技术相关的知识点、技能点。

（三）提升素养，做好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内化

致力于全面提升学生素质，不能满足于知识、技能的掌握。

通过磨课、研课等教研活动，组织全体教师共同挖掘思政素材。

要立德树人，春风化雨，上好思政课程、做好课程思政，做有温度，

有深度的教育。同时引入校企合作单位的企业文化，不停留在表

象的职业技能，更要深耕厚植，培养学生内在的职业道德、职业

意识、职业行为。用好校内、校外共建的实训基地，在真实岗位

开展各种实践教学活动。由 4S 店内训师或现代学徒制中的师傅，

在言传身教，树立质量意识。尤其要让学生意识到，汽车具有交

通工具的属性，关系到驾驶人员、乘坐人员以及路上人员的生命

财产安全。

（四）把控质量，建立可靠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线上课程，受到诸如手机屏幕尺寸、网速、服务器承载能力

等因素影响，有可能会对学习效果产生影响。中职汽修专业学生

普遍比较喜欢动手实操内容，只依靠手机屏幕进行学习难免会影

响学习的主动性。如若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授课的教学形式，需要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这里要大量利用信息化

手段，如超星平台、蓝墨云班都包含了评价、数据分析等功能，

可以帮助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实时获取各种信息，更有针对

性地进行动态调整，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五）鼓励创新，培养自学习惯成就职业生涯

教学过程中多使用小组分组讨论，开展头脑风暴，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的习惯。汽车针对各种故障现象，培养学生诊断思维，

培养学生自己查阅厂家维修手册等官方维修技术文件等习惯。同

时在工学交替过程中，到汽车维修一线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

解决方案。培养学生从生产实践出发，做到每个设计、作品切切

实实提高汽车设计制造、维修作业效率，安全性，确实提高创新、

创业、创造水平。结合校内各种兴趣班、大师工作室，养成学生

终生学习的习惯，为学生将来进入企业，乃至职业晋升、转岗，

打好基础。

（六）产教融合，校企双方共建实训基地

基于中职学校实训条件建设、师资的培养会有一定的滞后，

中职学校应该进一步加深校企合作程度，在校内外和企业共建实

训基地。既可以让企业深度参与育人，培养适应汽车发展趋势的

中职生，又可以利用企业的资源对专业教师进行系统培养，而成

为企业内训师的学校教师，可以利用实训基地设备，反过来对企

业员工进行培训。这样盘活校企双方的资源，可以减少双方的成本，

达到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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