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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gradual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service industry has ushered in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demand for automobile service talents is also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this context,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optimize the mode of personnel trai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reform.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we 
explore the reform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automobile service talen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y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multiple 
subjects such as schools, enterprises, industries and commun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students’ professional theoretical learning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which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automotive service industry.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new model for the training of 
automobile service talents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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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共同体背景下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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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汽车服务业的发展已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汽车服务人才的需求也在
逐年提高。在此背景下，如何提高教育质量，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在论文中，我们基于产
教融合共同体的理念，探索了汽车服务人才的培养模式改革。研究表明，通过打造学校与企业、产业、社区等多元主体的
共同体，强化产教深度融合，可以高效地提升学生的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能力，更加符合汽车服务行业对人才的实际
需求。本研究有望为中国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提供一种新的模式，并推动中国高职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社会经济
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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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范围内，汽车服务业以其现代化、信息化和智

能化的新特征快速发展，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关键支撑行业。

与此同时，汽车服务业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特别是那

些能够积极应对行业发展趋势，具备良好的专业理论知识和

实践操作能力的人才。这给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和需求，引发了对教育质量、培养模式优化等问题的深度反

思。为此，基于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理念，对汽车服务人才的

培养模式进行了改革探索。本研究通过构建涵盖学校、企业

等多元主体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了对学生专业理论学习和实

践操作能力的全面提升。此外，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也为激

发学生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有助于

培养出更具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汽车服务人才。希望通过

本研究，为中国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模

式，推动中国高职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为中国社会

经济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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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经济发展与汽车服务业人才需求的变化

2.1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汽车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 [1]。经济的飞速发

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进而增加

了对汽车服务的需求。科技的不断创新与进步，为汽车服务

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2.2 汽车服务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挑战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消费需求不断增加，

汽车服务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汽车服务业成

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产业，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另一方面，汽车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消费者对汽车

服务质量的要求提高，对汽车服务人才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

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3 汽车服务人才需求的变化及引发的问题
随着汽车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汽车服务人才的需求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汽车维修和保养服务已经不能

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对人才的综合素质和专

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诸多

问题，如理论与实践脱节、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

制约了汽车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汽车服

务人才需求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人

才培养模式来适应时代的要求。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一个与

时俱进的创新模式，可以为汽车服务人才的培养提供新的思

路和方法。在下一章中，将详细探讨产教融合共同体理念与

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以期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并

推动汽车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2]。

3 产教融合共同体理念与汽车服务人才培养
模式的改革

3.1 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理念
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汽车服务行业面临着

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了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培养出专业素

质过硬的汽车服务人才成为当务之急。而产教融合共同体理

念的提出，则为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思路与路径。

产教融合共同体理念是指将产业界（企事业单位）与

教育界（高职院校）紧密结合，形成一个相互依赖、互相促进、

资源共享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企事业单位提供实践

场所和实际项目，高职院校则通过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和实践

教学，为企事业单位培养能够适应行业需求的毕业生。

3.2 产教融合共同体下的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在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中，产教融合共同体

理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与企事业单位的深度合作

使得学生能够接触到真实的汽车服务工作环境，增强了他们

的实践操作能力。通过与企事业单位进行合作，高职院校能

够了解到行业的最新需求和发展趋势，及时调整课程设置，

使其更贴合实际。

针对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产教融合共同体

提出了以下几个关键举措：建立行业导向的教学体系，针对

行业中的实际问题和需求，开设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专业

素养；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结合企事业单位的实际项目，

让学生进行实践操作，提升他们的实际技能；建立行业导师

制度，将行业中资深人士引入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专业

指导和实践经验分享。

3.3 改革模式的实际应用及效果
产教融合共同体理念下的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已经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和

