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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年度报告（2021 年）

一、上汽通用校企合作项目概况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6 月 12 日，由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而成。目前拥有浦东金桥、烟台东岳、沈阳北

盛和武汉分公司四大生产基地，共 7个整车生产厂、4个动力总成厂，是中国汽

车工业的重要领军企业之一。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

上汽通用汽车不断打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目前已拥有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

三大品牌，30 余个系列的产品阵容，覆盖了从高端豪华车到经济型轿车各梯度

市场，以及 MPV、SUV、混合动力和电动车等细分市场。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领军企

业之一，选择了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襄

职院”）作为试点，与其二级学院汽车工程学院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建立

了校企合作关系。2010 年国际化项目上汽通用 ASEP 项目落户襄职院，依托 ASEP

项目，本公司于 2010 年开始至 2021 年已经合作培养 9届学生，共计 253 人，很

多毕业生已成长为通用 4S 店技术骨干。该合作项目是以校企合作的形式为在校

的汽车专业学生进行上汽通用汽车公司相关产品的定向培训，长期不断地为上汽

通用汽车特约售后服务中心输送后备机电维修服务技术人员。展现出“企业引导、

资源共享、联合培养、双向选择、双证毕业、企业使用”的共同培养高素质高技

能人才的人才培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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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 教学中心落成典礼暨 ASEP 订单班成立仪式

二、企业参与教学情况

（一）上汽通用主导设计合作项目

一是构建良好的学习实训的教学环境,上汽通用根据课程内容提供实训设

备，目前拥有包括整车 6台、变速箱 8台、发动机 10 台及汽车故障诊断仪器等

硬件设备，并且每年根据新发布车型对旧车辆进行更换，同时对已经过时及因使

用频度高导致车辆老化的车辆进行申请更换,在学校的国家级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实训中心划分专门区域，按照项目全国统一标准，校企共建标准化教学实习实

训中心；二是提供丰富课程资源与最新技术支持，包括最新课程标准、校企共同

开发教材 9本，各产品技术手册，在线技术资源网络平台等；三是提供良好的实

习实训场所,上汽通用在湖北区域的品牌 4S 店均可作为学生实习实训场所,并提

供实训师傅进行师带徒的教学；四是提供专业的师资培训，项目组教师每年定期

须到上汽通用汽车公司技术培训中心接受专门技术培训和认证考核，取得授课资

格后方可教学；五是为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提供企业入门级资格认证，为教师

提供铜级技术资质认证，有能力的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铜级技术资质认证，实现校

企人才培养无缝对接；六是为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学生获取毕业证及企业入门资

格证书后便可到湖北区域内各通用品牌 4S 店从事机电维修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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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师铜级认证证书

（二）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为主组织项目实施

一是由襄职院根据校企双方确定的培养目标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

划,并报上汽通用审核备案；二是教育教学是由襄职院为主来组织实施，包括校

内的理论课、实践课以及企业实习,其中订单要求理论课时 540 学时；三是襄职

院持续提供了满足企业售后服务中心需要的优质生源；四是襄职院提供教学场地

(使用面积约 1000 平方米)，校企双方共同建立教学中心；五是襄职院提供优秀

教师满足项目教学,项目团队由分管教学和校企合作的副校长牵头，汽车学院院

长、分管校企合作副院长、3 名汽车专业管理人员、5 名专职培训讲师、1 名实

训管理人员组成,分工明确,职责分明。

整洁大气的 ASEP 教学实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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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企联合开展项目管理

上汽通用校企合作项目已经形成一整套成熟规范管理模式，包括学员招聘选

拔、课程学习、企业实习、阶段考核、毕业考核、开班及毕业典礼、工作年会等

工作。这套模式规范了项目的有效运行。在日常管理中,班级管理纳入学工管理，

教学纳入教务管理,实习实训就业纳入校企合作和就业管理、设备纳入实践中心

专项管理。

（四）构建“校企共同体”

上汽通用和襄职院校企双方以协议形式缔约构建相互开放、相互依赖、相互

促进的“校企共同体”。校企双方构建领导管理机构，共同投资建设用于人才培

养的校内外实训基地。双方在“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和

“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方面达成高度共识。上汽通用主

动向合作项目投入资金、设备、场地、技术等资源。襄职院向合作项目输入师资、

科技，形成办学资源一体。本公司售后服务培训中心成立运作小组对项目进行运

营管理，襄职院也成立项目组。校企双方通过一系列协议明确校企双方的责任与

义务，如本公司与学校每年签订《校企合作项目合作协议书》，学生、4S 店及

学校三方签订《学生实习就业协议》。本公司提供了 6台整车、8台发动机总成、

10 台套变速箱总成等硬件设备，提供课程、教材、维修技术手册等教学资源，

提供师资培训。双方共建教学实训中心，襄职院对企业投入设备进行改造，对场

地按照项目规范进行升级改造，对实训项目再次开发，同时根据专业实际，将项

目软硬件资源植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教学，让更多学生受益优质教学资

源，使企业投入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五）构建校企共育运行管理模式

校企共育运行管理模式是如何对校企合作项目建设运作管理，涉及到项目全

过程，是项目健康运作的制度保障。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学生管理、设备管理、

教师管理、质量管理等方面工作。通过项目组的规范表格数据上报，明确责任，

规范运作行为。在上汽通用合作项目中，构建了一整套运营管理模式，包括通用

班组建选拔、学员在企业实习的管理、阶段考核、毕业考核、毕业典礼以及教师

培训等工作。《班级选拔组建规范》明确了选拔学员的一整套程序，操作性强。

《学员顶岗实习管理规定》明确了企业、学校及学生三方的责任与义务，对实习

流程、定期巡岗、考核进行了明确界定，提供了各个环节使用表格、文本范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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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项目管理规范》明确项目负责人、专业教师等岗位的职责、项目操作流

