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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汽车技术学校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技能）方向动

态调整制度》试行稿

专业在建设过程中会受到专业内部各要素状况的限制和制约，

同时也受到 专业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外界各有关因素的影响，处于发

展变化之中。在一定建设 周期内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及专业的人才培

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支撑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的

课程体系、“双师型”教师的标准以及专业实训条件

也要作适时的调整，从而构建起专业建设的动态调整机制。

1、坚持专业与行业产业对接的原则

专业的动态调整首先就是专业的设置布局动态调整。专业的设置

与布局要依据行业、产业、企业的需求而定。市场有需求，才有专

业生存的空间。

2、坚持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与职业标准对接的原则

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是人才培养目标的进一步量化，人才培养目

标的量化标准一定要与职业标准相统一，否则培养出来的人才就谈

不上实用性一定要与职业标准相统一，否则培养出来的人才就谈不

上实用性。

3、坚持课程体系支撑人才培养目标的原则

专业课程体系不能支撑人才培养目标，就无法实现专业的人才培

养目标。

4、坚持实训基地服务于课程体系的原则

课程体系的动态调整，要求与之配套的实训基地也要随之作出相

应的动态调整， 以满足实训课程教学的硬件需要。

5、坚持教师服务于课程体系的原则



教师是课程教学的实施者，生产技术升级带来课程变化，那么教

师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也应随着课程而作出相应调整，以满足课程教

学中人才的需要。

1、专业市场调研的动态调整

通过建立专业市场调研的动态调整 ，让专业及时掌握市场

需求情况， 做好市场调研和预测工作 ，对市场需求信息进行有

效管理 ，确立符合实际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

2、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动态调整

建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动态调整机制，可以实现人才培养

目标与岗位标准的实时对接，为专业培养实用性人才提供保障

3、专业课程体系的动态调整

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体系动态调整，既解决人才培养目标与

规格的共性问 题，又能根据行业发展动态，调整课程教学内容，紧

跟产业优化、技术升级进行动态调整与更新。

4、专业实训基地标准的动态调整

实训基地的建设标准是否很好地服务于课程教学，课程教学标

准随着市场人才培养目标的动态变化而变化，实训基地的建设标准

也会随着课程标准的变化而实施动态调整，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

5、专业教学团队的动态调整

专业教学团队的建设标准是看能否很好地服务于课程教学，随着

行业生产技 术的进步和专业的转型升级，原有的技术标准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 教师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也要随着市场技

术的变化而作动态调整，“双师型教师 ”的标准也会随着企业技术

和行业标准做动态调整，以便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



1.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聘请行业专家、 校企合作企业的技术骨干、高职院校或科研院

校专家和专业骨干教师重组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其职能包括：指导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制；协助学校开展教师培训工

作；指导制订实训基地装配标准；共同制订质量评价办法。学校制

订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章程，召开专业建设指

导委员会成立大会。

2.开展专业发展调研

每 3 年至少开展 1 次深入的专业建设的调研工作，调研对象为汽

车行业协会、 校企合作企业、 近三届本专业毕业生和高职合作院校

汽车系。调研的形式采取 网络调研软件、发放问卷调查表和座谈等

形式， 调研的内容围绕行业产业需求 情况、 毕业生的知识能力结

构现状和课程设置等进行科学设计，调研后召开调研小组工作会议，

进行调研数据情况汇总分析，编制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调研报告，

并请部分专业建设专家进行论证，最后形成专业建设的调研成果。



3.调整《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发展规划》

成立《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发展五年规划》编写工作小组，以专

业调研后形 成的《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调研报告》为依据，做好专

业建设的顶层设计，通过 调研、汇总、讨论、草拟、初稿、再讨论

、再修改、专家论证等环节，科学调整了《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发展

五年规划（2019-2023 年）》。

4.修订《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成立《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小组。工作

小组的成员 包括校企合作企业技师、高校专家和专业骨干教师等。

以专业调研报告为依据， 由工作小组起草《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后，召开校内专业教师专 题工作会，由校内全体专业

教师讨论论证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由编 写工作小组具

体落实修改。然后聘请专家（主要是高校和企业的专家） 再次进

行人才培养方案的可行性论证，并签署论证意见。

《汽车服务与营销（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后，立即在

新生 中开始试点实施，每学期在学生中至少开展两次学生问卷调查

， 及时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情况 （课程设置是否满

足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课程 内容是否符合学生学习能力的要求、

实训设备是否支持教学需要等）。每期的期 中和期末开展两次大型

的考试，包括理论考试和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的考核，真 实了解学

生的理论和操作的掌握情况，分析原因，诊断出人才培养方案中人才

培 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课程内容、课堂教学、实习实训

条件改善以及实 习实训教学形式等方面的问题，并以书面的形式提

出人才培养方案的修改意见， 交由《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工作小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人才培养方案的动

态调整机制。



动态评估专业建设是推进学校专业建设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通过评估可以促进各专业遵循教育规律，明确办学思路，加强教学

基本建设，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专业教学质量。

1.动态调整专业评估指标体系

为保证专业建设和专业评估有的放矢，根据国家制定的专业建

设质量标准，以市场需求标准为依据，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动态调整

符合学校实际的专业评估 指标体系。并根据指标体系，加强专业建

设，提高专业建设质量，推动专业建设内涵式发展。

2.建立专业动态数据库

包括各专业在校生人数、专业教师人数、副高职称以上教师人

数、当年专业招生人数、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考研率等相关数据，

为专业评价提供客观依据。

3.校内动态评估专业

建立校内专业评估制度，每 3 年或定期对全校所有专业开展一

轮专业评估，选择性地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专业特别是新办

专业开展重点检查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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