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工程学院校企合作典型案例（一） 

——与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校企合作案例 

 

一、实施背景 

在学校“一十百千”工作目标指导下，汽车工程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举校企

合作旗，走工学结合路”，与国内知名企业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

系，从 2007 年校企签署合作协议起，至今已开设订单班 9届，在成功运作的“通用订单班”

实施过程中，企业免费为学校教师提供企业化的专门培训，连续三年为学校捐赠总价值 200

余万的整车、总成、配件以及 SGM 内部的维修手册，提供给学员按照企业岗位能力编写的企

业培训化教材，设置学生专项奖学金（覆盖面达到 60%以上）。除硬件支持外，上汽通用汽

车还提供了一整套的通用班组建、选拔、学员在企业实习的管理、阶段考核、毕业考核等管

理模式，在与上汽通用的合作过程中，学校教师参与了企业培训课程开发、各种维修资料编

写，为上汽通用汽车特约售后服务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等多项工作。 

1.实施目标 

根据培养目标，按照企业需求，打破原有的学期界限，最后一年实行小学期制，分为校

内两个学期，校外两个学期实施。以校内一体化项目课程教学和校外岗位体验、顶岗实践相

结合的形式，通过实施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实现能力递进式的培养目标。具体实施过程

如下。 

（1）ASEP 项目教学运行模式 

目前，ASEP 项目从全日制在校完成了两年学习的学生中选拔，最后一年的教学按照上

汽通用汽车设置的课程和内容进行学习，在院校课程学习和 SGM ASC 站点实习间进行两次轮

换。毕业后，学员除获得所在院校汽车服务技术专业的学历证书，同时，还可取得部分 SGM

售后服务管理及技术培训中心（以下简称 SGM STTC）相应的技术培训课程学分和证书，为

进入 SGM ASC 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学员学习期间，接受学校讲师和服务中心资深技师的双

重培训，在实战环境中锻炼上汽通用汽车产品服务技能。合格毕业生可同时获得上汽通用汽

车的培训认证、证书及国家认可的学历文凭，并被实习单位优先聘用为员工，向实现成为高

技能、高收入的“金蓝领”的梦想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ASEP 项目培养模式（第三年）的

运作过程以及课程安排见下表。 

 

 



 

ASEP 项目培养模式（第三年） 

校内一阶段 校外一阶段 校内二阶段 校外二阶段 

10 周 10 周 10 周 10 周 

A1、A3、A6、A8、A9  A2、A4、A5、A7  

（     校外    校内） 

ASEP 教学课程 
学时数 

总计 理论 实习 测试 

A1-发动机机械系统 76 46 29 1 

A2-自动变速器 92 50 41 1 

A3-手动变速器及车桥系统 14 8 5 1 

A4-转向与悬挂系统 25 16 8 1 

A5-制动系统 44 25 18 1 

A6-电子电气 109 63 45 1 

A7-汽车加热、通风及空调系统 79 53 25 1 

A8-发动机性能 65 32 32 1 

A9-服务信息及例行保养维护 36 13 22 1 

上汽通用文化背景与服务理念 2 2   

总计 542 326 207 9 

（2）项目运作流程 

整个项目运作一个流程需要 16 个主要环节：招聘会→开学典礼→学校第一阶段学习→

秋冬学期阶段考核→企业第一阶段实习→第一次站点巡访→学校第二阶段学习→春夏学期

阶段考核→企业第二阶段实习→第二次站点巡访→毕业考试→毕业资格审验→发放通用毕

业证书→评审奖学金→毕业典礼暨奖学金发放→一年后留存率调查 

①招聘会：招聘是个重要的环节，上汽通用 ASEP 项目规定，组班人数不少于 20 人，如果不

能组班，将直接影响到这个项目将会有能否生存。组班主要工作需要跑企业，做需求调查，

和企业沟通来年的需求岗位和人数，还要做到衡量学生能否实质就业的问题，不能在一个企

业订单太多，也不能没有，因为上汽通用汽车还要考核合作企业覆盖区域和企业数量的多少。 

 

 

 

 

 

 



②开学典礼 

   每年 9 月份要召集新生，由上汽通用汽车领导以及上汽通用经销商召开开学典礼，同时

发放上一届毕业生的奖学金及毕业证书。 

③学校第一阶段学习 

校内第一阶段根据企业工作要求完成 5们课程的学习，由上海通过用汽车培训并且经过

认证的教师授课。 

④秋冬学期阶段考核 

完成校内 10 周课程后，由上汽通用汽车组织对 5 门课程的网上测试，作为总成绩的一

部分。 

 

 

 

 

 

 

 

 

