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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职业技术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

一、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业代码：560702

招生对象及要求：高中毕业

学制及修业年限：三年

职业面向：汽车修理、汽车保险、汽车销售、汽车生产等。

二、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掌握汽车构造、汽

车售后服务、汽车故障检测与维修等基本理论知识，具备汽车故障检测

与维修、汽车使用性能检测与维护、汽车维护保养的能力，具有一定创

新、创业技能与素质，从事汽车维护保养、汽车维修和售后服务等岗位

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汽车检测与维修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应

用人才。

三、人才培养规格

根据分析本专业的工作岗位（群）、工作任务对所需知识、能力、

素质的要求，制定职业岗位分析表。

所属专业大类 对应行业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

能等级证书举例

交通运输类
汽车技术服

务行业

汽车修理、汽车保险、汽车销

售、汽车生产

钳工证、电工证、汽

车维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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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岗位分析表

岗位
岗位职责及工作任

务
职业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岗位

1
汽车修理相关岗位

知识要求：汽车发动机、底盘

构造及维修相关知识、汽车电

器相关知识、汽车检测技术相

关知识

能力要求：要求学生熟悉汽车

构造相关术语及性能要求，会

使用工具对汽车故障进行检测

与维修

素质要求：团队合作精神、进

行再学习的能力、与人沟通的

能力、安岗敬业

汽车机械基础、汽车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

修、汽车电气设备与

维修、汽车检测技

术、汽车电子电工、

金工实训

岗位

2

汽车营销及售后接

待

知识要求：汽车法律相关知识、

汽车维修企业管理相关知识、

汽车构造相关知识、汽车营销

能力要求：运用汽车构造相关

知识介绍整车性能外观、掌握

与客户沟通的相关技巧

素质要求：团队合作、爱岗敬

业

大学语文、汽车维修

企业管理、汽车构

造、汽车法律法规、

汽车配件管理

岗位

3

汽车保险及二手手

交易

知识要求：汽车维修相关知识、

汽车保险相关知识、汽车营销

及评估相关知识

能力要求：运用所学的保险及

汽车相关知识做好汽车保险理

赔、汽车保险销售及二手车交

易等相关工作

素质要求：语言沟通能力、团

队协作、爱岗敬业

汽车发动机、底盘、

电器构造与维修、汽

车保险与理赔、汽车

维修企业管理、汽车

营销

四、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一）公共课程

公共课程重在学生的诚信品质、敬业精神、责任意识和遵纪守法意

识的培养，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本保证。公共课程主要包括：思政课、

体育、心理健康教育、计算机应用基础等。主要公共课程说明如下。

1.《入学教育》1周，1学分，30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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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事理论》2学分，36 学时，在军训期间采用讲座形式并行开

设，考核形式为“考查”。

3.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 号）实施方案，开设“思

政”课程。“思政”课程实践实施方案由公共课教学部、思政课理论课

教学部负责制订，教务处审批备案后，交由思政课理论课教学部执行。

“思政课”共 9学分。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3 学分，54

学时，课堂教学 48学时，实践教学 6学时，第一学期开设。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

论”）4学分，72 学时，课堂教学 54学时，课程实践 18学时，第二学

期开设，课程考核形式均为“考试”。

（3）《形势与政策》1学分，每学期 8学时，要保证学生在校学习

期间开课不断线。结合实际和学生需求，开设形势与政策教育类的选修

课，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发挥“课程思政”作用。按照“优

中选优”原则，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课教师、高

校辅导员等教师队伍中择优遴选“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实行“形

势与政策”课特聘教授制度，分层建立特聘教授专家库，选聘社科理论

界专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行业先进模范等参与“形势与政策”课

教学。采用讲座、视频直播、社会调查等形式进行。

（4）《贵州省情》1学分，18 学时，在第二学期开设，考核形式

为“考查”。

4.《心理健康教育》2学分，32～36 学时，开设讲座或合班上课，

考核形式为“考查”，开设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

5.《体育》课程考核形式为“考查”，第一、二学期开设必修课 4

学分；第三、四学期列为选修课，第三学期采用项目选修的形式列入学

院公共选修课供学生选择，第四学期与“阳光体育”结合，采用教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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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学生进行早锻炼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形式开设课程。

