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专业群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一、专业建设现状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于 2006 年筹

建，2007年首次招生，经过我系的不懈努力，从最初不足 50人的招

生情况，发展至今有在校生 774人，其中高中起点三年制学生 237人，

初中起点五年制学生 537 人。 

实训条件建设也取得长足进步，得到国家经费支援，由最初的三

台发动机，发展到现在拥有总占地面积 2952 平方米汽车实训中心，

设备总价值 463.5983 万元，可同时容纳 240 名学生实训教学，依托

先进的仪器设备可以进行汽车维修工具认识实训、汽车发动机拆装实

训、汽车变速器拆装实训、汽车电控发动机故障诊断实训、汽车电控

自动变速器故障诊断实训、汽车电器构造与维修实训、汽车底盘驱动

系统认识实训、汽车底盘传动系统认识实训和实际生产教学实训。依

托先进的汽车教学软件可以完成汽车营销仿真实训、汽车整车维护仿

真实训、汽车总成拆装仿真实训、汽车故障诊断仿真实训、零部件检

验仿真实训。 

我系严抓学生就业工作，从 06 开始，每年举办多场供需见面会，

积极拓展就业市场，学生就业成效显著，每届毕业生就业率不低于

95％。 

不足之处，师资队伍的人数与结构还亟待完善。一线教师中拥有

汽车方向学习经历或汽车相关工作经验的仅 2人，缺乏实训管理人员

及实训教学人员，现仅能维持正常的教学，教学任务中，实训能力较



弱，专业建设缓慢。 

二、指导思想与专业定位 

指导思想： 

1.组织教师学习高职教育思想和理念，树立二十一世纪高职教育

的人才观、质量观和教学观及科学的发展观，贯彻以服务为宗旨、以

就业为导向的方针。 

2.将专业教学改革与建设和“学院十三·五建设发展规划纲要”

的蓝图结合起来。 

3.广泛调查、认真研究。关注科技发展和企业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及管理的动向，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4.以改革和创新为主题实施专业教学改革试点工作。优化构建人

才培养方案,推进教师队伍、实训基地、课程与教材建设, 改革教学

方法、考试方法。 

5.坚持与企业紧密合作，走产学研结合的培养途径。 

专业定位： 

由于汽车服务业的高速发展，从企业人才状态分析，随着当前汽

车销售服务业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逐步提高，存在大量人才缺口，

急需大量的汽车人才，与同类院校比较，而我院是高职教育，学生来

源主要是陕西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企业就业上愿意从基层做起，愿意

并胜任技术工人的工种；与同类专业本科院校比较，职业教育培养过

程中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培养的是企业一线工作人员，学生更

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三、专业建设目标与实施方案 

根据专业性质、社会需求、专业现有条件和发展潜力，树立标杆，

明确“十三五”期间的专业建设目标，制定具体的建设方案和实施举



措，须涵盖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 人才培养 

每届招生三年制达到 80人，士官直招生达到 50 人，五年制招生

达到 180人；学生“双证书”获得率达到 99%，初次就业率 60%以上；

社会培训达到每年 200 人次；努力增设新能源汽车专业。 

（二） 课程建设 

努力建设 1-2 门院级精品资源共享型课程，完成实训指导书，专

业课程标准占比 100%。 

（三） 教学团队 

充实教学师资队伍，引进 5 名有汽车方向学习经历或汽车相关工

作经验教学人员，实训室管理人员 1名，实训室工作人员 3 名，能工

巧匠 1 人；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 95%，硕士以上学位教师比例达到 60%

以上，博士学位教师比例 15%以；发展院级名师 1 人，培养专业带头

人 1 人，教师进修培训达到 2 人次。 

（四） 实践教学 

新建新能源实训室 1 个，发展校外实训基地 3 个，争取申报 1 个

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五） 创新创业 

（六） 质量保证 

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率达到 75%以上，学生及家长、用人单位满

意度达到 95%以上，努力在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 1-2项。 

（七）教学研究 



（八）专业特色 

四、主要措施及保障条件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力度。制定明确的人才引进计划和师资

培养计划，力争在今后 2 年内引进多名行业技术骨干教师到校任教，

提升专业 教学的实训、实践水平，为人才培养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二、加强科学研究，努力提升教师科研水平。加强对教研活动与

教学改革项目的管理，引导教研室和广大教师广泛深入地开展教研教

改活动，促进教育教学观念的更新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三、继续加强教师在校内实训车间进行技能的提高学习，支持教

师到生产企业第一线学习，将从企业的专家到校讲课，加强与企业的

深层次合作，让教师参与企业的研发团队，加强教师团队的内涵建设。 

四、对学生的就业心态首先是加强就业指导的力量，多开展就业

的专题讲座；二是请优秀毕业生回校介绍就业情况，请企业专家到校

介绍当前人才需求状态和就业要求；三是对学生开展职业能力测试，

指导学生选择就业岗位的选择；通过多方面的正面引导，让学生形成

良好的就业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