程，提供了《协议书范本》、《会议纪要范本》、《开班、结业典礼流程》等。

三、与襄职院合作成效

（一）探索出“引企入校、校企共育”校企合作模式

“引企入校、校企共育”校企合作模式是指企业与高职院校紧密配合与协作，

企业将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所需最直接和最有针对性的资源投入学校，如设备、

技术、师资等，通过与学校联合招生，共同培养，共同考核认证，为企业源源不

断地输送高端技能人才的一种校企合作模式。这种模式为襄职院与其他相关企业

校企合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保障了企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促进了企业职工队伍素质提升

每年订单班组建开班时，襄职院调查学生实习意向并邀请上汽通用省内 4S

点售后服务中心统计用工需求并到校参加开班典礼，根据用工需求情况与企业共

同开展订单班学员宣讲与招录，实施定向培养，校企双方共同管理，确保了企业

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企业技工素质的提升。

（三）合作专业师资力量整体提升

上汽通用项目的模式决定了教师先考证才上岗，迫使教师每年要参加培训学

习，提升专业水平；项目采取教考分离的形式，教师课酬与学生通过率挂钩，迫

使教师不仅自己会，更要教会学生会，提升了襄职院教师的教学水平。上汽通用

汽车校企合作项目首届教师技能比武大赛中，襄职院合作项目教师罗伟参赛成绩

第二名，荣获二等奖。该教师还在湖北省课程信息化大赛获一等奖。

（四）上汽通用汽车 ASEP 项目定期评估促使学校汽车专业软硬件水平和校

企合作水平提升

ASEP 项目定期按照指标要求进行项目评估打分排名，为学校按照规范运行

项目提供了参考。2014-2015 年度襄职院获评优秀 ASEP 合作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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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襄职院顺利通过评估，在 2019 年 8 月作为主办方承担了项

目组 A8 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培训，为来自全国其他合作院校的项目讲师提供

了良好周到服务和完备的硬件设施条件，学校该年度也获得特别贡献奖。评估促

进了项目基础设施软硬件的完善提升，促进了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促使

学校和合作 ASC 向更高标准开展合作。

（五）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升

本公司对售后服务中心调查结果显示，售后服务中心对襄职院毕业生十分满

意。在全国大赛中也取得了骄人成绩：在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汽车检测与维修

大赛中荣获国家三等奖，在全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FSC 中获得过二等奖和三

等奖，其中燃油效率第一名。多名订单班学院获得银级认证，如襄阳三环鸿通

4S 店徐聪聪同学为 2012 年订单班学员，已成长为公司技术主管并通过了银级认

证。襄阳三客优公司总经理黎磊为 2011 年订单班学员，在校即通过铜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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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主创业，企业运行状况良好。

通用班毕业学员徐聪聪银级资质认证证书

四、问题与展望

（一）重技术，弱企业文化熏陶及学生道德及社交礼仪素质提升

在目前的项目合作实施过程中，本公司更多地关注了学生技能技术水平的提

升，弱化了学生在企业文化认可及忠诚方面的教育。

应对措施：1.收集整理本公司道德模范、爱岗敬业先进事迹材料，邀请在通

用旗下品牌 4S 店就业的优秀订单班学员定期到校开展交流互动。2.开展体现本

公司企业文化方面活动，如参加公司的职工年会、优秀模范员工进班级等活动。

3.严格按照现代学徒制模式实施培养过程监管。

（二）成果共享还不够、合作企业需要更加精准

校企合作项目更多侧重订单培养的学生，虽然已经将通用课程体系标准融于

专业日常教学活动，但还不够。

针对订单班学员实习就业的企业数量还不够，覆盖的区域有限，尤其是在高

端品牌凯迪拉克覆盖率较少，影响了培养质量向高标准看齐。

应对措施：校企合作课程和项目进一步深入共享，实训基地对非订单学生开

放，开展教师间的学习交流，形成专业水平整体提升，实现校企合作更广泛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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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进一步对省内各家通用 4S 店精准摸底，建立长期稳固的就业实习基地，结

合毕业生实习就业意向和籍贯，实施精准安排实习和就业，确保学员长期稳定发

展。

（三）需与项目组开展在钣喷、营销服务等项目的深化合作，拓展合作方

向和内容

目前襄职院和 ASEP 项目仅在机电维修领域开展合作，而对 4S 店需要的服务

顾问、销售顾问、钣金学徒、油漆学徒等有大量需求的领域未开展深入合作，学

校需进一步努力与项目组进行洽谈，积极联系省内 ASC 进行市场调研，促使学校

和 ASEP 深度合作开展，在以上四个领域引入国际标准教材和培养规范，更好的

为人才培养服务，同时进一步提升襄职院汽车专业在省内汽车行业的影响力。


