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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与代码

（一）专业名称

新能源汽车维修

（二）专业代码
083400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

业大类

及代码

所属专业

类及代码

对应

行业及

代码

主要职业

类别及

代码

主要岗位类

别（或技术

领域）

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行业企业标准

和证书举例

交通运

输大类

（08）

新能源汽

车维修

（083400）

道路运输

业

（54）

机 动 车 制

造 与 修 理

（10806）

制造 /装配 /

修 理 工 人

（ 汽 车 ）

（1080602）

“1+X”新能源汽

车电子电气空调

舒适技术初级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汽车维修工（四

级）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主要面向汽车售后类行业企业，培养从事新能源汽车使用、

维护、修理、检测、美容、维修接待等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能型人才。

（二）培养规格

1.职业素养

（1）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与团队协作能力；

（2）能吃苦耐劳，工作责任感强，工作执行力强；

（3）具备较强的获取信息、分析判断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4）具有积极的职业竞争和服务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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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有较强的安全文明生产与节能环保的意识；

（6）能以诚信的精神对待职业工作，能严格遵守职业规范，具有廉洁自律的职业

道德。

2.专业知识和技能

（1）能叙述新能源汽车发动机、底盘、车身电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能了解新能源汽车电工电子基础知识，识读汽车电路图；并进行简单电器零

部件的检测；

（3）能够阅读简单的新能源汽车维修设备使用说明书和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资；

（4）能够正确、熟练地使用汽车维修常用工具、量具及检测仪器设备；

（5）能叙述新能源汽车的基本构造，能够识别汽车零部件及总成；

（6）能进行安全检测和电气安全故障紧急处置；

（7）能够对新、传统能源汽车进行一般日常维护和保养；

（8）能够阅读简单的新能源汽车安装说明书和新能源汽车技术资料；

（9）能具备一定的汽车机械零部件拆装、检测能力，能规范、安全的拆装新能源

汽车；

（10）能对完成的装配成品进行质量检验和评价；

（11）能完成汽车发动机与控制系统总成及部件检修；

（12）能完成新、传统能源汽车底盘、底盘控制系统及部件检修；

（13）能完成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等高压系统的检修；

（14）能完成新能源汽车车身及辅助电气系统的检修；

（15）能完成新能源汽车整车综合性能检测与故障修复；

（16）能根据不同类型充电桩的结构及环境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合理的安

置建议；

（17）能根据不同的充电需求选配充电桩的型号；

（18）能够对充电设备/站进行安装、调试与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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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与要求

（一）课程结构

专

业

技

能

课

顶岗实习

综合实训

公共

基础课

专业选修课

1.二手车评

估与销售

2.汽车保险

与理赔

3.汽车售后

店端管理

4.汽车美容

与装潢

公共选修课

1. 心理健康

2. 阅读

3. 普通话

4. 劳动教育

汽

车

机

电

综

合

实

训

车

身

修

复

认

知

汽

车

电

气

理

论

汽

车

营

销

与

服

务

认

知

汽

车

底

盘

理

论

新

能

源

汽

车

辅

助

系

统

构

造

与

检

修

新

能

源

汽

车

维

护

与

保

养

汽

车

发

动

机

理

论

新

能

源

汽

车

认

知

新

能

源

汽

车

电

气

系

统

构

造

与

检

修

变

速

器

构

造

与

检

修

汽

车

定

期

维

护

发

动

机

构

造

与

检

修

汽

车

实

训

基

本

操

作

汽

车

文

化

汽

车

零

部

件

与

总

成

识

别

新

能

源

汽

车

充

电

系

统

检

修

新

能

源

汽

车

动

力

电

池

系

统

检

修

汽车美容方向

汽车电气加装；汽车划痕

处理；车表及内饰清洁；

汽车外观装饰

专

业

基

础

课

+
专

业

核

心

课

专

业

技

能

方

向

课

思

想

政

治

历

史

公

共

艺

术

体

育

与

健

康

信

息

技

术

英

语

数

学

语

文

汽车钣金方向

车身测量与校正；汽车车

身钣件成型工艺；车身切

割与焊接；车身附件拆

装；车身外形修复

汽车喷漆方向

汽车底漆喷涂；喷涂后处

理；汽车面漆喷涂；底材

损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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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的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公共基础课包括必修课