⑤企业第一阶段实习 

紧接着就是企业第一个阶段的实习，各个学员要到签约的各个经销商实践，按照要求，

要对在校学习的课程进行对接。企业指派辅导员进行辅导、考核和评价。 

（1）第一次站点巡访 

（2）学校第二阶段学习 

（3）春夏学期阶段考核 

（4）企业第二阶段实习 

（5）第二次站点巡访 

（6）毕业考试 

毕业考试由上汽通用汽车来学校进行理论和实操的考核，由 ASC 指派企业的教师共同来

进行，考核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 

 

 

 

 

 



（1）毕业资格审验 

（2）发放通用毕业证书 

（3）评审奖学金 

（4）毕业典礼暨奖学金发放 

（5）一年后留存率调查 

一年后留存率，又叫 KPI 数据统计，作为上汽通用汽车考核各个院校的一项指标，考核

就是学生在企业工作的稳定性以及发展的空间。 

 

 

 

 

 

 

在运作过程汇总，每个学期都要进行物资盘点，要求对所有的上汽通用汽车捐赠的教学

设备进行盘点，拍摄照片，照片上附带日期，以便于查验，并填写物资变更记录表，回传给

上汽通用。 

该项目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大型的年会活动。在年会上，将邀请国家教育部官员、通用汽

车代表、企业代表以及合作院校参加。年会上将讨论该项目的发展方向，解决在合作中与遇

到的问题。第一届年会在上海举行，我院 2008 年成功承办了“新的成就，新的起点”为主

体的第二届年会。 

 

 

 

 

 

 

 

4.实施成果 

我院与 2007 年正式与上汽通用汽车进行合作，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家上汽通用汽车 ASEP

项目合作院校，初期签定了 5 年的校企合作协议。目前，我院成功与沈阳、大连、营口、盘

锦、丹东等地通用汽车的 ASC 进行合作。上汽通用汽车捐赠我院 7 台整车、10 台总成和 50



套维修手册和 100 多件配件用于教学。目前学员已经毕业了

成为了上汽通用汽车经销商的技术骨干力量。大部分从事维修、前台接待、保险等岗位，由

于是定向专门化培养，很受企业的的欢迎和好评。

（1）引入企业工作任务，依据汽车维修行业标准，校企共建项目课程

对企业工作岗位进行广泛调研，与

位能力分析，提取典型工作任务，把企业的真实工作任务融入课程教学，将

型）工作任务转化为 17 门项目课程。

人员上岗标准，携手区域几十家企业制订了

实现了与行业、企业的紧密对接。采用“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项目的

工单化、技能训练的项目化、理论实践的一体化、综合实训的岗位化。

（2）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实现“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在到企业和相关院校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与行业企业技

术人员一起研讨和论证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方案，按照集教学、培训、技能鉴定、生产、技术

服务、职业素质训导于一体的目标，共建生产

区、完善 2个实训区，建成了

达 1600 万元。 

把实训实习当成课程来建设，把车间当课堂来管理，使企业实习成为课堂学习的延伸。

进入订单班的学生实行双重身份，在校是学员，由学校教师指导，在企业是准员工，由企业

师傅指导。企业参与整个人才培养全过程，为学生提供实习场地与设备，为学生配备实习师

傅，管理实习过程和参与考核评价，为学生提供实习补助和奖学金，学校为企业培训员工，

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通过校企

批又一批的一线高技能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逐渐

多件配件用于教学。目前学员已经毕业了 8期班，150 多名学员很多已经

汽车经销商的技术骨干力量。大部分从事维修、前台接待、保险等岗位，由

于是定向专门化培养，很受企业的的欢迎和好评。 

引入企业工作任务，依据汽车维修行业标准，校企共建项目课程 

对企业工作岗位进行广泛调研，与上汽通用汽车售后培训中心技术人员共同进行工作岗

位能力分析，提取典型工作任务，把企业的真实工作任务融入课程教学，将

门项目课程。依据汽车维修行业标准，参照上汽通用

人员上岗标准，携手区域几十家企业制订了 17 门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课程教学标准，

实现了与行业、企业的紧密对接。采用“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项目的

工单化、技能训练的项目化、理论实践的一体化、综合实训的岗位化。 

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实现“5个融合”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在到企业和相关院校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与行业企业技

术人员一起研讨和论证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方案，按照集教学、培训、技能鉴定、生产、技术

