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专业建设情况 

 

专业一   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建设情况 

一、专业建设积淀深厚，产业坚实 

江油市为国家首批“工业强县”示范市，“三线建设”重点建设城市，中国西部重要的

特殊钢生产基地和四川工业重镇，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材料与工艺研究所等国家科研

单位扎根于此，神华煤电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园、军民融合产业园等一大批省市重点项目建

设高效推进，攀长钢、神华江电等 212家规模企业强势汇聚。江油市正在打造工业强市，拥

有 1 个省级工业园区，园区建有主要有数控、模具制造基地。据 2017 年统计，全市现有数

控、模具生产企业 10 余家，从业人员 1000 余人，具有专业教育背景的数控、模具设计技

术人员和从事数控、模具零件加工、数控、模具装配调试、数控、模具检测的高技能人才十

分短缺。预计在未来 3—5 年内数控、模具从业人员需求量还在不断扩大，每年企业数控、

模具专业技术人员替换及扩充按 10%计算，我市对中职层次数控、模具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

约为 500人/年，为我校人才培养提供了需要基础。 

二、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助力专业发展 

学校按照《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要求，促推市场经济发展，以市场为导向、

学生为主体，强化技能训练，狠抓教学质量，抓特色、求发展，坚持走“适应市场，订单培

养，特色办学，升学就业”的办学路子。 

1、采用工学结合，教、学、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实行“专业加特长”、“学历

加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教学-实训实习-安置”一体化，现已建立了机电、数控

专业实习（训）基地，并先后与富士康鸿准模具公司、四川长腾公司、无锡恩福油封有限公

司等大型企业建立了长期人才培养合作关系或签订了实习、就业合作协议，建立了教、学、

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我校下属一个铭创机电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学生可利用校办厂

生产产品，达到了实实在在的产教融合； 

2、继续加大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现已成立了“鸿准班”、“恩福班”、“长腾班”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实施联合办学。“鸿准班”是我校与富士康鸿准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合作办学，

企业每学月要对该班学生进行月考，企业专家每学期还要对学生进行为期二周的授课，并对

学生进行综合考核且实行末位淘汰制，在企业的综合考核中，我校的成绩年年名列前茅。“恩

福班”是我校与无锡恩福油封有限公司合作办学，学生进入该班就是该企业的准员工，享有

与该企业正式员工同等的福利待遇，企业每学月要对该班学生进行月考，企业专家每学期还

要对学生进行为期二周的授课，利用暑期派几中优秀学生进行一周的见习活动。“长腾班”

是我校与四川长腾公司进行深度校企合作的典范，学生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后，每周在企业

进行四天的生产实践，每周利用一天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学生毕业后已经是一名优秀

的技术能手，深受企业的喜欢。 

学校根据专业设置及课程教学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能满足教学实习要求的各

类单位，建立各种类型校外教学实习基地，（一）课程教学需要的教学实习基地；（二）专业

教学需要的生产实习基地；（三）其它短期、分散的实习单位（点）。  

3、引入企业文化，重构课程体系：引入职教专家改革部分课程，建立了一支“双师”

结构、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数控、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我校二、三年级学生在江油工业园

区上课，建立企业定制班机械专业教师大多数教学经验和企业生产经历丰富。能够共同协作，

完成建设项目中的任务。 

三、改革教学模式，提升专业建设水平 



（一）明确专业建设目标 

1、探索并实施“分方向、多阶段”的教学组织模式，将学校的教学过程与企业的生产

过程紧密结合，创新校企合作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2、探索“教师做项目、学生做产品”的职业能力培养方法与手段改革，推行任务驱动、

项目导向的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 

3、依托教学工厂搭建校企数字传输课堂，把教学工厂建成省级职业教育示范基地； 

4、将数控、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建设成省内一流品牌专业，把教学工厂建成本地区数

控、模具技术服务研发中心； 

5、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型”结构的教学团队，建立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学团队； 

    6、调整中高职衔接的课程结构与内容，优化三二分段教育。 

（二）、主要建设内容 

实施“分方向、多阶段”的教学组织模式分方向：第一年主要为基本技能培养阶段，第

二年为核心技能培养阶段，第三年为综合技能培养阶段。 

建设内容有制件图样的识读、零件测绘、三维建模、CAD教学、零件加工核心技能。数

控、模具钳工、设计员、工艺员、数控机床的装配与调试等综合技能的培养。 

四、 人才培养预期达到的经济效益 

我校本着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原则，力争经过三年的建设，使我校成为西部的数控、模具