与企事业单位的接触，加深了对汽车服务行业的理解和认

知，增强了实际操作能力。企事业单位参与到学校的教学过

程中，提供了及时、实际的指导和反馈，使学生的培养与行

业需求更加贴合 [3]。

产教融合共同体理念对于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深度合作，提供实践场所和

项目，以及改革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

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操作能力，还促进了高职院校与企事

业单位的紧密合作，为汽车服务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

的人才支持。

4 产教融合共同体对汽车服务人才专业理论及
实践操作能力的影响

4.1 产教深度融合的必要性
产教深度融合是指产业界和教育界之间的密切合作，

共同努力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在汽车服务行业

中，产教深度融合不仅仅是为了学生们的就业准备，更重

要的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具有实践操作能力的专业

人才。

汽车服务人才要求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也要具备良

好的实践操作能力。传统的教育模式往往注重理论知识的传

授，忽视了学生实践操作的能力培养。而在产教深度融合的

模式下，学生将有机会通过实践活动参与到实际项目中，不

仅能够锻炼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还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4.2 产教融合对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能力的提升
在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模式下，学生通过与企业合作，

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汽车服务行业的专业理论知识。企业提

供真实案例和实际问题，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不断

学习和运用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学习能力 [4]。

学生也将有机会参与到实际项目中，进行实践操作。

通过实际操作，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所学知识的实际应

用，并提高相关技能。实践操作能力的提升不仅能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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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竞争力，还能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5]。

4.3 产教融合培养出的汽车服务人才特点及优势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培养出的汽车服务人才具有以下

特点和优势：

他们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通过与企业合作，他

们能够不断学习和运用专业知识，掌握行业的最新发展动

态，从而成为行业的技术和学术的骨干人才。

他们具备丰富的实践操作能力。在实际项目中的参与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实践操

作能力，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他们具备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在产教融合共同体中，

学生将与企业员工合作进行项目实施，锻炼了他们在团队中

合作与协调的能力，培养了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技巧。

4.4 产教融合共同体对汽车服务人才专业理论及实

践操作能力的影响总结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对汽车服务人才专业理论学习和

实践操作能力的影响是积极的。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学生能

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操作

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也能够满足汽车服务

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推动行业的持续发展。产教融合共同体

模式值得在汽车服务人才培养中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5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对高职教育与产业发
展的影响

5.1 高职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职教育扮演着培养

汽车服务人才的重要角色。高职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

汽车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和速度。高职教育需要与产业发展

紧密结合，不断提升培养质量，以满足汽车服务业对人才的

需求。

5.2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在高职教育中的应用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注重产业与教育的深度合作与融

合，通过建立产教融合的合作机制，使教育与产业之间能够

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在高职教育中，采用产教融合共同体

模式，可以有效地将教育与产业需求对接，为学生提供更加

实践性的学习环境和实践机会，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实践

操作能力。

5.3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对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对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使

教育更加贴近实际需求，培养出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促进了教育和产业的深度合作，为高职

教育带来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资源支持，提高了培养效果。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激发了教师和学生的创新意识，推动了

教师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5.4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通过与高职教育合作，产业能够获取更具实践

能力的人才，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产教融合共同

体模式能够促进产业与高职教育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

动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提升了

产业与高职教育之间的产业研发和人才培养的对接度，为产

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对高职教育与产业发展具有积极

的影响。通过深度融合与合作，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提高了

高职教育的质量和影响力，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进一步推广和应用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将成为高职教

育与产业发展的重要策略和路径。

6 结语

论文在产教融合共同体背景下对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模

式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改革尝试。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构建学

校与企业、产业、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体，深化产教融合，

能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理论和实践操作能力，更好地满足汽

车服务行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同时，产教融合共同体模式

也对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助于培养更具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汽车服务人才。然

而，这一模式的推广和实施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需要我们

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改进。此外，有待于未来对更多样化的

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索，以满足不同产业和职业的需求。总

之，本研究为中国汽车服务人才培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有助于推动我国高职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对于促进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杨小萍,刘力,张则周.产学研合作模式下汽车维修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探讨[J].现代职教,2020(1):33-35.

[2] 赵洪涛,刘宪华.产教融合视域下的职业教育创新提升路径研究

[J].高教科学,2019(3):46-48.

[3] 吴令飞,刘慧贤.现代汽车维修高级技工人才建设路径探析[J].职

教世界,2017(6):19-22.

[4] 孟勇强,陈友伦.基于产业职教融合的汽车科技型人才培养新模

式研究[J].汽车工程,2018(12):27-29.

[5] 王芹,张庆华.基于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模式研究[J].中国职

教,2020(4):3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