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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群课程体系的构建是为整合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满足岗位专业综合能力需求。论文以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群为例，阐述了其专业群构建思路、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及专业群考核体系，为高职教育模块化课程体

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ty group curriculum system is to integrate resources, improv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meet 
post specialty comprehensive ability. Taking the automotive electronic technology specialty group of Inner Mongolia Technical 

College of Mechanics and Electric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its specialty group, the specialty 

group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pecialty group assessment system,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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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调结构、转方式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催生了新经济、

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的涌现，使得学校的专业结构、课

程设置、教学模式与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出

台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旨在建设一批引领改革、

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院校和专业群，以引

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专业群建设是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高职院校优

化结构、体现特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的根本任务。笔者所在学院入选中国高水平高职学校名

单，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挑战，如何全面提升办学实力，做

好表率是一个难题。科技的发展，使汽车逐渐向电子化、智

能化发展，电子技术占汽车总价值的比重越来越高，普通汽

车接近 25%~30%，高档汽车甚至超出了 50% 的比例，汽车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汽车电子技术专业技能人才的支撑，

巨大的市场需求给高职院校的教学提供参考。构建专业群可

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资源利用率 [1]，满足社会对汽车领域综

合技能人才的需求。而人才培养质量由课程体系决定。汽车

运用与维修（含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领域职业技能等

级标准的颁布，为汽车专业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也

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存的课程体系已不能无缝贴合企业用人

需求 [2-3]。如何基于“双高计划”背景下，融合汽车运用与

维修“1+X”内容及要求构建合理、高质量的专业群式课岗

融通的课程体系成为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专业群式课岗融

通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为汽车产业输送更多合

格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还可以丰富高职教育课程体系构

建领域的理论基础。

2 专业群构建思路
专业群是围绕某技术领域或职业岗位面向，按行业背

景、技术基础相同或相近原则，以优势或特色专业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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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专业融合而成的专业集合 [4]。依据组群逻辑 [5]、典

型工作岗位、技术技能要求、核心课程的映射关系，紧跟汽

车产业新技术发展方向，构建以汽车电子技术专业为核心，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汽车智能技术专业为技术递进，以汽

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为外延的

主次分明、结构有序、方向明确的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群。该

专业群主要服务于汽车行业中下游三大岗位群：生产制造岗

位群、汽车服务岗位群、衍生产业岗位群。汽车电子技术专

业对接生产制造和汽车服务模块，面向整车、汽车电子产品

和汽车零部件的汽车运用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群；新能源汽

车技术专业对接新能源汽车生产制造和汽车服务模块，面向

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部件装配、调试、检测、现场管理、新能

源汽车维修与服务等领域；汽车智能技术专业对接制造和汽

车服务模块，面向汽车智能化电子系统装调、检修及测试，

智能网联汽车安装调试、参数标定、检测等领域；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专业对接生产制造和汽车服务模块，面向汽车制

造业，汽车、摩托车等修理与维护行业；汽车技术服务与营

销专业对接汽车服务和衍生业态模块，面向整车与零配件销

售、保险销售与服务、二手车鉴定评估等领域。

3 课程体系构建设想
根据汽车行业岗位群任职要求，遵循学生职业能力的发

展规律，以培养职业素养为基础，发挥专业群的集群优势，

融合汽车运用与维修“1+X”证书内容，构建“平台共享，

方向强化，拓展提升”的课岗融通模块化课程体系，如图 1

所示。模块与汽车行业职业认证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

能力标准对接，实现课岗融通。课程体系紧跟自治区汽车行

业发展，及时吸纳汽车行业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以先

进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支撑，构建职教理念先进、设计

技术一流、教学资源丰富、使用简捷高效的集能学、辅教、

培训、认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优质课程教学资源群，以促进

“1+X”证书制度试点、教育教学水平、社会服务能力、教

师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3.1 岗位共享模块课程群
岗位共享模块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两类。

各专业均开设《形势与政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

育》《劳动教育》等 15 门公共基础课程，把思政教育和人

文知识融入教学中，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及自身实践，

培养良好思想政治素质，传承优秀文化，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各专业均开设《汽车文化》《汽车零件识

图及 CAD》《礼仪与接待》等 7 门专业基础课程，主要培

养学生的职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安全意识、质量意

识、团队合作意识等职业素养。

3.2 岗位方向模块课程群
依据各专业与岗位群、人才链、技术链对应关系，围绕

职业岗位任务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各专业有针对性地强

化核心模块，并将“汽车动力与驱动系统综合分析技术”“汽

车电子电气与空调舒适系统技”“汽车营销评估与金融保险

服务技术”“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电池技术”等 1+X 模块

有机融入核心课程，各模块以企业实际生产项目为载体，企

业师傅和专任教师分工协作开展课程教学，逐步提升学生职

业技能，培养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吃苦耐劳等职业素质，

主要培养学生的岗位核心能力。

3.3 岗位拓展模块课程群
瞄准汽车行业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流程、新规范，

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及未来拓展提升需求，群内包含行业提

升、技能提升、职业成长和创新创业 4 个模块（图 1），各

专业可互选模块，深度培养学生精通汽车工程技术，掌握汽

车交叉领域知识、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

图 1 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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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群课程体系考核
模块化课程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和结课成绩两部分组

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40%，结课成绩占 60%。平时考核主

要包括出勤、作业、课堂表现、课堂提问、小论文、小测验

和实践考评。平台课程考核方式有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结

课考核采取理论 + 实践方式，理论和实践考核各占 50%。

方向课程均为考试课，结课考核均采取技能操作，考题采取

抽签形式，把职业素养、岗位技能要求及职业技能标准融入

技能操作。拓展模块课程均为考察课，结课考核采取现场操

作、设计答辩、产品制作、技能竞赛等形式。

5 结语
汽车电子技术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基于汽车产业链岗位

需求，其实施是一个不断探索、砥砺前行的过程，所以我们

要及时、客观地评价反馈，建立实时动态调整机制，并在实

施中开拓创新，总结经验，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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