和选修课。专业（技能）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

和专业实习等。

1.公共基础课

（1）公共基础必修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思想政治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学大纲》开

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紧密结合。
144

2 语文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开设，

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216

3 数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大纲》开设，

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216

4 英语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开设，

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216

5 信息技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信息技术教学大纲》开

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

色。

72

6 公共艺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教学大纲》开

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

色。

36

7 体育与健康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

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紧密结合。
162

8 历史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历史学教学大纲》开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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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2）公共基础选修课

1 阅读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阅读量要求开设，并注重

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44

2 心理健康教育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要求开设，

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72

3 普通话
依据普通话用语要求开设，并注重在职业模

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36

4 劳动教育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劳动教育要求开设，并注

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72

2.专业技能课

（1）专业基础课

分

类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

时

专

业

基

础

课

1 汽车文化

了解汽车的发展历史，熟知各主流品牌的文

化，了解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

车、其他清洁能源汽车的特点，掌握现阶段国内外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概况和中国对于新能源汽车的

大政方针。

18

1
2

汽车零部件与总

成识别

掌握汽车各系统、总成和部件的构造和原理，

能准确说出汽车各部件的名称及作用,。能在实车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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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指出各个零部件的位置。

2
3

发动机构造与检

修

能熟练使用工量具对两款以上发动机机械部

分进行规范拆装，对相关零部件数据采集，并作出

准确的性能判定。

72

4
4

变速器构造与检

修

能熟练使用工量具对手动变速器和自动变速

器机械部分进行规范拆装，对相关零部件数据采

集，并作出准确的性能判定。

72

5
新能源汽车动力

电池系统检修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铅酸动力电池、碱性动力电

池、锂离子动力电池等的结构、原理及特性，电池

管理系统的拓扑结构及其原理。通过本课程学习，

学生应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电池控制技术，

掌握电池及电池管理系统的检测技能，从而具备电

动汽车检修能力。

72

6
6

新能源汽车辅助

系统构造与检修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新能源汽车灯光系统、安全

气囊、电动座椅、门窗系统、喇叭电路、雨刮电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了解信呢能源汽车车

身电气系统的工作原理，并对常见的车身电气系统

进行正确检修。

144

2
7

新能源汽车充电

系统检修

了解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基本原理，掌握新能源

汽车不充电/充电慢/充电跳枪相关故障的解决方

式。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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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汽车发动机理论
依据市级中等职业学校对口高职考试大纲开

设
72

9 汽车底盘理论
依据市级中等职业学校对口高职考试大纲开

设
72

6
10

汽车电气理论
依据市级中等职业学校对口高职考试大纲开

设
72

6
11

汽车机电综合实

训

依据市级中等职业学校对口高职考试大纲开

设
144

（2）专业核心课

分

类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

时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1
汽车实训基本操

作

掌握汽车各类维修工具、量具和设备的使用与

整理。并能对汽车各个功能进行正确操作。明确汽

车售后服务流程，了解车间修理的规范工艺，并能

进行 5000 公里养护。

36

2
2

新能源汽车认知

掌握新能源汽车的分类、组成，各关键零部

件的位置，并能对新能源汽车进行相关功能操作，

理解新能源汽车各系统的工作原理。

36

3
3

车身修复基础认

知

了解车身修复专业的基本构成，对汽车钣

金、汽车喷漆、汽车美容的工作岗位有清晰认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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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培养对汽车钣金、汽车喷漆、汽车美容方