6.《计算机应用基础》4学分，72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

7.《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2学分，共 36学时，安排在毕业实习前

一学期进行，考核形式为“考查”，由各系承担教学及课程管理。

8.《高职英语》课程为公共课程中的必选课程，开设为两个学期，

共 4学分（各系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第一学期 2学分，32 学时，

考核形式为“考试”；第二学期 2学分，36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

各系可在第三学期根据具体情况开设《专业英语》。

9.《大学语文》为必修课程，开设在第一、二学期，分别为 2学时，

共 4学分，第一学期考核形式为“考查”，第二学期考核形式为“考试”。

10.《高等数学》为选修课程，开设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2学分，

36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

11.艺术类课程可列为选修课，周 2学时，建议在第三学期开设。

12.《大学生安全教育》为必修课程，开设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

开设形式为讲座，0.5 学分，8学时。

（二）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是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核心内容，本专业学生要求掌

握以下核心课程：

1.《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课程名称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实施学期
第二学

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54 实训学时 54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54 学时，实训学时 54 学时

学习重点
了解汽车发动机的结构、工作原理、检测维修及故障排除，以及在汽

车发动机上推广使用的新结构、新技术等内容

职业能力 分析与排除发动机常见故障

课程内容

掌握汽车发动机总体构造，应用汽车维修工量具对曲柄连杆机构、配

气机构、汽油机和柴油机燃料供给系、冷却系、润滑系、发动机的总

成进行装配、调试与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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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课程名称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实施学期
第二\三

学期
总学时 144 讲授学时 72 实训学时 72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72 学时，实训学时 72 学时

学习重点
了解汽车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和防滑控制系统的构造与

维修知识

职业能力 具有汽车底盘拆装、故障诊断与排除的基本能力

课程内容
掌握离合器、手动变速器和自动变速器、万向传动装置和驱动桥、车

架和车桥、车轮与轮胎、悬架等底盘构造的维修技能

3.《汽车电器设备与维修》

课程名称 汽车电器设备与维修

实施学期
第二学

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54 实训学时 54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54 学时，实训学时 54 学时

学习重点 了解掌握汽车主要电器设备的试验、检修及故障诊断与排除的方法

职业能力 掌握电气设备构造及维修

课程内容
汽车电源系统、启动系统、点火系统、信息显示系统、照明与信号系

统、空调系统和辅助电器系统的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

4《汽车故障诊断技术》

课程名称 汽车故障诊断技术

实施学期
第二学

期
总学时 96 讲授学时 48 实训学时 48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8 学时，实训学时 48 学时

学习重点
了解汽车维修质量及质量评定、汽车维修质量管理制度、汽车维修质

量检验技术档案、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

职业能力 汽车检测相关工具能应用

课程内容

掌握汽修检验常用量具、仪表和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了解汽车动力

性能、安全性能、燃油经济性能、排气污染物及噪声的性能检验标准。

掌握汽车主要零部件、电控和液压系统、车身修复质量、车身涂装质

量的检验方法，了解汽车常用材料性能与质量控制以及汽车配件质量

鉴别和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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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汽车电控技术》

课程名称 汽车电控技术

实施学期
第二学

期
总学时 90 讲授学时 55 实训学时 35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55 学时，实训学时 35 学时

学习重点 汽车电控相关知识

职业能力 使用仪器对汽车电控进行基本维护

课程内容 汽车发动机电控、汽车底盘电控

（三）扩展课程

主要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其他专业素质和综合能

力。扩展课程应提供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可开设成任选课程，可采用

网络学习的形式，学生毕业前至少选修 8-10 学分。本专业开设的扩展

课程包括：汽车保险、汽车法律法规、汽车维修企业管理、汽车材料

（四）顶岗实习课程

学生第五学期需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可由学校安排，又可以自

主），时间为 720 个学时。

具体安排见教学进程表。

五、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及教学进程安排表

（一）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

课程类别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总学分

学时 占总学时% 学时 占总学时%

公共课程 512 362 70.7 150 29.3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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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534 258 47.9 276 52.1 31

辅助课程 686 358 52.2 328 47.8 43.5

扩展课程 244 154 63.1 90 36.9 14

综合实训 780 780 100 26

素质学分 24

合计 2738 1114 40.7 1624 59.3 171

（二）高职教学进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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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高职教学进程安排表

专业：汽车检测与维修 制定日期：2019 年 8 月

课

程

类

别

课程

序号

课程

性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考试

考查
学分

学时数 开课学期及周课时数
备注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根据各专业安排填写循环层次

1 2 3 4 5 6

16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5 周

公

共

课

程

1 必选 20703033 入学教育 查 1 30 30 0 1 周 综合评定

2 必选 20703034 军事理论
查

2 36 36 0
讲座网络课第 1学

期

3 必选 208010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试 3 54 48 6 3 6 学时课外实践

