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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塑
张　慧　沈　平

（镇江技师学院，江苏 镇江 212100）

摘要：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催生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

展，不仅带动了新能源汽车售后企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带动了

中、高等职业院校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的快速崛起。针对目前汽

车后市场出现的学校人才培养方式和结果与企业需求不匹配问题，

出现毕业即失业和企业无可用人才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提升新能

源汽车专业人才培养的校企匹配性，确立中、高等职业院校新能

源汽车专业培养方向，本文立足于对新能源汽车专业产教融合和

人才培塑方式的研究，探索其人才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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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今后我国乃至国际汽车

发展逐步向新能源方向迈进，使之成为主流方向，从而衍生出该

领域售后（新能源汽车检测和维修）专业的检测需求和维修需求

也逐渐增多，结合当前汽车后市场的发展由于企业性质多元化、

工种分配不均、员工学而不专以及专业断层等原因造成的人才短

缺现状，基于新能源汽车专业背景和特色提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打造共享双师型队伍、解放专业思想开拓创新三个方面的人才培

塑策略。促进校企的融会贯通、学生到员工的完美转换、毕业即

就业的无缝衔接。

一、新能源汽车专业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塑的必要性

具有百年发展历史的传统汽车产业，在发展期间也产生了近

百家知名汽车品牌，有耳熟能详的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美国福特

公司以及丰田汽车公司，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逐渐重视，能源

危机的不断爆发，加之科技的不断发展，寻找新的能源或者设计

新的传动装置是目前汽车的发展方向，即催生新能源汽车。政府

的大力扶持使得新能源汽车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随着政府

扶持向市场需求的转变，造成造车新势力逐渐萎缩，使得新能源

汽车的后市场发展成为迫在眉睫之势。

（一）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逐年增加

环境问题、人们出行模式、社会理念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地发

生改变，政府在《规划》中也提到，出行模式、社会运行方式以

及我们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

供千载难逢的机遇。随着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在我国得到了迅猛的提升，日臻完善的产业体系，大大增强了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 2015 年至 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

销和保有量连续居世界首位，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进入叠加

交汇的新发展阶段。期望在 2025 年，该产业的新车销售量达到总

汽车产业新车销售量的 20%。

众多行业分析报告和媒体报告逐步透露出，未来交通发展的

主流无疑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相应的政策和辅助服务设施的不

断增多，促进产销量和保有量的不断攀升，同时也会带来新能源

汽车后市场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二）后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有近三万家汽车 4S 店，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汽车

的后市场逐渐凸显出来一些企业发展多元化，后市场服务人员技

能过于集中、能力欠佳，具有汽车专业背景从业人员较少等问题，

进一步造成汽车后市场存在所需专业人才少，兼具管理能力和专

业技能的综合型人才短缺严重等现象。面对传统汽车后市场出现

的人才不足现象，作为正在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专业，有必要从其

吸取经验教训。

1. 企业性质多元化

众所周知，所谓的后市场是指在汽车销售以后，主要针对使

用过程中汽车所存在的各种服务，即，消费者买车后的一切服务。

由此定义可以看出汽车后市场的多元化。伴随着新车销售利润的

不断下滑，目前汽车行业逐渐进入后市场时代，不论是发展成熟

的传统汽车还是新兴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后市场的发展对促进汽

车普及和发展功不可没。随着生活节奏的增加，科技进步，多样

化的汽车后市场企业出现，比如，快修店、美容店、综合修理厂、

4S 店、驾校、车友俱乐部、交通信息服务等。

2. 人员学而不专，能力弱

人员能力弱主要集中在学而不专，专业工种过于集中，针对

一些工作环境苦累的工作缺少专业技能人员。随着企业性质多元

化的出现，汽车后市场的工种多元化也随之出现，像售后服务、

钣金、喷漆、汽车美容、汽车零配件、财务、保险等岗位存在严

重的工种人员缺失。除此以外，汽车后市场企业许多工作人员学

历层次和综合素质都偏低，出现毕业后缺少专业知识且学习能力

又较弱的问题，增加企业的培养成本。有些学历高的工作人员经

常出现眼高手低现象，动手能力欠缺，怕脏怕苦；对于专业知识

的了解只略知一二，专业性不强，遇到专业的懂行客户无从下手，

在服务过程中沟通能力较弱，服务意识不足。

3. 专业断层

部分从业者并非汽车专业或是行业从业者，造成从业者的知

识结构和工作能力存在不完善现象，比如，能够平衡管理能力和

专业技术的人才较少，经常是具有管理能力的从业者专业背景不

够，专业背景强的从业者沟通交流管理能力欠缺。而且企业花费

巨大成本培养专业人才流动性大，造成人才培养成本增加。

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同时为了避免出现

传统汽车后市场存在人才不足问题，不难看出对于新兴的新能源

汽车专业，在中、高等职业院校中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重

要性。不仅从实际消费市场体现出发展新能源汽车专业产教融合

的必要性，同时从国家的一系列文件也显现出，培养学生的劳动

技能水平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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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在 2014 年 2 月出台文件提出，开展学校与企业联合招