向的兴趣。

4
4

汽车营销与服务

认知

了解汽车售后服务的工作流程及各岗位的主

要工作内容，明确在售后接待体系下各岗位的工作

职责，对汽车销售、售后服务接待、保险理赔、车

间调度、配件管理等岗位的工作流程和工作业务有

清晰认识。

36

6
5

汽车定期维护

解汽车的类型、牌号；掌握汽车各系统与总成

的名称、作用、基本结构和连接关系，能初步分析

汽车基本结构，能完成新车交车前检测（PDI 检

测），能完成汽车 10000 公里以内的各级维护，培

养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团队协作能力。

72

6
新能源汽车维护

与保养

本课程主要内容有新能源汽车新车检查、新能

源汽车动力系统维护、新能源汽车电气系统维护和

新能源汽车底盘系统维护。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

应熟悉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检查与维护

保养知识，具备传统能源汽车与新能源汽车的 PDI

检查、首保、10000 公里、20000 公里、40000 公

里维护技能。并能根据车辆的使用情况给出具体的

维护建议，了解 40000 公里以上车辆的维护项目。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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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新能源汽车电气

系统构造与检修

本课程主要内容为新能源汽车各电气系统构

造与检修，包括新能源汽车充电、上电、空调、

动力系统等相关知识和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应熟悉新能源汽车构造知识，并能根据故障

现象，合理制定维修方案，排除新能源汽车各系

统故障。

144

（3）专业方向课

所有方向课均开设于第 3-4 学期，方向课开设时，原第 3-4 学期专业课程均取消。

车身修

复——

钣金方

向

车身测量与校正

掌握大梁校正仪的使用方法，能根据不同车型

进行正对性的车身数据测量，并能选择合适的修理

方式还原车身性能。

72

汽车车身板件成

型工艺

掌握汽车车身板件成型工艺规程，掌握能按照

工艺流程和工艺参数对不同板件进行手工成型作

业，会检测、分析和处理板件的质量缺陷。

72

车身切割与焊接

掌握切割与焊接工艺规程，能对零部件级总成

进行切割与焊前处理，可以正确应对各类焊接材料

和焊接方法，选择对应的切割与焊接设备。

144

车身附件拆装

掌握不同车型汽车附件拆装与遮蔽技巧，可以

对不同车型的车身附件进行正确的受力分析，并能

熟练更换相关车身附件。

144

车身外形修复 掌握汽车钣金件的放样、成形、矫正、焊接、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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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等基本技能，了解汽车钣金常用工具、量具及

机具设备，了解现代诊断检测仪器的使用方法，会

分析判断常见钣金作业生产产生缺陷的原因及修

补方法。

车身修

复——

喷漆方

向

汽车底漆喷涂

掌握底漆喷涂作业的填补、喷涂基本技能，了

解底漆喷涂作业常用工具、量具及机具设备，了解

现代诊断检测仪器的使用方法，会分析常见涂装作

业生产缺陷的原因及修补方法。

108

喷涂后处理

掌握涂装作业的打磨、抛光等基本技能，了解

涂装后作业常用工具、量具及机具设备，可对喷涂

后的常见缺陷进行补救修复。

72

汽车面漆喷涂

能对喷漆板件进行面漆喷漆前评估，可以利用

相关工量具完成汽车面漆、清漆喷涂，并能对喷涂

效果进行正确的检验和分析。

144

底材损伤处理
能对喷漆件进行正确的损伤鉴定，并能完成拆

装、除油、除锈、原子灰刮涂等工艺处理。
252

汽车美

容方向

汽车电气加装

了掌握汽车电气加装改装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能按照客户意愿完成不同车系电气加装与改装，并

给出专业的客户建议。

72

汽车划痕处理
能对汽车玻璃、塑料件、喷漆板件进行正确的

检查和清洁处理，对各类覆盖件常见的划痕可以正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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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修复处理，并能对喷漆覆盖件进行抛光、打蜡、

镀晶作业。

车表及内饰清洁

掌握汽车车表及内饰美容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能按照客户意愿完成不同车系车表及内饰美容，并