4 必选 208010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试 4 72 54 18 4

5
必选

20801003 形势与政策
查

1 18 18 0 1
2-4 学期以讲座开

课

6 必选 20801007 体育 查 4 68 8 60 2 2

7 必选 20801006 大学语文 查 2 32 32 0 2

8 必选 20807005 心理健康教育 查 2 36 36 0 2

9 必选 20801024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查 2 36 18 18 2 实习前 1学期

10 必选 20801010 高职英语 查/试 4 68 44 24 2 2 1 考查，2 考试

11 必选 20701004 贵州省情 查 1 18 18 0 1

12 必选 20801012 计算机应用基础 查 4 72 36 36 4

13 必选 20801025 大学生安全教育 查 0.5 8 8 0 0.5 讲座，1学期

小计 32.5 512 362 150 9.5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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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课

程

1 必选 20703001 发动机构造与检修 试 6 108 54 54 6

2 必选 20703002 底盘构造与检修 试 8 144 72 72 8

3 必选 20703003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检

修
试 6 96 48 48 6

4 必选 20703004 汽车故障诊断技术 试 6 96 48 48 6

5 必选 20703005 汽车电控技术 试 5 90 36 54 5

小计 31 534 258 276 0 6 14 11 0 0

辅

助

课

程

1 必选 20703006 汽车机械识图 试 4 64 32 32 4

2 必选 20703007 汽车机械基础 试 6 96 80 16 6

3 必选 20703008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试 6 96 80 16 6

4 必选 20703009 汽车文化 查 2 32 32 2

5 必选 20703010 汽车钣金 查 4 68 34 34 4

6 必选 20703011 汽车保险与理赔 查 3 48 40 8 3

7 必选 20703012 汽车底盘拆装实训 查 7 168 0 168 7 周

8 必选 20703013 汽车发动机拆装实训 查 7 168 0 168 7 周

9 限选 20703014 汽车美容与装饰 试 4 72 60 12 4

小计 43 686 358 328 16 0 4 9 0 14

扩

展

课

程

1

任选

20801019 美术 查

2 36 18 18 2 三选一20801017 音乐 查

20801018 书法 查

2 必选 20703021 创新创业课程 查 2 36 24 12 2

3

任选

20801023 文学欣赏 查

2 36 18 18 2 三选一20801016 普通话 查

20801015 应用文写作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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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选 20801026 中华茶文化 查 2 36 24 12 2

5
任选

20703015 汽车专业英语 查
2 36 28 8 2 二选一

20703016 汽车新能源技术 查

6
任选

20703017 汽车服务企业管理 查
2 32 24 8 2 二选一

20703018 汽车材料 查

7
任选

20703019 汽车电子商务 查
2 32 24 8 2 二选一

20703020 汽车法律法规应用 查

小计 14 244 154 90 0 4 6 4 0 0

综

合

实

训

1 必选 20703022 职业岗位综合实操 24 720 0 720 24 周 综合评定

2 任选 20703023 毕业设计（或实习报告） 2 60 60 2 周 综合评定

小计 26 780 0 780 0

总计 146.5 2756 1132 1624 25.5 25 24 26 0 14

素

质

学

分

1 必选 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 6

2 必选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6

3 必选 技能培训及其他 4

4 任选 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

85 任选 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

6 任选 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

小计 24

总计 170.5 2756 1132 1624 实践学时占 58 .9%

说明：素质学分具体要求见《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素质教育学分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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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条件

（一）学生应在校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修满 170 学分。

（二）获取的职业资格证书要求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等级 发证单位 获证要求 备注

1
汽车维修

工证
三级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合格 必选

2 电工证 三级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合格 任选

3 钳工证 三级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合格 任选

（三）素质学分达到 24学分。

（四）其他要求

七、实施保障

（一）师资条件

本专业目前有专职教师 11 名。

专业课程教师情况一览表

序号

任课教师基本情况

专/兼职
姓名

毕业院校及专

业
职称 技能等级证书

1 程天伟 农机 高级政工师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兼

2 罗碧峰 汽车运用 高校讲师 汽车维修技师 专

3 鲍晓 交通运输 高校讲师 汽车维修技师 专

4 严循进 农机 高校副教授 汽车维修技师 专

5 何英 农机 高校副教授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专

6 卢仕维 航空发动机 高校副教授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专

7 鲍中刚 农机 高校讲师 汽车维修技师 兼

8 高国 机械制造 高校讲师 汽车维修技师 专

9 余然 汽车电子技术 汽车维修高级工 兼

10 娄波 车辆工程 专

11 陈建伟 材料 高校讲师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专

（二）实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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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内实训基地