生和培养模式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随后第二年，国家又发文

将职业院校强化校企协同育人和深化产教融合工作进行推进。从

2017 年到 2020 年 5 月，国家多次发文支持和推进产教融合，为

职业院校专业的建设明确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同时对职业院校也

提出了要求，结合专业特色，逐渐增强职业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以提高职业劳动技能水平为目标，同时培育积极向上的劳动精神，

以及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

二、新能源汽车专业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塑策略

（一）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在《孙子·谋攻篇》中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理

论同样适用于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在培养人才过程中不

仅要对自身情况有所掌握，更要对所培养人才面对的企业有所了

解。因此，产教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了解并熟悉企业需求，这

样才可能培育出以就业为目的的企业所需综合型人才。

将企业需求作为培养人才的导向，将岗位标准作为教学标

杆进行落实，校企双向根据岗位需求共同协作，优势互补。为

了实现学生毕业即就业的愿景，将教学课堂与企业工作环境进

行对接，将课堂融入企业中，将岗位技术标准和职业道德及精

神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不断实现对学生爱岗敬业和担当意识的

培养。实现职业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相互对接，促进毕业与就业

的无缝衔接。在企业建立教育教学基地，将课堂教学搬入企业

岗位中，结合自身学校实训实践资源，校企共同参与，教学场

景和教学内容由教师与专家共同设定，落实企业导师制，从促

进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企业的运作和需求，促进学生毕业即上

岗的期望。

（二）打造共享师资队伍

传统职业教育学校大部分年轻教师均是具有较高理论学习能

力的，加之校企合作融合度不高，使得目前大部分职业教育的课

堂停留在理论授课阶段。加之大部分教师工作以后进入企业实践

锻炼机会有限，即使进入企业实践，真正了解技能前沿的机会也

不多。因此造成徒有其表的“双师型”教师，前沿专业知识更新

较慢，实践动手能力退化等现象，使得培养过程中较多的理论灌输，

使得学生毕业后为企业服务无从下手。这些种种现象就表现出职

业教育的教师教学能力与企业行业实践脱节。要想实现产教融合

的愿景（即培塑出企业所需的专业技能人才），提升师资队伍的

硬实力是必不可少的。

用先进的企业思想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引领，搭建充分施

展学习的平台，用科研助力教学能力的激发，制定合理的激励制度，

同时要以校企培训中心作为基础，坚持大胆地“走出去，引进来”，

促进校内校外专业知识的交汇和学习。同时也需打造一批大师引

领和骨干教师支撑的共享型专业师资队伍，以“互融互通、互认

互聘”和“创新创业能力”作为特色引领，从而解决上述教学能

力与行业前沿需求脱节问题。实现教学能力提 升和职教创新双向

输出的资源优势。

（三）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在深化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兼具较强实践

性和职业性的新能源汽车专业如何培塑行业所需人才，首先要解

放专业思想，不要仅仅认为新能源汽车专业就是检测与维修，不

仅仅要将眼光盯在维修技术上，还要将目光放宽到整个新能源汽

车企业和市场的需求方面。

课程内容设计兼顾新能源汽车维修技能和相关保养服务，增

设汽车保险购买、索赔以及交警部门违章处理等教学情境，增加

驾照和机动车检测员的上岗培训，增加了学生了解和接触职业的

机会，实现提升维修专业技能、拓宽学生专业眼界，增强学生职

业素养等多位成长目标。同时在教授相关新能源汽车专业知识时

应多与传统汽车进行对比教学，促进学生专业知识的全面发展。

产教融合的关键在融合，就是企业需求和学校教育相互交织

相互浸透，不仅体现在学校单方面向企业输出所需专业技能型人

才，从企业自身培养人才过程中所存在的服务意识不足、能力欠缺、

综合素质较差等问题，学校应该针对所需进行及时的辅导补充。

比如，根据企业现有人才的等级水平进行相关的技能提升，联合

成立汽车专业工作人员综合素质拓展等一些活动，不仅促进学校

专业教育走进企业，还促进企业人才培养成本大大降低，逐步形

成中、高等职业院校的教育成为企业发展的“粮草库”。

为了促进职业院校学生学业的顺利进行，在培养方案中增设

顶岗实习内容，企业和学校根据行业动态需求和学校教学环境制

定顶岗实习课程，将教学课堂搬入企业生产实际中，使学生提前

适应就业环境。同时积极为合作企业的员工量身定制职业技能提

升计划、学历晋升计划以及团队训练等服务；并利用学校的人力、

设备及场地资源，对外开展各种技术服务，实现校企双方协同发

展和进步。

三、结语

本文从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不断的增加，和传统汽车后市场

发展存在的多元化和人才不足现象出发，探索发展新能源汽车专

业产教融合和人才培塑的必要性，并提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创

建共享型双师队伍，解放教学思想，开拓创新的产教融合人才培

塑策略，以此培育更多满足企业需求的专业技能型人才。以职业

岗位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以岗位工作内容作为人才培养的

内容，以真实项目为载体创设学习情境，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

职业素养，激发创新精神，塑造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专业技能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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