给出专业的客户建议。

216

汽车外观装饰

掌握汽车外饰装潢的基本方法与技巧，能按照

客户意愿完成不同车系外饰装潢，并给出专业的客

户建议。

180

（4）专业选修课

第 5 学期在非高考升学班级中灵活开设

①二手车评估与销售

②汽车保险与理赔

③汽车售后店端管理

④汽车美容与装潢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基本学时分配

每学年安排 40 周教学活动,有效教学周为 18 周，周课时一般为 36 学时（含素质拓

展课程 6 学时），顶岗实习按每周 30 小时（1 小时折合 1 学时）安排，3 年总学时数不

低于 3000。课程开设顺序和周学时安排，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实行学分制的学校，一般 16——18 学时为 1 学分，3 年制总学分不得少于 170。军

训、社会实践、入学教育、毕业教育等活动等以 1 周为 1 学分，共 5 学分。

公共基础课学时约占总学分的 1/3，允许根据行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在规定的范

围内适当调整，但必须保证学生修完公共基础课的必修内容和学时。

专业技能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2/3，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需要

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习时间，行业企业认知实习应安排在第一学年。

选修课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应不少于 10%。

（二）教学安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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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进程安排表

课程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学期(理论周/实践活动周)

1 2 3 4 5 6

公

共

基

础

课

公

共

基

础

必

修

课

1 思想政治 8 144 2 2 2 2

2 语文 12 216 2 2 2 2 4

3 数学 12 216 2 2 2 2 4

4 英语 12 216 2 2 2 2 4

5 信息技术 4 72 2 2

6 体育与健康 9 162 2 2 2 2 1

7 公共艺术 2 36 1 1

8 历史 4 72 1 1 1 1

小计 63 1134 14 14 11 11 13

公

共

基

础

选

修

课

1 阅读 8 144 2 2 2 2

2 心理健康教育 4 72 1 1 1 1

3 普通话 2 36 1 1

4 劳动教育 4 72 1 1 1 1

小计 18 324 5 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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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1 1458 19 19 15 15 13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汽车文化 2 36 2

2 汽车零部件与总成识别 4 72 2 2

3 发动机构造与检修 6 108 6

4 变速器构造与检修 6 108 6

5
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检

修
4 72 4

6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

统检修
4 72 4

7
新能源汽车辅助系统检

修
8 144 4 4

8 汽车发动机理论 4 72 4

9 汽车底盘理论 4 72 4

10 汽车电气理论 4 72 4

11 汽车机电综合实训 8 144 8

小计 54 972 10 8 8 8 20

专

业

核

心

1 汽车实训基本操作 2 36 2

2 新能源汽车认知 2 36 2

3 车身修复基础认知 2 36 2

4 汽车营销与服务认知 2 36 2



14

课 5 汽车定期维护 4 72 4

6 新能源汽车维护与保养 8 144 4 4

7
新能源汽车电气系统构

造与检修
8 144 4 4

小计 28 468 4 8 8 8 0

专

业

方

向

课

—

钣

金

1 车身测量与校正 4 72 4

2 汽车车身钣件成型工艺 4 72 4

3 车身切割与焊接 8 144 4 4

4 车身附件拆装 8 144 4 4

5 车身外形修复 8 144 4 4

小计 32 576 0 0 16 16 0

专

业

方

向

课

—

喷

漆

1 汽车底漆喷涂 6 108 6

2 喷涂后处理 4 72 4

3 汽车面漆喷涂 8 144 2 6

4 底材损伤处理 14 252 8 6

小计 32 576 0 0 16 16 0

专 1 汽车电气加装 4 7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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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方

向

课

—

美

容

2 汽车划痕处理 6 108 6

3 车表及内饰清洁 12 216 10 2

4 汽车外观装饰 10 180 10

小计 32 576 0 0 16 16 0

专

业

选

修

课

1 二手车评估与销售 2 36 2

2 汽车保险与理赔 2 36 2

3 汽车售后店端管理 2 36 2

4 汽车美容与装潢 2 36 2

小计 8 144 0 0 4 4 0

合计 90 1584 14 16 20 20 20

1 入学教育及军训 4 60 2 周

2 认识实习 1 12 2 天

3 跟岗实习 2 30 1 周

4 顶岗实习 30 540
18

周

合计 37 642

总计 208 3684 33 35 35 3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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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和《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的

