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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能源汽车专业教师培训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部门 教师 职称 培训项目 培训组织单位

培训日

期

培训

天数

培

训

地

点

培训费

用

是否

有证

书

是否

提交

总结

备注

1
机电工程学

院
吴宽 助教

全国职业院校汽车类专

业骨干教师智能网联汽

车技术培训

全国交通运输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

2019.8.1

1-8.19
9 上海 5880 是 是

2
机电工程学

院
吴宽 助教

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素

质提高计划2020年高职

高专国家级项

湖南汽车工程职

业学院

2020.8.1

0-8.29
20 株洲 国培 是 是

3
机电工程学

院
常泽楠 无

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师素

质提高计划2022年高职

高专国家级项目

常德职业技术学

院

2020.7.2

5—8.25
30 常德 国培 是 是

4
机电工程学

院
彭建新

高级

工程

师

2020 年亚行贷款职教

示范项目
湖南省财政厅

2020.8.3

-8.14
5 贵州 是 是

5
机电工程学

院
刘学芹

高级

工程

师

新时代职业院校课程开

发、专业群建设及人才

培养方案编制研修班

聚焦职教
2020.8.4

-8.5
2 网络 是 是

6
机电工程学

院
刘学芹

高级

工程

师

职业教育课题研究与论

文写作专题研讨会

未来学习（北京）

信息技术研究院
2020.8.8 2 网络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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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电工程学

院
彭建新

高级

工程

师

职业教育课题研究与论

文写作专题研讨会

未来学习（北京）

信息技术研究院
2020.8.8 2 网络 是 是

8
机电工程学

院
彭建新

高级

工程

师

南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

提高计划2021年高职高

专第二批国家级项目

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

2020.11.

30-12.9
10 株洲 国培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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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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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总结

培训总结 1

2020国培“汽车运用与维修企业实践”个人总结

我很荣幸有机会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湖南省国家级培训——汽车运用与维修

企业实践。通过此次培训，我进一步巩固了汽车车身结构的基本知识，了解了当

前职业教育汽车专业对应企业岗位的工作要求，提高了团队合作的奉献精神以及

吃苦耐劳的工匠精神，为今后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次企业实践的主要目的是：1.了解企业店额生产组织方式、流程以及产业

发展趋势；2.熟悉企业相关岗位职责，操作规范，用人标准和管理制度等具体内

容；3.学习所教专业在实际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新方法；4.结合

企业实际和用人标准，完善专业实训课程，改进教学方法，同时积极开发本校教

材，切实加强职业院校实践教学环节；5.提高自身的动手能力，做到理论知识与

实践相结合，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打基础。

图 1 培训开班典礼

实践主要分为两大部分部分，一是在常德市东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车间进

行实践学习，二是针对常德市区的所有 4S店进行调研。其中，车间实践主要为

汽车钣金，汽车油漆、汽车诊断排故、机电维修与快速保养等。实践从汽车钣金

开始，在进行安全教育后，我们来到钣金车间进行实践，看到一辆辆车身严重损

坏的车在钣金师傅以及油漆师傅的精雕细琢后，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几乎和新

车一模一样，不由感叹汽修师傅高超的技艺。由于工种本身的性质，钣金车间和

油漆车间没有空调，汽修师傅在三十八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下仍不辞辛劳工作的精

神品质，非常值得的我们学习！

在发动机的拆解过程中，我们来进行企业实践的老师严格遵守操作流程，有

明确的分组分工。在正式拆解之前，我们对车发动机进行定位、测量、拍照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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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工作。由于多数教师实践经验不足，在刚刚拆解过程中，因没有找到技巧而较

为缓慢，在回顾以往的理论知识以及向相关师傅请教后，我们 终将发动机拆解

并顺利安装调试完成。发动机的拆解，充分表明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各个工作

要分工明确且需要良好的配合，协调一致，否者很容易出现失误。通过自己亲自

动手操作，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接触到的知识，同时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

图 2 汽车电路排故培训

在去常德市区 4S店调研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汽车专业的岗位分工与相关

要求以及当前 4S店对于不同岗位员工所要求执有的相关证书和技能。这对于我

们在教学改革的方向以及教学设计大纲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我们汽车专业的人

才培养方案以及课程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在综合对比多家 4S店的销售经营

模式后，发现当前汽车类专业毕业的学生从事本专业的人数严重不足，很多 4S

店缺少汽修类专业人才，这对我们今后的专业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图 3 汽车机械故障检修

在见识到了实际企业的运行之后，我逐渐感受到自身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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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处，深刻认识到“走出课堂，投身实践”的重要性。平时，我们大多是在课堂

上给学生讲解理论知识，对于大部分专任教师而言，其思维方式多数停留在理论

范围内，使得教师对企业的实际生产加工、运行管理等方面的认识具有片面性，

这对于推进理实一体化教学是极其不利的。

图 4 国培结业典礼

这次到企业实践的国家级培训开阔了视野，大大提高了自身的能力水平，使

得我对本专业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在实习中，我的理论同实践进行真实的接触，

思维和现实找到了结合点，这些对我的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体会到了实际

的工作与课本的知识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想要融会贯通，就必须进一步学习，

这也为我们在今后推进理实一体化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非常感谢学校领导给予我这次培训的机会，感谢在培训期间为我们安排衣食