我院已具备较强专业基础，与之相关的专业有汽车服务与营销、机电一体

化技术、数控技术及其相关专业群的实训基地建设，能够巩固和拓展我院的汽

车类、机电类、机械加工类等专业，为贵州工业强省、大扶贫等战略行动全面

培养相关专业（行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通过相关专业及专业群多年

的办学实践，我院在汽车类专业方面已具备一定的办学规模和办学实力。

目前，学院已在蔡官校区建有汽车检测与维修实训基地、汽车检测中心、

汽车综合服务中心，数控技术实训基地等。学院与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联合

开办的“校企合作生产性实训基地”等校内实训基地。

汽车检测与维修实训基地有各类实验（训）室 15个，各类仪器设备总价值

2000 余万元，面积 17000M2。其中汽车类相关专业具有汽车发动机拆装实训室、

汽车自动变速器拆装实训室、汽车手动变速器拆装实训室、汽车电工电子实训

室、汽车电控实训室、汽车营销仿真实训室、钳工实训室、焊工实训室等基础

实训室和专业实训室。本专业及专业群现有校内主要实验实训设备如下表所示。

表 1 汽车类专业及专业群现有校内主要实验实训设备

序号 名称

建 筑 面

积（平方

米）

仪器设备
其中：大型专用仪器

设备
主要实训项目

台/套
总值

（万元）
台/套

总值

（万元）

1
汽车发动机

拆装实训室
450 18 48.8

汽车发动机拆装实训及

汽车维修工考证实训

2

汽车自动变

速器拆装实

训室

450 18 54.3

汽车自动变速器拆装实

训及汽车维修工考证实

训

3
汽车手动变

速器拆装实
450 18 38.8

汽车手动变速器拆装实

训及汽车维修工考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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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室 训

4
汽车电工电

子实训室
300 107 57．62

电工基础实训、电工考

证实训、电路基础实训

5
汽车电控实

训室
150 16 35.4

传感器应用实训、电路

仿真实训

6 钳工实训室 300 94 6.71
钳工基础实训、钳工考

证实训

7 焊工实训室 120 17 2.93
焊工基础实训、焊工考

证实训

8
计算机仿真

实训室
300 193 72.93 计算机仿真实训

9
机械基础模

型陈列室
120 20 5.3 机械基础仿真实训

10
汽车维修实

训车间
15000 80 1170.75 38 666.72

汽车维修综合实训、汽

车维修工考证实训

11
机械加工实

训车间
15000 151 2600 97 1916.4

机械加工综合实训、机

械加工相关工考证实训

合计 4093.54 2583.12

2、校外实训基地

汽车类专业必须不断深化校企联合、产学合作、订单式培养，才能真正实

现“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使教学过程不脱离生

产实际。因此，我院汽车类专业几年来一直努力探索一条双赢的校企合作道路，

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为了办好我院的汽车类专业及专业群，学院积极推动与地方汽车行业单位

合作，建立和巩固我院的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先后与贵州省安顺市汽车运输公

司、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安顺市恒信德龙汽车有限公司、安顺市中天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武汉雄楚爱才教育有限公司、安顺市汽车服务协会等有行业企

业建立汽车类专业的校外实训基地，并聘请多名行业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作为

实训基地的实验实训指导教师。实现了学生的生产实践、顶岗实习、现代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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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单培养等多模式相结合的办学机制。通过培养，学生基本实现了零距离

上岗。随着这些校外实训基地的不断建设和完善，为汽车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的实现提供可靠保障。

目前，具有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校外主要实训基地如下表所示。

表 2 汽车类专业主要校外实训基地

序号 名称/合作企业 主要实训内容

1 贵州省安顺市汽车运输公司 汽车维修、维护等。

2 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汽车维修、维护等。

3 安顺市恒信德龙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维修、维护、销售等。

4 安顺市中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汽车维修、维护、销售等。

5 武汉雄楚爱才教育有限公司 汽车维修、维护、销售等。

6
安顺市汽车服务协会下辖 80 多

家汽车维修厂
汽车维修、维护等。

(三）教学资源

课件、教学模具、多媒体

（四）教学方法

进一步推进现代学徒制

（五）学习评价

考试、考查，并注重学习过程的考核。

（六）质量管理

1.组织机构

成立以系主任为组长，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和负责教务管理的系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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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副科长为副组长的质量管理领导小组，成员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所有成员。

负责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实施过程中的教学质量管理工作。

2.管理措施

根据学院与系质量管理相关规定，由系质量管理领导小组与专业组对教学

全过程进行管理。

3.质量监控

从授课教师安排、教学资料检查、课堂教学质量检查、学生评教、企业评

学等方面进行质量监控。

八、附录

包括人才培养方案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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