有关规定，进行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教师资源。专任教师的学历职称结构应合理，

至少应配备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职务的专任教师 2 人，其中双师型教师应不低于

30%。建立双师教学团队，应有业务水平较高的专业带头人。

专任教师应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和相关的专业资格证书，有良好的师

德，对本专业课程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对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课程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熟悉教学规律；了解和关注新能源汽车制造与维修行业动态与车辆技术发展，有新能源

汽车维修企业车辆一般维修岗位工作经验或参加汽车维修生产实践的经历，适应产业行

业发展需求，熟悉企业情况，积极开展课程教学改革。

另外还需聘请本行业企业兼职教师，应具有高等级技能证书，在相应的职业岗位上

工作 5 年以上，具有丰富的从业业务经验和管理经验。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践教学条件

校内实践教学条件按照完成专业学习领域核心课程的学习情境教学要求配置，每个

场地满足一次性容纳 40 名学生进行基于行动导向的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的需要。专业

核心课程的实践条件配置与要求见下表。

教学条件配置与要求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生均台套）

1
汽车电工电

子实训室

可进行并联电路；串联电路；电流实验；电压

实验；电阻实验；欧姆定律；短路和断路检查；

二极管、三极管、继电器、LED 检测；整流

电路；放大电路；继电器控制电路等实验

8（1/5）

万用表 8（1/5）

2

汽车发动机

构造与维修

实训室

汽车起动充电机 1（1/40）

汽车发动机解剖台架 1（1/40）

发动机各系统示教板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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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起动试验台架 2（1/20）

汽车总成及拆装翻转台架 8（1/5）

发动机拆装工具 8（1/5）

发动机维修常用量具 8（1/5）

3

汽车底盘构

造与维修实

训室

汽车前置前驱传动系解剖实物台架 1（1/40）

汽车前置后驱传动系解剖实物台架 1（1/40）

各总成实物解剖教具 1（1/40）

汽车前置前驱传动系实训台架 4（1/8）

汽车前置后驱传动系实训台架 4（1/8）

自动变速器实训台架 4（1/8）

自动变速器总成 8（1/5）

自动变速器实物解剖教具 2（1/20）

机械转向系及前桥实训台架 8（1/5）

动力转向系及前桥实训台架 8（1/5）

电控动力转向示教实训台架 1（1/40）

电控悬架示教实训台架 1（1/40）

汽车制动系（盘式制动器）实训台架 8（1/5）

汽车制动系（鼓式制动器）实训台架 8（1/5）

汽车 ABS 示教实训台架 1（1/40）

汽车变速器举升机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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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扒胎机 2（1/20）

轮胎动平衡机 2（1/20）

汽车四轮定位仪 1（1/40）

汽车底盘常用拆装工具 8（1/5）

汽车底盘维修常用量具 8（1/5）

汽车底盘拆装专用工具 8（1/5）

4

汽车维修业

务接待实训

室

实训轿车（可共用） 2（1/20）

汽车维修业务接待工位 2（1/20）

汽车维修业务接待管理系统 1（1/40）

电脑 20（1/2）

5
汽车整车实

训室

实训轿车（可共用） 8（1/5）

汽车维修举升机 8（1/5）

压缩空气站及管路系统 1（1/40）

尾气排气设施 1（1/40）

汽车定期维护常用工量具 8（1/5）

6
汽车综合实

训室

实训轿车（可共用） 2（1/20）

汽车四轮定位用举升机 1（1/40）

四轮定位仪 1（1/40）

车速表试验台 1（1/40）

灯光检测仪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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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检测仪 1（1/40）

