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制造与检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招生对象与学制 

本专业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学制 3年。 

二、培养目标与职业岗位 

（一） 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新型工业化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

有必备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掌握汽车制造与维修技术专业基础理论

知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具有较强在汽车检测、汽车维修、汽车

整车销售、汽车配件销售等企业从事车辆维护接待、检测接待、修理

接待、整车销售、配件管理等方面的中级职业技能人才。具有相关设

备的操作、维护技能，具有专业技术的综合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工作创

新精神，面向生产、建设、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的高素质多技能并有明确职业岗位定位的中级技能型人才。 

 （二） 职业岗位群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汽车生产维修企业和经营单位，从事一般

汽车的装配、调试、维修和检验等技术工作。其主要业务范围是：培

养汽车检测、汽车维修、汽车销售、车辆维护、检测、修理等方面的

高素质、多技能劳动者。 

本专业的职业岗位群定位：汽车修理工、汽车电器修理工、汽车

美容工、汽车销售服务人员。 

三、知识与能力结构及要求 



 

(一) 知识结构与要求   

1. 具备基本的科学文化及艺术素养。 

2．掌握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基本知识。  

3．掌握读图和制图的基本知识。 

4．掌握汽车材料的选择和使用的基本知识。 

5．掌握本专业必须的机械基础知识。 

6．掌握电工与电子技术在本专业应用方面的基本知识。 

7．掌握汽车的构造、性能、使用、维护、修理、检测、技术管

理及交通安全等有关理论知识。 

（二）基本能力结构及要求 

1．具有政治立场坚定，忠于祖国、积极进取的品质，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深刻理会和实践“八荣八耻”。 

2．具有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能力、观察判断能力、组织

管理能力、创新能力、获取信息能力、公关能力、心理调适能力等基

本能力，以及较强的法律意识、环保意识等现代文明意识。 

 (三) 职业能力结构与要求 

1. 具有读图、绘制简单零件图和零件检测的能力。 

2. 具有汽车基本性能试验的能力，具有分析和解决本专业技术

问题的基本能力。 

3. 学习一门外语，借助工具书能阅读汽车说明书及维修手册等

一般专业外文技术资料。 



 

4. 具有初步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并通过国家计算机等级(一级)

考试。 

5. 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 

6. 具有汽车维修及汽车驾驶技能，并考取汽车维修工等级证。

格证书。 

7．能够熟练拆装汽车发动机和汽车整车。 

8．能够熟悉汽车装配工艺流程。 

9．掌握一到两个专门化。 

（四） 职业态度 

1. 具有爱岗敬业、勤奋工作的职业道德素质。 

2. 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和乐观的人生态度 

四、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本专业主干课程有：计算机应用基础、汽车文化、汽车服务礼仪、

汽车保险与理赔、汽车营销基础与实训、汽车构造、汽车电器设备构

造与维修、现代汽车新技术、汽车美容、汽车修理和检测。 

（一）、公共基础必修模块 

(1) 语文(646学时) 

在初中语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现代文和文言文阅读训练，提

高学生阅读现代文和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加强文学作品阅读教学，培

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加强写作和口语交际训练，提高学生应

用文写作能力和日常口语交际水平。通过课内外的教学活动，使学生



 

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必需的语文基础知识，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

习惯，接受优秀文化熏陶，形成高尚的审美情趣。 

（2）数学（600学时） 

在初中数学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数学的基础知识。内容包括：集

合与逻辑用语、不等式、函数、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任意角的三角

函数、数列与数列极限、向量、复数、解析几何、立体几何。通过教

学，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培养学生的基本运算、基本计算工具使用、

空间想像、数形结合、思维和简单实际应用能力，为学习专业课程打

下基础。 

（3）英语(646学时) 

在初中英语的基础上，巩固、扩展学生的基础词汇和基础语法；

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使

学生能听懂简单对话和短文，能围绕日常话题进行初步交际，能读懂

简单应用文，能模拟套写语篇及简单应用文；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继

续学习的能力，并为学习专门用途英语打下基础。 

（4）计算机应用基础(119学时) 