服务、职业素质训导于一体的目标，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新建 5个实训区、扩建

个实训区，建成了 3700 平米、220 台套设备的生产性实训车间，设备固定资产

把实训实习当成课程来建设，把车间当课堂来管理，使企业实习成为课堂学习的延伸。

进入订单班的学生实行双重身份，在校是学员，由学校教师指导，在企业是准员工，由企业

师傅指导。企业参与整个人才培养全过程，为学生提供实习场地与设备，为学生配备实习师

傅，管理实习过程和参与考核评价，为学生提供实习补助和奖学金，学校为企业培训员工，

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通过校企合作，几年来学校为企业培育出了一

批又一批的一线高技能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顶岗

多名学员很多已经

汽车经销商的技术骨干力量。大部分从事维修、前台接待、保险等岗位，由

汽车售后培训中心技术人员共同进行工作岗

位能力分析，提取典型工作任务，把企业的真实工作任务融入课程教学，将 77 个真实（典

上汽通用汽车维修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课程教学标准，

实现了与行业、企业的紧密对接。采用“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项目的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在到企业和相关院校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与行业企业技

术人员一起研讨和论证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方案，按照集教学、培训、技能鉴定、生产、技术

个实训区、扩建 5个实训

台套设备的生产性实训车间，设备固定资产

把实训实习当成课程来建设，把车间当课堂来管理，使企业实习成为课堂学习的延伸。

进入订单班的学生实行双重身份，在校是学员，由学校教师指导，在企业是准员工，由企业

师傅指导。企业参与整个人才培养全过程，为学生提供实习场地与设备，为学生配备实习师

傅，管理实习过程和参与考核评价，为学生提供实习补助和奖学金，学校为企业培训员工，

合作，几年来学校为企业培育出了一

形成了系统化的顶岗



实习管理体系，形成了实训实习“课程化管理机制”，建立了实训中心管理、安全操作等方

面系列规章制度。实现了“教室与生产车间融合；教师与师傅合一；学生

实训设备与生产设备合一；考核标准与职业标准合一

统化培养提供保障。 

通过“2+2”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该专业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在

省首届汽车维修技能大赛中获得团体第一名；在

得团体第三名；2010 年辽宁省汽车维修技能大赛二等奖；首届通用订单班学生个人技能大

赛第一名和第二名；“基于职业活动导向汽车服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教学实验区；毕业生就业率连年超过

（3）开放校内实训基地，引入社会维修车辆，课内外结合，实战

全面开放校内实训基地，成立学生技能服务工作站。引入社会维修车辆，每年校内实训

基地为社会维修车辆近 400

学校教师担当企业技术顾问，参与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承担企业培训

员工任务，为通用汽车维修站咨询等工作。参与

限公司别克凯越发动机电控系统实验台架开发工作；承担简柏特大连公司职工技能培训；马

哈底盘测功机技术培训；完成二期汽车高级工普惠制培训；完成多期汽车维修工中级和高级

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承担大连市第七届汽车维修技能比赛；承担多项辽宁省汽车技能大赛裁

判等工作。 

（4）校企联手打造一支“能讲会修”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

通过国内外进修、培训，企业挂职等多种方式，依托

务校企合作项目）项目，按照其讲师任职标准，由

使教师既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具有高水平的维修技能，打造“能文能武”的“双师”结

构教学团队，目前专业教学团队“双师”素质教师达到

专业被评为辽宁省品牌专业；辽宁省优秀教学团队；大连市示范专业；三名教师获辽宁省教

师技能大赛第一名并获得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一名教师获辽宁省教学名师；获辽宁省

实习管理体系，形成了实训实习“课程化管理机制”，建立了实训中心管理、安全操作等方

面系列规章制度。实现了“教室与生产车间融合；教师与师傅合一；学生与企业员工合一；

实训设备与生产设备合一；考核标准与职业标准合一”的“5 个融合”，为实现实践教学系

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该专业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在

省首届汽车维修技能大赛中获得团体第一名；在 2009 年辽宁第二届汽车维修技能大赛中获

年辽宁省汽车维修技能大赛二等奖；首届通用订单班学生个人技能大

基于职业活动导向汽车服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毕业生就业率连年超过 99%。 

开放校内实训基地，引入社会维修车辆，课内外结合，实战技能拓展

全面开放校内实训基地，成立学生技能服务工作站。引入社会维修车辆，每年校内实训

400 辆。 

学校教师担当企业技术顾问，参与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承担企业培训

员工任务，为通用汽车维修站咨询等工作。参与上汽通用汽车维修站大连太阳神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别克凯越发动机电控系统实验台架开发工作；承担简柏特大连公司职工技能培训；马

哈底盘测功机技术培训；完成二期汽车高级工普惠制培训；完成多期汽车维修工中级和高级

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承担大连市第七届汽车维修技能比赛；承担多项辽宁省汽车技能大赛裁