发动机综合性能检测仪 1（1/40）

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 1（1/40）

汽车维修常用工具及工具车 1（1/40）

7
汽车钣金实

训室

电阻电焊机 4（1/10）

保护焊机 4（1/10）

修复机 4（1/10）

大梁校正仪 4（1/10）

钣金常用组合工具箱 4（1/10）

8
汽车喷漆实

训室

喷枪 10（1/4）

打磨机 8（1/5）

抛光机 8（1/5）

测色仪 2（1/20）

烤漆房 2（1/20）

喷漆房 2（1/20）

9
汽 车 美 容 实

训室

热风枪 10（1/4）

美工刀 10（1/4）

洗车机 2（1/20）

吸尘器 2（1/20）

抛光机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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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工具 10（1/4）

10
汽车运营与

管理实训室

实训轿车 2（1/20）

汽车维修业务接待工位 2（1/20）

汽车维修业务接待管理系统 1（1/40）

电脑 20（1/2）

11

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公共

实训基地

纯电动实训汽车（可进行纯电动汽车的保养和

综合检测）
8（1/5）

混合动力实训汽车（可进行混合动力汽车的保

养和综合检测）
4（1/10））

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实训台架 4（1/10）

新能源汽车 BMS 实训台架 4（1/10）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实训台架 4（1/10）

新能源汽车整车控制实训台架 4（1/10）

新能源汽车空调系统实训台架 4（1/10）

万用表 8（1/5）

智能诊断仪 8（1/5）

示波器 8（1/5）

汽车保养拆装综合工具 8（1/5）

大灯校正仪 4（1/10）

汽车举升机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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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排放设施 4（1/10）

压缩空气站级管路系统 4（1/10）

2.校外实践教学条件

重点加强与国内汽车售后服务企业、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和运营企业的友好合作，

拓展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保证学生的本专业技能训练进一步延续和提升。按照 80 名学

生规模，需要建立校外实训基地约 5 个。

（三）教学资源

依据开设课程要求，选取国家规划教材、市级规划教材，或者编制符合规定的校本

教材。同时开发相关工作页、PPT、动画或者视频资源，积极进行教具改革与开发，将

所有教学资源整合为可实施的开源教学平台，课堂管理借助希沃平台、学习通平台等，

专业课程配备了景格云立方 e 学、景格云立方 e 教、云立方虚拟教具、实训仿真软件等

数字资源。

（四）教学方法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的教学要符合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基本要求，按照培养学生基本科学文

化素养、服务学生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功能来定位，重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的

改革及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的创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职业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专业技能课

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

专业技能课的教学要体现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以具有代表性的汽车机电和新能源维

修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以课程知识、能力、素质目标设计教学项目和任务，贴近行业

实际，“教、学、做”相结合，突出技能培养。为实现教学资源高效运用，专业技能课采

用 A/B 两小班模块化轮转教学，并在过程中融入信息化教学手段，侧重教与学全过程

信息收集。

（五）学习评价

实现教学评价方式多元化，结合 1+X 等级证书标准活页式工作手册、1+X 等级证

书标准活页式评分标准，将教师的评价、学生的互相评价与自我评价相结合，贯穿课前

预习；建立以能力考核为主，笔试与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试制度，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

评价相结合。评价内容应涵盖情感态度、岗位能力、职业行为、知识点掌握、技能的熟

练程度、完成任务的质量等。

（六）质量管理

要依据本标准的要求制订本专业教学计划，配备师资、教材、教学资料和实训资源。

制订校内实训课程管理规定，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

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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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毕业审查时，要求同时达到以下条件:
1.通过 3 年的学习，须修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时学分，修完教学计划所

规定的课程且成绩达到 60 分或合格（含补考）。

2.取得与专业相关的一项职业资格证书，如 1+X 证书。

3.学习期间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校学生管理手册中规定的不予毕业的

条款。

十、其他

（一）编写依据

1.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2.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教学标准》；

3.教育部《职业院校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

4.市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指导方案》；

（二）适用范围

1. 三年制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

2. 3+4、五年制的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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