在初中相关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常用

操作系统的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使用、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操作和使

用，掌握计算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具有文字处理能力，数据处理能力，

信息获取、整理、加工能力，网上交互能力，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

下基础。 

（5）职业生涯规划(36学时)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程，旨在对学生进

行职业道德教育与职业指导。其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职业、职业素质、

职业道德、职业个性、职业选择、职业理想的基本知识与要求，树立

正确的职业理想；掌握职业道德基本规范，以及职业道德行为养成的

途径，陶冶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形成依法就业、竞争上岗等符合时

代要求的观念；学会依据社会发展、职业需求和个人特点进行职业生

涯设计的方法；增强提高自身全面素质，自主择业、立业创业的自觉

性。 

(6) 职业道德与法律(36学时)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程，旨在对学生进

行法律基础知识教育。其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宪法、行政法、民法、

经济法、刑法、诉讼法中与学生关系密切的有关法律基本知识，初步

做到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提高辨别是非的能

力；指导学生提高对有关法律问题的理解能力，对是与非的分析判断

能力，以及依法律己、依法做事、依法维护权益、依法同违法行为做

斗争的实践能力，成为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公民。 

(7) 体育与健康(136学时) 

在初中相关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体育与卫生保健的基础知

识和运动技能，掌握科学锻炼和娱乐休闲的基本方法，养成自觉锻炼

的习惯；培养自主锻炼，自我保健，自我评价和自我调控的意识，全

面提高身心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为终身锻炼、继续学习与创业立业

奠定基础。 



 

  

（二）专业基础必修模块 

 (8)汽车文化(总 56学时,理论 26学时,参观实习 30学时) 

掌握汽车的发展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会欣赏汽车运动、汽车外

形色彩；了解汽车工业概况及国内外汽车品牌的含义、汽车基础知识；

了解国家有关汽车使用的规定与环保政策。 

 (9)机械基础(总 102学时,理论 52学时,实验 50学时) 

了解汽车的组成、各系统主要构成；了解常用机械基础的种类、

性能和应用；了解机械的组成；熟悉机械传动和通用零件的工作原理、

特点、应用、结构及标准；了解液压传动机构的组成和工作原理；初

步具有分析一般机械功能和动作的能力；初步具有使用和维护一般汽

车机械的能力。 

(10)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总 96学时,理论 46学时,实验、

实训 50学时) 

掌握直流电路的基本知识；掌握电流的化学作用、光作用、热作

用及电磁作用在汽车上的应用；理解逻辑控制基本原理和微机控制基

本知识。要求掌握直流电路的基本规律；掌握半导体晶体管的工作原

理和作用，初步具有分析汽车简单照明线路功能、测试元件性能和照

明线路，以及排除照明线路简单故障的能力；了解逻辑控制电路和微

机控制的原理及其在汽车上的应用。 

（11）电控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总 96学时，理论 46学时，实训

50学时） 



 

对汽车电控发动机故障原因的分析和寻找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

尤其是油、气路故障，因为油、气路故障是电喷发动机故障自诊断系

统所难以诊断的，同时，在电控发动机故障中也是故障率相对较高的。

将针对电喷发动机各种油路、气路故障展开讨论，提出相关故障排除

及相应维修建议。 

（12）汽车美容（总 72学时，理论 32学时,实训 40学时） 

车漆美容是汽车售后市场中逐渐兴起并日益壮大的一一个重要

项目,其中包括打蜡、封釉以及镀晶等组成，培养学生的细节处理和

动手能力为主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

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三）专业技能模块 

 (13)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总 144 学时,理论 64 学时,实训

80学时) 

在相关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发动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汽

车维修的基本理论以及发动机维护与修理的有关知识。使学生掌握发

动机各系统、总成和部件的功用、结构与基本工作原理，掌握汽车零

部件耗损、检验、修复的基本理论。初步具有发动机零件耗损分析，

发动机维修、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14)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总 144学时,理论 64学时,实训 80学

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85%E9%9A%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8A%E6%96%AD


 