校企联手打造一支“能讲会修”的“双师”结构教学团队 

、培训，企业挂职等多种方式，依托上汽通用汽车 ASEP

务校企合作项目）项目，按照其讲师任职标准，由上汽通用汽车对专任教师进行阶段培训，

使教师既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具有高水平的维修技能，打造“能文能武”的“双师”结

构教学团队，目前专业教学团队“双师”素质教师达到 100%。教学团队各项成果显著，该

辽宁省品牌专业；辽宁省优秀教学团队；大连市示范专业；三名教师获辽宁省教

师技能大赛第一名并获得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一名教师获辽宁省教学名师；获辽宁省

实习管理体系，形成了实训实习“课程化管理机制”，建立了实训中心管理、安全操作等方

与企业员工合一；

个融合”，为实现实践教学系

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该专业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在 2007 年辽宁

年辽宁第二届汽车维修技能大赛中获

年辽宁省汽车维修技能大赛二等奖；首届通用订单班学生个人技能大

基于职业活动导向汽车服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获辽宁省

拓展，服务社会 

全面开放校内实训基地，成立学生技能服务工作站。引入社会维修车辆，每年校内实训

学校教师担当企业技术顾问，参与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承担企业培训

汽车维修站大连太阳神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别克凯越发动机电控系统实验台架开发工作；承担简柏特大连公司职工技能培训；马

哈底盘测功机技术培训；完成二期汽车高级工普惠制培训；完成多期汽车维修工中级和高级

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承担大连市第七届汽车维修技能比赛；承担多项辽宁省汽车技能大赛裁

ASEP（汽车维修服

汽车对专任教师进行阶段培训，

使教师既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具有高水平的维修技能，打造“能文能武”的“双师”结

。教学团队各项成果显著，该

辽宁省品牌专业；辽宁省优秀教学团队；大连市示范专业；三名教师获辽宁省教

师技能大赛第一名并获得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一名教师获辽宁省教学名师；获辽宁省



技术能手 2名；大连市技术能手 3名；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

践教学成果”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出版教材 10 余本；公开发表论文 40 多篇。 

在上汽通用汽车校企合作项目首届教师技能比武大赛中，汽车学院教师郑锡伟凭借自己

扎实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顺利进入决赛最终获得总成绩第一名。 

         

上汽通用汽车提供了完整严密的合作程序和管理细节。每年的 6月份由合作院校组织招

聘工作，在即将升入 3年级的学生中，由合作企业进行公开选拔面试，面试通过的当场签订

订单合同，学生即刻成为企业的“准员工”。9月份的开学，即由 ASEP 讲师进行 10周授课，

然后由 SGM 通用组织考试，未来的 10 周即到相应的企业进行顶岗实践。接下来，又是一轮

的学校学习、企业实践，这样完成学校和企业的“两上两下”的工学交替。在最后的企业实

践期间，SGM 要组织毕业考核。“两上两下”4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考核和评价，作为毕业资质

和奖学金评定的依据。ASEP 项目的奖学金覆盖面达到 60%以上，我院首批获得奖学金的学员

14 人，占 61%。通过考核的学员还将发给统一的认定证书。 

5.体会与思考 

（1）校企合作还要进行深层次的内涵建设 

校企合作关键是学校教师与能否企业技术人员一道，结合专业岗位能力要求，进行课程

体系设置，选择能力训练项目，进行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案、教材等一系列建设。在

专业建设中，与企业合作进行课程的开发和论证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必须经过的过程，只

有这样，培养的人才在真正的具有针对性。 

（2）学校坚持主动，带动企业积极参与 

如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参与人才培养的设计和运作体系，是我们校方应该深度思考的

问题。包括机制、管理等。特别是在校企深度融合方面，包括校企合作管理平台建设、课程

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只有学校有着高度的积极性，带动企业积极参与，为企业的参与提

供方向，指引道路，校企共建才有可能和深入。 

（3）校企合作资源的共享 

企业有丰富的实践资源，有来自一线的经验，有掌握新技术新因工艺的的技术人员；学

校有自己的教学资源，两者相互结合，资源共享，可以为企业的发展，为学校专业的建设和



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目前，汽车学院已经与多家企业进行企业与学院层面的“兼职

教师互聘”制度的建立，例如在 ASEP 项目合作中，大连上通集团副总经理率领一个教学团

队为我们承担几门专业课程的教学和实践任务，将企业真实工作过程和实践经验引进教学系

统，为学生真正掌握一线的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怎样为区域经济、为企业量身定做人才是我们每一个教育

者每时每刻都要思考的问题。校企合作的内涵极为丰富，校企合作的模式，特别是汽车专业

校企合作模式，都是建立在内涵式发展的基础上才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案例提供：汽车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