人才培训基地。因此培养面向汽车、机械、电子、电器等行业，从事计算机辅助数控、模具

设计、数控、模具制造和数控、模具修配，数控、模具设备的安装、调试与维护，数控、模

具项目跟踪管理等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技能

型专门人才迫在眉睫，以便为工业强市战略提供充足的优质人力资源支撑。 

 

重点专业建设情况 

专业二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情况 

     一、 培养技能型人才，满足市场需求 

（一）行业发展趋势 

我国是汽车大国，近年来销量增长速度惊人，到 2017 年实现突破 2亿的汽车保有量。

汽车产业已成为我国工业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持续向好的经济增长环境是我国汽车产业

在未来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根本动力。在增加的汽车保有量当中，私人汽车保有量大幅增长。

汽车后市场蕴含巨大商机。 

   “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在售出之后维修和保养所使用的零配件和服务，其涉及的企业

主要包括汽车零配件制造商、汽车零配件的销售商和汽车修理服务商三大类企业。一言而概

之，从汽车下线进入用户群开始，到整车成为废弃物为止的全过程，都是汽车后市场各环节

服务所关注的范畴。 

 汽车后市场被经济学家称为汽车产业链上最大的利润“奶酪”。在一个完全成熟的国际

化的汽车市场，汽车的销售利润约占整个汽车业利润的 20%，零部件供应利润约占 20%，有

50%至 60%的利润是在其服务领域中产生的。 

市场调查表明：目前我国 60％以上的私人高档汽车车主有给汽车做外部美容养护的习

惯；30％以上的私人低档车车主也开始形成了给汽车做美容养护的观念；30％以上的公用高

档汽车也定时进行外部美容养护；50％以上的私车车主愿意在掌握基本技术的情况下自己进

行汽车美容和养护。而以一台 20万左右的中低档车为例，在中等城市每月的养车费用 1500

元左右，按照 15 年报废期计算，其养车费用将达到 27 万元。目前我国汽车服务业每年以



40％的速度递增。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被国家六部委确定为紧缺型人才之一。 

（二）企业需求分析 

对于绵阳而言，汽车及零部件正形成一个新的支柱产业。我市拥有中国重汽绵阳公司、

华瑞汽车、野马汽车绵阳公司、新晨动力、富临精工等多家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已建成轻卡、