在相关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汽车底盘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底盘维护与修理的有关知识。使学生掌握底盘各系统、总成和部件的

功用、结构与基本工作原理。初步具有底盘拆装、底盘零件损耗分析、

底盘维修、底盘故障诊断与排除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15)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总 144 学时,理论 64 学时,实训

80学时) 

在相关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汽车电气设备的构造、工作原

理及其使用、维护与修理的有关理论知识。使学生掌握电气设备的功

用、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掌握电气设备的使用、维护与修理的知识。

初步具有汽车电气设备拆装与维修、故障诊断与排除的能力；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16) 汽车修理与检测技术(总 64 学时,理论 24 学时,实训 40 学

时) 

在相关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讲授汽车主要使用性能，汽车技术

状况检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国家的相关政策与法规。使学生掌

握常用汽车检测设备、仪器和仪表的使用方法，初步具有对汽车性能

进行检测及执行相关法规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认真负

责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17）汽车整车维护与检修（总 64 学时,理论 30 学时,实训 34

学时） 



 

通过对燃油电喷技术、EBD、ABS 技术、安全气囊技术等的新技

术的学习、要求掌握汽车新技术结构、使用、维修、检测和调整方法，

具备分析判断和排除汽车新技术故障的能力。 

（18）纯电动汽车构造与维修（总 72 学时,理论 42 学时,实训

30学时） 

本课程引导学生初步学会纯电动汽车日常例行维护的基本操作

方法，并形成维护和管理汽车的意识。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理论与实践

的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自我动手能力和技术的应用能力  

（四）专业实践活动项目 

1. 机电维修技术实训(50学时) 

掌握常用工具、量具和设备的使用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初步具

有进行测量、操作的能力；掌握一般照明电路和电动机控制电路的构

成及连接方法，初步具有连接照明和电动机控制回路的能力；了解设

备的使用，掌握工具的使用方法，初步具有进行故障诊断维修操作的

能力。培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与工作作风，养成良好的

职业道德。 

2. 汽车发动机拆装与维修(100学时) 

了解汽车发动机的总体布置、各系统的组成与功用、主要总成之

间和总成内部主要机件之间的装配关系，加深对汽车发动机的总体认

识；了解有关的技术条件和标准；掌握汽车拆装的顺序；初步具有汽

车解体、总成解体、总成装配、汽车发动机总装的能力，正确使用拆

装工具的能力。掌握发动机故障诊断与排除的基本方法；掌握发动机



 

主要零部件的检验与修理工艺和方法；掌握发动机的装配、维修与调

整的工艺和方法，初步具有发动机维修、故障诊断与排除的能力；培

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与工作作风，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3. 汽车底盘拆装与维修(50学时) 

了解汽车底盘的总体布置、各系统的组成与功用、主要总成之间

和总成内部主要机件之间的装配关系，加深对汽车底盘的总体认识；

了解有关的技术条件和标准；掌握汽车底盘拆装的顺序；初步具有汽

车解体、总成解体、总成装配、汽车底盘总装的能力，正确使用拆装

工具的能力。掌握底盘各总成及主要零部件的检验与修理工艺和方

法；掌握底盘的故障诊断与排除的基本方法；掌握底盘的维修、装配

与调整工艺和方法，初步具有底盘维修、故障诊断与排除的能力；培

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与工作作风，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4. 汽车电气设备维修实训(50学时) 

掌握电工操作的基本技能；掌握汽车电气设备的构造、故障诊断

与排除的基本方法；掌握电气设备的维护与修理工艺和方法，初步具

有电气设备维修和故障排除的能力；培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

态度与工作作风，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5. 汽车驾驶考证(8周，第二学年暑假学生自主联系或学校安排) 

掌握汽车驾驶的基本操作方法，熟悉交通安全行车规则，具有正

确驾驶汽车的能力。 

6. 汽车维修工考工强化训练(1周) 



 

按照汽车维修工考工标准组织强化训练，掌握操作要领和技术要

求，考取维修工等级证。 

7. 专门化技能训练(由学生选修的课程门类决定学时) 