住行的东亚集团的相关人员，殷切期待下一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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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总结 2
2020年湖汽技能传承创新国培班培训总结

2020年 8月 10日至 2020年 8月 29日期间，我有幸参加了 2020年度湖汽技能

传承创新国培班培训。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主要学习了一下三个模块的知识

内容：

一、职业教育宏观政策的解读及教师能力的提升；

二、1+X证书的课证融通；

三、传统燃油车技能竞赛项目介绍与实操；

下面我分别对三个模块的内容来谈一谈的我的培训心得。

首先，职业教育宏观政策的解读及教师能力的提升模块的内容又可以分为两

大块。其一是通过解读国家职业教育的宏观政策，反映出新时代的职业教育的新

特点，对我们教师提出要适应职业教育需求现状的新的要求。其二，是根据前面

所分析出的职业教育特征，提出能够使得教师能力提升的新方法。

第一个模块中，对我影响 大或者说感触 深，得到的收获 多的就是欧阳仪波

老师所讲述的两次课程内容：1、我国职业教育的演进逻辑；2、国家标准为引领，

构建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通过这两次课程解决了我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进入新

时代后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在不断的变更？其二构建人才培养方案的参考基准在

哪里，如何构建才能符合 低标准？

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协助我院新能源汽车专业的专业负责人完善人才培养

方案，制作人才调研报告。在撰写报告、制作方案的过程中一直问题不断，自己

自身经验不足导致了在写材料的过程中不停返工。在此期间我也在网上去查找了

大量其他学校的方案模板进行借鉴，却总是抓不住其中重点。欧阳老师的课程恰

好解答了我的问题，可以说从头到尾带我过了一遍人才培养方案的制作过程——

基于国家标准作为底线加上自身学院的特色构建自身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

第二模块，1+X书证融通模块的主题内容是如何将 X证书融入进人才培养

方案，如何将 X 证书中单一模块的内容融入一门课程。湖汽的老师们主要介绍

去年湖汽 1+X证书考评的情况、湖汽自己摸索出的 1+X取证经验，以及自己对

国家开展 1+X证书目标方向的理解。

我个人对 1+X证书模块学习后就职业教育汽车相关 1+X证书方面产生了一下几

个问题：

1、在 1+X证书培训的全过程中都比较强调学校在举办 1+X取证过程中会得

到办学能力（硬件、软件确实会得到很大的提升）的提高，而很少提到取证学生

的需求。我认为无论什么培训，培训的主体是学生，X证书作为额外的、对学生

毕业无影响的、无需强制取得的证书，凭什么吸引学生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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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上述问题，对职业院校学生来说学习的 大的动力其实就是毕业能找

到一个满意工作。如果学生取得 X证书后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有更多的主动

就业选择性，我想不用太多推广宣传,X证书自然会有大量的人主动去报考。但

是，现行的中车行所制定的 X证书能否得到行业内的认同？能否让学生取得后

在就业过程中赢到起跑线上？中车行的标准是否有这样的“含金量”呢？

3、我在车企中工作过一段时间，整车厂中对于汽车设计或者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要进行闭环反馈改进。继续接上一个问题，既然现行的中车行发布的 X

标准含金量不高，那我们就把中车行发布的 1+X证书标准作为一个需要处理的

问题来看，对于这个问题是否有不断更新改进的闭环流程？是否有证书标准的淘

汰或者替换政策？如果没有，整个取证流程又是第三方商业化的来运作，是不是

就是一种商业上的垄断？

4、 后，1+X取证的商业利益也是无法忽视的问题，中车行所制定的标准是

600一个小模块，取得一个证书至少要四个模块。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

担，对于学校来说，如何跟中车行进行分账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学校是取证的

载体，为了建设取证所需的场地，以及获得考评的教师资质，学校肯定投入巨大。

学院在与中车行之间关于考试费很大概率会产生利益上的博弈，而得到的收入很

大可能难以填平前期投入。对于一般的学院来说，这也是对开展 1+X证书制度

徘徊犹豫的一个很大原因。

1+X证书制度是一个国家制定国务院下发推动执行的政策，出发点是非常的

好的，也是职业教育今后发展的方向和亮点。但是就现行的汽车行业 X证书标

准（中车行）来说能否能回答上述我所提出的问题可能还需要时间。

传统燃油车技能竞赛项目介绍与实操模块，冯老师主要介绍了汽车技能竞赛

中发动机排故模块。对比现场实际问题的排故，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故障排故

的思路。冯老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提醒我们高职对比中职学生，技能竞赛所考

核的能力点是不同的，更加注重发现问题并且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整个排故前后

衔接的过程中要有明确的逻辑关系。这个思想对我在今后的授课和指导学生过程

中都将很有帮助。

总结的 后，我要感谢湖汽以及湖汽所有参与培训的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

的学习、沟通交流的机会。十分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