皮卡、SUV、微型面包车、重卡及新能源汽车等整车生产基地，汽车零部件产品涵盖发动机

总成、汽车支架、空气滤清器等产品百余种。结合绵阳产业发展现状，我市在安州区规划建

设了四川绵阳汽车产业园，以华晨集团南方基地为依托，着力打造四川第二大汽车产业基地，

达到年产 50万辆整车、50万套整车零部件的产能。从汽车制造企业来看，企业需要大量的

汽车制造技术人员，野马汽车一直希望与我校建立深入合作。2015 年分析表明汽车后市场

人员以超过百万，绵阳作为三线城市，需求也很大。 

（三）汽车运用与维修人才岗位分析 

1、汽车机电维修：从事于各大型综合汽修厂的汽车维修企业的接车、修车、检车等技

术工作。此类人才社会需求量大。 

2、汽车钣金修复：主要对汽车车身损伤的分析，汽车车身的测量，汽车车身钣金的整

形，拉伸矫正，去应力焊接，以及汽车车身附件装配，调整等工作。 

3、汽车喷涂：主要是汽车旧的漆面、以及里面旧的腻子膏都打磨掉，对需要修复的修

饰、碰撞、划痕等受损部位按受损情况作钣金处理，并在需要的地方打好钣金胶，用腻子粉

对经过钣金处理后的部位补平实；让处理过的位置平滑，以便下一道工序进行；做防锈处理

后按顺序上好各道漆；让漆面水均匀的干透。 

4、汽车美容与装饰：对漆面增光、打蜡、抛光、镀膜及深浅划痕处理，全车漆面美容，

底盘防腐涂胶处理和发动机表面翻新、轮胎更换维修、钣金、车身油漆修补等一系列养车技

术，使汽车经过美容后外观洁亮如新、漆面亮光保持长久，以达到“旧车变新、新车保值、

延寿增益”的功效，装饰可以美化内饰、提升美感、提升驾乘的舒适性。 

    二、明确培养目标，打造汽修新天地 

通过三年的建设，使我校汽修在原来的绵阳市示范专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力争达到

省级示范专业，同时学校汽修专业成为当地汽车维修企业的职工再培训和再提升的基地，为

当地汽车生产和制造企业输送技能更好，素质更高的技能人才。成为绵阳首批打造新能源汽

车培训和学习主要基地。 

三、强化内涵建设，推进专业特色发展建设内容 

（一）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 

1、完善“校企合作、分阶段多能力”人才培养模式 

紧跟产业发展步伐，创新“校企合作、分阶段多能力”人才培养模式。分阶段多能力是指学

校在企业指导帮助下，分“认知、熟悉、熟练、顶岗”四个阶段对学生进行培养，使学生专

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对接职业岗位，最终具备独立操作多种岗位应用能力。 

2、构建以“岗位应用能力”为目标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实训中心的内在核心与灵魂，课程内容的落地与实施是检验实训中心建设优劣的最直

接标准。行动任务为导向的项目化课程，以理虚实一体化课程模式为指导思想，紧密贴合企

业实际与行业发展，作为课程内容重构线索，具有如下优势： 

（1）课程内容更新速度紧贴企业实际需求； 

（2）以职业行动教学方式，带动学生课程学习，梳理学生的职业观； 

（3）重视学习环境与课程内容的配合，使学生身临其境，增加学习体验感  

3、加强专业技能操作建设 

技能操作环节分为两部分，操作示范和技能操作。 



其中操作示范是教师在工位上进行实际操作，操作图像和声音通过“第一人称录播系统”

展示在任意联网显示屏幕上，边操作边讲解，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进行铺垫、指导。   

技能操作也就是学生实际在工位上进行练习操作。 

最终形成 “课堂授课”、“课堂学习”、“虚拟训练”、“实操训练”、“知识考核”、“实操

考核”的专业化教学实施过程。 

4、完善实训条件建设 

（1）新能源设备类 

随着行业发展全球各个国家把新能源已经拿上议事议程，节能环保已经是主题所以新能

源正好满足当下的要求； 新能源设备计划投入 150万元左右：整车（纯电、混电、插电等）、

相关台架、检测检修设备及工具等； 

（2）机电、钣喷设备类 80万元 

1）、原机电设备部分老化，进行更新、提升改造。 

2）、钣喷设备按学校目前专业需求工位不足，需要补充工位。 

5、教学资源库建设 

（1）类型丰富，具有形象生动的呈现力 

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选择最有效的编写方式，如用 3D 类型直观呈现零部件的内外部

结构，用 flash动画形象阐述系统工作原理、电路原理、零部件类型及功用等知识点，用真

人示范高清视频进行标准化技能操作演示，完整、准确地呈现教学内容。 

（2）重难点突出，表现清晰 

每个教学资源都遵循教学设计规律，将抽象的内容形象化，突出教学重点。如技能视频拍摄

后期由专业人士进行配音、配备字幕，语速控制在每分钟 250至 260字之间，操作过程中的

每个重难点都单独标记，重难点突出。 

（二）师资队伍建设 

1、专业带头人培养：选拔教学经验丰富、教学实践能力强、理念先进的教师 1-2 名为

专业带头人，通过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和企业顶岗实践，提升专业能力和水平，在专业建设中

发挥引领作用。 

2、专业骨干教师培养：选拔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具有潜力的教师 3-4 名为专业

骨干教师，优先选送参加各级各类学习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带头参与专业建设，发挥示范

作用。 

3、“双师型”队伍建设：选派教师参加学校实训基地建设等实践工作，定期到企业轮训，

提高双师素质，2020年“双师型”教师达到专业教师人数的 80%。 

4、兼职教师聘任与管理：每年从企业一线聘请 2-3 名技术人员来校兼职授课，并全程

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开发和学生的实习实训指导；加强对兼职教师的考核反馈，

规范管理。 

（三）办学体制机制创新与校企合作 

1、加强专业指导委员会建设：组织专业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为专业建设

提供良好建议，发挥重要的作用。 

2、探索“订单”培养新途径：与江油市三和轿车、江油市吉贝汽车、绵阳市野马汽车

制造厂等企业探索订单培养途径，开展“订单”培养。 

    3、培训与技术服务：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利用实训基地设备资源和专业教师技术优

势，广泛开展各种培训，提升社会影响力，为终身教育做出贡献。 

四、 人才培养预期达到的经济效益 

江油乃工业重镇，江油职中优质的汽修专业设备和办学理念，将成为绵阳职教的一面旗



帜，为江油市各大一、二类汽车维修企业培养满意的技术人才，为江油的发展贡献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