根据所选专门化方向组织有针对性的训练，掌握有关总成的结构

和工作原理、故障诊断、元件测试及技术规范；初步具有对所学专门

化内容进行拆检、测试、维修，正确使用测试设备的能力；培养实事

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与工作作风，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8. 毕业综合实习(36周) 

要求学生在第三学年在学校安排（或自主联系）的汽车或汽车零

部件生产厂、汽车修理厂、汽车 4S 店等单位，按照《汽车运用与维

修专业顶岗实习教学大纲》和实习单位的要求，深入生产实际，深化

和充实专业知识，熟悉汽车维修生产过程和工艺要求；掌握汽车维修

常用工具、量具、仪表和机具设备以及汽车检测诊断仪器设备的使用

方法，进一步熟练操作技能，初步具有上岗工作的能力。 

五、 专业工种实训与考级 

学生在以下专业工种实训与考级中至少选择 1个工种考取中、初

级职业资格证，要求学生全部取得初级以上职业资格证，其中中级职

业资格获证率 80%以上。 

1．汽车修理工职业资格证 

2．汽车电器维修工职业资格证 

3．车工证 

4．电工证 



 

  

六、课程结构比例 

本专业开设课程 28门、三年总学时为 4383学时。 

公共基础课 2415 学时，占理论和实践课程教学总学时 3597 的

67.13%；专业基础及专业技能课 1182学时，占课程教学总学时 2211

的 53.45% 

专业实践 1978 学时（其中教学实践实训 634 学时，集中专业实

习 1344 学时），专业理论教学课时为 548 学时，专业实践占专业课

程全部课时数 2526的 21.69%。 



 

七、教学活动时间分配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专业学分制教学计划进程表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时分配 考核 开课学期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考
试
学
期 

考查
学期 

第一学
年 

第二
学年 

第三学年 

1 2 3 4 5 6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1 公共艺术
（音乐篇） 36 36    1 ▲ ▲         

2 社会主义价
值观 18 18   1-2 ▲ ▲     

3 历史 18 18   1-2 ▲ ▲     

4 礼仪 18 18    1-4 ▲ ▲       

5 职业生涯规
划 36 18   3-4   ▲ ▲   

6 哲学与人生 36 18     4     ▲ ▲     

7 经济政治与社
会 36 18    2 ▲  ▲       

8 职业道德与
法律 36 18   1-2 ▲ ▲       

9 语文 646 646    1-5 ▲ ▲ ▲ ▲ ▲    

10 数学 600 600    1-5 ▲ ▲ ▲ ▲ ▲   

 11 英语 646 646   1-5 ▲ ▲ ▲ ▲ ▲  

 12 体育 136 68 68  1-5 ▲ ▲ ▲ ▲ ▲  

 13 普通话 34 34   1-2 ▲ ▲     

 14 计算机应用
基础 119 41 78   ▲ ▲     

 小计 2415 2197 146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时分配 考核 开课学期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考
试
学
期 

考查
学期 

第一学
年 

第二
学年 

第三学年 

1 2 3 4 5 6 

专

业

课 

  

1 汽车机械基
础 144 64 80  1  ▲          

2 
汽车电气设
备构造与维
修 

144 64 80  1 ▲      

3 汽车发动机
构造与维修 144 64 80  2  ▲     

4 
汽车悬挂转
向与制动系
统 

80 40 40  2   ▲    

5 汽车底盘构
造与维修 102 52 50   1  ▲         

6 汽车营销基
础与实训 

36 16 20 
 2-3    ▲ ▲       

7 汽车文化 56 26 30  1  ▲           

8 汽车销售与
服务流程 36 16 20  4-5       ▲

  ▲    

9 电控发动机
构造与维修 96 46 50  3   ▲    

10 汽车空调原
理与维修 72 32 40  4    ▲   

11 汽车美容与
装饰 72 32 40   4     ▲

      

12 汽车检测与
故障分析 64 24 40   5       ▲    

13 汽车整车维
护与检修 64 30 34  5      ▲  

14 纯电动汽车
构造与维修 72 42 30  6     ▲   

  小计 1182 548 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